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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署周檢察長章欽有感於國內毒

品問題嚴重，乃於民國105年間指示

具體之毒品防制方針，其中之重點工

作為推動查緝中小盤販毒者，希冀藉

由打擊不法毒品販售網絡圈之各個零

售點，阻斷毒品銷售通路之方式，由

外至內，由下至上，逐層向上溯源，

以期有效改善毒品氾濫之情形。

貳、方式

為達成上開目標，本署緝毒專組

以檢察官分組（2-3人）或單人配置

之方式，對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各分

局，以期各分局於轄區內發生毒品案

件之際，能有效且迅速地報請各對應

檢察官指揮偵辦，或提供一般狀況之

法律諮詢，而在初始階段即與檢察官

建立密切聯繫，共同打擊毒品犯罪。

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為例，

該分局自105年4月起開始配合本署

執行查緝毒品中小盤計畫，以下分從

人力配置、工作內容、組成人員、分

工模式逐一說明緝毒專責隊之運作模

式：

一、人力配置：

由於鳳山分局為一級單位，轄區

範圍地廣人多，轄內犯罪情事亦較其

他分局為多且繁雜，故於初始即規劃

由2名檢察官對應15名緝毒專責隊之

警察（現已由3名檢察官對應15名緝

毒專責隊警察），由檢察官提供法律

層面之解析及偵辦案件之全盤規劃，

緝毒專責隊則負責執行面上之蒐證及

查緝。於實際案件執行時，檢警即以

上開模式，積極合作，自起案、調取

通聯紀錄、一般行動蒐證，乃至證人

指證內容與相關物證分析比對，以能

合法實施通訊監察作為第一階段之目

標。於第二階段即實施通訊監察過程

中，對於販毒者網絡之概況、行動蒐

證、調取通聯紀錄、其他行政單位函

查事項、確認購毒對象、有無另案監

聽之情事及處置，均嚴密監控、隨時

緝毒專責隊對查緝中小盤藥頭
的重要性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為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蕭琬頤、陳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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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狀況。於執行最後收網階段前，

在檢察官與緝毒專責隊成員充分討論

研析後，共同擬定執行計畫，派員分

工執行現場查緝、同步搜索、製作其

他購毒者筆錄、追緝販毒者及查扣毒

品等工作，以利對販毒者向法院聲請

羈押，繼續追查上游（另行起案偵

辦，逐層向上溯源），再於蒐集完整

之相關證據後，始由檢察官起訴結

案。

二、工作內容：

緝毒專責隊原則上僅負責中小盤

販毒者之查緝，但如轄區內發生其它

重大刑事案件則調派其他人力支援，

希冀能以專責之人力、物力，以最專

精之毒品查緝技巧，使專責隊警察專

心致志打擊毒品犯罪，而無須另將工

作心力置於其他行政或勤務事項上。

三、組成人員：

專責隊成員中，各派出所均有一

名自願警力加入。因於派出所擔任一

般轄區員警之勤務，與專責承辦查緝

毒品中小盤之工作，在內容上有顯著

不同。專責隊緝毒之工作，可能是以

往在基層派出所從未參與過的，員警

往往須從頭學起。且因有明確之工作

目標需要達成，反映在工作上也更具

挑戰性及危險性，然對於工作之熱忱

及用心更是毒品專責隊是否成功之最

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人員組成上一

開始即以自願參加者為主，希望激盪

出緝毒專責隊員之工作效能，並藉此

達成有效打擊毒品之目標。

四、分工模式：

鳳山分局緝毒專責隊目前人數為

15人，分為2小組，專責隊每日皆有

人力待命，可隨時處理急迫情形。每

個承辦員警都盡量一人一案起案偵

辦，以期每位隊員均能完整累積緝毒

案件偵辦經驗，訓練隊員獨立辦案之

能力，待案件發展時機成熟，再由整

組專責隊員共同執行搜索、拘提等收

網工作。

五、特色及成效：

經由上開運作模式，緝毒專責隊

之成員可於短時間內累積相當程度之

查緝毒品案件量及辦案經驗。雖然偵

辦刑事案件之員警對於各類刑案原則

上都有相當程度之偵辦能力，然而不

同刑事案件類型在各個查緝層面上仍

有許多個別差異，此種模式之經驗學

習，比偵辦其它一般常態性案件，更

可達成迅速累積毒品案件相關辦案技

巧之成效。詳言之，以橫向操作面而

論，團隊辦案之重要性尤其顯著，僅

以一般行動蒐證為例，行動蒐證之起

迄時間、人力配置、換班交接、情資

共享等事宜，均非一人之力所能及，

尤其是發生急迫狀況之時，整個團隊

之人力即可以最迅速之方式進入狀

況，以掌握最佳查緝時機。另自縱向

操作面而論，經驗傳承之延續在查緝

案件尤為重要，如何聲請通訊監察、

如何聲請搜索、如何蒐集有效證據、

執行案件之注意事項等偵辦案件之核

心技巧，在帶領鳳山毒品專責隊期

間，僅需逐一說明研討建議一至兩次

之後，其他新的案件或新的承辦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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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已經熟悉案件偵辦之承辦員警為

經驗之共享，讓新手警察得以快速熟

悉每個偵查階段，尚無論其他文書、

行政流程，連當要找誰蓋章乙事都列

為需要學習事項之際，這種經驗之傳

承分享更可達成迅速有效率之工作目

標，實際上對於檢察官工作負擔也相

對減輕，讓檢察官可將偵查心力放置

於相對困難案件偵辦突破點之研析。

參、結論

中小盤販毒者之查緝，須優先掌

握此等犯罪類型之特色在於分布廣

泛、人數眾多、互相調貨情形多、毒

品進出貨速度快、再犯率高等。以往

在查緝實務上，僅能自一般查獲施用

持有毒品之人供出上游，再循單一販

售軌跡偵辦，雖確能達成查緝販毒之

成效，然可能缺乏販毒網絡之建構與

資料庫建立。現今開始由各分局偵查

隊成立毒品專責查緝隊，專案負責處

理毒品查緝案件，將有效建立偵辦販

毒案件之相關網絡，從以往之電話資

料庫開始擴充至對象、地點資料庫，

以達更深入解析現今販毒網絡之實際

運行狀況，才能有效向上溯源，以每

次查緝作為打擊毒品犯罪之成效，不

求一步到位，但求累積收穫之果實。

★105年11月份全國同步查緝毒品案件，全國緝獲藥頭數為318人，本署為85人。若加入原屬
　本署轄區105年9月始成立之橋頭地檢共計120人，占全國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