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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大大縮短了人與人、國與國間的距離，大量

的資金、貨物、資訊及人員迅速流通，實現了地球村的夢想。隨著全球貿易增

加，資金、貨物大量流通，毒品走私、洗錢等新的犯罪手法亦隨之而起，成為

各國防制藥物濫用工作的新一挑戰。

聯合國為防制毒品危害，已於1961年、1971年及1988年制定「麻醉藥

品單一公約」、「影響精神物質公約」及「禁止非法運販麻醉藥品及影響物質

公約」，並於1998年召開特別會議，擬訂工作計畫，希望經由國際合作，在

2008年時，減輕全球毒品問題。面對藥物濫用全球化及複雜化趨勢的挑戰，

為期能夠防微杜漸，建立遠離毒害的健康社會，毒品防制政策更應從毒品的源

頭管理及預警功能做起，也因此自民國95年開始，我國毒品防制工作便從原

有的「拒毒」、「戒毒」及「緝毒」三大區塊，擴大為「防毒」、「拒毒」、「戒毒」

及「緝毒」四大工作區塊，並將先驅化學工業原料管控及國際反毒策略聯盟等

事項納入防制工作，藉由加強藥物濫用的通報、檢驗、分析與毒性評估等重要

資訊的蒐集，來逐步建構本土的藥物濫用基礎資料庫，輔以健全先驅化學工業

原料管控措施，強化毒品源頭的原料藥管理，配合建立國內藥品施用管控與早

期預警機制，並加強區域之反毒策略聯盟，增進國際反毒情資交流，以加強國

內的反毒基礎資源、與其他國家建立區域的反毒聯盟、交換情資，發揮對新興

毒品預警功能，期緊密防制毒品於未然。

近年來我國毒癮愛滋病患人數呈巨幅之增加，為儘速控制疫情，我國特

別參考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等國家實施之減少傷害策略，並於民國94

年12月核定以清潔針具計畫和替代療法，積極推動「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

計畫」，依據本署資料顯示，民國95年新增愛滋病毒感染人數已較民國94年

減少許多，這是台灣發現愛滋病毒感染者20年以來成長趨勢首度反轉，藥癮

者占所有新通報個案數比例也由民國94年的72%，逐年遞減為民國96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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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反毒報告書

37%。依據統計資料粗估，台南地區實施替代療法以後，竊盜、搶奪強盜犯

罪，均較前一年度同期下降，顯示減害計畫不僅可以有效遏止愛滋疫情，也能

降低犯罪之發生率，維護社會治安，成效令人振奮。

依法務部民國96年統計資料顯示，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再犯之比率為

80.1%，顯示毒品犯出監後，再度觸犯與毒品相關罪刑的情形比率不低。因

此，本署期待於更生人重獲新生、自由之時，其家庭之成員亦能予以接納、關

懷、支持，並運用相關之社會資源，協助其將毒癮徹底戒治，早日恢復其正常

之生活功能。衛生署現指定毒（藥）癮戒治機構共計114家，執行替代療法機

構共有68家，毒癮者可以至該類機構接受毒癮戒治及替代療法之醫療服務。

透過以上作為，就能有效以「愛」與「關懷」來取代「排斥」與「歧視」，以

協助更生人早日脫離毒品束縛，重啟健康人生。

「97年反毒報告書」之撰寫，分為「防毒監控組」、「國際參與組」、「拒毒

預防組」、「毒品戒治組」、「緝毒合作組」等5分組，由衛生署主撰防毒監控篇

及毒品戒治篇、教育部主撰拒毒預防篇、法務部主撰緝毒合作篇、外交部主撰

國際參與篇，並且由衛生署總其成。本報告書在5分組同仁群策群力、共同努

力之下完成，在此特別感謝5分組各相關單位之主管、承辦人及曾參與反毒工

作的每一成員。期盼藉由本報告書之付梓，喚起全民共同推展反毒工作，進而

達成「用愛反毒 健康人生」之目標。

中華民國97年6月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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