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1424026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83	、訪客IP：34.237.2.137


  	姓名	
      	  徐于敏(Yu-Min Hs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產業經濟研究所
	論文名稱	
      	  青少年菸害的健康風險認知與吸菸行為的關聯─台灣地區的實證研究
      	   
	相關論文		★ 投資者之風險屬性與基金理財績效之實證研究	★ 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分析-以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為例
	★ 銀行財富管理業務手續費收入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	★ 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兒童醫療利用行為之影響
	★ 地區醫院的存亡與轉型	★ 教育對健康的影響—臺灣地區老人之實證研究
	★ 醫院購置高科技醫療儀器與市場結構的關聯	★ 台灣地區醫院最適效率規模的估計-倖存者分析方法應用
	★ 出口與生產力的關聯 —台灣電子業廠商之實證研究	★ 社會資本與家庭結構對健康及醫療資源利用之影響 —台灣地區老人之實證研究
	★ 醫療利用可近性—台灣老人之實證研究	★ 父母健康知識與其子女健康狀況之關聯
	★ 臺灣股市之效率檢定及多因素模型之探討—長期追蹤資料之計量分析	★ 醫療資源與國人健康的關聯
	★ 醫療資源可近性對個人醫療利用的影響
――台灣地區的實證研究	★ 青少年健康知識對其健康的影響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面對吸菸是目前國人最主要的不良健康行為之處境下，促使各界正視隱然成形的菸害問題，進而審思可行的因應對策已是刻不容緩的重任。而健康經濟學的文獻中普遍認定，個人的健康風險認知或健康知識與其健康行為的產生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但在國內政府與其他菸害防治相關單位，多年努力朝各項管道推動並且宣導「吸菸有害健康」的行動下，不但未見顯著的成效，反而產生青少年吸菸盛行率提高以及吸菸人口年齡層逐漸年輕化的趨勢。於是我們不禁疑惑，青少年的健康狀態在往往比一般中老年人較好的優勢下，吸菸危害健康的風險認知或訊息知識，對於他們採取不吸菸的行為決策，是否具有絕對影響力呢?亦或是青少年其他的個人、家庭、或風險偏好等因素之影響效果更大?


因此本文欲探討的研究主題是：導致台灣地區青少年的菸害風險認知具有差異性的原因，以及菸害風險認知不同對於其吸菸行為的關聯性與影響程度。依據的資料來源*為，民國84年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進行的「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知識、態度與行為研究調查」的問卷資料庫。在實證研究部分，考量到影響青少年菸害風險認知的不可觀察因素，亦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吸菸行為，我們採用雙元Probit迴歸模型，同時對於兩者進行估計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青少年的菸害風險認知與吸菸行為兩者之間的確存在不可觀察的相關因素影響。而且凡是菸害的健康風險認知不正確、偏好高風險的男性，就讀私立學校愈高年級、自覺家人關愛程度低、父母親目前不住在一起、母親的教育程度較低，以及家中目前有人進行抽菸行為的青少年，愈容易傾向有吸菸的習慣，而且在控制其他變數不改變的情況下，平均而言菸害的健康風險認知或知識正確之青少年，更可降低10.8%水準選擇吸菸行為的機率。另外，導致青少年菸害風險認知有差異的情況是，女性、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目前家中無人進行吸菸行為而且就讀公立學校的普通高中、年級愈高、非自覺成績差、具備口腔癌和墮胎的健康風險認知，以及平時性知識的主要來源為老師或醫護衛生人員與從書報雜誌或廣播電視獲得的青少年，較傾向擁有正確判斷菸害健康風險認知或知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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