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表㇐  109 年及 110 年本局查獲各級毒品概況 
 單位：人、件、公斤、%

總計 第㇐級 第二級 第三、四
級及其他 總計 第㇐級 第二級 第三、四

級及其他 總計 第㇐級 第二級 第三、四
級及其他

109年 8,026 1,074 6,277 675 7,170 964 5,659 547 2,546.40 2.85 164.53 2,379.03

110年 5,945 834 4,507 604 5,304 732 4,108 464 1,109.49 440.56 590.89 78.04

增減數 -2,081 -240 -1,770 -71 -1,866 -232 -1,551 -83 -1,436.91 437.71 426.36 -2,300.99

增減率 -25.93 -22.35 -28.20 -10.52 -26.03 -24.07 -27.41 -15.17 -56.43 15378.68 259.14 -96.72

年別
查獲人數 查獲件數 查獲重量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 年毒品查緝概況及策進作為 

刑事警察大隊/撰稿 

統計室/編輯 

111 年 3 月 29 日 

一、前言 

毒品犯罪嚴重戕害人民身心健康，並衍生出暴力、竊盜、槍枝犯罪等治安問

題，對家庭與社會都是沉重的負擔，儼然是社會重大隱憂，因此反毒工作實為政

府當前首要治安重點項目；行政院亦於「新世代反毒策略 2.01 」強調落實推動

緝毒、驗毒、戒毒及識毒等各面向工作，以達「溯毒、追人、斷金流」等「斷絕

毒三流」之政策目標，期能有效打擊毒品犯罪。 

本文係依據 110 年本局查緝毒品概況進行簡要分析，期能從中得知相關訊

息，進而掌握本市毒品犯罪趨勢，以為策進，並供各界參考。 

二、110 年本局查獲第一、二級毒品人數、件數均較 109 年減少 20.00%以上；

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人數、件數較 109 年減少 10.00%以上 

110 年本局查獲第一、二級毒品人數、件數分別較 109 年減少 240 人(-

22.35%)、232 件(-24.07%)及 1,770 人(-28.20%)、1,551 件(-27.41%)，均減少 20.00%

以上，而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較 109 年減少 71 人(-10.52%)、83 件(-15.17%)，

究其原因，可能係受 110 年 5 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雖各級毒品人數、件

數均有所下滑，惟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人數、件數減少幅度較第一、二級毒品

為少，顯示目前社會上流通之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第一、二級毒品有減緩趨勢。

反之，愷他命、硝甲西泮(一粒眠)、卡西酮類等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有微幅上

升趨勢(表一)。                                              

 

 

 

 

 

 

                                                      
1 「新世代反毒策略 2.0」（110-113 年）為行政院於 109 年提出，預計 4 年內投入約 150 億元經費，以跨部

會、跨地方、跨領域之整體作戰方式，全力達成「溯毒、追人、斷金流」等「斷絕毒三流」之反毒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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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09 及 110 年本局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按主要案類別分 
 單位：人、%

計 製造 運輸 販賣 意圖販賣
而持有

109年 8,026 1,809 58 64 1,404 283 108 6,067 42

110年 5,945 1,044 20 99 820 105 39 4,857 5

增減數 -2,081 -765 -38 35 -584 -178 -69 -1,210 -37

增減率 -25.93 -42.29 -65.52 54.69 -41.60 -62.90 -63.89 -19.94 -88.10

年別 總計
KPI案類

轉讓
施用、

持有 其他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另查緝重量部分，雖查獲第一、二級毒品人數、件數均較 109 年下降，

惟第一、二級毒品查獲重量卻大幅提升，主要係因 110 年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林口分局及其他友軍單位共同破獲陸上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查扣第一級毒

品海洛因 446.83 公斤以及刑事警察大隊、林口、汐止分局分別與友軍單位偵

破跨境走私毒品案，共計查扣安非他命 405.60 公斤及大麻 54.38 公斤。 

三、本局 110 年查獲各類毒品案件人數中，製造、運輸、販賣及意圖販賣而持有

等 KPI 案類較 109 年減少 765 人(-42.29%) 

本局 110 年查獲各類毒品案件人數中，製造、運輸、販賣及意圖販賣而持有

等 KPI 案類2 較 109 年減少 765 人(-42.29%)，其中施用及持有案類較 109 年減

少 1,210 人(-19.94%)為最多，其原因概略分析如下： 

(一) 110 年 5 月份初，雙北地區陸續發生新冠肺炎感染來源不明之病例及群

聚事件，研判社區傳播已有擴大趨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5 月 15

日提升疫情警戒3至第三級，除因上級防疫政策減少非急迫性偵查作為

外，本局亦挹注 2,200 多位警力協助衛政機關疫調工作，導致 110 年本

局毒品查緝量能均有所下降，尤以須長時間佈線蒐證之 KPI 案類下降幅

度最大。 

(二) 自高檢署及內政部警政署推動安居緝毒專案加強打擊市面上毒品及社

區藥頭，減少毒品取得管道使毒品市價上升，進而減少施用、持有毒品

人口。 

(三) 本局近來加強宣導員警執行臨檢盤查、逮捕搜索應合於法令，相較以往

案件，現階段發動強制處分更應具備相當理由，以減少可能衍生之執法

爭議，導致查獲全般毒品案件數亦有下降情形。 

 

 

 

 

                                                      
2 本文中毒品 KPI 案類，係指警察機關查獲製造、運輸、販賣及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關鍵績效指標案類。 
3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本市疫情警戒第三級自 110 年 5 月 15 日起至 7 月 26 日降級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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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年本局查獲毒品件數、人數月趨勢圖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件數 446 393 513 486 454 266 280 417 572 522 507 448

人數 499 443 586 542 490 292 314 460 645 581 577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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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10 年本局查獲各級施用
毒品人口數結構比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四、本局毒品查緝月趨勢分析 

就本局 110 年查獲毒品件數、人數月趨勢觀察，本局 110 年平均每月查緝

442 件、495 人，其中 9 至 10 月份為查緝高峰，9 月查獲 572 件、645 人，10 月

查獲 522 件、581 人，主要係因本局 110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7 日及 10 月 15 日

至 11 月 14 日執行警政署及高檢署聯手推動之「第 6 波安居緝毒專案」，期間查

獲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藥頭共計 547 人；另 110 年 6 至 7 月查獲件數及人數

均低於月平均，6 月查獲 266 件、292 人，7 月查獲 280 件、314 人，主要係本市

上半年疫情嚴峻，本局全力投入防疫工作，以致員警緝毒能量降低所致。 

 

 

 

 

 

 

 

 

五、施用毒品犯罪趨勢分析 

110 年本市毒品藥物濫用人口性別以男性為主，約占 85.50%，就其施用

毒品級別分析，以第二級毒品占 67.09%最多，其次為第三、四級毒品占

24.62%，而女性亦以第二級毒品占 66.04%

最多，其次為第三、四級毒品占 26.42%；

在查獲各級施用毒品人口中，以施用第二

級毒品為 2,446 人（占 66.94%）最多，第

三、四級毒品 909 人（占 24.88%）次之，

第一級毒品 299 人（占 8.18%）再次之，

以年齡別觀察，以 19-30 歲者 1,215 人(占

33.25%)最多，其次為 31-40 歲者 1,129 人

(占 30.90%)，茲就各級別毒品施用趨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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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10 年本局查獲各級施用毒品人口數—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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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10 年本局查獲各級施用毒品人口數結構比—按性別分 

單位：人、%

構成比 女 構成比 女 構成比 女 構成比 女
總計 3,654 100.00 530 299  100.00 40   2,446 100.00 350 909  100.00 140 

18歲以下 14      0.38     3     -        -            -      10      0.41     2     4       0.44     1     
19-30歲 1,215 33.25   213 19     6.35     6     586    23.96   115 610  67.11   92   
31-40歲 1,129 30.90   174 65     21.74   11   830    33.93   121 234  25.74   42   
41-50歲 954    26.11   111 144  48.16   20   761    31.11   88   49     5.39     3     
51-60歲 269    7.36     23   56     18.73   3     203    8.30     20   10     1.10     -      
61歲以上 73      2.00     6     15     5.02     -      56      2.29     4     2       0           2     

年齡別
三、四級毒品

(受行政罰)二級毒品㇐級毒品總計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析如下(圖二、圖三)： 

 

 

 

 

 

(一) 第一級毒品 

110 年查獲施用第一級毒品共計 299 人，施用毒品種類以海洛因 246 人

(占 82.27%)最多、鴉片 32 人(占 10.70)次之、嗎啡 21 人(占 7.02%)再次之；

施用年齡以 41 至 50 歲者 144 人(占 48.16%)最多；其次為 31 至 40 歲者 65

人(占 21.74%)(表三)。 

(二) 第二級毒品 

110 年查獲施用第二級毒品共計 2,446 人，施用毒品種類以安非他命

2,412 人(占 98.61%)最多、大麻 33 人(占 1.35%)次之；施用年齡以 31 至 40

歲者 830 人(占 33.93%)最多；其次為 41 至 50 歲者 761 人(占 31.11%)。 

(三) 第三、四級毒品(受行政罰) 

110 年查獲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共計 909 人，施用毒品種類以愷他命 741

人(占 81.52%)最多、4-甲基甲基卡西酮（喵喵）66 人(占 7.26%)次之、硝（甲）

西泮 11 人(占 1.21%)再次之；施用年齡以 19 至 30 歲者 610 人(占 67.11%)最

多；其次為 31 至 40 歲者 234 人(占 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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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10 年本局查獲施用毒品人口數增減概況 

表四  109 及 110 年本局查獲
施用毒品初犯人口數 

 單位：人、%

年別
㇐、二級毒品

初犯人數
三、四級毒品

初犯人數
109年 680 815
110年 467 512
增減數 -213 -303
增減率 -31.32 -37.18

-27.34 

-10.52 

-31.32 

-37.18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二級毒品 三、四級毒品

% 各級毒品人數 各級毒品初犯人數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六、查獲施用毒品新生人口分析 

110 年本局查獲施用各級毒品人數以「案次還原人數」進行唯一化分析，110

年查獲施用第一、二級毒品初犯人數計 467 人、第三、四級毒品初犯人數計 512

人，分別較 109 年減少 213 人（-31.32%）、303 人（-37.18%），雖下降原因主要

仍為疫情影響，但以各級毒品查獲人數下降幅度約一至二成觀之，本市毒品新生

人口降幅仍超過前者，顯示本市積極打擊市面上毒品以及社區藥頭的目標已有

成效，減少民眾與青少年接觸毒品的機會。 

 
 
 
 
 
 
 
 
 
 
 
 
 
 
 

七、策進作為 

由上述分析可知，因 11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導致本局查獲毒品案件及人

數均有下降趨勢，其中就 KPI 案類下降幅度最大，但數據顯示本市毒品新生人

口仍呈現下降趨勢，顯示本局積極打擊市面上毒品以及社區藥頭的目標仍有成

效。而就流通毒品部分，數據顯示目前社會上流通之海洛因、安非他命等第一、

二級毒品有減緩趨勢，而愷他命、硝甲西泮(一粒眠)、卡西酮類等第三、四級毒

品有微幅上升趨勢。另就施用毒品趨勢部分，第一級與第二級毒品查獲最多之年

齡區間均落在 40-49 歲級距，而第三、四級查獲最多之年齡區間落在 24-29 歲級

距，整體年齡層較第一級與第二級毒品低，年輕化趨勢較為明顯，為持續精進本

局緝毒量能、恢弘反毒成效，參考上揭數據，本局可就偵查緝面及防制面持續提

升並精緻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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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緝面 

1. 擴展情資廣度： 

(1) 對於分駐(派出)所員警臨檢盤查查獲施用持有毒品犯嫌，運用

各式偵查技巧突破心防，使其供出毒品上游，以拓展情資，必

要時可協請偵查隊到場支援，積極佈線，提升 KPI 成效。 

(2) 針對特定營業場所建立聯繫管道，促使特定營業場所業者落實

毒品案件通報，加強宣導俾使業者具備案件敏感度。 

2. 提升打擊強度： 

(1) 分局可滾動式修正勤務規劃，依轄區治安特性參考毒品犯罪熱

時、熱點，即時並滾動式調整勤務規劃及警力配置，以提升執

行成效及見警率。 

(2) 積極查緝少年涉毒案件、鎖定少年毒品藥頭及網路社群加強巡

邏，並針對近年以第三、四級毒品為主之新興毒品加強查緝，

全面掃蕩。 

(3) 由本局配合高檢署及警政署結合六大緝毒機關進行區域聯防整

合，規畫安居緝毒專案，集中查緝形成威嚇效果。 

3. 強化查緝深度： 

(1) 要求 KPI 案件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強化案件偵辦品質，使案

件蒐證階段可切合後續案件起訴、犯嫌聲押等強制處分之準備

工作，並強化蒐證作為使犯行重大的供毒藥頭，被警察查獲後

能迅速並順利聲押、羈押，朝精緻偵查腳步邁進。 

(2) 列管重大毒品案件，持續檢討案件偵辦進度及研擬後續偵查方

向，向上溯源截斷毒品供應網絡。 

(二) 防制面 

1. 社區反毒通報： 

強化社區與警察人員聯繫，積極宣導在地居民踴躍加入五力民防、

義警、義交、志工、守望相助隊，共同守護在地治安，俾利拓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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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來源。 

2. 營業場所講習： 

加強營業場所業者毒品識別及通報訓練，強化營業場所業者具備毒

品案件敏感度，俾能在顧客出現毒品徵候時，第一時間發覺，並通

知警方查辦。 

3. 校園反毒宣導： 

於分駐(派出)所暨分局層級治安會報中提供辨識毒品危害宣導，或

進入校園訪問及宣導，提升校園學生及地方民眾反毒知能，以避免

接觸是類毒品造成傷害。 

八、結語 

「反毒」是政府當前施政的首要目標，「緝毒工作」也一直都是治安工作的

重中之重，本局將持續全力掃蕩製造、販賣、運輸等各類毒品案件，並落實執行

各項反毒工作，以有效減少本市毒品人口，遏止毒品氾濫，並在高檢署的統合下

與各司法警察及關務機關等六大緝毒機關的夥伴們通力合作，形成緊密的緝毒

網絡，發揮最強的查緝效能，以達到「新世代反毒策略 2.0」溯毒、追人、斷金

流的政策目標，全力維護國人健康與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