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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好種類

 煙, 酒精, 藥物

 賭博

 網絡

 購物

 性

 運動

 工作

…等等

正常
沒有或

一般接觸

嗜好
興趣, 未有

產生明顯問題

問題
沈迷, 問題

過於所能付擔

病態
行為失控, 生理
及心理產生病變

成癮歷程 香港基督徒沉溺行為調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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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網上不記名問卷調查

明光社網頁、Facebook群組、電郵及宣傳刊物

對象香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五個沉溺向度調查:

網絡、購物、投資、工作、性 (色情資訊如色情雜
誌、網頁、文章或影片等)

受訪者背景資料 (1094人)

 性別: 男 42.9% 女 57.1%

 婚姻狀況: 未婚 63.2% 已婚 34.9% 喪偶 0.5% 離婚 1.5%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0.6%   初中 8.7%   高中 20.6%   預科或毅進
8.6%   專上非學位或副學士 11.4%    專上學位或以上 50.1%

 宗教信仰: 基督教 83.6% 回教/ 伊斯蘭教/ 印度教 0.5% 

佛教/道教/儒教 1.6% 中國民間信仰 0.3% 天主教 2.0% 沒有宗
教信仰 11.7% 上述並沒有提及 0.4% 

 信仰投入度: 較低 12.6% 中間 45.3% 較高 42.1%

基督徒網絡沉溺

健康網絡使用者 54.9% 

潛在網絡沉溺者 28.9% 

網絡沉溺者 11.0% 

深度網絡沉溺者 5.2%

較年青組別（13-19歲、20-26 歲及27-33 歲）

較多落入「潛在網絡沉溺者」和「網絡沉溺
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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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購物沉溺

 非購物沉溺者 64.9% 

 潛在購物沉溺者 25.1% 

 購物沉溺者 9.1% 

 深度購物沉溺者 0.9% 

 女性略比男性取得高分

 顯著地較多未婚者為潛在購物沉溺者或
購物沉溺者

基督徒投資沉溺

 非投資沉溺者 79.0% 
 潛在投資沉溺者 16.0% 
 投資沉溺者 2.8% 
 深度投資沉溺者 2.2% 
 在投資沉溺與信仰投入度比較下發現，

信仰投入度愈高，愈傾向成為「非投資
沉溺者」

基督徒工作沉溺

 非工作沉溺者 3.6% 

 潛在工作沉溺者 61.3% 

 工作沉溺者 30.3% 

 深度工作沉溺者 4.7% 

 55歲或以上傾向工作沉溺

已婚者顯著地較傾向成為潛在工作沉溺者

信仰投入度愈高，愈傾向成為「非工作沉溺者」

基督徒性沉溺

 非性沉溺者 60.6% 

 潛在性沉溺者 23.4% 

 性沉溺者 11.0% 

 深度性沉溺者 5.0%

 男性顯著地較多在性方面沉溺

 大約四分一男性已婚基督徒，每星期至少一次為滿足
性慾而瀏覽色情資訊

 20-26歲的男性/女性顯著地在性方面較其他組別沉溺

 未婚男性/女性 顯著地較在性方面沉溺

 男性/女性信仰投入度高低對性沉溺的影響並不顯著

基督徒接觸色情資訊

 為了滿足性慾而接觸色情資訊 (色情雜誌、網頁、文章
或影片等

 幾乎每天一次或多於一次 (9.9%)

 每星期多於一次 (27.5%) 

 每月多於一次 (29.0%) 

 沒有 (33.5%) 

 女性受訪者(1.0%)選擇「幾乎每天一次或多於一次」, 超
過八成半女性受訪者 (86.1%) 選擇「沒有」

成癮疾病準則

 花大量時間在癮好上
 經常進行癮好比預計更多次數或更長時間
 持續追求的慾望或不能自我控制停止或減少
 耐受性
 斷癮徵狀
 放棄或減少其他重要活動
 出現負面影響但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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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好潛在原因

 遺傳傾向, 基因病變

 神經系統的獎賞機制病變

 心理因素

 性格、情緒及壓力控制失調

 家庭及同輩影響

 社會結構及價值觀

 精神病 (情緒病等)
成癮

愉快獎賞路徑

伏隔核

腹側蓋區黑質體

多巴安
(動機 )

血清素
(抑制 )

癮好治療目標

 了解潛在原因

 激發改變的動機

 處理脫癮徵狀

 控制癮好行為, 思想及衝動

 預防復發

癮好治療方式

 心理治療

 心理分析

 認知行為治療

 家庭治療

 小組集會治療 (如賭徒無名會)

 藥物治療

 其它 (如法律援助; 職訓; 財務重整; 兒童
托管; 房屋暫住等)

治療歷程

維持期

復發期 思想期

決定期

行動期

思想前期

Stages of Change Model
Prochaska & Di Clemente

預防癮好策略

1. 減低社會癮好風氣

2. 增強癮好及其禍害的認識
3. 提高防癮意識
4. 正確價值觀

5. 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6. 建立健康朋友圈

7. 增強解決困難能力

8. 有效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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