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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毒品與犯罪辦事處處長 

國際藥物政策並非終點，而是以人為首的方式 

2016年4月8日–前英國首相Margaret Thatcher

有句名言，說取得共識是「放棄所有信念的過程」；

恕我不能苟同。日前我一大早在眾多要人齊聚的

維也納會堂中見證各國代表跟時間賽跑，就毒品

政策的成果文件達成一致意見。這份文件現在送

交4月在紐約舉行的聯合國大會世界毒品問題特

殊會議UNGASS討論。在維也納的會議之前，各

國已紛紛邀集科學家、學術界、其他組織及公民

社會舉行一系列討論活動。 

由各國推動的整個程序相當公開透明且展現

包容性，接納各方經驗和教訓。各國自有其不同

歷史、文化和傳統，因而要議定這樣的一份文件

絕非易事，但協調與和睦素來是聯合國努力追求

的目標；絕對有其必要。 

全球約有 2700萬人對其所使用的藥物產生依

賴，而注射藥物則為 1200 萬人。其他地方的挑戰

也同樣艱鉅。阿富汗的鴉片生產帶來嚴重問題，

不僅影響西亞和中亞，也波及全世界。新增加的

毒性物質、廉價海洛因肆虐北美洲、西非和東非

的古柯鹼消耗量增加，這些都顯示全球的全世界

危及之處比安全之處多得多。 

然後是與違禁藥物有關的暴力盛行問題，痛

擊許多國家和社區，特別是在中美洲。包括藥頭

和恐怖分子在內等罪犯之間的可能連結，也是焦

慮持續增加的原因。歷經數月高度協商和廣泛討

論後產生的成果文件，可說是力圖解決這些棘手

問題的最佳嘗試，藉此將鏗鏘之語轉化為大刀闊

斧的行動，以確實改善世人生活。這份文件中特

別強調國際毒品管制公約具有對抗藥物使用和濫

用挑戰所需的靈活性。 

實際意義何在？這意味著為持有毒品的輕罪

找到非監禁的其他處罰方式，以及確保醫療用藥

物取得無礙；並且這份文件也提倡透過全面且平

衡的做法促進健康，包括對抗 HIV 的努力，同時

提升對違禁藥物供應的執法力量。但在文件背後

還有著更深層的目的：承認我們的政策必須支持

人民和社群。我們必須把人擺在第一位。面對受

邀用藥壓力的孩童、被迫協助運毒的弱勢婦女，

以及為圖餬口而冒險種植違禁作物的貧農，他們

才是這份成果文件真正關心的對象。會議室中的

協商不是終點，而是手段。 

UNGASS 程序與人民的現實生活緊密相連；

這是我們不能忽視的事實。共同承擔責任是國際

毒品管制公約的重要原則之一。沒有任何國家能

獨力解決這個問題，也沒有任何國家能自外於找

尋解決之道的責任。這份即將在紐約發表的成果

文件直接呼應此一原則；雖難求得人人滿意，但

必須促成相互合作──如此共識方為世界之福。

一致結果或許不美，但卻是促成大家團結一致，

採取行動對抗全球威脅的最佳方式。 
 

註：本文根據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編譯。 

詳細資料參考：https://is.gd/GIBQb1 

UNODC 相關訊息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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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A 相關訊息 

大腦這個器官會於短期和長期方面適應所在

環境，且近數十年來的預防科學明確顯示人在稚

齡時甚至出生前的早期經驗，對其日後產生藥物

濫用和相關精神病症狀的風險及恢復能力具有極

大影響。因此美國國家藥物濫用研究所 NIDA 很

驕傲在此宣布我們最新的實證式從業及研究人員

指南：童年早期物質濫用預防原則。多數人並不

認為嬰兒期、幼童期和初入學時期會與藥物使用

有關，但在這些人格發展重要階段中的家庭、學

校和社群環境可能預告了將來的社會、情緒、行

為及學術問題，也就是在十年或更久之後，讓人

更容易冒險嘗試像是酒精、香菸或違禁藥品等物

質。早期環境甚至能左右發展中的大腦，導致個

人更容易產生物質使用疾患。在孩童到達可能開

始嘗試藥物使用的青春期之前，必須更努力將大

腦和行為導正至健康的方向。新的指南說明原則

是以針對 8 歲前孩童 （包括出生前）所設計、實

施和測試的預防計畫為依據，並輔以迄今由 17 套

實證式預防計畫中所收集而得的證明資料。 

稚齡介入能有效將孩子導入正軌 

早期介入的中心思想是轉移風險與保護因素

之間的平衡，以利為理想社會發展和恢復能力奠

定基礎。舉例而言，現有實質證據顯示如果父母

能在孩童稚齡時期提供溫暖、具支持性且穩定的

家庭環境、充足的營養，還有生理和認知的刺激，

則孩子就更容易培養出強大的自我規範能力。在

孩子十幾歲時，自小培養的情緒和行為控制能力

就更能幫助他們對抗危險的衝動和不當型態的同

儕壓力。透過介入協助照護者提供健康支持環境

確實具有正面成效，像是延後開始使用藥物的時

間和減少青春期的藥物使用。雖然科學尚無法就

青春期結果之後的發展提供太多資料，但若干案

例已可見早期介入的正面效益會延伸至青年期；

研究也顯示許多物質濫用的早期風險因子，同時

也是其他行為及情緒問題的風險因子，例如學齡

年的侵略破壞行為，即關聯於青春期增加的行為

失調、物質使用、違法犯紀及高風險性行為。因

此以降低早期風險因子為目標的介入，在許多方

面展現出成效—包括提升個人和社會機能、改善

在校表現，以及降低少年司法體系或心理衛生單

位的負擔。如同所有投資，預防雖得花錢，但介

入能降低之後必須付出的代價，絕對是物超所值。

就特定介入方式的可得收益成本資料來看，投資

成效從尚可（每投資一元換來數元）到極佳（以

課堂導向介入元素「良好行為遊戲」為例，每一

元可換來 26 元）都有。因此，設計完善且正確實

施的早期童年介入確實能造福社群和社會，並且

改善孩童及家庭的生活品質。這份新的指南以重

要的新思維直搗物質使用根本原因，以及更有效

避免物質使用的方式。稚齡介入有助於避免孩童

脫離正軌，並可望降低未來因藥物使用和成癮所

帶來的可怕後果。 

 
註：本文根據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編譯‧ 

詳細資料參考：https://is.gd/1uLQyJ 

及早介入以防物質使用疾患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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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施用除罪化之民意研究 

－以經濟、犯罪、司法及處遇因素為例 

林宗鍵、顧以謙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班 

許華孚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主任 

近年國際上開始推動毒品施用者除罪化趨

勢，在國際研究上，如美國科羅拉多州、義大

利、盧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皆有發現

部分毒品除罪化，具有降低愛滋感染率、吸毒

死亡人數減少、監所收容人數降低、降低吸毒

人數，甚至降低犯罪率之正面影響。 

然而，於台灣毒品施用除罪化議題仍然保

持爭議，尤其在民意上並無法得到一致的結論，

社會接受度並不高。本研究為探勘性研究，研

究 目 的 為 透 過 採 納 對 應 分 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及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以經濟、犯

罪及司法及處遇因素為分析變項，說明犯罪、

經濟、司法判決及處遇因素所形成的支系分佈，

並探勘出與毒品施用除罪化之民意變異量有相

同頻率及樣態之關鍵因素。 

研究結果指出，台灣極端支持吸食毒品除

罪化之民意近四年來相當穩定，但極端反對吸

食毒品除罪化之民意則變動幅度大。此外，對

應分析結果指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

裁判確定有期徒刑逾15年人數」、「大麻查獲量」

為影響「施用毒品除罪化民意」之關鍵司法及

處遇因素。再者，「物價指數年增率」（Anual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 Index）和「國民所得

NI」（Notional Income）為影響「施用毒品除罪

化民意」之關鍵經濟因素。 

最後，研究結果也指出，「毒品施用除罪化

民意」贊成與否之變異量分布，和多重背景因

素有相同樣態， 顯示背景結構之共同變動關

係。 

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重視「毒品施用除罪

化民意」之經濟因素與司法及處遇因素，並即

時開放政府資料大數據，補助學術單位進行分

析，以善用數據資料庫之功能，並作為未來推

動毒品除罪化或其配套方案之參考依據。 

最後，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定期追蹤民眾對

於毒品施用除罪化之意見，持續舉辦民意公聽

會，以利未來毒品防治政策之推動及落實。 

 

台灣毒品相關研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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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差異與毒癮戒治成效之評估研究 

劉子瑄、楊士隆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女性藥物成癮者與男性藥物成癮者無論是

在藥物成癮與再犯之危險因子、治療與預防復

發之保護因子、戒癮處遇所遭遇之障礙皆有所

差異，例如，資源有限、心理疾病、須照顧孩

子與家庭責任等問題，影響女性藥物濫用者參

與戒癮治療之療效。 

除此之外，女性藥物成癮者與男性藥物成

癮者對於治療之需求亦不盡相同(NIDA,2010)。

因此本研究著重於性別差異與強制戒治之成效

與限制，期能深入了解強制戒治之有效性與其

限制，並針對其戒癮處遇之限制提出建議，供

實務單位參考。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數項指標針台灣司法

機構內處遇進行成效評估研究。研究參與者包

含男性362名，女性107名，共計469名研究參與

者。研究結果發現： 

1.入所戒治後，兩組在依附一般家人與一般朋

友依附程度均顯著提高，且兩組對藥癮朋友之

依附程度均降低。 

2.入所戒治後，女性受戒治人組社會心理層面

與工作層面之生活品質顯著高於男性受戒治人

組。 

 

 

3.入所戒治後，女性受戒治人組戒除毒癮之動機

顯著高於男性受戒治人組。 

4.女性受戒治人組之健康品質與工作品質均顯

著提高。 

最後就上述研究結論，本研究建議男性與

女性藥物成癮者之需求不同，應實施符合各自

需求之戒癮方案，以提升其戒癮成效；且在受

戒治人出所後應立即提供符合其需求之服務，

以銜接出所後藥物成癮者之治療需求。 

圖片來源： 
http://www.drugaddiction.org/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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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訊息 

 編輯組 

 

 

一、   背景 

      當前國際藥物濫用形勢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越來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在兩岸文化交流

互融共通的基礎上，兩岸在藥物濫用領域的科

學研究與學術交流也日益頻繁和緊密。 

2014 年由臺灣國立中正大學和中國藥物濫

用防治協會聯合主辦的“第一屆海峽兩岸藥物

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為兩岸間藥物濫用防

治領域合作與交流打下了堅實的基礎。 

會議雙方決定從 2014 年起，由中國藥物濫

用防治協會和臺灣國立中正大學每兩年輪流主

辦一次研討會。按照約定 2016 年“第二屆海峽

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 由中國藥

物濫用防治協會負責主辦，經兩岸共同協商決

定會議於 2016 年 8 月中旬在內蒙古呼倫貝爾市

舉辦，希望兩岸能在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工作

中共同攜手、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共創藥物

濫用與毒品防治工作美好未來。 

 

 

 

 

 

具體會議預計通知如下： 

二、主辦單位：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 

        合辦單位：國立中正大學 

 

三、會議時間：2016 年 8 月 7 日-14 日 

 

四、會議地點：內蒙古自治區呼倫貝爾市 

 

五、會議主題：深度交流 經驗共用 

 

六、交流內容：大會採取主題報告形式，根據

兩地藥物濫用防治新形勢所面臨的問題及對策

進行深入討論 

 

會議諮詢及報名聯繫方式： 

地址︰北京市東城區法華南裡 11 號樓 

網址︰http://www.cadapt.com.cn/ 

Email：cadaptmeeti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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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毒品防治合作國際研討會邀請函 

毒品問題是包括亞洲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

國家面臨的共同問題。有效的毒品防治策略需

要多層次以及跨組織合作，包括區域之間的合

作、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研究者和

實務工作者之間的合作等。 

通過多年的努力，政府職能部門、非政府

組織和藥物濫用研究者等已經探索出一些成功

的藥物濫用防治模式與方法，爲我們認識和應

對藥物濫用這一社會問題提供了寶貴的經驗。 

是次研討會的主要目的是為從事藥物濫用

防治工作的政府官員、研究者、實務工作者等

提供多方交流合作的平臺，共同探討藥物濫用

防治工作面臨的機遇、挑戰及應對策略等問

題。 

 

 

 

雖然研討會關注的是亞洲問題，但是我們

希望能進一步促進亞洲與其他地區間的交流與

合作，特別是學習借鑒基於科學論證的防治方

法。因此，我們也歡迎亞洲之外的相關人士參

會，分享藥物濫用防治方面的國際經驗以及在

該領域内創建廣泛合作的意見。 

 

一、會議主題： 

破除壁壘，加強合作 

二、主要議題 

藥物濫用的類型、分佈及趨勢 

藥物濫用的原因及危害 

藥物濫用的預防與治療 

藥物濫用與犯罪的關係 

藥物濫用與刑事司法 

藥物濫用研究方面的合作 

藥物濫用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合作 

藥物濫用防治方面的區域性與國際性合作 

藥物濫用防治的科技發展和方法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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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講嘉賓 

陸林，北京大學第六醫院院長，國家藥物依賴

性研究所主任，北京大學國家心理疾病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 

Steven Belenko，天普大學刑事司法系教授，賓

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心理系兼職教授。 

Kamiar Alaei，紐約州立大學阿爾巴尼亞分校，

公共管理及政策系，公共服務教授，健康及人

權國際中心創辦主任。 

Spencer De Li，亞洲藥物濫用研究學會會長，澳

門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四、會議地點 

地點：國立中正大學（臺灣） 

 

五、日程安排 

日期： 

2016 年 11 月 9 日（周三）報到及現場注冊 

2016 年 11 月 10 日~11 日（周四–周五）研討會 

2016 年 11 月 12 日（周六）離會 

 

六、資料提交 

有意參會人員請於 2016 年 7 月 31 日前將

《報名表》和論文（或工作報告）摘要發送至

會務組郵箱，以便提前安排好相關服務工作。

論文（或工作報告）全文遞交的截止日期為於

2016 年 10 月 8 日。 

遞交全文者，將被優先獲邀在會上作報告。

如被獲邀在會上作報告，會務組將於 2016 年 8

月 15 日前以電郵或電話通知。研討會有關文稿

將擇優在知名出版社公開發行。會務組享有對

會議文稿編輯及出版的權力，若有其他要求敬

請提前告知。 

 

七、聯繫方式 

臺灣地區參會者： 

張越翔：(886)52724151 

郵 箱：deptcrc@ccu.edu.tw 

其他地區參會者： 

梁  敏: (853)65705876 / (86)15056998717; 

夏一巍: (853)63876465 / (86)18063876465; 

唐  偉: (853)63869526 / (86)18063869526; 

張小華: (853)63864259/ (86)18063864259. 

郵箱：conference@lessdrugs.org 

 

未盡事宜及研討會籌備進展情况，敬請關注亞

洲藥物濫用研究學會網站(http://www.lessdrugs.org/)

之研討會專欄。 

亞洲藥物濫用研究學會 

澳門大學 

台灣藥物濫用防治研究學會 

國立中正大學（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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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濫用防治」期刊正式發行 

一、期刊性質： 

本期刊為學術性刊物，由「台灣藥物濫用

防治研究學會」及國立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主編，每年定期於三、六、九、十二月出版。

創刊號於 2016 年 6 月 1 日出版，歡迎國內外藥

物濫用防治相關實證性研究發表。但已在他處

發表之文稿恕不刊登。 

 

二、徵稿事項 

（一）本刊全年收稿，以電子郵件投稿為主，

隨到隨審。 

（二）來稿請寄：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路 168 號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台灣藥物

濫用防治研究學會 期刊編輯小組 

（三）稿件格式請參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NbpWf1j

dgxMDgwb3Q5VE41WGc/view?usp=sharin

g 

三、來稿一經採用，即致贈當期刊物五冊，以

及其著作 PDF 檔，不另支稿費；退稿將致函作

者，但不退還文稿，請於投稿前自行留存原稿。 

四、如對本期刊有任何疑問或是建議，歡迎使

用下列方式聯絡： 

聯絡人：林辰 

聯絡電話：05-2720411-26304   

專線電話：05-2729094 

傳    真：05-2721355      

網址:tasar.ccu.edu.tw 

E-mail:taiwanasar@gmail.com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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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日期  地點 

College on Problems of 

Drug Dependence (CPDD) 

College on Problems of 

Drug Dependence 

June   

11‐16 

2016 

Palm Springs, CA, USA 

Contact:     

http://www.cpdd.org/Pages/Mee

tings/FutureMeet.htm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ddiction Journal Editors 

(ISAJ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ddiction Journal Editors

July   

25‐27 

2016 

Windsor Great Park, England 

Contact:      

http://www.parint.org/isajewe

bsite/meetings2016.htm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ugust 

10‐13 

2016 

Hulunbuir,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Contact : 

http://www.cadapt.com.cn/in

dex.php?m=newscon&id=378&

aid=544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Drug Abuse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Drug Abuse   

September 

07‐08 

2016 

Neuroscience Center, 

Conference Rooms C & D, 6001 

Executive Boulevard, Rockville, 

Maryland 20852 

Contact : 

mswieter@nida.nih.gov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lcohol, Drugs and Traffic 

Safety (ICADT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lcohol, Drugs and Traffic 

Safety 

October 

16‐19 

2016 

Gramado, Brazil 

Contact : 

http://www.t2016.or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in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and Antidrug 

Practices in Asia 2016 

Asian Association for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acau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Taiwan Society for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November 

9‐12 

2016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Contact: 

http://www.lessdrugs.org/inde

x.php/news/view/45 

 

新近研討會訊息 
 編輯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