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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一、緒論

二、理論與文獻探討

三、研究設計

四、資料分析與討論

五、結論與建議



透過研究瞭解跨境毒品犯

罪現況與防制策略，提出

毒品犯罪問題之異同與具

體建議。

研究動機

剖析跨境毒品犯罪之原因

，利用實際訪談方式，瞭

解我國查緝毒品犯罪實際

作為，提供相關執法機關

參酌。

研究目的

一、緒論



犯罪預防區分初級、次級及三級犯罪預防。

三級犯罪預防理論

預警情資發掘與整合，強調制敵機先及預防犯罪概念。

情報導向警政

結合第三方伙伴，共同承擔控制犯罪行為的警政模式。

第三造警政

跨境毒品犯罪與相關犯罪預防理論

二、理論與文獻探討



犯罪考慮因素如個人利益、代價及承受風險等差異。

理性選擇理論

非指責的社會化過程，讓羞愧之人感到悔悟。

明恥整合理論

減少犯罪者犯罪機會，並增加犯罪風險。

情境犯罪預防理論

跨境毒品犯罪與相關犯罪預防理論



聯合國 中國大陸

美國 臺灣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
室」(UNODC)，前身為「聯合
國毒品管制規劃署」及「國際
預防犯罪中心」，主要致力於
防治藥物濫用教育，以及打擊
與毒品有關之犯罪行為。

國家禁毒委員會統籌全國之禁
毒工作，全國禁毒工作領導小
組，組成單位包括公安部、國
務院辦公廳、外交部等16個單
位，具體工作由公安部承擔。

緝毒局（DEA）負責執行麻醉
品、受管控物質法規的主要中
央聯邦機構，當組織從事毒品
相關犯罪，由DEA向美國的刑
事、民事司法系統等提出刑事
追訴。

由各權責機關統籌規劃辦理，
整合法務部等相關主政機關，
與相關矯正機關及地方檢察署
合作。

二、理論與文獻探討



工作分組 工作重點

拒毒預防組
(教育部主辦)

一、整合各界資源提升預防宣導成效，營造健康無毒家園。
二、運用在地化反毒網路，強化預防介入機制。
三、綿密跨機關橫向合作功能，完善關懷輔導效能。

防毒監控組
(衛生福利部主辦)

一、掌握藥物濫用流行病學資料。
二、管制藥品施用管制。
三、健全先驅化學品管制系統。
四、強化新興濫用藥物監測機制。

緝毒合作組
(法務部主辦)

一、國際及兩岸緝毒合作之持續強化。
二、邊境及關區毒品查緝之效能提升。
三、緝毒合作團隊支緊密整合。
四、以司法協助毒癮戒治方案之持續推動。

毒品戒治組
(衛生福利部主辦)

一、透過橫向跨部會協調，整合中央毒品戒治相關政策。
二、由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結合在地民間資源與醫療戒治機構，提供藥癮者

可近性治療、職業訓練、就業媒合等服務。

綜合規劃組
(法務部主辦)

視毒品防制專案任務之需要，指定權責機關辦理

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全國各縣市政府)

一、成立專責業務科(股)，穩健推動在地毒品防制業。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應共同編列補助預算及人力，並強化督考機制。
三、深化發展在地化毒品防制對策，並滾動式檢討修正。
四、強化社會復健服務，協助藥癮者順利復歸社會。
五、強化個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加強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我國防制毒品犯罪之機制



編號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年資

A 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 偵查正 15年

B 中央警察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助理教授 24年

C 中央警察大學
國境警察學系 教授 33年

D 法務部調查局
兩岸情勢研析處 秘書 37年

E 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偵查佐 12年

F 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偵查員 9年

G 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大隊 警員 27年

H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情報組 專員 23年

I 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大隊 警員 29年

J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偵防分署偵防查緝隊 偵查員 6年

三、研究設計



確認研究主題

確定研究目的與動機

設計訪談大綱

實施訪談

訪談紀要歸納與分析

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蒐集文獻資料

研究流程



研究架構

查緝跨境毒
品犯罪現況

犯罪預防
之作為

防制困境 原因及犯罪
型態分析



訪談大綱規劃摘要表

項次 類別 主題大綱與問題規劃

一

我國跨境毒

品犯罪原因

分析

1. 您認為販毒者從事跨境販毒行為所考量犯罪心理學、生理學為何？

2. 您認為販毒者從事跨境販毒行為所考量犯罪社會學為何？

3. 您認為販毒者從事跨境販毒行為所考量犯罪生態學、犯罪經濟學為何？

二

我國跨境毒

品犯罪型態

分析

1. 您認為現階段跨境毒品犯罪的交易模式(型態)為何？

2. 您認為我國跨境毒品主要的運送毒品方式？

3. 您認為跨境毒品犯罪與傳統犯罪活動有何關聯？

4. 跨境毒品犯罪樣態為何？

5. 跨境毒品種類？

三

我國跨境毒

品犯罪之現

況

1. 您認為我國防制跨境毒品之法令，對於防制跨境毒品犯罪有無實質影響？

2. 我國近年在緝毒查緝工作上有何具體可行措施？成效如何？

3. 我國防制跨境毒品之政策為何？

4. 查緝毒品之組織機制？

四

我國跨境毒

品犯罪之困

境

1. 您認為我國毒品氾濫問題是否嚴重？毒品市場需求仍高原因為何？

2. 您認為我國國境管理之境外、國境線上、國境內及相關執法機關在查緝跨

境毒品犯罪上遭遇困境為何？

3. 新興(合成)毒品市場快速成長，查緝行動面臨之困境為何？

五

我國跨境毒

品犯罪之對

策

1. 組織面？

2. 法律面？

3. 實務面？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型態分析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之現況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之困境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之對策

四、資料分析
與討論



1
您認為販毒者從事跨境販毒行為所考量的因素，涉及犯罪心理學、
生理學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C、D、F、H、J認為與毒品高利潤及高報酬有關。

2.B、C、D、E均認為與犯罪者理性選擇有關。

3.I認為以個人動機為主。



2 您認為販毒者從事跨境販毒行為所考量之犯罪社會學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認為與毒品市場需求有關。

2.B認為與販毒者犯罪風險及國家民族性有關。

3.C、D均認為國內執法單位法治條件較弱，與法令刑

度太輕及家庭控制力薄弱等有關。

4.E認為與國家法律差異性有關。

5.F、H、J均認為與家庭環境及同儕關係有關。

6.I認為受外在整體環境影響。



3
您認為販毒者從事跨境販毒行為所考量的因素，涉及犯罪生態學、犯罪經

濟學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B、C、D、E、F、H、I、J均認為就犯罪經濟學，

與毒品高利潤及高報酬有關。

2.C認為就犯罪生態學，與區域性犯罪現象有關。

3.D認為就犯罪生態學，與犯罪者犯罪意識薄弱有關。



4 您認為現階段跨境毒品犯罪的交易模式(型態)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E、F均認為是網站訂購。

2.B、D、J均認為是郵件包裹。

3.C、E、F均認為是物聯網、物流及暗網。

4.D、F、G、H、I、J均認為是航空快遞。

5.H、I均認為是海運、漁船走私。



5 您認為我國跨境毒品主要的運送毒品方式？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B、C、D、F、H、I、J均認為是貨櫃。

2.A、C、F、H、J均認為是漁船。

B、C、D、E、F、G、I均認為以快遞包裹居多。



6 您認為跨境毒品犯罪與傳統犯罪活動有何關聯？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認為與人口販運有關。

2.A、E、H均認為與組織犯罪有關。

3.B、E、F、J均認為與詐欺有關。

4.C、D、E、F、H、I、J均認為與洗錢有關。

5.D認為與網路犯罪有關。



7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樣態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I均認為是毒品輸入及轉運站角色。

2.B認為是毒品輸出角色。

3.C、D、E、F、G、J均認為是毒品輸入、輸出及轉運

站的角色。

4.H認為是毒品轉運站角色。



8 我國跨境毒品種類、先驅化學品為何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A、B、C、D、E、F、G、H、I、J均認為有海洛因、安

非他命、麻黃素、K他命、新興毒品及先驅化學品等。



9 您認為我國防制跨境毒品之法令，對於防制跨境毒品犯罪有無實質影響？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B、C、D、E、F、G、H、J均認為有一定影響。

2.I認為影響不大，主要是我國法令刑度太輕。



10 我國近年在緝毒查緝工作上有何種具體的可行措施？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C、D均認為在提升境外緝毒能量。

2.B認為在於跨部會整合機制。

3.C認為是成立數位採證中心。

4.C、G均認為是建構毒品資料庫。



11 我國防制跨境毒品之政策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認為建立毒品資料庫。

2.A、B認為是情資交換。

3.C認為是強化核心境內毒品查緝。



12 我國查緝毒品之組織機制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A、B、C、D、E、F、G、H、I、J均認為有刑事局偵三

大隊、海關、食藥署、調查局、海巡署、國軍憲兵單

位、航警局、警政署、國安局等單位。



13 您認為我國毒品氾濫問題是否嚴重？毒品市場需求仍高原因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E、F、H、J均認為在通訊監察及通訊軟體方面無

法突破。

2.B認為毒品案件不易查緝。

3.C、F認為查緝斷點、暗網及虛擬貨幣。

4.D認為是毒品市場需求所致。

5.E認為是犯罪所得查扣沒收機制。

6.G認為是無法落實尿液普篩。



14
您認為我國國境管理之境外、國境線上、國境內及相關職執法機關在查緝

跨境毒品犯罪上遭遇困境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認為是毒品資料庫不足。

2.A、C、E、F、J均認為是通訊軟體不易掌握犯罪證據。

3.C、F認為是暗網交易、虛擬帳戶及人頭卡。

4.E認為是犯罪所得查扣沒收機制。

5.E、G、H均認為是跨部會及情資整合不易。

6.I認為是經驗傳承。



15 新興(合成)毒品市場快速成長，查緝行動面臨之困境為何？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B、D、F、G、I均認為是新興毒品變化與修法未同步。

2.B、F均認為查緝裝備不足。

3.C認為執法機關的鑑定能量不足。

4.B、C、E、H均認為通訊軟體無法監聽及手機破解。

5.J認為毒品以純質淨重方式認定績效，打擊基層士氣。



16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之對策---組織面如何精進？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G、H、J均認為是跨機關整合。

2.B、C、J均認為成立一級查緝單位。

3.B認為簽訂警政合作共同打擊犯罪協定。



17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之對策----法律面如何精進？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C、D、E、I、J均認為簽訂共同打擊犯罪協議。

2.C認為成立法制化專責單位。

3.C、H均認為修法加重法令刑責。



18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之對策----實務操作面如何精進？

我國跨境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1.A、C、G、H均認為建置完善的毒品資料庫。

2.B、D、F認為加強犯罪情資蒐集與分享。

3.C認為跨單位合作及增設駐外聯絡官。

4.E、J均認為通訊軟體方面應突破困境。



網際網路結合物流
毒品販運管道
趨於智能化

人頭門號氾濫
致查緝困難

任務績效導向
情報分享機制
未能有效整合

科技偵查法草案能保
障執法人員偵查作為

我國法令訂正與執法
機關查緝未能同步

通訊軟體App
網路查緝困難

研究發現

五、結論與建議



研究建議－組織面

強化國際間司法互
助協議及合作備忘
錄，共同打擊跨國
犯罪，包含情資交
換、參訪、舉辦國
際會議、合作偵辦
等建立合作管道。

透過「第三造警
政」力量共同稽
查，各執法機關
藉案件偵辦與經
驗分享，加強情
資交流，強化整
體查緝效能。

積極爭取重返國
際刑警組織，外
交部在駐外管處
及辦事處增設駐
外聯絡官，派駐
執法人員到中國
大陸，建立區域
執法合作關係。

強化境內執
法機關合作

強化國際兩
岸緝毒合作

積極爭取加入
國際刑警組織



研究建議－法律面

通訊監察法

Diagram
2

Diagram
3

研參執法機關實際查緝毒品窒
礙之處，權宜完備相關配套，
彌補法規制定與執行層面相衝
突之困境。

加重毒品販賣及運輸處
罰刑度，K他命建議改列
第二級毒品加重刑責，
以收實際嚇阻成效。

確保偵查機關科技偵查
合法性，避免科技辦案
涉及法律事件，建議加
快修法，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

Diagram
2

Diagram
3

科技偵查法草案
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



研究建議－實務面

強化人員
教育訓練

強化在職教育訓練及經驗傳承，並透過模擬
類案，提升執法人員查緝能力。

提升安檢
設備性能

持續提升高科技安檢設備，協助安檢人員輔
助稽查，強化國境線上安檢執法效能。

成立緝毒
專責機關

成立法治化之專責機關，建立案件通報網絡
及查緝合作機制，力求情資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