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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育部為營造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長期

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工作，近2

年配合新世代反毒策略之實施，除原有三

級預防機制外，更強調環境預防工作，以

降低毒品的可得(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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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青少年毒品犯罪趨勢分析

施用或持有

第3、4級毒

品未滿20g

施用第2級

毒品

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

近5年警方查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全般犯罪、施用第二級毒品及施用或持有

第三、四級毒品未滿20克疑犯之年齡結構，24歲以下族群所占比重均有下降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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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人 1,249人 698人 7,550人 16,226人 10,419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教育部﹙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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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390
5.2% 

736
4.5%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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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涉毒品案件嫌疑人資料與教育單位勾稽

18歲以下涉毒品案件嫌疑人學籍勾稽 18-24歲毒品案件嫌疑人學籍勾稽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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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個案通報來源包括遭警查獲、學校尿篩檢驗陽性及學生自我坦承，考量因有重複犯行，經本部審慎一
一查核，確認有藥物濫用情形之學生總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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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0月校安

通報藥物濫用487

人，較去年同期減

少402人(-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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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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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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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58.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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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5年起，學生使

用第二級毒品人數大

幅增加

107 年 1-10 月 通 報

487人中，施用第2級

毒品達42.7%，較去

年同期增加2.8%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21人 1,700人 1,749人 1,006人 1,022人 487人

↓         ↓        ↓        ↓         ↓         ↓

校園藥物濫用品項分析現況分析



檢驗目的法源依據 特定人員類別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3條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第3條第1款及附表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

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行為各級學校學生

未成年學生，於申請復

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

尿液採驗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

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

生，認為有必要實施尿

液檢驗，並取得其父母

或監護人同意者

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

即時發現濫用藥物學

生，成立「春暉小組」

輔導，協助脫離毒品

危害

8

學校藥物濫用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

策略與作為 提升學校特定人員清查篩檢量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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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作為

「尿液篩檢送驗人次」係送檢驗機構人次，不含各校以快速檢驗試劑篩檢數

特定人員數每月異動，上表人數為月平均數

提升學校特定人員清查篩檢量能 2/5

特定人員(學生)數及尿篩檢驗結果特定人員(學生)數及尿篩檢驗結果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教署

年度 特定人員數 尿液篩檢人次 確認陽性人次 陽性檢出率

103年 14,632 17,526 787 4.49%

104年 14,082 16,170 754 4.66%

105年 13,443 14,768 288 1.95%

106年 11,240 13,118 143 1.09%

107年1-7月 9,269 5,467 48 0.88%



10

近期作為-2

策略與作為 提升學校特定人員清查篩檢量能 3/5

待克服問題 近期作為-1

新興混合性毒品微量施

用代謝後不易驗出，學

校特定人員尿篩檢驗功

能未如預期

多數新興毒品尚無快速

檢驗試劑可供檢驗，檢

驗機構檢驗所費不貲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

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於106年12月底修正公

布，重點：

★針對第三類特定人員

增列「事實」認定觀

察原則（行為樣態或

事項）

★凡經確認檢驗尿液檢

體中含有濫用藥物或

其代謝物者（不限檢

出濃度）均應組成春

暉小組進行輔導

提供藥物濫用高風險篩

檢量表予學校，做為評

估藥物濫用高風險學生

參考：

★大專量表已委託國立

臺灣大學開發完成，

預訂於108年底前，輔

導50所大專校院運用

量表篩選高風險學生



策略與作為 提升學校特定人員清查篩檢量能 4/5

階段 期程 對象 作業流程

第1階段

107學年度第1學期
開學第1週
(8/30-9/7)

高中職、國中二、
三年級特定人員

1.五合一試劑初篩：愷他命、安非他命
類(含MDMA)、大麻、FM2、K2
2.呈陽性反應，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驗
3.呈陰性反應，惟經評估亦有送驗必要，
送法醫所協助檢驗新興毒品

第2階段

107學年度第1學期
開學3週後（中秋
節連假後，9/25-
9/28）

高一、國一新生
送教育部國教署107年採購之檢驗機
構

就現有作業模式下，再強化尿液篩檢相關作為，以即時發現濫用藥物學生

結合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提供之檢驗能量，篩檢新興毒品

向社會大眾宣誓政府機關對防制校園藥物濫用及保護學生決心

目 的目 的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11

高風險學生愛與關懷保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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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作為 提升學校特定人員清查篩檢量能 5/5

高風險學生愛與關懷保護方案

階段
尿液篩檢
送驗人次

確認陽性人次 檢出率

第1階段 5,327人

1.初篩陽性59件，確認檢驗陽性7件(K他
命4件、安非他命2件，大麻1件)
2.委託法醫研究所檢驗32件，檢體具藥
物反應5件(安非他命2件、新興混合性
用藥1件，硝甲西泮2件)

0.13%
(7/5,327*100)

0.23%

(12/5,327*100)

第2階段 1,490人

1.陽性檢出9件(K他命8件、安非他命混
合K他命1件)
2.微量檢出8件(閾值未達) (安非他命2件、
K他命6件)

0.60%
(9/1,490*100)

1.14%

17/1,490*100)

篩檢結果篩檢結果

到校監驗到校監驗

第1階段計抽查8縣市15所學校（高中職14校、國中1校）

第2階段抽查4縣市9校（高中職5校、國中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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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作為 強化環境監控及通報網絡 1/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年度
教育單位通報

（件數/人）

偵破並移送者 進而查獲販賣轉讓

（件數/人）件數/人 移送比例

105年 426件 445人 355件 375人 84.26% 92件 117人

106年 148件 153人 90件 94人 61.44% 56件 63人

107.1-10月 142件 143人 64件 125人 87.41% 50件 106人

重點：

賦予學校主動通報責任

強調情資通報者保護(避免身分暴露遭藥頭報復，以及從證人身分轉為吸毒被告)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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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335

竹市
110

南投

216
花蓮

181

宜蘭

205

臺北
389

臺東

203

臺中550

苗栗

211

桃園

510

高雄

634

臺南

615

基隆
142

連江縣

36

金門縣

57

澎湖縣

69

竹縣
230

高中以下學校(3,856校)與警察機
關合作建立熱點巡邏網：

已達100%

熱點數：7,094處

巡邏方式：

學校自行清查：2,494 (35.2%)

校外聯巡：2,392 (33.8%)

設置巡邏箱：1,154 (16.3%)

警方巡邏線：1,998 (28.2%)
(部分熱點風險性高，巡邏方式多
種併行)

各級學校與轄區警分局均已完成
「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簽定

策略與作為 強化環境監控及通報網絡 2/4

各縣市熱點數

屏東
362

雲林

241

新北

1,483

嘉縣
182

嘉市
73

建立熱點巡邏網建立熱點巡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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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作為 強化環境監控及通報網絡 3/4

年 度 實施次數 動員人次

違規勸導學生

總人次
涉藥物
濫用

出入不當或
特種營業
場所

非許可時間
逗留

遊樂場所

深夜在外
遊蕩

104年 11,113 40,922 18,858 28 1206 5,373 1,743

105年 10,875 40,592 15,431 5 1083 4,245 846

106年 9,485 34,228 11,446 3 632 2,299 368

107.1-10月 7,910 30,482 9,890 3 404 1,945 135

★查獲之學生由校外會函請學校輔導，並列冊追蹤輔導情形

青少年經常聚集高風險場所巡查青少年經常聚集高風險場所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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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作為 完善高關懷學生輔導支持體系 1/2

桃園市運動

休閒活動-

羽球營

桃園市運動

休閒活動-

羽球營

花蓮縣

職業試探-

玉石課程

花蓮縣

職業試探-

玉石課程

臺東縣

職業試探-

烹飪課程

臺東縣

職業試探-

烹飪課程

屏東縣高關

懷學生戶外

探索活動

屏東縣高關

懷學生戶外

探索活動

臺北市小團

體輔導

臺北市小團

體輔導

嘉義縣

探索教育

冒險體驗

嘉義縣

探索教育

冒險體驗

補助縣市成立「防制學生藥物濫用諮詢服務團」，針對藥物濫用及高關懷學生

辦理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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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個案於輔導期

間離校，由各縣市聯絡

處定期與轉介單位聯繫，

了解個案後續輔導狀況

擴充「教育部藥物濫用

學生個案輔導追蹤管理

系統」功能

協助受安置戒癮青少年

適性就學方案

訂定「大專校院輔導量

能提升方案」

辦理高中職學校輔導資

源短缺補助方案

開發藥物濫用輔導課程，

高中版及國中版課程已

開發完成，大專校院版

刻正開發中

策略與作為 完善高關懷學生輔導支持體系 2/2

強化藥物濫用個案

輔導作為

強化個案轉銜追蹤

機制

落實藥物濫用高關

懷學生輔導措施

辦理偏鄉地區學生多

元適性教育活動補助

計畫（毒防基金設立

計畫）

108年度計有89校申

請，經初審結果，同

意核予83校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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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經由「毒品使用篩

檢量表」過濾出之高

風險學生，納入特定

人員第三類之事實認

定觀察建議原則中

108年度特定人員尿

篩，同時以五合一試

劑及一粒眠試劑進行

檢驗

近期工作重點

各縣市以及學校所提

特定人員數與警方查

獲數間，比例明顯不

符者，加強督導

就藥物濫用盛行率調

查之抽樣學校個別分

析，找出盛行率與校

安通報間顯有落差之

學校進行了解，並提

供必要資源

督導相關單位落實

特定人員提報

持續強化特定人員

清查相關作為

加強兒少個案家長

親職教育輔導工作

由各縣市校外會擔任

聯繫窗口，以鼓勵或

引導等方式邀請未成

年藥物濫用學生家長

參與親職教育，並配

合社政單位強制親職

教育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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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善社會安全網，從源頭降低校園藥物濫用人

數，本部將持續勠力執行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

略」、「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各項方案，

並整合各部會、地方政府、學校及民間團體反毒

資源，共同推動防制藥物濫用工作。

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