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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檢察官  高峯祈

緝毒新作為─高雄經驗報告

一、前言

   高雄地檢署歷年來所查獲的製

造、運輸各級毒品數量，成品每年

均在一千公斤以上，遙遙領先各地

檢署，但高雄地區實際施用毒品人

口並無有效降低，此種現象促使我

們思考，緝毒策略發生了甚麼問題?

    105 年的總統、立委選舉查察

期間，有一次聽到檢察長說起他從

事檢察官工作的三大心願：沒有賄

選、禁絕毒品、食品安全。沒想到，

當時檢察長對於毒品查緝策略已有

了新的想法。

二、策略的擬定及執行

   在檢察長的思考上，查緝大盤

走私、製造固然具阻絕毒品於境外

的意義，並附帶宣示、宣傳的效果，

但大盤的查緝隨著通訊科技日新月

異，監聽不易，恐怕查獲及走私成

功二者不成比例，走私進入臺灣的

毒品應大於所查獲的數量。所以新

的查緝策略著眼於斬斷毒品供應

鏈，鎖定中小盤藥頭，使毒品無法

下到施用者手上。進而，希望同時

達到降低毒品需求面以減少毒品製

造及走私進口，並降低毒品施用人

口。

   策略訂定後，具體研議作法，包

含：廣泛取得毒品情資及建置專責

查緝人力。兩者的連結因素則是人

的互動，特別是主任檢察官及檢察

官的角色。

在105年1月16日選舉結束後，

檢察長旋即指示，將選舉查察期間

所佈建的「查賄地雷」轉化為檢舉

販毒、吸毒「地雷」的作法。並將

情資來源進一步拓展至在監服刑的

毒品人口，立即於105年1月25日，

在本署召開「高雄地檢署與轄區矯

正機關毒品案例研習會」，確立矯

正機關協助取得毒品情資的具體作

法。爾後，經過檢察長與緝毒組(主

任 ) 檢察官的腦力激盪，陸續將毒

品列管人口、毒品保護管束對象、

現行犯、毒品案件被告等納入毒品

情資來源管道，另外透過校園反毒

宣導及社區治安座談會，宣導民眾

及校園師生勇於檢舉施用及販賣毒

品者。並研擬出具體流程、做法，

確立了偵辦毒品來源的情資管道。

透過近一年的執行，並將施毒者家

屬納入情資來源及關懷對象，凸顯

檢警查緝及關懷並重的思維。

在專責查緝人力的建置方面，

係由各分局偵查隊指派 1 小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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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出所指定 1 名員警，組成緝毒

專責小隊，專門負責緝毒業務而不

及於其他類型犯罪的偵辦工作。地

檢署則依各分局人口多寡，指定 1

到 2 名檢察官對應分局，指揮該分

局緝毒專責小隊執行緝毒業務。於

105 年 2 月 24 日，本署召集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 ( 以下稱市警局 ) 各分

局分局長、偵查隊長、專責小隊長，

召開「高雄地檢署轄區檢警查緝毒

品中小盤專案會議」，新的緝毒紀

元正式展開。

緝毒專責人力就位後，為了讓

各分局負責的檢警真正融合成一個

具有戰鬥力的團隊，檢察長除了以

身作則親自到派出所向基層員警了

解相關工作上的細節，聽取不同的

緝毒想法、作法，亦要求主任檢察

官、檢察官要多與轄區員警交流，

了解問題、解決問題。

而緝毒專責人力的到位僅僅是

第一步而已。員警在績效及功獎方

面的壓力，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

各項的管考、評比勢必影響員警對

於緝毒工作投入的程度。而市警局

陳家欽局長儘管對於本署緝毒工作

抱持無條件完全支持的態度，但某

些由警政署制定的要求，畢竟仍應

予以尊重、遵守，例如分局每季的

專案核分要求。

   是以，對於各分局緝毒專責小

隊，我們要求對應分局的檢察官透

過教育訓練及座談會的方式，強化

員警偵查能力，並且統一步調，相

互交流學習，也培養出檢警間的辦

案默契。對於員警所在意的，查緝

藥頭功獎尚不如取締酒駕之問題，

經檢察長指示，由本人於出席高雄

市政府 105 年 5 月的治安會報上提

案，要求警政署全面提升緝毒功獎。

經會議主席時任高雄市副市長陳金

德裁示，送行政院治安會報。不到

一個月的時間，警政署從善如流，

大幅提升緝毒功獎，對於基層員警

的士氣有顯著的鼓舞作用。能夠解

決基層員警所關心的事，使其無後

顧之憂，才能培養出具有戰鬥力的

新聞編號：10502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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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高市警局 檢警分區聯防緝毒 

全國首創大高雄 1萬名「查賄地雷」化身「緝毒尖兵」 

即日起檢察官分區進駐 17分局緝毒 

高雄地檢署周章欽檢察長鑒於近年來，本署雖與警調海關等各機

關聯手查獲走私、製造各級毒品數量均大有斬獲，每年都多達 1000

公斤以上。但是，本署轄區之施用毒品人口並未有顯著之下降，顯然

中小盤毒品、校園毒品仍然非常氾濫，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國民健

康。周章欽檢察長於選舉期間首創布建「查賄地雷（志工）」模式，親

自率領檢察官走訪深入大高雄 17個分局及各派出所，經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陳家欽局長大力支持，各分局派出所累計召集志工，已布建多達

1萬名查賄地雷，為有效發揮志工深入基層的力量，延續查賄地雷的

動能，周章欽檢察長特別指示本署緝毒專組高峯祈、曾靖雅主任檢察

官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具體研擬轄區內毒品中小盤深入查緝計畫，將

轄區檢警查緝毒品中小盤專案會議

轄區檢警查緝毒品中小盤專案會議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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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毒人力。而檢察官願意與基層員

警打成一片，更可以激發員警的榮

譽感、使命感，更願意投身緝毒工

作。

   執行迄今，我們發現這群基層

緝毒弟兄經過一段時間專心地投入

後，已經能對轄區內販毒者、施毒

者及毒品交易熱點、型態等有所了

解、掌握，相當程度彌補了以通聯

記錄為主要內容的「全國毒品資料

庫」不足之處，我稱之為「人的資

料庫」，是個意外的收穫。兩者的

進一步結合，將是下個階段嘗試的

做法。

三、成效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 以下稱

高檢署 ) 於 105 年 4 月發動第一波

鐵腕大掃蕩，當時並沒有特別針對

藥頭，而且本署緝毒專責小隊雖尚

在磨合階段，市警局也僅先挑選鳳

山分局試辦。卻在檢警合作下，查

獲毒品數量竟逾全國一半以上，藥

頭數也佔全國 3 分之 1 強，雖然量

並不大，但已足以鼓舞士氣，並取

得市政府在緝毒及戒毒方面更多的

支持。

緝毒授旗及成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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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毒成果發表會

105 年 7 月，高檢署發動第 2

波鐵腕大掃蕩，這是新政府宣示緝

毒為主要犯罪偵查工作後的第一波

全國性緝毒行動，高檢署特別於 6

月間 2 次召集各地檢署緝毒組主任

檢察官前往報告準備情況，其重視

程度可見一斑。為期 3 天的同步

查緝行動，事前從通訊監察中發現

有消息外漏的情況，而且也是本署

中小盤藥頭查緝專案的第 1 次大規

模行動，長官對本署的期待頗高，

本人在行動展開前一夜幾乎無法入

眠。所幸，在我們所掌握的近 120

件他字案中，執行到案將近 95%。

專案期間地檢署燈火通明，一天中

聲押被告逾 40人。光是宵夜即需準

備達 50 份，警局押解嫌犯的警備

車還造成市中路大門口小小塞車。

該次共計查獲藥頭 113 名，佔逾全

國 5分之 1。與他署最大的不同是，

本署的案件全在檢察官的掌握、指

揮下進行，而非被動接受警方的移

送。這次的查緝行動成果更加驗證

了檢察長所規劃的中小盤藥頭查緝

專案確實可行，也開創了緝毒的新

局面。

   105 年 11 月初，高檢署再次召

集各地檢署緝毒組主任檢察官開

會，並下達將於下旬進行第 3 波鐵

腕大掃蕩的指示。因準備時間較

短，執行結果，全國查獲毒品藥頭

數量從 525 人降為 315 人，然本署

因社區中小盤藥頭查緝專案執行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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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輕就熟，原本即持續進行查緝，

該次本署共計查獲藥頭 85 名 ( 臺灣

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9 月成立，

該署查獲藥頭 35 名 )，大高雄地區

所佔比重更甚前次。本次執行結果

反應出 2 點特色：1. 所緝獲藥頭已

開始溯源向上至第 2 層、第 3 層；

2. 本轄藥頭已開始躲避至他署轄區

( 區域合作查緝或為下階段重點之

一 )。

經過 1 年的努力，本署共計

查獲藥頭 1305 名 ( 大高雄地區為

1415 名，向上溯源藥頭 273 名 )、

施用毒品 7727 人次 ( 大高雄地區約

8500 人次，104 年約 5800 人次 )，

反應在高雄市治安情況上，竊盜案

發生減少 1623 件；105 年 8 月遠見

雜誌的調查結果，高雄市民對治安

改善的滿意度為六都第一。或可認

為與強力查緝毒品犯罪有關。

鑒於施用毒品者僅靠刑事制

裁，並無法使其戒絕毒癮，而戒癮

所需的醫療、就業、社會救助，以

及查緝前端的反毒宣導等，均需由

行政力量支援，非地檢署所能完成。

在有效的查緝之餘，為能有效、完

整的貫徹拒毒、反毒、緝毒政策，

檢察長與 2 位緝毒組主任檢察官即

開始與高雄市政府溝通，希望能提

升高雄市毒品防制中心位階，以增

加人員編制、經費，擴大戒癮輔導

的能量及品質，拯救更多深受毒害

的家庭。另外並在高雄市政府主導

下成立反毒基金會，引進民間資

源、擴大民眾參與反毒、拒毒行列。

經過半年多來的努力，反毒基金會

已召開籌備會議，擬定相關章程，

可望於 106 年 3 月正式成立。而高

雄市政府亦已宣布將成立毒品防制

處，相關人員編制、預算均已完成

待中央政府協助解決員額管制問題

法務部邱部長太三致贈水果，

慰勞本署鄭檢察官益雄

法務部邱部長太三致贈水果，

慰勞本署李檢察官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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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雄市議會審議即可成立，對於

高雄地區的反毒戰役可謂完成最後

一塊拼圖。

四、關鍵

   高雄在緝毒方面能獲致今日的成

效，關鍵在於 :

( 一 ) 首長的支持：包含市長、警

察局長及檢察長。檢察長不僅積極

提出相關構想，並親力親為，出席

各項分局工作會議、民眾的治安座

談，並勤訪派出所，激發員警的榮

譽感、使命感。而市警局陳局長在

檢察長對於緝毒人力、策略要求，

也是毫無保留的支持，使得第一線

緝毒員警得以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並不時與檢察長共同出席勉勵員

警，帶動士氣。而陳市長多次公開

宣示支持本署的緝毒工作，對於員

警的心理有最直接的安定作用，並

且裁示推動與本署合作成立反毒基

金會並於市政府下成立毒品防制

處，結合民間資源及行政資源投入

毒品防治及戒癮輔導工作。

( 二 )( 主任 ) 檢察官的積極參與：

除指揮案件的偵辦外，緝毒組 ( 主

任 ) 檢察官均願意主動、頻繁的與

員警交流，發現員警工作上的難處

並解決問題，使整個緝毒專責小隊

成為具有戰力的團隊；也從執行中

發現新的作為及問題，不斷完善緝

毒規劃。

( 三 ) 立即解決員警問題：包含案

件偵辦上須要由檢察官協助處理的

問題，能迅速獲得對應分局的檢察

官加以解決。以及員警所最在意的

績效壓力及功獎問題，均能透過與

警局高層或市政府協調，在很短的

時間內獲得解決，使員警能發揮所

長，盡心盡力查緝藥頭。

五、結語

反毒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在查

緝方面略有所成之後，發現在戒癮

輔導方面更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每

年要查緝數千名毒品犯罪並不難，

但沒有周全的戒癮輔導，也只不過

是使施用毒品者陷入「施用、服刑」

的循環而已，賠上的則是一個個破

碎的家庭、偶發的社會重大案件，

以及遍佈社會各角落的形形色色財

產犯罪。今後如何結合公私部門的

資源來從事反毒宣導、戒癮治療，

強化前端以阻斷毒品的接觸，並擴

大後端的戒癮輔導，又是一個嶄新

的反毒挑戰。

法務部邱部長太三致贈水果，

慰勞本署蕭檢察官琬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