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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 年亞洲藥物濫用研究學會第九次年會」係由亞洲藥物濫用研究學會（Asian 

Association for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AASAR）主辦。本次會議旨在鼓勵跨領域的

討論和合作，討論焦點著重於傳統毒品及新興影響精神物質的濫用趨勢、治療技術、追

蹤模式等議題。 

為蒐集海峽兩岸、亞洲國家間對於藥物濫用防治之最新研究與立法政策，並與兩

岸及國際學者與相關機構等進行交流，本次出國人員包括：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

治研究中心吳永達中心主任、顧以謙研究員及鄭元皓助理研究員等三人，於 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 24 日赴澳門參加前揭會議，並受大會邀請至澳門社會工作局、九澳綜合服

務中心、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等非營利組織進行實地參訪，瞭解

前述機構在協助毒品施用者及高風險少年處遇上的實務工作方式及經驗。此外，出國

人員也參加由大會主辦的「人工智能在藥物濫用研究與實踐中的應用工作坊」，瞭解大

型語言模型在藥物濫用研究的可行性。最後，為瞭解澳門民間戒毒組織的實務現況與

困境，本學院也另針對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 

經由本次出國，不僅能與兩岸四地、印度、菲律賓等國之專家學者進行交流，也對

毒品防制實務工作有更全面的啟發，對本學院在毒品及犯罪防治研究上之啟發，實有

助益。最後，本項報告提供 8 點足供思考與學習之建議，憑供政府機關作為精進毒品

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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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次於澳門舉辦的「2023 年亞洲藥物濫用研究學會第九次年會暨探索物質濫用與

成癮當前議題研討會」（Asian Association for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9th Annual 

Meeting-2023 Conference on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是由亞洲藥物濫用研究學會

（Asian Association for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下稱 AASAR）主辦之學術會議。根

據該學會網站簡介：「AASAR 是由亞洲國家和地區從事藥物濫用防治與研究工作的單

位及個人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學術團體。其主要業務包括：開展藥物濫用防治的學術

探討和經驗交流活動；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藥物濫用防治的諮詢意見；承接政府等有

關單位委託的藥物濫用防治相關研究課題；探索符合亞洲特點的藥物濫用防治技術或

模式；舉辦相關培訓課程，提高從事藥物濫用防治工作人員的技能水準；加強與有關國

際社會學術團體之間的業務交流與合作；其他與藥物濫用問題相關的工作」1。 

而本次會議便是由 AASAR 主辦，會議主要分為主旨演講、主題報告、機構參訪及

藥物濫用工作坊四個部分，主題展現了國際性與多元性，包含：藥物濫用治療：創新與

發展（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心理學、心理健康與

藥物濫用（Psychology,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Abuse）；亞洲藥物濫用預防和治療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Asia）；物質濫用者的監控和康復（Drug 

Offender Supervision and Rehabilitation）；藥物濫用：原因與後果（Substance Abuse: Causes 

and Consequence）；預防青少年藥物濫用（Prevention of Substance Abuse among Youth and 

Adolescents）；新時代的吸毒預防與控制（Drug 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a New Era）；

流行和新興影響精神物質（Popular and Novel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該學術會議以徵集摘要稿件之方式，將研究摘要提交至 AASAR 並審查通過後，

由大會安排口頭發表之日期及場次。而本學院投稿之研究論文「利用深度學習建立以

完成戒毒治療為條件的暫緩起訴毒品再犯預測模型（Building predictive models for drug 

recidivism with Deferred Prosecution Conditional on Completing Addiction Treatment using 

Deep Learning）」獲大會錄取，並於主旨演講第三場（Keynote Session III）發表。  

                                                      
1 AASAR（2023）。學會簡介。https://www.aasar.asia/index.php/about/Introduction 



2 

 

二、目的 

我國毒品問題一直受到社會各界關注，而自 2017年行政院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

後，便為我國近幾年的毒品防制策略提供了防毒、拒毒、緝毒、戒毒等不同策略之指引

2，另也於同年增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之 2，規範法務部應設立基金以推動毒品

防制業務，補助毒品防制相關的戒治、宣導、輔導、交流等事務。而在 2020 年「新世

代反毒策略 2.0」提出後，我國毒品防制政策更強調跨部會、跨地方、跨領域之互動合

作，試圖從緝毒、驗毒、戒毒、識毒及綜合規劃等層面打擊毒品犯罪。 

為了呼應我國毒品防制政策與法務部毒品防制基金推動，本學院也將毒品防制議

題列為犯罪防治研究的重點項目，並自 2019 年起申請運用前揭毒品防制基金進行相關

研究，至今已逾 5 年，研究議題包括風險少年、毒品處遇成效評估、毒癮者社會復歸、

書類大數據判讀等，專業領域涉及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公共衛生、資訊科學等跨

學科，因此除了須持續掌握既有專業與資源外，也應與其他研究機構或學者共同合作，

並適時參與毒品防制之國內、際間學術及實務交流，方得汲取毒品防制議題的最新趨

勢，使本學院研究量能不斷精進。 

綜合前述，本次學術會議以「物質濫用與成癮議題」為主軸，且鼓勵跨領域的討論

和合作，討論焦點著重於傳統毒品及新興影響精神物質的濫用趨勢、治療技術、追蹤模

式等議題。因此邀集公共衛生、腦科學、社會工作、犯罪防治、法律等領域的學者或實

務專家，分享研究成果或政策發展經驗，同時也因學術會議與會者包含中國大陸、澳

門、印度、菲律賓等國之學者專家，對於本學院在增進毒品防制研究的視野與規劃上，

具有相當助益。因此本學院便以至該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及交流為主軸，申請因公

派員出國計畫與經費。 

本次出國係以本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吳永達中心主任、顧以謙研究員及鄭元皓

助理研究員為出國人員，規劃自 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4 日的赴澳門行程，其

中，因出國人員於準備學術會議時，係與台灣藥物濫用防治學會為資訊交流並與該學

會一併為團體報名，故自該學會得知往年參加亞洲藥物濫用學術會議時，亦有視情形

                                                      
2 行政院（2017）。重要政策。新世代反毒策略。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47bbd6cf-5762-4a63-a308-b810e84712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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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相關機構參訪，並與當地毒品防制實務工作者交流之機會，鑑於本次出國計畫除

以參加學術會議外，亦希望能接受大會安排機構參訪，並且與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交

流，故在出國行程的安排上，除參加本次學術會議外，亦預留相關機構參訪、尋找研究

資料、訪談實務工作者等時間，以利本學院研究案發展。基此，本學院係以參與學術會

議為主，結合相關機構參訪活動與其他交流規劃為輔，安排此次出國的天數與具體行

程。 

 

 

 

 

 

 

 

 

 

 

 

 

 

圖 1 本學院與會人員於會場合照 

 

三、過程 

本次出國計畫，包含參加學術會議、參訪機構、訪談實務工作者三個部分，以下將

分別說明出國人員參與前揭行程之心得。 

（一）參加學術會議 

 本次學術會議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 AASAR 會長「李德教授」致詞後，並

邀請與會專家學者合照後正式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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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會議開幕式大合照 

首先在主旨演講第一場，是由澳門社會工作局防治賭毒成癮廳的鄭耀達廳長報告

「澳門防治濫用最新情況」，從其報告中可以發現，澳門以「藥物濫用者中央通報系統」

作為各政府部門間毒品防制的溝通機制，也運用「多元實證戒癮模式」，即以科學實證

為基礎的成效評估及治療模式為毒品戒癮工作之指引。此外，澳門政府也會委託學術

單位進行例行性藥物濫用盛行率調查，瞭解民眾身心健康及藥物濫用現況，值得參考。

接著則是中正大學楊士隆教授研究團隊分享從毒品施用者視角檢視藥物濫用防制宣傳

的現況與困境（論文主題為 Improvement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dvoca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rug Users），由此可以發現，針對潛在藥物濫用者和一般民眾實施不同

程度的預防宣導，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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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會報告-鄭耀達廳長報告 

而雲南師範大學莫關耀教授則從社會工作者角度檢視中國毒品防制實務工作的發

展，報告展現了中國社會工作師（者）在戒毒康復、預防宣導、行為矯正、心理輔導、

家庭關係修復、急難救助、就業協助等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不可諱言的是，目前臺灣

的毒品防制工作中，社工師業務繁雜、薪資低落等困境仍亟待解決，方能提升其工作效

能。在這之後，則由菲律賓馬尼拉大學教授團隊以「Treatment Model for Community-

Based Drug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ho Use Drug（Pwuds）In the Philippines（菲律賓

毒品施用者的社區戒毒康復治療模式）」、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文孝忠教授團

隊「COVID-19 and Maternal Substance Use During Pregnancy（COVID-19 與孕婦藥物使

用情況）」、印度 CMR 大學 Kakoli 教授團隊「Behind the Scenes: Exploring Substance 

Abuse Caregivers' Perspectives Through a Qualitative Study（幕後探秘：透過質性研究探

索物質濫用照顧者的觀點）」為主題，分別進行報告，可見各國在藥物濫用防制上有其

文化差異，像是美國部分區域面臨的孕婦用藥，或是印度種姓制度造成藥物濫用世襲

的問題等，可見研究在探討某一社會或犯罪問題時，不可忽略族群文化帶來的影響。 

在主旨演講第二場中，臺灣師範大學郭鐘隆教授團隊運用網路爬蟲（web crawler）

技術進行網路新聞的內容分析，發現新聞文本中的四個主要論述主題，包括青少年的

好奇心、家庭成員在藥物濫用防制的重要性、禁毒和校園安全活動、個別化處遇，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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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可以讓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瞭解新聞敘事與毒品政策之間的關聯及互動關係。

澳門大學李德教授團隊則分享了探索施用毒品黑數（hidden drug use）的混合方法研究

取徑，報告指出，除了用藥者的心理因素之外，研究者也應該關注社會—經濟因素對施

用毒品者的影響程度。甘肅政法大學任文啟教授則提到，中國的毒品處遇方向正面臨

人道主義（醫療機構為主）和管制主義（監禁機構為主）的競爭，該研究則試著導入中

醫體系的治療方式，且有一定成效，在西醫治療為主流模式的臺灣，該研究可作為未來

施用毒品處遇的另一層思考。 

本學院研究團隊發表的研究成果「利用深度學習建立以完成戒毒治療為條件的暫

緩起訴毒品再犯預測模型（Building predictive models for drug recidivism with Deferred 

Prosecution Conditional on Completing Addiction Treatment using Deep Learning）」，被安

排在主旨演講第三場。本次口頭發表先由吳永達中心主任說明臺灣毒品施用者處遇的

概況，以及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DPCCAT）的實施目的及意涵，還有本學院犯罪防治

研究中心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數據資料庫」運用在大數據研究上之優勢。再由顧以

謙研究員報告本次研究內容，包括如何進行巨量資料之清洗、勾稽與抓取欲分析之數

據。而本次研究，是為了嘗試建立施用毒品者於完成 DPCCAT 後一年「不再犯」的預

測模型，共有 19,779 筆資料。在研究方法上，則以 R 語言中的 Keras 框架建立深度學

習模型，訓練資料與測試資料之比例為 7：3，預測模型的輸入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和

參加 DPCCAT 的相關犯罪歷史。最後我們發現，在使用靜態資料（年齡、性別、毒品

施用種類、入監紀錄等）」建立模型時，再犯預測正確率可達 75%，但若加入個案的動

態資料，即各種量表資訊時，再犯預測正確率可提升至少達 85%，因此本研究認為，

未來政府建立的毒品施用者資訊系統，應該同步蒐集靜、動態因子，如此一來，便可提

升再犯/不再犯模型的預測性能，未來也才能建立更細緻化的毒品施用者分流處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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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吳永達中心主任發表本學院研究成果          圖 5 顧以謙研究員發表本學院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同一場次的其他報告人，也就毒品政策或戒癮模式等主題，報告了多元

的研究成果。像是由陸晴博士生發表的「澳門青少年吸毒預防政策的優化研究」，回顧

了澳門青少年用藥的特徵、趨勢與困境；陳巧雲教授發表的「跨顱直流電刺激能否用於

影響安非他明使用者的抑制控制？」，以實驗說明了腦神經科學的相關技術在抑制毒品

施用者的用藥渴求上的重要性；最後則是馬岩博士的「Chinese Female Drug User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 with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mong Peer Support Group Members

（中國女性吸毒者在同儕支持小組成員中對康復過程的體驗和態度）」，說明了同儕、

友伴支持對於戒除藥物濫用的正面效果。 

 

（二）參訪機構 

1、澳門戒毒康復協會（ARTM）-九澳綜合服務中心 

九澳綜合服務中心建立於 2000 年，是一個為成年毒癮者提供居住戒毒服務的非營

利機構，該機構遵循治療社群（TC）模式，包含治療、預防、減少傷害和政策倡導四

個重要核心理念，且強調機構人員與居民（即戒毒者）相互支持以促進個案改變的社區

治療手段，戒毒時間最長可至一年，處遇項目包含情緒管理、就業輔導、團體治療、診

斷戒治等3。 

當日，與會人士在主辦單位及 ARTM 工作人員陪同下，參觀 ARTM 內部設施。因

該機構強調「社區」支持的理念，因此整個機構就像是一個空間寬敞、設施豐富的居住

                                                      
3 完整處遇項目可參考九澳綜合服務中心官方網站，https://artmmac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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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除了有寬敞的客廳之外，為了讓居民能透過不同課程、處遇，促發自身的正向心

理與自我認識，機構提供許多居民治療、休閒或工作的賦能場域，例如廚藝室、藝術教

室、音樂室、電腦室、家政教室、咖啡室、健身房，戶外也有球場等運動設施，我們也

發現，ARTM 會讓居民輪流負責不同的機構事務，讓這些居民積極參與機構的運作，

像是衛生管理、機構飲食、環境維護等，不是只有工作人員負責行政事務。 

 

 

 

 

 

 

圖 6 大會來賓於九澳綜合服務中心前合影 

 

 

 

 

 

 

 

 

     圖 7 九澳綜合服務中心-藝術教室               圖 8 九澳綜合服務中心-戶外多功能球場 

 

2、澳門基督教青年會（YMCA）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具宗教性質的非營利組織，主要業務是青少年藥物濫用

預防的相關服務工作4。因為當天行程緊湊，與會人員未能參觀該機關之環境與設施，

                                                      
4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YMCA）之服務項目可參考官方網站，https://www.ymca.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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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服務督導進行簡報，讓與會者了解 YMCA 在提供有機青年（即風險少年、高風

險少年、高關懷少年）的服務工作項目。YMCA 的有機青年服務內容採取的是「漏斗

型服務模式」，第一階段是「接觸」，其以學校為主要接觸平台，透過擺攤、活動等方式，

與有機青年建立關係；第二階段是「辨識及介入」，在確定服務對象後，YMCA 便開始

運用靜態服務（入班講座、焦點小組等）與動態服務（學校成果展、戶外活動、主題營

會等），提升有機青年參與處遇的動機，並從過程中建立正向連結，達到遠離成癮物質

的目的；第三階段是「持續性的支援和跟進」，此階段以培訓「有機青年」5積極參與社

區活動，並透過舉辦嘉年華活動的方式，培養其活動策畫與實踐的能力，進一步成為

「有機大使」，並讓這些青年擔任會議及活動主持，參與社區服務工作等，讓有機青年

從被助者成為助人者。 

 

 

3、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同樣是具有宗教性質的非營利組織，而 S.Y.部落則是該組

織轄下的青少年拓展部（Smart-youth），專門協助 35 歲以下的藥物濫用人士及其家人，

以及有違法行為或藥物濫用風險的青少年6，服務項目可分為「個案輔導」、「成長小組」、

「醫療支援服務」、「深宵外展服務」、「社區教育推廣工作」五種，其中外展服務，是指

工作者會在晚間及深夜時段，到酒吧、夜店、滑板場、打魚場（指有賭博性電玩的遊樂

                                                      
5 為避免標籤並賦予「吸毒者」者正面人生意義，該機構使用「有機青年」稱呼，期許透過其循循善

誘之後，吸毒者可以擺脫毒害，得到正面的成長與發展。我國類似的角色，係以「曝險少年、非行少

年、更生人」稱呼。 
6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之官方網站，https://www.newlife.org.mo/。 

圖 9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布告欄 圖 10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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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公園、海邊等年輕族群喜愛的處所進行宣導，並嘗試主動與青少年建立關係，以

利後續介入工作。為了在外展工作時，盡量不讓青少年產生排斥感，實務工作者採用動

機式晤談法作為外展介入工作的主要理論，以「表達同理心」、「創造不一致」、「避免發

生爭辯」、「與抗拒纏鬥」、「支持自我有（效）能感」為五大原則，建立正面、友善的對

談氣氛。另外，該機構也會到監獄、關口（澳門關閘、青茂、珠港澳關口）進行宣導工

作並主動接觸藥物濫用者家庭，為其提供必要服務。同樣的，在 S.Y.部落裡，也有提供

青少年休憩、學習的設備場地，例如廚房、咖啡室、娛樂間、樂團練習室等。 

 

 

4、澳門社會工作局-健康生活教育園地 

前述 3 個機構都屬非官方的戒毒組織，而健康生活教育園地則是歸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所管，該機構於 2016 年創立，作為政府單位轄下的藥物濫用防制宣

導機構，健康生活教育園地有著充沛的場地、設備及人力資源，像是主題體驗區（3D

照相區、遊戲體驗區、攀岩場、多功能電影院、多媒體工作室、資訊播放區、閱覽區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該機構的「健康生活教育課程」，是從幼稚園高（大）班至國小 6

年級，分別設計不同主題內容，透過遊戲、討論及角色扮演等方式，使年輕學子依不同

年齡，建立身體消化系統、成癮物質使用及非法藥物濫用等概念。 

 

 

 

 

圖 11 S.Y.部落之督導進行工作項目簡報 圖 12 S.Y.部落遊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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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觀健康生活教育園地，與會者也聆聽澳門社會工作局預防藥物濫用處唐振

宇處長的簡報，透過簡報發現，澳門的藥物濫用盛行率極低，其中吸食安非他命占近

26.7%為最大宗、其次則為大麻 17.4%、咪達唑他（咪達唑侖）15.1%為第三，吸食處所

則以自家、朋友家及酒店為主。而澳門主要是以「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作為政府

部門打擊毒品問題的聯繫機制7，登錄的個案資料相當完整，除了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等基本資訊之外，更包括其他犯罪紀錄、家人用藥狀況、

用藥種類、購買毒品開支、使用場所、原因、次數等資訊，這些紀錄都有助於政府單位

擬定毒品處遇及相關政策的依據，值得借鏡。 

另外值得學習的是，對於參與戒毒治療的海洛因濫用者，完成治療的比例高達 94%。

遠高於世界衛生組織之標準 70%，且多數參與戒癮治療者都能在完成治療後戒除毒癮，

自 2016 年起，澳門就沒有愛滋病用藥者的個案出現，參訪人員與該組織官員討論，為

何能呈現如此優異成果，發現澳門政府對於吸毒者的尿液採驗，包括身體健檢項目，亦

即以更積極的態度，去照護毒品施用者，以提昇其出席意願。除此之外，政府部門相當

重視與民間單位的合作及溝通，並樂於挹注資源予這些民間機構組織，亦即其絕大部

分經費都是來自政府所挹注，與臺灣非營利組織主要經費，係來自其自主募款，有所不

同，此對擴大民間戒毒量能，進一步達到促進跨專業治療和轉介服務的目標，著有實

益。前述毒品防制策略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國相關單位參考。 

 

                                                      
7 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之內容，可參考 https://www.antidrugs.gov.mo/mo_commit_ent/register/。 

圖 13 健康生活教育課程 圖 14 攀岩場及遊戲體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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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人工智能在藥物濫用研究與實踐中的應用」工作坊 

近幾年來，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蓬勃發展之下，資料科學技

術得以運用在各研究領域，而 AI 的子領域包含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神經網

路（neural networks）、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機器人（robotics）、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等。其中，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作為一種能夠根據輸入理解而生成類似人類話語的人工智慧模

型，便可將其運用在文本摘要、翻譯、問答等與語言有關的工作。本工作坊便比較了兩

個 LLM，「ChatGPT」及「文心一言」在藥物濫用研究上的優劣勢，如： 

1、兩者分別代表不同國家、文化的語言模型，其回復也反映了各自社會和文化背

景下的普遍規範和標準。 

2、ChatGPT 較適合用於英文內容，文心一言則在中文內容的表現較佳。 

3、使用文心一言，有關物質使用和濫用問題的回應相較偏少。 

然而，儘管不同的 LLM 有其差異，毒品濫用是慢性且重複的物質使用行為模式，

其影響涉及生理、心理、環境和社會層面，而 LLM 確實能在藥物濫用、預防及治療的

相關研究中實際應用，包括 4 個層面： 

1、早期發現和診斷（Early detection and diagnosis）：幫助篩選和評估個人的物質使

用及成癮問題。 

2、行為干預（Behavioral interventions）：演算法可用於根據個人特徵和治療目標，

開發個人化的行為干預。 

圖 15 參訪健康生活教育園地 圖 16 本學院出國人員與預防藥物濫用處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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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遠端監控和支援（Remote monitoring and support）：可用於遠端監控正在接受物

質使用障礙治療的個人，提供即時支援，並在緊急情況下提醒醫療保健提供者。 

4、數據分析和研究（Data analysis and research）：數位技術可以幫助研究者分析大

量數據，以識別物質使用障礙的新趨勢、風險因素和治療方法。 

在研究設計層面，導入 AI 人工智慧技術後，可將其與量化、質性研究設計結合，進一

步執行三角檢定，並能使用 AI 進行資料視覺化。但在研究倫理上，也有需要考量之處，

像是研究者如何判斷與領域有關的專業知識的重要性。再者，研究者必須確保資料隱

私及未過度侵害個案權益，甚至造成傷害。對於 LLM 提供的資訊，研究者也必須再次

交叉驗證其正確性。最後，LLM 在對訪談資料的解釋與準確性上可能較低，甚至存在

偏見，因此，研究的主體性仍是在研究者本身，LLM 僅可作為一輔助工具。 

 

（四）訪談實務工作者 

本學院團隊針對澳門第一線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目的在了解澳門民間戒毒機構

在協助毒品戒癮治療及相關處遇的現況，重點摘要分別如下： 

1、您目前服務的機關在藥物濫用防制工作之優勢 

（1）政府單位與戒毒機構的溝通管道良好且暢通。 

（2）政府單位會指導戒毒機構專業技術與服務的發展。 

（3）政府單位及民間企業的資源挹注，讓戒毒機構能將重心放在個案服務上。 

（4）個案資料得以於中央登記系統建檔，並分享給所有戒毒相關單位，有助於機構擬

定處遇方案。 

（5）個案復發的機率低，能完全復歸社會。 

（6）經費充足下，防治藥物濫用教育得以從小扎根。 

2、您認為澳門在藥物濫用防制工作之可改進之處 

（1）大麻盛行率逐年增加，在年輕用藥族群間蔚為流行。 

（2）施用毒品者始終存在黑數問題，且施用處並非都在澳門本地，難以阻斷及追蹤。 

（3）毒品成癮可能伴隨精神疾病等共病問題，未來毒品處遇可能需要再細緻化，並納

入更多的心理、精神疾病治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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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 

本次學術會議、機構參訪及訪談行程，讓出國人員在毒品防治議題研究及政策上

都有相當收穫，尤其是澳門政府單位及民間組織在毒品防制工作上分進合擊所產生的

成效，相當值得我國參考，具體而言，本次出國參訪之心得如下： 

（一）參與學術會議及工作坊對未來研究之啟發 

本次出國人員參與學術會議的核心，在於發表本學院「利用深度學習建立以完成

戒毒治療為條件的暫緩起訴毒品再犯預測模型」之研究成果，向其他國家的學者專家

進行口頭發表，以期拋磚引玉，讓研究案能在汲取交流資訊與文獻資源下，呈現更具廣

度、深度的研究成果，而本次會議也被安排在第一天的主旨演講第三場中。 

前述研究案目的在於利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數據資料庫」之毒品犯罪者的生

命軌跡資料，探討我國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制度（DPCCAT）的有效性，並嘗試建立施

用毒品者於完成 DPCCAT 後一年「不再犯」的預測模型。而本研究也發現，除了個案

的基本資料與犯罪紀錄，像是年齡、性別、入監紀錄等之外，如能進一步收集其動態資

料，如從不同量表測得的生活品質、成癮程度、衝動程度等，將能提升預測模型的預測

正確率。較為可惜的是，因時間有限，本次會議並未在每場次發表後安排與談人進行回

饋，然而，出國人員仍透過會議休息時間與其他專家學者交換人工智慧技術運用在犯

罪防治研究上的現況，其他發表的研究亦有將資料科學方法運用在網路文本探勘、犯

罪黑數探勘等方面，且在參與「人工智能在藥物濫用研究與時間中的應用工作坊」後，

本學院團隊認為，未來應用 AI 技術在學術研究的比例與可能性將逐漸提升，且運用巨

量資料（big data）進行各種犯罪預測或針對不同犯罪找出最佳的處遇模式，是一可行

之研究方向，研究人員應增進自身的分析技術，以因應大數據時代的來臨。 

（二）機構參訪與實地訪談對實務工作之啟發 

除了論文發表之外，出國人員在機構參訪與對實務工作者的訪談中，也學習許多

毒品防治相關的實務與政策推動現況。透過機構參訪，可以發現澳門戒毒機構資源擁

有充沛的資源，而澳門政府比較像是資源提供及協助的角色，而非機構督導者，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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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府與民間組織間能保持熱絡且正向的互動。與我國相同的是，澳門也以醫療戒治

先於矯治監禁模式作為施用毒品者的處遇方針，且施行成效斐然，可見我國當前的毒

品處遇方向應是符合國際潮流，且能真正降低毒品犯罪的發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澳門設有「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做為所有與毒

品防制有關的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的即時資訊分享機制，該系統的填報內容主要分成

「個人身份識別資料」，包括姓氏、性別、出生日期、出生地、種族、婚姻狀況、有否

子女、居住地區、教育程度、職業狀況、犯罪紀錄等，以及「吸毒狀況」，包括吸食毒

品種類、吸食方法、吸食時間、頻率、購毒開銷、吸食場所、原因、吸毒歷史、是否共

用針頭等，政府及民間戒毒機構便能透過前述資料研擬防治政策，或為個案設計毒品

施用處遇，值得我國學習，以解決目前不同的毒品執行機關因資訊斷層，而產生的認知

差距，並提昇執行效益。而比對該國約 70 萬之人口數，從「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

系統 2022 年報告書」中也可以發現，澳門每年施用毒品人數僅約為數百餘人，在 2022

年更降至 81 人。再從藥物濫用盛行率來看，澳門過去一年藥物濫用比率為 1.27%，遠

低於全球 5.4%、美洲 12.43%、歐洲 7.55%、非洲 8.46%、大洋洲 15.27%及亞洲的 2.68%8，

以及我國的 1.46%，可見澳門在毒品防治政策上的成功，其相關禁毒、戒毒策略確實值

得參考。 

 

 

 

 

 

 

 

 

 

                                                      
8 澳門及世界各大洲藥物濫用盛行率等資料來源，可參考 2021 年「澳門社會的濫藥趨勢戒毒服務需求

與發展規劃研究」。 

圖 17 澳門近五年吸毒人數 

資料來源：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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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事項 

經由本次出國參訪行程，歸納值得政府思考與學習之建議事項，包括：1、政府委

託學術單位進行藥物濫用盛行率調查，瞭解民眾身心健康及藥物濫用現況，以有效監

控因應，有其必要，宜定期辦理。2、針對潛在藥物濫用者和一般民眾實施不同程度的

預防宣導，對症下藥，可以提昇預防成效。3、目前臺灣的毒品防制工作中，社工師業

務繁雜、薪資低落等困境應予解決，方能提升其工作效能。4、導入中醫體系的治療方

式，具有一定成效，在西醫治療為主流模式的臺灣，可思考擴展毒品戒治的醫療模式。

5、未來政府建立的毒品施用者資訊系統，應該同步蒐集靜、動態因子，以提升再犯/不

再犯模型的預測性能，也才能建立更細緻化的毒品施用者分流處遇模式。6、政府機構

宜系統性編製「健康生活教育課程」，且分眾教育宣導，從幼稚園高（大）班至國小 6

年級，分別設計不同主題內容，在幼稚園高班階段，課程重點在認識身體功能、飲食重

要性、如何安全使用藥物等；在國小低年級階段，課程重點在瞭解身體呼吸、消化過

程；在國小中年級階段，課程重點在瞭解身體循環及神經系統的運作，及酒精對人體的

影響；在國小高年級階段，課程重點在認識菸品、毒品對個體的影響，並培養其批判思

考、尊重與拒絕他人的認知技巧。由此可見，建立預防藥物濫用的知識須即早開始，且

應循序漸進的培養年輕學子對於物質濫用的觀念知識，而非一味使用威嚇式、恐懼式

訴求的宣導方式。7、政府對於吸毒者的尿液採驗，可再涵括身體健檢項目，以更積極

的態度，去照護毒品施用者，以提昇其戒毒意願。8、政府部門應更重視與民間單位的

合作及溝通，並樂於挹注資源予民間機構組織，以增強公私協力，解決毒品問題的力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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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學術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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