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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青少年⾃殺—真如⼤衆想的如此簡單？

發布⽇期：112-12-29

本文作者為醫

學系⼤⼆學⽣

根據教育部和

衛福部過去

105年到109

年的統計，全

國學⽣的⾃殺

通報案件正以

驚⼈的速度逐

年攀升。與

105年的

1,089⼈相

比，109年的

案件數已達到

駭⼈的8,730

件，是前者的

8倍之多！其

中的死亡數則

由64件上升

⾄106件，比

例為1.65倍，趨勢稍緩。

只有台灣如此？世界各國的情況如何？

事實上，⾃殺想法在年輕群體當中并不罕⾒。平均每5個青少年當中就有⼀個想

過⾃殺，其嘗試⾃殺的機會更是⼀般⼈的8倍之多。縱觀幾個世界⼤國，如美

國、英國及⽇本的青少年近10年的⾃殺數據均不難發現，上述國家的青少年⾃

殺率也逐年攀升。根據世界衛⽣組織的統計，青少年輕⽣已經成為該族群第四⼤

死因。前三名分別是道路傷害、肺結核和親密暴⼒。雖然我國年輕族群的⾃殺率

在2015年當中的數據顯⽰在⼤部分國家中仍然屬於較低程度，但近年來更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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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正在嘗試⾃殺是⼀個無可否認的憾事。

相較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關於青少年⾃殺有較直觀的解釋，如美國因無槍⽀管制，

所以青年⼤部分通過飲彈⾃盡，抑或是近20年前的香港由於煤炭易取得，⾃殺

者的主要⽅式為燒炭，我國對於青少年⾃殺的成因認識仍然不⾜。其中⼀個主要

原因是投注在年輕族群⾃殺的質性研究難度太⾼。由於無法從已經結束⾃⼰⽣命

的青年獲取信息，剩下的線索來源就只剩他們⾝邊較為親近的⼈，包括家屬和朋

友（⼜稱⾃殺者遺族）。然⽽礙於隱私權的保護及⼼理上的創傷，⼤部分的遺族

連⾃殺關懷訪視員的通訊往來都拒絕，妄論研究⼈員。

青少年⾃殺原因：霸凌、草莓？

雖然也有針對本國青少年⾃殺的研究指出⾃殺成因可能包含⽗⺟離異、網路的使

⽤、缺乏睡眠或是精神疾病（針對國外青年）等，但相對於成年⼈的⾃殺因⼦，

青少年的顯得更為複雜且難以分析。事實上青少年尋短是⼀個複雜的歷程。根據

⼀篇2012年發表在「刺絡針」的文章指出，青少年⾃殺可能始於本⾝的⽣物遺

傳因⼦（即携帶精神疾患相關基因）或⽣活上的負⾯遭遇，抑或是其中⼀種⽽導

致精神疾病的產⽣，進⽽演變成⼼理上的壓抑或無助。往好處想的青年可能會選

擇緩解傷痛，但往壞處想的就會產⽣⾃殺想法。他們在接觸⾃殺相關資訊（可能

通過媒體）或是獲取相應的器具（如⼑具、繩⼦）之後，即進⾏⾃殺或⾃殘的動

作。當然其中可能還包括過分的完美主義或另⼀被精神科醫師們相信是青少年輕

⽣的重⼤因素——衝動性。青少年的腦部，尤其是負責計劃、制定決策、控制

衝動等等的前額葉⽪質仍然處於發育階段，因⽽相較成年⼈更容易作出使⾃⼰後

悔的決定，例如⾃殺。

除了以上提到的因素以外，處於⼈⽣轉捩點的青少年也有與成年⼈相異的輕⽣原

因，像是兒時創傷，特別是針對性或情緒上虐待，如數年前轟動社會的林奕含事

件。青少年也較成年⼈更易受同儕影響，⾝邊友⼈尋短可能對周遭其他⼈傳達⼀

種⿎勵信號。這是社會學習理論的驗證。他們也會因社群媒體影響，尤其是名⼈

或藝⼈，⽽選擇輕⽣。相較於成年⼈的⾃殺，青少年的處境更像是以上各種成因

的⼀種綜合體。

有鑒於此，該文章的作者表⽰有關青少年⾃殺的研究重點應側重於如何篩選出⾃

殺⾼風險群，以便能對症下藥，及早提出針對性的個例解決⽅案。近年來提出的

「⾃殺防治守⾨⼈」所扮演的⾓⾊，便是培養教師及同學通過「早期發現、早期

⼲預、早期協助」的⽅法，防⽌悲劇的發⽣。⽬標受衆為社會的精神衛⽣教育，

如精神障礙症的去汙名化，更應是我國政府⾸先采取的⾏動之⼀。受益於網路的

進步，網路⾃殺防治服務或許可以代替撥打專線，針對年輕群體提供更簡捷的⾃

殺防治⽅式。⽬前可看到的改變為近年媒體對⾃殺新聞已有收斂報導之勢，這必

須歸功於媒體對社會的同理⼼及報導素養的提升。青少年⾃殺議題涉及整個社

會，唯有得到⼤衆重視，全⺠⿑⼼協⼒共同配合解決，才能有效降低青少年⾃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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