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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專題：

前言：

智能手機近年在香港備受廣泛使用，針對不同用家特性的Apps亦應運

而生，其中不少Apps令青少年工作者極感頭痛，因坊間有些社交Apps

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溝通，這種極為私隱的連繫其實有極高的潛在風

險，例如少女被網友誘使下登上援交之路。由於這類平台跟以往可公開

瀏覽的交友網站和網上討論區不同，在缺乏「線索」的情況下，社工

無論於接觸服務對象或掌握服務使用者的性危機處境上，均感到困難重

重，阻礙了有關青少年直接接觸預防不安全性行為訊息的機會。

在《新媒體與性陷阱》一文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的社工程健祖先生為

我們探討在Web 3.0世代下，性陷阱是如何快速地增加。明愛的社工陳

倩婷小姐於《App出援交》進一步聚焦援交少女與Apps的關係，並帶

出社工可如何應對。

不要以為我們在危言聳聽，根據香港警方的統計數字，有關互聯網的

罪行近年明顯上升，單單跟「祼聊」有關的勒索案件，去年（2013

年）共接獲477宗，較前年（2012年）的60宗，上升了近乎七倍之

多！！而不少干犯性罪行的青少年個案，亦是受到網絡媒體的影響。

（詳閱由再思社區健康組織健康促進及教育總幹事何碧玉撰寫的《探討

新興網絡活動所延伸的罪行》）。

世態不停在轉變，而青少年落入與性危機有關的陷阱亦跟手機型號一樣

不斷地更新，今天的青少年工作者，不但要小心維護心中的一團火，更

要貼近青少年的步伐，才能緊貼他們的心，掌握到他們的情況與需要，

從而作出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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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新媒體
與性陷阱

程健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青少年自強計劃 社工

媒體科技不斷發展，世界已走到Web 3.0的世代。流動通訊設備（手機、

平板電腦）的流行使我們可以24小時無間斷地連接網絡。完善的搜索功

能，不斷提升的網絡速度以及手機應用程式（Apps）的發展讓人們在更短

時間內準確尋找並吸收更多的資訊。社交網站興起，各人建立了電子身份，

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不過Web 3.0不只是帶來很多的方便與好處，

而且暗裡亦藏著不同的危機。

科網發展無疑是帶來很多好處，Apps的普及亦為用家帶來了方便。但流

動通訊設備的可攜性及隱密性，使兒童及青少年在沒有任何的監管下，可

隨意於網上搜尋和下載很多有關性資訊或色情的Apps，其中包括色情漫

畫（H漫）、限級制電子遊戲（H Game）、色情小說、性交姿勢技巧等，增

加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的機會。另一方面，網絡遊戲亦十分盛行。

網絡遊戲的廣告可在不同網頁中見到，其中一些遊戲的廣告言詞露骨，意

識大膽。主角（女性為主）姿態暴露誘人，十分吸引眼球。任何人都可以隨

意進入，參與遊戲。更甚的是一些以兒童為對象的網絡遊戲，部份亦包含色

情成份，暴露女性的身體。兒童及青少年若長期接觸，有機會將當中扭曲的

想法及行為正常化，以致心中躍躍欲試，引起偏差行動。參考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青少年自強計劃的個案，他們都曾經接受警司警誡，部份曾干犯有關

性罪行的個案，亦顯示是受到此

等網絡媒體影響。個別青少年犯

事者表示曾經常上網接觸日本色

情電影（AV），或透過 Ap p s接

觸色情小說及H漫，因而對有關內

容產生慾望而摹仿，最後因非禮

行為而被控以猥褻侵犯罪。

此外，社交網絡成為人與人之間

重要的連繫，我們間中亦有看到

報章報導少女因網上交友而被侵

犯的個案。

“ 一 名 十 三 歲 女 生， 去 年 透 過 

facebook認識一名十五歲少年，雙

方發 展 為網上情侶，但兩人一直 無

見面。春節期間，有人趁家中無人，

邀請「女友」到家中作客，乘機撫摸

其胸部及下體，事後女生家長揭發

事件報警”

（太陽報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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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透過社交網絡或網絡簡訊，人與人之間的社交連繫增加；即使沒有相見，在

網絡上的相片分享或言詞交流，已經增加了對屏幕另一方的存在感覺，雙

方連繫感亦會因此而不斷增加。在真正約會見面時便以為已經深入認識對

方，大家的戒心亦會鬆懈。像上述的報導，青少年一不小心就有機會干犯性

罪行或成為受害者。

故此，建議應從不同層面加強青少年了解自身危機所在，與他們討論如何

分辨及處理這些危機。此外多關注兒童接觸色情資訊的情況，留意他們如

何運用手機及電腦，避免他們受到影響。再者，需要馬上討論如何改進性

教育課程，以配合現時兒童及青少年所面對的處境，並抗衡媒體科技發展

的負面影響。

太陽報2014，少年邀13歲女回家涉上下其手。取自: h t tp : / / the - sun .
on.cc/cnt/news/20140211/00407_046.html

《App出援交》

陳倩婷
明愛「黑糖特工」計劃 社工

「遇見」、「skout」、「陌陌」、「微信」等等，這些都是交友的應

用程式，越來越多智能手機的使用者用來結交朋友。由於智能手機比以往

上載相片便利，用戶可以從這些應用程式中看到其他人的相片以及位置，

隨時跟想結識的人聊天，甚或相約外出。

過去，在從事援交的少女中，她們入行的途徑大多是透過在互聯網的討論

區或交友網站被客人或中介人的游說進行援交。對方會以「輕易賺取金

錢」的原因來吸引她們，例如「可以陪我睇戲嗎？有500元。」；或較

直接「等錢用嗎？有工介紹，每次一小時有1000元！」等等。可是，我

們近來發現她們入行的途徑轉移到智能電話的交友應用程式。雖然入行過

程十分相似，大多都是被別人游說，但智能電話卻可讓少女更容易接觸到

不同的用戶，而當她們繼續透過此途徑從事援交時，她們的援交活動將變

得越來越隱敝，工作員提供性健康教育亦面對更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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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以往，無論任何人在交友論壇中都能閱讀彼此的帖子，工作員只需要在特

定的論壇中便可輕易接觸從事援交的少女，或以發佈帖子的方法公開地向

她們講解性健康的知識；她們甚或可以從這些論壇中獲得其他網友的資

訊，當遇到問題時都能在論壇中尋找其他人協助，例如：如何進行身體檢

查和處理被客人暴力對待等問題。但在使用手機交友的應用程式時，每次

都能搜尋不同的人，而對話卻只能一對一地傳送，並不如在論壇中可以公

開地被瀏覽，間接減低了工作員向從事援交的少女提供性健康資訊的廣泛

性。工作員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與年青人聯繫，以了解她們是否正在從事

援交，或在從事援交的過程中有甚麼需要。

雖然工作員要以更多時間去尋覓並接觸她們，但若我們可以從論壇或朋輩

間得到從事援交少女於應用程式的戶口時，我們就可在較短時間和私隱度

較高的渠道與她們談論性健康的話題。因為大部份交友程式的用戶都會長

時間在線，但又不會直接顯示自己的聯絡電話，工作員無需再等待她們上

線才開始對話，隨時都可以透過交友程式發出訊息嘗試接觸她們，與她們

建立關係和提供健康資訊。她們亦不會過份擔心個人資料外洩，可以在較

有安全感的情況下與工作員傾談，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協助。

總括而言，工作員在面對互聯網和溝通模式的變化，總是希望減低少女在

援交的過程中，可能面對的性健康風險和面對客人期間的潛在傷害，例如

被偷拍、「起底」或被威脅等。先增強她們保護自己的意識和能力，然後

逐步促使她們在更健康和安全的環境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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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新興網絡活動

	 		 	 	 所延伸的罪行
何碧玉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健康促進及教育總幹事

現
今香港社會，資訊和通訊科技發展迅速，為民眾帶來生活上相當

大的方便。現在已不限於以電腦瀏覽互聯網；近年，手提電話無

線上網已十分普遍。在我們可隨時使用手提電話連繫無線網絡，包括通

訊、教育及娛樂等各方面的同時，網絡所產生的負面問題亦開始湧現。

今期我們針對網上陷阱，進一步了解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

現時網絡有關的罪行明顯上升

根據香港警方的統計數字，青年罪犯人數由2012年的6522宗下降至

5397宗（約17%）。但與網絡有關的罪行卻有明顯上升情況，警方將

科技罪行主要分為「與網上遊戲有關」、「網上商業騙案」、「非法進入

電腦系統」（包括電郵騙案）及「其他」（包括社交媒體騙案及裸聊勒索

案）四大類。警方於2013年共接獲477宗與「裸聊」有關的勒索案件，

較2012年60宗上升7倍。受害人多是男性，約10%是青年。雖然「裸

聊」本身並非犯法行為，但在「裸聊」前後及過程中若涉及非法行為，例

如勒索，則觸犯刑事法例。

警方統計數字 -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一三年被捕的青少年罪犯 警方統計數字 - 與「裸聊」有關的勒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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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年青人曾接觸色情資訊或沉迷網絡遊戲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2009年調查，在過去一年內，近六成的受訪兒童及

青少年表示曾經非法下載電影或音樂，近四成表示曾經接觸色情資訊或沉

迷網絡遊戲；當中有逾三成受訪青少年更表示他們知道這些網上行為屬違

法，但他們深信不會被逮捕而持續這些網上違法行為（香港青年協會，

2009）。

網絡世界上的罪行與現實世界的一樣，都受現行法例所監管。透過網絡安

排提供性服務可能觸犯不同的法例，如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147條「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

禁6個月，或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37條「依靠他人

賣淫的收入為生」罪，可處監禁10年。按警方數字青少年牽涉的科技罪

行，與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當中以網上遊戲有關的罪行及網上拍賣有關

的罪行較為普遍。網上遊戲有關的罪行包括挪用虛擬武器或從受害人遊戲

戶口中盜取遊戲點數。網上拍賣有關的罪行包括寄出貨物後收不到貨款或

付款後收不到貨物等等。

避免成為網絡的羔羊

青少年的網絡問題越來越嚴重，網絡使用者長時間使用網絡，與父母或朋

友缺乏溝通，影響連繫，附著力下降，參與網絡犯罪的機會也相對增加。

應加強年輕人對網絡行為的認知意識和正確態度，並需加強父母親對網絡

的認識及對年輕人的管教技巧。

遇到有罪案發生，可前往任何一間警署報案。若案件涉及刑事成份，將會

交由刑事調查隊處理，亦有可能因應其性質、案發地點等等不同因素交由

其他警區處理。除此之外，亦可利用警務處網頁的電子報案室舉報。如情

況緊急，亦應致電999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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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
及愛滋病統計數字

每 季 最 新 公 佈 數 字 一 覽 表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本季

(二零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
累積個案

愛滋病

病毒感染
愛滋病

愛滋病

病毒感染
愛滋病

1.性別  

男 117 21 5043 1210

女 27 6 1299 227

2.種族

華裔 101 20 4235 1110

非華裔 35 7 2026 327

不詳 8 0 81 0

3.傳染途徑

異性性接觸 28 12 2512 819

同性性接觸 71 9 2000 356

雙性性接觸 1 1 257 60

注射毒品人士 1 1 324 59

輸入血液／血製品 0 0 83 24

母嬰傳播 0 0 27 8

不詳 43 4 1139 111

4.總計 144 27 6342 1437

附註：以上統計數字由香港衞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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