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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 

壹、 什麼是法律？ 

 

一、形式定義： 

(1)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憲法第 170 條) 

(2)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 

(3)「法」－屬於規定全國性、一般性或長期性之事項，以「法」命名，

如民法、刑法等。 

(4)「律」－屬於規定戰時軍事機關之特殊事項，以「律」命名，如戰時

軍律。 

(5)「條例」－屬於規定地區性、專門性、特殊性或臨時性之事項，以「條

例」命名，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通則」－屬於規定同一類事項共通適用之原則或組織，以「通則」

命名，如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二、實質定義 

 (1)社會生活的規範 

 (2)通過國家權力以強制實行之規範 

 (3)法律者以保障群眾安寧、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   

  之規範 



 (4)以正義為其存在的基礎。 

(5)可見實質法律係社會生活的規範，亦為貫徹國家政策的工具，具有強力要

求國民遵守的作用，正是俗語所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三、依法行政 

(1)指行政權力之行使必須依據法律之規範為之。 

(2)在積極的面向上，要求行政行為須有法律之依據。 

(3)在消極的面向上，則要求行政行為不得牴觸法律。 

 

貳、 什麼是刑事司法系統？ 

 

一、刑事司法之意義 

(1)刑事司法系統本身則由警察、檢察機關、法院及矯治機關等次系統所構

成，各自處理危害防止及犯行追緝、偵查起訴、定罪與量刑、執行隔離、威嚇、

教化等程序，而各系統則具有相互關聯和依賴，且藉由妥善分配工作，發揮各

自效能，才能有效合理處理犯罪問題。 

(2) 特別是刑事訴訟程序包含對於犯罪之偵查，對於被告之起訴，對於被

告之審理與判決，以及對於受判決人之刑事執行等；況且，就國家刑罰權之目

的觀而言，偵查乃為起訴、審理與判決程序之基礎，再者判決確定後，亦必須

執行裁判內容，方能圓滿達成刑罰權所預期之目的。 

(3)如同大法官釋字第 392 號解釋所言：「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

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

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

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

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 

 

二、刑事司法之目的 

研究刑事司法最主要目的，乃在維護正義、控制犯罪、預防犯罪。 

三、刑事司法之特性 

刑事司法則包含如下特性：具有系統觀念、呈現漏斗效應、具有分權、

制衡功能及強調正當法律程序。 

 

參、 認識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一、 概說 

（一） 前身：肅清煙毒條例 

(1)1945年臺灣光復後，毒品政策先承襲中國大陸時期所定的「禁煙禁毒

治罪條例」，對製造或販賣毒品者處以死刑，而使用毒品者除了三犯應處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AC%8A%E5%8A%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


刑外，未給予自首者免刑規定。 

(2)1955年以「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取代「禁煙禁毒治罪條例」，新

增自願就醫戒治毒癮者，免受監禁刑罰(但仍有毒品犯罪前科)規定，至於製

造或販賣毒品者仍處以死刑。 

(3)1992年「肅清煙毒條例」取代「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並將「自

首且自願就醫戒治毒癮者」新增得不起訴之免受刑罰(亦即施用者無該前科)

的規定，而製造或販賣毒品者亦自唯一死刑改成無期徒刑或死刑。 

接著隨國際趨勢戒治，臺灣於 

(4)1998年實施「毒品危害防制條例」(The Narcotics Endangerment Prevention 

Act)取代「肅清煙毒條例」，放棄將使用毒品者視為犯人，改視為病犯的處遇

模式。 

（二） 範圍 

1.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 

(1)類鴉片類： 

 a. 鴉片類：海洛因、嗎啡、可待因 

 b.合成類：配西汀、速賜康、美沙冬 

 (2)古柯類：古柯鹼、快克 

(3)大麻類：大麻煙、大麻脂 

      2.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1)迷幻劑類：搖腳丸(LSD)、PCP 

(2)興奮劑類：（甲基）安非他命、MDMA 等 

(3)抑制劑類：紅中、白板、青發、Benzodiazepines 類 安眠鎮靜劑、

強力膠、愷他命（Ketamine）、 GHB. 

 

 （三）分類依據---分為四級 

  成癮性、濫用性、社會危害性 

 （四）其分級及品項由毒品審議委員會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 

 （五）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目前毒品重要分類如下： 

   1．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 

2．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MDMA、大麻、搖腳丸 

3．第三級毒品：K 他命、FM2、小白板、紅中、青發 

4．第四級毒品：一粒眠、紅豆、蝴蝶片、安定、 煩寧 

  （六）濫用危害之共同特徵 

1.欣快感  心理依賴性 (內心渴求藥物) 

      使人產生短暫、虛幻的快樂感，忘記煩惱與挫折。 

2.耐藥性  愈用愈多，終至成癮。  

               迅速增加使用量，造成急性中毒。 

3.戒斷症候群  生理依賴性(停藥則痛苦萬分) 



4.社會危害性  增加社會成本支出 

     (生產力、醫療、監所管理、家庭、社會、國家等)  

5.其他：不潔針頭引起細菌感染、病毒性肝炎、靜脈炎、心內膜炎、愛滋

病等併發症。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重點 

(一)管制範圍擴大 

1.由煙毒(麻醉藥品)擴增含括影響精神物質及前驅物質。 

2.分四級管制 (93.1.9 開始實施)。 

(二)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者身分由「犯人」變為「病犯」 

 1.有條件除刑而不除罪,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 

 2.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者，免送司法單位。

在治療中被查獲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3.勒戒及戒治處所之設立。 

 4.吸毒犯刑事處遇程序，僅分「初犯」(含五年後再犯)及「五年內再犯」 (93.1.9 

開始實施) 。 

(三)特定人員之尿液檢驗 

(四)將毒品替代療法法制化 

  使檢察官可依據緩起訴處分，要求毒癮患者進行戒癮治療，以取代以往對吸

毒初犯只能勒戒的規定，至於對於治療無成效者，也可撤銷緩起訴處分，依法

進行訴追。 

(五)無正當理由不得持有或施用三、四級毒品採取行政罰並配合毒品危害講習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毒品防制工作，應由專責組織辦理 

(七)根據行為態樣之不同以及毒品等級之不同，而科予不同之罰則(如下表)。 

 

 

 

 

 

 

 

 

 

 

 

 

 

 

 



 

 

 

 

 

 

 

 

 

 

 

 

 

 

 

 

 

 

 

 

 

 

 

 

 

 

 

 

 

 

 

 

 

 

 

 

 

 



 

 

 

 

 

 

 

 

 

 

 

 

 

 

 

 

 

 

 

 

 

 

 

 

 

 

 

 

 

 

 

 

 

 

 

 

 

 



 

 

 

 

 

 

 

 

 

 

 

 

 

 

 

 

 

 

 

 

 

 

 

 

 

肆、 現行對於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者之相關處罰規定 

 

一、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0 條)。 

 

二、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之罪者，檢察官應申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

間不得逾二月。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

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

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20 條)。 



 

 

三、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犯施用第

一級或第二級毒品之罪者，仍適用先觀察、勒戒或強行戒治規定辦理 (20

條)。 

 

四、強制戒治期滿，應即釋放，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

五年內再犯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 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23 條)。 

 

五、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期滿後，由

公立就業輔導機構輔導就業(20 條)。 

 

六、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

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

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21 條)。 

 

七、檢察官可依緩起訴處分進行戒癮治療，以取代初犯只能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處分之規定(24 條)。 

 

八、針對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之罪而付保護管束者，於保護管束期間，警

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

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許可，強制採驗。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

於採驗後，應即時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補發許可書(25

條)。 

 

伍、現行對於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者之相關處罰規定 

 

一、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

規定(11-1 條)。 

 

二、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時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項

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11-1 條)。 



 

三、本條立法目的 

1.建立一個相當的罰則，並強制違反者實行藥物衛生安全講習，使其建立毒

品危害身心之觀念，否則易進而提升涉及第一、二級毒品。 

2.另因其成癮性較第一、二級毒品低，尚無視為犯罪行為及施以觀察勒戒或

強制戒治、戒斷毒癮保安處分之必要，故施以行政罰，並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四、目前依此授權規定，訂有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其重要

規範如下： 

 

  (一)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新臺幣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接受六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無正當理由持

有或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新臺幣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接

受四小時以上六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5 條)。  

 

  (二)毒品危害講習之內容，包含戒毒法令及毒品之簡介、危害、戒治、濫用

防 治等有關事項(8 條)。 

 

  (三) 應受講習人於接獲毒品危害講習通知後，應按指定日期攜帶講習通知單、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講習場所報到參加講習。其因病、服 刑、

受保安處分、動員機關之召集或徵集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參加講習 時，應

於接獲講習通知後，由其本人或家屬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其影本，向辦理講習

機關（構）申請延期講習。 應受講習人無正當理由不參加毒品危害講習者，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以怠金。 

 

五、行政執行法第 30 條 第 1 項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

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 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另依行政執行法第 31 條 第 1 項規定：經依前條規

定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 

 

六、為落實分級裁罰機制，發揮重責重罰之立法精神與目的，要求各警察機關

應依據「警察機關查處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應注意事項」第 17 點規定，根據施

用者查獲之毒品重量、是否屢遭查獲、查獲時之態度，違反之動機、目的等，

審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如無特殊情狀，初期均以本辦法

所定裁罰金額最低額度加以裁處，重複施用或悛悔態度、動機不佳等情形者則

裁處重罰，以督飭其行為改善。 

 

 



八、少年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處理 

 

1.有關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少年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而以及依其性格及

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屬少年虞犯行為，適用絕對少年保護事件。 

2.現若有報告、移送、請求或抗告法院之發回等受理後，便啟動調查程序，少

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依如下之處理（如下圖）： 

 

(1) 認為無付保護處分之原因或以其他事由不應付審理者，應為不

付審理之裁定（參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2) 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並為轉向處分（參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九條）。依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

果，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之裁

定，並為下列處分：一、轉介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

當之輔導。二、交付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

之人嚴加管教。三、告誡。前項處分，均交由少年調查官執行

之。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

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之同意，命少年為下列各款事項：一、向

被害人道歉。二、立悔過書。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前項第三款之事項，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應負連帶賠償之責任，

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之名義。 

 

(3) 認為應付審理者，應為開始審理之裁定（參照本法三十條），

並依少年保護事件程序審理。 

 

 

(4)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少年法院審理事件，除

應為移送之裁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四十條)或為不付保護處分



外(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四十一條)，應對少年以裁定諭知左列之

保護處分：A.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B.交付保護管束

並得命為勞動服務。C.交付安置於適當福利或教養機構。D.令

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

育矯正不良習性，使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少年法院於

少年有下述情形時，得於為保護處分之前或同時諭知下列之禁

戒治療處分：A.少年染有煙毒或吸用麻醉、迷幻物品成癮，或

有酗酒習慣者，得令入相當處所實施禁戒。B.少年身體或精神

狀態顯有缺陷者，得令入相當處所實施治療。 

 

 

 

 

 

 

圖 少年法院調查後之處理 

 

 

課程 (含影片) 教案作者講解課程內容之影片 

評量活動 做評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