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小計 男性 女性

19,757 6,503 5,877 145,221 6,213 5,235 978

19,663 7,112 6,558 177,136 6,969 5,934 1,035

增減數 -94 609 681 31,915 756 699 57

增減率(%) -0.48 9.36 11.59 21.98 12.17 13.35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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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警政統計通報 

109 年桃園市查獲毒品概況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統計室 

110 年 7 月 16 日 

109年桃園市查獲毒品概況  

◎109年查獲件數6,558件，嫌疑犯6,969人，六都中皆僅低
於新北市 (次多 )。  

◎ 109年查獲件數 6,558件，較 108年 5,877件，增加 681件

(+11.59%)，為近5年最多；查獲重量177,136公克，較108

年145,221公克，增加31,915公克 (+21.98%)。  

◎ 109年查獲嫌疑犯 6,969人 (其中男性 5,934人、女性 1,035

人 )，較108年6,213人 (其中男性5,235人、女性978人 )，增
加756人 (+12.17%)，為近5年最多；按毒品級別觀察，以

第二級毒品嫌疑犯5,361人最多。  

一、 桃園市109年毒品犯罪概況 

109年全般刑案發生數19,663件，較108年19,757件，減少94

件(-0.48%)，依毒品案類觀察，發生件數7,112件(占全般刑案

36.17%)，較108年6,503件(占全般刑案32.91%)，增加609件

(+9.36%)；查獲件數6,558件，較108年5,877件，增加681件

(+11.59%)；查獲重量177,136公克，較108年145,221公克，增

加31,915公克(+21.98%)；嫌疑犯6,969人(其中男性5,934人、

女性1,035人) ，較108年6,213人(其中男性5,235人、女性978

人)，增加756人(+12.17%)。 

表 1、本市 109 年毒品犯罪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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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件；公克；%

海洛因
安非
他命

海洛因
安非
他命

5,416     1,366  1,342  3,832   3,692  215        3            518,362    49,533   49,533  44,164     33,910    424,605  60           

6,034     1,546  1,482  4,291   4,173  195        2            360,246    2,788     2,785    58,684     47,673    298,521  253          

6,126     1,699  1,662  4,189   4,015  235        3            164,259    9,762     9,762    58,279     44,666    94,228    1,990       

5,877     1,728  1,670  3,986   3,740  163        -            145,221    5,161     5,161    83,983     67,630    56,077    -              

6,558     1,320  1,271  5,096   4,669  140        2            177,136    6,080     6,078    154,304   31,928    15,888    864          

增減數 1,142     -46 -71 1,264   977     -75 - 1 -341,226 -43,453 -43,455 110,140   -1,982 -408,717 804          

增減率 21.09     - 3.37 - 5.29 32.99   26.46  -34.88 -33.33 -65.83 -87.73 -87.73 249.39    - 5.84 -96.26 1,340.00   

第二級毒品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資料來源：本局刑事警察大隊。

說     明：  1.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2.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搖頭丸(MDMA)、大麻、罌粟、古柯、配西汀、潘他唑新(俗稱速賜康)及其相類製品。

                   3.第三級毒品：K他命、一粒眠(硝甲西泮)、Mephedrone(俗稱喵喵)、西可巴比妥(俗稱紅中)、異戊巴比妥(俗稱青發)及其相類製品。

                   4.第四級毒品：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

                               5.其他毒品：非屬第一至第四級毒品，而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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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市近5年查獲毒品件數及重量 

(一) 按查獲件數 

本市109年查獲毒品件數6,558件，較105年5,416件增加

1,142件(+21.09%)，其中第一級毒品1,320件(以海洛因

1,271件最多)，較105年1,366件減少46件(-3.37%)，第二

級毒品5,096件(以安非他命4,669件最多) ，較105年3,832

件增加1,264件(+32.99%)，第三級毒品140件，較105年215

件減少75件(-34.88%)，第四級及其他毒品2件，較105年3

件減少1件(-33.33%)。 

(二) 按查獲重量 

本市109年查獲毒品重量177,136公克，較105年518,362公

克減少341,226公克(-65.83%)，其中第一級毒品6,080公克

(以海洛因6,078公克最多 )，較105年49,533公克減少

43,453公克(-87.73%)，第二級毒品154,304公克(以安非他

命31,928公克最多) ，較105年44,164公克增加110,140公

克(+249.39%)，第三級毒品15,888公克，較105年424,605

公克減少408,717公克(-96.26%)，第四級及其他毒品864 

公克，較105年60公克增加804公克(+1340.00%)。 

        表 2、近 5 年查獲毒品件數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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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5,831 1,468 4,095 264 4

6,581 1,742 4,603 234 2

6,759 1,958 4,501 295 5

6,213 1,795 4,201 217 -

6,969 1,407 5,361 198 3

增減數 1,138 -61 1,266 -66 -1

增減率 19.52 -4.16 30.92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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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查獲嫌疑犯人數 

109年本市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6,969人，較105年5,831人

增加1,138人(+19.52%)，其中查獲第一級毒品嫌疑犯

1,407人，較105年1,468人減少61人(-4.16%)，第二級毒品

嫌疑犯5,361人，較105年4,095人增加1,266人(+30.92%)，

第三級毒品嫌疑犯 198人，較 105年 264人減少 66人

(-25.00%)，第四級及其他毒品3人，較105年4人減少1人

(-25.00%)。 

表3、近5年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 

 

 

 

 

 

 

近 5 年查獲毒品件數及嫌疑犯雖呈平穩趨勢，但相較於 105

年仍皆微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從查獲重量觀察，近 5 年

卻呈遞減趨勢，主要係因近年混合新興毒品興起（如咖啡包、

奶茶包、果汁等），查獲傳統毒品之重量大幅減少，查獲新興

毒品之重量增加。 

圖 1、近 5 年查獲毒品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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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桃園市109年查獲毒品嫌疑犯 

(一) 按犯罪方法別分 

毒品嫌疑犯犯罪方法可分為製造或栽種、運輸、販賣、

意圖販賣、強暴脅迫等非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

轉讓、施用、持有及其他分類，本市 109 年毒品嫌疑犯

6,969 人，其中以施用 4,920 人(占 70.60%)最多，販賣 804

人(占 11.54%)次之，持有 781 人(占 11.21%)再次之，製

造或栽種 19 人(占 0.27%)最少。 

 

 

 圖 2、本市 109 年毒品嫌疑犯人數-按犯罪方法別分 

 

 

 

 

 

 

 

 

 

 

 

(二) 按年齡別分 

109 年本市毒品嫌疑犯年齡以 40-49 歲 2,208 人(占

31.68%)最多，30-39 歲 2,051 人(占 29.43%)次之，24-29

歲 995 人(占 14.28%)再次之，70 歲以上 9 人(占 0.13%)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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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市 109 年毒品嫌疑犯人數-按年齡別分 

 

109 年查獲少年嫌疑犯 157 人(占 2.25%)，其中男性 140

人、女性 17 人，觀察近 5 年資料，以 107 年 112 人最少，

其中女性嫌疑犯人數呈遞減趨勢，男性少年嫌疑犯人數

則自 107 年起逐年增加。 

 

圖 4、近 5 年查獲毒品少年嫌疑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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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教育程度別分 

109 年毒品嫌疑犯教育程度以高中 (職 )6,016 人 (占

86.33%)最多，國中 806 人(占 11.57%)次之，大專 127 人

(占 1.82%)再次之，國小 20 人(占 0.28%)最少。 

圖 5、本市 109 年毒品嫌疑犯人數-按教育程度別分 

 

 

 

 

 

 

 

(四) 按職業別分 

109 年毒品嫌疑犯職業以無職 2,322 人(占 33.32%)最多，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034 人(占 29.19%)次之，服務(不

含保安)工作人員 953 人(占 13.67%)再次之，事務支援人

員 7人(占 0.10%)最低；其中無職的嫌疑犯又以施用 1,618

人居多。 

圖 6、本市 109 年毒品嫌疑犯人數-按職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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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男性 女性

新北市 7,170 ① 8,026 ① 6,851 1,175 2,546,404 ②

臺北市 5,113 ③ 5,401 ③ 4,701 700 491,475 ③

桃園市 6,558 ② 6,969 ② 5,934 1,035 177,136 ④

臺中市 4,293 ④ 4,624 ⑤ 4,085 539 137,137 ⑤

臺南市 3,396 ⑥ 3,301 ⑥ 2,885 416 46,109 ⑥

高雄市 4,198 ⑤ 4,652 ④ 4,004 648 3,545,058 ①

109年
查獲件數

(件)

嫌疑犯(人) 查獲重量

(公克)

說明:表內各項數據之後所顯示①、②、③･･･，係指6都數值多寡之排序。

四、 109 年六都毒品犯罪概況 

(一) 按查獲件數 

109年查獲毒品件數以新北市7,170件最多，桃園市6,558

件次之，臺南市3,396件最少；另109年查獲件數中，新北

市及桃園市皆高於六都平均件數5,121件。 

 

(二) 按查獲重量 

109年查獲毒品重量以高雄市3,545,058公克最多，新北市

2,546,404公克次之，臺南市46,109公克最少。 

 

(三) 按查獲嫌疑犯人數 

109年查獲毒品嫌疑犯以新北市8,026人最多，其中男性

6,851人(占85.36%)，女性1,175人(占14.64%)，桃園市

6,969人次之，臺南市3,301人最少。 

 

          表 4、109 年六都毒品犯罪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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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09年毒品查獲 6,558件，嫌疑犯 6,969人(其中男性 5,934

人、女性 1,035 人)，皆為近 5 年最多，查獲重量 177,136 公克，

略高於 107 及 108 年，惟較 105 年 518,362 公克，減少 341,226 公

克(-65.83%)；查獲少年嫌疑犯 157 人(占 2.25%)，其中男性 140

人、女性 17 人，觀察近 5 年資料，以 107 年 112 人最少，其中女

性嫌疑犯人數呈遞減趨勢，男性少年嫌疑犯人數則自 107 年起逐

年增加；由於近年新型態毒品興起，較傳統毒品更易誘發少年好

奇施用及誤用，為防止校園毒品犯罪，應加強掃蕩查緝供毒藥頭，

並強化校園內之新興毒品危害防制宣導等預防措施。新修訂「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於 109 年 7 月 15 日實施，此次修法更提高製造、

販賣、運輸毒品之刑度及罰金，本局為強化緝毒精進作為，規劃

實施「封城除暴三合一」專案，以「對外封鎖、對內掃蕩」為原

則，針對本市轄區主要聯絡幹道，規劃執行攔(盤)檢勤務，希望有

效防制毒品危害。 

為準確打擊毒品犯罪，除透過全國性毒品資料庫，以大數據

分析勾勒犯罪圖像外，在查緝上，更針對製造、運輸、販賣及意

圖販賣而持有毒品案類加強查緝，向上溯源追查供毒者，並透過

「拒毒」及「緝毒」並重方式，壓制毒品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