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編號：1050026 

服務機關 嘉義地檢署書記官 姓   名 鄭光棋 

反毒、緝毒

方法 

    在生理上來說，藥物過度使用對人體造成傷害，即可認定為毒

品。近年來台灣的青少年藥物濫用的情況有日趨嚴重的情況，盛行率約

1.0％～1.5％之間。但若透過街訪方式向青少年進行調查盛行率竟高達 5.1

％～10.8％之間。且學生施用各級毒品歷年通報數也逐年遞增，顯示青少

年毒品與藥物濫用問題惡化速度非常快。再者，若一但藥物濫用上癮，則

可能為了購買毒品所需的金錢而被幫派吸收，受幫派、不良分子支配指使

(加入黑道、販毒、從事性交易)，甚至出現竊盜、搶劫等非法行為，成為

潛在的社會問題，動搖國本。面對毒品氾濫的當下，我們應該如何緝毒與

反毒呢？ 

一、緝毒 

    (一)制定有關公共娛樂場所之行政管制規定，課予業者盡其社會責任 

       實務上，查獲毒品之地點通常在公共娛樂場所(例如酒吧、KTV、 

       電子遊戲場等)，政府應該以行政命令課予場所管理人通報義務。 

       若在通常可預見之情況下，經警查獲有人於該營業場所內交易或 

       施用毒品時，則行政機關可對場所管理人為行政處分(例如罰鍰、 

       勒令停業及撤照等)。 

    (二)加強鄉鎮村里間居民的連繫，隨時注意可疑的人員進出，俾利通 

       報檢警機關查緝 

       在地方自治之架構下，村里長為最基層之幹部，其是否發揮功能， 

       攸關村里社區之整體發展，是以村里長應肩負起協調聯繫居民的 

       任務，以期充分掌握村里的現況，進而於發現可疑之人時，立即 

       通報檢警機關，打擊毒品。  

    (三)建置嚴密入出境監控系統，阻絕毒品走私入境；並加強海關緝毒 

       訓練，以提昇緝毒技能與反應 

       毒品犯罪是典型的國際組織性犯罪，我國目前的毒品問題是以海 

       洛因及安非他命為主，然台灣本身並非毒品或是原料的生產國， 

       所有的毒品絕大部分是由海外走私進口，因此從海外就開始阻絕 

       毒品，要比毒品進入台灣後再加以查緝，來得事半功倍。是以我 

       國必須積極與主要毒品輸出國加強雙邊緝毒合作，且投入更多人 

       力及資源在海關緝毒，以期有效阻絕毒品入境。 

二、反毒 

    (一)家庭教育方面 

       毒品案件之多數被告均係缺乏家庭關懷之人，因此維持良善親子 

       或家庭關係，藉由家庭教化功能潛移默化孩子拒絕毒品的決心， 

       乃反毒之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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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教育方面 

       1、在功利社會與緊繃的升學壓力下，學校應該要多給孩子更多自 

          信與自尊，藉由校園師長及同儕間團體互動的良性感染，提倡 

          正當休閒活動，培養孩子對戶外活動的興趣及熱情，維持良好 

          好的身心狀態，更能堅決拒絕毒品誘惑，避免青少年藥物濫用 

          的群聚性。 

       2、青少年正值身體及心智發育的關鍵期，為免於一時好奇而身陷 

          毒品的殘害，教導青少年認識「毒品的種類及施用後的惡果」， 

          亦為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三)社會教育方面 

       1、發展多樣性反毒宣導模式 

          除傳統編印反毒手冊、傳單、漫畫手冊、 租用戶外媒體廣告、 

      製播電視、電影短片、設置諮詢專線外，應增加新興媒體(LINE 

   貼圖或動態訊息)、電腦資訊網路平台的結合運用等，提高反 

   毒標示或標語的能見度及曝光率，藉此引發青少年拒絕毒品的 

   注意。 

       2、開放毒品勒戒處所之參訪 

          毒品不但傷害我們的身體機能，也侵蝕我們的心智，為使社會 

          大眾充分了解吸食毒品有害無益，開放勒戒處所參訪乃最直接 

          且最真實的途徑，申言之，在充分保障受勒戒人的隱私下，透 

          過受勒戒人的現身說法，讓大眾了解他們的處境，而有所警 

          惕，免於毒品的毒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