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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與本校犯罪研究中心於 105 年 8 月 09 至 12 日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

倫貝爾市舉辦「第二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邀請本校犯罪防治系特聘教授兼犯

罪研究中心主任楊士隆教授前往籌辦，進行開會學術發表與交流。獲致以下心得與建議供參考： 

一、 本校地處中南部，交通未如都會區便利，如何發展區域特色，並挹注資源發展全國特色

中心為努力之目標。 

二、 兩岸治毒品情勢惡化，應強化毒品防治之經費與學術挹注，協助研擬優質之毒品防治政

策與作為，以減少毒害與犯罪之持續發生。 

三、 持續搭建兩岸學術研究發表平台，如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平台，發揮藥

物濫用與毒品防治學術影響力。 

四、 應強化海峽兩岸合力防治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之合作，並分享經驗，達成減少毒害之目

標。 

 

關鍵詞：藥物濫用、毒品、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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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 

報告 

壹、主題與目的 

  103 年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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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8 月 11 至

12 日該會與本校再次合辦，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倫貝爾市舉行「第二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

毒品防治研討會」，於 105 年 8 月 8 至 15 日間邀請本校犯罪防治系特聘教授兼犯罪研究中心主

任楊士隆教授進行學術交流並參與會議，進行開幕致詞。本次研討會之主題為深度交流與經驗分

享，吸引學者與實務專家近 300 名參加。 

貮、過程 

交流活動於 105 年 8 月 9 日展開，於 5月 13 日結束，學術活動進行的主要過程如下： 

一、 8 月 9 日前往北京禁毒中心參訪，參訪內容包括大陸禁毒之歷史介紹、大陸毒品行現況、

藥物濫用對人體危害、大陸禁毒政策與活動介紹等，最後進行禁毒中心的影片介紹，並與

該中心主任曲曉光會面，雙方就禁毒專業之交流展開會談與交換意見，彼此認為兩岸面臨

許多毒品與犯罪問題甚為相近，應多加強學術合作與交流，協助建構法治與文明和諧社會。 

二、 8 月 11 研討會正式展開，由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郝偉理事長及本人進行開幕致詞後，

會議當天共進行 6場次大會報告，包含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郝偉理事長針對全球毒品趨

勢與專業人員之應對進行演講，並由高雄醫學大學李志恒教授進行與談，另外衛福部食品

藥物管理署蔡文瑛組長對於台灣藥物濫用現況與防制進行演講；會議參與者包括來自台灣

專家學者以及大陸各地之禁毒中心、藥物濫用防治等相關專業人員近 300 名。 

三、 8 月 12 日研討會則分四場次分別進行 14 場次的專題演講，發表人包括本校犯罪防治學

系許華孚主任、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李志恒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健康與衛生教育促進學系

主任郭鐘隆、以及高雄市衛生局余沛蓁主任等以及大陸各藥物濫用防治之專業人員。 



 
 

4

四、 8 月 13 日與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內蒙藥品不良反應監測中心主任王宏霞、食品藥品

監督管理局副局長盧振華進行學術交流，針對兩岸藥物濫用情勢與防制政策進行意見交

換。 

五、 8 月 14 日，因開會地點偏遠，由內蒙古呼倫貝爾市回北京轉機，並於 8月 15 日

於 13:30 搭機返回臺灣。 

 

 

肆、心得及建議 

  經前述學術交流活動，提供以下心得與建議供參考： 

一、 海峽兩岸毒品流通與交易至為熱絡，去年臺灣查獲 4 千餘公斤，有三千餘公斤係中國輸

入，故應在海峽兩岸合力打擊犯罪之合作上更密切關注毒品防制與強化合作力道，為減

少毒害而努力。目前治安與毒品情勢惡化，為新政府關注之焦點，建議應重視此二區塊

之學術研究投資，協助政府建構優質之社會安全網，以減少毒害與犯罪之持續發生。 

二、 毒品與犯罪問題為全球須面對之嚴重問題，兩岸地域鄰近，交通運輸便利，形成新興之

毒品傳播區域，影響不容小覷。隨著社會環境的演變，近年兩岸毒品問題產生相當變化，

毒品防治工作面臨嚴峻挑戰，包含減少新生毒品施用者、對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成癮者

的戒癮治療，以及青少年施用毒品的防制工作，亦即拒毒預防與毒品戒治工作環節仍須

不斷精進，始能因應日益嚴重之毒品蔓延問題，突破當前反毒瓶頸。本校地處臺灣中南

部，交通未如北部學校便利，如何發展區域特色，並發展全國特色中心與系所為努力之

目標。 

三、 本中心與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合作辦理此次研討會，有助雙向提升學術研究水平，本校

可發揮學術影響力，亦有助於本中心致力於毒品防治研究之實務應用推廣，並預計於 2018

年在台灣辦理「第三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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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研討活動相關圖片  

參訪北京禁毒中心 與北京市禁毒教育中心主任曲曉光合影 

 

參與第二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情形 第二屆海峽兩岸藥物濫用與毒品防治研討會研討

會大會合影 

 

與中國藥物濫用防治協會理事長郝偉等合影 楊士隆教授進行大會貴賓致詞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