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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 4、7 和 9 以及讲习班 1、4 和 5 
 
增编 
 
讲习班 4. 毒品贩运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 
 
会议纪要 
 
1. 在 2010 年 4 月 17 日第 10 和 11 次会议上，第一委员会举行了关于毒品贩

运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的讲习班。讲习班是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方案网的以下研究所合作下举办的：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

所、美国司法部国家司法研究所。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背景文件：关于毒品贩运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的讲习班

（A/CONF.213/15）； 

 (b) 讨论指南（A/CONF.213/PM.1）； 

 (c) 第十二届预防犯罪大会各区域筹备委员会的报告（A/CONF.213/RPM.1/ 
1、A/CONF.213/RPM.2/1、A/CONF.213/RPM.3/1 和 A/CONF.213/RPM.4/1）。 

2. 讲习班分为四个专题讨论小组，共作了 12 项专题介绍。在第 10 次会议

上，委员会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讲习班主持人也作了发言。举行了三场专题

小组讨论：第一场讨论了毒品走私和贩运问题；第二场着重讨论了毒品与较大

规模政治经济问题；第三场讨论了会员国的对策。在讨论中，意大利、俄罗斯

联邦、中国、阿尔及利亚和哥伦比亚的代表作了发言。 

3. 在第 11 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第三小组所作的其余两项专题介绍以及第

四小组所作的专题介绍，后者述及非政府和多边对策。在讨论中下列国家的代

表作了发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挪威、阿塞拜疆、阿根廷、芬兰、沙特阿拉

伯和俄罗斯联邦。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驻阿富汗国别办事处的代表以及两名

个人专家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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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讨论 
 
4. 主持人在介绍性发言中指出，会员国、地方政府和国际社会可以更有效的

方式解决毒品贩运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问题。所作的专题介绍概

述了在为控制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而作出努力的过程中涉及的挑战，描述了

在预防和拦截领域的 近动态以及使人对这一领域取得更大成功抱有希望的大

有可为的战略。这些专题介绍和讨论吸纳了来自不同区域的专家提供的调研结

果和投入，提供了用于指导未来工作的着眼于行动的建议。 

5. 在关于毒品走私和贩运问题的专题讨论小组中，小组成员确定以下方面为

需要注意的主要领域：药品的有组织伪造、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全球化以及网上犯

罪问题。他们指出，非法产品的获得机会和公众需求增加助长了提供非法产品的

有组织网络的发展。据指出，编制更好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国内和国际文件，加上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是为防止这些贩运形式而采取的办法的必要要素。 

6. 在关于毒品与较大规模政治经济问题的专题讨论小组中，有组织犯罪与毒

品贩运之间的联系被认为与冲突和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以及腐败相关。这种

联系涉及非法努力控制生产、分销市场、受毒品影响者的暴力行动，以及为支

助吸毒或制毒而实施的犯罪。腐败被认为会助长非法活动、挫败执法对策以及

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和国际合作所需的信任。 

7. 关于会员国的对策的专题讨论小组着重讨论了协调的打击毒品相关暴力行为

的政府行动、立法和检控方法的影响，以及发展更好的关于犯罪嫌疑和网络的情

报以增进检控的成功。强调有必要改进国际合作、实行严格惩罚、保护证人，利

用适当的法律工具收集证据，以及有必要通过全面实施和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利用机构间警察工作队和信息交流履行联合国各有关公约规定的任务授权。 

8. 关于非政府和多边对策的第四专题讨论小组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学术界、

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政策在发展应对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的范围而所需的信

息、方案和安全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公共宣传和数据收集所发挥的作用有

助于表明研究、教育和评价工作如何能使人清楚了解腐败、文化财产盗窃以及

对公共福利的其他威胁的评估情况。据认为，培训对于通过传播对预防、起诉

和惩处许多不同形式的有组织犯罪采取新的和可替代的做法来充实对策至关重

要。民主、人权、安全和发展被确认为针对有组织犯罪构成的威胁和公共安全

受到的威胁进行的区域合作中的四个基本支柱。此外，还确认有必要提高冲突

后局势中的警察能力，以便实行法治，遏制有组织犯罪分子的行动，使社会保

持稳定。 

9. 在随后的一般性讨论中，几名发言者重申，毒品和其他非法产品的贩运的

国际性要求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与会者指出实施现有联合国公约的重要性，

并指出有必要利用已有的多边和双边条约和协定，执法机构间需要加强合作和

情报交流。 

10. 几名与会者强调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更加重视假冒药品、非法

捕捞、前体化学品、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的联系、网上犯罪和有组织犯罪集

团的洗钱活动，以便更加明确地记述这些问题的范围和所造成的损害，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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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识。 

11. 几名发言者强调会员国之间需要进行更好的情报共享，以促进国际调查。

提到了改善警察能力特别是冲突后地区警察能力的重要性，以便打击有组织犯

罪分子的影响。强调了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可在教育和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认

为这是支持开展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努力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方式。 
 
结论和建议 
 
12. 根据小组讨论期间的发言，讲习班得出了下述结论：  

13. 要有效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毒品贩运，就必须立足于建立适当的立法

框架、开展能力建设方案并在共担责任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和分区域合作。各国

际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协调，它们需要加倍共同努力，以促进各多边

条约的实施，其中主要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

书，并且制定和实施全面、持续和连贯的技术援助方案。 

14. 许多法域长期缺乏数据，几个区域实际上仍然没有对有组织犯罪进行分

析。需要作出重大努力，以便能够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趋势进行研究，因为这

类犯罪活动随着执法工作的变化而变化。 

15. 采取何种政策应对取决于对有组织犯罪所造成威胁进行准确的评估。确定

有组织犯罪构成的危险需要进行具体的评估，因为各国内部和各区域内部有很

大差异。现有的有限努力需要得到加强，并可作为全世界进行更系统和更经常

性的危险评估工作的基础。 

16. 已对毒品贩运与其他形式贩运的联系作过许多评估。这些评估表明区域合

作至关重要，需要将这些评估的成果转化成向需要援助的各区域提供援助的具体

方案。提供援助需要成为优先事项，特别是对于捐助界而言。此外，需要对现有

区域评估和分析进行综合，以便各区域可以学习其他区域的经验。需要按标准方

式进行经常性的定期评估，以对非法活动的趋势和刑事司法举措的影响进行评

价。 

17. 为客观评估用来打击毒品贩运和其他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方法是否有效而作

出的努力太少了。这样，现在仍然难以评价这类方法的成本效益和影响。很有

可能不能系统汇编或利用经验教训来改进方法并确保这类方法可对付不断变化

的有组织犯罪。国际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共同努力，制定关于修订各种方法并系

统分析所吸取经验教训的方案。 

18. 事实表明，为培训和技术援助目的相互见面是促进从业人员之间信任和培

训后合作的有益方式。将经济和发展协会用作达成与犯罪有关的协定的平台，

已证明是处理与犯罪有关的共同问题的有效途径。执法和情报机构间交流信息

和相互合作是提高打击各种形式贩运活动的效力的关键所在。针对立法人员、

决策者、司法人员和执法当局的培训需要全面而具有连续性，因为新的法律、

国际协定、调查技术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变化要求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