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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查緝毒品犯罪現況分析 

毒品犯罪向來為我國重大犯罪問題，近年來新入監受刑人中，

約有 3成是因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而入監服刑。103年全國反毒

報告書中更揭示毒品犯出監後再犯機率為 9成，毒品種類推陳出新，

跨國毒品來源威脅也日益嚴重，整個毒品濫用防制工作層面廣泛而

複雜。 

面對這些挑戰，政府將我國反毒策略由「斷絕供給，降低需求」，

調整為「首重降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將防線及思維推及上游

預防工作。推展毒品防制業務到全國各鄉鎮，各縣市政府已陸續成

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至今這些中心已成為舉足輕重的毒品防制據

點。在中央，毒品防制工作依功能分設「防毒監控」、「毒品戒治」、

「拒毒預防」、「緝毒合作」及「國際參與」等五大組，透過相關

部會通力合作，共同遏阻毒品危害。 

本文以警察機關之毒品犯罪資料，探究毒品犯罪趨勢及特性，

作為查緝及預防毒品犯罪之參考。 

一、我國毒品犯罪狀況  

（一）近年毒品查獲件數、人數呈減少態樣 

觀察近 10年(93-102年) 警察機關毒品查獲件數，自 93年起

逐年增加，96年及 97年因加強查緝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集

團)，致犯罪件數均達 5萬 2千餘件居近年前 2位，102年查獲 4萬

130件則為近年新低。(詳表 1、圖 1) 

依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規定，持有三、四級毒品，但純

質淨重不到 20 克，不涉及刑責，僅處以行政裁罰，致毒品犯罪主

要集中在一、二級毒品(占 9成以上)。一級毒品以海洛因為主，主

要係海洛因成癮性大，具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吸毒成癮不易戒

除，98年以前居臺灣地區精神醫療院所通報藥物濫用個案第 1位，

近年來大幅減少，102年查獲 1萬 1,259件，相較 97年 3萬 98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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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減少 1 萬 9,728 件(-63.67％)，顯示衛生福利部(102 年 7 月

組改前為衛生署)推動美沙冬替代療法發揮效用；第二級毒品以安

非他命占其 9成以上為大宗。 (詳表 1) 

綜觀近 10 年第一級毒品查獲件數及人數已逐年顯著減少，第

二級毒品案件占約 6成，雖成為毒品犯罪大宗但已獲得遏制，惟第

三級毒品案件雖不多但有逐年增加趨勢。(詳圖 2、3、4) 

  表 1 警察機關查緝毒品件數 

 

         

        圖 1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緝毒品案件及嫌疑犯人數 

 

占比 海洛因 占比
安非

他命
搖頭丸 大麻

K他

命

93年  37,347 21,348 57.16 20,601   10,917 29.23   9,255   1,321 246 240 - 4,842

94年  49,452 29,872 60.41 28,807   16,323 33.01   14,951   1,119 177 190 167 3,067

95年  45,405 31,917 70.29 30,019   13,056 28.75   11,318   1,421 238 253 220 179

96年  52,835 33,615 63.62 30,774   18,713 35.42   17,002   1,254 278 445 396 62

97年  52,457 33,785 64.41 30,987   18,019 34.35   16,399   1,174 213 582 537 71

98年  44,913 24,280 54.06 22,406   19,713 43.89   17,929   1,336 233 887 859 33

99年  48,318 19,504 40.37 17,709   27,694 57.32   26,071   1,255 213 1,098 1,068 22

100年  45,999 17,435 37.90 15,330   26,968 58.63   25,158   1,524 187 1,558 1,519 38

101年  44,001 15,661 35.59 13,739   26,021 59.14   23,772   1,865 229 2,192 2,161 127

102年  40,130 12,675 31.58 11,259   24,687 61.52   22,231   2,011 209 2,727 2,702 41

說明：1.94年起增列第四級毒品。

      2.95年9月起「硝甲西泮」自第四級毒品改列為第三級毒品。

      3.95年以前其他項包括具成癮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第四級

毒品及

其他

單位：件；％

第三級

毒品

   類型

年
總計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37,347

49,452
45,405

52,835 52,457

44,913
48,318

45,999
44,001

40,130

40,136

51,376

47,257

53,681 52,762

47,400

51,078
48,875

47,043

43,268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55,000

60,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55,000

60,00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年

件數 人數

件 人件



- 3 - 
 

      圖 2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緝第一級毒品案件及嫌疑犯人數 

圖 3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緝第二級毒品案件及嫌疑犯人數 

圖 4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緝第三級毒品案件及嫌疑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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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年查獲級毒品嫌疑犯人數 4萬 3,268人為近年新低，女

性毒品嫌疑犯占 14.5% 

近 10年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以 96年 5萬 3,681人最高，之

後多呈逐年降低，102年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 4萬 3,268人為近

年新低，毒品問題稍見紓緩。(詳表 2、圖 1) 

第一級毒品嫌疑犯於 97年以前均占毒品總人數 6成 2以上，

之後逐年降低，102年占 30.78％最少；第二級毒品嫌疑犯人數於

98年首度跨越 4成，102年達 61.37%最高；第三級毒品嫌疑犯則

逐年增加。(詳圖 2、3、4、5) 

女性嫌疑犯查獲數以 94年及 96年均超過 8千人較高，近 4

年則逐次下滑，102年查獲 6,274人為近年新低。(詳表 2) 

表 2 警察機關查緝毒品嫌疑犯-按性別分 

 

 

 

 

 

 

 

 

 

圖 5 警察機關查緝各級毒品嫌疑犯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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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年 47,257   39,461  83.50 7,796   16.50 32,855   27,604  5,251 15.98 13,931  11,458    2,473 17.75 326    281    45   13.80

96年 53,681   45,663  85.06 8,018   14.94 33,633   28,854  4,779 14.21 19,349  16,195    3,154 16.30 600    526    74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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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四級毒品行政罰案件逐年增加，102年達 3萬 264人

次受罰，較 99年增加 2萬 836人次(+221%)，其中未滿 24歲

之青、少年約占 5成 3 

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毒品未滿 20 公克即構成行政罰案件，

致行政罰案件大幅增加，99年查獲 9,428人次，102年已增加至 3

萬 264人次。99 年至 102 年警察機關查獲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

毒品未滿 20 公克構成行政罰人數總計 7 萬 4,565 人次，其中以

「18 歲以上至未滿 24 歲」者 3 萬 407 人次最多，占 40.78%；其

次為「24 歲以上至未滿 30 歲」2 萬 2,543 人次，占 30.23%；另

外，「未滿 18歲」者亦有 9,015人次，所占比率為 12.09%，值得

關注。(詳表 3) 

表 3 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滿 20 公克之第三、四級毒品人次 

 

 

 

 

 

二、毒品嫌疑犯相關特性 

（一）毒品犯罪成年人占逾 8 成，近 2 年已逐漸減少，而未滿 24 歲

青、少年毒品嫌疑犯則有增加趨勢，102年合占 17.31% 

傳統毒品如海洛因及大麻，甚至安非他命，交易價格昂貴，並

非一般青少年的經濟能力可以負擔。因此，在第一、二級毒品，成

年人占有絕對比例。(詳表 4) 

毒品犯罪以成年人占逾 8 成居各年齡層之首位，因衛生福利

部 95 年開始推動美沙冬替代療法，近年來第一級毒品嫌疑犯減幅

總計 18歲以下 18-23歲 24-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以上

74,565         9,015           30,407         22,543         11,138         1,282           180              

百分比 100.0 12.09% 40.78% 30.23% 14.94% 1.72% 0.24%

9,428           934              3,957           3,131           1,233           149              24                

13,160         1,427           5,581           4,112           1,829           188              23                

21,713         3,274           8,714           6,281           3,033           350              61                

30,264         3,380           12,155         9,019           5,043           595              72                

100年

101年

102年

9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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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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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102年已降至 1萬 3,320人；而查獲少年毒品嫌疑犯則從 93

年 712 人增加至 102 年 1,519 人(占 3.51%)，青年嫌疑犯從 97 年

3,971人增加至 102年 5,972人(占 13.80%)，102年二者合占 17.31%。

(詳表 4、圖 6)  

表 4 警察機關查緝毒品嫌疑犯概況-按年齡分 

 

 

 

 

 

 

 

圖 6 警察機關查緝少、青、成年毒品嫌疑犯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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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年女性毒品嫌疑犯有業比率占 20.01%，之後逐年增加至 102

年 44.01%，男性毒品嫌疑犯有業比率亦逐年增加至 102 年

65.84%(詳表 5)。 

表 5 警察機關查緝毒品嫌疑犯概況-按職業及性別分 

 

 

 

 

 

 

 

（三）國、高中教育程度毒品嫌疑犯合占超過 9成。 

高中教育程度嫌疑犯占比逐年增加，而國中占比則逐年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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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以下，顯現教育環境對於預防毒品犯罪具有很大的效益，未來

預防宣導工作可在國、高中職學校予以強化。(詳圖 7) 

 

圖 7 警察機關查緝毒品嫌疑犯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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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品嫌疑犯犯罪方式 

本署自 96年起陸續規劃辦理「加強查緝製造、運輸、販賣毒品

犯罪(集團)工作執行計畫」、「加強掃蕩毒品工作計畫」等專案工

作，查緝重點為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行為，故查獲販賣毒品

嫌疑犯人數，有顯著增加情形。 (詳表 6) 

    依犯罪方式細分，毒品嫌疑犯以施用者人數最多，次為持有者，

販賣者再次之。近年毒品施用者逐年減少，但持有及販賣毒品嫌疑

犯人數，因警察機關自 96年加強查緝逐年增加，102年販賣毒品者

超過 5千人，占比逾 1成，較 93年增加約 3倍。(詳表 6) 

表 6 警察機關查獲毒品嫌疑犯-按犯罪方法分 

            

 

 

 

 

 

 

 

 

 

 

四、警察機關查緝主要毒品數量及來源地 

（一）查獲毒品重量及走私件數 

   一級毒品以海洛因為主，自 93 年至 100 年查獲量整體呈減少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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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三級毒品以 K他命為主，自 98年迄今查獲量持續居各類毒品最

大宗，顯見國內對 K他命毒品需求有升高趨勢。(詳表 7、圖 8)               

由於毒品在臺灣地區價格昂貴，走私毒品有暴利可圖，故法律

雖對運毒、販毒者科處重刑，然案件仍層出不窮，走私方式更是極

盡巧思，無奇不有。就境外走私進口統計，近 10年共查獲 1,027件

大、小宗毒品走私案件，而以來自大陸地區 401 件最多，為毒品境

外來源主要貨源地。(詳圖 9) 

表 7   警察機關查獲毒品重量 

 

 

 

 

 

 

 

 

圖 8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獲主要毒品重量 

 

 

 

 

             

              

 

合計 海洛因 合計 MDMA 大麻
安非

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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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年 3,852.61 360.12 358.88 3,261.55 224.25 24.78 3,006.17 230.56 3.33 -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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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獲毒品走私件數 

 

（二）海洛因境外來源多為東南亞國家 

國內近兩年海洛因查獲量有增加趨勢，如 101年 8月 20日檢、

調、警、海巡共同查獲漁船自柬埔寨走私海洛因 80.2公斤；102年

11月 17日刑事局與檢方破獲國內空運史上最大宗海洛因毒品走私

案，從越南飛抵桃園機場的航空貨櫃中，查獲海洛因磚 600塊；102

年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偵破販賣毒品案，查扣海洛因101.1

公斤、K他命 249.1公斤。國內並無製造海洛因情事，查獲海洛因

除屬國內流通情形外，均為走私入境，來源多為東南亞國家，其中

自泰國走私入境遭查獲重量較多，次為越南。(詳表 7、圖 8、10) 

圖 10 近 10年警察機關查獲海洛因按來源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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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非他命來源地區以國內流通或製造為主，次為中國大陸 

21世紀初期國內製造安毒氾濫，警察機關查獲大量安非他命，

以 93、94及 97年查獲數量超過 2,000公斤較多，近年整體稍呈減

少趨勢；來源地區則以國內製造或流通為主，次為中國大陸。為阻

斷製毒原料來源，本署洽請經濟部工業局及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協助清查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及毒品先驅原料之異常流向，

藉由跨機關合作，阻斷不法分子獲取毒品先驅原料之非法管道，致

查獲之安非他命數量逐步減少；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採取嚴打政策

自 96 年起強化安非他命查緝工作，查獲自大陸走私入境之安非他

命亦已顯著減少。(詳表 7、圖 8、11) 

圖 11  近 10年來警察機關查獲安非他命按來源地分 

 

 

 

      註：來源地不明者為 1,462.18 公斤，2.來源地「中華民國」表示國內流通或製造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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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毒原料「鹽酸羥亞胺」，且走私 K他命獲致鉅額暴利，致毒梟大

量以漁船、貨櫃、郵包等方式走私入境。(詳表 7、圖 8、12) 

歐、美氾濫的軟性毒品註在於大麻，K 他命毒品則盛行於華人

圈，「拉 K」不僅拉風更是潮流，不過是三級毒品，危害程度卻是

「一級」水準。臺灣的 K他命毒品來源，主要來自對岸的中國大陸，

首先要有效阻斷供給面，才能減少非法濫用，另一方面，考量 K他

命似呈現快速擴散趨勢，故除警察機關持續強化查緝作為外，應結

合衛生及教育單位，強化預防宣導及心理輔導。 

 

註：軟性毒品，是有爭議的毒品，部分國家地區列為合法商品，例如大麻、搖頭丸等， 

    它不似海洛因等硬性毒品有明顯毒性。 

  

圖 12 近 10年來警察機關查獲 K他命按來源地分 

 

 

註：來源地不明者為 1,865.92 公斤，2.來源地「中華民國」表示國內流通或製造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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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毒品對國家、社會、家庭造成的具體傷害，反毒工作是政

府當前首要治安重點，整合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力量，分從防毒、

拒毒、緝毒、戒毒等面向，聯手打擊毒品之需求面及供給面，期共

同達成為「首重降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之反毒政策。 

一、在拒毒方面，毒品嫌疑犯以國、高中教育程度者占較大比例，      

顯示國、高中職學校之預防宣導工作應再強化，除應持續加強

青少年族群及其家長反毒宣導工作，亦需提升教職人員之反毒

知識。警察機關將持續配合教育部、法務部等機關，並要求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透過訪視聯繫學校人員掌握校園

治安情形，並通報查獲學生校外偏差行為資訊，促請學校加強

輔導涉毒品案學生。 

二、在緝毒工作方面，警察機關為我國防制毒品犯罪工作之主力，

自96年起陸續規劃辦理「加強查緝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

(集團)工作執行計畫」、「加強掃蕩毒品工作計畫」等專案工

作，在緝毒方面有良好的成效，全國9成5以上毒品犯罪案件為

警察機關所查獲。 

三、戒毒方面，對毒癮患者則應施以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處遇程

序，輔以親人之規勸，協助其接受治療，以脫離毒害。衛生署

95年開始推動美沙冬替代療法，近年來第一級毒品嫌疑犯減幅

明顯， 102年包括各級成年嫌疑犯已降至3萬5,776人。 

國內第一級毒品案件已顯著減少，第二級毒品案件則獲得遏

制，惟第三級毒品案件呈現增加趨勢， FM2及K他命等第三級新興

毒品，已大量於KTV、夜店等場所流行，為警察機關查獲青、少年毒

品案件所常見，由於該類藥物在價格及貨源上取得較易，且98年5

月20日立法院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修正案，對於施用或持有

第三、四級毒品未滿20公克並無刑責僅有行政罰(罰鍰及講習)，102

年統計數據已有逾3萬人次受罰，其中未滿30歲者超過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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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K他命呈現擴散趨勢，引起社會各界產生「K他命是否改列

第二級毒品管制」之討論議題，法務部於101年12月17日召開之毒

品審議委員會討論，決議認為K他命之心理成癮性大於生理成癮性，

且未有明顯之戒斷症狀，故不宜改列第二級毒品管制。 

    防制K他命所涉層面甚廣，建議方向略述如下 

一、加強校園反毒教育與宣導 

   K他命氾濫乃嚴重的社會問題，嚴密查緝及嚴刑峻罰僅能治標而

難以治本。加強及深化學校毒品預防宣導及戒癮治療，實為毒品防

制札根的基礎工作。 

二、加強查緝毒品走私 

    中國大陸為K他命主要境外來源，應積極加強兩岸司法聯繫與

合作，以期減少K他命的供應來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