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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論戰　大麻除罪之爭

2016-12-11  記者 郭宜婷 報導

在台灣，毒品一直是極度敏感的話題，其中更以二級毒品大麻的定位至今飽受質疑。近年來國內

藝人抽大麻的新聞屢見不鮮，媒體輿論一片撻伐，相較於台灣的批評聲浪，大麻合法化議題反而

成為今年美國大選各候選人爭取選票的關鍵，對各州的大麻使用者釋出善意，確保能拉攏不同支

持者的風向，因而讓「大麻合法化」這項爭議在世界各地掀起支持和反對的兩派論戰。

 

台灣台灣5000人聯署　大麻醫療合法使用人聯署　大麻醫療合法使用

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指出：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影響精神物質與

其製品，皆稱毒品，並依嚴重程度依序分為四級。

台灣法條將毒品分為四級。（圖片來源／網路城邦）

位於二級毒品的大麻與其他毒品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一個植物，而其他幾乎都是人工的化合物，

相對於純度較高的硬毒品，大麻較容易戒除、傷害性也較小，因而部分國家稱大麻為「軟性毒

品」。然而在國際間普遍被視為低階藥物的大麻，台灣卻是用刑罰的方式管制，故而今年七月

底，有網友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發起「二級毒品大麻調降至三級毒品與

開放管制醫療研究」這項提案，兩個月內達到5286位網友的聯署附議，即便11月初政府機關針

對提案的回應為不予以採納，此舉仍引發大眾的輿論，也促使人民針對「大麻合法化」這項議題

有更多思考方向。

 

大麻迷思　藥品與娛樂大麻迷思　藥品與娛樂

毒品與藥品其實也是一體兩面，如今科技發達下，高純度萃取製造，以及使用者的心態不當，導

致可能含有醫療用途的藥品被當作了毒品。大麻可以減輕疼痛感、促進食慾，還可以抑制噁心或

嘔吐症狀，正因為擁有這些治療特性，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人們會使用大麻治療，例如愛滋病以及

癌症患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李思賢表示：「大原則下大麻開放醫療使用不會

有什麼壞處，它可以提供很多我們在疼痛控制或是其他治療方面多一個選擇。」然而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成癮防治科醫師束連文對此抱持不同看法：「使用大麻減輕這些不舒服的同時，也在享受

它的作用，這是治療還是因為跟其他藥物相較之下比較喜歡大麻？」他認為若高度依賴大麻來減

輕身體的疼痛，反而對個人精神狀態造成新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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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在美國青少年間滲透率極高。（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多數人抽大麻的原因，不外乎是為了滿足好奇、愉悅以及放鬆壓力等享樂目的。國立台灣大學法

律系學生蕭萬宏說：「我身邊朋友有抽過大麻的不少，如果開放，我相信它可以成為其他更危險

毒品的替代品。」大麻每年直接致死的死亡人數是「零」，酒精則為26000多人，顯示大麻相對

上對人體傷害比酒精低，然而喝酒是合法的，抽大麻卻違法，爭議正是出自於此。

 

入門毒品　精神傷害入門毒品　精神傷害  

即便目前尚無因為吸食大麻而死亡的案例，卻有許多毒後駕駛而釀成的意外。大麻帶來的幻覺常

常間接影響動作控制，以科羅拉多州為例，實施大麻合法化後一年，毒後駕駛而造成的交通意外

死亡案例增加32%，即使大麻對自己沒有直接影響，卻可能使另一個美滿家庭破碎。

服用大麻對青少年大腦產生許多負面作用，除了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還會降低解決問題

的能力，而且腦部直到24歲才發育完全，若在青少年期間使用大麻，對頭腦可能造成長期影響。

除了影響腦部，大麻跟心血管疾病也有關，還會造成呼吸道損傷以及降低人體免疫系統，即使有

些負面作用在停藥後會慢慢下降，仍無法復原到使用大麻前的程度。

大麻對人體造成許多影響。（圖片來源／BUZZLE）

就醫學角度而言，吸食大麻和玩線上遊戲一樣為心理上成癮，一直渴望吸食後短暫的興奮快感，

並對此產生依賴，最終可能影響正常作息。束連文醫師表示：「我不贊成現在開放是因為台灣的

大麻使用量是少的，有朝一日，等大麻很多人在抽了，那時候除罪化並實施相關管理機制會比較

好。」根據聯合國統計，大麻全球盛行率為 3.8%，台灣盛行率為 0.3%，束連文醫師認為，現

在開放會創造太多因為好奇而使用大麻的人。每個人患病風險不同，若透過大麻產生對藥物的依

賴後，可能會更進一步接觸到毒性更強的一級毒品，以致於從此墜入吸毒的深淵。

 

國際趨勢　停止將大麻入罪國際趨勢　停止將大麻入罪  

國際社會針對大麻分別選擇採取除罪化或是直接合法化的作法。除罪化即是廣義上「非犯罪化」

的統稱，可能是取代原本的刑事懲罰，轉為較輕微的行政罰，也可能是執法機關放寬取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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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駕駛人　上路行不行高齡駕駛人　上路行不行

2017年1月「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
度」將正式實施，故探討新制度之利弊。

BNCT　肝癌治療曙光　肝癌治療曙光

BNCT，硼中子捕獲療法，於清大發展出治療
癌症的療法，是醫療新曙光。

將成癮物質的使用行為當做一個社會現象在處理，以期待對行為人有更好的矯正效果。反觀合法

化則是使用者完全不受懲罰，代表商業行為亦屬合法，但各國仍有其相關規定。

國際社會調整自身藥物政策最大的原因，是為了停止毒品重刑化，並進而解決各國監獄人數過於

擁擠的問題，大麻除罪化則為現行的第一步。目前台灣監獄裡，毒犯就占了46.8%，人數逐年上

升，監獄無法容納過多的毒犯是台灣即將面臨的問題，「理想上我覺得大麻使用者是該除罪化

的。」李思賢教授表示，然而國內醫療環境並不會評估使用者的使用狀態，而是全部當作嚴重病

人治療或是關起來。束連文醫師也認為：「台灣過度的處罰在政策合理性而言，越來越凸顯出不

合理。」

全球大麻合法及非法的分布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美國已有29州允許大麻於醫療用途以及8州1特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通過娛樂性使用合法

化；英國、葡萄牙、西班牙及義大利政府則規定，民眾持有限量大麻並不會被判刑；荷蘭「咖啡

店」林立，合法供應大麻給消費者食用，但若在公眾場合抽，罰金即從70歐元起跳計算。

相較於歐美地區的開放，亞洲大部分地區仍將大麻視為非法毒品，如中國、新加坡、泰國、馬來

西亞皆採取嚴厲懲罰，王玉楚律師認為：「台灣是一個開放的地區，應該站在既有傳統文化上，

接納各式各樣新的東西。」然而台灣與西方國家背景不同，一味仿造歐美地區的處理方式並非良

策，該如何自身調整以達到最大效益，將考驗本國政府的智慧。

 

審慎思考　與大麻和平共處審慎思考　與大麻和平共處

「大麻」在過去人類文化中扮演多元角色，科技的進步，讓原本一株單純的植物被提煉為精純的

粉末，導致了誤用和濫用。台灣社會目前對於大麻除罪化仍尚無共識，儘管政府將大麻列為二級

毒品以刑罰懲處，大麻違法吸食使用人數依然逐年上升。不管是跟隨國際趨勢面對這個問題，還

是維持現況用刑罰入罪，政府都該有所配套措施，才能找到人民與大麻間和平共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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