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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讨论的结构 
 
1. 委员会在其 2002年 3月 11日第 1214和 1215次会议上审议了标题为“国际药物
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国际药物管制局” 的议程项目 8(b)。委员会收到了下述文件： 

 (a)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报告（E/INCB/2001/1）； 

 (b)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关于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条执行情
况的报告（E/INCB/2001/4）； 

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等国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B. 审议情况  

 
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报告 

 
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1年报告，他着重说明了新技术对药物贩
运的影响以及在执行药物法方面遇到的挑战。他说，尽管全球化和新技术给社会带来

的好处不胜枚举，但这些现象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因个人和犯罪集团谋取非法利

益而难以奏效。他吁请各国政府颁布法规，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以便于检控在电子

环境下从事的毒品犯罪。他谈到了国际条约体系的运作情况，尤其是在阿富汗，罂粟

种植已开始卷土重来的情形。他请委员会详细审议管制大麻问题，以确保在全世界坚

持适用 1961年公约各项条款。 

2. 委员会称赞麻管局及其秘书处编写了 2001年的报告，因为报告全面介绍了在管制
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的非法流动以及在这些药物非法使用和贩运上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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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审查了各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有些国家的政府承认，报告在其本国政界

和媒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代表就本国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情况以及本国政府

为减少非法药物供应和需求而采取的药物管制战略提供了最新的补充资料。 

3. 委员会对麻管局介绍全球化和新技术给在二十一世纪执行药物法带来的挑战表示
赞赏。有些国家的政府向委员会介绍了其在国家一级为打击在电子环境下从事的犯罪

而采取的行动。在国际一级，欧洲委员会电脑犯罪问题公约被国际社会作为在检控使

用电子手段实施跨国界犯罪或为这种犯罪提供便利上统一法规并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

范例引用。委员会注意到，麻管局建议考虑拟定联合国电脑犯罪问题公约。然而，有

些与会者指出，拟定这一文书的时机尚不成熟，应考虑到在现行区域法律文书上的经

验教训。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应尽一切力量打击电脑犯罪。还应使用因特网传播关于

药物的客观信息。请各国政府采取步骤推动更加安全地使用因特网。有的与会者建议

委员会在单独的议程项目下审议新技术和药物贩运的问题。 

4. 委员会对阿富汗罂粟种植死灰复燃与麻管局持有同样的关注。国际社会应支持阿
富汗临时行政当局建立执法和药物管制能力的工作，以打击罂粟种植和非法药物生产、

加工、滥用和贩运。 

5. 各国代表对在大麻方面政府政策与实际执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表示关注。有一种意见认为，放宽对大麻的管制并非解决许多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的

正确方法。滥用大麻给健康和社会所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只要放宽管制措施就无疑

会增加该药物滥用情况，加剧其危害性。凡有悖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以及联合国大会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和行动计划（大
会 S-20/4号决议，附件）的文字和精神的政策都会危及为减少大麻的种植和滥用情况
而作出的努力，同时影响到其他非法药物的管制。菲律宾代表代表 77国集团和中国请
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以便保障整个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完整性。有一个国家的代表

指出，取消对滥用的刑事定罪，使用行政制裁取代强制性的刑事制裁，其中包括吸毒

者的治疗和社会整合方案，是该国为提高社会凝聚力并消除毒品给社会正常运作造成

的危害而迈出的一步。 

6. 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指出，如果 1961年公约缔约国根据 1961年公约第 3条的规
定向秘书长提交通知，则卫生组织十分乐意审查关于大麻的相关数据；然而，由于管

制大麻的决定基本上属于政策问题，医学和科学审查仅具备有限的价值，这是因为解

决该政策性问题的答案应来自于麻醉药品委员会这一联合国系统中处理药物管制的主

要决策机构。 

7. 委员会一致认为，委员会应坚持其立场，即根据 1961年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没有
获得关于大麻医疗作用的确凿科学证据之前，不应将大麻用于医疗用途。 

8. 委员会欢迎麻管局按照 1961年公约规定的要求，在促进保持全球用于医疗和科研
用途的鸦片剂的供需平衡方面所作的努力。称赞麻管局安排与鸦片剂原料的主要进口

国和生产国举行非正式会议。麻管局应就如何采取行动确保用于合法用途的鸦片剂的

全球供需平衡继续对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9. 与会者强调了麻管局在确保医疗用鸦片剂供应方面的作用，并鼓励各国政府继续
努力消除用于缓解疼痛和痛苦的鸦片剂供应方面的障碍，同时防止它们转为非法用途。

委员会注意到，麻管局与世界卫生组织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10. 委员会认识到，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缔约国数目有所增加。强调如果不遵守
和实施 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各项规定，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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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的各项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11. 委员会了解到根据委员会第 44/15号决议于 2002年 2月 12日至 14日在维也纳举
行的专家组会议在制订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国家条例准则

方面取得的成果。 

12. 委员会注意到，如麻管局所报告的，世界有些地区滥用和非法贩运精神药物的现
象日益严重。委员会再次呼吁各成员国执行 197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于公约附表三和四所列物质的决议。一位代表提醒委员会注意目前存在的滥用含有麻醉

药品或精神药物的合法药品以及其他受国际管制的物质或酒精现象不断增多的趋势。 

13. 委员会注意到麻管局关于丁丙诺啡的消费，其在替代治疗中的使用的调查结果及
其关于考虑将其由 1961年公约管制而不是由 1971年公约管制是否更为适宜的要求。 
 

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关于 1988年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14. 麻管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1年关于 1988年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与会
者称赞麻管局的报告，认为报告是对有关前体化学品管制的全球状况的全面审查。委

员会注意到麻管局在协助各国政府防止这类化学品的转移方面所作的努力。 

15.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国家报告的非法制造安非他明类兴奋剂事件不断增多，
并欢迎麻管局召开关于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前体的国际会议的举措。由于认识到有必要

具体制定各种工作机制和标准的运作程序以防止这类前体被转用于非法制造上述药

物，委员会促请各国政府与麻管局共同努力制度和实施各项具体提议。 

16. 参加黄玉色行动——跟踪非法制造海洛因中使用的一种主要化学品醋酸酐的个别
货运情况的国际方案——的国家报告已取得积极成果，委员会对此表示满意。委员会

还注意到在紫色行动——对非法制造可卡因中使用的一种主要化学品高锰酸钾货运进

行跟踪的一项国际方案——项下报告取得的成功。委员会特别核可了麻管局的调查结

论，作为在这些行动下交换资料的国际联络点，各国政府应作出更大努力，更好利用

诸如控制下交付、对拦截的货物进行追查等调查手段，查明实际来源并开展情报侦查

以查明企图转移药物的贩运网。 

17. 委员会还获悉，由于按照委员会第 44/5 和 46/6 号决定将醋酸酐和高锰酸钾 1988
年公约表二转列于表一，许多国家政府正在采取更严格的措施监测这些物质的国际贸

易。委员会认识到，各国政府需要将在紫色行动期间采用在防止高锰酸钾的转移方面

证明是卓有成效的程序和机制制度化。 

18. 一些代表确认采用出口前通知的办法是防止受管制化学品转移的一种有效手段。
与会者强调指出，有必要及时地对此种通知作出反馈。出口前通知是紫色行动和黄玉

色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者注意到，麻管局在协助各国政府交流必要的情报以核

查各项交易的合法性方面起着的重要作用。 

19. 委员会了解到，为了确保充分应付前体化学品转移方面的趋势变化，各国政府正
在对现有管制措施——有的则对现行立法——进行审查。委员会特别对从国内经销渠

道转移的前体化学品日渐增多的趋势表示关注并指出迫切需要作出努力防止这类转

移。委员会了解到各国政府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审查和举措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