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菸害廣告的成效與菸品廣告的挑戰 

---大學生背景變項、媒體接觸對反菸態度與吸菸行為的影響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菸害防治宣導與青少年的吸菸態度、行為之間的關

係。研究方法是設計青少年晚期菸害防治宣導接觸情況及吸菸態度行為的

自填式調查問卷，蒐集資料並分析，了解青少年菸害防治宣導訊息的接

觸、吸菸態度與行為的現況，並進一步了解菸害防治宣導訊息的接觸、吸

菸態度與行為之間的關係，目的為了解目前青少年晚期吸菸的現況，及目

前菸害防治宣導的成效，以作為未來菸害防治宣導的參考。 

研究發現反菸宣導的主要管道有電視(1)宣導廣告、(2)電視新聞、(3)

宣導海報、單張、手冊(4)家人，其中大眾媒介接觸中以電視宣導廣告、

人際管道則以學校老師及輔導人員的宣導效果最顯著， 

18-25歲青少年吸菸比率約一成三，其中有近五成在18歲以後首次嘗

試吸菸，青少年持續吸菸的主要原因為(1)壓力、挫折、(2)已經成為習慣；

可見有一半比例的青少年在18歲後開始嚐試吸菸，而此階段青少年吸菸的

主因與早期主因同儕壓力的影響有很大的不同，故如何針對此階段青少年

進行反菸宣導，是青少年菸害防治的重要一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青少年的吸菸態度與(1)香菸贈品、(2)香菸試抽

的媒介接觸量有顯著的相關，青少年的吸菸行為除受背景變項影響外，亦

受菸品廣告的影響，故再次證實菸品廣告能影響青少年的吸菸行為。 

大眾媒介宣導對於青少年反菸態度有顯著影響，故未來宣導可應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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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評估宣導效益。 

本研究針對晚期青少年菸害防制的具體建議有： 

(1)宣導的管道：善用大眾媒介管道強化或改變青少年對於反菸的態 

度，並輔以學校、家庭等人際管道改變青少年吸菸的行為。 

(2)宣導的目標族群：針對吸菸高危險族群，如男性、自己在外租屋、 

學業表現較差、零用錢較多、家中跟朋友吸菸人數愈多吸菸的比 

例較高，設計宣導訊息； 

(3)宣導的內容：一方面要對菸品廣告的錯誤資訊進行澄清，另一 

方面則需找出宣導的核心價值，倡導反菸價值並形塑整體社會反

菸文化。 

(4)宣導的目標：除針對一般大學生宣導菸害，另宣導/協助吸菸者戒

菸，亦是大學生菸害防制不可忽視的重點； 

(4)輔導教育層面：加強心理衛生教育，協助/輔導面對生活壓力與挫

折，避免其將吸菸作為紓解壓力的方式，對健康造成長期的威脅。 

(5)媒體教育層面：加強菸害媒體素養教育，澄清大學生對於吸菸的

錯誤認知，另依方面，也期提升其對菸品廣告訊息操弄得明辨能

力； 

(6)公共衛生政策層面：未來政策在規範菸品廣告時，建議關注各種 

意圖規避菸害防制法規，誘使青少年吸菸的衍生性菸品廣告，對

大學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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