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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毒品對國家、社會、家庭造成的具體傷害，政府除確立「斷絕供給」與

「減少需求」2大反毒策略，並自民國83年5月起動員各相關部會，分頭採取緝毒、

拒毒、戒毒等3項作為，由法務部、教育部及行政院衛生署分別主導，統合中央、

地方各行政機關力量，並結合民間力量，積極展開反毒工作。在緝毒方面，包括制

定相關法規，管制先驅化學品，建構緝毒線索資訊網路，積極查緝網路毒品犯罪，

改善緝毒軟、硬體設備，加強國際與兩岸合作及人員訓練。在拒毒方面，包括結

合媒體力量、擴大反毒宣導層面，加強人才培訓、落實反毒教育，提供生活輔導、

推廣正當休閒活動，落實尿液篩檢、建立個案通報系統，及早防制毒害。在戒毒方

面，包括進行藥物濫用流行病學調查，設立觀察勒戒處所、戒治處所，建立本土化

戒癮模式、評估戒癮成效，引進戒癮藥物，規劃建立追蹤體系、預防再犯。

政府為有效防制毒品危害，原「行政院毒品危害防制方案」業於90年1月31日

修訂為「毒品危害防制方案」，「中央反毒會報」則提昇至「行政院強化社會治

安專案會議」運作，有關處理與反毒工作有關之整體性、跨部會議題之各項反毒工

作之組織架構，則依強化社會治安專案會議實施要點之規定，藉以發揮整體統合力

量，有效施予規範、查禁、取締、法辦，澈底根絕毒害。

未來反毒工作重點如下：

一、 提出「反毒新策略」中長程反毒計畫，落實執行

二、 強化海岸巡防功能

三、 阻斷大陸毒品走私來臺

四、 加強新興毒品之查緝

一、 有效運用媒體，加強全民反毒共識

二、 落實篩檢工作，建構藥物濫用防制網絡

壹、緝毒方面

貳、拒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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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社會資源，落實拒毒及法治教育，提昇反毒成效

四、  推廣青少年服務學習暨志願服務，提昇學習及休閒生活品質，以拒絕毒害

參、戒毒方面

一、 戒癮體系之建立

(一) 儘速推展第一所獨立設置戒治所之收容業務

(二) 試辦戒治所宗教分區進駐模式

(三) 研擬建立受戒治人本土處遇模式

(四) 加強反毒教育之宣導

(五) 持續加強輔導及監控措施

(六) 結合社會資源參與戒癮服務

(七) 毒品篩檢及監測管理

二、 戒癮模式之發展

(一) 持續進行藥物濫用通報體系，建立藥物濫用流行病學資料庫，包括目前流

行之新興濫用藥物，以掌握藥物濫用流行趨勢，並達到預警功能。

(二) 針對目前流行之藥物濫用與新興濫用藥物，持續進行生理、藥理、毒理、

病理等層面之相關研究與文獻資料蒐集分析，並研訂管制藥品毒性評估之

可行性指標與毒性檢測方法，作為管制藥品併用或新興濫用藥物產生交互

作用之毒性評估模式。

(三) 對於藥物濫用者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及犯罪案例，進行直接或間接之經濟與

社會成本分析研究，以提供藥物濫用防制決策參考。

(四) 提升毒品使用者接受愛滋病毒篩檢率，尤以海洛因施用者、或危險性行

為的毒癮者，應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進行免費檢驗服務，並提供衛教諮

商，以免造成傳染病蔓延，並提升毒品使用者對於愛滋病及共用針具危險

之認知。

(五) 由於物質成癮高復發率的特性，以降低復發率為唯一目標所投入人力物力

不合乎成本效益且無法普遍實施，因此「減害」的觀念及其配套措施已逐

漸成為戒癮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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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依前述工作方向，分工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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