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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6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落实 

《2019年部长宣言》所反映的 

应对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所有 

承诺的后续行动 

 

 

 

  通过持续且更有力地支持《巴黎公约》举措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源自

阿富汗的非法阿片剂 

 
  秘书处的报告 

 

摘要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题为“通过持续且更有力地支持《巴黎公约》举措加强

国际合作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非法阿片剂”的第 56/3 号决议中，欢迎并重申支持

《巴黎公约》举措，认为该举措是最重要的国际框架之一，是各国、主管国际组

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在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方面开展真正合作的独

特平台。麻委会继续呼吁会员国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和其他实体合作，确保充分实施 2012 年 2 月 16 日举行的巴黎公约伙

伴方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非法贩运问题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成果文件《维也

纳宣言》。按照麻委会的要求，本报告介绍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 2022 年为落

实该决议而采取的步骤。 

 

  

__________________ 

 * E/CN.7/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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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1. 2012 年 2 月举行的《巴黎公约》伙伴方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非法贩运

问题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维也纳宣言》，1该《宣言》是一项以平衡、综

合方式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威胁的国际承诺声明。与会者在《宣言》中确

定了加强合作的以下四个主要优先领域，也称作其四个支柱：(a)区域举措；(b)

与阿片剂贩运相关联的资金流动；(c)防止前体化学品转移用途；以及(d)减少药

物滥用和依赖性。此外，《巴黎公约》合作伙伴重申它们在应对阿片剂给世界各

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的全球威胁方面负有共同和分担的责任。 

2.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题为“通过持续且更有力地支持《巴黎公约》举措加

强国际合作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非法阿片剂”的第 56/3 号决议中，确认该举措的

重要性，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国际框架之一，是会员国、主管国际组织和其他相

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在打击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方面开展真正合作的独特平台。 

3. 《维也纳宣言》为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响应大会第三十届特别

会议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所述

国际挑战和响应的国际承诺，这些承诺旨在打击麻醉药品贩运并处理与其他形

式有组织犯罪的联系。 

4. 《巴黎公约》伙伴关系对《维也纳宣言》四个支柱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及具体目标。在《巴黎公约》全球方案下，伙伴关系的 81 个成员在

特别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和 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

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确定支助的优先次序方面得到协助。 

5. 《巴黎公约》分两个方面。一是伙伴关系本身，目前由 58 个国家和包括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内的 23 个组织组成。

这一伙伴关系负责根据《维也纳宣言》按分担责任的原则确定优先事项并执行

各项措施。在该伙伴关系框架内组织的专家和政策层面的活动提供了为这样一

些目的开展全球对话的平台，即推广良好做法，根据始于阿富汗的贩毒路线沿

线不断变化的威胁调整应对措施，促进合作并为协同行动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

第二个方面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建立的全球《巴黎公约》方案，以便促进

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通过落实该方案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提供协调支持，三

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协商机制、联络干事网，以及信息管理。 

6. 《巴黎公约》是专注于以重点突出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减少包括罂粟种植在

内的阿片剂贩运、生产和全球消费的唯一全球合作机制。安全理事会和麻醉药

品委员会通过的多项决议承认《巴黎公约》的重要性，认为《巴黎公约》是在

阿富汗、邻近区域和其他地区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综合办法的一部分。 

7. 除了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外，与毒品、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有关

的威胁还在不断变化，不仅影响到该国及其人民，而且同样影响到更广泛的区

域和国际社会。。安全与发展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政治意愿、

合作和支助，以便采取相辅相成的有效的打击麻醉品措施。在这方面，《巴黎公

约》举措在其任务范围内在下列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支持国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E/CN.7/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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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为应对跨领域挑战的行动对策创造政治动能和提

供施策依据。 

 

 二. 麻委会第 56/3 号决议的执行状况 

 

 A.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巴黎公约》方案的最新情况 

 

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其《巴黎公约》方案担任《巴黎公约》伙伴关

系协调方，通过综合利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相

关行动能力等做法为《巴黎公约》方案实现其目标提供支持。 

 

 协商机制 

 

9. 《巴黎公约》举措的协商机制促进了 81 个《巴黎公约》伙伴方之间的定期

专家和政策协商，以确定在应对源于阿富汗的阿片剂贩运路线沿线当前和不断

变化的威胁上的优先行动事项，并促进专题间、区域和区域间协调。在专家会

议上，《巴黎公约》的合作伙伴交流了其在为制定和实施有关《维也纳宣言》四

大支柱的强化措施提供支持上的最新知识和行动方面的最佳做法。这些会议还

审查和更新了关于优先行动事项的建议，并随后将其提交作为《巴黎公约》伙

伴关系决策机构的政策协商小组的年度会议予以核可。 

10. 2022 年，尽管发生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大流行，但《巴黎公

约》方案仍然得以成功地组织了协商机制的所有五次会议。根据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制定和通过的模式，所有专家会议和政策会议继续以混合方式举行，

既允许亲自出席，也允许通过虚拟平台参与。 

11.  2022 年组织的四次专家工作组会议有近 450 名被提名的专家出席，代表 46

个地理上分布广泛的国家及 14 个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政策协商小组的会议有

来自 37 个国家和 13 个组织的 135 名被提名代表出席。 

12.  与《维也纳宣言》第一个支柱有关的跨境合作问题专家工作组于 2022 年

10 月 5 日和 6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了会议。该会议是与欧洲联盟中亚

毒品问题行动方案和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联合举办的。来自 28 个国家和 8

个国际和区域组织的 110 多名与会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分享了跨境合作

方面的最佳做法，并除其他外就如何加强国际和区域执法中心在支持合作应对

新型毒品犯罪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了旨在加强区域跨境合作举措

的八项优先建议，以供《巴黎公约》合作伙伴执行。 

13. 在《维也纳宣言》第二个支柱的背景下，2022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在维也

纳举行了专家工作组会议，重点是侦查和阻断与阿片剂非法贩运有关的资金流

动。会议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主办，出席会议的有 140 多名被提名的与会者，

包括来自执法机构和检察机构以及金融情报机构的高级别代表，代表了 33 个国

家及 11 个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与会者确定并交流了始于阿富汗的三条贩毒路

线（即北线、巴尔干路线和南线）沿线出现的新挑战，以及在行动方面的最佳

做法，特别侧重于非法使用虚拟资产和资产追回所构成的风险。会议取得的一

项成果是，专家们商定了关于优先行动事项的四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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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维也纳宣言》第三个支柱有关的前体问题专家工作组会议是与东南欧

执法中心联合组织的，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和 25 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出席会

议的有来自 31 个国家及 6 个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 100 名与会者，专家们交流

了前体化学品贩运的最新趋势，并介绍了关于最近确定的贩运路线和技术的情

况。所讨论的其他主要专题包括调整法律框架以更好利用特殊侦查手段、控制

下交付、情报交流和平行联合侦查。此外，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在来源国和过

境国开展的前体回溯调查最新情况，并分享了关于利用互联网防止前体化学品

转移的新的方法的信息。最后，专家们商定了加强前体相关行动的 11 项优先建

议。 

15. 2022 年 7 月 18 日和 19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了与《维也纳宣言》第四个支柱

有关的为戒毒治疗和护理综合做法提供支持的专家工作组会议。参加这次活动

的有代表 22 个国家及三个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 80 多名与会者。会上介绍并

讨论了关于吸毒病症患者治疗和护理质量保证的最新科学证据和良好做法。与

会者除其他外审查了评价治疗服务的现代做法，并分享了使用评价结果的经验。

与会者商定了旨在改善吸毒病症患者治疗和护理服务的 10 项优先建议。 

16. 政策协商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组织，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和 6 日在维也纳举行。出席这次活动的有代表 37 个国家及 13 个国际组织

和区域组织的 135 名与会者。会上向政策协商小组介绍了以下方面的最新情况：

关于当前和新出现的毒品贩运模式和趋势、最近在阿富汗开展的行动动态以及

在《巴黎公约》方案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阿富汗及其邻国区域方案下取得

的进展。与会者再次确认《巴黎公约》举措的关联性，并重申在共同和分担责

任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应对阿片剂构成的威胁的重要性。会议结

束时审查并核可了 2022 年举行的专家会议提出的与《维也纳宣言》四大支柱有

关的优先行动事项建议。 

 

 联络干事网 

 

17. 2022 年，始于阿富汗的阿片剂主要贩运路线沿线国家（即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北马其顿、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兹别

克斯坦）的《巴黎公约》驻地联络干事网络继续为在《巴黎公约》协调机构的

监督下实施《巴黎公约》伙伴关系的决定和建议提供支持。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主要的国家利益攸关方和对应方协调，对联络干事

网络进行了调整。在安卡拉新设了一个国家联络干事职位，这反映了土耳其在

巴尔干路线上的战略地位。鉴于南线日益重要以及东非国家在禁毒对策方面发

挥的关键作用，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新设立了一个国家联络干

事的职位。此外，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阿富汗及其邻国区域方案合作，填

补了一个国家联络干事的职位，该职位设在伊斯兰堡。 

19.  联络干事继续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落实《维也纳宣言》的其他方

案提供便利。例如，联络干事改善了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协助各国履行其在年

度报告调查表方面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责任。此外，联络干事为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单项毒品缉获数据库和毒品监测平台项目收集数据，并为

在驻地分发《2022 年世界毒品报告》提供支持。联络干事还为毒品和犯罪问题



 
E/CN.7/2023/9 

 

5/6 V.22-29484 

 

办公室若干全球和区域方案提供支持，这些方案包括集装箱管制方案、打击海

事犯罪全球方案、阿富汗及其邻国区域方案、东南欧区域方案和中亚方案，并

为驻地层面的相关协调活动和与《巴黎公约》举措的协同增效提供便利。 

20. 为了进一步支持改进数据可用性的努力，联络干事继续更新《巴黎公约》

国家概况介绍，提供了中亚、东南欧、高加索和西亚 21 个国家的毒品和前体指

标最新数字。国家概况介绍可在《巴黎公约》门户网站上查阅（www.paris-

pact.net）。 

21.  此外，联络干事维持并建立了与主要国家对应方的新的合作模式，发展了

国家专家网络，并寻找各种机会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领域加强与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的合作。各国合作伙伴表示大力支持《巴黎公约》，并强调了其联络

干事对便利合作伙伴有效参与该举措的活动的重要性。 

 

 信息管理 

 

22. 按照《巴黎公约》方案独立中期评价所提建议，并遵循政策协商小组第十

四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巴黎公约》方案继续通过《巴黎公约》门户网站定期介

绍关于在《维也纳宣言》四个专题支柱下开展的各项活动最新落实情况。有英

文和俄文双语的该门户网站还允许注册用户查找和检索包括专题介绍在内的与

《巴黎公约》所有活动有关的具体信息和文件，并采纳了与《维也纳宣言》四

大支柱有关的优先行动事项的建议。 

 

 B. 协同增效 

 

23. 《巴黎公约》举措是《巴黎公约》技术领导伙伴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为应对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构成的威胁而采取的区域间、部门间和专题间办

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巴黎公约》方案继续确保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相关方案

切实参与《巴黎公约》协商机制，包括通过欧洲、西亚和中亚区域科（通过阿

富汗及其邻国区域方案、东南欧区域方案和中亚方案）、边境管理处（通过打击

海事犯罪全球方案、集装箱管制方案、机场通信项目、捣毁犯罪网络方案和关

于阿富汗阿片剂贸易的项目），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问题处（通过反洗钱、和

打击犯罪所得及资助恐怖主义问题全球方案）、毒品、实验室和科学服务处（通

过其预防、治疗和康复科）以及研究和趋势分析处（通过其毒品研究科与数据

开发和传播科）。 

 

 C.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巴黎公约》方案的可持续性 

 

24.  在报告所述期间，《巴黎公约》举措成功举行了四次全球专家工作组会议和

政策协商小组会议，从而实际上与大多数伙伴国家和组织均有沟通。2022 年，

来自 49 个国家及 17 个区域和国际组织的近 600 名被提名的参与者参加了在该

举措协商机制下组织的活动，这彰显了对该举措的需求、其活动的重要性以及

根据麻委会第 56/3 号决议加强该举措的持续必要性。 

25. 《巴黎公约》方案与合作伙伴积极互动，呼吁提供进一步支持以加强该举

措。正如政策协商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所强调的，该举措及其活动能否持续仍然

http://www.paris-pact.net/
http://www.paris-pa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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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赖于捐助方的继续支持。今后将进一步利用《巴黎公约》举措的协商机

制，并将该举措发展成为一种适应能力快的工具，本着共同和分担责任的精神

拓宽伙伴关系的捐助方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