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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觀察勒戒現況分析 

 

 

一、 根據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少年觀護所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新入所收容少年人數，自 92 年的 234 人急遽上升至 101 年的 806 人，

而因毒品案件裁定感化教育之少年輔育院新入院少年人數，也自 92
年的 18 人竄升至 101 年的 214 人，然而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處所新

入所人數，從 92 年的 759 人急速下降至 101 年的 133 人（詳圖 1）。
少年觀察勒戒處所新入所人數下降，除因近年來法令的修正影響，亦

可能是因少年施用毒品的種類改變所致。 

圖 1 少年矯正機關毒品案件新入院(所)少年人數 
 

 

 

 

 

 

 

 

 

 

二、 民國 87 年 5 月 20 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全文修正公布施行，實施觀察

勒戒及強制戒治制度，各地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陸續成立附設觀察勒

戒處所，目前全國共計 21 所。新制實施初期，對吸毒犯採取有條件

的除刑不除罪原則，以少年而言，只要是施用一、二級毒品便立即裁

定移送觀察勒戒，使得 87、88 年新入所少年均超過 2,000 人，由於毒

品犯三犯或曾受戒治處分者不再接受觀察勒戒之規定，及後來 93 年

修法限制施用毒品屬 5年內再犯者，不再接受勒戒或戒治處分，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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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少年觀察勒戒處所新入所性別比例，92 年男性為 57.4%、女性為 42.6%，
至 95 年男性為 56.0%、女性為 44.0%差距較小，自 96 年起差距開始擴大至 101
年時男性為 73.7%、女性為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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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勒戒時程逐年延長（從最早的 10 日延長至目前不得逾 2 月），導

致新入所人數逐年遞減；再觀察臺灣地區學生藥物濫用類別分級統計

表，自 94 年起施用三級毒品比例由 19.4%逐年上升， 至 101 年已高

達 90.0%；而施用一、二級毒品比率從 94 年起則是逐年下降，到 101
年只剩 9.9%（詳表 1）。由於三級毒品（愷他命、FM2、一粒眠等）

價格便宜、容易取得又無刑罰、無需勒戒，逐漸取代安非他命成為青

少年的新入門毒品；同時近年來少年法院（庭）對少年施用毒品的裁

定，基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初次施用一、二級

毒品者大多會先交付保護管束並加強追蹤、輔導，當少年反覆再施用，

不服勸導之時才會裁定觀察勒戒，都是造成近年來少年觀察勒戒新入

所人數逐年遞減的原因。 
 

表 1  臺灣地區學生藥物濫用類別分級統計表 

 

三、 觀察全國少年觀察勒戒處所近 10 年各月新入所人數(92 至 101 年各月

合計數)，高峰期均集中在學生寒暑假期間（詳圖 2），主要因青少年

活動及外界的誘惑增加許多，使得學校及家庭較無法有效約束學生行

為；又觀察近10年新入所性別比例，92年男性為57.4%、女性為42.6%，
至 95 年男性為 56.0%、女性為 44.0%差距較小，自 96 年起差距開始

擴大至 101 年時男性為 73.7%、女性為 26.3%（詳圖 3）；而以年齡觀

察，以 17 歲以上占 55.1%為最多，16-17 歲未滿占 25.1%次之，其餘

依序為 15-16 歲未滿占 13.8%、14-15 歲未滿占 5.0%、13-14 歲未滿占

1.0%、12-13 歲未滿占 0.1%（詳圖 4），表示青少年施用毒品的年齡主

要在 16 歲以上。依以上數據得知，未來如何在寒暑假期間針對 16 歲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135 100.0 137  100.0 231  100.0 294 100.0 815 100.0 1,308 100.0 1,559 100.0 1,810 100.0 2,432 100.0

一級毒品

（海洛英、嗎啡等）
2     1.5 8      5.8 2      0.9 4     1.4 4     0.5 8       0.6 2       0.1 4       0.2 -        -      

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搖頭

丸、大麻等）

85   63.0 88    64.2 98    42.4 55   18.7 107 13.1 151   11.5 282   18.1 257    14.2 241    9.9

三級毒品

（愷他命、FM2、一

粒眠等）

39   28.9 26    19.0 104  45.0 235 79.9 702 86.1 1,148 87.8 1,271 81.5 1,548 85.5 2,188 90.0

其他 9     6.7 15    10.9 27    11.7 -     -   2     0.2 1       0.1 4       0.3 1       0.1 3        0.1

資料來源：教育部、衛生署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藥物品項

93年 94年 95年

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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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青少年，加強生活輔導並嚴厲防堵對毒品的接觸，是亟待處理

的重要課題。 
 

圖 2  少年觀護所附設觀察勒戒處所新入所人數 

(92 年至 101 年各月新入所人數合計) 

 
 
 

 
 
 
 
 
 

 
 

 
圖 3  少年觀護所附設觀察勒戒處所新入所人數（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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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少年觀護所附設觀察勒戒處所新入所少年年齡分布 
(92 年至 101 年) 

 

 
 
 
 
 
 
 
 

 

 
四、有鑑於新興毒品的氾濫正快速腐蝕國家的幼苗以及社會未來的棟樑，

法務部偕同衛生署、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連鎖藥局共同發

起成立「防毒保衛站」活動，並呼籲更多的專業藥局藥師能夠站出來，

拆穿毒販所謂「拉 K 不違法、不傷身」的謊言，且與各地的檢察機關

連線，成為社區中的「司法保護據點」，讓這股醫療與法律專業結合的

社區守護力量，中止無知青少年的拉 K 行為。同時對毒品來源加強查

緝，阻斷毒品供給面，期望透過政府和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還我無

毒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