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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隱蔽青年研究」報告 
摘要  

本研究運用三種方法對隱蔽青年現象進行探究（電話調查、家訪、焦點小

組），電話調查為整個研究奠定了基礎，家訪和焦點小組起到了重要的輔助和補

充作用。通過對三種調查結果的綜合分析，得出了本澳隱蔽青年現狀的整體圖

景。本澳青年中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佔總體（12-24 歲）比重不到 2.2%，如

考慮電話調查的誤差範圍為±2.58%，則「隱蔽人群」的浮動範圍在 67-70 人

之間，「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浮動在 1,603-1,688 人之間。 

電話調查、家訪、焦點訪談結果一致顯示： 

(a). 獨處家中情況來看，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獨處家中時少與他人、或

不與他人交流，找不到工作/不想與他人接觸等是留在家中的主要原因，對隱蔽

在家的狀態持矛盾掙扎的心態； 

(b). 各類活動情況來看，主要通過玩網上/電子遊戲來消磨時間和獲得成就

感；看動漫的影響力較玩網上/電子遊戲小，另外，因閒暇時間較多，有更多時

間用來睡眠； 

(c). 生活狀態來看，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多不擅長參加人多場合，多認

為沒有足夠機會發揮所長，多想要改變現狀；更容易被人排斥/欺負，更少得到

讚揚，更少參加公益活動或做義工； 

(d). 家庭狀況來看，與家人溝通/了解/相處情況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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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隱青的成因來看，過往文獻中提到的家庭原因、學校/教育制度原

因、以及社會原因都在本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文化原因的影響就相對

微弱。 

 最後，在相關建議中，政府、家庭、以及學校需要通力合作，才能達成預

期目的。例如，在政府方面，可以加大社會對隱青定義、問題成因及影響的宣

傳、加強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核心團體對隱蔽問題的認識、以及持續觀察本澳及

鄰近地區有關隱青問題的狀況及服務發展方向；在家庭方面，推動正確的教育

方式、強調與子女的溝通意識、對父母進行電腦技能培訓、提高父母向專業機

構求助的意識；在學校方面，學校社工需要對問題學生積極聯絡和溝通，鼓勵

老師對學生的關懷和教導等。 

最後需要說明，潛在隱蔽青年現象不容忽視，因此隱蔽青年的預防意義不亞

於改善，甚至比後者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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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隱蔽青年，作為一個國際性課題（多為亞洲國家），近年來已受到越來越多

國家的關注。青年在學習和工作的黃金時期出現“隱蔽”現象，所帶來的對個

人和社會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應當得到政府部門、相關機構、以及全社會的

關注。 

本研究通過電話調查（對象為全澳青少年）、家訪（對象為有隱蔽/可能潛

在隱蔽特徵的青少年之父母）和焦點小組（對象為各類青少年）三種研究方法，

旨在探討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其本人、家庭環境（父母/其他成員）、學校環

境（老師/同學）、其他社交圈、以及社會和政府帶來哪些負面的影響，導致青

少年無法以正確的態度和人生觀面對挫折和困難，從而走向隱蔽或有隱蔽傾向

的生活軌跡；同時，亦深度挖掘青少年的心聲，提出針對以上群體或機構的改

進建議，以期為本澳青少年創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生活環境。 

本報告包含以下幾個部分：（一）、文獻綜述；（二）、調查方法；（三）、電

話調查分析；（四）、家訪結果及分析；（五）、焦點小組訪談結果及分析；（六）

綜合分析；（七）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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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及澳門本土定義 

 

本章摘要：本章展示了其他地區過往對於隱蔽青年現象的研究成果。首先，整

理了各地對隱蔽青年的研究定義（2.1）；其次，簡述了日本、香港、台灣、以

及其他地區的隱蔽青年現象現狀（2.2）；再次，從社會層面、文化層面、學校/

教育制度層面、以及家庭層面總結了過往研究對隱青成因的探究（2.3）；最後，

基於日本和香港學者的相關定義，結合澳門具體情況，制定了符合實情的隱蔽

青年澳門本土定義，並設定了劃分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以及非隱蔽的具體標

準（2.4）。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7 

2.1  各地研究定義 

隱蔽青年現象（又名Hikikomori，Social Withdrawal），最早起源於日

本，因此日本學者對於該課題的研究最多。如何定義隱蔽青年，不同的學者在

表述上會有不同。但總結起來，日本學者對於隱蔽青年的定義，主要包含以下

幾個要素：(1) 獨處在家中，持續至少六個月或以上；(2) 不參與社會活動（讀

書或就業）；(3) 沒有精神上的疾病（Saito, 2002; Isobe, 2004; Ogino, 2004; 

Clifford, 2002；Krysinska, 2006）。同時，缺少與他人的交流被認為是隱蔽青

年的一個重要特點（Shiokura, 2002; Kaneko, 2006）。 

香港學者的研究中，對於隱蔽青年行為特徵的描述，與日本學者大體一致，

但在行為持續時間上，考慮到當地情況，將六個月縮短至三個月（Wong, 2008）。

鑒於澳門整體社會情況與香港較為接近，因此較為適用三個月之標準。 

結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針對隱蔽青年的操作定義，將綜合以下幾點

進行考量：(1) 獨處在家中，持續至少三個月或以上；(2) 不參與社會活動（讀

書或就業）；(3) 缺乏與他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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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地區現狀 

2.2.1 日本 
日本的隱蔽青年現象要追述到20世紀80年代，社會上在當時出現了越來越

多隱蔽在家的青少年（Saito, 2007；Furlong, 2008）。至20世紀90年代，

Hikikomori（日文，譯為隱蔽青年）一詞開始在日本社會流行（Saito, 1998；

Koyama et al, 2010）。據一些研究估計，日本目前隱蔽青年的數量已經超過了

100萬人（Saito, 1998;  Zielenziger, 2006；Furlong, 2008）。 

在日本，隱蔽青年現象多發生在十多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青少年和青年中

（Kosei rodosho, 2003；Kaneko, 2006），其中，男性的比重高過女性（Suwa 

& Suzuki, 2002; Takahata, 2003；Koyama et al, 2010）。從社會階層來看，日

本的隱蔽青年多出現在中產階級家庭，因此被稱為“中產現象”（Shiokura, 

2000；Kaneko, 2006）。 

 
2.2.2 香港 
2004年起，隱蔽青年現象開始受到香港社會關注（Wong & Ying, 2006）。

與日本類似，香港的隱蔽青年亦多以男性為主，但不同的是，年齡層縮小到13

至24歲之間，該群體在香港受教育程度較低，家庭背景多為勞工階層或領取社

會保障的低收入階層（Wong, 2008）。 

近年來，香港隱蔽青年數量呈上升趨勢。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0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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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統計，全港約有隱蔽青年6000人左右（東方日報，2005）。至2006年，該

機構數據顯示隱蔽青年數量激增至18000人以上（東方日報，2007）。作為總人

口七百萬左右的香港，隱青群體佔總人口千分之二點六，比例上已經不低。 

 

2.2.3 台灣 
台灣社會中，擁有“宅男”、“宅女”稱呼的人群，與隱蔽青年人群有所

重合。該群體通常具備的特徵是：經常足不出戶、流連網路、穿著不修邊幅、

不擅言辭、缺乏對異性的魅力、常會被人冷落或排擠等形象（維基百科, 禦宅族）。

但由於這類詞語在台灣經常受到媒體濫用，社會流傳度很廣，其指代範圍逐漸

擴大，無法與“隱蔽青年”的指代完全重疊。 

 
2.2.4 其他地區 
除日本和大中華地區外，其他國家亦有類似現象的發生。韓國、中東國家

阿曼，都有關於隱蔽青年的研究（Jones, 2006; Sakamoto et al, 2005; 

Krysinska, 2006）。英國的尼特族現象（NEET），也和隱蔽青年現象有類似的地

方（Yates & Payne, 2006; Wo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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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性格、行為特徵及原因探究 

2.3.1 性格及行為特徵 
以往研究表明，隱蔽青年多會處在高於常人的焦慮、害羞的狀態下，他們

通常缺乏社會技能，不被同齡人喜歡，因此很難與人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

（Rubin & Burgess 2001；Kingery et al, 2010）。 

在隱蔽青年對自己生活的描述中，多體現出一種低效率的行為狀態。他們

經常昏睡整日（甚至不洗澡），或者長時間玩電腦遊戲、看書、看漫畫，用以逃

避現實生活（Tanabe, 2000；Kaneko, 2006）。 

儘管隱蔽青年有著較為一致的行為特徵，但在形成原因上卻是複雜的，通

常是多種因素結合產生的結果（Saito, 1998）。以往針對隱青成因的研究（多數

為日本），其結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2.3.2 社會原因 

日本有研究認為，日本 19 世紀 60 到 70 年代的社會結構調整，對後來隱

蔽青年人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Saito, 1998；Furlong, 2008）。當代社會對於

時間和效率的要求越來越高，隨之帶來的巨大壓力讓部分青年人難以承受，進

而產生退縮、隱蔽的傾向（Kaneko, 2006）。 

在香港，一群無法適應主流教育的青年進入社會後，成為“低技術、低學

歷、低年齡”三低群體。即使是有專長的青年（如繪畫、寫作、或網絡），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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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主流認可，仍有可能遭到排擠，成為“雙失青年（失學、失業）”（Kobe, 

2007）。 

 

2.3.3 文化原因 
國外媒體報導日本隱蔽青年現象時，經常將現象成因歸為日本文化問題。

日本主流的“孔夫子文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一致性，不鼓勵獨特的行為或思

想。西方媒體傾向於將日本的隱蔽青年現象歸結於此，但日本學者鮮有同意

（Krysinska, 2006）。 

 

2.3.4 學校/教育制度原因 
教育體制給學生帶來的過度壓力，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日本隱蔽青年的成因

之一。家庭和整體社會通常過分注重青少年在課業上的成就，並將這種成就同

人生成就緊密聯繫在一起，通常會認為若無法取得學業上的成功，人生就難有

第二次成功機會（Fujita, 2007; Furlong,2008）。另外，在學校不被同齡人接受，

遭到排擠和欺負的經歷，也可能使部分學生產生厭學情緒，進而輟學在家，導

致隱蔽（Hara, 2003; Saito, 2002; Krysinska, 2006）。 

香港在這方面的研究結果，與日本類似（Kob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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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家庭原因 
缺乏交流和溝通的家庭氛圍亦是帶來隱蔽青年的可能性因素之一。日本父

母通常認為子女年齡過小，不會與子女進行深入的交流，因此容易產生“持續

的誤解”狀態，這種狀態維持到子女長大都無法化解。缺少交流的另一個表現

是，在子女出現隱蔽現象之後，父母會去尋求專家幫助，但他們卻不會告知子

女自己去尋求外界幫助這一行為（Krysinska, 2006）。 

家庭成員間過於相互依賴的特性是另一種可能。母親對子女，尤其是兒子

的過分照顧可能持續到子女三四十歲的時候，這種行為使得子女對家庭過分依

賴，無法獨立（Saito, 2003；Krysinska, 2006）。 

香港的情況多為：父母工作壓力大，缺少時間與子女做足夠交流，或者“望

子成龍”心態過於強烈，致使雙方產生矛盾，阻礙交流（Kobe, 2007）。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3 

2.4  三地過往研究成果及澳門本土定義 

日本、香港、澳門三地隱蔽青年研究成果比較 

  定義 學者/ 機構 調查方法 預計人數 
日本 (1).獨處在家中，持續至少六個月或以上；(2).不參與社會活動（讀書或就業）；(3).沒有精神上的疾病 學者 Saito 學者 Saito，在日本三重県訪問了 1420名父母，當中有 16 名承認自己的孩子有隱蔽經歷，該學著據此估計日本全國有100 萬左右的隱蔽青年。 約 1,000,000。亦有其他研究推估出不同結果，但現有文獻中，此結果是最常被引用的。 

香港 香港學者的研究中，對於隱蔽青年行為特徵的描述，與日本學者大體一致，但在行為持續時間上，考慮到當地情況，將六個月縮短至三個月。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之 「有網能量」青年導航及發展中心 

1. 該中心於 2006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透過傳真發問卷至全港四百多間主流中學，共收回 53 份有效問卷約有一半（49.1%）表示在過往兩個學年有學生出現隱蔽情況，人數共 62 人，佔 53 所回覆學校的總學生人數 0.113%。                                                                                                                             2.由 2004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2 月，中心共處理 192 隱蔽個案，當中只有 10位是非中學生，中學生與非學生的比例為 18.2:1，因此該中心推算香港約有2.1%的非中學生生活於隱蔽當中。                                                                                3. 總結而言，. 該中心估計香港約有18,000 名 10-24 歲青年受隱蔽困擾，比2005 年 3 月估計的 6000 人大幅上升 3倍。 

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有網能量」青年導航及發展中心於2005年的調查統計，全港約有隱蔽青年6000人左右。至2006年，該機構數據顯示隱蔽青年數量激增至 18000人以上。 

澳門 本研究針對隱蔽青年的操作定義，將綜合以下幾點進行考量：(1).獨處在家中，持續至少三個月或以上；(2).不參與社會活動（讀書或就業）；(3).缺乏與他人的交流。 ERS 電話調查，訪問了 1506 名年齡在 12-24歲之間的本澳青少年。 
本澳青年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佔總體（12-24歲）比重不到 2.2%，如考慮電話調查的誤差範圍為±2.58%，則「隱蔽人群」的浮動範圍在67-70 人之間，「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浮動在1,603-1,688 人之間。 

通過對國內外過往研究的檢視，本研究結合日本和香港的研究結果，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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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澳的操作定義，見上表。 

通過操作定義，本研究根據隱蔽程度，將本澳青少年分為三類：隱蔽、可能

潛在隱蔽、以及非隱蔽。具體特徵描述如下： 青少年類型劃分 類型 特徵 隱蔽 「無讀書/無就業」+「超過三個月獨處家中」 可能潛在隱蔽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只與虛擬系統（網友）有交流」 「無讀書/無就業」+「特定原因留在家中」+「想要留在家中」 非隱蔽 無隱蔽或較低可能潛在隱蔽特徵 * 上述特徵使用題目（詳情請參見附件一）： 「無讀書/無就業」：q1_1. 請問你而家嘅身份主要係? 「超過三個月獨處家中」：q1_7. 一般情況下，你自己單獨連續留係家中有幾耐？  「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只與虛擬系統（網友）有交流」：q1_8a. 單獨留係家中時，你通常會保持同邊個有溝通？  「特定原因留在家中」：q1_9r. 你經常單獨留係家中嘅原因是咩？（特定原因，即「搵唔到工/唔想返學/唔想返工/唔想見其他人」） 「想要留在家中」：q1_10. 其實你自己想唔想自己單獨留係家中？  
 

  



 

第三章、    調查方法
 

本章摘要：第三章主要介
少年的電話調查，可了解青少年各類意見和態度的整體分佈

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家長的家訪

教方式（3.2）；針對各類青少年的焦點小組訪談

活動和人生觀、價值觀表達

 
 

 

 

 

 

 

 

 

 

 

 

 

電腦輔助電話問卷調查

家訪（Face-to-face)：

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s)

「澳門隱蔽青年

15 

調查方法及執行情況 

第三章主要介紹了本研究的三種研究方法和執行情況

可了解青少年各類意見和態度的整體分佈（3.1

青少年家長的家訪，則可了解該類青少年的成長概況及父母的

針對各類青少年的焦點小組訪談，最直接地洞悉青少年的心理

價值觀表達等（3.3）。 

電腦輔助電話問卷調查（CATI）：針對全澳12-24歲青少年

：針對有隱蔽/潛在隱蔽青少年之家長

Focus Groups)：針對各類青少年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紹了本研究的三種研究方法和執行情況。針對全澳青

3.1）；針對隱蔽/

則可了解該類青少年的成長概況及父母的管

青少年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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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電話調查 
電腦輔助電話調查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

通過對本澳全體青少年進行隨機抽樣式訪問，可了解青少年各類意見和態度的
整體分佈，並初步統計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佔青少年總體的比重。 

電話調查於 2010 年 8月 10日至 8月 19 日期間進行，抽樣訪問了 1506
名年齡在 12 至 24 歲之間的本澳居民。訪問期間，調查員共隨機撥號 27,780
次，合計使用電話號碼 12,432 個。依美國民意協會(AAPOR)的成功率公式三
(RR3)及合作率公式三(COOP3)計算，回應率為 44.8%，合作率為 70.6%，抽
樣誤差為±2.58%。平均每個訪問需時 18.19分鐘。 

 

3.2  家訪 

家訪（Face-to-face），根據針對澳門本土情況制定的隱蔽青年分類方法，

從電話調查結果中抽取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受訪者，通過電話徵得同意

後，上門對受訪者父母進行面對面訪談。意欲從旁觀者角度側面了解受訪者的

行為特徵及心理狀態，同時亦可直接獲悉受訪者父母的心理狀態及管教子女的

方式方法1。 
本研究家訪於 2010 年 10月 27日至 11月 14日期間進行，共訪問了 10

戶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青少年家庭（根據電話調查數據判定是否有相關
                                                      
1 家庭關係和父母管教子女的方法，在青少年成長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針對父母的家訪對探究青少年負面心態和行為的成因十分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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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調查員對青少年父母進行了關於子女身份、生活狀態、特定行為特徵、

活動/社交情況、家庭狀況等問題的訪問，同時了解到父母自身對隱蔽青年的理

解和該家庭的大致生活情況，最後對訪問現場環境（即，受訪者居住環境）進

行觀察並做客觀描述。 

 

3.3  焦點小組訪談 

焦點小組訪談（Focus Groups），邀請青少年本人就相關議題做集體探討。

為降低成員在面對陌生環境時本能建立起來的心理防禦機制影響，達到令參與

成員暢所欲言的效果，焦點小組式的訪談會以較為自由的方式進行。訪談主持

人會儘量避免固定模式的提問，並允許其在應對不同場次的不同成員時對原定

訪問大綱有臨時性發揮或延伸，另外亦鼓勵成員間做自由探討，以期探究成員

的內心世界，獲得深入的、有研究價值的資料。 

本研究焦點小組訪談於 2010年12月 4日至 5日期間進行，舉辦 3場訪談，

共計參與人數 9人（除主持人外，第一場 3人，第二場 4人，第三場 2人）。

電話調查來源看，8名曾經接受過電話訪問，其餘 1名沒有；家訪來源看，2

名成員的父母接受過家訪，其餘 7名沒有；人群特徵分類看2，5名有隱蔽/可能
潛在隱蔽特徵，其餘 4名沒有。參與成員對生活現狀、愛好/活動/社交、與家

人相處、以及個人生活態度等方面的話題進行了回答和探討。焦點小組並不局
                                                      2 電話調查顯示之結果，分類情況在第六章具體描述時稍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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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青少年，而是不同類型青少年共同參與討論，這

樣有助於檢視不同特徵參與者對於相同問題的回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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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電話調查結果及分析 

 

本章摘要：本章為針對全澳 12-24 歲青少年的電話調查的分析。首先，呈現
出本澳青少年根據隱蔽程度（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非隱蔽）劃分的初步統計

比重（4.1）；其次從整體狀況、媒介使用、生活狀態、大眾認知及人口特徵等

級方面展示電話調查的具體結果（4.2）；最後對電話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分為

整體檢視、隱蔽/可能潛在隱蔽和非隱蔽人群比較分析兩個部分（4.3）。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0 

4.1  本澳青少年初步分類統計 

電話調查於 2010 年 8月 10日至 8月 19 日期間進行，抽樣訪問了 1506

名年齡在 12至 24 歲之間的本澳居民。根據針對澳門本土情況做出的隱蔽青年

定義和分類，本研究對是次電話調查數據進行整理，結果如下： 隱蔽程度分類（電話調查結果）3    
   人數 百分比% 隱蔽 2 0.1 可能潛在隱蔽 31 2.1 非隱蔽 1473 97.8 總計 1506 100 

接受是次電話調查的受訪者中，測得屬於隱蔽程度的青少年有 2名，佔總

體0.1%，可能潛在隱蔽為31人，佔總體2.1%；非隱蔽青年1473人，佔 97.8%。 

 
 

  

                                                      3 根據電話調查數據歸納出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需通過家訪與焦點訪談來最終確定分類是否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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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電話調查結果展示 

4.2.1 受訪青少年整體狀況 
4.2.1.1 一般狀況了解 

 
在受訪的 1506名 12-24 歲本澳青少年中，78%為學生身份，17.5%已經就

業，另有 4.5%處於無讀書且無就業狀態。 

 
學生身份人群中，29.3%在暑假期間有打暑期工或做兼職，70.7%則沒有。 

78.0%

17.5%

4.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學生(含兼職學生) 就業(含非學生兼職者) 無讀書/無就業

q1_1. 請問你依家嘅身份主要係?（有效回應人數：1506）

70.7%

29.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沒有 有

q1_2. 請問你暑假期間有冇做嘢(暑期工/part-time)？（有效回應人數：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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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身份人群中，32.3%表示暑假後會繼續工作或兼職，66.2%表示不會，

另有 1.5%拒絕回答。 

 q1_4a (暑假前)你每天工作/上課的總時數為幾多小時？(學生) 回應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刪除極端觀察值 之平均數 1140  0  20  7.30  2.2  8  8  7.27  
在身份是學生的受訪者中，暑假前每天用在上課的時間平均 7.3 小時，中位

數、眾數皆為 8小時，標準差 2.2。刪除極端值之後的平均數為 7.27 小時。 

 q1_4b (暑假前)你每天工作/上課的總時數為幾多小時？(就業) 回應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刪除兩極端各 5%  觀察值之平均數 260  0  24  8.04  1.9  8  8  8.03  
在身份是就業的受訪者中，暑假前每天用在工作的時間平均 8.04 小時，中

位數、眾數皆為 8小時，標準差 1.9。刪除極端值之後的平均數為 8.03 小時。 

66.2%

32.3%

1.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不會 會 拒絕回答

q1_3. 請問你暑假後會否（繼續）做嘢( part-time )？（有效百回應人數：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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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及暑假期間自己單獨留在家中的頻率時，9.5%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單獨

在家，27.8%很少，36.7%間中單獨在家，19.1%經常，6.9%每天都單獨留在
家中。 

上題中回答暑假期間會單獨留在家中的受訪者中（q1_5選擇很少/間中/經

常/每天），8.8%表示除了暑假平時不會獨自留在家中，36.9%很少會，33.8%

間中單獨在家，14.2%經常，6.2%每天都會單獨留在家中。 

 
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一般情況下，93.6%會連續

8.8%

9.5%

36.9%

27.8%

33.8%

36.7%

14.2%

19.1%

6.2%

6.9%

0.1%

0% 20% 40% 60% 80% 100%

q1_6. 除左暑假，你平時有幾何自己單獨一個人留係家中？（有效回應人數：1362）
q1_5.你暑假期間有幾何自己單獨一個人留係家中？（有效回應人數：1506）

不會 很少 間中 經常 每天 拒絕回答

93.6%

2.4% 0.9% 0.4% 0.4% 0.8% 1.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q1_7. 一般情況下，你自己單獨連續留係家中有幾耐？（有效回應人數：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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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內留在家中，2.4%會持續一個月內，0.9%持續 1-3 個月（不含 3 個月），

持續 3-6 個月（不含 6 個月）和 6-12 個月（不含 12 個月）的比重皆為 0.4%，

一年或以上的比重為 0.8%，另有 1.5%拒絕回答。 

 
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單獨留在家中期間，41.8%

會保持與家人的溝通，57.2%會保持與真實生活中朋友的溝通，13.3%會與網友

溝通，1.7%與同學溝通，0.4%與寵物進行溝通，表示會與同事或鄰居溝通的比

重皆為 0.2%，還有 20.1%表示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41.8%

57.2%

13.3%

1.7% 0.4% 0.2% 0.2% 0.4%

20.1%

0.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q1_8. 單獨留係家中時候，你通常會保持同邊個有溝通？（多選）（有效回應人數：1243）

0.2%

0.7%

13.3%

57.8%

41.8%

20.1%

0.0% 20.0% 40.0% 60.0% 80.0%

拒絕回答其他與虛擬系統交流(網友)與外在系統交流(朋友/同學/同事/鄰居)與內在系統交流(家人)不和任何人有交流q1_8a. 單獨留係家中時，你通常會保持同邊個有溝通？（多選）（有效回應人數：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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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數據分析需要，圖 q1_8a 對上圖 q1_8 進行了重新分類：將家人定義

為內在系統；朋友/同學/同事/鄰居定義為外在系統；網友定義為虛擬系統。 

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單獨留在家中期間，20.1%

不和任何人有交流，41.8%與內在系統保持交流，57.8%與外在系統保持溝通，

13.3%會與虛擬系統溝通。 

 
由於外在系統包含四種人群（朋友/同學/同事/鄰居），因此可能出現同時與

該系統內多種類型人溝通的情況。圖 q1_8b展示了本次數據中出現的三種情

況。 

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單獨留在家中期間，42.2%

不與外在系統溝通，56.3%與其中一種類型人交流，1.5%會同其中兩種類型人

交流。

42.2%

56.3%

1.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無溝通 同其中一種類型人溝通 同其中兩種類型人溝通

q1_8b. 單獨留係家中時候，你通常會保持同邊個有溝通？(外在系統. 朋友/同學/同事/鄰居；有效回應人數：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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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在被問及留在家中的原因

時，最多人講的前六個原因為：無地方去/無節目/朋友唔得閒/無人約（35%），

家裏人都不在家/家人工作（19.3%），天氣熱/曬/下雨（17.1%），放暑假/不用

返學/不用上班（13.9%），休息/睡覺/累/懶/放假（9.4%），玩網上/電子遊戲或

上網（9.3%），同時，也有受訪者講出其他原因（具體見圖 q1_9）。 

0.7%

1.1%

2.0%

0.3%

0.4%

0.4%

0.4%

0.4%

0.5%

0.5%

0.5%

0.9%

1.6%

1.9%

1.9%

2.3%

2.8%

3.6%

4.9%

5.2%

9.3%

9.4%

13.9%

17.1%

19.3%

35.0%

0.0% 10.0% 20.0% 30.0% 40.0%

拒絕回答沒有原因/不知道/不清楚其他自己一個人住吃飯遲起身/未夠鐘喜歡家/想留在家唔舒服/病少出街/家人不准出街/不想跟家人出家裡有野做/想做自己有興趣的事照顧家人/陪家人/做家務不想見人/不想與人溝通/街上人多/喜歡靜/不敢出街看電視/聽音樂/練習樂器/傾電話/畫沒有錢/不想用錢/出街要錢/出街浪費時間唔想返工/返學不想出街/不想外出溫習/做功課/看書搵唔到工沒有其他人騷擾，可以做自己想做Ｄ野/自由找不到朋友打機/上網休息/睡覺/累/懶/放假放暑假/不用返學/不用上班天氣熱/曬/下雨家裏人都不在家/家人工作無地方去/無節目/朋友唔得閒/無人約q1_9. 你經常單獨留係家中嘅原因係乜嘢？（多選）（有效回應人數：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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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q1_9r，將可能與隱蔽青年特質相關的三種原因合併做重新檢視。暑假

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將找不到工作、不想上學或工作、

以及不想見其他人三者中任何一個當做原因的受訪者超過半成（6.3%），其他

原因近九成五（93%）。 

 
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45.8%表示其實自己不想單

獨留在家中（4.3%完全唔想，41.5%唔太想），40.5%表示想獨自留在家中

（36.7%都幾想，3.8%非常想），13.7%沒意見。 

0.7%

93.0%

6.3%

0.0% 50.0% 100.0%

拒絕回答其他原因搵唔到工/唔想返學返工/唔想見人
q1_9r. 你經常單獨留係家中嘅原因係乜嘢？（有效回應人數：1243）

4.3%

41.5%

36.7%

3.8%

13.7%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完全唔想 唔太想 都幾想 非常想 沒意見

q1_10. 其實你自己想唔想自己單獨留係家中？（有效回應人數：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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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媒介使用狀況 

 
所有受訪者中，97.8%有使用互聯網的習慣，48.5%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的

習慣，53.3%有看動畫/漫畫的習慣。當中，使用互聯網的百分比最高，玩網上

/電子遊戲與看動漫比重相若。 

 

  

97.8%

48.5% 53.3%

2.2%

51.5% 46.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使用互聯網 玩網絡/電子遊戲 睇動畫/漫畫

q2. 請問你有沒有以下習慣？（有效回應人數：1506）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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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互聯網 

 
在有使用互聯網習慣的受訪者中，在被問及在網上的主要活動時，最高比

重的前五名回答是：同人溝通（56.6%）、網上社區（47.9%）、獲取資訊（36.1%）、

消閒娛樂（32.8%）、及玩網上/電子遊戲（30.1%），同時，也有受訪者講出其

他網上活動（具體見圖 q 2_1_1）。 

 

 

 

 

1.8%

0.2%

0.3%

0.5%

0.6%

0.8%

1.0%

1.9%

2.4%

6.0%

6.6%

30.1%

32.8%

36.1%

47.9%

56.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網上博彩 (賭波等)網絡電話/會議網上理財 (網上銀行、股票等)公共服務 (申請政府文件/下載表格/繳費等)售賣貨品或服務（例如淘寶)搵工 (網上求職)網上購物、訂房/訂票(酒店、旅遊等)下載或上載軟件教育/學習 (獲取學位、研究、問/做功課等)個人博客、網頁、相簿等玩遊戲消閒娛樂 (音樂/影片/BT觀賞或下載等)獲取資訊(貨品/服務/健康/房產/政府等)網上社區(facebook/twitter等)同人溝通 (email/MSN/ICQ/SMS等)q2_1_1. 你主要的網上活動是甚麼？（多選）（有效回應人數：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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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_1_2 回應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a. 你通常每星期上幾多日網？ 1451  6.0  1.7  7 7 b. 平均來說，你一星期大約花幾多小時上網？  1401  18.9  16.3  14 10 
有使用互聯網的受訪者中，每星期上網平均日數為 6日，中位數、眾數均

為 7日，標準差 1.7。相同群體中，一周花在上網的時間平均 18.9小時，中位

數 14 小時，眾數 10 小時，標準差 16.3。 

 
有使用互聯網的受訪者中，在一系列關於上網行為的說法中，不同意百分

比最高的前三個說法是：你寧願去上網而不顧你的朋友（92.3%）；當不能上網

時，會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心煩（67.6%）；你嘗試過限制自己的上網時間

但白費心機（54.4%）。同意百分比最高的前三個說法是：你因為花時間上網而

跟你的同伴/伴侶/家人爭吵（72.4%）；你覺得花時間上網會影響你完成需要做

的工作（36.9%）；上網能幫助你逃離煩惱、消除悶氣或者不安（35.2%）。 

54.4%

53.1%

36.4%

27.6%

92.3%

20.7%

30.9%

67.6%

24.0%

22.4%

26.4%

5.3%

45.5%

33.6%

19.5%

20.0%

24.1%

36.9%

72.4%

2.0%

33.0%

35.2%

12.7%

1.7%

0.4%

0.3%

0.1%

0.4%

0.8%

0.3%

0.2%

0% 20% 40% 60% 80% 100%

你嘗試過限制自己的上網時間但白費心機你的家人或好友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上網你覺得花時間上網會影響你完成需要做的工作你因為花時間上網而跟你的同伴/伴侶/家人爭吵你寧願去上網而不顧你的朋友當你上網時，你感到更加愉快或快樂上網能幫助你逃離煩惱、消除悶氣或者不安當不能上網時，會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心煩q2_1_3.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有效回應人數：1473）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沒意見/很難說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31 

 
有使用互聯網的受訪者中，97.4%表示沒有因為自己的上網行為而受到朋友

疏遠，2.4%則表示有此種經歷，0.3%不清楚/很難說。 

 

� 玩網上/電子遊戲 

 
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受訪者中，最多人玩的遊戲類型百分比由高到低前五

2.4%

97.4%

0.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有 沒有 不清楚/很難說

q2_1_4. 朋友有無因為你上網而疏遠你？（有效回應人數：1473）

1.9%

0.6%

4.1%

9.7%

16.3%

19.8%

20.1%

20.4%

27.7%

38.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其他甚麼都玩/無特定賭博類 (如：大富翁/商業大亨/神來也麻雀)賽車類 (如：瘋狂賽車/馬里奧賽車)育成類 (如：開心農場/全民偶像/便利商店)戰略模擬類/戰爭類 (例如：三國演義、二戰風雲)射擊類 (如：戰地風雲/生存online)益智類/推理類 (如：寶石迷陣/暗棋無雙)角色扮演類 (如：情義online/天龍八部online)動作/格鬥/運動類 (如:勁舞團/太鼓達人/生化危機)q2_2_1. 你玩邊D類型嘅網上/電子遊戲？（多選）（有效回應人數：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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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動作/格鬥/運動類（38.1%）、角色扮演類（27.7%）、益智類/推理類

（20.4%）、射擊類（20.1%）及戰略模擬類/戰爭類（19.8%），也有受訪者選

擇其他類型（具體見圖 q2_2_1）。 

 
在問及玩網上/電子遊戲的頻率時，每周一至多次百分比最高（47%），其次

為每天一次（22%），每天多次和每月一至多次相若（14.8%，14.6%），最少為

數月一次（1.2%）。 

 q2_2_2b 回應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b1. 如果是每天玩：每天玩幾多個鐘？[小時]   258  2.9  2.6  2 2 b2. 如果是每星期玩：每星期一共玩幾多個鐘？[小時]  326  7.8  9.3  5 5 b3. 如果是每月幾次或更少： 每次玩幾多個鐘？[小時]  112  2.2  1.9  2 2 
表示每天都會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受訪者中，每天花在玩網上/電子遊戲上的

時間平均 2.9小時，中位數和眾數均為 2小時，標準差 2.6。 

每星期會玩網上/電子遊戲的人群中，一星期花在玩網上/電子遊戲的時間平

均 7.8 小時，中位數、眾數均為 5小時，標準差 9.3。 

22.0%

14.8%

47.0%

14.6%

1.2% 0.4%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每天一次 每天多次 每周一至多次 每月一至多次 數月一次 拒答

q2_2_2a. 請問你幾耐先會玩網上/電子遊戲？（有效回應人數：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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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玩幾次或更少的人群中，每次玩網上/電子遊戲的時間平均 2.2 小時，

中位數和眾數都是 2小時，標準差 1.9。 

 q2_2_2c 回應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c1. 一般黎講，你會連續玩幾多個鐘？[小時]  704  2.3  1.9  2 2 c2. 最多的時候，你連續玩多久？[小時]  715  5.1  6.2  4 3 
一般來講，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習慣的受訪者中，會連續玩平均 2.3 小時，

眾數、中位數都為 2小時，標準差 1.9。 

最多時候，平均連續玩 5.1 小時，中位數 4 小時，眾數 3 小時，標準差 6.2。 

 
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習慣的受訪者中，21.9%表示不會同其他人一齊玩，

37.3%會通過網絡與他人一起玩，22.3%會親身與他人一起玩，18.4%以上兩種

經歷都有，當中，5%多數親身與他人一起玩，13.5%多數通過網絡與他人一起

玩。 

 

沒有21.9%有（親身與他人一起玩）22.3%
有（通過網絡與他人一起玩）37.3% 多數親身與他人一起玩5.0%多數通過網路與他人一起玩13.5%有，上述兩種都有18.4%

q2_2_3. 你有冇同其他人一齊玩？（有效人數：730）多數親身一齊定係通過網絡連線玩？（有效人數：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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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_2_4.玩網上/電子遊戲對你來說有幾重要？(0 分為非常不重要，10 分為非常重要) 回應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727 4.5 1.9  5 5 
在評價網上/電子遊戲對個人的重要性問題中，以 0-10 分計分，平均得分

4.5 分，中位數、眾數均為 5分，標準差 1.9。 

 
針對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的人群中，在被問及“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

過：你花太多時間玩網上/電子遊戲？”時，56.6%表示沒有/很少，34%間中，

9.5%經常/每次。 

在被問及“當你不能玩網上/電子遊戲時，有沒有感到坐立不安、 情緒不好

或者心煩？”時，87.4%表示沒有/很少，10.4%表示間中，2.2%表示經常/每

次。

87.4%

56.6%

10.4%

34.0%

2.2%

9.5%

0% 50% 100%

q2_2_6. 當你不能玩網上/電子遊戲時，有沒有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心煩？（有效人數：730）
q2_2_5. 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玩網上/電子遊戲？（有效人數：730）

沒有/很少 間中 經常/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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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百分比由高到低前五位為：消磨時間（60.8%），沒

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21.2%），增加與朋友間的話題/認識朋友/與朋友一

起玩（15.4%），興趣/好玩/刺激（10.3%），遊戲內容吸引（9.8%），也有受訪

者選擇其他原因（具體見圖 q2_2_7）。 

 

  

0.1%

1.6%

1.7%

2.6%

2.7%

2.8%

3.2%

3.9%

9.8%

10.3%

15.4%

21.2%

60.8%

0.0% 20.0% 40.0% 60.0% 80.0%

拒絕回答跟隨潮流朋友介紹其他能獲得比現實生活更多的成功感舒緩壓力/放鬆/休息娛樂/開心為了逃避問題和舒緩低落的情緒遊戲內容吸引興趣/好玩/刺激增加與朋友間的話題/認識朋友/與朋友一起玩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消磨時間q2_2_7. 你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原因是甚麼？（多選）（有效回應人數：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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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動畫/漫畫 

 
有看漫畫/動畫的受訪者中，會接觸的動漫類型中，格鬥類和搞笑類比重相

若（41.6%，40.4%），冒險類次之（28.4%），愛情/少女類、偵探/懸疑/驚悚

類和科幻類相若（23.1%，22.7%，20.7%），之後是運動/競賽類（13.9%），

再次是益智類（7.8%），其他選項百分比較少（具體見圖 q2_3_1）。 

 

1.8%

1.6%

0.5%

0.5%

1.4%

7.8%

13.9%

20.7%

22.7%

23.1%

28.4%

40.4%

41.6%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沒有特定/不清楚其他歷史/戰爭/冒險色情/暴力校園/友情/熱血益智運動/競賽科幻偵探/懸疑/驚悚愛情/少女冒險搞笑格鬥
q2_3_1. 你睇邊D類型嘅動畫/漫畫？（多選）（有效回應人數：803）

8.3%
4.1%

55.7%

26.3%

4.6%
1.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每天一次 每天多次 每周一至多次 每月一至多次 數月一次 拒答

q2_3_2a. 請問你幾耐先會睇動畫/漫畫？（有效回應人數：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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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及看動漫的頻率時，每周一至多次百分比最高（55.7%），每月一至多

次為其次（26.3%），每天一次再次（8.3%），數月一次和每天多次比例相若（4.6%，

4.1%）。 

 q2_3_2b 回應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b1. 如果是每天睇：每天睇幾耐？[小時]  98  2.2  2.6  1.5 1 b2. 如果是每星期使用：每星期一共看幾耐？[小時]   432  2.6  4.2  1.5 1 b3. 如果是每月幾次或更少： 每次看幾耐？[小時]  242  1.7  1.5  1 1 
表示每天都看動漫的受訪者中，每天花在看動漫上的時間平均 2.2 小時，中

位數 1.5 小時，眾數 1 小時，標準差 2.6。 

每星期會看動漫的人群中，一星期花在看動漫的時間平均 2.6 小時，中位數

1.5 小時，眾數 1 小時，標準差 4.2。 

每月看幾次或更少的人群中，每次看動漫的時間平均 1.7 小時，中位數和眾

數都是 1小時，標準差 1.5。 

 q2_3_3.睇動畫/漫畫對你來說有幾重要？(0 分為非常不重要，10 分為非常重要) 回應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801 4.4  2.2  4 5 
在評價看動漫對個人的重要性問題中，以 0-10 分計分，平均得分 4.4 分，

中位數 4 分，眾數 5 分，標準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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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看動漫習慣的人群中，在被問及“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

你花太多時間看動畫/漫畫？”時，88.5%表示沒有/很少，9.5%表示間中，2.1%

表示經常/每次。 

在被問及“當你不能看動畫/漫畫時，有沒有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者

心煩？”時，93.1%表示沒有/很少，6%間中，0.9%經常/每次。 

93.1%

88.5%

6.0%

9.5%

0.9%

2.1%

0% 20% 40% 60% 80% 100%

q2_3_5. 當你不能看動畫/漫畫時，有沒有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者心煩？（有效人數：803）
q2_3_4. 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看動畫/漫畫？（有效人數：803）

沒有/很少 間中 經常/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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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動畫/漫畫的原因，百分比由高到低前五位為：消磨時間（51.9%），故事

情節吸引（26.5%），興趣/好睇/刺激/有趣/搞笑和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相等（15.2%，15.2%），增加與朋友間的話題（6.7%），也有受訪者選擇其他

原因（具體見圖 q2_3_6）。 

 

 

 

 

 

 

0.1%

1.5%

0.2%

0.4%

0.5%

0.6%

0.7%

1.8%

1.9%

2.0%

2.0%

2.0%

2.1%

6.7%

15.2%

15.2%

26.5%

51.9%

0.0% 20.0% 40.0% 60.0%

拒絕回答其他比電視/電影好看保持童真/兒時回憶沒有原因放鬆/舒緩壓力畫功質素好/畫功吸引/人物設定習慣/睇開/追劇情娛樂/開心有意義/增加知識/增加想像力朋友介紹/朋友影響/和朋友一起看跟隨潮流為了逃避問題和舒緩低落的情緒增加與朋友間的話題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興趣/好睇/刺激/有趣/搞笑故事情節吸引消磨時間q2_3_6. 你睇動畫/漫畫的原因是甚麼？（多選）（有效回應人數：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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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媒介/行為 

 
在問及其他日常活動的花費時間時，在有回答具體小時數的受訪者中，睡

覺花費時間最多（平均 7.8 小時），看電視次之（平均 2.6 小時），做運動再次

（平均 1.4 小時），看雜誌和看報紙相若（平均 0.9，0.8 小時）。 

 q2_4  回應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刪除極端觀察值 之平均數 看電視 1367 0 24 2.63  1.77  2  2  2.35  看報紙 917 0 10 0.81  0.81  1  1  0.64  看雜誌 569 0 11 0.87  0.93  1  1  0.65  做運動 1162 0 20 1.41  1.42  1  1  1.26  睡覺 1488 1 22 7.81  1.57  8  8  7.48  
本表格為上圖 q2_4 的詳細數據說明。在對數據極端值進行相應處理後，可

以發現，各項活動花費時間的平均值都有所下降。看電視從每天 2.63 小時下降

至 2.35 小時；看報紙從 0.81 小時降至 0.64 小時；看雜誌 0.87 小時降至 0.65

小時；做運動原始平均數為每日 1.41 小時，刪除極端值後降至 1.26 小時；每

2.6 

0.8 0.9 
1.4 

7.8 

0.0 

2.0 

4.0 

6.0 

8.0 

10.0 

看電視 看報紙 看雜誌 做運動 睡覺

q2_4. 過去半年，平均來說，你每天花幾多小時在以下活動？（有效回應人數分別爲：1367, 917, 569, 1162, 1488）

平均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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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睡眠時間由原來的 7.81 小時降至 7.48 小時。刪除極端值後的平均數，

更準確地反映出有回答相關問題受訪者的平均水平。 

 

4.2.1.3 個人對生活的態度、活動/社交、社會滿意度和家庭狀況 

 
針對所有受訪者的問題中，在問及一系列關於生活態度的看法時，表示不

同意的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名前五位為：你害怕出席人多的場合（53.6%），你經

常認為自己比不上別人（52%），你向別人發問時經常感到緊張（50.3%），你

從未想過改變現在的生活（48.9%），你認為自己在學業/事業上經常遭受挫折

（43.7%）。 

9.0%

48.9%

28.1%

15.9%

8.4%

22.3%

43.7%

52.0%

6.0%

8.4%

37.3%

53.6%

50.3%

18.8%

35.1%

23.6%

22.4%

20.0%

45.8%

30.6%

32.7%

30.7%

20.9%

18.7%

35.9%

24.7%

25.9%

39.1%

55.9%

27.0%

49.4%

63.6%

45.3%

46.8%

23.2%

17.2%

73.0%

72.7%

26.6%

21.6%

23.4%

42.0%

0.5%

0.1%

0.5%

0.4%

0.2%

0.3%

0.1%

0.1%

0.2%

0.2%

0.1%

0.3%

0.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你滿意現在的生活你從未想過改變現在的生活你已經有未來一個月的生活/工作計劃你有訂下人生目標你滿意自己的外表你介意別人對你的睇法你認為自己在學業/事業上經常遭受挫折你經常認為自己比不上別人你喜歡與人交往你有困難時容易找到他人傾談或求助你平時喜歡獨處家中你害怕出席人多的場合你向別人發問時經常感到緊張你認為自己有足夠機會發揮個人所長q3_1.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有效回應人數：1506）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沒意見/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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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同意的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名前五位為：你喜歡與人交往（73%），你有

困難時容易找到他人傾談或求助（72.7%），你有訂下人生目標（63.6%），你滿

意現在的生活（55.9%），以及你已經有未來一個月的生活/工作計劃（49.4%）。

 
當對所有受訪者問到，過去半年是否參與一系列活動或遇到一系列情況時，

表示從不/很少的百分比由高到低前三名的活動/情況為：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

/責罵（85%），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48.8%），以及不想上課/上班

（48.5%）。 

表示經常/幾乎每天的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名前三位為： 有充足的睡眠時間

（56.7%），與同事/朋友約會（46.8%），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的活動

（37.4%）。

21.4%

85.0%

28.6%

20.6%

48.5%

19.4%

48.8%

16.7%

41.1%

12.4%

61.9%

43.2%

34.3%

33.7%

40.9%

26.6%

37.4%

2.5%

9.4%

36.1%

17.0%

46.8%

10.3%

56.7%

0.1%

0.1%

0.1%

0.1%

0.2%

0.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的活動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得到別人的讚賞向別人表達自己的看法或意見不想上課/上班與同事/朋友約會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有充足的睡眠時間q3_2. 請問過去半年，你參加以下活動/遇到的情況的頻率?（有效回應人數：1506）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幾乎每天 唔知/難說/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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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澳門一系列社會現狀的滿意度來看，所有受訪者普遍持一般態度，除

此之外，不滿意百分比最高的是澳門現行的就業環境（29.6%），滿意百分比最

高的是澳門現行的教育制度（35.8%）。 

 
在關於家庭狀況的問題中，同意百分比為三種態度中最高的有三題：父母

會主動關心/照顧你（72%），你和家人間經常有充分的溝通（54.5%），父母重

視你的學業多於你個人興趣或專長（46.6%）。同意、一般態度百分比相若的情

14.0%

20.0%

26.2%

29.6%

49.0%

53.4%

47.4%

45.4%

35.8%

20.8%

23.4%

22.9%

1.2%

5.9%

3.0%

2.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澳門現行的教育制度澳門現行的政制發展澳門現行的社會資源分配澳門現行的就業環境 q3_3. 請問你是否滿意以下幾項？（有效回應人數：1506）

唔滿意 一般 滿意 唔知/難說/拒答

6.3%

13.4%

28.4%

20.9%

24.7%

21.5%

31.9%

36.2%

43.1%

27.8%

72.0%

54.5%

35.5%

36.0%

46.6%

0.1%

0.1%

0.9%

0% 20% 40% 60% 80% 100%

父母會主動關心/照顧你你和家人間經常有充份的溝通你經常與家人一起出遊/活動你經常得到家人的欣賞及鼓勵父母重視你的學業多於你個人興趣或專長q3_4.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有效回應人數：1506）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唔知/難說/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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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一題：你經常與家人一起出遊/活動（36.2%，35.5%）。一般態度百分比最

高的有一題：你經常得到家人的欣賞及鼓勵（43.1%）。 

 

4.2.1.4 大眾認知及自我檢定 

 
在受訪者對於隱蔽青年的認知中，過半受訪者認為隱蔽青年是沉迷動漫的

（64.4%），是沉迷網上/電子遊戲的（72.8%），是沉迷上網的（71%），是足不

出戶的（70.7%），是失業/失學的（56%），是不想工作/上課的（58.5%）。當

中，認為隱蔽青年是沉迷網上/電子遊戲的（72.8%）比重最高。 

58.5%

56.0%

70.7%

71.0%

72.8%

64.4%

39.2%

41.8%

27.6%

26.9%

25.1%

32.1%

2.3%

2.2%

1.7%

2.1%

2.1%

3.5%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青年是不想工作/上課的隱蔽青年多數是失業/失學的隱蔽青年是足不出戶的隱蔽青年是沉迷上網的隱蔽青年是沉迷網上/電子遊戲的隱蔽青年是沉迷動畫/漫畫的q4_1.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有效回應人數：1506）

是 否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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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及隱蔽青年的成因時，百分比較高的前六名為：缺乏自信/內向/自閉/

外表/沒有專長（24.9%），缺乏關懷（22.9%），沉迷上網/打機（玩網上/電子

遊戲）/網絡誘惑多（19.6%），家庭環境較差/家庭管教/家庭壓力/與家人溝通

（16.1%），不被認同或重視（13.7%），被排斥或欺負（12.8%）。 

3.5%

3.6%

2.6%

0.5%

0.7%

0.8%

1.2%

1.2%

1.4%

1.9%

2.1%

2.8%

2.9%

4.2%

5.6%

5.9%

6.3%

6.3%

6.4%

7.6%

8.2%

12.8%

13.7%

16.1%

19.6%

22.9%

24.9%

0.0% 10.0% 20.0% 30.0%

拒絕回答不知道/不清楚其他就業問題/就業環境/工作壓力興趣/生活習慣澳門活動空間不足/政府提供求助少/對青年關注少身邊的人/網友影響逃避現實/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不滿現時生活學業成績差/學業問題悶/唔開心/缺乏目標/沒有事情可做/有時間唔想工作/唔想番學/懶失學/失業教育制度問題/學習環境問題不想見人/不想出街/不想接觸社會沉迷睇動畫/漫畫缺乏成功感缺乏/很少/不想/不敢與人溝通家庭過份保護個人性格/個人因素/心理/心態/成長環境/先天社會問題/社會壓力/社會制度/不公平/不滿社會沒有/很少朋友/孤獨/人際關係被排斥或欺負不被認同或重視家庭環境較差/家庭管教/家庭壓力/與家人溝通沉迷上網/打機/網絡誘惑多缺乏關懷缺乏自信/內向/自閉/外表/沒有專長q4_2. 你認為隱蔽青年的成因歸究於甚麼？（多選）（有效回應人數：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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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及身邊是否有隱蔽青年/宅男宅女/電車男電車女的朋友時，表示沒有的

比重最高（77.6%），19.4%表示身邊有 1至 5 個這樣的朋友，其餘比重皆較少。 

 
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是隱蔽青年/宅男宅女/電車男電車女時，6.3%自我評

價屬於該群體，92.3%認為自己不是。 

問及是否被人稱呼過類似稱號時，被這樣稱呼過的比重略高過對應的自我

評價項（9.9%），沒有被這樣稱呼過的比重則略低過對應的自我評價項（90%）。 

77.6%

19.4%

0.9% 0.5% 0.2% 1.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沒有 1-5個 6-10個 11-20個 21個或以上 唔知/難說

q4_3a.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是"隱蔽青年或宅男/宅女/電車男/女"?如果有，請問有多少個?（有效回應人數：1506）

6.3%

92.3%

1.4%
9.9%

90.0%

0.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是/有 不是/沒有 不知道/很難說

q4_3b. 你認為自己是不是"隱蔽青年/宅男/宅女/電車男/女"?(藍)q4_3c. 你有無俾人稱呼做"御宅族、宅男/女/電車男/女"？ (紅)（有效回應人數：1506）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47 

4.2.1.5 受訪者特徵 

 
基本人口特徵中，男女比例相若（50.4%，49.6%）；年齡層越高，所佔百

分比越大（18.6%，35.5%，45.9%）；高中或以下學歷人群比重最大（66.6%）；

身份以學生為主（76.6%）；個人收入以 12000 或以下最多（92.8%）。 

0.3%

6.9%

92.8%

0.1%

0.1%

4.4%

76.6%

18.8%

0.4%

33.0%

66.6%

45.9%

35.5%

18.6%

49.6%

50.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4001元或以上12001元～24000元12000元或以下其他退休失業/待業/找不到工作學生就業碩士/博士大專文憑/副學士/大學本科高中或以下20-2415-1912-14女男

個人收入
身份
教育程度
年齡性別

D1. 基本人口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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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家庭屬於中等階層（60.5%）。 

 
94.9%受訪者擁有手機，手提電腦/netbook、PSP或其他手掌遊戲機的擁

有人數相若（50.1%，48.9%），PS2/PS3次之（23.6%），Wii和 iPod 的比重

一致（15.8%），12.9%擁有 iPhone，8%擁有 Xbox，4%擁有 iPad,另有 1.9%

沒有以上任何一項物品。 

0.5%

8.9%

60.5%

25.4%

4.2%
0.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上層(有錢) 中上 中等 中下 下層(貧窮) 不清楚

D2. 你認為你的家庭環境是屬於以下哪個階層？（有效回應人數：1506）

1.9%

4.0%

8.0%

12.9%

15.8%

15.8%

23.6%

48.9%

50.1%

94.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沒有以上的物品iPadXboxiPhoneiPodWiiPS2/PS3PSP或其他手掌遊戲機手提電腦/netbook手機
D3. 請問你是否擁有以下物品？（有效回應人數：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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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受訪者居住在黑沙環及祐漢區（18.6%），其次為黑沙環新填海區

（10.5%），再次為台山區和筷子基區（9.6%，9.6%）。 

 

  

0.6%

0.7%

0.1%

2.3%

0.4%

1.3%

2.5%

0.1%

1.5%

6.2%

6.2%

1.2%

1.9%

0.7%

2.3%

5.3%

6.1%

8.4%

0.8%

9.6%

1.1%

10.5%

18.6%

9.6%

2.3%

0.0% 5.0% 10.0% 15.0% 20.0%

拒絕回答其他路環區氹仔：舊城及馬場區氹仔：北安及大潭山區氹仔：大學及北安灣區氹仔中心區海洋及小潭山區南西灣及主教山區下環區中區新口岸填海區及南灣湖填海區新口岸區東望洋區（松山區）荷蘭園區沙梨頭及大三巴區新橋區高士德及雅廉訪區林茂塘區筷子基區望廈及水塘區黑沙環新填海區黑沙環及祐漢區台山區青洲區 D4. 請問你住係邊區？（有效回應人數：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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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比較分析 
本次電話調查，除了與隱蔽青年行為特徵相關的問題外，還問及受訪者關

於媒介使用、生活狀態（個人生活態度、活動/社交、社會滿意度和家庭狀況）、

大眾認知、以及人口特徵的問題。 

本部分將受訪者分為「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和「非隱蔽人群」，比較

兩者在以上五類型問題上的異同。以期更加全面了解具隱蔽特徵人群的心理、

態度及行為。 

 
4.2.2.1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特徵比較 

特徵比較的交叉分析中，將受訪者分為兩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33

人）和非隱蔽人群（1473 人）4。 

 
不同隱蔽程度者的身份差異來看，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中，全部受訪

                                                      
4這是由於隱蔽人群數量較少，不利於反映整體情況，故與相近群體合併，便於數據分析。  

79.7%

17.9%

100.0%

2.4%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身份差異x2 =713.49，df =2，p< .001（有效回應人數：1506）

學生 (包括做兼職的學生) 就業（包括非學生，但做兼職） 無讀書/無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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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為無讀書/無就業身份（100%）；非隱蔽人群中，學生佔絕對主體，約八成

（79.7%），有就業者近兩成（17.9%），無讀書/無就業比重最微，遠小於一成

（2.4%）。差異經統計檢驗數顯著。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家中時間差異來看，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93.9%

為 3個月以下，其餘 6.1%為 12 個月或以上；非隱蔽人群中，98.5%為 3個月

以下，其餘選項比重十分微小。差異經統計檢驗數顯著。 

 

93.9% 98.5%

0.4%

0.4%
6.1%

0.7%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家中時間x2 =11.77，df =10，p< .01（有效回應人數：1225）
3個月以下(不含3個月) 3-6個月(不含6個月) 6-12個月(不含12個月) 12個月或以上

58.8%
80.5%

41.2%
19.5%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時，是否不同任何人有交流x2 =9.67，df =1，p< .01（有效回應人數：1244）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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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期間是否不與任何人有交流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不同

任何人有交流者之百分比較非隱蔽人群高（41.2%，19.5%）。差異經統計檢驗

數顯著。 

 
獨處期間是否與內在系統（家人）有溝通而言，兩個群體沒有明顯差異，

表示有溝通者均佔各自群體的四成左右（42.4%，41.8%）。 

 
獨處期間是否與外在系統（朋友/同學/同事/鄰居）有溝通而言，隱蔽/可

57.6% 58.2%

42.4% 41.8%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時，是否與內在系統有溝通（家人）（有效回應人數：1243）

無溝通 有溝通

75.8%

41.3%

24.2%

57.2%

1.5%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時，是否與外在系統有溝通(朋友/同學/同事/鄰居)   x2 =15.75，df =2，p< .001（有效回應人數：1242）

無溝通 同其中一種類型人溝通 同其中兩種類型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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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潛在隱蔽人群中，表示沒有與外在系統有交流者大比例高過非隱蔽人群

（75.8%，41.3%）。差異經統計檢驗數顯著。 

 
獨處期間是否與虛擬系統（網友）有溝通而言，兩組人群差異不大。表示

無溝通者，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佔九成左右（90.9%），非隱蔽人群佔八

成五左右（86.6%）。 

 
獨處期間是否與其他渠道有溝通而言，兩者差異不大，前者 100%不與其

90.9% 86.6%

9.1% 13.4%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時，是否與虛擬系統有溝通(網友)（有效回應人數：1242）

無溝通 有溝通

100.0% 99.3%

0.7%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時，是否與其他渠道有溝通（有效回應人數：1243）

無溝通 有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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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渠道有交流，後者相應百分比則為 99.3%。 

 
獨處家中原因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因找不到工作/不想上學

上班/不想見其他人而獨處家中者之比重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30.3%，5.7%）。

差異經統計檢驗數顯著。 

 
是否想獨處家中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表示完全不想和非常

想者之比重均高過非隱蔽人群對應選項一倍左右（9.7% vs 4.9%；9.7% vs 

69.7%

94.3%

30.3%

5.7%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獨處時，獨處家中原因x2 =32.33，df =1，p< .001（有效回應人數：1234）

其他原因 搵唔到工/唔想返學/唔想返工/唔想見其他人

9.7% 4.9%

32.3% 48.6%

48.4%
42.3%

9.7% 4.2%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是否想獨處家中（有效回應人數：1073）

完全唔想 唔太想 都幾想 非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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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表示都幾想之百分比，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略高；表示不太想之百

分比，非隱蔽人群較高。整體來看，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想留在家中的比重

整體高過非隱蔽人群（58.1%，46.5%），另外，該群體兩種極端心態的比例都

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表示有隱青朋友者之百分比，略高過非隱蔽群體

（28.1%，21.2%）。 

 

71.9% 78.8%

28.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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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是否有隱青朋友（有效回應人數：1486）

沒有 有

17.6%
6.2%

82.4%
93.8%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同隱蔽程度者是否認為自己是隱青x2 =7.21，df =1，p< .01（有效回應人數：1486）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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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無論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還是非隱蔽人群，不認為自

己是隱青的受訪者都佔各自群體大多數（82.4%，93.8%）；但橫向比較而言，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認為自己是隱青者之百分比，明顯高過非隱蔽群體

（17.6%，6.2%）。差異經統計檢驗數顯著。 

 

4.2.2.2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媒介使用比較 

� 使用互聯網 

 
無論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還是非隱蔽人群，有上網經驗的受訪者

都佔絕大多數（93.9%，97.9%）。可見，使用互聯網已經成為本澳主體青少年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93.9% 97.9%

6.1% 2.1%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有沒有使用互聯網？（有效回應人數：1506）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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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活動 TOP5 

   

 

 

41.9% 43.5%

58.1% 56.5%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主要的網上活動是甚麼？NO.1 同人溝通有效回應：1473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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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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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主要的網上活動是甚麼？NO.2 網上社區有效回應：1472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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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主要的網上活動是甚麼？NO.4 消閒娛樂有效回應：1473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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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主要的網上活動是甚麼？NO.3 獲取資訊有效回應：1474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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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網上活動中，同人溝通、網上社區、獲取資訊、消閒娛樂、以及玩

網上/電子遊戲，是最多使用互聯網受訪者表示上網會進行的前五名活動（詳細

排名，請見小節 4.2.1.2，圖 q2_1_1）。 

群體差異來看，同人溝通（58.1%，56.5%）、獲取資訊（37.5%，36.1%）、

以及玩網上/電子遊戲（29%，30%）方面差距很微小；在網上社區方面，隱蔽

/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回答是的百分比較非隱蔽人群稍低（45.2%，48%）；消閒

娛樂方面，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回答是的百分比較非隱蔽人群稍高（58.1%，

56.5%）。 

 

上網時間 
      回應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S.D.)  a. 每星期上幾多日網？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31  6.2  1.52  非隱蔽 1420  6.0  1.67  b. 一星期大約花幾多小時上網？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30  18.3  17.51  非隱蔽 1371  18.9  16.25  

從每周上網天數和小時數來看，兩組人群平均每星期上網六日左右（6.2，

6），18 小時左右（18.3，18.9），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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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癮測量量表 

 

 

 

51.6% 53.3%

12.9%
22.7%

35.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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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人或好友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上網有效回應：1467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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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因為花時間上網而跟你的同伴/伴侶/家人爭吵有效回應：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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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上網時，你感到更愉快或快樂有效回應：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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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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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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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道題目，是測量網民是否出現網癮現象的科學量表（經過信度測試）。

可以看出： 

a.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在你嘗試過限制上網時間但白費心機（32.3% 

vs 20%）、你的家人或好友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上網（35.5% vs 24%）、以及上

網能幫助你逃離煩惱、消除悶氣或者不安（45.2% vs 35.1%）上的同意度明顯

高過非隱蔽人群，另外，第一道題目更經統計檢驗呈顯著。 

b. 你因為花時間上網而跟你的同伴/伴侶/家人爭吵（73.3% vs 72.4%）、

你寧願去上網而不顧你的朋友（3.2% vs 2%）、以及當你上網時，你感到更愉快

或快樂（35.5% vs 33.2%）三道題目，兩組差距不大，有隱蔽特徵人群同意比

例微高於非隱蔽人群。 

c. 當你不能上網時，會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者心煩，雖然表示同意

者比例非隱蔽人群略高（12.8% vs 9.7%），但表示不同意者有隱蔽特徵人群明

顯低過非隱蔽人群（58.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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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覺得花時間上網會影響你完成需要做的工作，有隱蔽特徵人群同意者

比例略低過非隱蔽人群（33.3%，37.1%），由於隱蔽特徵人群大多處於無就業/

無讀書狀態，這亦可能由於該群體本身缺乏需要完成的事情所致。 

總體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在網癮量表中的大部分題目，都表現

出略高於非隱蔽人群的網癮傾向。 

 
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沒有因為過度上網而遭到朋友的疏遠，但隱蔽/可能潛

在隱蔽人群有此經歷的受訪者比重略高於非隱蔽人群（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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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網上/電子遊戲 

 
兩組人群，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的百分比，都佔各自群體近五成（48.5%，

48.5%）。 

 

玩網上/電子遊戲類型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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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玩網上（網絡遊戲）/電子遊戲嘅習慣？（有效回應人數：1506）

有 沒有

62.5%
72.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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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邊D類型嘅網上/電子遊戲？NO. 2 角色扮演類有效回應：730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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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邊D類型嘅網上/電子遊戲？NO. 1動作類/格鬥類/運動類有效回應：730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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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遊戲類型中，動作類/格鬥類/運動類、角色扮演類、益智類/推理類、

射擊類、以及戰略模擬類/戰爭類，是最多玩網上/電子遊戲受訪者會玩的前五

名遊戲類型（詳細排名，請見小節 4.2.1.2，圖 q2_1_1）。 

兩組人群差異來看，玩動作類/格鬥類/運動類遊戲基本沒有差異（37.5% 

vs 38.1%）；角色扮演類（37.5% vs 27.5%）和益智類/推理類（25% vs 20.4%），

有隱蔽特徵的人群回答是的比重較高；射擊類（12.5% vs 20.2%）和戰略模擬

類/戰爭類（6.3% vs 20.2%），有隱蔽特徵的人群回答是的比重較非隱蔽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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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邊D類型嘅網上/電子遊戲？NO. 4 射擊類有效回應：730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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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邊D類型嘅網上/電子遊戲？NO. 5 戰略模擬類/戰爭類有效回應：730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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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邊D類型嘅網上/電子遊戲？NO. 3 益智類/推理類有效回應：731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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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玩網上/電子遊戲頻率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每天都玩的百分比遠

高於非隱蔽人群（62.5%，36.4%），差異經檢定呈顯著。 

 

玩網上/電子遊戲花費時間 
      回應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S.D.)  a. 如果每天玩：每天玩幾多個鐘？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10  3.5  3.23  非隱蔽 248  2.9  2.59  b. 如果每星期玩：每星期一共玩幾多個鐘？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4  10.1  10.27  非隱蔽 322  7.7  9.30  c. 如果每月幾次或更少： 每次玩幾多鐘？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1  3.0  0.00  非隱蔽 111  2.2  1.91  

上表可見，無論是每天玩人群、每星期玩人群、還是每月或更長時間人群，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的平均值都高過非隱蔽人群。 

62.5%
36.4%

37.5%
63.6%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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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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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每天、每星期定係間中一個月先玩網上/電子遊戲？x2 =4.56，df =1，p< .05（有效回應人數：727）

每天一至多次 每周/每月/多月一至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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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隱蔽特徵的人群中，親身與他人一起玩（25% vs 22.2%）或網絡連線與

他人一起玩（43.8% vs 37.2%）的比例都較非隱蔽人群高；但兩種都有的比重

較非隱蔽人群低（12.5% vs 18.6%）。 

既會親身與他人一起玩，又會網絡連線與他人一起玩的受訪者中，有隱蔽

特徵人群兩種各佔半（50%），非隱蔽人群更多是網絡連線與他人一起玩

（72.9%）。但該圖受訪者人數整體較少，有隱蔽特徵人群更是只有兩人，且統

計結果未具顯著性，所以統計結果未必代表該群體的整體特徵。 

 

18.8% 22.0%

25.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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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冇同其他人一齊玩？有效回應：731

沒有 有_親身與他人一起有_網路連線與他人一起 有，兩種都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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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多數親身一齊定通過網絡連線玩？有效回應：135

多數親身與他人一起玩多數通過網路連線與他人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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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玩網上/電子遊戲對你來說有幾重要？0分為非常不重要，10分為非常重要（有效回應人數：727）

中低/低重要性（0-4分） 中重要性（5分） 中高/高重要性（6-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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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網上/電子遊戲重要性而言，有隱蔽特徵的人群中，將玩網上/電子遊戲

對自己評定為中高/高重要性（6-10 分）者之百分比，大幅高過非隱蔽人群

（43.8% vs 23.5%），而中重要性（12.5% vs 30.5%）和中低/低重要性（43.8% 

vs 46%）則均低過非隱蔽人群。 

 

玩網上/電子遊戲對你來說有幾重要？(0 分為非常不重要，10 分為非常重要)   回應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S.D.)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16  4.4  2.25  非隱蔽 711  4.5  1.92  
上圖所示問題，若對兩組進行平均分比較，則差距不大（4.4，4.5）。可見，

有隱蔽特徵人群處於給予極端分數者較多。 

  

收到家人或好友警告的頻率而言，有隱蔽特徵人群中表示經常/每天

（18.8% vs 9.3%）和有時（50% vs 33.5%）的比重均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

同時，從不/很少者之比重就明顯低過非隱蔽人群（31.3% vs 57.2%）。 

不能玩網上/電子遊戲時是否會出現各種不安情緒而言，非隱蔽者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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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玩網上/電子遊戲？有效回應：729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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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不能玩網上/電子遊戲時，有無感到坐立不安/ 情緒不好或者心煩？有效回應：730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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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經常/每天出現此種情況，但整體上兩者差距不大。 

 

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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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原因是？NO.2 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有效回應：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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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磨時間、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增加與朋友話題、興趣/好玩/刺

激、以及遊戲內容吸引，是最多玩網上/電子遊戲受訪者選擇的前五名原因（詳

細排名，請見請見小節 4.2.1.2，圖 q2_2_7）。 

當中，有隱蔽特徵群體在消磨時間（81.3% vs 60.4%）和沒有其他更好事

情可以做（43.8% vs 20.7%）上的同意度大比例高過非隱蔽人群；在興趣/好玩

/刺激（18.8% vs 10.1%）上高過非隱蔽人群；同時，在增加與朋友話題（12.5% 

vs 15.4%）上略低過非隱蔽人群。 

有隱蔽特徵人群多為無就業/無上學身份，因此很有可能因為消磨時間或

者沒有其他更好事情可以做而玩網上/電子遊戲，同時，較少比例為增加與朋友

話題而玩網上/電子遊戲，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該群體的人際交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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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動畫/漫畫 

 
與玩網上/電子遊戲類似，兩組人群，有看動漫者的百分比，均佔各自群

體五成左右（52.9%，53.3%）。 

 

看動畫/漫畫類型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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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鬥類、搞笑類、冒險類、愛情/少女類、以及偵探/懸疑/驚悚類，是有看

動漫的受訪者中，回答最多的前五個類型（排名詳情，請見小節 4.2.1.2，圖

q2_3_1）。 

可以發現，有隱蔽特徵群體，對於格鬥類（64.7% vs 41.1%）和愛情/少

女類（33.3% vs 22.9%）較非隱蔽群體更為偏愛。其餘三個類型，兩組人群差

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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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動漫的頻率方面，兩組差異不大，主體均為每周/每月/多月一至多次

（88.9%，87.5%），少數受訪者每天都看（11.1%，12.5%）。 

 

看動漫花費時間 
       回應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S.D.)  a. 如果每天看：每天睇幾耐？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2  8.1  7.60  非隱蔽 96  2.1  2.32  b. 如果每星期看：每星期一共看幾耐？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12  4.0  9.63  非隱蔽 420  2.6  4.01  c. 如果是每月幾次或更少： 每次看幾耐？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2  3.4  1.25  非隱蔽 239  1.7  1.45  

就看動漫花費時間來看，與玩網上/電子遊戲類似，無論是每天看的人群、

每星期看的人群、抑或每月或更長時間看的人群，有隱蔽特徵人群的平均數都

高過非隱蔽人群。但需要注意，每天看和每月或更長時間看的隱蔽/可能潛在隱

蔽人群各只有 2人，且數據統計不顯著，所以平均數可能無法代表該群體整體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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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人群，將看動漫重要性評為中低/低重要性（0-4 分）者均過半（61.1% 

vs 51.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的中重要性（22.2% vs 24%）和中高/高

重要性（16.7% vs 24.6%）者之比例均低過非隱蔽人群。 

 

睇動畫/漫畫對你來說有幾重要？ （0 分為非常不重要，10 分為非常重要）   回應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S.D.)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18  4.2  2.50  非隱蔽 783  4.4  2.15  
就上圖重要性評分的平均值比較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的平均值

略低於非隱蔽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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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低重要性（0-4分） 中重要性（5分） 中高/高重要性（6-10分）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73 

 
對於是否收到家人或好友警告而言，兩種人群絕大部分都為從不/很少

（94.1%，88.4%），另外，有隱蔽特徵人群經常/每天者之百分比較非隱蔽者多

（5.9%，1.9%），非隱蔽者中表示有時的百分比較有隱蔽特徵者高（9.7%，

0%）。 

當被問及不能看動漫是否有各種不安情緒時，兩組人群絕大部分表示從不

/很少（88.2%，93.2%），表示有時者比重接近（5.9%，6%），有隱蔽特徵者

表示經常/每天之比重較非隱蔽人群高（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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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看動畫/漫畫？有效回應：802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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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動漫原因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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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睇動畫/漫畫的原因是甚麼？NO.2 故事情節吸引有效回應：803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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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48.0%

47.1% 52.0%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睇動畫/漫畫的原因是甚麼？NO.1 消磨時間有效回應：802
不是 是

88.2% 84.8%

11.8% 15.2%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睇動畫/漫畫的原因是甚麼？NO.3 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有效回應：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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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磨時間、故事情節吸引、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興趣/好睇/刺激/

有趣/搞笑、以及增加與朋友話題是最多看動漫受訪者回答的前五大原因（排名

詳情，請見小節 4.2.1.2，圖 q2_3_6）。 

五大原因兩組對比可以看出，有隱蔽特徵人群表示看動漫原因是消磨時間

（47.1% vs 52%）、故事情節吸引（27.8% vs 26.5%）、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

以做（11.5% vs 15.2%）、以及增加與朋友話題（5.9% vs 6.6%）上的百分比均

略低過非隱蔽人群，唯有在興趣/好睇/刺激/有趣/搞笑（27.8% vs 14.9%）方

面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但若只檢視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的五個原因，則是

最高比例人群選擇消磨時間（47.1% vs 52%）。 

 

� 其他媒介/行為 

過去半年，平均來說，你每天花幾多小時在以下活動：     回應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S.D.)  看電視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31  2.05  1.47  非隱蔽 1336  2.65  1.77  看報紙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24  0.74  0.34  非隱蔽 894  0.81  0.81  看雜誌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17  0.76  0.44  非隱蔽 552  0.87  0.95  做運動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21  1.28  0.81  非隱蔽 1141  1.42  1.43  睡覺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33  8.39  3.08  非隱蔽 1455  7.80  1.52  
兩組人群半年內花在以上五項行為的時間平均值來看（小時），有隱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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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人群，在看電視（2.05 vs 2.65）、看報紙（0.74 vs 0.81）、看雜誌（0.76 vs 

0.87）、以及做運動（1.28 vs 1.42）四項的時間皆較非隱蔽群體少，卻在睡覺

一項的平均值高過非隱蔽人群（8.39 vs 7.8）。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隱蔽

特徵人群的行動積極性較非隱蔽人群低。  

 

4.2.2.3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生活狀態比較 

� 個人對生活的態度——你是否同意以下講法？ 
 

 

有隱蔽特徵人群中，不滿意（31.3% vs 8.6%）、一般滿意（50% vs 34.8%）

現在生活者之比例遠高過非隱蔽人群；同時，前一個群體中滿意者又大幅度低

過後一個群體（18.8% vs 56.7%）。統計結果經檢驗呈顯著。 

對於從未想過改變現在的生活的表述，有隱蔽特點者表示不同意者佔大多

數，比重顯著高過非隱蔽者（76.5% vs 48.5%），即說明，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群體更有意願改變目前的生活。統計結果經檢驗呈顯著。 

76.5%

48.5%

2.9%

24.2%

20.6%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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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從未想過改變現在的生活x2 =12.15，df =2，p< .01有效回應：1499
唔同意 一般 同意31.3%

8.6%

50.0%

34.8%

18.8%

56.7%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滿意現在的生活x2 =28.00，df =2，p< .001有效回應：1505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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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表示已有下一個月的生活/工作計劃者之比例

（58.8% vs 49.2%）、以及訂下人生目標者之比例（72.7% vs 63.7%）均高過

非隱蔽人群。 
 

 

兩個群體表示滿意自己外表（48.5% vs 45.4%）和表示介意別人對自己看

法（45.5% vs 46.9%）上的比重差距不大。 

12.1% 16.1%

15.2%
20.2%

72.7%
6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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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有訂下人生目標有效回應：1497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27.3% 22.2%

27.3% 30.8%

45.5% 4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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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介意別人對你的睇法有效回應：1503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32.4% 28.1%

8.8% 22.7%

58.8%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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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已有未來一個月的生活/工作計劃有效回應：1505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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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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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滿意自己的外表有效回應：1499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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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群體表示認為自己在學業/事業上常遭挫折（23.5% vs 23.3%）和表

示喜歡與人交往（69.7% vs 73.1%）上的比重差距亦不大。 

  

表示在有困難時容易找到他人傾談求助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之百分比

較非隱蔽人群高（85.3% vs 72.5%）。 

表示喜歡獨處家中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之百分比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

（47.1% vs 26.2%），統計結果經檢驗呈顯著。 

9.1% 5.9%

21.2% 20.9%

69.7%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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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喜歡與人交往有效回應：1504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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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困難時容易找到他人傾談求助有效回應：1504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20.6%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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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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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平時喜歡獨處家中x2 =8.17，df =2，p< .05有效回應：1503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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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自己在學業/事業上常遭挫折有效回應：1502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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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害怕出席人多場合的有隱蔽特徵者的比重，明顯高過非隱蔽者

（36.4% vs 21.3%）。 

至於向別人發問時是否感到緊張，兩組人群表示同意者百分比相差不大

（20.6% vs 23.6%）。 

 
對於你認為有足夠機會發揮個人所長的表述，有隱蔽特徵群組不同意的比

例明顯高過非隱蔽組（30.3% vs 18.5%），即是說，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

更高比例的人認為自己沒有足夠機會發揮所長。 

45.5%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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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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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十三道針對個人生活態度的題目而言，對於滿意自己外表、介意

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認為自己在學業/事業上常遭挫折、喜歡與人交往、以及向

別人發問時經常感到緊張的表述，兩個人群表示同意的差異不大。但有隱蔽特

徵人群更喜歡獨處家中，更害怕出席人多的場合，也更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機

會發揮所長。因此整體來看，該群體在性格上較非隱蔽群體更內向，更容易產

生挫敗感。 

然而，同時亦需要注意到，有隱蔽特徵群體者較非隱蔽者，更不滿意目前

生活、更想要改變現狀，亦更傾向於訂立未來計劃以及人生目標。這說明，雖

然當前人生或生活狀態處於劣勢，但這一群體尚存有自救意識，在他們內心深

處是希望改變現狀和得到自我進步的。 

 

� 活動/社交——過去半年，你參加以下活動/遇到的情況的頻率？ 

  

有隱蔽特徵人群中，表示從不/很少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的活動的比重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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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的活動有效回應：1504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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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有效回應：1505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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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34.4% vs 21.1%）。 

有隱蔽特徵人群中，表示從不/很少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的比重明

顯低過非隱蔽人群（75.8% vs 85.3%），同時，表示有時（18.2% vs 12.2%）

或經常/每天（6.1% vs 2.4%）又都高過非隱蔽人群。 

  

有隱蔽特徵人群中，表示從不/很少得到別人讚賞的比重明顯高過非隱蔽

人群（45.5% vs 28.2%），表示有時（48.5% vs 62.3%）和經常/每天（6.1% vs 

9.5%）的情況又低過非隱蔽人群。 

有隱蔽特徵人群表示經常/每天向別人表達自己看法的比例高過非隱蔽人

群（45.5% vs 36%），表示有時（39.4% vs 43.3%）和從不/很少（15.2% vs 20.7%）

者之百分比低於非隱蔽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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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每天不想上課/上班的隱蔽特徵人群，其百分比顯著高過非隱蔽人群

（31.3% vs 16.7%）。 

經常/每天與同事/朋友約會的隱蔽特徵人群，其百分比高過非隱蔽人群

（54.5%% vs 46.7%）。 

  

從不/很少參加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的具有隱蔽特點者，其百分比大

幅度高過非隱蔽人群（75% vs 48.2%）。數據經統計檢定呈顯著。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有更大比例受訪者經常/每天有充足的睡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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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事/朋友約會有效回應：1504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75.0%
48.2%

21.9%

41.3%

3.1% 10.5%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x2 =9.15，df =2，p< .05有效回應：1505

從不/很少 有時 經常/每天 12.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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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明顯高於非隱蔽人群（72.7% vs 56.3%）。 

綜合上述八道活動/社交題目來看，與非隱蔽人群相比，有隱蔽特徵者更

傾向於不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的活動、更容易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

更少得到別人讚賞、更經常有不想上課/上班的念頭、以及更少參與公益活動(如

捐款)或做義工。這些與他人相處的狀態特點，進一步說明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

少年在社交能力上存在一定障礙，以至於較難得到他人的肯定。與上一部分生

活態度特點基本吻合，即，害怕出席多人場合以及認為沒有足夠機會發揮個人

所長。另外，喜歡獨處家中又可能與有充足的睡眠時間有密切的聯繫。 

 

� 社會滿意度——你是否滿意以下狀況？ 

  

表示滿意澳門現行教育制度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比重較非隱蔽青

少年低（31.3% vs 36.4%）。 

表示滿意澳門現行政制發展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百分比明顯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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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滿意 一般 滿意 35.5%
20.9%

54.8%

56.7%

9.7%
22.4%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是否滿意澳門現行的政制發展有效回應：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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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隱蔽青少年（9.7% vs 22.4%），同時，表示不滿意者則是前者百分比高過後

者（35.5% vs 20.9%）。 

  

表示滿意澳門現行社會資源分配的具隱蔽特徵者比重，較非隱蔽者低

（12.5% vs 24.4%）。 

表示滿意澳門現行就業環境的具隱蔽特徵者，其比例明顯低於非隱蔽人群

（9.1% vs 23.7%）。 

綜合以上四題可以看出，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傾向的青少年，其對本澳

社會的滿意度整體較非隱蔽青少年低。 

 

 

 

 

 

31.3% 26.9%

56.3%
48.7%

12.5%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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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是否滿意澳門現行的社會資源分配有效回應：1460

唔滿意 一般 滿意 27.3% 30.3%

63.6%
46.0%

9.1%
2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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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是否滿意澳門現行的就業環境有效回應：1472

唔滿意 一般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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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狀況——你是否同意以下講法？ 

  

有隱蔽特徵的青少年人群，同意父母會主動關心/照顧你（81.8% vs 71.9%）

和你和家人間經常有充份的溝通（63.6% vs 54.4%）的表述受訪者比重，均較

非隱蔽人群高。 

  

兩組對經常與家人一起出遊/活動表述的認同程度類似。 

有隱蔽特徵的青少年人群，同意經常得到家人的欣賞及鼓勵（46.9% vs 

35.8%）表述受訪者比重較非隱蔽人群高。 

6.5%
18.2%

21.6%

81.8%
71.9%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父母會主動關心/照顧你有效回應：1504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6.1% 13.6%

30.3%
32.0%

63.6%
54.4%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和家人間經常有充份的溝通有效回應：1503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26.5% 28.4%

38.2% 36.1%

35.3%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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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經常與家人一起出遊/活動有效回應：1507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21.9% 20.8%

31.3%
43.4%

46.9%
3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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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經常得到家人的欣賞及鼓勵有效回應：1505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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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同意父母重視你的學業成績及表現，多於你

的個人興趣或專長表述的比重明顯高過非隱蔽人群（64.7% vs 46.6%）。 

 

4.2.2.4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的大眾認知比較 

� 隱蔽青年特徵認知——你是否認同以下講法？ 

  

23.5% 24.9%

11.8%
28.4%

64.7%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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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父母重視你的學業成績及表現，多於你的個人興趣或專長有效回應：1494

唔同意 一般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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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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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隱蔽青年是不想工作/上課的有效回應：1471

是 否
61.3% 57.3%

38.7%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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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隱蔽青年多數是失業/失學的有效回應：147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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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看，上述六道詢問隱蔽青年在大眾眼中形象的題目，具有較為一致

的特點。首先，無論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還是非隱蔽人群，具有過半人

群認可隱蔽青年具備該六種特點；其次，具隱蔽傾向人群認可六種表述的比重

等於或略高於非隱蔽人群，其中兩組差距最大的是對隱蔽青年是沉迷網上/電子

遊戲表述的認可度（81.3% vs 74.2%）。 

 

 

71.9% 71.9%

28.1% 28.1%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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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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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蔽青年成因認知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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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你認為隱蔽青年成因歸究於甚麼？NO.1 缺乏自信/自閉/沒有專長有效回應：1506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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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自信/自閉/沒有專長、缺乏關懷、沉迷上網/打機（網上/電子遊戲）/

網絡誘惑多、家庭環境較差/家庭管教/與家人溝通/家庭關係、以及不被認同或

重視，是最多受訪者提及的隱蔽青年前五大成因（詳細排名，請見小節 4.2.1.4，

圖 q4_2）。其中，最多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認可缺乏自信/自閉/沒有專長這

一原因（39.4%）。 

 

4.2.2.5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的人口特徵比較 

 

具有隱蔽特徵人群中，其男性比重略高於非隱蔽人群（55.9% vs 50.3%）。 

絕大多數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為 20至 24 歲的青少年，顯著高於非隱蔽

人群中的同齡人（81.8% vs 45.1%），同時，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沒有 12

至 14 歲青少年出現。該題目統計結果經檢定呈顯著。 

55.9% 50.3%

44.1% 49.7%

0%

20%

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受訪者性別有效回應：1507

男 女 19.0%18.2%

35.9%

81.8%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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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80%

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受訪者年齡x2 =18.64，df =2，p< .001有效回應：1500

12-14 15-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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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高中或以下比重較低於非隱

蔽人群的同類者（60.6% vs 66.8%），大專/副學士/本科者，則是前者中的比例

略高於後者（39.4% vs 32.8%），這可能與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八成以上為

20至 24 歲人士有關。同時，具隱蔽特徵人群中沒有碩士或以上教育程度出現。 

個人月入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無收入者之比重顯著高於非

隱蔽人群（27.3% vs 8.7%），同時，3000元或以下（48.5% vs 62.2%）和 3001

元或以上（24.2% vs 29.1%）者之比重，均低於非隱蔽人群。數據經統計檢驗

呈顯著。 

 

60.6% 66.8%

39.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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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
教育程度有效回應：1504

高中或以下 大專/副學士/大學本科碩士或以上 27.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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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月入（包括零用錢）x2 =13.37，df =2，p< .01有效回應：1465

無收入 3000元或以下 3001元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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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區域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居住於黑沙環及祐漢區/黑沙

環新填海區的青少年之比重大幅度高過非隱蔽人群（60.6% vs 28.6%）。數據經

統計檢驗呈顯著。 

 
兩組人群中，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認為自己家庭屬於中下或下層階層

（33.3% vs 29.6%）和中等階層（63.6% vs 60.8%）的比重略高於非隱蔽人群，

而認為屬於中上或上層階層的比重則低於非隱蔽人群（3% vs 9.6%）。 

60.6%

28.6%

39.4%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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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住係邊區？x2 =16.02，df =1，p< .001有效回應：1497

黑沙環及佑漢區/黑沙環新填海區 其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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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或上層 中等 中下或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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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各類物品而言，兩個群體整體差異不大。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中，

擁有手機（100% vs 94.8%）、手提電腦（51.5% vs 50.1%）、Wii（24.2% vs 

15.6%）、iPad （5.9% vs 3.9%）、以及 iPod（21.2% vs 15.6%）的比例高於

非隱蔽人群，其他物品擁有率則是非隱蔽人群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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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48.5%

21.2% 24.2%

3.0%
5.9%

5.9%
2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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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3.1%

3.9%
15.6% 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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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電話調查結果分析 

2.1 受訪青少年整體狀況 
4.3.1.1 一般生活狀況了解 

本澳調查結果顯示，一般生活狀況的了解中，本澳 12至 24 歲青少年群體，

以學生身份佔主導（78%）；學生中，暑假期間多數沒有打暑期工或做兼職的經

歷（70.7%沒有），暑假以後也是多數不會做兼職（66.2%不會）。 

暑假期間，26%的受訪者會經常/每天單獨留在家中（19.1%經常，6.9%每

天）。而所有暑假會單獨在家的受訪者中，20.4%其餘時期都會經常/每天留在

家中（14.2%經常，6.2%每天）。暑假及其他時期都有獨自在家經歷的受訪者中，

93.6%通常會把持續在家的時間維持在一周以內。 

在家時最多同真實生活中的朋友交流（57.2%），其次是家人（41.8%），網

友再次（13.3%），還有 20.1%不同任何人有交流。最主要留在家中的原因是無

地方去/無節目/朋友唔得閒/無人約（35%）。表示不想留在家中人群較想留在

家中者多（45.8%，40.5%）。 

 

4.3.1.2 網絡及媒介使用狀況 

網絡及媒介使用狀況中，97.8%受訪者表示有使用互聯網的經歷，玩網上/

電子遊戲和看動畫/漫畫的比重相若，明顯低過互聯網使用率（48.5%，53.5%）。 

有使用互聯網人群中，同人溝通（56.6%）、網上社區（47.9%）、獲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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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消閒娛樂（32.8%）、以及玩網上/電子遊戲（30.1%）是最多受訪

者會進行的網上活動。最不同意寧願去上網而不顧朋友的說法（92.3%不同意），

最同意因為花時間上網而跟同伴/伴侶/家人爭吵的說法（72.4%同意）。 

玩網上/電子遊戲的人群中，38.1%會玩動作/格鬥/運動類遊戲，遊戲類型

上比重最高；47%每周玩一至多次，頻率上比重最高；60.8%爲了消磨時間而

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上比重最高。 

看動畫/漫畫的人群中，41.6%和 40.6%受訪者分別會看格鬥類和搞笑類漫

畫，動漫類型而言比重最高；55.7%的受訪者每周玩一至多次，較其他頻率比

例更高；51.9%爲了消磨時間而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上比重最高。 

其他日常活動項目中，睡眠平均用時最多（7.8 小時），看雜誌和看報紙平

均用時最少（0.9小時，0.8 小時）。 

 

4.3.1.3 個人生活態度、活動/社交、社會滿意度和家庭狀況 

針對生活態度的題目中，最不同意：害怕出席人多的場合（53.6%），經常

認為自己比不上別人（52%），向別人發問時經常感到緊張（50.3%）三種說法；

最同意：喜歡與人交往（73%），有困難時容易找到他人傾談或求助（72.7%），

有訂下人生目標（63.6%）三種說法。 

針對活動/社交情況的題目中，頻率最少的三種活動或遇到的情況是：被別

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85%），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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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想上課/上班（48.5%）；頻率最高的三種活動或遇到的情況是：有充足

的睡眠時間（56.7%），與同事/朋友約會（46.8%），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

的活動（37.4%）。 

在關於社會滿意度的問題中，滿意度最高的一項是澳門現行的教育制度

（35.8%滿意），最低的一項是澳門現行的就業環境（29.6%不滿意）。 

家庭狀況而言，同意度最高的一項是父母會主動關心/照顧你（72%同意），

最低的一項是經常與家人一起出遊/活動（28.4%不同意）。 

 

4.3.1.4 大眾認知及自我檢定 

在大眾認知及自我檢定的題目中，在被問及對於隱蔽青年的印象時，整體

上都是負面印象多過正面印象，認同隱蔽青年沉迷動漫（64.4%）、網上/電子

遊戲（72.8%）、上網（71%）、足不出戶（70.7%）、失業/失學（56%）、不想

工作/上課（58.5%）的百分比皆過半。 

最多受訪者認為的隱蔽青年成因包括有：缺乏自信/沒有專長（24.9%）、

缺乏關懷（22.9%）、沉迷上網或網上/電子遊戲（19.6%）、家庭環境較差/與家

人溝通問題（16.1%）、不被認同或重視（13.7%）、以及被排斥或欺負（12.8%）。 

多數青少年身邊沒有隱蔽青年朋友（77.6%），但亦有 19.4%的受訪者聲稱

身邊有 1至 5 個該類型的朋友，擁有更多該類朋友的比重較少。自我檢定中，

認為自己是隱蔽青年的百分比（6.3%）要略低於有被他人稱呼過隱蔽青年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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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稱號的人群之百分比（9.9%）。 

 

4.3.1.5 綜合評價 

從生活狀態來看，本澳 12至 24 歲之間的青少年中，4.5%現時處於無讀書

且無就業狀態。暑假期間每天單獨留在家中的人群佔到總體的 6.9%。暑假有單

獨留在家中的人群中，6.2%除暑假外的其餘時期都會每天在家；另外，該群體

中，單獨留在家中 1至 3 個月、3至 6 個月、6至 12 個月、以及一年或以上的

群體，分別佔到 0.9%、0.4%、0.4%、0.8%；同樣是該群體，當獨處在家時，

20.1%不與任何人有交流。上述的幾種分類人群，都將是下一階段實質分析的

著眼點。 

對於上網、玩網上/電子遊戲、和看漫畫/動畫的行為習慣，以及生活態度、

活動/社交情況、社會滿意度、和家庭狀況的認知特徵，將作為重要變量，用作

分析研究。 

大眾眼中的隱蔽青年形象，與以往學術研究中的相似度很高，沉迷動漫、

網絡、足不出戶、失學/失業、以及厭學/厭工，都是學者提及的隱蔽青年之特

點。同時，在原因探究上，大眾最為同意的幾個主要原因（如缺乏自信/沒有專

長、缺乏關懷、沉迷上網或網上/電子遊戲、家庭環境較差/與家人溝通問題、

不被認同或重視、以及被排斥或欺負），亦是學術研究中經常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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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非隱蔽者」比較分析 
2.2.1 特徵比較 

就身份而言：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皆為無讀書/無就業人群（100%），

非隱蔽人群則以學生和就業佔主導（79.7%，17.9%），差異經統計分析呈顯著。 

獨處家中時間：兩組人群主體都在 3個月以下（93.9%，98.5%），另外，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還存在 6.1%一年以上人群，非隱蔽群體中其他類型人

群比重就比較微小。 

獨處家中時與他人交流情況：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不與任何人交流的

百分比、不與外在系統交流的比例都大幅高過非隱蔽人群（41.2% vs 19.5%；

75.8% vs 41.3%），差異經統計分析呈顯著。相比而言，與內在系統（家人）、

虛擬系統（網友）、以及其他渠道的交流情況就沒有明顯差異。不與任何人交流、

以及與外界系統差異上的顯著差異，符合社會上對於隱蔽青年的普遍認知。 

獨處家中原因：有隱蔽特徵的人群中，因為找不到工作/不想上學上班/不

想見其他人而留在家中的比例高過非隱蔽人群（30.3% vs 5.7%），差異經統計

檢驗數顯著。這些原因，有可能成為青年隱蔽的動機，而青年隱蔽行為形成後，

又可能形成反作用，進一步加深以上原因對有隱青特徵青年的影響。 

是否想要獨處家中：有隱蔽特徵人群想要留在家中的比重高於非隱蔽人群

（58.1% vs 46.5%），同時，處於非常想和完全不想的極端人群百分比，都較非

隱蔽人群高（9.7% vs 4.9%；9.7% vs 4.2%）。以往研究表明，隱蔽青年在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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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行為上可能存在較大的一致性，但深入剖析發現，內部特徵存在著豐富的

多樣性，無法一言以蔽之。結合家訪（第五章）及焦點訪談（第六章），可進一

步深入瞭解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者之具體心態。 

是否有隱青朋友及是否認為自己是隱青：無論是有隱蔽特徵的人群，抑或

非隱蔽人群，大部分受訪者聲稱沒有隱青朋友，百分比前者略低於後者（71.9% 

vs 78.8%）。同時，大部分受訪者不認為自己屬於隱蔽青年，但百分比而言仍是

前者低於後者（82.4% vs 93.8%），差異經統計檢驗數顯著。 

 

2.2.2 媒介使用比較 

使用互聯網情況：無論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還是非隱蔽人群，有

使用互聯網者均佔絕大多數（93.9%，97.9%）。最多人回答的前五名上網活動

中，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在使用網上社區的比例較非隱蔽人群低（45.2%，

48%），而消閒娛樂則較後者高（58.1%，56.5%）。上網時間上，兩組人群差距

不大。而在網癮量表檢測中，具有隱蔽特徵人群較非隱蔽人群表現出更明顯的

網癮傾向性。 

玩網上/電子遊戲：兩個群體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的比重相等（48.5%）。遊

戲類型來看，有隱蔽特徵人群對角色扮演類（37.5% vs 27.5%）和益智類/推理

類（25% vs 20.4%）遊戲較非隱蔽人群更有興趣。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中，

每天都會玩網上/電子遊戲者比例顯著高於非隱蔽人群。將玩網上/電子遊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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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評定為中高/高重要性（6-10 分）者之百分比，大幅高過非隱蔽人群（43.8% 

vs 23.5%）。無論是每天玩、每星期、還是每月或更長的人群，隱蔽/可能潛在

隱蔽者玩網上/電子遊戲花費時間平均值均高於非隱蔽人群。隱蔽/可能潛在隱

蔽人群較非隱蔽人群，更有可能受到家人或好友玩太多遊戲的警告（有時 50% 

vs 33.5%；經常/每天 18.8% vs 9.3%）。消磨時間（81.3% vs 60.4%）和沒有

其他更好事情可以做（43.8% vs 20.7%）是最受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認可

的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認可比例遠高於非隱蔽者。 

看動畫/漫畫：兩個群體有看動漫的比重相若（52.9%，53.3%）。有隱蔽

特徵青少年較非隱蔽青少年更為偏愛格鬥類（64.7% vs 41.1%）和愛情/少女類

（33.3% vs 22.9%）動漫。兩個群體看動漫的頻率絕大多數都在每星期/每月/

多月（88.9%，87.5%），但同時，無論是每天玩、每星期、還是每月或更長的

人群，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看動漫花費時間平均值均高於非隱蔽人群。兩組人

群因看動漫而受到家人或好友警告的比例均不高，但有隱蔽特徵者經常/每天收

到警告比例略高（5.9%，1.9%）；兩組人因沒有看動漫而產生各種不安情緒的

情況亦均屬少數，但表示經常/每天者仍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略高（5.9% 

vs 0.8%）。消磨時間、故事情節吸引、以及興趣/好睇/刺激/有趣/搞笑是最多隱

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認同的看動漫原因，其中該群體在最後一項的比重高過非隱

蔽群體（27.8% vs 14.9%）。 

綜合以上三種行為來看，兩個群體在上網、玩網上/電子遊戲、以及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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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上，表現出以下特點：a. 差異性最大、最顯著的，要數玩網上/電子遊戲。主

要表現在玩網上/電子遊戲重要性評定中高/高重要性比例高，頻率差異明顯（且

統計呈顯著性），同時更經常收到家人或好友的警告；b. 雖然上網時間上兩組

差異不大，但具隱蔽特徵人群較非隱蔽人群，表現出更為明顯的網癮傾向；c.

無論是玩網上/電子遊戲，還是看動漫，消磨時間都是最多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青少年回答的原因。 

其他媒介/行為：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花費在看電視、看報紙、看雜

誌、以及做運動上的平均時間均少於非隱蔽群體，但睡覺上的平均時間就高於

後者。 

具有更明顯的網癮傾向、玩網上/電子遊戲和看動漫最多爲了消磨時間、

看電視/看報紙/看雜誌/做運動時間普遍較少、以及睡覺時間普遍較多。以上提

煉出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年的行為特徵，反映出該群體與現實脫節的傾向。 

 

2.2.3 生活狀態比較 

個人生活態度：與非隱蔽人群相比，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更害怕出席

人多的場合（36.4% vs 21.3%），也更認為自己沒有足夠機會發揮所長（30.3% 

vs 18.5%），但同時，他們較非隱蔽人群更不滿意目前生活（31.3% vs 8.6%）、

更想要改變現狀（76.5% vs 48.5%），亦更傾向於訂立未來計劃（58.8% vs 

49.2%）以及人生目標（72.7% vs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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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社交：與非隱蔽人群相比，有隱蔽特徵者更傾向於不參與學校/公司/

朋友舉辦的活動（34.4% vs 21.1%）、更容易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有

時 18.2% vs 12.2%；經常/每天 6.1% vs 2.4%）、更少得到別人讚賞（45.5% vs 

28.2%）、更經常有不想上課/上班的念頭（31.3% vs 16.7%）、以及更少參與公

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75% vs 48.2%），但同時更經常有充足的睡眠（72.7% 

vs 56.3%）。 

生活態度與活動/社交情況是密不可分的：較為內向或不自信性格可能導

致自身無法以積極態度面對生活，行動力得不到鍛煉和提升的結果會使得青少

年得不到他人的認可或讚揚，甚至受到欺負。他們一方面認為自己無法發揮所

長，另一方面已經造就的不利局面可能令自己氣餒，從而越來越少參加公開活

動，越來越喜歡獨處。而獨處時間越長，各種社交能力退化越發嚴重，有可能

進一步加強內向或不自信的心理暗示。如此循環往復，衍生出惡性循環的結果。

但所幸，他們對於自身狀態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內心也尚存積極的念頭。最

主要的表現就是上文提到的對現實生活不滿、想要改變現狀、以及訂立計劃和

目標。這一信息，無論是對他們自己，抑或是社會工作者，甚至是整個社會，

無疑都是一個好消息。 

社會滿意度：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普遍表現出較非隱蔽人群低的滿意

度評分。主要表現在對現行制度（31.3% vs 36.4%）、現行政制發展（9.7% vs 

22.4%）、現行社會資源分配（12.5% vs 24.4%）、以及現行就業環境（9.1%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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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家庭狀況：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較非隱蔽人群得到更多家人的關注，

如父母的主動關心/照顧（81.8% vs 71.9%）、與家人充分的溝通（63.6% vs 

54.4%）、以及家人的欣賞及鼓勵（46.9% vs 35.8%），但他們亦受到父母更多

對於學業成績及表現的關注（64.7% vs 46.6%）。 

社會滿意度較低，可能與大多數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為無讀書/無就

業身份有關。家人雖然在關心、交流方面做得足夠，但亦更注重學業而非個人

興趣專長，亦有可能導致該群體對社會滿意度中的現行教育制度不滿。另外，

家庭若出現過分關愛現象，對於該群體的獨立可能造成不利影響；該群體在個

人生活態度和活動/社交方面鮮有得到外界認可的出色表現，但卻經常受到家人

的欣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亦可能因為兩種場合的不一致性而產生強烈

的衝突感。 

 

2.2.4 大眾認知比較 

隱蔽青年特徵：無論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抑或非隱蔽群體，都過

半比重認可隱蔽青年是不想工作/上課的、是失業/失學的、是足不出戶的、是

沉迷上網的、是沉迷網上/電子遊戲的、以及是沉迷動畫/漫畫的。這說明全社

會對隱蔽青年的認知較為一致。在自我檢定題目中，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認

為自己是隱蔽青年的百分比較非隱蔽青年高（17.6% vs 6.2%），有隱蔽特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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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傾向認為自己是隱蔽青年，這正反映出全社會認知的一致性趨向。另外，在

各項特徵中，具隱蔽特徵人群最認可隱蔽青年是沉迷網上/電子遊戲的（81.3%），

這與上部分提到的上網、玩網上/電子遊戲、看動漫三者中兩組人群在玩網上/

電子遊戲中差異最大的結論不謀而合，一方面體現了該人群對自身特徵的明確

認識，另一方面也說明玩網上/電子遊戲對於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的重大

影響。 

隱蔽青年成因：最多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認為歸咎於缺乏自信/較為內向/

沒有專長（39.4%）。這一點，與該群體在個人生活態度和活動/社交中表現出

的消極態度和低行動力狀態相吻合。 

 

2.2.5  人口特徵比較 

人口特徵：兩組人群在受訪者年齡、個人月入、以及居住區域都表現出顯

著的差異性。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中， 20至 24 歲人群比重（81.8% vs 

45.1%）、個人月入 3000元或以下和無收入人群比重（48.5% vs 62.2%，27.3% 

vs 8.7%）、居住在黑沙環及祐漢區/黑沙環新填海區的人群比重（60.6% vs 

28.6%）都明顯高於非隱蔽人群，且統計經檢驗呈顯著。同時，該群體認為自

己家庭屬於中等（63.6% vs 60.8%）和中下/下層（33.3% vs 29.6%）比例略高

過非隱蔽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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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家訪結果及分析 
 

本章摘要：本章為對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家長進行的家訪之結果及分析。

首先，展示了接受家訪家庭的基本資料（5.1）；其次，為家訪的具體結果展示，

分為身份、上網行為、玩網上/電子遊戲、看動畫/漫畫、其他活動、個人對生

活的態度、活動/社交、家庭狀況、以及大眾認知幾大方面（5.2）；再次，對家

訪結果進行分析，分為整體檢視、特徵綜合分析、以及典型個案三個部分（5.3）。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06 

5.1  家訪個案基本情況 

家訪於 2010 年 10月 27日至 11月 14日期間進行，共訪問了 10戶有隱

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青少年的家庭（根據電話調查數據判定是否有相關特

徵）。 家訪個案基本資料5 電話調查編號&稱呼 家訪對象身份 家訪對象自認家庭階層 居住區 參加焦點訪談 綜合表現類型 (電話調查+家訪)  電話調查 時狀態 最終狀態 NO. 1130 (受訪者 A) 父母親 中下層 氹仔中心區 是 「獨處家中時， 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964  (受訪者 B) 母親+姐姐 下層 黑沙環新填海區 是 「獨處家中時，只與 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268  (受訪者 C) 母親  下層 黑沙環及 祐漢區 否 「無讀書/無就業」 +「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潛在隱蔽 NO. 443  (受訪者 D) 母親  下層 台山區 否 「無讀書/無就業」 +「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潛在隱蔽 NO. 504  (受訪者 E) 父親  下層 黑沙環及 祐漢區 否 「無讀書/無就業」 + 「特定原因留在家中」+ 「想要留在家中」 潛在隱蔽 潛在隱蔽 NO. 529  (受訪者 F) 父親  中層 黑沙環新填海區 否 「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想要留在家中」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723  (受訪者 G) 母親 中下層 黑沙環 新填海區 否 「特定原因留在家中」+ 「想要留在家中」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802  (受訪者 H) 母親  下層 氹仔中心區 否 「特定原因留在家中」+ 「想要留在家中」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1149 父親  下層 沙梨頭及大 否 「無讀書/無就業」 +「獨 潛在隱蔽 潛在隱蔽 
                                                      
5由於電話訪問進行於暑假和學生畢業期間(8/10-8/19)，受訪者可能對「無讀書/無就業」的理解產生偏差，又或者處於尚未找到工作階段，因此，部分電話調查中聲稱「無讀書/無就業」的受訪者，在家訪中呈現有讀書/有就業的狀態。該現象反映出，本澳青少年隱蔽現象的嚴重程度，要低於電話調查的所得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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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I) 三巴區 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想要留在家中」 NO. 1167 (受訪者 J) 母親  中下層 台山區 否 「超過三個月獨處家中」 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以上基本資料可以看出，電話調查結果中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的青

少年，其父母絕大多數評價家庭階層為中下層。另外，從居住區分佈來看，黑

沙環及祐漢區或黑沙環新填海區的比例明顯較高，這一點在電話調查的交叉分

析中，已經得到證實。 

上表中，父母接受家訪的前兩名受訪者（A與 B）亦接受了稍後的焦點小組

訪談，在最後的分析中會進行相應的綜合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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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訪結果展示 

以下為家訪問題以及受訪者的回答情況： 

 

身份： 

5.2.1 您的子女目前的身份是讀書還是就業？如果無讀書/無就業，為何不讀書/

就業？如果讀書，是否經常逃學/不去上課？如果就業，是否經常換工作/不去

上班？ 受訪者6A父親：無讀書，今年考到大學(科大)，但因考取學系不是自己的理想學系，不去就讀，明年再考。平時考警察，但沒有考到……7以前讀書，並沒有缺課……沒有全職工作，現做散工，威尼斯人餐飲(Waiter)，一星期，上班一至兩次，每次 3小時。 受訪者 B母親：讀中四……好少遲到，成績不好，今年留級，由理組轉文組。 受訪者 C母親：初三畢業生(夜間部)，目前找工作中。 受訪者 D母親：之前有一年為真空期(沒有讀書)，沒有在大陸職業技術學校讀書之後，在澳門找不到學校，今年九月入讀庇道夜間部讀中二。 受訪者 E父親：初二就沒有讀，之後做散工，最近半年失業。 受訪者 F父親：剛剛大學畢業，2個月前考到政府工，現正入營受訓中……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暫時未知，會唔會經常轉工。 受訪者G母親：應届高中畢業生(夜間部)，剛剛就業(正職)，職業為賭場帳房，需輪更。未畢業前，亦有長期做兼職，並沒有長期轉換工作的情況。 受訪者H母親：工作，飲食業(全職)，17歲沒有讀書(中三未畢業)，斷斷續續 10/3先上班。 受訪者 I父親：讀到 5 年級已沒有讀，他貪玩，覺得有沒有文化都沒有問題……沒有經常
                                                      6 受訪者，指接受較早前電話調查的青少年本人，下文中提及「受訪者」，亦指電話調查之受訪者，家訪對象則稱呼為「受訪者父親/母親/家長」，以示區別。 7 省略號代表下一個問題的回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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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工，但剛剛失業，之前做過抹車、糖水店。 受訪者 J母親：就讀高三(夜間部)，沒有經常逃學/不去上課……目前有一份長工(電腦)，沒有經常換工作/不去上班。 
5.2.2  如果無讀書/無就業，子女的這種狀態是否令您擔憂？如果有擔憂，您是

否嘗試與子女溝通，令其改變現狀？效果如何？如果有擔憂，您是否協助子女

學習技能/找工作，令其改變現狀？效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沒有溝通，認為不用教。 受訪者 B母親：擔心成績差，開始上網後，成績轉差……想方法改善成績，星期六早上先溫習，下午才去玩。 受訪者 C母親：是，擔心錢的問題……有跟她說，鼓勵她……鼓勵她找工作，只是目前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受訪者 D母親：以前沒有讀書的一年內，都很擔憂，驚誤交損友……以前沒有讀書的一年內，都有勸讀技能，但佢都有自己主見……現在有書讀，比較安心。 受訪者 E父親：擔心他被社會淘汰……經常聊天……想他再讀書，幫他找學校，但不成功，政府的技能課程、夜校等又要有一定學歷，如初三畢業，所以不成功。  受訪者 F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G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H母親：擔心他讀不到，溝通過都不打算再讀書……有興趣去學整壽司，都有積極去找工作。 受訪者 I父親：擔心他沒文化，叫他去讀書但唔聽……有幫他找學校，但他唔讀，叫他到廣州讀技校又不聽，讀夜校又未夠年齡。他想整面包，但沒有門路幫助他。  受訪者 J母親：不適用。 
5.2.3  您的子女是否會長期在家中獨處的？如果有，長期留在家中的時候，會

不會跟其他人交流？跟誰交流？如果跟家人交流，交流哪些內容？ 受訪者 A父親：不用工作時，會整天在家，會和姐姐傾談。 受訪者 B母親：除了上課，都會長期留在家中。會同媽媽傾，但好少，同弟弟關係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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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打他們……媽媽會傾成績問題。 受訪者 C母親：她會整天在家，很少和家人交流，只有食飯時聊天，與母親聊天較多……叫她讀書或者找工作，不要學壞。 受訪者 D母親：除了上課，都會長期留在家中……有時朋友會上來家中，同朋友交流……都沒有什麼傾談，大部分會傾狗(家中寵物)。 受訪者 E父親：都有長期在家中的情況……會和家人交流……日常話題。 受訪者 F父親：不會，以前在暨南大學讀書的時候，放假回家會出去慍兼職做，不會長時間留在家中……會，平時在家中與媽媽以及姐姐的交流較多，與爸爸較少交流……閒話家常，無特定的內容。 受訪者G母親：不用工作時，會整天在家，只有出去一個多鐘頭就會回來。會和爸爸傾談，媽媽則較少……和爸爸傾談釣魚、電視內容。 受訪者H母親：晚晚出外，夜晚 10 點放工，都去出夜街，怕學壞……在家時，同電腦玩，不會有交流。 受訪者 I父親：以前就整天不在家，現在就經常在家，會跟家人交流，但不是經常，只有食飯時才會聊天……教育他。 受訪者 J母親：除了上班、上學，其他時間都經常在家，放假都經常在家……會和家人交流……談論工作/同事的事。 
5.2.4  您是否覺得子女花太多時間在家中獨處？是否嘗試採取行動改變？什

麽行動？效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都好少理。 受訪者 B母親：會勸他和弟弟出外。 受訪者 C母親：覺得花太多時間在家，以前讀書時放學後會外出，通常放學後三、四個小時才回家，現在就長時間在家。但留在家比外出好，怕學壞。 受訪者 D母親：會都擔心會變自閉，會沒有前途。但另一方，又寧願他不出去，結識朋友，怕交到損友。 受訪者 E父親：沒有讀書，沒有工作，留在家中比外出好，會鼓勵他去讀書、或學習一些技能。 受訪者 F父親：唔會擔心，因為個仔平時都有去做兼職，亦有同同學出街玩，如果個仔留在家中亦唔會迫佢出街，因為佢想出的時候自然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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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G母親：因為每個家庭成員上班時間都不同，很難聚在一起。 受訪者H母親：晚晚出外。 受訪者 I父親：擔心經常在家，希望出外認識多些朋友，闖一闖，人都聰明點，但目前在家也有好處，怕他跟壞人去打機、學壞，也希望他找一份工。 受訪者 J母親：會覺得花太多時間在家，問他為什麼留在家，他回答不想外出。 
5.2.5  如果子女和家長同時在家，子女可以最長多久不主動同家長講話？這種

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不會主動溝通，不會講笑，因不知如何溝通。自己古老，時代不同，不溝通好過溝通，話題敏感。受訪者 A母親：都好少答，自小比較不喜歡說話，都會關心，主動叫佢食飯。 受訪者 B母親：他上網玩電腦期間都會切水果、倒水給他，會聊天。 受訪者 C母親：最多一天都不會交談……很難說正不正常。 受訪者 D母親：會有幾個小時不會傾談……擔心整天打機，會傷害眼睛。 受訪者 E父親：經常聊天……算正常。 受訪者 F父親：沒有發生這個情況，不會長時間不說話。 受訪者G母親：最多 1至 2個鐘頭不會傾談……沒有問題，各有各精彩。 受訪者H母親：沒有回答。 受訪者 I父親：吃飯時候才有交流，一般半天才說話……算正常，都沒什麼話題。 受訪者 J母親：沒有回答。 
5.2.6  在家時，您的子女會不會經常與同學/朋友/同事以電話或其他形式溝通？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有時候都會有同學致電家中電話找佢。 受訪者 B母親：一個禮拜會有數個電話，同留級的同學聊天(媽媽有表示阻止)、或打電話問功課、問一起出外……正常，就算沒有出外，都會打電話聯絡。 受訪者 C母親：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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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母親：有可以交談的朋友，會打手機，每天有 1~2 個電話。 受訪者 E父親：之前工作時有和同事談電話，不算多……正常。 受訪者 F父親：會，會和同學打電話，或網上聯絡……正常，都有朋友。 受訪者G母親：以電話、短訊、一起出街與朋友溝通……正常，因為都有定期與朋友聯繫。 受訪者H母親：和朋友不時傾電話，一起出外……不正常，怕學壞。 受訪者 I父親：現在朋友少，電話也少……朋友不需要多，要交正經朋友，不要酒肉朋友。 受訪者 J母親：經常……正常。 
5.2.7  據您所知，您的子女會不會經常獲得同學/朋友/同事的邀約而外出？這

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一般來說好少，佢一個月會有 1至 2外出，佢太乖，太懂事，不想結識朋友，而且出外要做事，出夜街都害怕出去偷東西……因佢性格較內向。 受訪者 B母親：有時會有學校活動，有時會和同學一起出去溫習、做功課，但次數不多……正常，都有出外。 受訪者 C母親：正常，不過她現在是沒有工作、沒有上學的情況，外出怕遇到壞人，留在家比較好。 受訪者 D母親：不多……不太好，想他多做些有益的活動，如打波…但自己沒有反應，因自己沒有時間，同他一起活動。 受訪者 E父親：之前工作時都有，不算多……正常。 受訪者 F父親：會，同以前中學同學出去打機……有時打機打得夜左，會打電話催其回家，但整體上覺得出去無問題。 受訪者G母親：返正職後，大概每月一次與朋友出街，每次一個多鐘頭，去大陸時間會再長一點……正常，因有正常社交。 受訪者H母親：會和朋友一起出外……不正常，怕學壞。 受訪者 I父親：很少約人外出……朋友不需要多，要交正經朋友，不要酒肉朋友。 受訪者 J母親：偶爾，一星期 1~2 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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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行為： 

5.2.8  您的子女上網嗎？如果有，每天大概上多久？知不知道子女上網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都在做什麽？ 受訪者 A父親：有，每日大概上 6-7 個鐘網……不太清楚做什麽，因佢會關房門。 受訪者 B母親：有，一至五(合理)，每日 3-4 個鐘；六日時間太長(不合理)……大部分都在打機。 受訪者 C母親：有，不太清楚上網做什麼，自己沒有精神、身體也不好，不想去了解。 受訪者 D母親：有，每日大概 10 個小時，上網時間﹕每天夜晚 11 點至淩晨 4,5 點……主要打機、看電影(狗片)。 受訪者 E父親：一天十多小時……聊天，打機。 受訪者 F父親：有，主要上網找同政府工作相關的資料。 受訪者G母親：通常一回到家，就開電腦……不太清楚，因自已不會電腦。 受訪者H母親：有，一放工回家就會上網，4~5 個小時，主要打機，看電影。 受訪者 I父親：經常上網。知道打機，其他不清楚，有問他，但他不回答，每天十小時左右。 受訪者 J母親：經常上網……看網上新聞，打機。 
5.2.9  您認為子女現時花在網上的時間是否合理？你們是否因為上網過多而

起過爭執？如果您認為時間過長，是否曾經嘗試限制其上網？用什麽方法？效

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希望限制每天一個鐘較為合理，但並沒有向佢表達……沒有嘗試限制，覺得自己不懂電腦，亦不喜歡罵人。 受訪者 B母親：不合理……姐姐會和他爭執，時間分配問題……媽媽試過一個月不交網費，但因姐姐都要用，就沒有再堅持。 受訪者 C母親：有叫她早點去睡，但不太理會……試過停了上網，後來她弟弟到網吧玩時出了些事，之後家中就再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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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母親：不合理，與爸爸有爭執，爸爸會大聲或講耶穌，會聽，但會不服氣，會向自己投訴。 受訪者 E父親：不合理，如打機不吃飯，會用強硬態度教育他……沒想到特別措施，覺得沒有效，只是叫他找適合自己的東西學。 受訪者 F父親：無所謂，都算合理。 受訪者G母親：自己沒有，但爸爸會勸上少點網。 受訪者H母親：不合理，都不會勸他，因他都不會聽媽媽講……小時候，都試過限制。 受訪者 I父親：不合理。經常罵他，但他不聽，如果不讓他玩，他就出街（網吧）玩。 受訪者 J母親：時間過長，兩三點都不去睡，會擔心，叫他去睡，但未有即時去睡……對他說上網不好，對眼睛不好，但沒有效果。 
 

玩網上/電子遊戲： 

5.2.10  您的子女會玩網上/電子遊戲嗎？如果有，知不知道子女都在玩什麽類

型的網上/電子遊戲？ 受訪者 A父親：有……晝面有雀仔。 受訪者 B母親：有……不知道，不是色情，好像卡通片，打架的網上遊戲，沒有問他玩什麼。 受訪者 C母親：不知道。 受訪者 D母親：有……他會玩暴力、bombom 彈珠人等遊戲。 受訪者 E父親：有……不太清楚，但知道見過有三國志。 受訪者 F父親：有……他會玩功夫類的遊戲。 受訪者G母親：上班後已沒有玩。 受訪者H母親：有……不知道。 受訪者 I父親：有……賽車。 受訪者 J母親：有……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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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您認為子女現時花在玩網上/電子遊戲上的時間是否合理？你們是否

因為玩網上/電子遊戲過多而起過爭執？如果您認為時間過長，是否曾經嘗試限

制其玩網上/電子遊戲？用什麽方法？效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沒有，覺自己不懂。 受訪者 B母親：會有爭執，姐姐會和他吵架，建議每人每日 5個小時……沒有嘗試限制。 受訪者 C母親：自己沒有精神、身體也不好，不想去了解。 受訪者 D母親：自己有勸過他，不要玩太暴力的遊戲，將來會變成變態，但他都不會聽……爸爸會罵，他會聽。 受訪者 E父親：不合理，但用來打發時間比外出學壞要好，而且覺得這個年紀也不能強制，只有教育。 受訪者 F父親：合理。 受訪者G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H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I父親：不合理……叫他不要打，但不聽。 受訪者 J母親：時間過長，兩三點都不去睡，會擔心，叫他去睡，但未有即時去睡。  
看動畫/漫畫： 

5.2.12  您的子女會看動畫/漫畫嗎？如果有，知不知道子女都在看什麽類型的

動畫/漫畫？ 受訪者 A父親：之前都有看，現在沒有。 受訪者 B母親：看卡通片(電視)。 受訪者 C母親：沒有。 受訪者 D母親：之前有看……家中有老夫子、叮噹、比卡丘、金田一等漫畫。 受訪者 E父親：有……海賊王，試過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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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父親：無。 受訪者G母親：沒有。 受訪者H母親：不知道。 受訪者 I父親：有……不清楚。 受訪者 J母親：沒有。 
5.2.13  您認為子女現時花在看動漫上的時間是否合理？你們是否因為看動漫

過多而起過爭執？如果您認為時間過長，是否曾經嘗試限制其看動畫/漫畫？用

什麽方法？效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 B母親：合理。 受訪者 C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D母親：不算好多，都算合理。 受訪者 E父親：不太合理，因為有時會看一整天，要看完整套……提醒他要有節制，但沒有效果。 受訪者 F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G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H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I父親：不清楚。 受訪者 J母親：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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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5.2.14  請您描述子女的作息規律（幾點睡覺、幾點起身、平均一天睡多少小

時）？ 受訪者 A父親：讀書時，每天 7:00am起床，睡幾個小時，不清楚。 受訪者 B母親：晚上 11 至 12 點睡，早上 7點 10-15 分起床，每天睡 7-8 個小時。 受訪者 C母親：通常 11 點後睡，平均每天會睡 10-12 小時。 受訪者 D母親：不一定，不知道幾點睡，8-10 個小時。一般睡覺時間﹕4:00am-4:00pm。 受訪者 E父親：通常零晨 3-5 點才睡，到下午甚至晚上 7時才起身。通常超過十小時。 受訪者 F父親：正常作息。 受訪者G母親：11-12 點睡，平均每天會睡 8-9 個鐘頭。 受訪者H母親：淩晨 2 點多睡，早上 11 點起床，大概睡 8-9 個小時。 受訪者 I父親：通常零晨 1、2 點睡。 受訪者 J母親：通常 12 點多睡，8點多起床，平均每天會睡 8小時。 
5.2.15  子女留在家中時，除了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或看動畫/漫畫外，

可有其他興趣愛好？如果有，當中是否有哪些是您所擔憂的？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會跑步，通常夜晚跑，但不知有沒有同別人一起跑。有時候會透過大女兒去問情況，知道喜歡做運動，曾參加武術班，曾勸佢少點去，因擔心會被打傷，之後就沒有參加。贊成他跑步，現在每個星期會跑 3~4 日，通常晚上 8~9 點去跑。個仔除了運動，都沒有其他興趣……不擔憂。 受訪者 B母親：夏天的夜晚會去打籃球，打一個多小時就會回來……不擔憂。 受訪者 C母親：有學美容課程，到中級，她喜歡學……不擔憂。 受訪者 D母親：沒有。 受訪者 E父親：唱 K，逛街……擔憂，覺得應該要外出，但又擔心在外面學壞。 受訪者 F父親：踢足球……不擔憂，佢和邊 D朋友出去玩，個D朋友都係一般正常的，不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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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G母親：沒有其他興趣。 受訪者H母親：沒有。 受訪者 I父親：沒有。 受訪者 J母親：打波……不擔憂。 
5.2.16  您是否因為以上擔憂，而嘗試幫助他/她培養其他興趣愛好？是什麽？

效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 B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C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D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E父親：有叫他去跑步、游泳，但沒有效果。 受訪者 F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G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H母親：想他做莊荷，但他不聽。 受訪者 I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 J母親：不適用。  
個人對生活的態度： 

5.2.17  您認為子女是否滿意生活現狀？如果滿意（不滿意），您覺得原因是什

麽？ 受訪者 A父親：覺得佢不滿意……因為沒有機會做理想的工作，當有錢都會大聲說話。 受訪者 B母親：覺得佢不滿意……表示家中多垃圾，不會主動出去行。 受訪者 C母親：不知道，自己不懂得教。 受訪者 D母親：覺得佢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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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父親：認為他沒有這種思考。 受訪者 F父親：覺得他滿意……平時會主動幫手做家務，無怨言。 受訪者G母親：覺得佢不太滿意……佢覺得房間不夠大，與姐姐同一間房。 受訪者H母親：不知道，因好少溝通。 受訪者 I父親：不知道……沒有具體表現。 受訪者 J母親：滿意……因為他有說過自己比起其他家庭已經好幸福。 
5.2.18  您覺得子女是否喜歡還是不喜歡獨處家中？如果喜歡（或不喜歡），您

覺得原因是什麽？ 受訪者 A父親：覺得佢不喜歡……因為家庭環境問題，環境所逼。 受訪者 B母親：喜歡……因為有電腦，所以留在家中，如沒有，應該就會出外。 受訪者 C母親：不知道，但經常罵她，叫她不要外出。 受訪者 D母親：喜歡……一來他沒有朋友，二來沒有節目。 受訪者 E父親：不喜歡……他說不喜歡留在家，只是外出沒地方去。 受訪者 F父親：喜歡……他對家庭有歸屬感。 受訪者G母親：喜歡留在家中……覺得沒有那麼危險，因最近屋企附近有迷魂黨。 受訪者H母親：喜歡……因性格內向。 受訪者 I父親：不知道。 受訪者 J母親：喜歡……因為他經常在家，覺得他喜歡。 
5.2.19  請描述您的子女的性格（內向/外向、自信/自卑、活潑/沉靜等）？您

是否認為她/他的性格對現在的生活狀態有影響？如果有影響，是怎樣的影響？ 受訪者 A父親：比較內向……性格有影響，成日上網，看電視，睡覺。  受訪者 B母親：他比較靜，不喜歡講話……不會主動結識朋友。 受訪者 C母親：不太清楚，但她一般不說話。 受訪者 D母親：較內向，所以結識不到朋友。都幾擔心他結識不到朋友，但又怕結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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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朋友，都寧願他不出外。 受訪者 E父親：中等，都會主動聊天，覺得他沒人生目標……沒有影響。 受訪者 F父親：比較謙虛，較為文靜，但不是內向的類型。 受訪者G母親：都算活潑，都幾多朋友……沒有影響。    受訪者H母親：內向、靜……不知道怎麼回答，因不瞭解。 受訪者 I父親：和善，少和人接觸，但喜歡工作，較勤力……沒有影響。 受訪者 J母親：活潑……沒有影響。  
活動/社交： 

5.2.20  與同齡一般青少年比，您覺得您的子女的社會交往能力如何？ 受訪者 A父親：不多，少出外，少接觸社會。 受訪者 B母親：好少。 受訪者 C母親：交往少。 受訪者 D母親：不多。 受訪者 E父親：圈子小，接觸少。 受訪者 F父親：多接觸社會，平時放假回來澳門的時候都有出去做兼職。 受訪者G母親：屬於 ok。 受訪者H母親：不強，太少交流。 受訪者 I父親：少。 受訪者 J母親：算好。 
5.2.21  與同齡一般青少年比，您覺得您的子女有較多、還是較少數量的朋友？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好少……沒有錢不要認識那麼多朋友 受訪者 B母親：好少，都是成績差的朋友……不好，因為害羞，怕他出來社會，會沒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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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受訪者 B姐姐：非常少，因玩電腦、打機，不想出門。 受訪者 C母親：不太多……正常，因為朋友少沒有問題。 受訪者 D母親：少，同齡人就讀正常學校，可結識朋友，可以有電話聯繫，打波……擔心學歷方面，沒有前途。 受訪者 E父親：一般，比較少……正常，因為沒有讀書，朋友自然少。 受訪者 F父親：多，中學的同學，大學的同學均有……正常，多朋友，好事。 受訪者G母親：一般……正常，因為都會和朋友出街，出大陸，傾電話。 受訪者H母親：不多，沒有什麼要求……冇咩唔正常 受訪者 I父親：以前多朋友，現在少朋友……唔正常，唔夠多姿多采，認識多些人，見識更廣。 受訪者 J母親：多……正常，因為外出不會太夜，沒有學壞。 
5.2.22 與同齡一般青少年比，您覺得您的子女較多、還是較少參加社會活動（如

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在學校讀書時，有做過義工，有賣旗，不知道數量……沒有所謂，做義工都比沒有事做好。 受訪者 B母親：以前都有去百萬行，家姐會叫佢去青獎(團體性社團)，他都不去。 受訪者 C母親：沒有參加……沒所謂，隨她喜歡。 受訪者 D母親：沒有……希望他參加多點活動。 受訪者 E父親：少……不正常。 受訪者 F父親：少，不在澳門讀大學，少參與澳門這邊的社會活動，而內地，因為不熟悉情況，參與情況更加少……因為讀書的關係，無話正唔正常，當然都希望他多些參與社會活動。 受訪者G母親：較少……正常，讀書時都有做義工。 受訪者H母親：沒有，讀書時都沒有，什麼活動都不參加……不正常，因為他懶，身體不好。 受訪者 I父親：少，以前讀書時有賣旗。 受訪者 J母親：少……不太好，最後參加多D，學多D。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22 

5.2.23  有冇參加體育活動？什麼？自願還是你迫佢？  受訪者 A父親：跑步……屬自願。 受訪者 B母親：沒有。 受訪者 C母親：沒參加……有叫她去，只是她不願意。 受訪者 D母親：沒有。 受訪者 E父親：以前返學打球，現在沒有，因為少朋友一起做運動。 受訪者 F父親：踢足球……自願參與。 受訪者G母親：很少……不知道怎樣說。 受訪者H母親：沒有，沒有做運動，都有勸他去跑步，他都不聽，會回罵。 受訪者 I父親：現在不運動，以前讀書時有游泳。 受訪者 J母親：現在有打波，以前有健身……都是自願。 
5.2.24  有冇參加其他興趣活動？什麼？自願還是你迫佢？  受訪者 A父親：沒有。 受訪者 B母親：沒有。 受訪者 C母親：不知道，沒有去了解。 受訪者 D母親：沒有。 受訪者 E父親：一、兩個月唱一次 k。 受訪者 F父親：沒有。 受訪者G母親：唔清楚，如想去，會支持。可能因為上班沒有時間。 受訪者H母親：讀書時的暑期活動，都沒有參加。 受訪者 I父親：沒有。 受訪者 J母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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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在您的印象中，您的子女是否有被人排擠或欺負的經歷？如果有，您

是否幫助其解決困難？如何幫助？效果如何？ 受訪者 A父親：不知道，佢都不會主動講。但聽過家中姐姐講過，俾人欺負……因為佢沒有向自己提及，都幫不了忙。 受訪者 B母親：以前有，姐姐同學講給她聽，才知，自己沒有提。受訪者 B姐姐：有試過瞭解。 受訪者 C母親：有，叫她不要理會別人。 受訪者 D母親：沒有。 受訪者 E父親：沒有，一直都有主動了解他。 受訪者 F父親：有……以前兼職的時候，被人欺負，要求做多D嘢，回來訴苦。爸爸一般會教育：做人謙虛一點，就算不喜歡也不要表現出來，自己做多少少都無所謂。 受訪者G母親：沒有。 受訪者H母親：沒有聽過。 受訪者 I父親：有被同事欺負……教育他不要太在意。 受訪者 J母親：有被上司排擠，不教他東西……鼓勵他要忍耐，用心去學。這樣對他有正面影響。  
家庭狀況： 

5.2.26  您認為家庭中成員的關係和睦嗎？如果和睦（不和睦），有哪些表現？ 受訪者 A父親：都算融洽，沒有吵過架，以前子女幾歲大就有打過，現在子女大，連罵都沒有。 受訪者 B姐姐：融洽度一般，不會有太多溝通，社區活動(明愛)，全家都會去，他好少參與。受訪者 B母親：各有各做嘢。 受訪者 C母親：不太好，因為經常罵子女 受訪者 D母親：媽媽(自己)、妹妹、同佢三個人融洽，有時會一起去釣魚、一起食飯、講狗經、看影碟……媽媽同爸爸不融洽(太深入，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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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父親：和睦……會一家人打麻將。 受訪者 F父親：家庭相處關係融洽，仔女比較自覺，會用好好讀書/工作來報答父母。 受訪者G母親：融洽，都有傾有講。 受訪者H母親：和睦，自己和仔女沒有傾，和老公關係好。 受訪者 I父親：算融洽，經常在家教育他、解釋社會事件、人生道理。 受訪者 J母親：很融洽，夫妻和睦，與兒子也沒有吵架。 
5.2.27  您覺得，您的子女是否滿意現時的家庭氛圍？如果滿意（不滿意），有

哪些表現？ 受訪者 A父親：覺得不滿意……因為覺得沒有那麼多零用錢俾佢用。 受訪者 B姐姐：一般……他想有自己張床，執下間房(現時和媽媽、孖生弟弟四人一張床)。 受訪者 C母親：不滿意……不喜歡在家吃飯。 受訪者 D母親：滿意……媽媽(自己)、妹妹、同佢三個人都會一起活動。 受訪者 E父親：滿意……家長對他不會太囉唆。 受訪者 F父親：滿意……對家庭有歸屬感，沒有事的時候一般會留在家中，以及不開心的事都會向家人說。 受訪者G母親：滿意……都有傾有講。 受訪者H母親：不知道。 受訪者 I父親：不知道……沒什麼表現。 受訪者 J母親：滿意……他有表示過好滿意，而且他經常與家人聊天。 
5.2.28  在您的家庭中，家長通常以怎樣的方式同子女溝通？請舉例說明。 受訪者 A父親：沒有什麼溝通，有時會自己拿東西，但一起吃飯，都很少傾談。但兩姐弟會傾談。 受訪者 B母親：傾談，夜晚會一起看電視，參加社區活動。 受訪者 C母親：聊天，有時一起去買東西。 受訪者 D母親：一起去釣魚、一起食飯、講狗經、看影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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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父親：聊天、打麻將、外出食飯、飲茶。 受訪者 F父親：會，平時在家中與媽媽以及姐姐的交流較多，傾計、煮嘢食，與爸爸較少交流。比較少一家人一齊參與活動。 受訪者G母親：都會傾上班的事，大家都唔用上班時都會出街吃飯。 受訪者H母親：回鄉下食飯都會有。 受訪者 I父親：聊天。 受訪者 J母親：聊天，以前會一起外出吃飯，現在很少。 
5.2.29  您是否滿意現時對子女的了解程度？如果不滿意，覺得哪些地方的了

解不足夠？ 受訪者 A父親：都沒有所謂(沒有說瞭不瞭解)，仔大仔世界，最重要沒有學壞。 受訪者 B母親：不夠深入，平時問一句答一句，想知道多一些，嘗試用學習去多瞭解他。 受訪者 C母親：不足夠。想了解，希望她不要學壞，但自己不懂得和她溝通。 受訪者 D母親：不足夠，因為相處時間較少，每樣都想瞭解，有時會偷看短訊，但會被佢發現，佢會生氣。 受訪者 E父親：算滿意。想更加了解他的想法。 受訪者 F父親：覺得自己內心是非常關心以及瞭解兒子，只是表面上比較少講話。 受訪者G母親：滿意。 受訪者H母親：都瞭解，好多東西都想知道，想知他一個月幾錢，他都不講給我聽。 受訪者 I父親：滿意。 受訪者 J母親：滿意……想了解他有什麼興趣。 
5.2.30  在您的家庭中，您是否覺得家長有過分縱容子女的表現？如果有，具

體是什麽表現？ 受訪者 A父親：沒有縱容。 受訪者 B母親：會緃容，叫他食完飯洗碗，他都不去做，怕他不會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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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母親：有……不會打她，叫她做事，她不做也不勉強。 受訪者 D母親：自己覺得沒有縱容，但爸爸會講自己慈母多敗兒。 受訪者 E父親：不會過分縱容，除了以前小朋友的時候。小朋友時沒有讓他獨立，什麼事都是家長做。 受訪者 F父親：不會太過縱容。 受訪者G母親：幾縱容。小時候都幾縱容，直至現在，都不需做家務。 受訪者H母親：不緃容，管教都嚴，坐姿不好，都會打他。 受訪者 I父親：沒有。 受訪者 J母親：沒有……互相會溝通，爸爸對他也很嚴厲。 
5.2.31  您的子女是否認為您或您的先生/太太過分注重其學業成績及表現？

如果是，他/她是否有表達過不滿？如何表達？ 受訪者 A父親：不關注成績，沒有不滿。佢成績不是太好，沒有心機讀書，都會常常遲到(因較夜瞓)，當遲到時，怕影響全班會受罰，會早上都不去學校上課……因文化水平低，所以子女會叫自己一聲爸爸已很滿足。 受訪者 B母親：關注成績多於其他。 受訪者 C母親：注重學業。罵她，她就不出聲。 受訪者 D母親：自己太緊張學業……沒有表達過。 受訪者 E父親：沒有。 受訪者 F父親：會，有時候家人比較關注成績的時候，他會用“唔理睬/唔出聲”，自己玩電腦，來表達對家人這種關注的不滿。 受訪者G母親：注重學業和工作。原來初中畢業後，即想出來工作，希望她高中畢業，於是安排讀夜校。爸爸亦會和其他親戚的子女比較，學業或工作方面……表達過不滿，每個人都不用，不應比較。 受訪者H母親：都緊張成績……他沒有反應。 受訪者 I父親：沒有。 受訪者 J母親：注重學業……他有表示過父母經常問他成績，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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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您覺得你們家長有沒有給予子女足夠的關懷或者信心？你認為子女感

受到嗎？ 受訪者 A父親：有感覺到。 受訪者 B母親：沒有，因為自己疏忽，想給他多D關懷，好少給他信心，用反面的方式去鼓勵。 受訪者 C母親：感受不到。 受訪者 D母親：不夠，他有好多事想做，又沒有很好的生活……感覺到，他在作文時會寫媽媽對他最好。 受訪者 E父親：絕對有……很難說有無感受到。 受訪者 F父親：有，平時會鼓勵他，以及教導他做人要謙虛。 受訪者G母親：有給予足夠關懷……有感覺到。 受訪者H母親：好關心……他一些都感受不到，嫌自己煩。 受訪者 I父親：很足夠……不清楚有無感受到。 受訪者 J母親：很足夠……感受到，他也有表示過不用太擔心他。 
5.2.33  您有冇聽過或者知道子女在學校或者工作上被“老師/同學”或“上

司/同事”看不起？有冇試過幫佢解決？有沒有解決到？ 受訪者 A父親：有被人欺負過，但覺得應以大化小、以小化無，過了便算，下次出去應小心。 受訪者 B母親：同學大多都不會。 受訪者 C母親：有，叫她不要理會別人。 受訪者 D母親：沒有，他好少提。 受訪者 E父親：沒有。 受訪者 F父親：沒有。 受訪者G母親：沒有。 受訪者H母親：學校時都沒有，工作時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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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I父親：有被上司看不起。教育他做得不開心就不要做，不要激進。 受訪者 J母親：以前小學/初中時有被老師看不起……有跟他聊，但沒有辦法幫助他。 
 

大眾認知： 

5.2.34  你有冇聽過隱蔽青年呢樣嘢？現時社會上出現了隱蔽青年現象，您如

何理解這類人群（或者說，您覺得這是怎樣的一個人群）？ 受訪者 A父親：沒有。 受訪者 B母親：沒有。 受訪者 C母親：沒有。 受訪者 D母親：沒有。 受訪者 E父親：有……什麼事都不關心，不去理，沉迷在一樣東西。 受訪者 F父親：有……對外界缺乏自信，自閉等，家庭問題，朋友壓力。 受訪者G母親：沒有。 受訪者H母親：有……日日對住部電腦，不出外。 受訪者 I父親：有……不外出，不理會別人。 受訪者 J母親：有……認識不良朋友，不想工作/上學。 
5.2.35  您覺得隱蔽青年成因應該歸究於甚麼？ 受訪者 A父親：不懂回答。 受訪者 B母親：沒有回答。 受訪者 C母親：不懂回答。 受訪者 D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E父親：覺得可能在社會上受過創傷，被外界傷害過，怕害外界。 受訪者 F父親：家庭關係，父母關懷少了，不能不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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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G母親：不懂回答。 受訪者H母親：不懂回答。 受訪者 I父親：環境問題，家人溝通問題，對外人又抗拒，社會上又遇到不如意。 受訪者 J母親：社會風氣問題，現在很多青年人都不喜歡外出，留在家上網。 
5.2.36  如果說隱蔽青年的特點是不想工作/上課、多數失業/失學、足不出戶、

沉迷上網、或網上/電子遊戲、或動畫/漫畫，您認為您的子女是否屬於這類人

群？如果屬於（不屬於），爲什麽？ 受訪者 A父親：不屬於，因為佢會去跑步，又會出去見工……當家中很有錢，太過緃容才會。 受訪者 B母親：不屬於，因為他都有出門，上學。 受訪者 C母親：回答不到，但她夜晚都會外出。 受訪者 D母親：不屬於，性格開朗，星期六日都會主動約爺爺嬤嬤飲咖啡。 受訪者 E父親：不算。因為他不是自己想隱蔽。 受訪者 F父親：不屬於。有工作，平時會和朋友一齊外出。 受訪者G母親：不算，在暑假期間都有上網找工作，找朋友。 受訪者H母親：不算。以前未工作時，就係整天不出外，現在都有工作，出外。 受訪者 I父親：差不多算……人沒有自信，讀書工作沒自信，但他是比較勤力。 受訪者 J母親：不算……因為他勤奮工作，有做老闆的抱負。 
5.2.37  如果您認為您的子女屬於這類人群，您覺得造成現狀的原因是什麽？

誰要負上主要責任？ 受訪者 A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 B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C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D母親：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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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 F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G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H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I父親：社會有主要責任，童年沒有足夠活動、認識，不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沒有體驗農耕的辛苦。 受訪者 J母親：不適用。 
5.2.38 您的子女有冇朋友好似隱蔽青年這樣？如果有，有幾多個？ 受訪者 A父親：不清楚。 受訪者 B母親：不清楚。 受訪者 C母親：沒有。 受訪者 D母親：不適用。 受訪者 E父親：沒有。 受訪者 F父親：不適用。 受訪者G母親：不清楚。 受訪者H母親：不清楚。 受訪者 I父親：有，三、四個。 受訪者 J母親：有，但不知道多少個。 
5.2.39  您覺得應該如何去改善這種情況？ 您認為社會可以做什麽？ 受訪者 A父親：社會應該為這些人安排就業，才沒有機會學壞。 受訪者 B母親：叫他放假去溫習，開多些課程，多些鼓勵。 受訪者 C母親：叫她工作或者讀夜校，社會幫不到。 受訪者 D母親：最好有人關心，提供有益的活動給他們。 受訪者 E父親：政府應設特殊學校，找有耐性的老師，教育這幫人。 受訪者 F父親：這個應該從家庭教育著手，解決了家庭方面的，社會才能進行下一步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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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工作。 受訪者G母親：本身個人問題。 受訪者H母親：隱青自己要負上責任，性格問題。 受訪者 I父親：應開設訓練班，讓他們學多些技能，各行各業的培訓，不要讓他們成為負擔。 受訪者J母親：社會應該多建康樂設施讓青少年玩，學校除教導知識外也應教育人生道理，如一些勵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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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家訪結果分析 

5.3.1 整體檢視 
5.3.1.1 身份 

讀書就業情況：讀書方面，除 1位為本科畢業生外（F），其餘均沒有高等

教育學歷，1名中四留級（B），更有 3名初中或小學未畢業就已放棄學業（E、

H、I）;就業方面，除 2位從事公務員類（即將）和電腦類工作外（F）,其餘均

為餐飲、荷官等藍領或低技術含量工作（A、G、H），另有 3位尚未找到工作

或失業中（C、E、I）。 

無讀書無就業階段，多數家長表示擔心，主要擔心經濟問題（C）、誤交損

友/學壞（D）、被社會淘汰/沒有文化（E、I）,應對方面多數有在積極幫助子女

改變現狀，幫助找學校或找工作。但是，受訪者 A家長表示“沒有溝通”，體

現了消極被動的心態，而 B家長有提到“開始上網後，成績轉差”，則是本研

究重點探究的因素之一（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 

獨處家中情況：獨處方面，除 F和 H外，處於失業或尚未找到工作狀態的

C、E、I家長表示目前有長期在家，其餘則表示除上學或上班外的時間會長期在

家；交流情況，有五名家長表示與子女少交流或不交流（B、C、D、H、I），另

外，H家長提到子女只“同電腦玩”，與家人不會有交流。 

獨處家中時間過長時，家長的反映和應對有較大差異，但有四名家長表達

出類似的想法，即，擔心子女外出會學壞/誤交損友（C、D、E、I）。另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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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表示“都好少理”，與該家長在上文中回答與子女“沒有溝通”的心態一

致。 

與家人溝通：有 4名受訪者家長表示，與子女同時在家時，“不會主動溝

通”（A）、“很少交流”（D、I）、甚至“最多一天不會交流”（C）;對於這種

狀態，除了 D家長擔心子女長期玩網上/電子遊戲，傷害眼睛外（此處又主動提

及“打機”（玩網上/電子遊戲）影響），其餘則表示“不知如何溝通，不溝通

好過溝通”（A）、“很難說正不正常”（C）、或“算正常，都沒什麼話題”。 

與朋友溝通/外出：整體來看，10名受訪者平時均維持了一定的社交活動，

但整體偏少。另外，C家長對子女是否與他人溝通表示“不知道”，C和 H家

長對子女外出均表達出“怕遇到壞人/學壞”的擔憂。 

 

5.3.1.2 上網行為 

上網時間：10位受訪者父母均表示子女有上網的習慣。有 3名家長表示子

女每日上網十多個小時（D、E、I）,結合上文可知，該 3名受訪者中，一名為

夜間部初中學生（D），另外 2名目前正處於失業狀態（E、I）；H家長與 A家

長表示子女每日上網 4-5 小時或 6-7 小時，時間亦不算短；B家長表示周六日

上網時間過長；C家長則表明“不清楚”。 

上網活動：六名家長表示子女上網會玩網上/電子遊戲（B、D、E、H、I、J），

除 J家長外，其餘均表示主要是玩網上/電子遊戲或只知道子女在玩網上/電子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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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A家長表示“不清楚”，因為子女會“關上房門”；C家長亦表示“不清

楚”，因為“自己身體不好，不想了解”。 

對子女上網的態度及應對：上網時間是否合理方面，除 F家長外，其餘家

長均認為子女目前上網時間不合理或希望有所限制；採取行動方面，B、C家長

曾採取不交網費的手段；D、E、I家長曾與子女產生激烈言語衝突；G、H、J

家長曾經試圖勸說；但除 D外，以上三種行為均沒有對子女產生效果。另外 A

家長表示“沒有嘗試限制”，因為“自己不懂電腦，也不喜歡罵人”。 

 

5.3.1.3 玩網上/電子遊戲 

玩網上/電子遊戲類型：除 C家長不知道子女是否有玩網上/電子遊戲外，

其餘均表示子女有玩網上/電子遊戲的習慣，遊戲類型上較為多樣，沒有特別一

致的情況。 

對子女玩網上/電子遊戲的態度及應對：5名受訪者家庭有因為玩網上/電子

遊戲過久產生衝突或矛盾（B、D、E、I、J），A家長與 C家長持與上網相同的

觀點，前者因為自己不懂而不介入，後者則因身體不好不想了解，另外 E家長

雖認為不合理，但同時表示“用來打發時間比外出學壞要好”。 

 

5.3.1.4 看動畫/漫畫 

整體狀況及態度：整體來看，10名受訪者看動畫/漫畫的現象，沒有上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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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網上/電子遊戲顯著，除 E家長認為不合理，勸導沒效果外，其餘有看動畫/

漫畫的受訪者家長皆認為時間上較為合理。漫畫類型上，亦是一些較為常見的

漫畫類型。 

 

5.3.1.5 其他活動 

作息規律：有 4名受訪者的作息較為不正常。受訪者 H、I凌晨 1-2 點間睡

覺，受訪者 D、E則 3-5 點睡覺，翌日下午甚至晚上才起床。D為夜間部初中

學生、H為餐飲業工作者、E和 I則為失業狀態。 

其他興趣/愛好：有四名受訪者家長表示，自己的子女除上網、或玩網上/

電子遊戲、或看動畫/漫畫外，沒有其他興趣/愛好（D、G、H、I）。D為夜間

部初中學生、G為賭場荷官、H為餐飲業工作者、I為失業狀態。 

 

5.3.1.6 個人對生活的態度 

生活現狀滿意度：有 4名受訪者父母認為子女不滿意現在的生活（A、B、

D、G）；有 3名家長不知道子女是否滿意（C、H、I）；有 1名認為子女沒有這

種思考（E）；只有 2名認為子女滿意現狀（F、J）。 

是否喜歡獨處：6名受訪者家長認為子女喜歡獨處家中（B、D、F、G、H、

J），其中 B家長的原因是“家中有電腦”，D家長的原因是“沒朋友/沒節目”，

都屬於較有隱憂的原因，而 J家長原因是“見他經常在家，（所以）覺得他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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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是較為表面的解讀，並不了解子女內心；2名表示子女不喜歡（A、E），

A家長原因是“家庭環境不好”；E家長原因是“沒有地方去”，原因成憂；有

2名表示不知道（C、I），C家長還表示不希望子女外出，根據上文可推斷，原

因是怕子女“學壞”。 

子女性格：除 E、G、J家長外，其餘父母均表示子女性格較為內向、靜、

不說話等；部分家長認為子女內向的性格會影響生活狀態（A，“成日上網、看

電視、睡覺”）、或影響社交（B、D）；家長 C一如既往對子女情況表示“不清

楚”；家長 D表達了怕子女誤交損友的擔憂。 

 

5.3.1.7 活動/社交 

交往能力：除 F、G、J家長表示子女社會交往能力尚好外，其餘全部表示

交往不多、較少、或很少。 

朋友數量：除 F、G、J家長表示子女朋友數量一般或多外，其餘全部表示

不多、較少、或很少，其中 I 父親表示“以前多，現在少”，說明失業對其有

影響；多數父母對子女朋友較少的狀態表示擔憂，但 A家長和 C家長例外，前

者認為“沒錢不要認識那麼多朋友”，後者則表示“朋友少沒有問題”。 

社會活動（公益/義工）：除A家長外，其餘父母均表示目前較少或沒有從

事社會活動，其中多數家長希望子女多點參加社會活動，但受訪者 C家長表示

“沒所謂，隨她喜歡”，與其上文回答“朋友少沒問題”的態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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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其他興趣活動：與社會活動參與情況類似，多數受訪者體育活動

和其他興趣活動的參與較少或沒有。 

被排擠/欺負經歷：有 6名家長表示子女曾有被排擠或欺負經歷（A、B、C、

F、I、J）。父母的處理方式來看，F、J父母有使用較為正確的方式開解子女，C

和 I的父母則簡單教育子女不要理會或在意，A和 B父母會主動迴避此問題，

不與子女溝通。 

 

5.3.1.8 家庭狀況 

家庭融洽度：有 3名受訪者家長表示家庭整體融洽度一般或不太好（B、C、

D），另有 1名家長雖然評價家庭和睦，但表示與子女鮮有交流（D）。 

家庭氣氛滿意度及溝通方式：3名受訪者家長認為子女不滿意現時的家庭氣

氛（A、B、C），另有 2名家長表示不知道子女是否滿意（H、I）。溝通方式上

面，雖然有部分家長曾表達與子女交流較少，但多數表示還是會有基本的交流，

但 A家長則依然強調“沒什麼溝通，一起吃飯都很少傾談”。 

對子女了解程度：有 3名父母認為目前對子女的了解不足夠（B、C、D），

A家長表示“沒所謂”，但需要注意的是，表示滿意對子女了解的父母中，E、

H、I家長在先前的題目中回答不出子女是否滿意生活現狀、是否喜歡獨處家中、

是否滿意現時家庭氣氛等問題，其實都是不了解子女的表現。另外，A和 C家

長都強調不希望子女“學壞”，而 D家長會通過“偷看短信”的方式了解子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38 

女。 

縱容子女現象：多數家長認為沒有縱容自己的子女，C和 G的家長表示有

縱容，但表現為“不勉強做事”或“不需要做家務”，程度較淺。 

學業成績及表現：除A、E、I 父母外，其餘家長均表示重視子女學業，但

多數子女的反應為不出聲/沒反應、不滿意、或不耐煩（C、F、G、H、J），表

明父母的關注沒有成為子女努力讀書的動力。A家長則表示“不關注，因文化

水平低，所以子女會叫自己一聲爸爸已很滿足”，而C家長則說“關注，罵她，

她就不出聲”。 

父母的關懷/信心：多數父母表示有給予子女足夠的關懷或關心，但 E、I家

長就表示不清楚子女是否有感受到，而H家長則明確表示子女感受不到，結合

上文，該三名家長回答不出子女是否滿意生活現狀、是否喜歡獨處家中、是否

滿意現時家庭氣氛等問題，但卻表示滿意目前對子女的了解程度，同時在該題

目中，他們均表示自己對子女有足夠的關心，卻不知道子女是否感受到或肯定

子女沒有感受到，綜合看出該類家庭的父母和子女缺乏溝通，同時亦都沒有意

識到雙方缺乏了解這一現實。 

被看不起經歷：4名家長表示子女曾經有在學校或工作上被人看不起（A、

C、I、J）,前三位家長均採取逃避方法，教育子女“過了便算”、“不要理會”、

或“做得不開心就不要做”，第四位雖有同子女聊過，但亦表示“沒有辦法幫

助他”，都是不理想的處理問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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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 大眾認知 

隱蔽青年的理解及成因歸咎：有 5名父母表示聽過隱蔽青年這個名詞（E、

F、H、I、J），其中 4位講得出自己對隱青成因的看法（E、F、I、J），有提及

自身缺乏信心、性格自閉、家庭關懷少、朋友壓力、社會上遭受挫折等，其中，

F家長從隱青自身、家庭、社交情況三方面表達了對隱青的看法，較其他父母

的思考角度更廣，理解亦更準確。 

子女是否屬於隱青及責任歸咎：10名家長中，除受訪者 I家長外，其餘均

認為自己的子女不屬於隱青。而 I家長認為社會要負上主要責任，因為“童年

沒有足夠活動和認識”。受訪者 I 目前處於失業狀態。 

隱青朋友數量：多數父母表明子女沒有隱青朋友、或不清楚有沒有。I和 J

的父母表示有，前者表示有“三四個”，後者表示“不知道多少個”。 

改善建議：3名家長認為隱蔽青年屬於個人問題，社會幫不到他們（C、G、

H）；其餘均多數表示可以通過社會/政府應該開設課程、提供活動設施或機會、

加強教育等方式改善；F家長則認為需要“從家庭教育著手，解決了家庭方面

的，社會才能進行下一步的幫助工作”，相比其他家長思考更多元更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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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特徵綜合分析 
通過上一小節對家訪情況的整體檢視，基本可以總結出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青少年和其父母的以下整體特徵： 

 

5.3.2.1 子女突出特徵 

通過電話調查數據得到的十位隱蔽/可能潛在隱蔽個案，在家訪過程中，根

據個案家長的描述，其接受電話調查的子女多數顯示出以下特點： 

教育或身份：多數子女屬於較低受教育程度者（9 名沒有接受大專/大學或

以上的高等教育），沒有讀書的人群中，多數失業/待業/尚未找到工作、或從事

低技術含量藍領或荷官工作。失業/待業/尚未找到工作者會長期在家，而有上

學或上班者，閒暇時間亦以整日在家者居多。 

在家期間：上網時間普遍較長，玩網上/電子遊戲（打機）是最顯著的活動；

對漫畫/動漫的熱情程度屬一般；部分子女作息時間呈現“晝夜顛倒”或“晝伏

夜出”的現象。 

性格與行為活動方面：絕大多數為內向、文靜、少與人交談的性格；多數

父母評價社會交往能力較低，朋友數量不多，部分子女與父母都較少傾談；多

數被父母認為喜歡獨處在家；社會活動參加情況不甚理想，多數少參加或不參

加。 

隱蔽青年特質方面：因為仍保持一定的對外交往行為，因此絕大多數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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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認為自己的子女屬於隱蔽青年。但由於整體行為特徵有隱蔽傾向或潛在隱

蔽特徵，因此父母的評價結果，與電話調查數據對其“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程

度的界定並不矛盾。 

以上特徵，與較早前的電話調查所得數據情況基本吻合。對於青少年內心

世界的進一步探究，還需結合下一章焦點小組訪談之分析。 

 

5.3.2.2 父母突出特徵 

父母在家訪中，表達出一些對子女成長的共同擔憂，當中有些擔憂是正常

和適當的（如，玩網上/電子遊戲），但有些擔憂卻未必看到問題本質（如，擔

心外出學壞），而因此類擔憂做出的行為，甚至可能惡化子女的某些負面狀態；

另外，部分父母在言談中，亦暴露出一些自身有偏差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如，

本身缺乏自信，認為自己沒文化不懂教）、或錯誤的教育方式（如，限制上網或

玩網上/電子遊戲的方法，對子女受欺負的應對）、又或表現出與子女溝通不足

的情況（如，對子女情況表示不清楚/不知道）。這些家庭問題，都會在潛移默

化中影響子女的心理與行為，為健康成長埋下隱患。具體情況如下： 

對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的負面影響十分敏感：在關於上網或玩網上/電子

遊戲的相關題目時，多數父母表示子女在上面花費的時間過長，屬不合理行為

（見小節 5.2.8-5.2.11）。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其餘沒有直接涉及上網或玩

網上/電子遊戲的題目中，家長都會主動提到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的負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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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如，5.2.2 獨處家中情況、5.2.3 獨處時與家人交流情況、5.2.5 與家人溝通

情況、5.2.21朋友交往情況）。從電話調查結果來看，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

年在玩網上/電子遊戲方面的程度明顯高於正常青少年人群，家訪結果可以看出，

前者父母對於子女的該行為亦十分擔憂，值得注意。 

簡單粗暴的管教方式：部分父母在管教子女時，往往採取簡單粗暴的方式，

有的認為不縱容、管教嚴厲等同與“棍棒政策（打子女）”（5.2.30 是否縱容

子女）；有的會因為成績不理想而罵子女（5.2.31 是否重視學業）；有的則通過

斷網、不交網費等手段控制子女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5.2.9上網態度及應

對）。父母在子女行為有偏差的時候，沒有認真思考深究內在原因，而是採取最

直接的方式斥責或阻撓，很難會有根本性的幫助和改進。 

擔心子女外出會誤交損友/學壞：整個家訪大綱來看，沒有涉及到該方面的

內容，但分開受訪且互不相識的父母會不約而同地在多項問題中提到該憂慮（如，

5.2.3 獨處在家中情況、5.2.4 是否擔心太多時間在家中、5.2.6 與朋友溝通、5.2.7

與朋友外出、5.2.11 玩網上/電子遊戲情況、5.2.15其他興趣愛好、5.2.18 是否

喜歡獨處家中、5.2.19子女性格及影響、5.2.29對子女了解程度、5.2.39隱青

改善建議）。父母的這種心態，反映出對子女缺乏信心，不認為子女有分辨是非

的能力；深層來看，其實是對自己的家庭教育沒有信心，潛意識中認為自己沒

有能力教育子女分辨是非。該心態主導下的父母會對子女的外出活動進行限制，

性格偏內向的青少年外出受到阻礙，長期留在家中變成理所當然，有可能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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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產生。 

不懂教/不用教心態：一種情況是，部分家長因為自身文化水平較低，本身

缺乏自信心，不懂得管教子女，因此以“唔識教”為理由，對子女採取放任自

流的態度（如，5.2.9上網態度及應對、5.2.11 玩網上/電子遊戲態度及應對）；

另一種情況是，認為“各有各精彩”或“仔大仔世界”，對子女不需要有過多

干涉或管教（如，5.2.5 與家長溝通情況、5.2.29對子女了解程度）。以上心態，

會導致子女在青春期成長中父母角色的缺失，作為家庭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個環

節的缺失，子女有可能因為缺少關懷，形成認為自己不重要的心態，對個人自

信心的建立有很大負面影響。 

溝通不足/沒有溝通意識：部分父母在一些關於子女基本狀況的題目中，會

回答“不知道”或“不清楚”（如，5.2.17 生活現狀滿意度、5.2.18 是否喜歡

獨處家中、5.2.19子女性格、5.2.27 是否滿意家庭氣氛）。更值得注意的是，部

分家長縱使在以上基本問題上回答“不知道/不清楚”，卻依然對目前了解子女

的程度表示滿意。說明此類家庭，父母一方面缺乏與子女的溝通，另一方面又

沒有意識到雙方溝通不足。沒有溝通意識，與上文“不懂教/不用教心態”類似，

同樣會因缺乏關懷而造成青少年自我存在感較低的心理偏差，對成長十分不

利。 

子女被人欺負/看不起後的消極處理方式：部分家長在獲悉子女在外被人欺

負或看不起後，會採取消極的處理方式，有的教育子女“不要理會”/“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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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就不要做”；有的認為“大事化小，下次小心”；有的甚至在知曉後不會

向子女主動詢問或提供幫助（如5.2.25被人欺負情況、5.2.33被人看不起情況）。

以上逃避、迴避、不想正視現實的處理方式，最終看似無疾而終，但其實根本

沒有解決問題，只會讓“被人欺負/看不起”成為子女成長過程中無法跨越的障

礙。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心理陰影，“被人欺負/看不起”對自信心的打擊，極有

可能一路伴隨成長，且有可能影響到對青少年日後才能的發揮。 

 

5.3.3 典型個案 
本小節在十個家訪家庭中，選取了三個個案來做案例分析。三位父母中，

前兩位（受訪者 A和 C家長）典型的體現出上一節講到的各種缺失；第三位家

長（受訪者 F家長）的子女作為較為優秀的青少年個體8，其教育子女的方法與
前兩位形成了鮮明對比。 

 

5.3.3.1 受訪者 A父親個案 

受訪者 A的父親，因為自身文化程度和個人收入較低，對自己的自信心亦

相應較低：他因為“文化水平低，不懂電腦”，因此即使認為兒子上網或玩網

上/電子遊戲時間過長亦沒有出面表態或限制（5.2.9、5.2.11）；因為個人收入

                                                      8 家訪資料顯示，受訪者 F在接受電話調查時（暑假期間），處於剛剛大學畢業尚未找到工作的階段，因此被當成「無讀書/無就業」的個案處理。但正常青年的家訪個案，與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年的家訪形成強烈對比，亦為增加了本研究的分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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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因此認為兒子不滿意生活現狀的原因是“沒有理想工作和沒有錢”

（5.2.17）、認為不滿意家庭氣氛的原因是“零用錢不夠”（5.2.27）、還教導兒

子“沒有錢不要認識那麼多朋友”（5.2.21）；因為對自己沒有自信，因此“不

注重兒子學業，自己文化水平低，所以子女會叫自己一聲爸爸已很滿足”

（5.2.31）。 

A父親“文化水平低/不懂教”的心理暗示，嚴重影響到父子的交流溝通情

況。他對於兒子長期在家的狀態採取“好少理”態度（5.2.4）；在家中時亦不會

主動與兒子溝通，甚至因為“不知如何溝通”而做出“不溝通好過溝通”的結

論（5.2.5）；面對對子女缺乏了解的現狀，父親表示“沒所謂”和“仔大仔世界”，

亦是因為自己不懂教導，因此對於兒子的期望停留在社會行為的底線標準——

“最重要沒有學壞”（5.2.29）。 

A父親較低的自信心，形成了他凡事低頭忍讓的處世態度。這種態度亦在教

導子女中體現出來。在得知兒子被人排擠或欺負後，父親選擇了沉默，並表示

兒子不主動提及就幫不了他（5.2.25）；在知道兒子在學校中或工作上被看不起

時，他選擇逃避和忍讓，認為“應以大化小、以小化無，過了便算，下次出去

應小心”（5.2.33）。 

受訪者 A父親的上述種種行為，都或多或少對兒子目前的心理和生活狀態

產生了負面影響。受訪者 A在稍後參與了本研究的焦點小組訪談，下一章節會

對父子的言談做綜合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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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受訪者 C母親個案 

如果說上一個個案的受訪者 A的父親對於管教子女處於一種有心無力的狀

態，那麼，受訪者 C的母親則屬於無意管教子女的類型。該位母親兩次提到自

己“沒有精神、身體也不好，不想了解”（5.2.8、5.2.11），因此對於溝通本身

完全處於無意識狀態，具體表現在“兩人同時在家時，最多一天都不會交談”，

且沒有明確意識到屬於非正常現象（5.2.5），同時還表示女兒“朋友少沒有問題”

（5.2.21）。 

少溝通直接導致對女兒缺乏了解，C的母親不知道女兒是否滿意生活現狀

（5.2.17）；不清楚女兒性格（5.2.19）；不知道女兒是否經常與朋友溝通（5.2.6）；

不清楚女兒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具體情況。而這些情況，都是作為朝夕相

處的母女十分清楚的基本問題。 

因為不願了解和溝通，C母親管教子女的方式都較為簡單粗暴，在女兒被人

排擠或欺負時，只是以“叫她不要理會別人”應對（5.2.25）；會經常罵子女，

因此二人關係不太和睦（5.2.31、5.2.18、5.2.26）；當認為女兒上網時間過久，

採取了斷網的方式阻止其上網。 

與 A父親相似的是，由於沒有能力給予足夠的教育，C母親十分擔心女兒

外出學壞。她希望女兒讀書或找工作，而不要學壞（5.2.3）；不希望她與朋友外

出，認為留在家裡好，因為“怕學壞”（5.2.7、5.2.4）；還因為女兒外出而經

常罵她（5.2.18）；認為不了解女兒的同時希望她不要學壞（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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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受訪者 C的母親，其對子女嚴重缺乏溝通和了解，對子女的要求停留

在“不要學壞”的最低標準，女兒出現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家庭因素不容

忽視。 

 

5.3.3.3 受訪者 F 父親個案 

受訪者 F為大學畢業生，近期考入公務員（5.2.2）；沒有長期獨處家中情況

出現（5.2.4）；與父母同時在家時，亦不會長時間不說話（5.2.5）；喜歡在家的

原因是對家有歸屬感（5.2.18）；較為自覺，表示會好好讀書或工作來報答父母

（5.2.26）；上網時不會沉迷網上/電子遊戲，主要上網找同政府工作相關的資料

（5.2.8）。 

整體來看，受訪者 F屬於正常、甚至是優秀的青年。而從 F的父親的言談

中，亦可以發現該位父親的教育模式明顯更有利於子女成長。F 父親在兒子在

做兼職被人欺負，要求做多點事時，父親會說“做人謙虛一點，做多少少無所

謂”，這屬於較為積極和正確的方式開導教育（5.2.25）；在被問及對隱蔽青年

的理解時，雖然自己的子女不屬於該類人群，但 F的父親卻可以從隱青自身、

家庭、社會多角度談出對其的理解，可見自身知識水平較高和思考能力較強

（5.2.34）；在改善隱青的建議中，其餘家長普遍從社會、政府、學校教育等外

部環境考慮，只有 F 父親強調“應該從家庭教育著手，解決了家庭方面的，社

會才能進行下一步的幫助工作”（5.2.39）。綜合以上信息，比起接受家訪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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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父母，F所處的家庭環境，更有可能為其健康成長提供有利條件。 

第六章、焦點小組訪談結果及分析 
 

本章摘要：本章為對各類青少年本人（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非隱蔽）進行的

焦點小組訪談之結果及分析。首先，展示了參與訪談的青少年的基本資料（6.1）；

其次，為三場焦點小組訪談的結果節選，分為目前身份與獨處家中情況、上網

或玩網上/電子遊戲及其他活動、家庭相處情況、遇到困難時解決方式、對隱蔽

青年/宅男宅女看法/自我評定/改善建議五大方面（6.2）；再次，對焦點小組結

果進行分析，分為整體檢視、特徵綜合分析、以及典型個案三個部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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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焦點小組訪談個案基本情況 

焦點小組訪談於 2010 年 12月 4日至 5日期間進行，舉辦 3 場訪談，共計

參與人數 9人（除主持人外，第一場 3人，第二場 4人，第三場 2人）。以下

是 9位參加者的基本資料。 焦點小組個案基本資料 訪談場次 電話調查 編號 性 別 年 齡 自己接受電話調查 父母接受家訪 綜合表現類型 (電話調查+焦點小組)  電話調查時狀態 最終 狀態 第 一 場 
NO. 93 (受訪者 K) 女 17 是 否 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910 (受訪者 L) 男 16 是 否 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964 (受訪者 B) 男 17 是 是 「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第 二 場 
NO. 18 (受訪者M) 男 22 是 否 「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845 (受訪者N) 男 19 是 否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特定原因留在家中」 潛在隱蔽 潛在隱蔽 NO. 135 (受訪者O) 男 16 是 否 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Special Case (受訪者 P) 男 18 否 否 受訪者聲稱之隱青朋友 + 「想要留在家中」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第 三 場 NO. 885 (受訪者Q) 男 24 是 否 「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特定原因留在家中」+「想要留在家中」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NO. 1130 (受訪者 A) 男 19 是 是 「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潛在隱蔽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上表資料可知，第一場受訪者 B（NO.964）和第三場受訪者 A（NO.1130）

的家長，曾接受過較早前的家訪。受訪者 P（Special Case），是電話調查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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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有隱青朋友的受訪者所推薦之隱青朋友。由於該受訪者沒有接受電話調查，

在焦點訪談進行前，對其進行了簡短的電話訪問。結果發現，按照本研究的隱

青定義和層級劃分，該受訪者只符合「想要留在家中」一項，因此不屬於隱蔽/

可能潛在隱蔽人群。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焦點訪談的參與者，並非全部都是隱蔽/可能潛在隱蔽

青少年。這樣安排的用意在於，不同類型的青少年意見得以交流和比較。另外，

分析發現，一些沒有呈現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之青少年，其所持的部分觀點與心

理狀態與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類似。即是說，研究證實了一些本澳青少年

群體中存在的普遍性問題（如，家庭關係，對父母的看法等）。因此，對其他青

少年的訪談，亦對了解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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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焦點小組訪談結果展示 

第三章關於調查方法的敘述中提到（詳情見小節 3.3），焦點小組式的訪談

會以較為自由的方式進行，允許主持人對原定訪問大綱有臨時性發揮或延伸，

因此，三場訪談在問題的詢問方式和順序上會略有不同，但這並不影響受訪者

回答的完整性和研究的系統性。另外，因為是傾談形式而非制式的提問回答，

有些參與者會選擇不參加某些問題的討論，但這不會影響到對整體情況的了解。

由於焦點小組訪談時間較長且內容較為鬆散，本小節僅節選了具有研究價值的

部分，並不會展示訪談的所有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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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焦點小組訪談第一場 
 

【訪談對象】 受訪者 K（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受訪者 L（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受訪者 B9（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節選內容10】 
6.2.1.1 目前身份與獨處家中情況  主持人﹕「你係咪讀緊書？」 受訪者 K﹕「讀緊書。」 受訪者 B﹕「讀書。」 受訪者 L﹕「我係好學生。」  主持人﹕「平時你哋呢，會唔會係唔返學時候經常留係屋企？你會唔會呀，一放左學就會返屋企？」 受訪者 K﹕「係呀。」 受訪者 B﹕「都會。」  主持人﹕「有冇走出去出邊玩呀？」 受訪者 B﹕「冇咩。」 受訪者 K﹕「冇呀。」 受訪者 L﹕「除左返屋企可以去邊，冇呀。」  主持人﹕「放學之後，如一返到屋企，基本上係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多D 嘅。」 受訪者 K﹕「係呀。」 
                                                      9電話調查受訪者 B，電話調查時判定為有潛在隱蔽特徵（「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但家訪與焦點訪談時了解到，目前為中四留級生，非無讀書/無就業。 10 下文中，沒有提及的受訪者，表示在該問題上沒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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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係。」 受訪者 L﹕「我係呀。」  主持人﹕「(笑聲)其實你哋平時呢，會唔會因為匿係屋企，被屋企D人話，成日匿係屋企？會唔會有呢D情況呢？」 受訪者 K﹕「唔會，爸爸媽媽希望我留係屋企。」 受訪者 B﹕「間唔中，有時會話下我。」 受訪者 L﹕「係屋企多喎。」  
6.2.1.2 上網、玩網上/電子遊戲、及其他活動  主持人﹕「咁你哋平時放左學或者禮拜六日，留係屋企會做D咩？」 受訪者 L﹕「做咩呀？上網啦，一定㗎啦，而家資訊科技發達，係咪……返學 3個鐘度囉…… 唔使返學 5個鐘度囉。」 受訪者 B﹕「返學 2-3粒鐘，唔返學 4粒零鐘。」 受訪者 K﹕「都係咁上下，時間都係咁上下，放假就上耐D。」  主持人﹕「其實你哋點解你哋會鍾意上網？」 受訪者 K﹕「我上網買嘢同賣嘢。」 受訪者 B﹕「都係睇新聞囉。」 受訪者 L﹕「上網都可以睇到好多嘢，都知道好多嘢啦，又可以識到好多好多朋友，係咪先。」  主持人﹕「其實你哋想唔想維持係咁嘅樣，好鍾意上網，日日返到屋企就上網？父母有無成日想勸你哋唔好上咁多網？」 受訪者 L﹕「我呀，都冇所謂嘅……假如我玩得夜就會，咁要返學個陣，上到 12 點 1 點，會被佢(父母)話，放假就唔理架。」 受訪者 B﹕「都想少一D……都有，話我要做多D運動，唔好上(網) 。」 受訪者 K﹕「我覺得而家好好，唔想上多D或上少D……（父母）冇（咁講過）。」  主持人﹕「你有冇聽呢？」 受訪者 B﹕「都間唔中。」  主持人﹕「你會唔會話，我都冇上咁多，有冇同佢(父母)講？佢(父母)信唔信你？」 受訪者 B﹕「有時……都唔係幾信。」  主持人﹕「但係，有冇話同 D父母嗌交咁，因為咁樣嗌交。」 受訪者 L﹕「假如佢好強制性，咪同佢嗌一兩句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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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其實你父母知唔知你上網做緊咩。」 受訪者 L﹕「唔知，我唔知佢知，我唔係佢。」 受訪者 B﹕「佢覺得我玩遊戲。」 受訪者 K﹕「知我做咩，但係唔反對。」  主持人﹕「你父母有冇上網？」 受訪者 K﹕「佢哋唔識㗎，佢哋會叫我教佢買嘢(網上)。」 受訪者 B﹕「唔識。」 受訪者 L﹕「佢哋唔識，但係佢哋會同我搶電腦玩，會搶電腦睇粵劇個D。」  主持人﹕「除左係屋企，上網、做功課、玩遊戲，有冇 D課外活動俾你參與？學校裏面有冇活動俾你參與，係你唔參與，定係學校冇提供？」 受訪者 L﹕「冇咩……係我唔想參與。」 受訪者 B﹕「有，學校強制興趣班，五子棋，冇其他。」 受訪者 K﹕「學校搞嘅 麵粉花，即係用麵粉整嘅花嘅興趣班。」  主持人﹕「你哋有冇做過義工，或者公益嘅活動？」 受訪者 L﹕「都係由社團搞嘅，幫人執場 SET場個D。」 受訪者 B﹕「冇參加過。」 受訪者 K﹕「好多喎，賣旗啦、園遊會啦、校內個D義工，都差唔多啦。」  主持人﹕「你哋三個啦，除左讀書，上網嘅時間同出去玩其他D活動嘅時間，邊個多D？鍾唔鍾意而家你哋咁樣？」 受訪者 K﹕「上網多D……鍾意。」 受訪者 B﹕「都係上網……都鍾意。」 受訪者 L﹕「電腦囉……既然成日對住，梗係鍾意啦。」  
6.2.1.3 家庭相處情況  主持人﹕「咩情況之下會同父母嗌？舉個例？」 受訪者 K﹕「覺得佢(父母)唔啱。佢(父母)覺得我唔溫習，其實我有溫習。」  主持人﹕「點解佢哋會咁覺得？你哋有冇佢咁嘅情況？」 受訪者 K﹕「下，佢睇表面囉。」 受訪者 B﹕「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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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如果你覺得你咁樣嗌交，會唔會影響你同父母D關係呢？」 受訪者 K﹕「會呀。」  主持人﹕「其實我睇你哋三個，其實父母都唔係好關注你哋，都覺得冇咩所謂，基本上都係咁嘅情況。」 受訪者 K﹕「嗯。」 受訪者 L﹕「父母成日都話仔大仔世界。」  主持人﹕「平時你哋成日係屋企，如果你哋放假，會唔會同父母出街？」 受訪者 K﹕「有呀……出街買衫。」 受訪者 B﹕「冇咩。」 受訪者 L﹕「甚少……唔啱 channel, 傾唔埋欄，佢哋 D 六十年代同我 D九十年代好難傾。」  主持人﹕「其實你想唔想同父母出去？」 受訪者 B﹕「學下獨立好 D。」 受訪者 L﹕「好老土呢 D嘢。」  主持人﹕「你覺得佢哋(父母)想唔想同你出去？」 受訪者 B﹕「(佢哋)唔得閒。」 受訪者 K﹕「佢哋鍾意呀。」  主持人﹕「你覺得滿唔滿意同你屋企人嘅關係？你想唔想改善？」 受訪者 K﹕「滿意呀。」 受訪者 B﹕「麻麻，因為冇咩交談，大家都冇咩同大家講嘢。」 受訪者 L﹕「冇話唔好，都係一般啦……改善，有咩可以改善？隨意啦。」  主持人﹕「其實你覺得父母瞭唔瞭解你？」 受訪者 L﹕「唔知佢，我唔係好清楚佢，都係個句，我又唔係佢。」  主持人﹕「但係你理想之中呢，想點樣同佢好 D呢？你最理想嘅情況，點樣同佢溝通好 D。」 受訪者 L﹕「嗯…閒閒地，得閒傾下偈咁囉。」 受訪者 K﹕「多D同佢傾，佢會同我傾嘅。」 受訪者 B﹕「間唔中傾下偈，大家都要主動。」  主持人﹕「有陣時，父母表示，我已經好瞭解你、好關心你，但係你又唔覺得我關心你呢？有冇 D咁嘅感覺？」 受訪者 L﹕「關心卦，我認為一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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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覺得父母瞭唔瞭解你？點解？」 受訪者 L﹕我覺得兩個人要互相瞭解，係好難嘅事。」 受訪者 B﹕「唔係好瞭解，都係表面。」 受訪者 K﹕「我都係呀（唔瞭解，都係表面）。」  主持人﹕「你哋想唔想父母多D瞭解你。」 受訪者 L﹕「假如佢哋真係瞭解，咁梗係想，如果佢用 D七十年代嘅思想套落我哋 D九十年代度，好難溝通㗎。」 受訪者 B﹕「睇下主動程度去到邊。」  主持人﹕「父母唔係好瞭解你，有時出街個陣，可能會擔心你哋出街會學壞，如果你哋唔使返學、又唔使去其他活動嘅時候，父母好想你哋留係屋企，你哋又唔想留係屋企，你覺得其實佢哋啱唔啱？」 受訪者 K﹕「覺得唔好，唔一定會學壞。」 受訪者 B﹕「佢哋(父母)想我多D出街。」 受訪者 L﹕「我好自由，佢哋唔理，鍾意出咪出囉。」  
6.2.1.4 遇到困難時解決方式   主持人﹕「平時都間唔中有 D困難，當你有D困難，會首先搵D咩人傾？會唔會搵父母？」 受訪者 L﹕「朋友囉……唔會（搵父母）喎。」 受訪者 B﹕「睇下咩困難啦……唔會（搵父母）。」 受訪者 K﹕「朋友都係……逼不得咪搵佢(父母)。」  主持人﹕「點解唔會搵父母？幫唔到？定驚？」 受訪者 K﹕「驚，真係有鬧過(我)。」 受訪者 B﹕「幫唔到，都係要自己搞掂。」 受訪者 L﹕「搵父母幫愈幫愈忙。」  
6.2.1.5 對隱蔽青年/宅男宅女看法、自我評定、及改善建議  主持人﹕「想問一問，你哋又上網又打機，你哋有冇聽過宅男宅女？覺得隱蔽青年同宅男宅女係咪同一樣嘢？」 受訪者 K﹕「聽過……未算同一樣嘢。」 受訪者 L﹕「我唔講，我 D friend都講……唔算係（同一樣）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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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覺得你係咪宅男？」 受訪者 L﹕「我永遠唔會覺得自己係宅男，我起碼返學先啦。」 受訪者 B﹕「我返學，都唔會係宅男。」 受訪者 K﹕「我都唔會。」  主持人﹕「你可唔可以講講宅男有咩特徵，係點樣嘅呢？」 受訪者 L﹕「少講嘢個D，叫佢都應，成日拎住本漫畫，宅係屋企，叫佢都唔出黎玩，自己唔想出。」 受訪者 B﹕「對住部電腦多過瞓覺，都係唔願意出街。」 受訪者 K﹕「唔想出街，成日都睇漫畫、又鍾意打機，睇好核突嘅嘢。」  主持人﹕「你哋都有接觸過咁嘅朋友，點解佢會變成咁。」 受訪者 L﹕「個人喜好。」 受訪者 B﹕「週邊嘅環境影響佢哋諗法，係社會嘅環境，都好難講。」 受訪者 K﹕「我唔知呀。」  主持人﹕「而家呢，有D朋友，你哋都係，係屋企打機、上網，會唔會話咁樣係對你一路嘅生活，成長有D 影響，你想唔想有D改善？」 受訪者 L﹕「改善一定想，邊個唔想好 D，感覺良好咪好 D。」  主持人﹕「屋企可唔可幫到你？」 受訪者 L﹕「都係屋企人，唔通靠 D friend。」 受訪者 B﹕「靠自己。」 受訪者 K﹕「靠屋企。」  主持人﹕「政府呢或者社會呢可唔可幫到你？」 受訪者 L﹕「如果政府聽得到平民嘅心聲嘅話，我諗都唔會有乞兒啦……政府聽唔晒囉。」 受訪者 B﹕「最主要都係靠自己。」  主持人﹕「老師呢，有冇聽到你嘅聲音。」 受訪者 L﹕「老師幫極都有限……老師都係幫唔到 D咩，主要係靠屋企。」 受訪者 B﹕「冇可能。」  主持人﹕「你覺得學校，老師都係幫唔到 D咩，主要係靠屋企？」 受訪者 L﹕「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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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咁你覺得如果，有D人話好多人留係屋企，又打機又睇漫畫書，不如起多D活動中心、搞多D活動，你覺得你會唔會參加，你會唔會贊成？」 受訪者 L﹕「咁真係要睇下個活動內容，假如可以對症下藥，主要係講動漫，如果我係宅男，我會黎囉，即係佢 D興趣。」  主持人﹕「搞 D咩設施，會啱你使D，而家有D青年中心，你會唔會去？」 受訪者 L﹕「去到都冇位，如果有位都會玩下，都係玩機，冇機咪玩其他，玩羽毛球個D體育運動。」 受訪者 B﹕「運動個D。」  主持人﹕「而家政府成日話，我哋有好多青年中心，好多嘢，點解你唔去？」 受訪者 B﹕「都係人多。」  主持人﹕「對你黎講，澳門最需要增加 D乜嘢？」 受訪者 L﹕「好似日本咁樣，搞番 D動漫節，唔係一定係動漫節，係個D地方專賣個D有，專參觀個D嘢，又同動漫有關嘅。」 受訪者 B﹕「少D賭場，多D大眾分享設施。」 受訪者 K﹕「冇呀，諗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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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焦點小組訪談第二二二二場 
 

【訪談對象】 受訪者M11（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受訪者 N（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特定原因留在家中」） 受訪者 O（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受訪者 P （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聲稱有隱青朋友受訪者）  
【節選內容】 

6.2.2.1 目前身份與獨處家中情況  主持人﹕「你哋嘅狀況係點，係讀緊書定做緊嘢？」 受訪者 P﹕「高一。」 受訪者 O﹕「初三。」 受訪者 N﹕「我搵緊嘢做。」 受訪者M﹕「大學生。」  主持人﹕「平時鍾意做D咩，即係多唔多成日留係屋企，定係出去玩呀？」 受訪者 P﹕「星期六日多數同D friend出去玩。」 受訪者 N﹕「多數落去網吧打機啦……」 受訪者 O﹕「平時星期六日另外有堂上，或者比較鍾意有時有D同學搞 D活動，跟住 join佢哋。」 受訪者M﹕「星期六日都冇自由㗎，星期六就返成日學，星期日就去打工。」  主持人﹕「平時放假，咁多唔多時間留係屋企？」 受訪者 P﹕「間唔中，一半。」 受訪者 N﹕「都係一半一半囉……有時出街就會搵下工呀，夜晚 12 點幾出去打下機呀。」 
                                                      11電話調查受訪者M，電話調查時判定為有潛在隱蔽特徵（「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但焦點訪談時了解到為大學生，非無讀書/無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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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M﹕「我應該係宅啦，一個星期起碼都四日係屋企㗎喎，有兩日呢出去可能練習打波。」  主持人﹕「其實你哋鍾意一個人獨處多D，定係鍾意同朋友一齊多D？」 受訪者 P﹕「一半一半，佢哋得閒就會約我出去，我多數都會出去。」 受訪者 O﹕「各有各好，自己一個就靜 D，舒服 D，同朋友一起，就未必個個都鍾意，如食飯睇戲個D。」 受訪者 N﹕「睇心情。」 受訪者M﹕「其實係同咩朋友先得㗎，朋友都好多唔同性質㗎，有D朋友係好吹得嘅。」  主持人﹕「你哋鍾意同朋友一齊，其實係D咩朋友？」 受訪者 P﹕「傾得埋個D，總之唔係壞人……我不嬲被人無視慣㗎，一陣微風，透明嘅存在。」 受訪者 O﹕「活動呀、學校呀識嘅朋友。」 受訪者 N﹕「我咩朋友都有㗎，善良又有，品流複雜又有，不過差唔多成班 friend都係一兩個知道，我同佢哋講，呢排唔使搵我，他哋會知道咩事囉……佢（講自己）肯出黎個陣就會出黎㗎啦，佢唔肯出黎就唔好煩佢。」 受訪者M﹕「有D打工嘅 friend，有D好耐由細到大嘅學校嘅 friend，又有D大學嘅朋友，即係係唔同階段你會識到 D唔同嘅朋友，咁其實係一個感覺黎姐，可能你有一排會鍾意同個班人一齊去玩呀，或者出去食飯呀，有時你又唔想同個D人一齊，都係睇番你D感覺。」  
6.2.2.2 上網及其他活動  主持人﹕「咁平時係屋企個陣時，你做D咩呀？」 受訪者M﹕「都係上下網，跟住都係同大家一樣姐，除左我唔打機之外姐。」 受訪者 N﹕「我記得我係由三四月份開始搵嘢做，我留係屋企嘅時間仲差唔多睇小說都睇左幾百本，都有成百幾，二百本，不過全部都係科幻小說。」 受訪者 P﹕「平時就話係屋企開住部電腦，開住部 skype 傾偈……咪一路睇小說同佢哋傾偈……睇科幻神話。」 受訪者M﹕「我攞手機睇小說……大多數D科幻、武俠小說。」 受訪者 O﹕「都睇……再別康橋。」  主持人﹕「咁你哋即係會唔會上網呀？上網做D咩多呀你哋？」 受訪者 O﹕「睇新聞。」  受訪者 P﹕「我主要係 facebook……跟住就係 yahoo……而家日日 facebook 按到手軟。」 受訪者 N﹕「有時上網唔想開網頁，咪上去玩魔獸呀，玩 online game，若然個日唔想打機的話，咪上網睇嘢，睇電視劇個D，若然都唔想睇電視劇的話，咪上D論壇，睇人哋 D吹水、新聞個D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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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我睇開笑話。」 受訪者M﹕「上網通常睇籃球個D網……仲有 google，每日按下D新聞呀,，跟住玩下D game，都係咁上下㗎啦。」  主持人﹕「咁你哋會唔會被屋企人話，成日上網做咩㗎？上咁耐？有冇㗎？」 受訪者 O﹕「都唔多，本身嘅上網嘅時間少，係屋企做個D嘢都真係好少。」  受訪者 P﹕「唔會。」  受訪者 N﹕「我會，梗係會啦，我會應番佢一句，我搵緊嘢做，而家冇嘢做係屋企，唔通等發毛咩(笑)，跟住咪話囉，若然我唔上網，浄係開著個喇叭，係度聽歌嘅話，佢又話我吵親你；咁打機我唔吵你囉，佢又話我打機；我睇小說，匿咪係間房度，佢又話我匿咪係間房度，佢即係逼我出去嘅姐(笑)。」  主持人﹕「因為我哋之前其實都有聽過有D父母勸D仔女唔好成日上網，唔好成日打機咁樣。」 受訪者 P﹕「冇，佢哋唔會理我。」  受訪者 N﹕「講真個句，我係屋企，做D咩你哋都係度話我嘅話，咁你真係逼我出街㗎姐(笑)。」 受訪者M﹕「可能我年紀比較大，過左個年紀呀，(父母)已經係唔多理我做咩㗎啦，不過呢，就見我夜得制，咪鬧我囉，咪叫我快 D瞓覺囉。」 其他問題相關答案： 受訪者M﹕「……我做緊功課個陣時，對住部電腦，佢哋就會話你做咩打咁耐機，我都呆左。我對住部電腦係度睇緊 D paper，佢就係度同我講打機……」 受訪者 P﹕「我阿媽見到，我開部電腦，佢就以為我打機㗎啦，佢哋嘅定義就係電腦等於打機。」  主持人﹕「咁除左頭先你哋講睇小說，上網呀，打機呀，咁仲有咩嗜好㗎？」 受訪者 P﹕「跑步、打羽毛球。」 受訪者 O﹕「都係差唔多。」  受訪者 N﹕「我冇呀，若然係都要講，有時係街見到 D風景幾靚，就會攞部相機影低。」 受訪者 P﹕「我都一樣……好可惜，係兼職嘅暑期工點會有錢買部專業嘅相機影相呀。」 受訪者M﹕「我除左做運動之外，都有影相，自己打工儲埋 D錢，已經買左部唔錯嘅。」  主持人﹕「你哋有冇參加做下義工，D公益活動？賣旗或者去老人院做探訪，其實你哋鍾唔鍾意？」 受訪者 O﹕「賣旗……幾得意嘅。」 受訪者 P﹕「有賣旗，去老人院探望，下個禮拜六 11號要去老人院舞獅……有時間就會做，其實鍾唔鍾意係冇咩所謂㗎。」 受訪者M﹕「買旗就有。」 受訪者 N﹕「買旗就有……童軍都會參加番，我比較鍾意佢出服務個陣時，企係度維持下秩序，都幾好。」 主持人﹕「咁有冇做D參加 D體育活動/課外活動個 D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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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M﹕「打籃球囉。」 受訪者 N﹕「都係返學時期有（而家冇）。」 受訪者 P﹕「有。」 受訪者 O﹕「都有。」  
6.2.2.3 家庭相處情況  主持人﹕「除左網友，真實嘅朋友，同屋企人相處點㗎？」 受訪者 P﹕「一般咋喎，我同我阿媽由細就火星撞地球，變左屋企嘅慣例黎㗎啦，每日唔鬧兩句，就唔心息嘅……佢哋好多時都聽唔明我講咩，譬如我返屋企會講(ta da i ma su) 跟住佢哋就唔明。」 受訪者 O﹕「我做咩佢哋都知，佢哋唔需要講太多。」 受訪者M﹕「夜晚我先見到佢哋，日頭通常佢哋有嘢做，夜晚食飯個陣咪講兩句，電視劇情九唔搭八，一齊鬧兩句，跟住就冇乜嘢特別嘢。」 受訪者 N﹕「我，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都唔知有幾條刺係心入面，由好細過開始，父母想栽培我成為一條龍，自己讀書唔得，(得數學、美術、體育得，我記得我第一次留班之後，我阿媽個邊就會放棄我，跟住唔理我啦，放棄我無問題，自從個次之後，差唔多每次做親任何決定，都係反對多過支持嘅，所以我真係寧願同佢哋無關係，好過有關係呀，因為我而家睇住我個兩個表弟，真係想同佢哋講話，唔好咁逼佢啦。因為每個人擅長個樣嘢都唔同，佢哋擅長個樣嘢又未必可以用番出黎，好似我數學、美術、體育得，但係我英文、中文唔得，咁一樣冇用架，一樣都係學校唔收我，踢我走。就算你數學點叻都好，都冇用架……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已經冇天生我才必有用呢樣嘢。」  主持人﹕「咁有冇試過同屋企人鬧交呀？」 受訪者 N﹕「有呀，早排囉，我真係全部講晒出黎，我咪同佢哋講話，你當我係垃圾，ok，我認呀，我都做左好多年垃圾啦，你哋都唔理我嘅，你哋唔理我不特止，你仲要踩多兩腳，ok，咁多年黎，D死貓我食晒無問題，我揹得起呀，但你哋有冇諗過你哋咁樣做，你哋係咪一個長輩呢？你哋係咪一個人呢？……佢哋認為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就唔係咁樣認為，你咩都要睇第二 D，睇中文、英文個D，有咩用呀？。」 受訪者 P﹕「（我）冇鬧過咁嚴重，都係普普通通一件事扯火，不過呢，我就唔會嬲到好耐嘅，嬲兩三分鐘，所以其實我都好少發嬲。」 受訪者 O﹕「冇印象，即係冇乜嘢。」 受訪者M﹕「實有啦，但係都係過完個一陣，跟住就冇嘢……要知道而家我哋呢一輩十幾廿歲，同佢哋個輩四五十歲個文化背景、知識差好遠姐。你點同佢解釋都好，佢都係覺得佢舊一輩係啱嘅，佢又唔會接納你任何意見，亦都會逼你同佢同一個意見咁樣，同佢拗得多，我都冇晒意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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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跟住或者有時我唔鍾意我屋企人，我阿媽咁，我老豆就唔會嘅，我相信你哋應該都有，就係有時同D親戚傾下傾下偈呀，就會攞番我幾廿年前嘅舊事出黎講。」 受訪者M﹕「係啦，佢哋就會講冇咩關係呀，自己親戚，屋企人。」 受訪者 P﹕「係呀！就會咁講啦。」 受訪者 O﹕「講下 D陳年舊事都會嘅，講你壞話就會講你近況個D。」  主持人﹕「有冇同你屋企人去下旅行，去下街？同咪D親戚一齊飲下茶呀？」 受訪者 N﹕「最近個次咪派左 6000蚊，跟住咪同佢哋一齊出去食嘢，我俾囉，跟住用完之後，跟住我用晒之後，又鬧我大洗囉，跟住我心諗，係你身上個餐都用左我四分一啦，仲有四分一買床，我都係自己用一半姐。」 受訪者M﹕「我覺得飲茶就浪費錢，我成日同佢哋（父母）講話去茶餐廳得唔得呀？……跟住佢哋就鬧鬼我，衰仔，我去飲茶咁得唔得呀？有時父母就覺得佢希望嘅嘢就一定要做到。就唔可以俾你，今次飲茶，下次去飲咖啡得唔得呀？就唔得嘅。」 受訪者 N﹕「就係一樣囉。」  主持人﹕「其實你覺得你屋企人明唔明白你哋？大家溝唔溝通到？」 受訪者 P﹕「明白，我感覺到佢明白我咪明白我囉。」 受訪者 N﹕「我同阿媽就有時溝通到嘅，有時條線搭啱左的話，咪溝通到囉；搭錯左的話，咪溝通唔到囉。不過講真，我 D屋企人仲不如一個外人，我 D屋企人仲不如我之前個社工……青少年服務隊個 D，我係被人輔導個個……個D人仲友善過屋企人。」 受訪者M﹕「我屋企人都唔會話溝通唔到嘅……不過到左我半隻腳踏足社會嘅時候，溝唔溝到好在乎一個錢字，譬如話你唔會用到佢錢嘅時候，咁呢，一般黎講，已經係有七成嘅機會呢，佢哋唔阻止你……」 受訪者 O﹕「都明白，都冇咩問題。」  主持人﹕「其實你覺得，點樣嘅溝通方式係比較理想同屋企人？」 受訪者M﹕「將來做到嘢，搵到 D錢，令到佢哋覺得，養到你咁大，都冇白費左啦。」 受訪者 P﹕「帶個女仔返屋企呀，佢哋會好開心㗎啦。」 受訪者 O﹕「大家都知，大家相處咁耐都清楚大家想點樣。」  主持人﹕「其實你覺得你爸爸媽媽想唔想同你哋去溝通呀？或者瞭解呀你哋諗緊D咩呀，平時做D咩？」 受訪者 N﹕「我諗佢哋要改變下佢哋得寸進尺嘅態度囉，我諗應該會比而家更好。」 受訪者 P﹕「佢哋想，佢哋一定冇時間，我就大把時間，有時就落去舖頭就同阿媽傾下偈，但係老豆就少D 囉。佢就出去開工囉，跟住舖頭就阿媽睇。」 受訪者M﹕「會嘅，譬如而家見到你係度埋頭苦幹，就會問下你，我開頭都會有答下佢，之後都選擇唔答，因為答左佢哋都唔知……我做緊功課個陣時，對住部電腦，佢哋就會話你做咩打咁耐機，我都呆左。我對住部電腦係度睇緊 D paper，佢就係度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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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打機。」 受訪者 P﹕「我阿媽見到，我開部電腦，佢就以為我打機㗎啦，佢哋嘅定義就係電腦等於打機。」  主持人﹕「或者覺得佢哋關唔關心你哋？」 受訪者 O﹕「都想知道點樣，咩都想知道。」 受訪者 P﹕「嗯。」 受訪者M﹕「關心。」 受訪者 N﹕「冇話唔關心嘅，都我同我阿媽兩個人，大家有時都會理下大家嘅。」  主持人﹕「咁有D父母呢，可能會擔心D仔女呢，出街玩時會識到D壞人；但係佢哋會希望自己D仔女留係屋企個度反而，你哋覺得父母咁樣認為咁樣覺得啱唔啱㗎？」 受訪者 P﹕「父母有父母嘅憂慮嘅，咁都驚你識埋 D壞人，話晒都係自己嘅骨肉，帶壞左 D仔女都好咩㗎啦。」 受訪者 O﹕「擔心啱嘅。」 受訪者 N﹕「我一向都係反定律嘅，有時D老人家成日都話﹕學好要三年，學壞三日就夠。我覺得學好學壞一日你就夠啦，我之前出去打架飲酒，個 D夠晒壞啦。有一日，我唔想咁樣啦，我正正經經搵份嘢做，都唔係困難。一日就夠。」  
6.2.2.4 遇到困難時解決方式  主持人﹕「咁你有冇咩困難嘅時候，搵父母傾下或者求助下？」 受訪者 P﹕「冇喎，都係自己解決先，自己解決唔到，主要係搵 friend一起，搵 friend都解決唔到，重大個D，就會直接跳過自己，friend，直接搵父母。」 受訪者 N﹕「我睇下咩啦，金錢上嘅話，咪會同父母商量囉，其餘個D自己搞掂。」 受訪者M﹕「都少喎，冇咩問題需要阿媽解決，都係自己解決。」 受訪者 O﹕「都係D好小嘅事，自己都可以解決到，冇咩大嘅困難。」  主持人﹕「但係如果假設被人蝦，會唔會同屋企去傾呀？」 受訪者 P﹕「冇呀，唔會同屋企人傾㗎喎，自己收收埋埋，唔算收埋嘅，唔算收得耐囉，覺得有邊幾個 friend係可以傾，咪會分享俾佢哋聽下。」 受訪者M﹕「被人蝦就應該冇咩嘅，唔開心好似都唔會同佢哋講。」 受訪者 N﹕「唔開心呀，冇咩唔開心，若然遇到 D唔開心嘅嘢，輕輕帶過；若然被人蝦的話，你咪蝦我囉，雙倍奉還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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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對隱蔽青年/宅男宅女看法、自我評定、及改善建議  主持人﹕「你哋點樣睇呀，宅男宅女？」 受訪者M﹕「……有冇人真係瞭解過個D宅男宅女心裏面有D咩問題導致佢哋咁呢？冇人想做宅男宅女，但係佢哋係遇到 D咩問題，咩失敗呢？」 受訪者 P﹕「宅正字係解好專注做呢樣嘢。但係D人全部誤解……我都係宅男，宅唔係代表壞嘅意思。」 受訪者 N﹕「D人點解佢會匿埋係屋企呀，唔想出街呀。因為有D人心裏面就試過一次失敗，跟住冇人幫佢，跟住慢慢導致佢寧願自己一個係屋企，自己一個人打機，點解佢哋鍾意打機呢？佢哋想攞番 D成就感……因為可能發生 D事係佢身上，就對D人失去信心啦，冇人肯幫佢…… D 父母就係識得話你唔好成日匿埋係屋企，冇瞭解佢哋，遇到 D咩問題呀，因咩事呀令到佢哋咁樣。」 受訪者 P﹕「因為打機好容易攞到 D成功感。」  主持人﹕「或者你哋有冇聽過一個詞叫隱蔽青年呀？」 所有人﹕「有。」  主持人﹕「你哋覺得係咩？其實你覺得宅男宅女同隱蔽青年係咪同一樣嘢？」 受訪者 N﹕「隱蔽青年同宅男宅女都係一線之差。」 受訪者 P﹕「宅，唔代表淨係歸係屋企，如果你宅嘅話，有可能佢係專注……個社會令到個宅字令人好多誤會，我聽過下就宅字又被人拉埋個毒字身上。跟住宅男宅女就變左毒男毒女。」 受訪者 O﹕「有分別，就係與世相隔咁樣囉，宅就係可以好單一件事件或者一段時間。」 受訪者M﹕「宅呢，通常都係指唔願意接觸 D其他事物；隱蔽個D通常都係與世隔絶㗎，死都唔出去見人，屋企人都唔多交流，日日都係屈住係屋企。打電腦或者瞓覺。」  主持人﹕「咁你哋覺得隱蔽青年有D咩特徵呀？」 受訪者 O﹕「佢哋一定遇到 D問題，佢哋係遇到 D 問題先會。」 受訪者 P﹕「人生好大嘅挫折……咩都怪罪於自己身上，跟住屋企人又話佢，朋友又唔理佢。」 受訪者 N﹕「若然有問題的話，得幾條路㗎姐，一條路咪變隱蔽青年囉；一條路咪好似我咁囉，變壞囉；另外個條路有人幫，咪企番起身囉。得呢三條路㗎咋，冇㗎啦。」 受訪者M﹕「除左話佢唔鍾意同人面對咩之外，我都覺得佢哋可能讀書唔好，做嘢又做得唔好，先會咁。遇到 D好嚴重嘅嘢，挫折呀，總之就覺得自己好失敗，先會變成咁。」  主持人﹕「咁你哋覺得隱蔽青年平時會做D咩架？」 受訪者 P﹕「屋企囉。」 受訪者 N﹕「尋求勝利感，存在感呀。除左打機之外，真係冇咩㗎咋……呢 D嘢係自己身上發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67 

生。」 受訪者M﹕「可能睇書都會㗎喎。打機、睇書、幻想下 D嘢，都可能會。」 受訪者 P﹕「睇書就可能代入主角。」  主持人﹕「你哋身邊有冇接觸過隱蔽青年呀，有冇D咁嘅朋友呀？」 受訪者 P﹕「冇……D隱蔽青年多數係家訪先會見到佢哋㗎喎，我哋都好難見到佢哋(笑)。」 受訪者 N﹕「冇，我算係半個(隱蔽青年)囉……特徵就有晒嘅，D失敗感都曾經有過，（心諗）算啦，自己柄埋自己係屋企，發毛(霉)算啦……曾經做過，（但）自己諗到，咁樣唔得㗎喎，就算人哋唔認同你。唔可以搞到自己都唔認同自己，因為幾難都好，雖然企番起身，但係都係壞個方面企番起身，跟住再由壞個方面轉番去一半半囉，半好半壞個方面囉。」  主持人﹕「咁你覺得佢哋變成隱蔽青年，係佢哋自己嘅問題，定係社會定家庭嘅問題？」 受訪者 P﹕「各方面都有㗎喎……有可能係社會俾個挫折佢，又或者係一次過係社會又有挫折，屋企人又唔理佢。」 受訪者 N﹕「譬如讀書唔成，跟住就自己去搵嘢做㗎啦，跟住 D人見到你咁低學歷，唔理你，再加上埋你屋企人不停咁俾壓力你，仲要唔理你，跟住就慢慢慢慢積聚……但係大多數都係學業行先，失敗呀……但係，屋企人都唔理你，朋友理你又有咩用呀……好似譬如你由你十八歲個陣時，遇到挫折。你同佢哋相處左十八年，咁樣十八年你都可以放棄的話，咁樣被放棄個位個心裏會點諗呀？。」 受訪者M﹕「仲有個可能，屋企人可能有問題，譬如話離婚呀，突然間死左邊個，都會傷心得制，可能會憤世疾俗。」 受訪者 O﹕「自身嘅因素就睇佢點睇個件事，佢可以係社會上遇到問題，或者家庭問題，不過可能就社會為先，再家庭個度幫唔到佢，跟住就演變成咁。」  主持人﹕「咁你哋覺得對佢哋心理上有 D咩影響？會唔會隱蔽左之後，會變番唔隱蔽㗎？」 受訪者 P﹕「比較難，我覺得，係可以變，但係我覺得比較難……最好嘅辦法就係令到佢唔好變成隱蔽青年。所以教育唔係只在於青少年，我覺得長一輩都要教育番比較基礎D。」 受訪者 N﹕「有邊個可以做到呀，唔通真係等 D父母，真係回頭一望，見到自己個仔自己個女咁樣。跟住再唸番起自己之前點樣對佢，而扶番佢起身，個陣時有邊個相信咁嘅父母……除左社工之外，呢個社會裏面，有D咩人可以幫到佢呀？好簡單，冇。」 受訪者M﹕「有可能……我覺得佢係精神上都係病嘅一種 。我諗心理醫生會好 D 囉……因為社工始終都係輔導形式，可能心理醫生會比較專業，可以治療到。」 受訪者 O﹕「一定會變番好，視乎時間。佢哋會覺得係時候變。」  主持人﹕「你哋自己覺得會可以為佢哋做 D咩去幫助或者改善而家社會上呢一群人或者得唔到認同嘅呢班人？你哋個人可以做 D咩幫到佢哋。」 受訪者 N﹕「我諗我會做一個聆聽者，去聆聽佢哋所講嘅嘢，再諗下有D咩方法可以教佢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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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平時我就大多數用網上文字形式去開解人哋，我都係做開聆聽者。」 受訪者M﹕「我覺得如果幫隱蔽青年，要一個大圍，譬如話教育。一個社會環境，你要營造到一個良好嘅教育環境，令到佢哋唔會咁容易面對咁多失敗……譬如話而家D後生一輩，因為而家D樓價高企……佢哋都可能好有挫敗感……佢哋變左隱蔽青年，都係要依靠佢哋 D父母。因為如果佢父母唔講嘅話，冇人知㗎喎，即係屋企人冇人去幫佢哋，真係冇人知。」 受訪者 O﹕「政府或者某 D機構，搞 D咩活動，跟住去幫手囉……發掘佢哋，支持佢哋，好似D再培訓呀。首先就開解佢哋先囉，社工去開解。」  主持人﹕「你哋覺得社會/政府，政府可以為佢哋做D咩幫佢哋？或者可以講預防，或者當佢哋已經變左。」 受訪者 P﹕「變左咪要上門，上門搵佢哋囉……跟住再加埋心理醫生加社工上門幫佢哋囉。如果預防嘅話，就可用佢（受訪者M）講個個方法都 ok嘅（改善環境、教育）……主要係家庭方面，即係長一輩嘅思想。推廣一下好 D囉。因為而家推廣嘅話，普通街邊，或者係街推廣，D長輩就就會知囉。跟住如果係推廣係電腦呀，得青少年知，冇咩用㗎，佢自己可能點都估唔到自己會變啦。所以我覺得係用電視呀，或者係多數D在職人士、長一輩都知道嘅方式，去推廣就好 D……預防個D訊息囉，個D廣告，好似巴士咁樣，隨哋吐痰之類個D。類似咁樣嘅廣告，可以係巴士度播呀，防止自己嘅細佬變隱蔽青年呀咁樣個D方法。」  主持人﹕「家庭個度，仲可以做D乜嘢去改善或者幫助番佢哋？頭先你哋都有提到有宣傳過要溝通，但可能呢方面，都未夠咁。咁家庭上仲可以做D乜嘢？」 受訪者 P﹕「社會其實做左，可以講係已足夠啦。因為我哋近年係聽過好多個呢 D咁樣嘅浄係叫家長嘅座談會。政府搵專門嘅人同家長講，不過佢哋就係返到去就同子女方面，可能就係家長方面，呢個就係家庭入面，政府好難管到㗎。」 受訪者 N﹕「社會可以同各方面D老細呀講下，某段時間就抽一部分嘅員工，去聽下個講座。同佢哋講子女嘅溝通同埋關懷有幾重要。」 受訪者M﹕「家庭方面，應該係主要唔好俾佢哋太大壓力子女，因為唔好俾 D子女鑽埋一邊。都係可能D挫敗感，自己得唔到父母嘅認同，如果個父母唔會被咁大壓力佢，或者轉一個方向輔導佢，或者佢哋失敗左，都唔會話踩得佢咁犀利嘅話，可能佢哋冇咁易轉埋一邊。都係父母教育方面嘅問題。」 受訪者 N﹕「我曾經打機我遇過一個網友，佢阿媽就成日打佢，佢就好憎佢阿媽，佢老豆好似唔理佢。跟住我個網友呢，就愈來愈鑽牛角尖，佢講左一句，真係好經典嘅﹕阿爸阿媽有咩用姐，佢哋都係攞佢哋一粒細胞出黎咋嘛。我都唔知俾 D咩反應佢好。」  主持人﹕「頭先講到，家庭可以點樣幫佢，政府如果起 D公共設施，你覺得佢哋（隱青）會唔會出去用？有冇用 D政府部門設施？如果起多D，你會唔會用，包埋個D圖書館，球場。」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69 

所有人﹕「唔會。」 主持人﹕「咁你哋自己呢？有呢D設施會唔會用？」 受訪者M﹕「都睇情況，你話用，當你到左咁上下，譬如話需要讀書、返學或者出黎做嘢，你都唔係好多時間，我諗使用率方面真係俾 D再細一輩先會有機會用到。」 受訪者 P﹕「上一輩或者老一輩。」 受訪者 N﹕「做完一日八個鐘，計埋食飯、沖涼都去左 12 個鐘。跟住瞓覺又去左 12 個鐘，有D瞓八個鐘，仲有 4個鐘嘅，都係屋企休息下，上下網呀。」 受訪者 O﹕「我覺得飽和就夠，大家用到就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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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焦點小組訪談第三場 
 

【訪談對象12】 受訪者 Q（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不同任何人有交流」+「特定原因留在家中」+「想要留在家中」） 受訪者 A（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節選內容】 

6.2.3.1 目前身份與獨處家中情況  主持人：「我都想大概瞭解下你哋而家係讀緊書定係做緊嘢架?」 受訪者 A：「冇讀書，做 part time。」 受訪者 Q：「做緊嘢。」  ……  主持人：「兩位都係啦好少出街㗎喎咁有冇試過因為唔出街俾屋企人話過你哋呀?」 受訪者 Q：「有呀! 日日都俾人鬧咁呀!……逢星期六,日都俾人話呀! ……（佢哋講話）唔該出去識番個朋友。識番 D女仔呀……我都被話人咗幾十次啦。」 受訪者 A：「有陣時如果我仲係沉迷緊玩電腦個陣時，個時佢會囉，譬如個陣時如果返鄉下個D我都話推晒囉，都唔會返，係到打機囉，跟住佢哋個陣時都會多D叫我出去，係因為我對住電腦，個時個身型可能會比較駝背 D囉，佢可能叫我出去行下囉……而家唔會話……我返到屋企都係喺房，都係關門嘅…佢都唔知我喺唔喺度。」  主持人：「佢唔知你喺唔喺度?唔會同屋企人講下話：返黎啦，咁樣㗎? 」 受訪者 A：「唔會呀。」 主持人：「咁食飯呢? 」 受訪者 A：「多數出街食……自己一個食。」  
                                                      12受訪者 Q和 A，電話調查時判定為有潛在隱蔽特徵（Q=「無讀書/無就業」+「不同任何人有交流」+「特定原因留在家中」+「想要留在家中」； A=「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但參加焦點小組時，前者為就業身份，後者亦開始做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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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想留喺屋企多 D定係其實出街多D呀?」 受訪者 A：「想出街呀!但係唔知呀，以前我會出街玩啦，我會望地下，唔鍾意見到人笑啦……即係可能以前自己個樣比較醜啦，覺得人哋喺到笑我咁囉。（主持人：邊個話你個樣醜呀?你係俾人話過定乜嘢呀?）我覺得自己醜囉。」  主持人：「其實係想自己一個獨處多D定係同D friend一齊多D?」 受訪者 A：「同 friend掛……都係同學為主囉。 」 受訪者 Q：「有陣時想靜一靜，有陣時鍾意同一大班人吹下水，傾下計咁囉，你話邊種好 D呀?唔定喎，睇下自己嘅心情。」  
6.2.3.2 上網、玩網上/電子遊戲、及其他活動  主持人：「咁平時兩個都做嘢啦，咁好似今日星期日咁，平時會出去做D咩呀?」 受訪者 A：「之前就會得閒冇嘢做就搭巴士遊車河……搭 33去氹仔，搭 33返屋企……（主持人：一個人遊？）自己一個……今個月起就開始打機，已經知道好浪費時間，（但）而家因為太悶……都係打嚟消磨時間囉。」 受訪者 Q：「喺屋企打機……我 D時間通常都係上網用晒，我成日被人鬧就係咁樣，被人話係宅男就可能因為咁啦。」  主持人：「打幾耐？」 受訪者 A：「一起身開始打…打到訓囉…可能 14 或 15 個鐘。」 受訪者 Q：「……之前由於我玩得比較兇嘅個陣時，一日有 24 小時嘅話，用咗 12 小時玩啦……咁上課時候全部攞晒去玩，變咗 12 個小時囉，咁食飯個D都用埋囉，咁夜晚自習個幾個鐘頭都用埋囉…咁咪啱啱好 12 個。」  主持人：「平時你哋自己一個係屋企個陣時啦，鍾意打機啦……有冇諗過想戒咗佢呢? 」 受訪者 A：「即係我未算沉迷囉，譬如話有D咩活動咁…打機唔係重要嘅，我可以即時脫離囉……我平時唔睇電視，跟住就開電腦玩 facebook個D呢，可能我嘅吸引太低呢，我覺得 D 人好似忽略咗我咁囉……可能朋友少啦，跟住佢哋唔覆我，個D少嘅朋友係我識嘅，即係同學個D。譬如見到人哋好少出嚟個D都有 1,2 個咁覆下，我都好期望呢個囉。」 受訪者 Q：「睇過有叫做咩上網成癮綜合症，唔上網囉囉亂，似乎我有少少咁嘅情況出現囉…… 即係有陣時你唔上網，你做其實嘢真係做唔到落去，集中唔到精神呀!好辛苦呀!囉囉亂!……只要上住網就得㗎啦!……就算係上住網無嘢做都好啦……望住佢就得啦，好似精神咗咁。」  主持人：「咁好似你哋就成日留喺屋企打機或者上網啦，屋企人有冇試過鬧過你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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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Q：「有呀!而家仲話 12 點前未關電腦就拔線㗎啦而家!……由於精神不足返學個陣時有遲到嘅現象出現。所以佢都話 12 點鐘之前訓囉，開始拔線啦。」 受訪者 A：「兩年前會，而家唔會……可能見唔到面囉，以前我部電腦喺廳嘅，而家喺房。」  主持人：「仲有D咩嗜好做呀平時? 有冇做體育運動呀? 」 受訪者 Q：「以前有體育活動做嘅，中學個時有體育活動……而家完全就真係上網。返屋企，訓覺，就再上網……其實一直想做個跑步呀。運動一下，但係仲係提唔起幹勁。比較麻煩。」 受訪者 A：「而家得打機……唔會再遊車河。以前初三嘅同學而家有時約番出嚟打羽毛球咁囉。」  主持人：「咁會唔會話做下義工或者好似 D小朋友咁去賣旗咁㗎? 」 受訪者 Q：「我唔知去邊到賣……你叫我做嘅話，我真係無動力做㗎……即係人哋叫嘅話，點講好呀!我好似舊石咁，你踢一踢我咁我做嘅。」 受訪者 A：「無喎。」  
6.2.3.3 家庭相處情況  主持人：「會唔會一家人坐埋一齊喺到傾下計咁㗎? 有 D 咩係一家人一齊做㗎? 」 受訪者 A：「食飯個段時間多囉……都無咩喎。以前細個嘅時候，可能會同D兄弟姐妹去買衫呀，大個就唔會囉，各散東西自己顧自己咁囉。」  主持人：「其實有冇同屋企人嘈下交咁㗎?」 受訪者 A：「少呀……如果不滿呢，佢就會講出嚟囉，但係好快就會好番，但係就唔會話，好面斥咁鬧落去囉。」 受訪者 Q：「有……我個人都比較小氣，好多嘢都接受唔到囉。佢哋又比較小氣喎，大家都會互相鬧囉……大家安靜三個星期咁。」 主持人：「你會唔會話同屋企人咁三個星期都唔講嘢呀?」 受訪者 A：「會㗎……無事都會三個星期唔講嘢㗎喎。」  主持人：「其實你覺得父母係未瞭解你哋？想唔想同父母多 D溝通下㗎?」 受訪者 Q：「太瞭解啦……連我諗乜都知呀!實在太過分啦……私人嘅唔想講出嚟嘅時候，佢幫我講埋出嚟，唔應該講嘅全部講晒出嚟，咩秘密呀之前同佢哋嘅，好似爛咗個壺咁，嘩…漏水咁漏晒出嚟㗎!」  受訪者 A：「瞭解呀，就係因為瞭解我先之唔會問我嘢……無所謂（多唔多D溝通）。」 主持人：「嗯，咁你唔開心你喺屋企嘅表現係點㗎?」 受訪者 A：「一樣都唔出聲㗎喎!」 主持人：「即係都匿咗喺到唔出聲，咁佢哋又知你唔開心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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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下，如果佢哋知道我唔開心，咁唔通佢哋會…即係佢哋知道咗就會開心D咩?……唔洗人安慰呀……坐低一陣就冇事了。」  主持人：「你哋自己心目中希望同父母嘅相處方式好似而家呢種狀況咁呀?」 受訪者 A：「冇所謂……好似同學咁囉……（而家）大家冇話題……我老豆，佢好似一個比較偏激嘅人囉，同佢講乜佢都會窒頭窒勢。所以我唔會講。」 受訪者 Q：「冇諗過呢個問題哦。」  主持人：「咁你覺得大家之間溝唔溝通得到㗎？」 受訪者 Q：「幾難溝通下。講完佢哋都唔聽，咁等於冇講咁。廢話咁樣㗎。佢又會鬧番我……有問題點解唔講呢?佢哋唔接納，你唔出聲，大家就唔會對鬧啦。哎。我都覺得幾無聊啊……大家互相指責。我都唔知點相處。」  主持人：「從父母嘅角度，可能覺得好關心子女，但（子女）又（覺得父母）唔瞭解佢哋。你哋覺得係點解呢？」 受訪者 A：「溝通少，我都係咁……但佢哋都有（關心我）感受到。」 受訪者 Q：「我父母應該冇呢種情況。佢哋應該唔會。佢應該覺得好關心我，同埋好瞭解我，你唔滿足，係我自己嘅個人問題。佢哋會咁講……佢哋認為佢哋好負責……佢哋通常做錯乜，我特登睇佢哋錯㗎。做錯完我先講俾佢哋聽。用諷刺形式，諷刺下佢囉。咁父母都會話我，咁樣。話我，你咁嘅方法會交唔到朋友。」  主持人：「其實呢有D父母呢都好擔心自己嘅仔女，如果小朋友係冇讀書，又冇做嘢，就情願小朋友留係屋企，驚佢哋出街會遇到壞人。你哋自己點看呢種情況？」 受訪者 Q：「佢哋會主動叫我出街喎。唔好留係屋企，似乎因為我嘅表現比較差。留係屋企都係上網啊。佢哋認為叫做自閉青年……同社會脫節。佢哋希望我冇工作嘅話都出去，尋求一下機會……唔好整係屋企咁樣。佢哋覺得留屋企宅男好似一堆垃圾咁，惡臭㗎會…」 受訪者 A：「冇所謂。但他們會叫我（出去），可能係坐姿問題囉，叫我出去。如果話，會唔會驚我出到去交壞友。應該唔會嘅。（主持人：點解你認為佢哋唔擔心你係外邊識到壞朋友㗎？）因為我咁被動，都唔會識到呢 D朋友。」  
6.2.3.4 遇到困難時解決方式  主持人：「咁好似你哋平時啦，出黎做乜也好，以前讀書又好啦，遇到困難時，會唔會向父母求助啊？」 受訪者 A：「唔會……唔想佢知道我 D乜……驚佢哋會嬲我。」 受訪者 Q：「會啊……幫到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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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5 對隱蔽青年/宅男宅女看法、自我評定、及改善建議  主持人：「有冇聽過類似隱蔽性青年啊、或者宅男宅女呢D名詞？」 受訪者 Q：「有啊。隱蔽青年呢 D，（自己）之前比較似囉……之前同社會完全冇接觸。唔上網，咩都無理。就留屋企，三餐都屋企搞定。基本上不踏出屋企的這種情況…對社會有種抗拒性囉。自卑感比較強……而家就好少少，自己知道人哋嘅諗法同自己的諗法，永遠都不會相同的，唔需要特登自卑。」 受訪者 A：「有。但我都唔會點樣去理會呢 D字眼。」  主持人：「覺得自己係唔係呢類人啊？」 受訪者 A：「唔係。」 受訪者 Q：「其實都有㗎……我都係對社會有D抗拒性……冇辦法件事。冇目標。你要出街，起碼都要買嘢，（但）買呢樣乜都有人代步。我都唔需要出去嘅。我係完全冇目的㗎。冇目的就唔出去㗎。」  主持人：「有冇諗過佢哋（隱青）係唔係自己鍾意留係屋企裡邊，一日打十幾個鐘頭的機。唔出街咁樣，佢哋鍾唔鍾意過咁樣嘅生活呢？」 受訪者 A：「鍾意……唔鍾意，就會改變自己㗎。」 受訪者 Q：「如果唔係失敗者，都唔會搞到宅男宅女啊。就是因為失去了自信心，先會搞到咁，令到佢哋都唔想做㗎……好明顯，佢冇朋友，呢個社會都俾呢個名稱俾佢，佢哋都有抗拒性㗎。雙方面都有呢種情況。」  主持人：「想問你哋，宅男宅女係唔係等於與隱蔽青年？」 受訪者 Q：「唔一樣㗎。」 受訪者 A：「唔一樣。」  主持人：「係宅男宅女嘅程度嚴重D，定係隱蔽青年嘅程度嚴重D？」 受訪者 A：「隱蔽。」 受訪者 Q：「宅男宅女起碼都可以係網上邊講D廢話。隱蔽青年嘅話就完全俾社會遺忘。即係話，佢哋都冇表達的情況出現啊。佢冇表達，咁就比較嚴重。連佢自己都唔想表達出來，當然隱蔽啦。」  主持人：「社會呀、家庭呀、或者係自身呀，邊一個係最導致呢個問題？」 受訪者 Q：「雙方面㗎應該係，佢自己唔表達，同埋社會又抗拒性……有D人比較內向，心理現象比較軟弱，玻璃心個D好容易碎，人哋一拒絕佢，自卑感特別強烈，就會有呢 D情況出現…… (望住受訪者 A)即係好似你所講一開頭話你唔鍾意出街以前呀，你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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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樣貌呀，咁樣有D人會覺得自己的樣貌可憎，或者比唔上人哋，或者你衣著呀唔合潮流，人哋的目光會比較睇低你。」 受訪者 A：「社會掛……搵唔到合適的工作……可能試過好多次之後，日積月累之後就咁囉……或者可能學歷啦，社會學歷太高都會造成D青少年搵嘢做方面造成一定的問題。」  主持人：「有沒有聽過佢哋喺學校俾人蝦，又或者做嘢嘅地方有見過個D你覺得佢似宅男宅女或隱蔽青年㗎俾人蝦呢D情況？」 受訪者 Q：「有呀……首先衣著、髪形、服飾，全部都會俾人睇小啦，樣貌啦，又會改 D花名呀，不斷會俾人哋咁樣，仲之差嘅嘢全部同佢哋扯上關係……我都有㗎，有一排都被人咁樣㗎，可能我適應力比較強掛，俾佢罵完之後好似蟑螂咁彈番起身，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自卑過㗎……自己都接納唔到自己啦……會自己認為存在價值偏低，唔知點解會咁。」  主持人：「覺得社會上邊可以為佢哋做D乜嘢呀，即係可以幫佢哋改變下咁？」 受訪者 Q：「如果你好似去幫佢哋，佢哋會俾人蝦得更犀利，唔知點解㗎喎，我會幫佢，但佢似乎俾人蝦得更犀利……你愈幫佢，佢哋 D學生似乎覺得有趣囉，咁會主動蝦佢囉。」  主持人：「但係其實或者家庭或者你哋作為一個老師或者社會都好，可以做D乜嘢去改善呢個狀況？」 受訪者 A：「我諗都係溝通掛……唔知呀。如果係學生嘅話，溝通就係老師，但如果你話已經喺屋企㗎啦，溝通對象應該係父母掛。我諗。」 受訪者 Q：「稱讚佢掛，佢哋係缺乏自信的一類人，多 D稱讚佢係能夠改變佢……我而家做教育工作，……佢哋自身的能力偏低，二來冇自信，有陣時做一樣嘢，反覆去問番幾次㗎，啱唔啱呀，對唔對呀……做一樣嘢完全缺乏自信，咁樣好難去幫佢哋㗎喎，即係佢哋做唔到成績出來我都唔知點搵個點去讚佢，唔通話佢做得慢咩，咁讚佢咩，話佢仔細又唔係喎，因為佢始終都會錯。」  主持人：「嗯，你覺得稱讚佢係由乜嘢人稱讚？」 受訪者 Q：「同輩，即係咁講同輩嘅稱讚你最好㗎……同輩嘅影響係最大㗎，如果同輩排斥佢哋會好容易失去自信同自卑……佢哋個D人，即係自卑個D人，通常自己會有好明顯嘅特徵……好容易睇出黎㗎。」  主持人：「如果而家社會上邊要幫呢班青少年去做多D嘢啦，政府最應該要做D乜嘢呢？」 受訪者 Q：「應該係搵出佢哋的所在，即係佢都叫隱蔽囉……再交俾社工協助，以我所知，要慢慢一步一步咁將佢帶出黎，走番出黎社會到，社會有競爭怛，等佢哋自己自立囉……一D簡單嘅工作，當然俾番 D工錢佢哋，希望培養番自信呀，證明社會係接納佢哋㗎……講個例子，呢個例子我都係聽人講㗎，佢哋有D學生係唔鍾意讀書，首先一步一步咁帶佢出來讀書，做一D唔會失敗的嘢，（例如）俾佢哋焗麵包，蒜容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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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唔會焗錯㗎啦，要等佢哋有一個成果，不斷咁培養番佢哋嘅自信，上番上來，咁佢哋先可以出黎㗎……佢哋本身就係缺乏自信，覺得出來社會人哋嘅目光就係注視緊佢，注視緊佢醜陋的一面。」  主持人：「咁政府可以做D乜嘢先可以吸引呢班留在屋企的青少年小朋友行番出來？或者你諗下你自己外邊有D乜嘢嘅時候會走出去，會多D出街玩？」 受訪者 A：「或者好似台灣個歌手，他打扮好似宅男嗰個咁樣囉我覺得……盧廣仲。」  主持人：「即係社會上邊應該要有一個咁樣的例子……咁其他青少年係咪都應該行番出黎。叫澳門政府邀請他出黎做形象大使會唔會幫到D人呢？」 受訪者 A：「唔知呀，但係 D人都唔收外界信息㗎。唔知呀。」  主持人：「咁點樣先可能俾佢哋收到外界信息。」 受訪者 A：「我諗都係同家人聯絡先。」  主持人：「政府起多D乜嘢你會多D出去玩呀？起多兩個羽毛球場或者整個公園或者遊樂場你會多D出去？起多D公園都唔會多D出街㗎？」 受訪者 A：「唔會喎……羽毛球唔可以一個人玩。（主持人：咁你有 friend同你玩㗎？）得一個……公園有好多人（都唔會）。」 受訪者 Q：「我真係唔知喎。我覺得社會上冇乜嘢吸引我……因為冇一D自己興趣㗎……政府推出的活動冇一樣係有較大吸引力值得我去參加㗎……有時我都唔知自己有咩目標，有種迷失自我的感覺，我都唔知呀真係。」 受訪者 A：「我諗咋。或者整一個室內可以落雪嘅,有一個特別之處，可能會有人去，有一D澳門冇嘅特色，好似之前個世博咁樣，咪會有一D人囉，睇悶左，下次可以轉下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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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焦點小組訪談結果分析 

6.3.1 整體檢視 
6.3.1.1 目前身份與獨處家中情況 

受訪者身份：大多數受訪者為讀書或工作（全職）身份。較為特殊的是，

受訪者 B為中四留級生（第一場）；受訪者 N目前失業（第二場）；受訪者 A沒

有讀書，只有一份兼職（第三場）。 

獨處家中情況：第一場和第三場受訪者閒暇時間都會多數在家，受訪者 B、

A、Q的家長都曾擔心子女太長時間留在家中，並都勸其外出；第二場四人都

表示有不同程度的外出活動。另外，受訪者 A表示，不想外出的原因是覺得自

己樣貌太差，認為街上人笑就是在嘲笑他；但受訪者 A和 Q都表示喜歡同朋友

一起。 

 

6.3.1.2 上網及其他活動 

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所有受訪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

戲的行為，從時間強度來看，受訪者 A和 Q（第三場）每天花在網上/電子遊戲

上的時間嚴重過長（前者每日 14、15 個小時，後者每日 12 小時），其中受訪

者 Q明確表示自己有過“上網成癮綜合症”；從受到家長勸說、警告或限制來

看，受訪者 B（第一場）、受訪者 N（第二場）、以及受訪者 A和 Q（第三場）

都得到類似信息，受訪者 B、M、和 P表示家長會將子女上網行為直接等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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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網上/電子遊戲，受訪者 Q表示家長會採取“拔線”的方式制止其上網，而受

訪者 A表示，目前電腦在自己房間，父母不知自己行為，因此不會干涉。 

其他興趣愛好：多數受訪者除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外，還會參加其他興

趣愛好。但受訪者 L（第一場）和受訪者 Q（第三場）就表示沒有其他興趣，

後者曾經有做運動，但現在只剩上網。 

社會活動（義工/公益）：多數受訪者表示平時有做義工或參加公益活動。但

受訪者 B（第二場）、受訪者 A和 Q（第三場）則沒有參加，對該類活動表現出

冷淡態度。 

 

6.3.1.3 家庭相處情況 

溝通情況：九位受訪者基本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少溝通/無溝通狀態，

受訪者 B、K、L（第一場）、受訪者 O、M（第二場）、受訪者 A（第三場）均

表示平時同父母的交流甚少，有的表示與父母有代溝，無法溝通（L、M），有

的認為雙方已經十分了解，因此不需要溝通（O、A），當中受訪者 A談及沒有

需要的話，與父母會三星期不講話；一類是衝突狀態，受訪者 P、N（第二場）、

受訪者 Q（第三場）在傾談時表現出經常與父母產生激烈衝突。當中受訪者 N

的狀況最嚴重，N表達了父母已經“我第一次留班之後，我媽個邊就會放棄我”、

“當我係垃圾”、“我屋企人仲不如一個外人（社工）”等，顯示出雙方已經

有很深的矛盾和積怨。受訪者 Q亦表達了“大家互相指責，我都唔知點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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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抱怨。 

父母對子女的了解：被問及“認為父母是否了解自己”時，基本分為三種觀

點，第一種認為父母看表面/不了解，受訪者 B、K、L(第一場)、受訪者 N（第

二場）、受訪者 Q（第三場）均表達了父母對自己不了解的意思，受訪者 B提到

“唔係好瞭解，都係表面”，受訪者 Q提到“佢應該覺得好關心我，同埋好瞭

解我，你唔滿足，係我自己嘅個人問題”；第二種或認為父母明白自己或感受

到父母的關心，受訪者M、O、P（第二場）和受訪者 A（第三場）就表達了類

似觀點。 

理想相處方式：大部分受訪者在被問及 “與父母的理想相處方式”時，都

會提及要多點溝通，或期待類似朋友、同輩的相處方式，另一角度體現出對現

時與父母的溝通狀況不甚滿意。 

 

6.3.1.4 遇到困難時解決方式 

遇到困難：一部分表示不會求助父母，有的怕父母責罵（K、A），有的認為

幫不到/不需要（B、L、M、O），例如受訪者 L表示“搵父母愈幫愈忙”；一

部分表示會，或在金錢/重大事件上會尋求父母（P、N、Q），例如受訪者 N講

到“金錢上嘅話，咪會同父母商量囉，其餘個 D自己搞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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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 對隱蔽青年/宅男宅女看法、自我評定、及改善建議 

宅男宅女與隱蔽青年的區別聯繫：所有受訪者均表示聽說過“宅男宅女”

或“隱蔽青年”這些名詞，同時基本認為兩者在含義上是有區別的，並不是同

一類人群。嚴重程度上，均認為隱蔽青年無論與他人交往、或與社交接觸上，

都比宅男宅女有更嚴重的問題；行為特徵上，則認為宅男宅女多數喜歡上網或

玩網上/電子遊戲、看漫畫等，但隱蔽青年就基本“與世隔絕”，從事活動更少。

另外，受訪者 P（第二場）還提出，社會上普遍對“宅”字有誤解，其本身是

指“專注”的意思，但卻被誤理解為是“足不出戶”的負面意思，之後又被引

申為“毒男毒女”，更加負面程度。 

自己是否屬於隱蔽青年：有兩名受訪者承認自己是或曾經是隱蔽青年，受

訪者 N（第二場）講：“我算係半個(隱蔽青年)囉……特徵就有晒嘅，D失敗感
都曾經有過……曾經做過”，受訪者 Q（第三場）說：“其實都有㗎……我都係

對社會有 D抗拒性……冇目標。”其餘均表示認為自己不是，主要原因是自己

有外出，所以不是。 

隱蔽青年是否滿意現狀/不想改變：受訪者 A（第三場）表示，隱青自己喜

歡過離群索居的生活，不想改變，“唔鍾意就會改變自己”；但受訪者 L（第一

場）則表示隱青自己想改變，“邊個唔想好 D”；另外，承認自己曾經隱蔽的

受訪者 N（第二場）和受訪者 Q（第三場）在言語中表達出當時想要改變的意

願，N說：“咁樣唔得㗎喎，就算人哋唔認同你。唔可以搞到自己都唔認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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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Q則說：“自己知道人哋嘅諗法同自己的諗法，永遠都不會相同的，唔

需要特登自卑”。 

原因探究：為何會導致隱蔽青年現象？受訪者對個人、家庭、社會、同儕

壓力等因素都有提及。承認自己有過隱蔽經歷的受訪者 N（第二場）和受訪者

Q（第三場）對此談及內容較多。受訪者 N認為，學業失敗是最初原因，因學

歷低就得不到社會的認同，而父母的不理解和放棄行為會進一步打壓自信心，

加劇隱蔽形成。該名受訪者已經處於失業狀態至少九個月（三四月開始找工作，

至今未果），上文表述中可知其家庭關係不甚理想，因學業失敗被父母“放棄”，

之後被家長稱為“垃圾”，因此曾經體驗過“失敗感”，也有過“自己柄埋自

己係屋企，發毛(霉)算啦”的想法，因此在原因探討時應該是在講述自己親身的

經歷。受訪者 Q所持觀點與 N類似，他認為自身能力低、自卑感較強，與社會

的排擠雙方面反復作用，加上同輩（同學）的嘲笑和看不起，最終導致青少年

隱蔽。該受訪者曾經在“衣著、髪形、服飾”上有過“俾人睇小”的經歷，亦

曾經經歷過極度自卑的狀態，“自己都接納唔到自己”，因此已算是親身經歷

的總結。 

提供幫助（個人/家庭/社會）：(a).家訪方面，受訪者 L、K（第一場）認為

主要需要家人幫助，受訪者M（第二場）亦表示隱蔽青年完全留在家中，“因

為如果佢父母唔講嘅話，即係屋企人冇人去幫佢哋，真係冇人知”，受訪者 P

（第二場）同時認為，有必要加強對父母的教育，例如學習電腦、提高對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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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理解和認知等；(b).社會方面，社工的重要性十分顯著，受訪者 N（第二

場）表示“除左社工之外，呢個社會裏面，有 D咩人可以幫到佢呀？好簡單，

冇”，受訪者 P（第二場）表示需要社工和心理醫生合作主動上門向隱青提供

幫助，受訪者 Q（第三場）表示可以提供一些簡單的有償工作，幫助隱青建立

自信，證明自己被社會接納；(c).學校方面，受訪者 Q（第三場）認為，因為來

自同儕的嘲笑會形成巨大壓力嚴重損傷隱青自信心，因此來自同學的讚揚會是

改善自卑的最好方法，因此，如何令同輩從欺負/看不起轉變到接納和讚揚，是

問題關鍵；(d).政府方面，部分受訪者提出可以舉辦活動，但前提是對隱青有吸

引力的活動。 

具體改善建議：(a).加強對方父母宣傳方面，受訪者 P（第二場）提出可以

在巴士、街邊做推廣宣傳，強化家長對隱蔽青年問題的認知，同時向父母推廣

電腦使用，拉近與青少年距離，受訪者M(第二場)認為要教育家長不要給子女

太大壓力，以免產生挫敗感；(b).聆聽隱青心聲方面，受訪者 N和M（第二場）

表示自己會做一個聆聽者，在對其了解後再進行開導；(c).幫助隱青建立自信方

面，受訪者 Q（第三場）提到簡單的工作（例如，焗麵包）和讚揚，會幫助隱

青產生成就感和建立自信，若給予報酬則會給予其“被社會接納”的心理暗示，

而受訪者 A（第三場）提到社會中隱青成功的勵志案例的推廣可能會給正在隱

蔽的青少年帶來鼓舞和希望（如，台灣歌手盧廣仲）；(d).舉辦活動方面，受訪

者 B（第一場）建議投其所好舉辦動漫節，受訪者 A（第三場）建議舉辦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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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雪或櫻花等較為新奇的活動吸引隱青。 

 

6.3.2 特徵綜合分析 
9 名參與焦點小組的青少年中，受訪者 B（第一場）、受訪者M和 N（第二

場）、受訪者 A和 Q（第三場），在電話調查中均呈現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

即，無讀書/無就業+其他特徵。焦點訪談中了解到，B目前為中四留級生，M

為大學生，A目前有兼職工作。從身份上看，三位已經不符合隱蔽/可能潛在隱

蔽的判定標準，但訪談內容分析發現，受訪者 A和 B的心理活動仍然偏向隱蔽

/可能潛在隱蔽狀態。因此，本部分的特徵分析，將針對受訪者 B、N、A、以

及 Q進行。 

 
6.3.2.1 內向、少交往的生活模式 

四位青少年都有長期在家的現象出現，且都被家長勸說要多外出。除上網

和玩網上/電子遊戲外，多數少其他興趣愛好或沒有興趣愛好，即使有活動亦是

五子棋、攝影、打羽毛球等偏向靜或少人進行的活動，受訪者 A還回答平時會

獨自“遊車河”，但後來因為玩網上/電子遊戲而放棄。且多數不參加社會活動

（公益/義工），對其表現出冷淡態度。 

交往方面，只有 N朋友較多，其餘均較少。但 N表示會出現間歇性中斷社

交的情況（“我同佢哋講，呢排唔使搵我，佢哋會知道咩事囉……佢（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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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出黎個陣就會出黎㗎啦，佢唔肯出黎就唔好煩佢”）。 

 

6.3.2.2 用網上/電子遊戲來消磨時間與獲得成就感 

四位青少年中，有三位在訪談中顯示出有長期玩網上/電子遊戲的習慣。

至於為何玩網上/電子遊戲，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玩網上/電子遊戲可以獲

得成就感，受訪者 N表示“D人點解佢會匿埋係屋企呀，唔想出街呀。因為有

D人心裏面就試過一次失敗，……自己一個人打機，點解佢哋鍾意打機呢？佢哋

想攞番 D成就感”；第二，玩網上/電子遊戲可以用來消磨時間，受訪者 A和

Q均表示，在家太悶，為消磨時間唯有玩網上/電子遊戲，而該兩位亦是 9 名受

訪者中每日花在網上/電子遊戲上時間最長的兩個人（前者每日 14、15 小時，

後者每日 12 小時），同時後者還主動表示自己有網絡成癮綜合症。 

 
6.3.2.3 低自信心 

多數人表現出低自信、或曾經嚴重自卑的情況。受訪者 N（第二場）表示，

曾經因為被父母和社會看不起而產生自暴自棄的心態，如“我表面上風平浪靜，

實際上都唔知有幾條刺係心入面……自己讀書唔得……我阿媽個邊就會放棄我，

跟住唔理我啦……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已經冇天生我才必有用呢樣嘢……D

失敗感都曾經有過，（心諗）算啦，自己柄埋自己係屋企，發毛(霉)算啦”。而

受訪者 A（第三場）則表示，曾經因為認為自己樣貌醜陋怕別人笑而不想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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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啦我會出街玩啦，我會望地下，唔鍾意見到人笑啦……可能以前自己個樣

比較醜啦，覺得人哋喺到笑我咁囉”，而在玩 facebook時得不到別人的回覆

就會認為“可能我嘅吸引太低呢，我覺得 D人好似忽略咗我咁囉……見到人哋

好少出嚟個 D都有 1,2 個咁覆下，我都好期望呢個囉”。而受訪者 Q（第三場）

則是因為同學的嘲笑和排擠而產生自卑感，“首先衣著、髪形、服飾，全部都

會俾人睇小啦……仲之差嘅嘢全部同佢哋扯上關係……我都有㗎，有一排都被人

咁樣㗎……都曾經有一段時間自卑過㗎……自己都接納唔到自己啦……會自己認

為存在價值偏低，唔知點解會咁。” 

 

6.3.2.4 家庭教育不得當/與父母的溝通問題 

少溝通/認為溝通無效：傾談中發現，受訪者 B（第一場）認為父母對自己

“唔係好了解，都係表面”，又表示雙方很少溝通“冇咩交談，大家都冇咩同

大家講嘢”。同時，在遇到困難時，會認為“（父母）幫唔到，都係要自己搞

掂”，亦不認為家人可以幫到隱蔽青年，依然要“靠自己”。 

放棄溝通：受訪者 A（第三場）因為曾經嘗試與父母溝通失敗而放棄溝通，

“佢（父親）講乜佢都會窒頭窒勢。所以我唔會講”，另外，在被問及不開心

時候是否會向家人傾訴時，A反問到：“佢哋知道左（我）就會開心 D咩？”，

說明 A並不認為與父母溝通會給自己帶來幫助，長期不溝通的表現形式是“（我

同父母）無事都會三個星期唔講嘢㗎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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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教育方式/對子女缺少讚揚：受訪者 N（第二場）和受訪者 Q（第三

場）的家長，則呈現出錯誤的教育子女的方式。(a). 受訪者 N的家長在子女學

業上遭遇挫折後採取放棄態度，在找不到工作長期在家時，不但沒有鼓勵和幫

助，反而一味指責，不斷打擊其自尊心和自信心。N講到：“自己讀書唔得……

我記得我第一次留班之後，我阿媽個邊就會放棄我……差唔多每次做親任何決定，

都係反對多過支持嘅……而家冇嘢做係屋企，若然我唔上網，浄係開著個喇叭，

係度聽歌的話，你又話吵親你，咁打機我唔吵你囉，你又話我打機，我睇小說，

匿埋係間房度，你又話我匿埋係間房度……你當我係垃圾……你哋唔理我不特止，

你仲要踩多兩腳……但你哋有冇諗過你哋咁樣做，你哋係咪一個長輩呢……有邊

個可以做到呀（幫助隱青），唔通真係等 D父母……唸番起自己之前點樣對佢，

而扶番佢起身，個陣時有邊個相信咁嘅父母。”(b). 受訪者 Q的家長在教育子

女中，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寬容，因此引起子女的厭煩和反抗。Q講到：“我個

人都比較小氣，好多嘢都接受唔到囉。佢哋又比較小氣喎，大家都會互相鬧囉……

大家互相指責。我都唔知點相處……佢哋應該唔會。佢應該覺得好關心我，同埋

好瞭解我，你唔滿足，係我自己嘅個人問題。” 

 

6.3.2.5 自救意識 

兩位認為自己曾經做過隱蔽青年的受訪者 N和 Q，都表示並不喜歡隱蔽在

家的生活，最終下定決心走出陰影，顯示出隱蔽青年內心的自救意識。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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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第二場）講到：“（我）曾經做過（隱青），（但）自己諗到，咁樣唔得㗎

喎，就算人哋唔認同你。唔可以搞到自己都唔認同自己，因為幾難都好（都要

企番起身）。”受訪者 Q（第三場）講到：“（自己）之前比較似囉……之前同

社會完全冇接觸。唔上網，咩都無理。就留屋企，三餐都屋企搞定。基本上不

踏出屋企的這種情況…對社會有種抗拒性囉。自卑感比較強……而家就好少少，

自己知道人哋嘅諗法同自己的諗法，永遠都不會相同的，唔需要特登自卑。” 

 
6.3.3 典型個案 

本部分在 9位焦點小組參與者中，選取 2位做典型案例分析，分別是受訪

者 N（第二場）和受訪者 A（第三場）。前者作為承認自己曾經隱蔽的案例，可

以從中了解到隱蔽成因（自身、家庭、社會）、隱蔽心態（是否想隱蔽）、隱蔽

行為的深層意義（玩網上/電子遊戲）、針對性改善建議；而後者，因其父親曾

接受家訪，兩者訪談內容會有很大的比較分析價值。 

 

6.3.3.1 受訪者 N個案 

訪談中了解到，受訪者 N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健談的人，同時亦有較多的朋

友。但因為自身、社會、以及家庭的種種原因，曾經出現過隱蔽在家的現象，

通過玩網上/電子遊戲（打機）來取得成就感，獲得心理平衡。但 N內心深處並

不認同這種生活狀態，並通過心理建設改變了生活狀態，亦通過親身經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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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改善建議。 

由於學習成績差最終留級，母親“望子成龍”的希望破滅，開始對 N採取

放任自流的態度（“我阿媽個邊就會放棄我，跟住唔理我啦”），同時對 N在

生活中的絕大多數意見表示否定和打壓（“差唔多每次做親任何決定，都係反

對多過支持嘅”）。學歷低還導致在社會上找不到理想工作，被人看不起（“去

搵嘢做㗎啦，跟住 D人見到你咁低學歷，唔理你”）。家庭和工作的雙重打擊，

令N一度心靈受創，隱蔽在家。但此時，N的家長不但沒有提供支持和鼓勵，

反而持續變本加厲的指責和貶低（你當我係垃圾，ok，我認呀，我都做左好多

年垃圾啦，你哋都唔理我嘅，你哋唔理我不特止，你仲要踩多兩腳），令N對

父母完全失去信心（“不過講真，我D屋企人仲不如我之前個社工”）。 

得不到外界認可的 N開始選擇用玩網上/電子遊戲來獲得成就感（“點解

佢哋鍾意打機呢？佢哋想攞番 D成就感”），這基本上是隱青取得自信心的僅有

的幾個方式之一（“尋求勝利感，存在感呀。除左打機之外，真係冇咩㗎咋……

呢 D嘢係自己身上發生”）。即使目前 N的隱蔽情況有所改善，依然保持著玩

網上/電子遊戲的習慣。 

雖然 N曾經有過自暴自棄的念頭（“算啦，自己柄埋自己係屋企，發毛(霉)

算啦”），但內心並不認同“隱蔽”這種生活方式（“咁樣唔得㗎喎，就算人哋

唔認同你。唔可以搞到自己都唔認同自己”）。在下定決心改變之後，N開始外

出找工作，但從三四月份開始至今，依然處於失業狀態，可見從隱蔽陰影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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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還需要很長的努力和恢復過程。 

在改善隱青的建議中，長期得不到理解 N認為聆聽是很重要的（“我諗我

會做一個聆聽者，去聆聽佢哋所講嘅嘢”）。同時，言語中表達了對家長的無限

失望，但內心依然期盼得到父母的關心和支持，認為家庭會對隱青的心理產生

巨大影響（“但係，屋企人都唔理你，朋友理你又有咩用呀”）。 

 

6.3.3.2 受訪者 A個案 

受訪者 A屬於典型的低自信心，自卑感較強的青少年，對自我價值持懷疑

狀態。社會交往少，喜歡獨自一人。家庭氣氛亦不濃厚，與父母很少交流，遇

到困難時亦不認為尋求父母會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喜歡用逃避的方式處理問題。

與 A父親家訪結果結合分析可知，A的父親本人的自信心就較低，沒有與子女

溝通的意識（或者說，沒有信心與子女溝通），對待問題亦是喜歡逃避。父子為

人處世上的相通點說明，家庭教育對子女心理、行為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A性格中自卑感較強，由於對自己樣貌的不自信，在外出時，一旦看到路

人笑，就認為是在嘲笑自己醜陋（以前啦我會出街玩啦，……唔鍾意見到人笑

啦……可能以前自己個樣比較醜啦，覺得人哋喺到笑我咁囉）；在玩 facebook

時會想“可能我嘅吸引太低呢，我覺得 D人好似忽略咗我咁囉”。A朋友很少，

能一起打羽毛球的朋友也只有一個（主持人：咁你有 friend 同你玩㗎？A：得

一個）。習慣獨處的 A平日喜歡遊車河（冇嘢做就搭巴士遊車河……搭 33去氹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190 

仔，搭番 33返屋企……自己一個），但後來似乎發現玩網上/電子遊戲更容易打

發時間，因此開始每日 14、15 個小時的玩網上/電子遊戲行為（而家得打機……

唔會再遊車河……一起身開始打…打到訓囉…可能 14或 15 個鐘）。 

因為發現很難與父親溝通，最終決定放棄（我老豆，佢好似一個比較偏激

嘅人囉，同佢講乜佢都會窒頭窒勢。所以我唔會講）。平日回家便留在房間中，

父母亦很少在意 A是否存在（“我返到屋企都係喺房，都係關門嘅…佢都唔知

我喺唔喺度”），很少與家人吃飯（“多數出街食……自己一個食”），可以長期

不同家人講話而不覺得有問題（“無事都會三個星期唔講嘢㗎喎”）。遇到困難

亦不認為家人可以幫到自己（“咁唔通佢哋會…即係佢哋知道咗就會開心 D

咩?”）。 

不開心的時候，A會採取消極的方式對待，而不是積極改善（“唔洗人安

慰呀……坐低一陣就冇事了”），顯示出喜歡逃避的習慣。而在聽到隱蔽青年這

個詞時，可能認為自身的生活狀態與其接近，而顯得過於敏感和迴避（“我都

唔會點樣去理會呢 D字眼”）。同時，雖然在行為特徵上，與隱蔽/可能潛在隱

蔽十分接近，但自己卻不會對此承認。 

A父親在接受家訪時，亦表現出與兒子如出一轍的態度和行為方式。由於

認為自己文化低，同時財力有限，在無法與兒子溝通和給不到兒子優渥生活條

件的自卑心理下，兒子“叫自己一生爸爸已經很滿足”。另外，獲悉兒子在外

遭受欺負時，父親選擇了沉默，並認為兒子“不講就幫不到他”，在被人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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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時，亦是忍讓、逃避的態度，認為“過去了就算，下次出去應小心”（詳情

請參見小節 5.3.3.1）。 

第七章、綜合分析 
 

本章摘要：本章為對電話調查、家訪、以及焦點訪談的綜合分析章節。首先，
通過結合家訪和焦點訪談，對電話調查得出的澳門青少年分類統計進行了修正

（7.1）；其次，分別從獨處家中情況（7.2）、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打機）、

看動漫、及睡覺（7.3）、生活狀態（7.4）、家庭狀況（7.5）四方面進行了三種

調查結果的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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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月 10日電話調查開始，到 12月 5日焦點小組訪談結束，歷時近兩

個月的調查研究，為探究本澳青少年“隱蔽青年現象”的現狀、隱青行為特徵

以及心理狀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與個案。 

本研究使用的三種研究方法中（電話調查、家訪、焦點小組），電話調查

作為嚴謹的量化分析方法，為整個研究奠定了基礎，其作用不可替代。一來因

為通過隨機抽樣獲得的訪問樣本可以科學地反映出隱蔽、潛在隱蔽、及非隱蔽

青少年的分佈比例，二來詳盡的問卷亦為兩個後續訪問大綱的設置提供了思路

和方向。 

家訪和焦點小組，作為兩種質化分析方法，起到了重要的輔助和補充作用。

從父母講述和青少年個人討論中提煉出的重點內容，有效的幫助研究者挖掘到

隱蔽青年成因和各種行為特徵的深層意義（如，玩網上/電子遊戲），為研究框

架提供了豐富的細節支持。 

本章節對電話調查、家訪、以及焦點小組結果做結合分析，當中以電話調

查作為基礎數據，結合後兩者的具體內容對結論做後續驗證和細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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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本澳青少年分類統計及人數推估 

本研究根據隱蔽程度，將本澳青少年分為三類：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以及

非隱蔽。具體特徵描述如下（詳情見小節 2.4）： 青少年類型劃分 類型 特徵 隱蔽 「無讀書/無就業」+「超過三個月獨處家中」 可能潛在隱蔽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只與內在系統（家人）有交流」 「無讀書/無就業」+「獨處家中時，只與虛擬系統（網友）有交流」 「無讀書/無就業」+「特定原因留在家中」+「想要留在家中」 非隱蔽 無隱蔽或較低可能潛在隱蔽特徵 
上表可知，本研究對於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群體的判定標準為「無讀書/無就

業」+其他條件。 

電話調查於 2010 年 8月 10日至 8月 19 日期間進行，抽樣訪問了 1506

名年齡在 12至 24 歲之間的本澳居民。根據針對澳門本土情況的隱蔽青年定義

和分類，對是次電話調查數據進行整理，結果如下（詳情見小節 4.1）： 隱蔽程度分類（電話調查結果）   人數 百分比% 隱蔽 2 0.1 可能潛在隱蔽 31 2.1 非隱蔽 1473 97.8 總計 1506 100 
接受是次電話調查的受訪者中，測得屬於隱蔽程度的青少年有 2名，佔總

體 0.1%，可能潛在隱蔽為 31人，佔總體 2.1%；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合計

佔總人口 2.2%；非隱蔽青年 1473 人，佔 97.8%。家訪（10位）和焦點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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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有重合，共計 13 人，根據電話調查結

果，其中 1名有隱蔽特徵，12名有潛在隱蔽特徵），在訪談中發現，部分受訪

者並非無讀書/無就業身份。導致這種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a).電話調查進

行於暑假階段，雖然問卷在設計時已經考慮到，為避免誤解對“暑假中”以及

“其他時段”做了分開提問，但難免有受訪者對問題的理解有偏差；(b).暑假階

段亦是應屆學生畢業的時段，部分受訪者接受電話訪問時尚未找到工作，但家

訪或焦點訪談時就已經找到；(c).除應屆畢業生外，其餘青少年亦有電話訪問時

處於失業，之後找到工作的情況出現。經過家訪和焦點小組結果調整，最終剩

餘 5名有潛在隱蔽特徵之青少年。根據調整後的比例，本澳有隱蔽/可能潛在隱

蔽青少年人數推估如下： 本澳各類青少年人數推估（12-24 歲） 人群分類 比例推算 實際人數推估 電話調查 人數 家訪及焦點訪談調整後人數 最終比例 % 人數推估 浮動範圍 隱蔽 2 1 0.07  69  67-70 可能潛在隱蔽 31 24 1.59  1,645  1,603-1,688 非隱蔽 1,473 1,481 98.34  101,526  98,907-104,146 總計 電話調查訪問人數=1,506 本澳該群體人數推估=103,240 注：a. 本澳 12-24 歲青少年人數，使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之《澳門人口估計-2010/12/31》結果。      b. 浮動範圍，根據電話調查誤差±2.58%計算而得。 
根據上表數據顯示，電話調查獲得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數，經家訪及

焦點訪談結果的調整後，從原來的 2人和 31 人，分別減少至 1 人和 24 人，佔

調查總人數的 0.07%和 1.59%。由此推估本澳存在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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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分別 69人和 1645 人，考慮電話調查±2.58%的誤差範圍，「隱蔽人群」

的浮動範圍在 67-70 人之間，「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浮動在 1,603-1,688 人之

間。 

經調整後，雖然隱蔽和潛在隱蔽兩類人群的推估人數有所下降，但依然需要

對該現象予以重視。首先，家訪中了解到，由於隱蔽/可能潛在隱蔽受訪者普遍

學歷較低，因此在轉工、失業上有較大的變動性，會進而導致該類人群在比例

上的浮動；其次，在焦點訪談中發現，部分受訪者雖然處於讀書/就業狀態，但

言談中卻表現出明顯的自我封閉傾向、低自信心、以及較顯著的家庭問題。綜

合以上兩點，曾經無讀書/無就業的受訪者案例依然有分析價值；另外，不可過

分關注在目前身份而忽略了青少年心理和行為的分析，因為後者才是本研究最

具價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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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獨處家中情況 

7.2.1 獨處家中時與他人交流情況 
電話調查：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不與任何人交流的百分比、不與外在

系統交流的百分比都大幅高過非隱蔽人群（41.2% vs 19.5%；75.8% vs 41.3%），

同時差異經統計分析呈顯著。相比而言，與內在系統（家人）、虛擬系統（網友）、

以及其他渠道的交流情況就沒有明顯差異。 

家訪：受訪者 A父親表示“（與兒子）不會主動溝通，不會講笑，因不知

如何溝通”（5.2.5）；受訪者 C母親表示“最多一天都不會交談”（5.2.5）；受

訪者 I 父母說“吃飯時候才有交流，一般半天才說話”（5.2.5），該類人群很可

能屬於不與任何人交流的人群。除此之外，部分受訪者家長表示子女會與家庭

成員有一定的溝通。與外界系統交流情況來看，受訪者 A父親表示“一般來說

好少（與朋友外出）”（5.2.7）；受訪者 E父親表示“之前工作時都有（與朋友

外出），不算多”（5.2.7）；受訪者 I 父親說“現在朋友少，電話也少……很少約

人外出”（5.2.6，5.2.7），表明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與外界接觸頻率較低。 

焦點小組：受訪者 B（第一場）表示“（家庭關係）麻麻，因為冇咩交談，

大家都冇咩同大家講嘢”，受訪者 A（第三場）表示“（同屋企人）無事都會

三個星期唔講嘢㗎喎……溝通少……我返到屋企都係喺房，都係關門嘅…佢都唔

知我喺唔喺度。”都是較為典型的少交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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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獨處家中原因 
電話調查：有隱蔽特徵的人群中，因為找不到工作/不想上學上班/不想見

其他人而留在家中的百分比高過非隱蔽人群（30.3% vs 5.7%）。這些原因，有

可能成為青年隱蔽的動機，而青年隱蔽行為形成後，又可能形成反作用，進一

步加深以上原因對有隱青特徵青年的影響。 

家訪：受訪者 C、E、I三人處於失業或尚未找到工作的狀態，而三者家長

就均表示子女會長期呆在家中。受訪者 C母親說“她會整天在家多……叫她讀書

或者找工作，不要學壞”（5.2.3）；受訪者 E父親說“都有長期在家中的情況”

（5.2.3）；受訪者 I 父親表示“以前就整天不在家，現在（失業後）就經常在家”

（5.2.3）。以上三位受訪者不想外出的多數原因是找不到工作。 

焦點小組：受訪者 N（第二場）表示“D失敗感都曾經有過，（心諗）算啦，

自己柄埋自己係屋企，發毛(霉)算啦”；受訪者 A（第三場）表示“以前啦我會

出街玩啦，我會望地下，唔鍾意見到人笑啦……即係可能以前自己個樣比較醜啦，

覺得人哋喺到笑我咁囉”；受訪者 Q（第三場）表示“前同社會完全冇接觸。

唔上網，咩都無理。就留屋企，三餐都屋企搞定。基本上不踏出屋企的這種情

況……對社會有種抗拒性囉。自卑感比較強。”以上三位受訪者不想外出的多數

原因是有強烈的自卑感，不想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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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是否想要獨處家中 
電話調查：有隱蔽特徵人群想要留在家中的比重高於非隱蔽人群（58.1% vs 

46.5%），同時，處於非常想和完全不想的極端人群百分比，都較非隱蔽人群高

（9.7% vs 4.9%；9.7% vs 4.2%）。以往研究表明，隱蔽青年在可觀察的行為上

可能存在較大的一致性，但深入剖析發現，內部特徵存在著豐富的多樣性，無

法一言以蔽之。 

家訪：父母對於子女是否獨處家中的解讀不一。受訪者 A父親認為“覺得

佢不喜歡……因為家庭環境問題，環境所逼”（5.2.18）；受訪者 E父親認為“不

喜歡……他說不喜歡留在家，只是外出沒地方去”（5.2.18）；受訪者 D母親認

為“喜歡……一來他沒有朋友，二來沒有節目（5.2.18）。”以上父母的回答只

是對客觀事實的闡述，說明並沒有從內心層面嘗試了解和解決子女為何長期獨

處在家、是否喜歡獨處在家。需要注意的是，家訪中了解到，且不論子女是否

想要獨處家中，很多父母本身就表達了不希望子女外出的心態。部分受訪父母

不約而同地在多項問題中提到“害怕子女外出學壞/誤交損友”的憂慮（如，

5.2.3 獨處在家中情況、5.2.4 是否擔心太多時間在家中、5.2.6 與朋友溝通、5.2.7

與朋友外出、5.2.11 玩網上/電子遊戲情況、5.2.15其他興趣愛好、5.2.18 是否

喜歡獨處家中、5.2.19子女性格及影響、5.2.29對子女了解程度、5.2.39隱青

改善建議）。該心態主導下的父母會對子女的外出活動進行限制，性格偏內向的

青少年外出受到阻礙，長期留在家中變成理所當然，有可能間接促進了隱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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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潛在隱蔽特徵的產生。 

焦點小組：無論是非隱蔽受訪者，還是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受訪者，

在被問及“喜歡一個人獨處還是與朋友一起”時，基本都會回答“一半一半/看

心情”，或“與朋友一起”。說明在內心深處，仍然期待與他人的相處和交流。

承認自己曾經做過隱青的受訪者 N（第二場）和受訪者 Q（第三場）有以下相

關回答，N講到“曾經做過（隱青），（但）自己諗到，咁樣唔得㗎喎，就算人

哋唔認同你。唔可以搞到自己都唔認同自己，因為幾難都好（都要企番起身）”；

Q講到“之前同社會完全冇接觸……基本上不踏出屋企的這種情況…對社會有

種抗拒性囉……而家就好少少，自己知道人哋嘅諗法同自己的諗法，永遠都不會

相同的，唔需要特登自卑。”以上敘述說明，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青少

年，內心其實處於非常矛盾、焦慮的狀態，一方面他們自卑感較強，對社會有

抗拒性，想要自暴自棄，但另一方面又有強烈的自救意識，極度相吻合。另外，

對於父母“不希望子女外出，怕學壞”的憂慮，有焦點小組參與者表示理解（受

訪者 P、O，第二場），亦有人表示外出不一定學壞（受訪者 K，第一場），但受

訪者 B（第一場）、受訪者 N（第二場）、以及受訪者 A和 Q（第三場）四位有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受訪者均表示父母希望自己外出。但結合家訪內容，

雖然受訪者 A表示父母希望自己外出，但受訪者 A父親在家訪中亦提到了對兒

子“最重要沒有學壞”的期望（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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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打機）、看動漫、及睡覺 

7.3.1 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打機） 
電話調查：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中，每天都會玩網上/電子遊戲者比例顯

著高於非隱蔽人群。將玩網上/電子遊戲對自己評定為中高/高重要性（6-10 分）

者之百分比，大幅高過非隱蔽人群（43.8% vs 23.5%）。無論是每天玩、每星期、

還是每月或更長的人群，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玩網上/電子遊戲花費時間平均

值均高於非隱蔽人群。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較非隱蔽人群，更有可能受到家

人或好友玩太多遊戲的警告（有時50% vs 33.5%；經常/每天 18.8% vs 9.3%）。

消磨時間（81.3% vs 60.4%）和沒有其他更好事情可以做（43.8% vs 20.7%）

是最受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認可的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認可比例遠高

於非隱蔽者。 

家訪：10名受訪家庭家長對於子女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的情況十分敏

感，一半的家長層因子女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時間過長而與之產生衝突（B、

D、E、I、J）。與此同時，在其餘沒有直接涉及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的題目

中，家長都會主動提到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的負面影響。受訪者 B母親提到

“擔心成績差，開始上網後，成績轉差”（5.2.2）；受訪者 H母親提到“在家

時，同電腦玩，不會（與家人）有交流”（5.2.3）；受訪者 D母親講到“（子

女和家長）會有幾個小時不會傾談……擔心整天玩網上/電子遊戲，會傷害眼睛”

（5.2.5）；受訪者 B姐姐答到“非常少（朋友），因玩電腦、玩網上/電子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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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出門”（5.2.21）。以上敘述表達了家長對於子女沉迷上網或網上/電子遊戲

的擔憂。在應對措施上，受訪者 A父親表示“沒有嘗試限制，覺得自己不懂電

腦”；受訪者 B母親答“試過一個月不交網費”；受訪者 C母親亦表示“試過

停了上網”受訪者 E父親說“會用強硬態度教育他”（5.2.9）；但以上家長均表

示自己的行為沒有收到理想效果。 

焦點小組：受訪者 A和 Q（第三場）在所有參與者中每日花在玩網上/電

子遊戲上的時間最長，前者“14、15 個鐘”，後者“12 個鐘”，同時 Q還承

認“睇過有叫做咩上網成癮綜合症……似乎我有少少咁嘅情況出現囉…… 即係

有陣時你唔上網……好辛苦呀!囉囉亂!……就算係上住網無嘢做都好啦……望住

佢就得啦，好似精神咗咁。”對於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

消磨時間，如受訪者 A“而家因為太悶……都係打嚟消磨時間囉”；其二是獲得

成就感，如受訪者N（第二場）“點解佢哋鍾意打機呢？佢哋想攞番D成就感……

尋求勝利感，存在感呀。除左打機之外，真係冇咩㗎咋……呢 D嘢係自己身上

發生。”電話調查數據顯示，消磨時間和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是最受隱

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認可的玩網上/電子遊戲原因，這一點在焦點小組受訪

者 A身上得到驗證；至於為何這類青少年更傾向於將玩網上/電子遊戲重要性評

定為中高/高，在受訪者 N表述中可以找到答案——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太多挫

敗，得不到外界認可，因此需要通過玩網上/電子遊戲獲取成就感。至於家訪中

父母面對子女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而束手無策、無法改變的情況，則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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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能了解到子女內心世界的真實感受，根本問題得不到解決（自卑/得不到認可），

表徵行為（玩網上/電子遊戲獲取成就感）就很難通過強硬手段（斷網、拔線等）

戒除。 

7.3.2 看動畫/漫畫 
電話調查：兩個群體有看動漫的比重相若（52.9%，53.3%）。看動漫的頻

率絕大多數都在每星期/每月/多月（88.9%，87.5%）。兩組人群因看動漫而受

到家人或好友警告的比例均不高，但有隱蔽特徵者經常/每天收到警告比例略高

（5.9%，1.9%）；兩組人因沒有看動漫而產生各種不安情緒的情況亦均屬少數。

可以看出，澳門情況來看，動漫對於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的影響力較弱，

明顯遜於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 

家訪：部分家長表示子女有看動漫的習慣，但多數表示時間尚屬合理，只

有受訪者 E父親表示“不太合理，因為有時會看一整天，要看完整套……提醒他

要有節制，但沒有效果”。 

焦點小組：訪談中沒有受訪者表現出對動漫特別癡迷，結合家訪可知，動

漫對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產生的負面影響遠遠小於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

戲。但受訪者M（第二場）有提出“好似日本咁樣，搞番 D動漫節，唔係一定

係動漫節，係個 D地方專賣個 D有，專參觀個 D嘢，又同動漫有關嘅”，認

為這樣可以吸引對動漫有興趣的隱青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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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睡覺 
電話調查：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在睡覺上的平均時間高於非隱蔽人群（8.39 

vs 7.80 小時/日）。 

家訪：多數家長表示子女每天睡眠時間在 8小時或以上。但另一方面，從

作息時間來看，部分受訪者處於一種“晝伏夜出”的生活狀態。受訪者 D母親

說“一般睡覺時間﹕4:00am-4:00pm”；E父親說“通常零晨 3-5 點才睡，到

下午甚至晚上 7時才起身”；H母親說“淩晨 2 點多睡，早上 11點起床”；I

父親說“通常零晨 1、2點睡”（5.2.14）。從身份來看，D為夜間部初中學生、

H為餐飲業工作者、E和 I則為失業狀態。四人白天均處於較為閒散的狀態，因

此很可能用睡覺來打發時間。 

焦點小組：焦點小組沒有對該議題進行討論。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05 

7.4  生活狀態 

7.4.1 個人生活態度 
電話調查：與非隱蔽人群相比，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更害怕出席人多的

場合（36.4% vs 21.3%），也更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機會發揮所長（30.3% vs 

18.5%），但同時，他們較非隱蔽人群更不滿意目前生活（31.3% vs 8.6%）、更

想要改變現狀（76.5% vs 48.5%），亦更傾向於訂立未來計劃（58.8% vs 49.2%）

以及人生目標（72.7% vs 63.7%）。 

家訪：出席人多場合情況來看，除 F、G、J家長表示子女社會交往能力尚

好外，其餘全部表示交往不多、較少、或很少（5.2.20）；除 F、G、J家長表示

子女朋友數量一般或多外，其餘全部表示不多、較少、或很少（5.2.21）；有 6

名家長表示子女曾有被排擠或欺負經歷（A、B、C、F、I、J）（5.2.25）；以上

情況雖不能完全等同電話調查中“害怕出席人多場合”的表述，但可以反映出，

多數較少出席人多場合，或在社交中有過不快的經歷。是否滿意現狀來看，有 4

名受訪者父母認為子女不滿意現在的生活（A、B、D、G）；有 3名家長不知道

子女是否滿意（C、H、I）；有 1名認為子女沒有這種思考（E）；只有 2名認為

子女滿意現狀（F、J）（5.2.17），一來說明部分受訪者確對生活現狀不滿，二來

亦說明部分家長對子女缺乏基本了解。 

焦點小組：出席人多場合方面，受訪者 A（第三場）曾表達“以前啦我會出

街玩啦，我會望地下，唔鍾意見到人笑啦……即係可能以前自己個樣比較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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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人哋喺到笑我咁囉”，表達出因自信心較低而對人多場合的恐懼心理；發

揮所長方面，受訪者 N（第二場）表示“因為每個人擅長個樣嘢都唔同……好似

我數學、美術、體育得，但係我英文、中文唔得，咁一樣冇用架，一樣都係學

校唔收我，踢我走……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已經冇天生我才必有用呢樣嘢”，

表達了該類人群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機會發揮所長的心態；生活滿意度/改變現

狀方面，承認曾經隱蔽的受訪者 N（第二場）和 Q（第三場），都表達了明顯的

自救意識，N講到“就算人哋唔認同你，唔可以搞到自己都唔認同自己”，Q

講到“（我）有一排都被人咁樣㗎（被人欺負），可能我適應力比較強掛，俾佢

罵完之後好似蟑螂咁彈番起身”。 

 

7.4.2 朋友/社交/與他人相處 
電話調查：與非隱蔽人群相比，有隱蔽特徵者更傾向於不參與學校/公司/

朋友舉辦的活動（34.4% vs 21.1%）、更容易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有

時 18.2% vs 12.2%；經常/每天 6.1% vs 2.4%）、更少得到別人讚賞（45.5% vs 

28.2%）、更經常有不想上課/上班的念頭（31.3% vs 16.7%）、以及更少參與公

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75% vs 48.2%）。 

家訪：10名受訪家庭中，除 F、G、J家長表示子女社會交往能力尚好外，

其餘全部表示交往不多、較少、或很少（5.2.20），如受訪者 B姐姐講到“非常

少，因玩電腦、打機，不想出門”，受訪者 I 父親講“以前多朋友，現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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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朋友少”（5.2.21）；除 F、G、J家長表示子女朋友數量一般或多外，其餘

全部表示不多、較少、或很少（5.2.21）；有 6名家長表示子女曾有被排擠或欺

負經歷（A、B、C、F、I、J）（5.2.25）；除A家長外，其餘父母均表示目前較

少或沒有從事社會活動（5.2.22），以上信息與電話調查結果基本相符。 

焦點小組：社會交往方面，較為典型的是受訪者 A（第三場），A主要活動

時在家玩網上/電子遊戲，之前閒暇時間喜歡獨自遊車河，“搭 33去氹仔，搭

番 33返屋”，雖然亦會打羽毛球，但也“得一個”朋友可以一起打；得到別人

讚賞方面，受訪者 N（第二場）在學業和工作受到挫折後，在家中一直受到父

母的貶低和責罵，“你當我係垃圾，ok，我認呀，我都做左好多年垃圾啦，你

哋都唔理我嘅，你哋唔理我不特止，你仲要踩多兩腳……我D屋企人仲不如我

之前個社工”；受訪者 Q（第三場）亦談及同學對自己的嘲笑，“衣著、髪形、

服飾，全部都會俾人睇小啦……仲之差嘅嘢全部同佢哋扯上關係……（我）有一

排都被人咁樣㗎”。來自父母或同輩的貶低或嘲笑，加之其他排斥或欺負，讓

本來自卑感較強的青少年更無法接受和認同自己，日積月累，很可能越來越喜

歡獨處，儘量迴避人多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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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家庭狀況 

電話調查：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較非隱蔽人群得到更多家人的關注，如

父母的主動關心/照顧（81.8% vs 71.9%）、與家人充分的溝通（63.6% vs 54.4%）、

以及家人的欣賞及鼓勵（46.9% vs 35.8%），但他們亦受到父母更多對於學業成

績及表現的關注（64.7% vs 46.6%）。 

家訪：關心/照顧方面，多數父母表示有給予子女足夠的關懷或關心（5.2.32）；

與家人的溝通，多數表示會與子女有一定的交流（5.2.28），但當問及對子女的

了解程度時，有三名父母認為目前對子女的了解不足夠（B、C、D），A家長表

示“沒所謂”（5.2.29），需要注意的是，表示滿意對子女了解的父母中，E、H、

I家長在先前的題目中回答不出子女是否滿意生活現狀、是否喜歡獨處家中、是

否滿意現時家庭氣氛等問題，其實都是不了解子女的表現；學業方面，除A、E、

I 父母外，其餘家長均表示重視子女學業，但多數子女的反應為不出聲/沒反應、

不滿意、或不耐煩（C、F、G、H、J），表明父母的關注沒有成為子女努力讀書

的動力（5.2.31）。在關心/照顧和學業方面，家訪結果與電話調查基本一致，但

在溝通/了解方面，就與之呈相反結果。 

焦點小組：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的 4位受訪者呈現少溝通/無溝通或衝

突的狀態。少溝通/無溝通，為受訪者 B（第一場）和 A（第三場），B 講到：“冇

咩交談，大家都冇咩同大家講嘢”，A則講到：“無事都會三個星期唔講嘢㗎 

喎……我老豆，佢好似一個比較偏激嘅人囉，同佢講乜佢都會窒頭窒勢。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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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會講”；衝突狀態則是受訪者 N（第二場）和 Q（第三場），N講到：“我同

阿媽……有時條線搭啱左的話，咪溝通到囉；搭錯左的話，咪溝通唔到囉……好

似譬如你由你十八歲個陣時，遇到挫折。你同佢哋（父母）相處左十八年，咁

樣十八年你都可以放棄的話，咁樣被放棄個位個心裏會點諗呀？”Q講到：“幾

難溝通下。講完佢哋都唔聽，咁等於冇講咁。廢話咁樣㗎。佢又會鬧番我…………

大家互相指責。我都唔知點相處”。少溝通/無溝通和衝突狀態的表達，與電話

調查結果相反，同時，N的言語中亦表達出父母沒有給予自己充分的欣賞及鼓

勵，亦與電話調查矛盾。另外，上文中對於是否想要獨處（7.2.3）和上網或玩

網上/電子遊戲（7.3.1）的綜合分析都顯示，父母其實相當缺乏對子女的了解，

這些同雙方的溝通程度較少都是有很大關聯的。 

在父母、子女之間的溝通和了解上，電話調查數據呈現較為理想的狀態，

而家訪和焦點訪談的結果就較為令人擔憂。由於電話調查在該題目上的交叉分

析並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性，所以兩組人群的差異（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更

易與家人有充分的溝通和得到家人欣賞和鼓勵），可能是由於抽樣誤差所以，並

非真實情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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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論及建議 
 

本章摘要：本章作為「澳門隱蔽青年研究期末報告」正文部分的最後一個章節，
首先，對澳門隱蔽青年現象進行了總結和思考（8.1）；其次，提出相關建議，

藉此向隱蔽人群提供幫助，以及對全社會加強教育和宣傳，預防非隱蔽青少年

走向隱蔽（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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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澳門隱蔽青年現象現狀及思考 

8.1.1 現狀評估 
就 12-24 歲本澳青少年這一群體來看，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特徵群體佔總

體的不到 2.2%13。雖然總體情況相對電話調查結果有所減輕，但並不代表這一
群體是可以被忽略的。研究中發現，導致比重高估的主要原因在於，部分在電

話調查中回答“無讀書/無就業”的受訪者，在稍後的家訪和焦點小組中，被獲

悉本身有讀書/就業，或剛剛恢復讀書/就業身份。但需要注意的是，家訪和焦

點小組訪談發現，上述被“誤判”的群體，尤其是“剛剛恢復讀書/就業”身份

的青少年，本身課業成績不佳，或者從事藍領、低技術含量、低收入的工作，

因此工作上變動的可能性很大，若在未來找不到理想工作或再次失業，就會再

度被歸入“無讀書/無就業”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者行列。更重要的是，雖然

目前處於讀書/就業的身份，訪談中發現這類青少年的人生態度、社會交往、自

尊心、自信心、生活模式、家庭關係等等都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偏差現象。因此，

如何發現並為這群潛在隱蔽群體給予鼓勵和支持，防止情況進一步惡化，其意

義不亞於幫助完全隱蔽青年走出困境。 
 

 
 
                                                      13 電話調查測得比重為 2.2%，但結合後期家訪及焦點訪談結果可知，有高估情況出現。詳情參見小節 7.1。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12 

8.1.2 行為特徵 
由於社會交往能力較弱、自信心較低，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通常喜歡

一人獨處，在家中“晝伏夜出”，習慣通過玩網上/電子遊戲（打機）來消磨時

間和獲得成就感，其他興趣愛好較少，社會活動（公益/義工）對其的吸引力較

弱。這些特徵與過往文獻14中提及的“昏睡整日（甚至不洗澡），或者長時間玩
電腦遊戲、看書、看漫畫”的特點基本符合，當中看書和看漫畫現象雖然在家

訪和焦點訪談中部分案例有所提及，但以本澳的主體情況來看，玩網上/電子遊

戲（打機）仍是最突出的行為特徵。 

 

8.1.3 原因及影響探討 
家庭原因： 

(a). 文獻中對家庭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父母子女間不進行深

入交流，因此產生了“持續的誤解”現象；另一種是父母子女間的過度依賴，

令子女無法獨立。本研究發現，澳門情況與第一種情況的吻合度較高，即，父

母因為自認文化水平低無法溝通、或認為子女已經長大無需溝通、又或與子女

代溝嚴重不能溝通等種種原因，最終導致父母對子女內心世界極度陌生。子女

在長期得不到父母聆聽、支持、和關懷的情況下，極易對自我價值產生質疑，

形成沒有存在感的心理暗示，而這種暗示，亦會對子女的社會交往產生明顯的

                                                      14 對於過往文獻的詳細闡述，可參見第二章的相關內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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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響。 

(b). 除上部分提到的與其他地區研究相似的情況外，本研究還有一個基於

本澳情況的新發現，即，部分有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的澳門家長表示不希

望自己的子女外出，因為害怕子女在外學壞。基於對無讀書/無就業狀態青少年

在社會中誤交損友的擔憂，而希望子女留在家中的現象，其他地區的現有文獻

中尚未發現有所提及。雖然這一現象，在針對青少年的焦點小組中體現的不太

明顯，但不妨礙將其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可能性因素，在未來工作中與家長做實

際溝通時可作進一步了解和驗證。 

學校/教育制度原因：關於日本的研究還表示，教育體制給學生帶來的過度

壓力亦有可能給課業不甚理想者帶來挫敗感，造成嚴重的心理問題。該原因在

本研究中得到明顯的體現。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父母普遍更關注子女的學

業和表現，而課業失敗者在個案分析中被父母放棄和貶低，雙重打擊帶來的影

響，最終導致隱蔽現象的產生。另外，除課業失敗以外，來自同儕的排擠和欺

凌，亦是隱蔽心態加速形成的重要因素。 

社會原因：文獻中提到，日本和香港作為工作節奏快、社會競爭激烈的國

際城市，給一些自身能力較弱且自卑感較強的青少年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進

而因為逃避心理而隱蔽在家。這種社會原因在本澳的研究中亦有所體現，因學

歷低、工作上被看不起帶來的挫折感，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可能導致

青年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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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原因：日本研究還顯示，尋求一致性的“孔夫子文化”，讓集體對表

現不同的個體產生排斥，久而久之成為孤立的存在。該原因在本次研究中沒有

得到明顯的體現。可以說，現有資料來看，孔夫子文化（又或，集體主義）對

於本澳青少年隱蔽現象的影響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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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相關建議 

上文提到，提早預防青少年隱蔽現象的產生，和幫助已經隱蔽的青年走出

陰影，都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本部分的建議，將從政府、家庭、學校三方面，

同時提供預防和改善的建議。 

 

8.2.1 政府方面 
加大社會宣傳：隱蔽青年現象的產生，涉及個人、家庭、學校、以及社會

種種因素，想要做到預防和改善，要加強宣傳，讓社會大眾知悉本澳的隱蔽定

義、問題成因及所帶來的影響，增強全社會對該現象的關注。 

加強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核心團體對隱蔽問題的認識：提升其對隱蔽青年個

案的敏感度，以盡早作出預防及介入工作。具體方法如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

邀請相關學者及從事處理隱蔽問題的人士分享隱青狀況、服務現況及經驗等。 

持續觀察本澳及鄰近地區有關隱青問題的狀況及服務發展方向：具體方法

如，定期向本澳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核心團體搜集處理隱青問題的個案數字及情

況、搜集鄰近地區處理隱青問題的服務發展及相關方案等，並因應隱蔽問題的

情況及發展，適時評估及制定深化的預防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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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家庭方面 
正確的教育方式/與子女的溝通意識：本研究發現，家庭不恰當的教育方式

和淡漠的溝通意識，會為青少年的成長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相關部門可通過

社會宣傳、工作坊等方式，向父母傳達正確與子女溝通的方式，鼓勵父母加深

與子女的了解，聆聽他們的內心世界所想，重新建立子女對父母的信任。 

電腦技能培訓：幫助父母提高電腦技能，亦是促進雙方了解、增加共同話

題的有效途徑。另外，父母在對電腦及互聯網建立基本認識後，亦不會將使用

電腦和玩網上/電子遊戲直接畫上等號，可以減少雙方不必要的矛盾，避免子女

的反感情緒和逆反心理。 

向專業機構求助的意識：一些父母面對子女隱蔽在家束手無策，但同時又

沒有向外界求助的意識，或認為“家醜不可外揚”羞於對外提起。應通過加強

宣傳，改變父母的以上錯誤觀點，鼓勵其講出真實情況，給相關機構一個提供

幫助的機會，也給隱青自己一個改變現狀的機會。 

 

8.2.3 學校方面 
學校社工的積極聯絡和溝通：學校社工要定期與老師聯絡，發現有隱蔽傾

向的學生。一方面自己對其提供幫助；另一方面向相關部門報備，以便其他工

作的開展（上文提到，社會宣傳、活動舉辦等）；再一方面，亦可主動與其父母

聯絡，幫助改善家庭關係（如果有類似問題的話），此舉可以避免青少年因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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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面獲得過多的善意而加深對父母的敵意。 

老師的關懷和教導：老師在教育工作中，需要同時注意對兩類學生的教育，

一類是有隱蔽傾向的學生，另一類是對前者進行過明顯排擠或欺凌行為的學生。

對前者應儘量提供關懷和鼓勵，幫助其建立自信心；對後者應進行說服教育，

避免情況再次發生。但考慮到問題的特殊性，兩種教育都不適於以高調的方式

進行，以免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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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結語 

隱蔽青年現象的產生是個人、家庭、社會長期作用的結果，因此隱蔽狀況

的改善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這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目標，相關部門和工

作人員要有充分的耐性和做持久、反復工作的準備。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潛在隱蔽青年現象不容忽視，因此隱蔽青年的預防意義

不亞於改善，甚至比後者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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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研究限制 

是次研究乃本澳首次同類型研究，雖然研究團隊通過量化與質化結合的方

法來獲取全面且深入的數據，但難免有考慮不周或欠詳細的情況出現，主要有

以下五點： 

(a) . 由於電話調查進行於暑假和應屆學生畢業階段，部分受訪者對“無讀

書/無就業”的理解有所偏差，因此導致所得數據有對隱蔽/可能潛在隱蔽人群

比例高估的現象。 

(b) . 由於客觀因素限制，家訪和焦點訪談的個案數量有限，可能導致部分

資料的獲取欠完善，如，沒有訪問到對動漫有特別愛好的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

少年。 

(c) . 對於部分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家長因擔心子女在社會上誤交損

友而希望其留在家中的心態，因在過往文獻中沒有提及而無法預先設計和準備，

因此尚未有機會做進一步深入探究。 

(d) . 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表示對目前政府舉辦的活動均不感興趣，

因此，該群體希望參與哪些主題和類型的活動，有待進一步深入了解。 

(e) . 未有機會對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希望自己的哪些方面在社會中

發揮所長做具體了解。 

後續研究可以針對以上五點做進一步調查和探究。另外，由於玩網上/電子

遊戲在本澳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中屬於突出現象，未來亦可開展青少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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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網絡沉迷、網絡成癮等課題的研究，以期得到更加深入和具體的研究成果。 

另外，本研究在最初設計方案中提及“將透過回歸分析，找出影響隱蔽青

年的可能影響因素”，但終期報告經考慮取消了該部分的設置，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由於多種研究方法結合的優勢（電話、家訪、及焦點小組），多數在

過往研究中提及的影響隱青形成的因素已經在綜合分析中得以證實； 

其二，電話調查進行於研究第一階段，由於對本澳隱青現象尚不了解，問

卷設計基於其他地區的過往研究，因此部分在家訪和焦點訪談中發現的有價值

問題和澳門本土特有的情況無法問及（如，父母因怕子女學壞而不希望其外出

等）； 

其三，電話調查樣本中隱蔽/可能潛在隱蔽青少年數量僅佔總體的 2.2%（34

人），由於人數過少，回歸分析很可能因為統計結果無法呈現顯著性而失去意義。

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對隱蔽青年形成的可能影響因素，主要通過電話、家訪、

以及焦點小組三種調查的綜合分析得出。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21 

參考文獻 Clifford, T. (2002).  Home, All Alone. The Scotsman.  Fujita, T. (2007). Rapporteur’s comments,Workshop on Transition Policy for Young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 Tokyo, 26th–27th February.  Furlong, Andy. (2008). The Japanese hikikomori phenomenon:acute social withdrawal among young peopl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6.   Isobe, U. (2004). Hikikomori-ga Naoru Toki. Kōsōsha. Tokyo.  Hara, T., et al. (2003). Hikikomori-to Seishin -iryō. Seishin Igaku, 45(3): 278-291.  Jones, M., (2006). “Shutting Themselves In,” in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6/01/15/magazine/15japanese.html?pagewanted=print.  Kingery, Julie Newman., Erdley, Cynthia A., Marshall, Katherine C., Whitaker, Kyle G.Reuter, Tyson R. (2010). Peer Experiences of Anxious and Socially Withdrawn Youth: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Literature. Clin Child Fam Psychol Rev, 13:91–128.   Kaneko, Sachiko., (2006). Japan's ‘Socially Withdrawn Youths’ and Time Constraints in Japanese Society: Management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time in a support group for ‘hikikomori. Time Society, 15: 233–249.   Kobe. (2008). Study Visit on the Service for Youth in Social Withdrawal.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Report-Back Seminar.  Koyama, Asuka., Miyake, Yuko., Kawakam, Norito., Tsuchiya, Masao.,Tachimori, Hisateru., Takeshima, Tadashi. (2010). Lifetime prevalence,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hikikomori” in a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Japan. Psychiatry Research, 176: 69–74.  Krysinska, Dorota.(2006). Thesis for Master of Arts in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22 

Warsaw.   Ogino, T.(2004). Managing Categorizat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in Japan: Rehabilitation Process in a Private Support Group for Hikikomori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13: 120-133.  Rubin, K. H., & Burgess, K. B. (2001). Social withdrawal and anxiety. In M. W. Vasey & M. R. Dadds (Eds.),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of anxiety (pp. 407–43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ito, T. (1998). Shakaiteki Hikikomori [Social Withdrawal]. PHP Kenkyuujo, Tokyo. (in Japanese).  Saito T. (2002). Hikikomori Kyūshutsu Manyuaru.. How to Rescue Your Child from “Hikikomori.” PHP Kenkyūjo.  Saito, T. (2007). Personal interview. Tokyo.   Saito, T. (2003). Hikikomori Bunkaron. Kinokuniya Shoten. Tokyo.   Sakamoto, N., et al. (2005). Hikikomori, is it a Culture-Reactive or Culture-Bound Syndrome? Nidotherapy and a Clinical Vignette from O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 35 (2):191-198.  Shiokura, Y. (2002) Hikikomoru Wakamono-tachi (Withdrawing Youth). Tokyo: Asahi Shinbunsha.  Suwa, M., Suzuki, K. (2002). Psych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primary social withdrawal”. Seishin Shinkeigaku Zasshi 104:1228–1241 (in Japanese).  Takahata, T., 2003. A survey of withdrawal syndrome in Saitama prefecture. Seishin Igaku 45: 299–310 (in Japanese).  Wong , V. (2008). Young people in social withdrawal - an extreme form of social exclusion? Policy agenda and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ong, V. and Ying, W. (2006).‘Social withdrawal of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A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23 

social exclusion perspectiv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0(1/2):61-92.  Yates, S. and Payne, M. (2006). Not so NEET? A critique of the use of the ‘NEET’ in setting targets for intervention with young people.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9(3):329-344.  Zielenziger, M. (2006). Shutting out the Sun: How Japan Created its Own Lost Generation. New York: Nan A. Talese.  東方日報。（2005）。余若薇: 隱蔽青年令人憂心。  東方日報。（2007）。萬八隱蔽青年增兩倍。  禦宅族，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BE%A1%E5%AE%85%E6%97%8F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24 

附件一  

電話調查問卷 

 

一、一般狀況了解  工作學習情況： q1_1 請問你而家的身份主要係學生/就業/無讀書無就業？  1 學生（包括做兼職的學生）  2 就業（包括非學生，但做兼職） 【跳至 q1_4】  3 無讀書/無就業 【跳至 q1_5】  99 拒絕回答 （訪問完成）  q1_2 請問你暑假期間有冇做嘢（暑期工/part-time）？  1 沒有  2 有  99 拒絕回答  q1_3 請問你暑假後會否（繼續）做嘢( part-time )？  1 不會  2 會  99 拒絕回答  q1_4 你每天工作/上課(暑假前)的總時數為____小時？ 1  _____具體小時數 99  拒絕回答  1. 家中獨處以及與他人交流情況： q1_5 你暑假期間有幾何自己單獨一個人留係家中？（讀出 1－5） 1 不會【跳至 q2_1】 2 很少 3 間中 4經常 5 每天    99 拒絕回答  q1_6 除左暑假，你平時有幾何自己單獨一個人留係家中？（讀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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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會【跳至 q2_1】 2 很少 3 間中 4經常 5 每天    99 拒絕回答  q1_7 一般情況下，你自己一個人單獨連續留係家中有幾耐？ 1  一個禮拜內 2  一個月內  3  1-3 個月（不包含 3 個月） 4  3-6 個月（不包含 6 個月） 5  6-12 個月（不包含 12 個月） 6  一年或以上 99 拒絕回答  q1_8單獨留係家中的時候，你通常會保持與誰有溝通？（多選） 1  家人 2  朋友（真實生活） 3  網友 4  其他(請註明：                   ) 5  不同任何人有交流 99 拒絕回答  q1_9 你經常單獨留係家中的原因是甚麼？ (不提示，多選) 1  放暑假/不用返學/不用上班 （繼續追問：點解不出街？） 2  搵唔到工 3  唔想返工/返學 4  家裏人都不在家 ５ 不想見其他人 ６ 沒有其他人騷擾，可以做自己想做Ｄ嘢（自由） ７ 找不到朋友 ８  其他 (請註明：                   ) 99 拒絕回答  q1_10 其實你自己想不想自己單獨留係家中？  １  完全不想  ２  不太想  ３  都幾想  ４  非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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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沒意見  
二、網絡及媒介使用狀況 1. 互聯網： q2_1 你有沒有使用互聯網？ 1  有 2  沒有 【跳至 q2_2】  q2_1_1 你主要的網上活動是甚麼？(可多選)  1. 獲取資訊（搜尋引擎、有關貨品/服務/健康/房產/政府資訊/看新聞等）  2. 玩遊戲  3. 同人溝通 (email、MSN、ICQ、SMS，Chatting)  4. 網上購物、訂房/訂票(酒店、旅遊等)  5. 消閒娛樂 (音樂/影片/BT觀賞或下載等)  6. 教育/學習 (獲取學位、研究、問/做功課等)  7. 網上理財 (網上銀行、股票等)  8. 網上社區 (交朋友、聯繫、分享： 例如 facebook, twitter, 51, 人人等)  9. 個人博客、網頁、相簿等  10 搵工 (網上求職)  11. 公共服務 (申請政府文件、下載表格、繳費等)  12. 網絡電話/會議  13. 售賣貨品或服務（例如淘寶）  14. 下載或上載軟件  15. 網上博彩 (賭波等)  16. 其他(請註明)  q2_1_2a 你通常每星期上幾多日網？ 1  1 天 2  2 天 3  3 天 4  4 天 5  5 天 6  6 天 7  7 天 88 不清楚  q2_1_2b 平均來說，你一星期大約花幾多小時上網？ 1   ________具體小時數 88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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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係關於你對自己上網習慣嘅睇法，請你回答是否同意（追問程度），（隨機出現）  1   完全唔同意 2   唔同意 3   一般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88  沒意見/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q2_1_3a 你嘗試過限制自己的上網時間但白費心機 q2_1_3b 你的家人或好友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上網 q2_1_3c 你覺得花時間上網會影響你完成需要做的工作 q2_1_3d 你因為花時間上網而跟你的同伴/伴侶/家人爭吵 q2_1_3e 你寧願去上網而不顧你的朋友 q2_1_3f 當你上網時，你感到更加愉快或快樂 q2_1_3g 上網能幫助你逃離煩惱、消除悶氣或者不安 q2_1_3h 當你不能上網時，會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者心煩  q2_1_4 朋友有沒有因為你上網而疏遠你？ 1   有 2   沒有           88  不清楚/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2. 玩遊戲：  q2_2  你有沒有玩網上（網絡遊戲）/電子遊戲的習慣？  1  有 2  沒有 【跳至 q2_3】  q2_2_1  你玩網上/電子遊戲的類型是甚麼？(可多選)  1  動作類/格鬥類 2  射擊類 3  賽車類 4  益智類 5  賭博類 6  戰略模擬類/戰爭類 7  角色扮演類 8  育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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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請註明：                     )  q2_2_2a 請問你每天、每星期定係間中一個月先玩網上/電子遊戲？ 1   每天一次        【跳至 q2_2_2b1】 2   每天多次        【跳至 q2_2_2b1】 3   每星期一至多次  【跳至 q2_2_2b2】 4   每月一至多次    【跳至 q2_2_2b3】 5   幾個月才一次    【跳至 q2_2_2b3】 99  拒絕回答        【跳至 q2_2_3a1】  q2_2_2b1 如果是每天使用：每天使用多久？[小時]   【跳至 q2_2_2c1】 q2_2_2b2 如果是每星期使用：每星期一共使用多久？[小時] 【跳至 q2_2_2c1】 q2_2_2b3 如果是每月幾次或更少： 每次使用多久？[小時]  q2_2_2c1 一般來講，你連續玩多久？[小時] q2_2_2c2 最多的時候，你連續玩多久？[小時]   q2_2_3a1 你有冇同其他人一起玩？ 1 沒有                                     【跳至 q2_2_4】 2 有（親身與他人一起玩）                   【跳至 q2_2_4】 3 有（通過網路連線與他人一起玩）           【跳至 q2_2_4】     4 有，上述兩種都有    q2_2_3a2 多數親身一起還是通過網路連線玩？ 1 多數親身與他人一起玩  2 多數通過網路連線與他人一起玩  q2_2_4 如果以 0 分為非常不重要，10 分為非常重要，玩網上/電子遊戲對你來說有幾重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q2_2_5  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玩網上/電子遊戲？（讀出 1－5） 1 從來沒有 2 很少 3 間中 4 經常 5 每次都警告 99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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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_2_6  當你不能玩網上/電子遊戲時，有沒有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者心煩？（讀出 1－5） 1 從來沒有 2 很少 3 間中 4 經常 5 每次 99 拒絕回答  q2_2_7 你玩網上/電子遊戲的原因是甚麼？(可多選) 1  消磨時間 2  跟隨潮流 3  遊戲內容吸引 4  增加與朋友間的話題 5  為了逃避問題和舒緩低落的情緒 6  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7  在網上/電子遊戲中能獲得比現實生活更多的成功感 8  其他 (請註明：                     ) 99  拒絕回答  3. 動漫/漫畫：  q2_3 你有沒有觀看動畫/漫畫的習慣？ 1  有 2  沒有 【跳至 q2_4a】  q2_3_1 你看動畫/漫畫的類型是甚麼？(可多選)  1  搞笑  2  格鬥  3  愛情  4  運動/競賽  5  科幻  6  其他 (請註明：                     )  q2_3_2a 請問你每天、每星期定係間中一個月先看動畫/漫畫？ 1  每天一次        【跳至 q2_3_2b1】 2  每天多次        【跳至 q2_3_2b1】 3  每星期一至多次  【跳至 q2_3_2b2】 4  每月一至多次    【跳至 q2_3_2b3】 5  幾個月才一次    【跳至 q2_3_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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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拒絕回答        【跳至 q2_3_3】  q2_3_2b1 如果是每天使用：每天看多久？[小時]          【跳至 q2_3_3】 q2_3_2b2 如果是每星期使用：每星期一共看多久？[小時]  【跳至 q2_3_3】 q2_3_2b3 如果是每月幾次或更少： 每次看多久？[小時]  q2_3_3 如果以 0 分為非常不重要，10 分為非常重要，看動畫/漫畫對你來說有幾重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q2_3_4  你的家人或好友有沒有警告過你花太多時間看動畫/漫畫？（讀出 1－5） 1 從來沒有 2 很少 3 間中 4 經常 5 每次都警告 6 拒絕回答  q2_3_5  當你不能看動畫/漫畫時，有沒有感到坐立不安、情緒不好或者心煩？（讀出 1－5） 1 從來沒有 2 很少 3 間中 4 經常 5 每次 6 拒絕回答  q2_3_6 你看動畫/漫畫的原因是甚麼？(可多選) 1   消磨時間 2   跟隨潮流 3   故事情節吸引 4   增加與朋友間的話題 5   為了逃避問題和舒緩低落的情緒 6   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7   其他 (請註明：                     ) 99  拒絕回答  4. 媒介及其他： 
 平均來說，你每天花幾多小時在以下活動： q2_4a 看電視？__________具體小時數（0=沒有；99=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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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_4b 看報紙？__________具體小時數（0=沒有；99=不清楚） q2_4c 看雜誌？__________具體小時數（0=沒有；99=不清楚） q2_4d做運動？__________具體小時數（0=沒有；99=不清楚） q2_4e睡覺？__________具體小時數（0=沒有是不可能的；99=不清楚）  
三、個人對生活的態度、活動、社交和家庭狀況 1. 個人生活 以下係關於你對自己現時個人及生活嘅睇法，請你回答是否同意。（追問程度）  1   完全唔同意 2   唔同意 3   一般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88  沒意見/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q3_1a  你滿意現在的生活 q3_1b  你從未想過改變現在的生活 q3_1c  你已經有未來一個月的生活/工作計劃 q3_1d  你有訂下人生目標  q3_1e  你滿意自己的外表 q3_1f  你介意別人對你的睇法 q3_1g  你認為自己在學業/事業上常遭受挫折 q3_1h  你經常認為自己比不上別人  q3_1i  你喜歡與人交往 q3_1j  你有困難時容易找到他人傾談或求助 q3_1k  你平時喜歡獨處家中 q3_1l  你害怕出席人多的場合 q3_1m  你向別人發問時經常感到緊張 q3_1n  你認為自己有足夠機會發揮個人所長  2. 活動參與 請問過去半年，你參加以下活動/遇到的情況的頻率，請回答： 1從不 2很少 3 有時 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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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幾乎每天 9 拒答  q3_2a  參與學校/公司/朋友舉辦的活動（分清身份） q3_2b  被別人排斥/欺負/批評/責罵 q3_2c  得到別人的讚賞 q3_2d  向別人表達自己的看法或意見 q3_2e  不想上課/上班  q3_2f   與同事/朋友約會 q3_2g  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 q3_2h  有充足的睡眠時間  3. 對社會的看法： 接下來請你回答你對澳門現況的看法，是否滿意以下情況：  1   完全唔滿意 2   唔滿意 3   一般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88  沒意見/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q3_3a  澳門現行的教育制度 q3_3b  澳門現行的政制發展 q3_3c  澳門現行的社會資源分配 q3_3d  澳門現行的就業環境  4. 家庭關係 以下是有關你對自己家庭狀況的看法，請你回答是否同意（追問程度）：  1   完全唔同意 2   唔同意 3   一般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88  沒意見/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q3_4a  父母會主動關心/照顧你 q3_4b  你和家人間經常有充份的溝通 q3_4c  你經常與家人一起出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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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_4d  你經常得到家人的欣賞及鼓勵 q3_4e   父母重視你的學業成績及表現，多於你的個人興趣或專長？   
四、大眾認知及檢定  1. 對“隱青”的理解及認知 目前流行講隱蔽青年或者宅男/宅女、電車男/女，我們想聽聽你的意見，沒有對與錯，只需講出你的看法就行。 1＝否；2＝是；9 = 不清楚 q4_1a  隠蔽青年是不想工作/上課的  q4_1b  隱蔽青年多數是失業/失學的 q4_1c  隠蔽青年是足不出戶的 q4_1d  隠蔽青年是沉迷上網的 q4_1e  隠蔽青年是沉迷網上/電子遊戲的 q4_1f   隠蔽青年是沉迷動畫/漫畫的  q4_2 你認為隠蔽青年的成因歸究於甚麼？ (可多選) 1  不被認同或重視 2  被排斥或欺負 3  缺乏自信 4  缺乏關懷 5  缺乏成功感 6  家庭過份保護 7  家庭環境較差 8  其他 (請註明：                   ) 99  拒絕回答  q4_3a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是”隠蔽青年或宅男/宅女/電車男/女”? 1   有， 請問有多少個?_______________ 2   沒有 88  不知道/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q4_3b 你認為自己是不是”隠蔽青年或宅男/宅女/電車男/女”? 1   是 2   不是 88  不知道/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q4_3c  你有沒有俾人稱呼過做"御宅族"、"宅男/宅女”或"電車男/女"等？ 1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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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沒有 88  不知道/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五、受訪者特徵 以下是有關你的個人資料(所有資料將絕對保密) d1  性別： 1  男 2  女  d2  請問你今年幾多歲？             88  不知道／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d3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甚麼 1  小學或以下 2  初中 3  高中 4  大專文憑/副學士 5  大學本科 6  碩士 7  博士 99 拒絕作答  d4  請問你目前的主要身份是就業、沒有工作或學生 1  就業                               2  學生                                 3  家庭主婦                                   4  失業/待業/找不到工作                5  其他 (請註明：                   )   99  拒絕回答                            d5  請問你個人每月平均收入大約多少（包括零用錢） 1   無收入 2   3000元或以下    3   3001元～6000元  4   6001元～9000元  5   9001元～12000元  6   12001元～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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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001元～18000元    8   18001元～21000元    9   21001元～24000元    10  24001元～27000元    11  27001元～30000元    12  30000元以上 88  不知道/很難說 99  拒絕回答  d6 你認為你的家庭環境是屬於一下哪個階層？ 1  有錢人家（上層） 2  中上 3  中等 4  中下 5  貧窮（下層） 9  不清楚  d7 請問你是否擁有以下東西？（逐一讀出）  1  手機  2  手提電腦/netbook  3  PSP或其他手掌遊戲機  4  PS2/PS3  5  Wii  6  Xbox  7  iPhone  8  iPad  9  iPod   d8  請問你住在哪一區 1  青洲區 2  台山區 3  黑沙環及祐漢區 4  黑沙環新填海區 5  望廈及水塘區 6  筷子基區 7  林茂塘區 8  高士德及雅廉訪區 9  新橋區 10 沙梨頭及大三巴區  11 荷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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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東望洋區（松山區） 13 新口岸區 14 新口岸填海區及南灣湖填海區 15 中區 16 下環區 17 南西灣及主教山區 18 海洋及小潭山區 19 氹仔中心區 20 氹仔：大學及北安灣區 21 氹仔：北安及大潭山區 22 氹仔：舊城及馬場區 23 路環區 24 其他 (請註明：                   ) 99 拒絕回答  d9  如果下次用互聯網進行調查或寄研究資料給你，請問你可否提供你的電郵地址給我們呢？ [99=不願意提供，999=沒有電子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10 如果我哋遲 D再打電話搵返你參與我們的焦點訪談或者家訪調查，唔知你願唔願意再接受我哋嘅訪問呢？ [如不願意,請強調調查的重要性,游說受訪者] 1 不願意 【跳至結束語】 2 願意  d11 為了將來能更好哋聯絡你參與我們的調查工作，希望你可以提供以下資料： 1 受訪者稱呼或姓氏【請注明】 2 (若受訪者少於 18歲)家長稱呼或姓氏【請注明】 3 拒絕透露  【結束語】訪問完成啦，唔該晒！祝你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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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家訪大綱 注：由於一個家庭可能擁有兩個或以上子女，因此，訪問員在訪問前需要向受訪家長說明，本次訪問是針對您特定的某個子女（即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有隱蔽特徵的那一個），以免混淆情況。  
� 身份 1.1 您的子女目前的身份是讀書還是就業？ 1.1.1 如果無讀書/無就業，為何不讀書/就業？ 1.1.2 如果讀書，是否經常逃學/不去上課？ 1.1.3 如果就業，是否經常換工作/不去上班？ 1.2 如果無讀書/無就業，子女的這種狀態是否令您擔憂？ 1.2.1 如果有擔憂，您是否嘗試與子女溝通，令其改變現狀？效果如何？ 1.2.2 如果有擔憂，您是否協助子女學習技能/找工作，令其改變現狀？效果如何？  
� 獨處家中 2.1您的子女是否會長期在家中獨處的？ 2.1.1 如果有，長期留在家中的時候，會不會跟其他人交流？跟誰交流？ 2.1.2 如果跟家人交流，交流哪些內容？ 2.1.3您是否覺得子女花太多時間在家中獨處？是否嘗試採取行動改變？什麽行動？效果如何？ 2.2 如果子女和家長同時在家，子女可以最長多久不主動同家長講話？ 2.2.1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2.3 在家時，您的子女會不會經常與同學/朋友/同事以電話或其他形式溝通？ 2.3.1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2.4 據您所知，您的子女會不會經常獲得同學/朋友/同事的邀約而外出？ 2.4.1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 上網行為 3.1您的子女上網嗎？ 3.1.1 如果有，每天大概上多久？知不知道子女上網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做什麽？ 3.1.2您認為子女現時花在網上的時間是否合理？你們是否因為上網過多而起過爭執？ 3.1.3 如果您認為時間過長，是否曾經嘗試限制其上網？用什麽方法？效果如何？  
� 玩網上/電子遊戲行為 3.2您的子女會玩網上/電子遊戲嗎？ 3.2.1 如果有，知不知道子女都在玩什麽類型的網上/電子遊戲？ 



「澳門隱蔽青年狀況研究」報告 

 

238 

3.2.2您認為子女現時花在玩遊戲上的時間是否合理？你們是否因為玩遊戲過多而起過爭執？ 3.2.3 如果您認為時間過長，是否曾經嘗試限制其玩遊戲？用什麽方法？效果如何？  
� 看動畫/漫畫 3.3您的子女會看動畫/漫畫嗎？ 3.3.1 如果有，知不知道子女都在看什麽類型的動畫/漫畫？ 3.3.2您認為子女現時花在看動漫上的時間是否合理？你們是否因為看動漫過多而起過爭執？ 3.3.3 如果您認為時間過長，是否曾經嘗試限制其看動畫/漫畫？用什麽方法？效果如何？  
� 其他活動 3.4請您描述子女的作息規律（幾點睡覺、幾點起身、平均一天睡多少小時）？ 3.5 子女留在家中時，除了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或看動畫/漫畫外，可有其他興趣愛好？ 3.5.1 如果有，當中是否有哪些是您所擔憂的？爲什麽？ 3.5.2您是否因為以上擔憂，而嘗試幫助他/她培養其他興趣愛好？是什麽？效果如何？  
� 個人對生活的態度： 4.1您認為子女是否滿意生活現狀？ 4.1.1 如果滿意（不滿意），您覺得原因是什麽？ 4.2您覺得子女是否喜歡還是不喜歡獨處家中？ 4.2.1 如果喜歡（或不喜歡），您覺得原因是什麽？ 4.3請描述您的子女的性格（內向/外向、自信/自卑、活潑/沉靜等）？ 4.3.1您是否認為她/他的性格對現在的生活狀態有影響？如果有影響，是怎樣的影響？  
� 活動/社交： 5.1 與同齡一般青少年比，您覺得您的子女的社會交往能力如何？ 5.2 與同齡一般青少年比，您覺得您的子女有較多、還是較少數量的朋友？ 5.2.1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5.3 與同齡一般青少年比，您覺得您的子女較多、還是較少參加社會活動（如參與公益活動(如捐款)或做義工）？ 5.3.1 這種狀態您認為是否正常？爲什麽？ 5.4 有冇參加體育活動？什麼？自願還是你迫佢？  5.5 有冇參加其他興趣活動？什麼？自願還是你迫佢？  5.6 在您的印象中，您的子女是否有被人排擠或欺負的經歷？ 5.4.1 如果有，您是否幫助其解決困難？如何幫助？效果如何？  
� 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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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您認為家庭中成員的關係和睦嗎？ 6.1.1 如果和睦（不和睦），有哪些表現？ 6.2您覺得，您的子女是否滿意現時的家庭氛圍？ 6.2.1 如果滿意（不滿意），有哪些表現？ 6.3 在您的家庭中，家長通常以怎樣的方式同子女溝通？請舉例說明。 6.4您是否滿意現時對子女的了解程度？ 6.4.1 如果不滿意，覺得哪些地方的了解不足夠？ 6.5 在您的家庭中，您是否覺得家長有過分縱容子女的表現？ 6.5.1 如果有，具體是什麽表現？ 6.6您的子女是否認為您或您的先生/太太過分注重其學業成績及表現？ 6.6.1 如果是，他/她是否有表達過不滿？如何表達？ 6.7您覺得你們家長有沒有給予子女足夠的關懷或者信心？  6.7.1 你認為子女感受到嗎？ 6.8您有冇聽過或者知道子女在學校或者工作上被“老師/同學”或“上司/同事”看不起？  6.8.1 有冇試過幫佢解決？有沒有解決到？  
� 大眾認知： 7.1 你有冇聽過隱蔽青年呢樣嘢？現時社會上出現了隱蔽青年現象，您如何理解這類人群（或者說，您覺得這是怎樣的一個人群）？ 7.2您覺得隱蔽青年成因應該歸究於甚麼？ 7.3 如果說隱蔽青年的特點是不想工作/上課、多數失業/失學、足不出戶、沉迷上網、或網上/電子遊戲、或動畫/漫畫，您認為您的子女是否屬於這類人群？ 7.4.1 如果屬於（不屬於），爲什麽？ 7.4.2 如果您認為您的子女屬於這類人群，您覺得造成現狀的原因是什麽？誰要負上主要責任？ 7.4.3 咁你嗰小朋友(仔仔/囡囡)有冇朋友好似她/他咁，如果有，有幾多個？ 7.4.4 咁你覺得應該如何去改善 e個情況？ 你認為社會又可以做D乜嘢？ 
� 人口特徵： 8.1您的家庭月收入大概在什麽水平（大約數字即可）？ 8.2您認為您的家庭環境屬於哪個階層（下層、中下、中等、中上、上層）？ 8.3您認為您每個月在子女身上的花銷，是否符合自己階層的平均水平？ 8.3.1 如果不符合，您認為是高於本階層，還是低於本階層？ 8.3.2 如果高於本階層，高出的部分主要花在了哪裡？ 8.4您是否了解子女每個月的花銷去向？如果了解，請大致描述。 8.5您的子女是否向您抱怨過自己不夠花銷？ 8.5.1 如果有，是哪方面不夠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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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焦點小組訪談大綱 

� 生活現狀 

1. 目前的生活狀況是如何呢？大家現在是讀緊書，還是就業？大致聊下。 

 

� 愛好/活動/社交 

2. 你會唔會經常留在家中呢？有冇因為出街或者不出街「匿埋屋企」俾家人鬧？你覺得點解家人會咁做？ 

 

3. 留在屋企的時候，都鍾意做些什麽呢？ 

 

4. a. 喜歡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嗎？為什麽喜歡呢？ 

b. 有沒有擔心自己花了太多時間在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上？是否有嘗試改變/戒掉？情況如何？ 

 

5. 我們在做家訪的時候了解到，有時父母會勸子女少點上網或玩網上/電子遊戲，但子女通常不會聽父母的勸導？你們會有這類事情發生嗎？通常情況如何呢？為什麽不想聽父母勸呢？ 

 

6. 有冇其他的嗜好？追問如何？怎樣？為什麼？ 

 

7. 平時會參加社會活動（如參與公益活動或做義工）嗎？參加過什麽？喜不喜歡？為什麽？ 

 

8. 平時會參加體育活動或戶外活動嗎？參加過什麽？喜不喜歡？為什麽？ 

 

9. 平時喜歡一個人獨處多 D，還是同朋友相處多 D？為什麽？ 

 

� 與家人相處 

10. 你滿意目前的家庭氛圍嗎？為什麽？平時有冇同家人爭吵？主要為什麽事爭吵？ 

 

11. 你覺得你的父母足夠瞭解你嗎？為什麽？你理想中父母子女溝通的狀態是怎樣的模式呢？ 你們最不喜歡父母用怎樣的方式同你溝通或管教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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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在做家訪的時候了解到，大多數父母認為自己有給予子女足夠的關心，但同時，他們又覺得不滿意現時對子女的了解程度？你們如何看待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呢？ 

 

13. a.有困難的時候，想過要找父母求助嗎？如果有，當時是怎樣的情況呢？如果沒有，為什麽？ 

b.假設你被人欺負，或者遇到唔開心，咁你會唔會同屋企人傾呢？點解呢？ 

 

14. 我們在做家訪的時候了解到，有的父母很擔心子女出街就會識到壞人，如果沒有讀書和就業，他們更希望子女留在家中。你們怎樣看這些父母的觀點呢？ 

 

� 個人對生活的態度 

15. 是否聽過“隱蔽青年”或“宅男/宅女”的一些名詞呢？平時有接觸過這類人嗎？ 

 

16. 你們認為他們的生活狀態或特徵是怎樣的呢？你覺得他們喜歡過這樣的生活嗎？ 

 

17. 你們覺得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是什麽？是自身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18. 被稱為“隱蔽青年”或“宅男/宅女”的青少年，經常在學校或工作的地方被人欺負？你們覺得原因何在？有沒有解決辦法呢？ 

 

19. a. 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做 D咩來改善那些隱青/宅男宅女的狀況（例如，與社會脫節/得不到別人認可/被人欺負等情況）？ 

b. 你覺得家庭可以做 D咩來改善那些隱青/宅男宅女的狀況？ 

c. 你覺得社會/政府可以做 D咩來改善那些隱青/宅男宅女的狀況？ 

 

 

 

---報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