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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

由多個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
服務團體組成，為青少年能夠有一個
免受不良傳媒資訊影響的健康成長環

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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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5-6月，我們進行有關交友應用程式
對青少年影響的調查，和以往一樣，繼續
接觸青少年，希望能反映他們使用交友應
用程式的情況。

有效問卷來自香港28間中學，共19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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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訪者社交生活及使用智能手機
社交應用程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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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與網友傾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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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同佢哋(網友)，鍾意傾啲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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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學生於網上的傾談內容: 「生活點滴」(44.5%)、
「學業」(34.6%)、「偶像娛樂」(32.4%)、「壓力」(24.5%)、
「愛情」(11.4%)及「自己的秘密」(10.6%)。

當受訪者與網友傾談後，有正面感覺得有不少：
「舒服咗」(39.7%)、「減輕咗壓力」(32.8%)、「感到認同」
(31.6%) 及／或「被了解、關心」(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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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受訪者有收過冒犯性邀請等訊息：
「令你覺得被冒犯嘅粗言穢語」(12.2%)、「性感相片」(9.2%)、
「對你作出人身攻撃嘅內容」(8.4%)、「半裸/全裸相片」
(8.4%)、「對你作出性邀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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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Apps時有冇收過以下內容？
性感相片

半裸/全裸相片

叫你影性感相或裸照 send返去

對你作出性邀請

兒童色情照片

別人被欺凌嘅資料

令你覺得被冒犯嘅粗言穢語

對你作出人身攻撃嘅內容

冇收過以上內容

三. 受訪者有否收過冒犯的言語或性邀請等
訊息，並會與何人反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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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 (一般) (好少) 從來都冇

a) 同學 17.2 9.7 7.8 12.4 2.7 2.5 6.0 41.7%

b) 家人 5.2 4.8 4.7 11.2 4.6 4.9 8.8 55.9%

c) 老師 0.6 1.2 2.1 6.1 3.6 3.9 10.6 71.9%

d) 朋友 24.2 11.7 6.8 8.1 1.8 1.5 4.5 41.3%

e) 社工 0.9 1.0 1.8 4.9 1.9 2.1 6.8 80.5%

問及受訪者有關面對上述網上遇到的問題時，他
們最經常會向朋友(24.2%)、同學(17.2%)及／或
家人(5.2%)分享；而有很多受訪者卻從不向社工
(80.5%)及老師(71.9%)傾談。

你會同人分享你喺網上遇到上述嘅事嗎？
（7為最常，1為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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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有超過一成表示會經常或有時會約網上認識的朋友出
街：「有時會」(8.9%)、「經常會」(1.5%)。
至於發展愛情，共有近三成受訪者表示有可能：「少少可能」
（19.3%）、「一半一半」(8.7%)或「好有可能」(1.5%)。

四. 有關受訪者與網上認識的朋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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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冇試過被人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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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回應: 「經常」或「時常」被人網上欺凌的人分別數字分
別為0.8%及時常0.7%，而「間中」及「試過」為2.4%及12%，
合共超過了一成半（15.9%)。

五. 有關受訪者與曾否被人於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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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點樣被欺凌？

言語方面

私隱方面

對罵

孤立

其他

當問及受訪者是如何被欺凌時，最主要是言語方面的攻擊，在
收到的217個回答中，回應「被罵/言語攻擊」的佔三份一
（33.2%）、「網上被罵」（12%）及「用粗口對待」(10%); 
而被揭露私隱方面，均牽涉到到照片：「照片被放上網」或
「被改圖」的，分別佔4%，「醜照被公開」約佔3%。

欺凌方式 頻次

言語方面 167

被罵/言語攻擊 72

網上被罵 26

用粗口對待 21

私隱方面 29

照片被放上網 9

被改圖 9

醜照被公開 6

對罵 6

孤立 3

其他 12

對於欺凌受訪者的人，有超過一成半是受訪者所認識的，最多
是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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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關受訪者與曾否於網上欺凌別人
有共14.2%的受訪者承認曾網上欺凌別人（「經常」（1.3%）、
「時常」(0.5%)、「間中」(1.4%)及「試過」(11%) ，經常的學
生有約1.3%。至於欺凌的方式，以「在網上鬧佢」(9.9%)、「與
人網上圍攻佢」(7.5%)及「公開佢嘅私隱」(2.0%)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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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冇試過網上欺凌人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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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冇試過欺凌人哋

有共14.2%的受訪者承認曾網上欺凌別人（「經常」（1.3%）、
「時常」(0.5%)、「間中」(1.4%)及「試過」(11%) ，經常的學
生有約1.3%。至於欺凌的方式，以「在網上鬧佢」(9.9%)、「與
人網上圍攻佢」(7.5%)及「公開佢嘅私隱」(2.0%)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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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欺凌的人，最多為「同學」（7.0%），其次為「唔識
佢既」（3.8%）或「朋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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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受訪者對網絡欺凌的回應
受訪者對於回應「網上欺凌」的事情十分踴躍（N=1211），歸
納類型後，發現最多的同學表示「希望可以停止欺凌」(25.4%)、
他們感覺到「欺凌是不好的行為」(17.4%)、「無聊、幼稚」
(8.6%); 另外，受訪者亦認為「欺凌要將心比己」(3.4%) 及「受
欺凌者受到很大的傷害」(3.4%)。

歸類後, 出現比較多的內容如下: 頻次

希望可以停止欺凌 307
感覺

欺凌是不好的行為 211

無聊、幼稚 104

沒有感想/與我無關 71

關於欺凌者

欺凌者要將心比己 41
欺凌者只躲在網絡上辱罵 29
關於受欺凌者

受欺凌者受到很大的傷害 40
受欺凌者很可憐 28
受欺凌者要尋求協助 22
受欺凌者同樣有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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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字回應

 一個人應有的品格，不是嘴有多厲害，而是自己所做的
能得到多少尊重

 雖然香港有言論自由，但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言行，做
個有修養的網民

 雖然欺凌人係錯，但自己比人欺凌就會諗下自己錯咩

 俾人欺凌曾係俾人影響到好多，雖然有經歷過，但身邊
唔少(網上)，佢地真係由一個樂觀既人變到勁負面，明明
只係做錯咗啲事，亦都鄭重道咗歉

 唔好食飽飯冇嘢做，做番啲有意義既嘢。有時語言都會
影響人一生，三思而後行

 唔好做鍵盤高手，被欺凌者會唔敢出街，甚至患有自閉
症，我希望欺凌人果個好好諗清楚自己點解要咁樣做

 言論的威力比行為更強，網上欺凌和其他欺凌其實好無謂

 我覺得如果我防禦強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人從網上欺凌你，
而且就算被欺凌，也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網上欺凌比現實生活既欺凌更可怕

 我是邊緣人，跟本沒有人記得我，所以沒有人會欺凌我

 我不單止有過網上欺凌，在學校也被欺凌，很無助，跟老
師說卻反過來罵我

 希望不好再有人「網上欺凌」，因為它造成他人自殺，有
悲劇發生

一些文字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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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青少年的支援，促請社交媒體加設
一站式求助按鈕

全面檢視現有法例以阻嚇及減少網上欺凌
行為

加強教育，鼓勵同學之間的同行及支持

希望青少年可以於網絡中交流而不
被欺凌，我們有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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