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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東亞跨境毒品交易和合作打擊毒品販運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研究發

現，東亞地區的毒品販運呈現出複雜且不斷演變的特徵。金三角地區仍然是主

要的毒品生產和販運中心，但生產已擴展到鄰國。近年來，合成毒品尤其是甲

基苯丙胺的生產和販運顯著增加。有組織犯罪集團在毒品生產和分銷網絡中扮

演關鍵角色，並表現出極強的適應能力。他們不斷調整販運路線，利用非管制

化學品，並開發新型毒品產品以規避執法。毒品販運對當地和國家經濟造成嚴

重影響，包括巨額非法資金流動、經濟扭曲和腐敗。區域合作方面，東盟建立

了多項機制和倡議，但在跨境合作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不干涉內政原則、法

律體系差異和資訊共享不足等。執法方法的有效性有限，需求減少和傷害最小

化策略實施不均衡，替代發展計劃雖有成效但面臨可持續性挑戰。研究建議加

強區域協調，採取以人權為基礎的方法，加強邊境和海上路線監管，並促進區

域對話。未來研究應關注替代發展計劃的長期效果評估，以及創新技術在打擊

毒品販運中的應用。 

關鍵詞：東亞毒品販運、跨國有組織犯罪、區域安全合作、替代發展計劃、執

法策略適應性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cross-border drug trafficking in East 

Asia and evaluates regional cooperation efforts to combat this persistent 

transnational crime. Through a political-economy lens,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illicit drugs, with a focus on 

methamphetamine and ketamine, which have seen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dapt to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and exploit porous borders, shifting trafficking routes, and 

economic disparitie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analysis draws on data from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reports, ASEAN docu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sources to map drug flows, asses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illicit drug trade,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counter-narcotics initiatives.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role of the Golden 

Triangle, changing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increasing use of maritime routes 

for large shipments. 

Keywords: East Asian drug trafficking,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programs, law enforcement 



2 
 

adaptability  



3 
 

一、前言 

東亞毒品販運概觀 

東亞的毒品販運有著悠久而複雜的歷史，該地區在全球非法毒品貿易中發

揮重要作用。金三角是緬甸、寮國和泰國邊境交彙的地區，幾十年來一直是該

地區毒品生產和販運的中心(Sen, 1991: 241; McPherdran, 2017)。 

二十世紀中葉，金三角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鴉片產區之一。尤其是緬甸，在

2020年之前一直是僅次於阿富汗的世界第二大鴉片來源國，其產量約占世界供

應量的 25% (Lintner, 2022)。緬甸撣邦一直是鴉片和海洛因生產的主要中心，各

種民族武裝團體控制著這些活動(Chin and Zhang, 2007)。 

然而，東亞的毒品模式近年來發生重大變化。首先，隨著鴉片和海洛因產

量的逐漸下降，合成毒品(特別是甲基安非他命)的生產和販運卻急遽增加。而

且，毒品生產已超越傳統的金三角地區，合成毒品的非法製造蔓延到鄰國。販

運者已通過路線多樣化、越來越多利用海上和利用該地區漏洞百出的邊界來因

應政府的執法工作。此外，甲基安非他命的批發價格已跌至歷史低點，顯示區

域合作毒品市場供應強勁。「快樂水」(happy water)、「派對棒棒糖」(party 

lollipops)等新型合成毒品相繼出現，針對年輕用戶，帶來新的健康風險(UNODC, 

2023a; 2024a)。加之，來自各國的犯罪集團，包括來自西巴爾幹半島地區的犯

罪集團，已成為東亞毒品貿易的重要參與者(Stojanovic, 2020)。同時，區域互聯

互通的加強，諸如東協經濟共同體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無意中為毒品

販運創造了新的機會(Luong, 2020)。這些動態的格局變化為整個東亞的執法和公

共衛生當局帶來了持續的挑戰。 

東亞的毒品情況不斷發展，UNODC的報告稱，該地區的合成毒品市場正在

多樣化並以令人擔憂的程度擴大(UNODC, 2023a)。這種動態的格局給整個東亞

的執法和公共衛生當局帶來了持續的挑戰。 

本研究的重要性 

這項關於東亞跨境毒品交易和打擊毒品販運合作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原

因如下： 

1. 不斷變化的毒品格局。本研究探討了東亞毒品生產和販運的快速變化性

質，隨著傳統麻醉品向合成藥物的轉變以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質的出現，

了解這些動態對於制定有效對策至關重要。 

2. 區域安全影響。販毒對區域安全穩定構成嚴重威脅，透過分析此問題的

政治經濟面，本研究有助於更全面地了解東亞國家面臨的安全挑戰。 

3. 經濟影響評估。本研究揭示了毒品販運的經濟後果，包括其對該地區合

法企業、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這種理解，對於政策制定者

和經濟學家至關重要。 

4. 合作機制評估。透過審查現有的區域合作努力，本研究為當前策略的有

效性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並確定了跨境合作需改進的地方。 

5. 政策相關性。本研究的結果和建議可以直接為國家和區域層面的政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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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供資訊，從而有可能制定更有效的禁毒戰略並改善區域合作。 

6. 公共衛生影響。了解毒品販運模式和趨勢，對於解決該地區域藥物和成

癮相關的公共衛生挑戰至關重要。 

7. 跨國犯罪視界。本研究有助於瞭解更廣泛的跨國組織犯罪研究領域，提

供可能適用於面臨類似挑戰之其他地區的視界。 

8. 跨學科方法。透過結合政治、經濟和安全視角，本研究提供了對販毒問

題的整體看法，這對於制定全面的解決方案至關重要。 

9. 數據貢獻。本研究匯集和分析了各種來源的數據，可能為該領域的未來

研究和政策分析累積寶貴的資源。 

10. 全球背景。雖然研究的重點是東亞，但研究結果可能對了解全球販毒趨

勢和國際合作努力產生影響。 

因此，這項研究成為政策制定者、執法機構和學者尋求解決東亞及其他地區販

毒所帶來之複雜挑戰的重要工具。 

研究目的和問題 

本研究在對東亞地區跨境毒品交易和打擊販運的合作努力，提供全面的政

治經濟分析。研究以以下目標和問題為主旨： 

主要目的為分析東亞跨國販毒動態，評估區域合作應對對此跨國威脅的有效

性。具體目的為： 

1. 鋪陳東亞當前毒品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 

2. 評估販毒對該地區國家的經濟影響； 

3. 研究影響販毒和禁毒工作的政治因素； 

4. 評估現有區域合作機制及其成效； 

5. 提出加強區域禁毒工作的政策建議。 

本研究的問題為： 

1. 生產和分銷： 

(1) 過去十年東亞的毒品生產模式發生了甚麼樣的演變？ 

(2) 該地區販毒集團主要採取哪些販運路線和方法？ 

(3) 跨國犯罪組織如何適應執法工作？ 

2. 經濟影響： 

(1) 東亞非法毒品交易的估計價值是多少？ 

(2) 販毒如何影響該地區的合法經濟？ 

(3) 洗錢毒品收益的金融機制有哪些？ 

3. 政治因素： 

(1) 東亞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如何影響販毒模式？ 

(2) 腐敗和治理薄弱在促進販毒方面扮演了甚麼角色？ 

(3)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如何影響區域販毒合作？ 

4. 區域合作： 

(1) 打擊販毒區域合作的主要機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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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協主導的倡議在解決毒品問題方面效果如何？ 

(3) 有效進行跨國禁毒合作面臨哪些主要挑戰？ 

5. 政策與策略： 

(1) 目前的國家和地區禁毒戰略的效果如何？ 

(2) 那些創新方法在打擊販毒方面顯示出希望？ 

(3) 如何加強區域合作，更有效解決毒品問題？ 

透過這些目的和問題，本研究希望能有助於更深入地了解東亞毒品販運的複雜

問題，並為該領域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提供寶貴的見解。 

 

二、理論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政治經濟學方法來分析東亞的跨國毒品販運，並輔以適當的方

法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毒品販運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框架提供了一個多維度的視角，透過它來審視影響東亞販毒的經

濟、政治和社會因素之間相互作用。此方法考慮到推動藥品生產和分銷的經濟

誘因、影響販毒模式的政治結構與權力動態、影響毒品消費和政策反應的社會

和文化背景，以及管理區域合作努力的體制架構。透過整合這些要素，研究旨

在提供對販毒現象的整體理解，超越簡單的供需模型，探索其中作用的更深層

之結構因素。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了各種數據來源以確保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包括聯合國毒品和

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東協(ASEAN)和國家藥物管制機構的正式報告，還有

學術書刊、灰色文獻(包括政策簡報和智庫報告)、媒體報導和調查性新聞報導，

以及關於毒品緝獲、逮捕和經濟指標的量化數據。 

本研究採用混合方法，結合質性和量化分析技術，包括定性內容分析，以

識別政策文件和報告中的主題和模式；資料分析，以檢視毒品生產、販運路線

和緝獲的趨勢；比較分析，以評估國家做法和區域合作機制的差異；網路分

析，以描繪販毒路線和組織架構；案例研究分析，以深入研究具體的毒品販運

事件或合作努力。這種方法可以對東亞販毒的多方面性質進行嚴格審查，使研

究能夠得出有意義的結論，並提出基於證據的政策建議。 

 

三、東亞販毒概況 

歷史背景和當前趨勢 

根據 UNODC的估計，亞太地區的毒品貿易價值在 303億至 614億美元之

間(Duangdee, 2021)。從圖一可以看得出來，一直到 1990年代中，緬甸是全球

最主要的毒品(尤其是鴉片)生產國，到了二十世紀末，其地位才為阿富汗所取

代。而位於緬甸、泰國和寮國交界所謂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自 1950年代

以來，一直是鴉片和海洛因的主要生產地區(Dargan and Wood, 2012)。一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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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有在美國銷售的海洛因有 60%起源於此(Pasuk et al., 1998: 87)。這種生產

轉移的部分原因是中國 1940年代末對鴉片的鎮壓，推動了鴉片種植南移

(McCoy, 1991: 1992)。 

 

圖一  全球鴉片生產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UNODCCP (1999), p. 23; UNODC (2023b), p. 138; UNODC (2011), p. 60. 

 

南越在 1975年淪陷之前，是金三角鴉片運送的主要目的地。來自緬甸與寮

國山區的鴉片，透過貪腐的寮國與越南官員運到西貢，製造成海洛因之後再轉

運至香港、美國以及歐洲。海洛因在南越大量生產，也導致在越南的美國大兵

染上毒癮。當時，許多鴉片均運經泰國。金三角在 1994年所生產 150噸的鴉

片，有 50噸經過泰國，這些鴉片有部分是在泰國消費。毒品交易的外國中間商

有許多是來自馬來西亞或香港的華人。後來，奈及利亞人亦開始介入，在 1990

年時，奈及利亞人佔了外國肩商的 25%，而馬來西亞華人佔 20% (Pasuk et al., 

1998: 92)。 

另一方面，香港在 1997年回歸中國之前，則一直是東南亞海洛因貿易的中

心(Booth, 1999)。長期以來，幾乎沒有任一主要的東南亞海洛因運送事件是不涉

及香港的，它要不是背後的主導者，就是資金的提供者。在香港於 1974年成立

廉政公署之前，許多警官都受到香港毒梟引誘而陷入貪腐(Lo, 1993)。而即使在

英國於 1997年將香港歸還中國之後，它仍然在東南亞海洛因貿易上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越來越多的毒品由中國經陸路而進入香港(Finkenauer and Chin, 

2006)。後來因中國政府的極力鎮壓，冰毒生產業務逐漸轉移到台灣，最終則轉

移到緬甸撣邦等地區，這個轉變是由於需要尋找更安全、更祕密的生產地點

 阿  富  汗  緬  甸  其  他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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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taillé, 2004: 24-26; 楊智強、孔徳廉，2020)。 

台灣與香港一樣，以其高度發展的國內市場，以及戰略位置和貿易優勢，

也時而扮演在東南亞海洛因到達西方的轉運站，毒品從曼谷經由高雄以貨櫃運

至美國。台灣毒品集團組織在整個亞洲毒品供應鏈中發揮關鍵作用，特別是甲

基安非他命的生產和販運方面。他們採取了綜合性販運運作，開發了一種集製

造、販運和分銷於一體的毒品「一條龍」模式。他們吸收了毒販、黑幫，甚至

利用漁船進行國際販運，這種模式使他們能夠有效地控制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

供應鏈(楊智強、孔徳廉，2020)。而由於台灣所位居的策略地理，所以在亞洲

藥品生產與消費網路中具有戰略意義。據了解，台灣販毒集團與東南亞甲基安

非他命主要產區金三角等地區的生產商合作，以促進毒品跨境流動(楊智強、孔

徳廉，2020; Ng, 2023)。這些販毒集團採用複雜的走私方法來逃避執法單位，如

眾所周知，他們利用海上路線繞過陸地巡邏，利用東南亞水域的大量漁船以運

輸毒品(Ng, 2023)。此外，他們還參與了創新的走私活動，例如將安非他命溶解

在液體中將其偽裝成葡萄酒以便運輸(Liu and Hsiao, 2024)。台灣販毒集團已經建

立了一個覆蓋亞洲以外的廣泛網絡，與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區的犯罪組織接

觸，這種全球影響力使他們能夠在各大洲擴大市場和控制力(楊智強、孔徳廉，

2020)。 

在 1987年台灣民眾首次被允許訪中以來，許多台灣人開始造訪中國，以至

於在當地定居與從商。從 1990年代中推動的南向政策開始，台灣在泰國、柬埔

寨、寮國、緬甸以及越南的廠商數目亦大幅上升。自此，台商在海洛因貿易上

所扮演的角色即開始轉變。1998年之後，進入中國大陸以及泰國的台商開始與

毒品生產者接觸，他們成為毒品從東南亞產地進入台灣的直接管道。台灣的毒

品組織亦因而部分取代了香港集團在台灣原有的角色，這些集團將海洛因運至

澳洲、日本和美國。台灣毒品集團依據幾個條件來網羅運毒成員，包括是否擁

有漁船或船員證、是否擁有合法出口或報關公司、是否與地方毒品銷售維持良

好關係，或是否從事化學材料或醫療器材的買賣等等。同時，因為他們是生意

人，所以也特別重視快速交貨、產品品質以及準時付款。他們的行為模式與一

般的生意人沒有兩樣，鮮少運用暴力來對付其他毒品集團成員或執法單位

(Finkenauer and Chin, 2006: 66)。 

1990年代台灣甲基安非他命的使用激增，成為被監禁者中最常見的非法藥

物。這導致了更嚴格法律的實施，例如 1998年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該法

旨在將毒品成癮視為一個健康問題，而不是純粹的刑事問題(Chen et al., 2021: 

118)。 

至於美國方面，早在 1850年代華人首次抵達當地開始，即被懷疑高度涉入

鴉片的使用和運送。在十九世紀末，即有大量在舊金山地區的華商活躍於西岸

之鴉片的輸入和分銷(Mark, 1997)。至於 1914到 1965年之間，華人在美國的毒

品貿易裡到底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實在所知不多。在 1965年美國移民法採開放

政策之後，包括許多船員在內的華人罪犯將毒品帶入美國，這些船員將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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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交唐人街的毒梟，再全數賣給其他族群的中間商，華人自己並不參與到街頭

的毒品販賣(Chin, 2009: 120)。 

1983年之後，從東南亞運至美國的海洛因大幅上升；1986年，涉及海洛因

案件的華人罪犯亦快速增加。許多走私客將海洛因夾藏在行李、相框以及其他

物品裡，從香港和曼谷進入美國機場。1987年之後，運毒的方式又有了改變，

大量的海洛因被隱藏在貨櫃裡進入紐澤西的紐沃克和伊莉莎白以及芝加哥港，

毒品被小心地塞入家具、冷凍海產以及尼龍運動球袋裡，以逃過海關人員的檢

查(Chin, 2009: 120-21)。在 1990年時，走私進入美國的海洛因據估計有 45%，

而進入紐約的則有 80%是東南亞人所為(McCoy, 1992)。在當時，包括美國、澳

洲、荷蘭以及英國的執法機構都宣稱，華人掌控了他們轄區裡的海洛因貿易

(Chin, 2009: 122)。 

1994年，美國當局執行了所謂捕虎行動(Operation Tiger Trap)計畫，阻止金

三角的海洛因流入美國，該計畫的顯著成效被認為是導致東南亞毒品走私至美

國銳減的重要因素。幾年之後，來自哥倫比亞的海洛因迅速取代了東南亞在美

國的市場。1998年 1月 1日的《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當局宣稱哥倫比亞的海

洛因已佔了走私入美國的 60%。在一份對國際犯罪的評估報告裡，美國官員指

出在哥倫比亞以及墨西哥生產的海洛因，已佔有美國大約 75%的市場，其餘大

部分則為東南亞所佔有(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2000)。在 2003年時，哥

倫比亞毒品集團組織據估計已佔有美國海洛因市場的 80% (Forero, 2003)。 

目前冰毒批發價格以跌至歷史新低，顯示區域合成毒品市場供應強勁

(UNODC, 2023b)。緬甸持續的內戰進一步加劇了局勢，2023年罌粟種植面積擴

大了 18%，使緬甸成為世界最大的鴉片生產國(Walker, 2024)。 

主要毒品類型及其盛行率 

甲基安非他命是東亞和東南亞最流行的毒品，2022年，該地區緝獲了近

151噸甲基安非他命(UNODC, 2023b)。該毒品有晶體和片劑兩種形式，不同國家

的使用模式有所不同。而儘管人們轉向合成藥物，但阿片類藥物的使用仍然很

重要。2005年，估計亞洲有 640-1,200萬阿片類藥物使用者(Dargan and Wood, 

2012)。同時，氯胺酮(K他命)的生產和販運亦急遽增加，2022年，該地區緝獲

了創紀錄的 27.4噸氯胺酮，成長了 167%。此外，儘管大麻的使用率不如世界

其他地區那麼普遍，但該地區的大麻使用率仍然很高，15-64歲亞洲人口的年吸

食率為 1.2-2.5%。另一方面，與其他地區相比，亞洲在可卡因的使用情形相對

較少，15-64歲人口的年使用流行率為 0.01-0.3%。另外，在新型精神活性物質

(NPS)方面，雖然數據有限，但有新的證據表明該地區較先進國家(特別是香港和

日本)使用 NPS (UNODC, 2023b)。 

金三角與新興生產中心 

金三角仍然是重要的毒品生產中心，特別是在緬甸撣邦。然而，東亞的毒

品生產格局正在改變： 

1. 儘管衝突不斷，緬甸仍然是鴉片和合成毒品的主要產國，撣邦佔全國鴉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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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積的 88% (Walker, 2024)。 

2. 毒品生產已擴大到傳統金三角地區之外，據報導，中國、菲律賓、印尼、馬

來西亞，甚至伊朗也有秘密製造苯丙胺類興奮劑的情形。 

3. 印度和中國已成為氯胺酮的重要生產國，有證據顯示氯胺酮從藥品供應轉移

並進行秘密生產(Dragan and Wood, 2012)。 

4. 大宗貨物使用海上航線的情況增加，特別是為了因應陸地邊界沿線執法力度

的加強。 

5. 南亞已進一步融入東南亞市場，大量甲基安非他命從緬甸販運到孟加拉，並

越來越多流入印度東北部(UNODC, 2023b)。 

東亞的販毒格局持續迅速發展，為該地區的執法和公共衛生當局帶來持續的挑

戰。生產中心、販運路線和毒品類型的多樣化，勢需全面和適應性策略來應對

此一跨國問題。 

 

四、生產和分銷網絡 

 

販運路線與方法 

近年來，東亞和東南亞的販毒路線發生了顯著變化，以適應執法工作和不

斷變化的市場動態。涵蓋緬甸、寮國和泰國部分地區的金三角仍然是毒品生產

和販運的重要中心，特別是甲基安非他命和氯胺酮(UNODC, 2023b, UNODC, 

2024b)。 

為了應對加強的執法力度，販運者改變了他們的路線： 

1. 陸路：雖然仍使用穿過寮國和泰國北部的傳統路徑，但販運者已將大量供

應通過緬甸中部運送到安達曼海(UNODC, 2023b)。 

2. 海運航線：透過泰國灣和安達曼海的海運航線進行大宗貨物運輸的情況顯

著增加。這種轉變的部分原因是陸地邊界執法力度加大(UNODC, 2023b; 

Strangjo, 2024)。 

3. 南亞整合：大量甲基安非他命從緬甸販運到孟加拉國，並越來越多地販運

到印度東北部(UNODC, 2023b)。 

4. 過境國：泰國、中國雲南省、越南、菲律賓和柬埔寨是運往國內和國際市

場的重要毒品中繼站(UNODC, 2024b)。 

販運方式也多樣化： 

1. 大規模運輸：組織犯罪集團越來越多地利用海上路線進行大量運輸，通常

超過一噸，並且經常將甲基安非他命與氯胺酮混合使用(UNODC, 2024b; 

Strangjo, 2024)。 

2. 利用貿易基礎設施：犯罪分子正在利用該地區廣泛的貿易基礎設施，將陸

上販運走廊與海上路線連接起來(UNODC, 2024b)。 

3. 非管制化學品：販運者越來越多地使用各種非管制化學品來擴大生產，同

時最大限度地減少供應鏈中斷。2023年，該地區緝獲了近 700噸各種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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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物質(Strangjo, 2024)。 

4. 新產品形式：出現了袋裝「快樂水」、「派對棒棒糖」等新型合成藥物產

品，針對年輕用戶，往往含有多種物質(UNODC, 2024b)。 

這些販運網絡的適應性對該地區的執法機構構成了重大挑戰。隨著當局制

定打擊販毒的新策略，犯罪組織不斷改進其方法來維持其運作和利潤(UNODC, 

2023b; UNODC, 2024b; Strangjo, 2024)。 

 

組織犯罪集團的作用 

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在東亞和東南亞非法藥物的生產和分銷中發揮核心作

用，這些團體在行動中展現了非凡的適應性和複雜性。 

新義安、和勝和以及 14K等華人黑社會是該地區最臭名昭著、持續時間最

長的犯罪組織之一。他們擁有多元化的經濟組合，包括販毒、非法賭博、敲詐

勒索、人口販運和腐敗。由尹國駒（又稱「斷牙」）領導的 14K Triad在整個亞

太地區的冰毒販運中尤為突出(Felbab-Brown et al., 2024)。 

除了大型黑社會之外，較小的家庭團體和區域犯罪集團也參與販毒。例

如，張氏販毒組織專門從事合成鴉片類藥物前驅物走私。福建黑幫和廣東黑手

黨等地區組織在多個國家開展活動，經常剝削移民勞工，並在販毒的同時從事

各種犯罪活動(Felbab-Brown et al., 2024)。 

這些犯罪組織在應對執法工作方面表現出了顯著的適應性。他們經常改變

販運路線，使其產品多樣化，並利用治理和執法方面的差距(UNODC, 2023b; 

UNODC, 2024b)。例如，2022年，販運者將大量供應通過緬甸中部運送到安達

曼海，以應對傳統路線上執法力度加強的情況(UNODC, 2023b)。 

這些團體的複雜性顯而易見，他們使用非受控化學品來擴大生產，同時儘

量減少供應鏈的中斷。他們也利用該地區廣泛的貿易基礎設施，將陸上販運走

廊與海上路線連接起來，以運輸大量貨物(UNODC, 2024b)。 

此外，有組織的犯罪集團越來越多地將甲基安非他命和氯胺酮包裝在一

起，這表明在現有的甲基安非他命市場的同時增加氯胺酮需求的策略(UNODC, 

2023b)。他們也推出了「快樂水」和「派對棒棒糖」等新型合成毒品產品來吸

引年輕用戶(UNODC, 2024b)。 

這些組織犯罪集團的活動對區域安全和公共衛生有重大影響，東亞和東南

亞各地的執法機構和政策制定者必須採取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 

 

適應執法工作 

東亞和東南亞的販毒組織在應對執法行動方面展現了卓越的適應性。他們

預測、適應和規避政府行動的能力給試圖打擊非法毒品貿易的當局帶來了重大

挑戰。 

一項關鍵的適應策略是販運路線的多樣化。2022 年，為了因應執法力度加

強，販運者沿著傳統路徑改變了行動方式。在繼續透過寮國和泰國北部運送大



11 
 

量貨物的同時，他們也透過緬甸中部將大量供應運送到安達曼海，該地區受到

當局的關注較少(UNODC, 2024b)。 

隨著販運者適應更嚴格的陸地邊境管制，海上路線變得越來越重要。泰國

灣和安達曼海已成為大規模毒品運輸的重要管道，毒品運輸量往往超過一噸，

並且經常將甲基安非他命與氯胺酮混合在一起。這種適應利用了該地區廣泛的

貿易基礎設施，將陸上販運走廊與海上路線連接起來，以促進大量運輸

(UNODC, 2023f)。 

另一個重要的適應做法是在藥品生產中使用非管制化學品。有組織的犯罪

集團正在利用各種非管制物質來降低生產成本並擴大營運規模。 2023年，該

區域緝獲了近 700噸各種非管制物質，遠超過表列化學品的緝獲量。這種轉變

使販運者能夠擴大生產，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其供應鏈的干擾，使執法部門

的偵查和攔截更具挑戰性(UNODC, 2023f)。 

新合成毒品產品的推出顯示了毒販適應市場需求和逃避偵查的能力。諸如

袋裝「快樂水」和「派對棒棒糖」等產品已經出現，其中含有氯胺酮、搖頭丸

和苯二氮平類等多種物質。有些產品的包裝甚至與知名產品品牌相似，增加了

對毫無戒心的消費者的危險(UNODC, 2024b)。 

這些調整凸顯了執法機構不斷發展策略的必要性。正如 UNODC東南亞首席

毒品專家 Reiner Pungs 所指出，「有效的應對措施需要對監管框架和執法能力

進行投資，並對合法化學品貿易進行更積極的監控(Felbab-Brown et al., 

2024)。」 

 

五、毒品販運的經濟影響 

東亞的毒品販運有著深遠的經濟影響，影響到地方和國家，同時助長腐敗和

非法資金流動。 

 

非法資金流動 

毒品販運在東亞和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大量非法資金流動(IFF)，UNODC 估計

全球非法藥物市場每年價值 4,260 億至 6,520 億美元(UNODC, 2023c)。這些流

動對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助長了犯罪活動。 

最近的研究深入了解了特定國家與毒品相關的非法資金流動規模。例如，在

孟加拉，2017 年至 2021 年期間，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片劑和阿片類藥物的

跨境販運每年平均產生 4.81 億美元的對外非法資金流動。在墨西哥，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與可卡因販運相關的非法資金流入的年平均金額估計為 45 億美

元(UNODC, 2023d)。 

轉移這些非法資金的機制多種多樣且複雜，包括洗錢、貿易漏開發票、現金

走私和加密貨幣的使用。這些方法使犯罪組織能夠將毒品收益納入合法的金融體

系，扭曲經濟指標並破壞金融誠信(UNCTAD, 2023)。 

這些非法流動的規模與合法經濟部門相當。例如，墨西哥販毒造成的非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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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動估計與該國的年度農產品出口相當(UNODC, 2023d)。這項比較強調了毒品

貿易的重大經濟影響及其對該地區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穩定構成的挑戰。 

 

對地方和國民經濟的影響 

販毒對東亞地方和國家經濟的影響是深遠和多方面的。在緬甸撣邦，非法毒

品經濟已經根深蒂固，其發展速度超過了合法經濟活動，並在脆弱社區造成了經

濟依賴(Sai Aung Hla and Sai Kham Phu. 2023)。當地經濟的這種扭曲可能導致糧食

作物產量減少，並增加對毒品貿易收入的依賴。 

在全國範圍內，販毒損害了合法企業並扭曲了經濟指標。毒品資金的流入可

能人為地誇大經濟成長數據，導致政策誤導。UNODC 估計，與藥物濫用相關的

社會經濟成本可能是販毒產生的非法收入的兩倍，一些國家的比例為  3:1 

(UNODC, 2011)。 

此外，被視為販毒中心的國家可能會經歷外國投資減少並對旅遊業等關鍵部

門產生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預計，到 2024 年，緬甸的 GDP 成長率將僅為 1%，

這凸顯了深受毒品貿易影響的國家所面臨的更廣泛的經濟挑戰(Walker, 2024)。 

解決這些經濟後果需要全面的方法，不僅針對毒品貿易本身，也針對使其蓬

勃發展的根本經濟和治理問題(Sai Aung Hla and Sai Kham Phu. 2023; Walker, 2024)。 

 

腐敗及其後果 

貪腐既是毒品販運的促進因素，也是其後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深遠影響。

與毒品有關的腐敗可能滲透到各級政府和執法部門，損害刑事司法系統的可信度

和效率，並削弱法治。非法毒品貿易產生的巨額利潤使犯罪組織能夠大規模從事

腐敗活動，往往針對關鍵公職人員以維持非法毒品運輸的流動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 2011)。 

腐敗的後果超出了對執法的直接影響。它可能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產生毀滅性影響，加劇公眾對公共和私營部門措施的不信任。在某些情況下，與

毒品有關的腐敗可能對國家經濟、政治過程和民間社會產生不穩定影響。例如，

在阿富汗，販毒和腐敗被認為是兩個最大的收入來源，凸顯了這些問題相互交織

的性質(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 2011)。 

腐敗的經濟成本是巨大的，它可能導致資源錯配、不公平競爭以及合法企業

的破壞。此外，被視為販毒和相關貪腐中心的國家可能會因聲譽風險而減少外國

投資(Morris, 2012;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 2011)。 

解決毒品相關貪腐問題需要針對毒品貿易供需雙方的全面策略，並加強治理

和機構能力(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 2011; UNODC, 2023d)。 

 

六、區域合作 

東協國家已經體認到毒品販運的跨國性質，並實施了各種機制和措施來共同

打擊這項威脅。然而，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跨國合作仍面臨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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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機制與倡議 

東協已建立多項關鍵機制和措施來打擊該地區的販毒活動(Sundram, 2024)： 

1. 東協毒品事務高級官員 (ASOD)：ASOD 自 1984 年開始運作，由五個工作小

組領導，重點關注預防教育、治療和復原、執法、研究和替代發展。 

2. 2016-2025 年東協保護社區免受非法藥物侵害的工作計劃：該綜合計劃概述

了預防、執法、治療和康復、研究以及替代發展的策略。 

3. 東協麻醉品合作中心(ASEAN-NARCO)：該中心成立於 2014 年，促進成員國之

間的資訊共享和情報交流，製作有關區域毒品趨勢和緝獲量的年度報告。 

4. 東協機場攔截特遣部隊(AAITF)：此措施成立於 2011 年，旨在加強執法機構

之間在機場攔截毒品運送者的合作。 

5. 東協海港攔截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成立於 2015 年，重點打擊通過國際海

港的毒品販運。 

6. 東協毒品監測網路(ADMN)：此網路分享有關該地區不斷變化的毒品供應、需

求和成癮趨勢的資訊。 

7. 東協毒品問題部長級會議(AMMD)：本次高階會議回顧了「東協無毒品願望」

(drug-free ASEAN aspiration)的進展以及相關機構取得的成就。 

這些措施顯示東協致力於採取多方面的方法來打擊販毒，包括執法、預防、治療

和區域合作。該組織認識到東南亞問題的複雜性，致力於解決毒品貿易的供給與

需求雙方問題(Sahu, 2023)。 

 

雙邊與多邊協定 

除了東協範圍內的機制外，成員國還參與了各種雙邊和多邊協議，以加強打

擊販毒的合作(Sundram, 2024; Sahu, 2023)： 

1. 司法互助條約(MLAT)：許多東協國家都簽署了司法互助條約，以促進毒品相

關犯罪的跨境調查和起訴。這些條約使各國能夠請求並提供刑事案件的法律

援助。 

2. 引渡條約：東協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引渡協議有助於確保販毒者無法透過逃往

鄰國來逃避司法制裁，這些條約便利了被指控或被判犯有毒品犯罪的個人在

司法管轄區之間的移交。 

3. 邊境聯絡處 (BLOs)：東南亞各地已設立 120 多個 BLO，以加強跨境合作和資

訊共享。這些辦事處在 UNODC的支持下，在協調邊境地區的執法工作方面發

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4. 三角倡議(TI)：雖然不是專門針對東協的，但該倡議將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

坦的藥物管制當局和緝毒警察聚集在一起，尋找針對阿富汗鴉片販運造成的

跨國威脅的實地解決方案。 

5. 雙邊合作協議：許多東協國家簽署了專注於禁毒和執法合作的雙邊協議。例

如，泰國和緬甸簽署了一項雙邊協議，打擊兩國邊境沿線的販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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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東協+3合作：此架構包括中國、日本和韓國，將合作擴展到東協成員國以外，

以更全面地解決地區毒品問題。 

這些雙邊和多邊協議補充了東協範圍內的倡議，提供了更有針對性和靈活的合作

機制。它們允許採取量身定制的方法來應對特定的跨境挑戰，並使各國能夠在打

擊販毒的鬥爭中更有效地共享資源、專業知識和情報。 

 

跨國合作面臨的挑戰 

儘管東協努力打擊販毒，但一些重大挑戰阻礙了有效的跨國合作(UNODC, 

2023b; Pers, 2024; Sundram 2024; UNODC, 2024b)： 

1. 不干涉原則：東協不干涉會員國內政的核心價值常常限制區域反毒品倡議的

範圍和有效性，阻礙針對跨國販毒網絡採取更強有力的協調行動。 

2. 不同的法律體系：東協國家的法律架構和對毒品犯罪的處罰存在差異，這使

得聯合行動和起訴變得複雜。有些國家對販毒判處死刑，而有些國家則採取

較為寬鬆的做法。 

3. 缺乏資訊共享：儘管有東協-麻醉品管制組織等機制，但成員國之間的即時資

訊共享仍然存在巨大差距，阻礙了追蹤和應對快速變化的販毒模式的能力。 

4. 能力差距：許多東協國家缺乏必要的資源、技術和專業知識來有效打擊複雜

的販毒網絡，限制了區域措施的有效性。 

5. 貪腐和國家共謀：在某些情況下，政府官員和執法機構之間的腐敗會破壞反

毒品工作，特別是在毒品生產是當地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地區。 

6. 犯罪組織的策略不斷變化：販毒集團不斷調整其方法，使用非管制化學品，

使路線多樣化，並引入新的合成毒品產品，對執法工作構成挑戰。 

7. 治理挑戰：某些地區(例如緬甸撣邦)在執法和治理問題上的差距，為有組織犯

罪集團擴大活動提供了機會。 

這些挑戰凸顯出需要更全面、協調和持續的區域努力來解決東亞和東南亞毒品貿

易的供需雙方問題。 

 

七、當前策略的分析 

 

執法方法的有效性 

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執法努力在打擊毒品販運方面顯示出複雜的結果。儘管有顯

著的緝獲成果，但整體執法方法的有效性仍然有限(Sundram, 2024)： 

1. 創紀錄的緝獲量：2023 年，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緝獲了創紀錄的 190 噸甲

基苯丙胺，顯示執法活動有所增加。 

2. 犯罪集團的適應性：儘管有大規模的緝獲行動，有組織犯罪集團仍表現出

驚人的適應能力。他們轉向使用非管制化學品，並將販運路線多元化，特

別是海上路線。 

3. 價格下跌：儘管緝獲量增加且通貨膨脹，甲基苯丙胺的批發價格持續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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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地區低至每公斤 400美元。這表明儘管執法努力加強，供應仍然充

足。 

4. 生產擴張：雖然緬甸撣邦仍然是合成毒品的主要來源，但生產已擴展到鄰

國，對執法能力構成挑戰。 

5. 新型毒品產品：「快樂水」和「派對棒棒糖」等新型合成毒品產品的出現，

表明犯罪集團仍然領先於執法努力。 

這些發現表明，儘管執法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並未顯著破壞該地區的整體毒

品市場。 

 

需求減少和傷害最小化努力 

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在需求減少和傷害最小化策略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實

施情況在整個地區仍然不均衡。以越南為例，自 2000年代以來，該國已將針具

交換計劃納入國家愛滋病預防策略，並在胡志明市和海防市試行美沙酮維持治療

(MMT)。這些舉措在成本效益、生理效益和社區管理方面都顯示出積極成果(Luong, 

2024)。 

然而，在擴大這些方法的應用方面仍然存在挑戰。在越南，將傷害減少計劃

擴展到強制戒毒中心和監獄(這些地方收容了大量吸毒者)仍然是一個低優先事項。

儘管有證據表明這種方法效果不佳，但該國仍然嚴重依賴強制戒毒中心作為其需

求減少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Luong, 2024)。在整個地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需要

以證據為基礎的毒品預防計劃，特別是針對青年。然而，這些計劃的有效性在不

同國家之間差異很大。一些國家正在從純粹的懲罰性方法轉向更注重健康的模式，

但進展緩慢且不一致(Larney and Dolan, 2008)。 

由於政策目標的衝突，傷害減少策略的實施面臨障礙，許多國家仍然優先考

慮供應減少和懲罰措施，而不是公共衛生方法。 

 

毒品生產地區的替代發展計劃 

替代發展計劃一直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特別是金三角地區，應對非法毒品

作物種植的關鍵策略。這些計劃旨在為參與毒品作物種植的農民提供可持續的經

濟替代方案。 

泰國的替代發展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功。幾十年來，泰國政府與金三角高地曾

經種植罌粟的社區合作，結果幾乎根除了該國的罌粟種植。根據 UNODC的數據，

泰國現在僅佔全球罌粟種植總量的極小部分(UNODC, n.d.(b))。 

成功的替代發展計劃的關鍵要素包括(UNODC, n.d. (c); UNODC, 2002; GIZ, 

2020; GIZ, 2013)： 

1. 社區參與：強調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依靠當地人的知識、技能和需求。 

2. 綜合方法：為物質和社會基礎設施提供支持，加強地方機構，並促進替代作

物系統和創收活動。 

3. 適當的順序：在銷毀毒品作物之前建立合法替代方案，以確保農民的生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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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脅。 

4. 非條件性：避免將發展援助與事先消除毒品作物種植掛鉤。 

5. 市場准入：確保生產者能夠有效地進入市場銷售他們的替代產品。 

然而，在有效實施這些計劃方面仍然存在挑戰： 

1. 可持續性：確保替代作物和生計的長期經濟可行性。 

2. 擴大規模：將成功的試點項目擴大到更大的區域。 

3. 協調：將替代發展努力與更廣泛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執法活動相協調。 

雖然替代發展在減少特定地區的毒品作物種植方面顯示出前景，但由於販運

網絡的適應性和驅動毒品經濟的潛在社會經濟因素的持續存在，其對區域毒品生

產的整體影響仍然有限。 

 

八、政策建議 

 

加強區域協調 

東亞地區要更有效打擊販毒，加強區域協調機制至關重要。這可以透過以下

方式實現： 

1. 擴大東協-麻醉品管制辦公室(ASEAN-NARCO)的作用，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即時

資訊共享和聯合行動。 

2. 在東協打擊販毒機制中實施減少傷害和基於權利的方法，包括廢除毒品犯罪

的死刑。 

3. 建立聯合機制，加強對邊境地區和海上航線的監視和治安。 

4. 加強東協與印度等其他區域夥伴的合作，全面解決販毒問題。 

5. 加強東協機場攔截工作團隊和東協海港攔截工作團隊，打擊主要交通樞紐的

販毒活動。 

6. 促進進步的東協國家和民間社會組織之間持續的區域對話，以制定有效的策

略。 

7. 提高國內禁毒政策與國際人權標準的一致性。 

這些建議旨在應對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帶來的挑戰，並提高區域禁毒工作的成效。 

東亞地區若要更有效打擊販毒，加強區域協調機制至關重要。這可以透過以

下方式實現： 

1. 擴大東協-麻醉品管制辦公室(ASEAN-NARCO)的作用，以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即

時資訊共享和聯合行動。 

2. 在主要過境點設立更多邊境聯絡處(BLOs)以加強跨國合作(UNODC, 2024d)。 

3. 開發統一的區域毒品相關情報和緝獲資料庫。 

4. 為整個地區的執法機構實施定期聯合培訓計畫(UNODC, 2024e)。 

5. 建立區域工作小組來解決海上販毒路線(UNODC ROCA, n.d.)。 

 

解決根本原因和社會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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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導致販毒的潛在社會經濟因素，對於長期成功至關重要： 

1. 投資毒品產區的減貧和經濟發展計劃。 

2. 改善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機會，特別是在邊緣社區(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9;   

Nevárez-Sida, Constantino-Casas and Castro-Ríos, 2012)。 

3. 實施替代發展計畫，為參與非法作物種植的農民提供永續生計(UNODC, n.d. 

(d))。 

4. 透過針對性的就業創造措施和技能發展計畫解決失業問題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9;   Nevárez-Sida, Constantino-Casas and Castro-Ríos, 2012)。 

5. 加強社會支持系統和心理健康服務，以減少吸毒和販運的脆弱性(Spooner and 

Hetherington, 2004)。 

6. 為曾經吸毒者和低度罪犯制定全面康復和重返社會方案 (Nevárez-

Sida, Constantino-Casas and Castro-Ríos, 2012)。 

透過將加強區域協調與解決根本原因的努力結合起來，東亞國家可以制定更全面、

更有效的方法來打擊販毒。 

 

九、結論 

本文揭示了東亞毒品販運的複雜性和不斷演變的性質，凸顯了幾個關鍵發

現。首先，毒品貿易發生了重大轉變，從鴉片和海洛因等傳統麻醉品轉向合成

毒品，特別是甲基安非他命。伴隨此一轉變的是金三角以外的生產中心之擴

張，在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建立了新興的生產中心。其次，跨國犯罪組織在應對

執法工作方面展現了卓越的適應性。它的販運路線多樣化，越來越多地利用海

上通道並利用漏洞百出的邊界。經濟特區的使用以及線上平台和加密貨幣在其

營運中的整合，凸顯了其複雜性。 

再者，販毒對該地區的經濟影響是深遠且多方面的。它產生了大量非法資

金流動，扭曲當地經濟，並助長各級政府和執法部門的腐敗。研究還發現，在

某些地區，非法麻醉品的利潤超過正規經濟，造成了危險的經濟依賴。最後，

雖然區域合作努力，特別是透過東協機制的努力有所改善，但仍存在重大挑

戰。其中包括主權問題、不同的法律體系、成員國之間的能力差異，以及持續

存在的腐敗問題。 

本文的研究結果，對未來的研究和政策有多種影響。未來的研究應著重於

評估毒品生產地區替代發展計畫和減少危害策略的長期有效性，還需要對東亞

不同部門和社區販毒的經濟影響進行更全面的研究。 

從政策角度來看，研究強調需要採取更平衡和全面的方法來打擊販毒。政

策制定者必須優先考慮加強整個地區的建構能力和解決腐敗問題，因為這些因

素嚴重損害了禁毒工作。此外，需要探索邊境管制和毒品檢測的創新技術，並

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來打擊在毒品交易中使用加密貨幣的情形。應加強區域合作

機制，重點在於資訊的即時共享和聯合行動。最後，解決東亞複雜的販毒問題

需要持續的政治意願、增加資源分配，以及根據威脅不斷變化的性質調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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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未來的政策也應更加重視公共衛生方法和減少危害的策略，而不僅僅

是純粹的懲罰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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