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方案執行概況統計分析 

壹、 前言 

一、 撰研動機 

依據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推動藥（毒）癮者

個案家屬支持團體作為行動方案，以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為核

心理念，改善藥癮者家庭關係，建構家庭支持系統功能，促進藥癮

者復歸社會穩定生活為目標。爰本局接續推動「愛與陪伴社區支持

團體」方案，以定點定時、開放式團體辦理，鼓勵藥癮者及家屬自

由參加，提供藥癮個案及家屬開放、友善、接納、去標籤化之紓壓

交流場域，營造藥癮個案及家屬成員友善溝通環境。 

藉由藥癮者及家屬參與團體後瞭解輔導效能，對藥癮知識、自

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及家庭關係等效益，並運用問卷調查進行

方案整體執行成效分析，作為輔導藥癮個案處遇方向之參考。 

二、 撰研目的 

(一) 瞭解藥癮者個人狀況、家庭狀況與用藥原因關聯性。 

(二) 瞭解藥癮者對於社區支持團體整體執行成效的看法。 

(三) 瞭解藥癮者家屬對於社區支持團體執行成效的看法。 

貳、 各項統計分析 

一、 統計對象：本市藥癮個案及其家屬。 

二、 分析方法 

(一) 運用 109 年新世代反毒行動策略綱領-「愛與陪伴」社區支

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回饋單等進行資料收集。 

(二) 將相關問卷、回饋單等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分析。 

三、 分析項目 

(一) 藥癮者個人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宗教信仰、職業、工作、收入、家庭狀況、運動習慣、疾病

史及其他成癮行為等進行分析。 

(二) 探討藥癮者施用毒品的種類、施用時間、持續施用毒品的原

因及壓力問題。 

(三) 透過藥癮者家屬填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瞭解其知識、

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運用、與家庭關係的改變情形。 

(四) 透過家屬填答回饋單前、後測的看法，分析社區支持團體執

行效益。 

參、 109年度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成員態樣統計分析 

一、 服務狀況分析 

109年度參與成員(藥癮者及其家屬)共計95人/319人次，服務

78戶家庭/272家庭次。 

(一) 109年參加團體藥癮者為55人，發放填寫【「愛與陪伴」社

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共

計55份，回收47份，回收率85.4%。 

(二) 針對藥癮者及家屬分別進行相關問卷，評估團體輔導效能與

執行滿意度，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其中，藥癮者予以發放【「愛

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第二部分團

體整體表現】共計216份，回收196份，回收率90.7%；針對

家屬予以發放【愛與陪伴回饋單】共計發放206份(前、後測)，

回收192份，回收率93.2%。 

二、 現況分析 

(一) 基本人口學變項 

1. 性別統計 

(1) 整體成員性別概況：觀察參加團體成員性別，男性 



為 56人/188 人次(占 59%)，女性為 39人/131 人

次 (占 41%)。(如表 1、圖 1)  

性別 人數 人次 占比 

男性 56人 188人次 59% 

女性 39人 131人次 41% 

合計 95人 319人次 100% 

表 1參加成員性別統計 

圖 1參加成員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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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癮者：參加支持團體藥癮者共 55 人，男性為 44

人/163 人次(占 76%)，女性為 11 人/51人次佔(占

24%)(如表 2、圖 2-1)。 

(3) 家屬：參加支持團體的家屬共 40 人，男性為 12 人

/25 人次(占 24%)，女性為 28 人/80 人次(占 76%)。

(如表 2、圖 2-2)  

表 2 參加成員類別與性別統計 

 

團體成員類別    性別 人數 
人數 

占比 
人次 

人次 

占比 

藥癮者 
男性 44 80% 163 76% 

女性 11 20% 51 24% 

家屬 
男性 12 30% 25 24% 

女性 28 70% 80 76% 

合計 95 100% 319 100%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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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藥癮者家屬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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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團體藥癮者年齡統計 

109 年參加團體藥癮者為 55 人，有 8 人未完成填寫，有

效問卷為 47 份，分析藥癮者年齡，最多為 25 歲至 34 歲

( 19 人，40.4%)，第二為 35 歲至 44 歲次之( 16 人，34.0%)，

第三為 45 歲至 54 歲(9 人，19.2%)。顯示青壯年為施用

毒品施用危險群，可了解其工作、家庭及生活壓力關係。

(如表 3 及圖 3)  

年齡分布 人 數 占比 

18 歲以下 0 0.0% 

19 歲至 24 歲 0 0.0% 

25 歲至 34 歲 19 40.4% 

35 歲至 44 歲 16 34.0% 

45 歲至 54 歲 9 19.2% 

65 歲以上 3 6.4% 

 

 
圖 3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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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程度統計 

依據藥癮者填寫問卷發現，其教育程度最高是高中職及

大學以上(含研究所) (各 13 人，分別占 27.6%)，第二

為國中(10 人，21.3%) ，第三為專科(7人，14.9%)。從

數據中可發現施用毒品已非以往所認知低學歷族群，高

學歷族群施用人口也在逐漸增加中。(如表 4 及圖 4) 

表 4教育程度統計 

教育程度 人 數 占 比 

不識字 2 4.3% 

國小 2 4.3% 

國中 10 21.3% 

高中職 13 27.6% 

專科 7 14.9% 

大學以上 

(含研究所) 
13 27.6% 

 

圖 4 教育程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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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婚姻狀況統計 

藥癮者婚姻狀況，以未婚最多 (33 人，70.2%)，離

婚次之(10 人，21.3%)，第三為喪偶(2 人，4.3%)。

可觀察藥癮者是否因為施用毒品而導致離婚或難以

覓得結婚對象。 (如表 5，圖 5)  

 
表 5 婚姻狀況統計  

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未婚 33 70.2% 

已婚 1 2.1% 

離婚 10 21.3% 

分居 1 2.1% 

同居 0 0.0% 

喪偶 2 4.3% 

其他 0 0.0% 

 

圖 5婚姻狀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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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信仰統計 

透過問卷分析發現，藥癮者的宗教信仰，以佛教最多 (14

人，29.8%)，無宗教信仰次之(12 人，25.6%)，第三為道

教及基督教(各 7 人，分別占 14.9%)。(如表 6、圖 6) 

 
表 6宗教信仰統計 

宗教信仰 人數 占比 

無 12 25.6% 

佛教 14 29.8% 

道教 7 14.9% 

一般民間信仰 5 10.6% 

基督教 7 14.9% 

天主教 1 2.1% 

其他 1 2.1% 

 

 
圖 6宗教信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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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職業類別統計 

參加團體藥癮者以服務業及無業居多 (各 17 人，各占

36.2%)，其次為其他(7人，14.9%)，第三為商業(4 人，

8.5%)，可能因平時生活時間的彈性度較高，藥癮者更易

有施用藥物之行為。(如表 7、圖 7) 

 

表 7 職業類別統計 

職業類別 人數 占比 

無業 17 36.2% 

學生 0 0.0% 

商業 4 8.5% 

工礦運輸 1 2.1% 

服務業 17 36.2% 

製船業 0 0.0% 

軍公教 0 0.0% 

農漁牧 0 0.0% 

八大行業 1 2.1% 

其他 7 14.9% 
 

 

 

圖 7職業類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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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週工作時數統計 

藥癮者工作數，以無業居多(18 人，佔 38.3%)，其次為

一星期工作 40 小時(含)以上(17 人、36.2%)。從問卷中

可發現未就業的藥癮者可能無生活目標，而每週工作 40

小時以上的藥癮者可能有工作壓力或因工作需要提神等

原因而施用毒品。(如表 8、圖 8)  

圖 8每週工作時數統計 

表 8每週工作時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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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月平均收入統計 

藥癮者每月收入情形以無收入最多(16人，34.0%)，其

次為 20,001~30,000元 (10人，21.3%)，第三為

30,001~40,000元(7 人，14.9%)。此部分可觀察無工作

收入藥癮者，如何購買毒品施用，是否涉及犯罪行為，

如竊盜或販賣毒品等，另在有工作收入的藥癮者部分，

需了解施用藥物對家庭、經濟、人際互動等影響，有無

再犯情形。(如表 9、圖 9) 

表 9每月平均收入統計  

   每月平均收入 人數 占比 

無 16 34.0% 

10,000 元以下 4 8.5% 

10,000~20,000元 5 10.6% 

20,001~30,000元 10 21.3% 

30,001~40,000元 7 14.9% 

40,001~50,000元 2 4.3% 

50,000 元以上 3 6.4% 

 圖 9 每月平均收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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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庭結構統計(複選題) 

藥癮者家庭結構以單親家庭最多(23 人次，48.9%)，雙親

家庭次之(20 人次，42.6%)，第三為隔代教養及父母雙亡

(各 3人次，各占 6.4%)。從家庭結構統計中發現不論是

單親家庭或雙親家庭，使用毒品的差距漸縮，可探討家

庭中家人的互動、支持關係與藥癮者之間的影響。(如表

10，圖 10)  

表 10家庭結構統計 

藥癮者家庭結構 人次 占比 

雙親家庭 20 42.6% 

單親家庭 23 48.9% 

隔代教養 3 6.4% 

父母雙亡 3 6.4% 

被領養 1 2.1% 

安置機構 0 0.0% 

其他 2 4.3% 

 

 

圖 10 家庭結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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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質使用相關變項 

1.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年齡統計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年齡以 20 至 29 歲最多(20 人，

42.5%)，16 至 19 歲次之(17 人，36.2%)，第三為 12 至

15 歲(10人，21.3%)。(如表 11、圖 11)  
 

表 11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年齡統計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 人數 占比 

11 歲以下 0 0.0% 

12 至 15歲 10 21.3% 

16 至 19歲 17 36.2% 

20 至 29歲 20 42.5% 

30 至 39歲 0 0.0% 

40 至 49歲 0 0.0% 

50 至 69歲 0 0.0% 

 

圖 11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的年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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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種類統計(複選題)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以安非他命最多(31 人次，66.0%)，

K 他命次之(10 人次，21.3%)，搖頭丸第三(9 人次，19.1%)。

另外，從資料統計中發現初次使用毒品的藥癮者，使用

單一種毒品有 36 人(占 76.6%)，使用二種以上毒品有 11

人(占 23.4%)，出現混合使用情形，造成藥物加成作用，

未來在宣導上應強化混用藥物對身體產生嚴重危害性。  

表 12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種類統計 

初次使用毒品種類 人次 占比 

K 他命 10 21.3% 

FM2 1 2.1% 

安非他命 31 66.0% 

咖啡包 2 4.3% 

搖頭丸 9 19.1% 

海洛因 8 17.0% 

一粒眠 0 0.0% 

其他 6 12.8% 

 

 
圖 12 藥癮者初次使用毒品種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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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癮者使用毒品時間統計(複選題) 

藥癮者使用毒品的時間，以使用 9 年以上最多(17 人次，

36.2%)，顯示使用毒品時間超過 9 年，戒癮困難度相對

高，1 至 4 年以下次之(12 人次，25.5%)，第三為 4 至 7

年以下及 1 年以下(各 8 人次，分別占 17.0%)，顯示藥

癮者使用毒品後容易出現持續使用情形，可觀察施用毒

品時間與戒癮困難之間的影響。 (如表 13、圖 13)  

表 13 藥癮者使用毒品時間統計 

使用毒品時間 人次 占比 

1 年以下 8 17.0% 

1 至 4 年以下 12 25.5% 

4 至 7 年以下 8 17.0% 

7 至 9 年以下 2 4.3% 

9 年以上 17 36.2% 

 

 

圖 13藥癮者使用毒品時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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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癮者持續使用毒品原因統計(複選題) 

藥癮者持續使用毒品的原因，以朋友影響居冠(18 人

次，38.3%)，其次為紓壓(17 人次，36.2%)，第三為好

奇(16 人次，34.0%)。從資料中顯示藥癮者在面臨壓力

的情況下，容易受到朋友的影響再次使用毒品，未來持

續提供藥癮者自我覺察壓力與情緒，學習壓力因應及危

險辨識課程。(如表 14、圖 14) 

 
 表 14藥癮者持續使用毒品原因統計 

使用毒品原因 人次 占比 

好奇 16 34.0% 

紓壓 17 36.2% 

朋友影響 18 38.3% 

減肥 4 8.5% 

提神 9 19.1% 

家庭成員吸毒因此我也用 1 2.1% 

無聊 2 4.3% 

其他 9 19.1% 

 

 
圖 14 藥癮者持續使用毒品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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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藥癮者使用菸、酒、檳榔統計(複選題) 

藥癮者使用菸、酒、檳榔的情形，以抽菸最多(24 人次

51.1%)，無使用者次之(17人次，36.2%)，第三為喝酒

(11 人次，23.4%)，有物質濫用者達 38人次，顯示藥

癮者容易伴隨抽菸、喝酒或嚼食檳榔等行為。(如表

15、圖 15)  
 表 15 藥癮者使用菸、酒、檳榔統計 

使用菸、酒、 

檳榔情形 
人次比 占比 

喝酒 11 23.4% 

抽菸 24 51.1% 

嚼檳榔 3 6.4% 

無 17 36.2% 

其他 0 0.0% 

 

 
圖 15 藥癮者使用菸、酒、檳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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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藥癮者個人疾病史統計(複選題) 

藥癮者自認為無健康問題者最多(23 人次，48.9%)，精神

疾病和其他次之(各為 7 人次，各占 14.9%)，第三分別

為肝炎或肝硬化、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各為 5 人次，各

占 10.6%)，顯示藥癮者易伴隨共病問題，應協助提供醫

療相關支持。(如表 16，圖 16)  

 表 16 藥癮者個人疾病史統計 

   藥癮者疾病史 人次 占比 

無 23 48.9% 

精神疾病 7 14.9% 

慢性膀胱炎 0 0.0% 

腎臟病 0 0.0% 

肝炎或肝硬化 5 10.6% 

消化性潰瘍 1 2.1% 

心血管疾病 5 10.6% 

糖尿病 2 4.3% 

高血壓 5 10.6% 

性功能障礙 1 2.1% 

愛滋病 1 2.1% 

接觸性傳染病 2 4.3% 

其他 7 14.9% 

圖 16 藥癮者個人疾病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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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藥癮者壓力來源統計(複選題) 

從資料分析中可發現，藥癮者的壓力來源以失業壓力最

多(14 人，29.8%)，其次為工作壓力(12人，25.5%)，第

三為無壓力(10人次，21.3%)，第四為家庭壓力(9 人次，

19.1%)，顯示失業、工作和家庭的壓力或無生活目標，

可能會影響藥癮者是否施用藥物之前四項因素。(如表

17 及圖 17)  

圖 17 藥癮者壓力來源統計 

表 17 藥癮者壓力來源統計 

藥癮者壓力來源 人次 百分比 

無 10 21.3% 

失業壓力 14 29.8% 

工作壓力 12 25.5% 

課業壓力 1 2.1% 

經濟壓力 8 17.0% 

健康壓力 6 12.8% 

感情壓力 6 12.8% 

家庭壓力 9 19.1% 

同儕壓力 1 2.1% 

其他 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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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藥癮者壓力影響情緒及日常生活程度統計 

透過資料發現，藥癮者受壓力的影響，以中度影響最多

(19 人次，40.4%)，其次為無影響(15 人次，31.9%)，第

三為輕度影響(9 人次，19.2%)，因此對於失業者可提供

就業媒合服務或提供職業訓練資訊，鼓勵學習技能，擁

有一技之長；而為降低工作壓力，可於輔導過程教導工

作紓壓技巧；家庭部分，可安排家屬進行心理諮商，或

參與社區支持團體，提升家庭溝通能力與正向支持；無

壓力者，可鼓勵參與社區活動、培養生活興趣，從事社

會公益，幫助弱勢、建立生活目標與人生正確價值觀。

(如表 18及圖 18)  

表 18 壓力影響情緒及日常生活程度統計 

     壓力影響生活程度 人數 百分比 

無影響 15 31.9% 

輕度影響(1-3 分) 9 19.2% 

中度影響(4-6 分) 19 40.4% 

重度影響(7-10分) 4 8.5% 

圖 18 壓力影響情緒及日常生活程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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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癮者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統計 

「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施測，透

過團體學習了解藥癮者在毒品危害相關知識、解決問題的能

力及紓壓技巧的學習，及家庭溝通方式及互動關係，自我價

值及自信等的效能提升情形。其分析結果如下：(如圖 19)  

1. 第 1 題：我認為團體讓我認識毒品的危害。 

71.1%為「非常同意」， 23.7%為「同意」。 

2. 第 2 題：我認為團體讓我瞭解戒癮資源及求助管道。 

75.3%為「非常同意」，21.6%「同意」。 

3. 第 3 題：我認為團體讓我學習戒癮的方法。 

74.7%為「非常同意」，19.6%為「同意」。 

4. 第 4 題：我認為團體增加我的自信心。 

79.9%為「非常同意」， 17.5%為「同意」。 

5. 第 5 題：我認為團體幫助我改善家人互動關係。 

75.8%為「非常同意」， 19.6%為「同意」。 

6. 第 6 題：我認為團體給予我正向支持及鼓勵。 

80.4%為「非常同意」，18.0%為「同意」 

7. 第 7 題：我認為團體讓我覺得有安全感。 

77.2%「非常同意」， 19.7%為「同意」。 

8. 第 8 題：我認為團體讓我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71.6%「非常同意」，25.8%為「同意」。 

9. 第 9 題：我認為團體幫助我改善人際互動。 

73.7%為「非常同意」，21.6%為「同意」。 

10. 第 10題：我認為團體讓我學習家庭溝通的方法。 

76.8%為「非常同意」，17.0%為「同意」。 

11. 第 11題：我認為參加團體能紓解壓力。 



78.4%為「非常同意」，19.1%為「同意」。 

圖 19藥癮者學習成效統計 

(四) 藥癮者學習成效 

透過資料統計分析發現第 2、4、5、6、7、10 題等為 75%以

上｢非常同意｣，顯示藥癮者參加團體後在｢認知｣及｢自我效

能｣有顯著的學習與提升，藥癮者認為，團體能給予正向支

持及鼓勵、增加自信、紓解壓力，因此團體能提供藥癮者在

面對生活壓力困境時，給予安全、穩定的空間，提升自我改

變動力。 

(五) 家屬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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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愛與陪伴」回饋單前、後測分析，了解家屬參加團

體後增加知識、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的

服務效益等情形結果如下:  

1. 知識 

家屬在未參加團體前對於家中藥癮者施用的毒品種類、對

生理造成的影響等相關知識的不足，不清楚求助管道及社

會資源運用薄弱，透過問卷發現家屬參加團體後，增加了

對藥物和成癮基礎知能，包含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藥

癮者施用毒品後的身心狀態與行為態樣，了解家中有藥癮

者時，如何尋求社會提供的資源及服務內容。 

(1) 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非常同意+同意由

46.8%(前測)增加至 62.6%(後測)，提升了 15.8%。

(如圖 20、21)。 

 

 

 

圖 20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前、後測)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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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非常同意+同意

由 41.4%(前測)增加至 72.9%(後測)，提升 31.5%。

(如圖 22) 

 

 

 

 

 

 

 

 

 

 

 

 

圖 21 承上述，我目前較了解的毒品相關知識 (前、後測)統計 

 

 

 

 

 

 

 

 

 

 

 

圖 22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前、後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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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效能 

家屬在面對家中藥癮者往往有許多複雜的情緒，如自責、

愧疚、失望、憤怒，為了對其有所彌補，多以藥癮者的事

務為生活重心，忽略了自己的重要性，透過團體參與，家

屬學習放下對藥癮者的擔心與責任，面對與接納藥癮者所

帶來的壓力問題，認識自己的優點、提升自我價值，調整

心態，學習自我照顧，改變自己再照顧他人。 

(1) 我會先照顧好自己，非常同意+同意由 51.7%(前測)提

升至 77.9%(後測)，增加 26.2%。(如圖 23) 

(2) 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的壓力，非常同意+同

意由 38.6%(前測)提升至 66.3%(後測)，增加 27.7%。

(如圖 24) 

 

圖 23我會先照顧好自己(前、後測)統計 

  

圖 24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的壓力(前、後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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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緒支持 

家屬長期陪伴家中藥癮者，其情緒壓力大，無法找到宣洩

抒發的出口，透過團體參與，家屬能得到心理上的支持，

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與及紓解壓力方式，才有能力重新將

重點轉回藥癮者身上。 

(1) 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非常同意+同意由

40.5%(前測)提升至 70.9%(後測)，增加 30.4%。(如

圖 25) 

 

(2) 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得壓力減少，非常同 

意+同意由 46.6%(前測)提升至 74.4%(後測)，增加 

27.8%。(如圖 26) 

   

圖 25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前、後測)統計 

 

圖 26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得壓力減少 (前、後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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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源 

家屬需要足夠的資源協助解決家中藥癮者所帶來的問題，

例如醫療、經濟、就業、法律等，常常因為害怕別人發現，

擔心被污名標籤而拒絕尋求協助，家屬參與團體後，提升

社區藥癮資源的認識，且願意使用資源，降低家庭所帶來

的危機及衝突，協助藥癮者穩定生活。 
(1) 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非常同意+同意由 51.3%(前

測)提升至 73.9% (後測)，增加 22.6%。(如圖 27) 

(2) 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非常同意+同意由 69.7%(前測)

提升至 83.1%(後測)，增加 13.4%。(如圖 28) 

 

   

圖 27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前、後測)統計 

   

圖 28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前、後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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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中有藥癮者時，家屬常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及問題，

如經濟、孩子教養、不知該如何相處、找不到求助的

管道，避免藥癮者復發問題及紓解壓力的方式等，透

過團體參與，家屬所面臨的避免藥癮者復發和與之相

處的兩大難題，由 51.7%(前測)降為 47.2%(後測)，問

題改善提升 4.5%。(如圖 28) 

5. 家庭關係 

多數的家庭關係，在藥癮者用藥之前即已存在，家庭的功

能不彰、溝通模式不佳，藥癮者持續反覆的用藥、出入監

所伴隨的經濟壓力讓彼此關係更加惡化。透過團體，家屬

能學習如何向家人或藥癮者表達自己的想法，共同面對家

中藥癮者的問題，成為藥癮者的支持力量。 
(1) 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非常同意+同意由

50.6%(前測)提升至 81.9%(後測)，增加 31.3%。(如圖

29)。 

 

   

圖 28目前已經改善的困難 (前、後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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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 (前、後測)統計 

(2) 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非常同意+同意由

67.0%(前測)提升至 84.8% (後測)，增加 17.8%。(如

圖 30) 

 

 

   

   

圖 30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 (前、後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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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家屬學習成效 

透過「愛與陪伴」回饋單前、後測分析結果發現(非常同意+
同意)，家屬參加團體後在知識、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

家庭關係比參加前提升 25%以上。其中影響家屬最多為｢我

知道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提升 31.5%，其次是｢我可以

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提升 31.3%，第三為｢我可以放心

表達生氣或難過｣，提升 30.4%，顯示團體有利於家屬學習如

何尋求社會資源，向家人或藥癮者表達內心的想法，增進彼

此互動關係，提升個人情緒的處理及紓解壓力的方式，陪伴

家中藥癮者面對藥癮問題。 (如圖 31) 

圖 31家屬學習成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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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團體執行情形 

1. 藥癮者初次施用毒品年齡以20至29最多(20人，42.5%)，
其次為16至19歲(17人，36.2%)，第三為12至15歲(10人，

21.3%)；施用毒品種類以安非他命最多(31人次，

66.0%)，K他命次之(10人次，21.3%)，第三為搖頭丸

(9人次，19.1%)；而影響藥藥癮者持續施用毒品的原

因，以朋友影響最多(18人次，38.3%)，其次為紓壓(17
人次，36.2%)，第三為好奇(16人次，34.0%)，顯示藥

癮者在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容易受到朋友影響而再次

施用毒品。 
2. 統計發現，藥癮者有抽菸、喝酒及嚼檳榔行為，以有

抽菸行為最多(24人次，51.1%)，其次為無抽菸、喝酒

及嚼檳榔行為(17人次，36.2%)，第三為有喝酒行為(11
人次，23.4%)，有物質濫用者達38人次，80.9%，顯示

藥癮者容易伴隨抽菸、喝酒或嚼食檳榔等行為。 
3. 從藥癮者個人疾病史統計資料發現，以無健康問題者

最多(23人次，48.9%)，精神疾病及其他次之(各為7人
次，各占14.9%)，第三分別為肝炎或肝硬化、心血管

疾病、高血壓(各為5人次，各占10.6%)，顯示藥癮者

伴隨共病問題。 
4. 施用毒品原因，以失業壓力影響最多(14人次，29.8%)，

其次為工作壓力(12人次，25.5%)，第三為無壓力(10人
次，21.3%)。顯示「無聊」、「無生活目標」亦為影響

藥癮者是否再施用藥物重要原因。 
5. 家屬於參加團體前對於家中藥癮者施用毒品的種類、

毒品對身體的危害、相關知識不足，生活多以藥癮者

為主，忽略身為家屬角色的重要性，因而承擔極大的

情緒壓力，又因害怕別人發現家中有藥癮者而被標籤、



污名化，拒絕尋求協助，導致藥癮者及家屬的問題未

獲得適當的協助，溝通的模式不佳，家庭問題持續惡

化。 

(二) 團體對藥癮者及家屬的實質協助情形 

1. 透過「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

卷資料統計分析，藥癮者參加團體後在｢認知｣及｢自

我效能｣有顯著的學習與提升，更了解戒癮資源及求

助管道、增加自信，增強戒癮改變動機。 
2. 透過團體討論互動，瞭解藥癮者生活及工作狀況，對

於失業藥癮者，提供就業媒合服務或職業訓練資訊，

鼓勵學習一技之長，以穩定生活，早日復歸社會。 
3. 提升家屬對毒品對的認識、瞭解家中藥癮者施用毒品

後的反應、強化連結社會資源的能力、學習自我照顧

及壓力調適方法、家庭溝通技巧，願意陪伴藥癮者面

對藥癮問題。 

二、 建議 

(一) 前端預防 

1. 運用本局110年度推出防毒線上看優質毒防宣導影

片，讓藥癮者及家屬平常運用手機觀看，增加其識

毒及拒毒知能。 

2. 結合公部門及民間六大網絡（社區、校園、企業職

場、宗教、商圈及多元族群），公私協力建立綿密

毒防網，推行「拒毒新運動」，並加強抽菸、喝酒

對身體的危害，降低青少年初次接觸毒品機會，以

達降低初犯目標。 

3. 加強民眾對新興毒品混藥辨識及認識，降低混藥之

危害性外，亦須增加戒癮醫療資訊，避免藥物濫用

及疾病的傳染，減少社會成本付出。 

(二) 後端輔導處遇 



1. 提供藥癮者及家屬更多元的求助管道及紓壓技巧，

鼓勵參與社區活動、培養生活興趣或安排進行心理

諮商減少壓力的發生。 

2. 積極推動社區團體等課程活動，透過團體課程之運

作，改善互動及家庭關係，透過家庭的力量，讓藥

癮者增加改變動機，穩定生活賦歸社會。 

3. 與勞工局及毒防基金會共同合作，強化職能訓練、

體驗及就業媒合，並提供「生活費、租屋費及租屋

押金、餐食券」等社會扶助與急難救助，協助順利

就業復歸社會。 

4. 透過與本市6家矯正機關合作，除辦理藥癮個案出監

前轉銜服務，並透過家屬團體、懇親會，給予家屬

相關社區團體訊息，以利藥癮者出監後，提供社區

關懷輔導及家屬安全、支持友善的資源與環境。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108 年新世代反毒行動策略綱領- 

「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         
                                                日期：108.2.15 修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麻煩您仔細閱讀和回答每一個題目題

並在□選適合的答案打 V)  

1. 年齡：      足歲 (民國      年     月生) 

2. 性別 

(1)□男   (2)□女    

3. 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小學   (3)□國中   (4)□高中

(職)   

(5) □專科    (6)□大學或 以上 

4. 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分居   

(5)□同居   (6)□喪偶   (7)□其它, 請說明:         

5. 宗教信仰 

(1)□無   (2)□佛教   (3)□道教   (4)□一般民間信  

仰 (5)□基督教   (6)□天主教 (7)□其它, 請說明:         

6. 職業 

(1)□無業   (2)□學生   (3)□商業  □(4)工礦運輸

業(5)□服務業   (6)□製造業 (7)□軍公教   (8)□農

您好：本局為瞭解您身心靈健康的情形，特設計此份問卷。這份問卷

共分二部份，第一部分是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團體整體表現，本問

卷所有結果均會保密，請您放心填答。有關資料的說明及內容如下，

煩請每題務必填寫，謝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關心

 

  

 



漁牧業   

 (9)□八大行業(酒店或 KTV 等)  (10)□其他，請說明:           

7.工作時數 

(1)□無業   (2)□一星期工作少於 20 小時   (3)□一

星期工作 20至 39小時  (4)□一星期工作 40小時(含)

以上    

8.工作型態 

(1)□日間 (2)□夜間 (3)□輪班制 (4)□不固定排班 

(4) □無 

9.每月平均收入 

(1)□無   (2)□10,000 元以下   (3)□10,000-20,000

元 (4)□  20,001-30,000 元 (5)□30,001-40,000 元    

(6)□40,001-50,000 元   (7)□50,000 元以上     

10.我初次使用毒品的年齡  

 (1)□11 歲以下(2)□12-15 歲(3)□16-19 歲(4)□20-29 

 (3)□30-39  (4)□40-49 (5)□50-69 

11.初次使用毒品種類(可複選) 

(1)□K 他命   (2)□FM2   (3)□安非他命   (4)□咖

啡包 (5)□搖頭丸 (6)□海洛因 (7)□一粒眠 (8)□其

他， 請說明:         

12.我使用毒品的時間（可複選） 

 (1)□1 年以下   (2)□1-4 年以下   (3)□4-7年以下   

 (4)□7-9 年以下  (5)□9 年及以上 

13.我會持續使用毒品的原因(可複選)   

(1)□好奇   (2)□紓壓   (3)□朋友影響   

(4)□減肥  (5)□提神 (6)□家庭成員吸毒因此我也用   

(8)□無聊   (9)□其他，請說明:         



14.我有下列行為或習慣 

(1)□喝酒 (2)□抽菸 (3)□嚼檳榔 (4)□無  

(5)□其他，請說明 

15.運動習慣(每天 30 分鐘計算) 

(1)□沒有運動習慣 (2)□每週 3 天以下 (3)□每週 3-5  

天(4)□每週 5 天以上 

16.個人疾病史(可複選) 

(1)□無 (2)□精神疾病 (3)□慢性膀胱炎 (4)□腎臟病   

 (5)□肝炎或肝硬化 (6)□消化性潰瘍 (7)□心血管疾病   

(8)□糖尿病 (9)□高血壓 (10)□性功能障礙 (11)愛滋 

病(12)□性接觸傳染疾病 (13)□其他, 請說明:         

17.家庭狀況(可複選) 

(1)□雙親家庭   (2)□單親家庭(□父歿□母歿□父母

離婚□父母分居□父母未婚) (3)□隔代教養  (4)□父

母雙亡   (5)□被領養 (6)□安置機構 (7)□其它,請說

明:         

18.最近半年您的壓力狀況(可複選) 

(1)□無   (2)□失業壓力   (3)□工作壓力  (4)□課

業壓力(5)□經濟壓力  (6)□健康壓力   (7)□感情壓

力 (8)□家庭壓力  (9)□同儕壓力   (10)□其他, 請

說明:         

19.整體而言，上述壓力(第 18 題)會影響您情緒及日常生

活的程度？(以 0-10 分) 

(1)□無影響 (2)□輕度影響(1-3) (3)□中度影響(4-6)  

(4)□重度影響(7-10) 



【第二部分 團體整體表現】 

這份問卷是想瞭解您身心靈健康，請仔細閱讀下面每題的題

目，然後在每題右邊數字上圈出一個最符合您目前想法的答

案。這些答案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請依照您自己的想法直

接作答。 

一、團體成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一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認為團體讓我認識毒品的危害。 1 2 3 4 5 

2.我認為團體讓我瞭解戒癮資源及求助管道。 1 2 3 4 5 

3.我認為團體讓我學習戒癮的方法。 1 2 3 4 5 

4.我認為團體增加我的自信心。 1 2 3 4 5 

5.我認為團體幫助我改善家人互動關係。 1 2 3 4 5 

6.我認為團體給予我正向支持及鼓勵。 1 2 3 4 5 

7.我認為團體讓我覺得有安全感。 1 2 3 4 5 

8.我認為團體讓我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1 2 3 4 5 

9.我認為團體幫助我改善人際互動關係。 1 2 3 4 5 

10.我認為團體讓我學習家庭溝通的方法。 1 2 3 4 5 



11.我認為參加團體能紓解壓力。 1 2 3 4 5 

二、講師表現滿意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一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講師的課程內容對我有幫助。 1 2 3 4 5 

2.講師的溝通能力與互動方式，有助於我放鬆情

 

1 2 3 4 5 

3.講師的帶領方式能增加我對團體的投入。 1 2 3 4 5 

三、工作人員服務滿意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一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您對於工作人員的態度（禮貌及親和程度）感到

 

1 2 3 4 5 

2.您對於工作服務人員的專業性感到滿意。 1 2 3 4 5 

3.您對於工作服務人員的服務效率感到滿意 1 2 3 4 5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  

（家屬前測） 

編號：      

各位親愛的家屬們好： 

  這份問卷是幫助準備相關服務包括課程／團體／活動

的工作人員及講師，日後能了解各位在接受各項服務時的

收穫與心得，在各項服務（含課程／團體／活動）開始時

需要您填寫本問卷，採不記名，且內容並無任何利益之用

途，您可以放心依照真實的感受及想法來填寫，非常感謝

您的合作！ 

 

1.請問您與家中藥癮者的關係？ 

□（外）祖父母  □父母  

□配偶 

□子女  □手足  □其他 

2.目前是否與藥癮者共同生活？ 

□是  □否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無

法

作

答 

3.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1 2 3 4 5 □ 

4.承上述，我目前較瞭解的是？

（有話請勾選） 

 

□上癮藥物有哪些 

□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 

□藥癮者的身心狀態及行為 

□日常如何與藥物成癮者相處 

□其他 

□ 

5.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

服務。 
1 2 3 4 5 □ 

6.我會先照顧好自己。 1 2 3 4 5 □ 



7.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

的壓力。 
1 2 3 4 5 □ 

8.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 1 2 3 4 5 □ 

9.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

覺得壓力減少。 
1 2 3 4 5 □ 

10.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1 2 3 4 5 □ 

11.承上述，我曾經所遇到的困難

是？（有的話請勾選） 

□不知如何與家中藥癮者相處 

□想避免家中藥癮者復發卻不

知如何做 

□家中孩童或家長安置或教育

問題難以解決 

□不知如何解決經濟困境 

□心理壓力大卻不知如何排解 

□沒有求助管道或無人支持 

□其他 

□ 

12.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1 2 3 4 5 □ 

13.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

通。 
1 2 3 4 5 □ 

14.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

題。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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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愛與陪伴」社區支持團體服務過程效益指標問卷 

（家屬後測） 

編號：      

各位親愛的家屬們好： 

  這份問卷是幫助準備相關服務，包括課程/團體/活動

的工作人員及講師能了解各位在參與服務時的收穫和心

得，在各項服務(含課程/團體/活動)結束後需要您填寫本

問卷，是想了解您參與過程中的體會與收穫，採不記名，

且內容並無任何利益之用途；您可以安心作答，並依照真

實的感受及想法填寫，也請您可想一下，在作答，謝謝您

的合作吉在課程/團體/活動中的投入！ 

 
1.請問您與家中藥癮者的關係？ 

□（外）祖父母  □父母  □

配偶 

□子女  □手足  □其他 

2.目前是否與藥癮者共同生活？ 

□是  □否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無

法

作

答 

3.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1 2 3 4 5 □ 

4.承上述，我目前較瞭解的是？

（有話請勾選） 

 

□上癮藥物有哪些 

□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 

□藥癮者的身心狀態及行為 

□日常如何與藥物成癮者相處 

□其他 

□ 

5.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

服務。 
1 2 3 4 5 □ 

6.我會先照顧好自己。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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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

的壓力。 
1 2 3 4 5 □ 

8.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 1 2 3 4 5 □ 

9.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

得壓力減少。 
1 2 3 4 5 □ 

10.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1 2 3 4 5 □ 

11.承上述，我曾經所遇到的困難

是？（有的話請勾選） 

□不知如何與家中藥癮者相處 

□想避免家中藥癮者復發卻不知

如何做 

□家中孩童或家長安置或教育問

題難以解決 

□不知如何解決經濟困境 

□心理壓力大卻不知如何排解 

□沒有求助管道或無人支持 

□其他 

□ 

12.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1 2 3 4 5 □ 

13.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

通。 
1 2 3 4 5 □ 

14.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

題。 
1 2 3 4 5 □ 

15.請描述與家人關係中哪些部分

有所改善？(請務必包含與藥癮家

人之間的關係) 

  

16.一系列的課程/團體/活動中有

哪些部份讓您感到最被安慰、覺

得最被支持或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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