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跨领域问题的行动建议∶演变实况、趋势与当前环境、

新兴和长期挑战与威胁,包括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lNPS)

l、 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国际列管。当前 ,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层出不穷,泛滥成灾,对 国际禁毒事业构

成巨大挑战。中国赞成以科学证据为基础,优先对最普遍、

最持久、最有害的物质进行审查并列管。中国呼吁世卫组织

和麻委会加强协调,提高列管效率和评估过程的透明度,全

面、客观考虑药物滥用风险、危害和药用价值,更有效地应

对氯胺酮等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2、 要加强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国内列管。在国际列管滞

后的情况下,加 强各国国内列管具有重要意义。⒛15年 10

月,中 国政府颁行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

法》,一次性增列 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部为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的品种,覆盖了当前全球 8大类新精神活性物质。

其中绝大多数在中国国内还没有发现吸食的个案,但在其他

国家和地区已造成滥用危害。中国政府完全是从怎么样杜

绝、打击国内制造和承担国际禁毒责任和义务这两个角度考

虑而采取的措施。 《办法》还提高了列管效率,规定国家禁

毒委办公室可根据实际监测情况及时启动列管工作,从专家

委员会风险评估到完成列管立法程序一般不超过 9个月,有

利于及时有效地应对新型精神物质的快速涌现。



3、 要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中国

大力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制化建设,加大对重点制毒前

体的管制力度,有效防止非法流失。提高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建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药用类与非

药用类分类列管制度,加强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运

输、经营、使用等环节的监管,防止其被转移和滥用。

4、 要加强对网络贩毒的打击。网络贩毒成为当前一大挑战 ,

各国需要提高执法机关能力,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加以应对。

⒛15年 ,中 国破获互联网涉毒案件 1.5万起,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 3.6万名,其 中刑事处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256名 ,

缴获各类毒品 4.3吨 、易制毒化学品 10.1吨 ,清理整治各

类涉毒违法信息 6,5万余条,关停取缔涉毒网站 832家 ,关

停涉毒通讯账号 576.8方 个,通报有关部门停止解析涉毒违

法网站域名 529个 ,封堵涉毒境外违法网站 1471个 。中国

将一如既往继续加大投入,以 预防和打击利用互联网进行的

涉毒犯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