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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撰研動機 

近年新興毒品使用之方式趨向於群聚化、娛樂化、混用化，毒品

施用者往往利用特定娛樂場所或密閉空間狂歡使用，結果不但造成毒

品的快速散布，用毒過量死亡事件亦層出不窮，對國人健康及社會治

安產生重大危害。根據臺灣高等檢察署科技偵查中心發布「109 年度

全國毒品案件數據統計分析報告，新興毒品氾濫並在青少年間流行：

PMMA 等新興毒品造成死亡件數自 108 年底大幅攀升，109 年 PMMA 相

關致死案件平均死亡年齡僅 28.3 歲，死者體內平均檢出 4.0 種毒品

成分。另 109 年因吸食新興毒品而死的人數，多達 143人，其中施用

具有死神稱號的超級搖頭丸 PMMA而死亡的人，更高達 93人(65.03%)，

而取得管道多見於汽車旅館、KTV、舞廳、夜店、酒吧等營業場所。」 

為防制新興毒品之擴散，使特定營業場所業者提高反毒知能，避

免淪為毒品取得及群聚施用之場所，法務部特增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下稱本條例)第 31 條之 1 規定，課予列管之特定營業場所業者依法

執行毒品防制措施，善盡場所管理責任，並負有「發現疑似施用或持

有毒品之人」通報之義務，同時也訂定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

施辦法(下稱本辦法)，針對特定營業場所、知悉、情節重大等相關規

定加以定義，並鼓勵未納入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執行本條例第 31 條

之 1第 1 項所列 4款毒品防制措施，提升共同參與毒品防制工作之意

願，以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 110-113 年)，降低新興

毒品危害，列管約制涉毒高風險場所目標。 

二、 撰研目的 

(一) 瞭解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內查獲毒品概況與趨勢。 

(二) 提升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主動通報率。 

(三) 透過教育訓練提升場所毒防措施落實率。 

(四) 兒少保護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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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項統計分析定義 

一、 統計對象：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 

二、 統計方法：依據「本府警察局辦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1條之 1

營業場所清查表」，進行量化統計分析。 

三、 統計項目 

(一) 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列管家數、行政區統計分析。 

(二) 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業別、業別列管率之統計分析。 

(三) 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分析(列管、非

列管)。 

(四) 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之主動通報率分析。 

(五) 特定營業場所遭查獲個案有 12 歲以下兒童轉介社服關懷創新

作為統計分析。 

參、 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

相關統計分析 

一、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列管家數、行政區統計分析 

   (一)毒防局依本辦法第2條規定，對於遭警查獲有人於場所內施用或

持有毒品之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視聽歌唱、舞廳、酒吧、酒

家、夜店、住宿、電子遊戲場或資訊休閒之業務)，未事先向警

察機關通報者，列管為特定營業場所，並進行管理，列管期間自

查獲翌日起3年。 

   (二)108至110年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列管家數分別為57家、60家及66

家(如圖一)，而特定營業場所列管期間依規定為3年，又依本辦

法第3條第2項規定，場所在執行毒品防制措施期間內再遭查獲者，

執行期間應重新計算，因此在該年度呈現的列管家數，是累積自

前一年尚未解除的列管家數後，再加上該年度新增的列管家數，

換言之，在此呈現每一年度的列管家數，實際上係指從毒防局實

施列管場所之政策以來，累積至該年度尚在列管的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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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定營業場所在高雄市行政區分布的情形如圖二所示，108至110

年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分布之行政區中，連續三年皆是位於鳳山

區之場所遭列管情形最多，108年列管場所前三名分別位於鳳山

區、左營區及大寮區、109年列管場所前三名分別位於鳳山區、

苓雅區、大寮區及岡山區、110年列管場所前三名分別位於鳳山

區、苓雅區及三民區。 

   (四)就行政區列管場所分布情形觀之，在都會型市區因兼具交通及生

活機能便利性，休閒娛樂場所成立的密度也較高，以致較容易成

為毒犯聚集的地方，另外警察對於都會型市區也是列為重點查緝

地區，這些都會讓都會型市區被查獲的機率提高，但這並不代表

都會型市區以外的區域就不會有毒犯聚集，且因非都會型之區域，

被查緝的機率較不頻繁，反而成為治安的死角，為避免類此事件

發生，對於查緝之方向仍應予以適當調整，以避免毒犯有機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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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列管家數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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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業別、業別列管率統計分析 

   (一)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特定營業場所之業別包括視聽歌唱、

舞廳、酒吧、酒家、夜店、住宿、電子遊戲場及資訊休閒共八類，

遭列管的特定營業場所業別中，目前以住宿業位居第一(如圖三)，

其次依序為視聽歌唱業、酒吧業及舞廳，顯示在住宿業別遭查獲

有人在場所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情況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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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行政區分析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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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圖四所示，108至110年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業別列管率，其中

住宿業108至110年列管率分別為8.77%、8.37%及10.34%；視聽歌

唱業108至110年列管率分別為3.36%、3.55%及1.76%；酒吧業108

至110年列管率分別為5.56%、5.56%及16.67%。以整體列管情形，

仍是以住宿業遭列管情形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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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40 42 54 

■視聽歌唱 15 17 9 

■酒吧 1 1 3 

■舞廳 1 0 0 

合計 57 60 66 

備註：其中未列圖中之業別(酒家、夜店、電子遊戲場及資訊休閒)列管家數為 0        

圖三、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業別列管家數 

單位：%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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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圖三及圖四中可知，住宿業仍然是列管場所之大宗，究其原因

主要還是住宿旅館具有隱蔽性，較容易成為毒犯交易及聚集開毒

趴的場所，且住宿房間屬於私人空間，非有正當理由，不得任意

進入，使得查緝上更加困難，因此唯有不斷加強業者防毒知能，

落實通報機制，始能杜絕旅宿業成為毒犯利用的場所。 

   (四)另外，依據高雄市108至110年登記在案之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家數

分別為1,409家、1,508家及1,558家，逐年在增加，因此對場所

要求落實毒防措施更顯的重要，毒防局也持續在強化列管場所稽

查以及非列管場所的輔導訪查，108至110年特定營業場所總列管

率分別為4.05%、3.98%及4.24%(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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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視聽歌唱 酒吧 舞廳

■108年 8.77(40) 3.36(15) 5.56(1) 4.76(1) 

■109年 8.37(42) 3.55(17) 5.56(1) 0(0) 

■110年 10.34(54) 1.76(9) 16.67(3) 0(0)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圖四、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業別列管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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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分析(列管、

非列管)。 

   (一)毒防局訂定「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辦理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

從業人員毒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鼓勵措施」(下稱鼓勵措施)，鼓

勵業者參加毒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提升從業人員防毒知能，鼓

勵加入警察局友善通報網，落實主動通報機制，以強化法定八類

休閒娛樂場所毒防管理責任。108年至110年列管及非列管法定八

類休閒娛樂場所參訓業別統計分析如下: 

     1.108年至110年「列管」之特定營業場所共計303家次業者參訓(住

宿業228家次、視聽歌唱72家次、酒吧1家次、舞廳1家次、夜店

1家次)；其中以住宿業最多，其次視聽歌唱業(如圖六)。 

 

 

圖五、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總列管率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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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年至110年「非列管」之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共計220家次

業者參訓(住宿業168家次、視聽歌唱49家次、夜店3家次)；其

中以住宿業最多，其次視聽歌唱業(如圖七)。 

 
 

 

 

 

 

住宿 視聽歌唱 酒吧 舞廳 夜店

108年 85 27 0 1 0

109年 59 3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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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高雄市「列管」特定營業場所參訓業別家數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圖七、高雄市「非列管」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參訓業別家數 

 

 

單位：家次 

單位：家次 

備註：其中未列圖中之參訓業別(酒家、電子遊戲場及資訊休閒)家次為 0  

備註：其中未列圖中之參訓業別(酒家、電子遊戲場及資訊休閒)家次為 0  

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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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了解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訓練情形，及毒品危

害防制訓練之效益，於課程前後進行認知測驗(題目如特定

營業場所列管期間、毒品防制措施內容、未執行毒品防制措

施法律效果、發現疑似施用或持有毒品場所之作為、違反毒

品危害防條例相關規定的罰責等10題)，其認知率呈逐年上

升趨勢: 109年至110年，認知率自3.96%上升至5.99%(如圖

八，附件六)。 

 

 
 

 

 

 

四、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主動通報率統計分析 

   (一)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主動通報率呈逐年上升趨勢：108

至110年列管家數(含除管)通報率自0%上升至7.95%，非列管家數

通報率從0%上升至0.95%(如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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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圖八、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參訓業者認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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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整體而言，無論在列管及非列管家數之主動通報率有提升趨勢，

顯示毒防局強化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列管機制，包括進

行場所從業人員毒防教育訓練、強化非列管業者輔導訪查及列管

業者稽查、鼓勵主動通報及加入警方友善通報網等多管齊下措施，

為有效提升主動通報，落實毒防措施，善盡場所管理責任之成效。 

 

五、高雄市特定營業場所遭查獲個案有12歲以下兒童轉介社服

關懷創新作為統計分析 

(一)毒防局為及早啟動兒少風險辨識與保護機制，維護兒少健康身心

發展與安全，110年首創以「保護兒少健康安全」及「技能培訓

就業」二大優先為準則，及強化個案「家庭環境風險評估」與「立

即通報」二機制。並建置「高雄市藥癮者家庭未成年子女跨網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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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列管業者(含除管) 0% 2.78%(2家) 7.95%(7家) 

■非列管業者 0% 0.56%(8家) 0.95%(14 家) 

圖九、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主動通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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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服務模式」，採跨網絡單位合作，各局處權責分工並共案輔

導： 

1.毒防局設立「特定營業場所緝毒案主動介入保護12歲以下未成

年子女專案」，檢視警察局提供之特定營業場所毒品案件調查

筆錄，倘犯罪嫌疑人家戶內有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者，毒防局

立即主動轉介予社會局評估開案，110年轉介計10案。 

2.毒防局列管藥癮個案家庭疑似對未成年子女照顧不當，由毒防

局轉介社會局評估開案，110年轉介計5案。 

3.社會局輔導兒少個案家庭中疑似成人藥癮者，轉介予毒防局評

估開案，110年轉介計10案。 

(二)透過毒防局個管員追蹤關懷個案，提供相關戒治輔導等補助及支

持性服務，社會局評估個案親職照顧能力及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

受照顧狀況，必要時給予安置或強化家長親職教育及其他兒童照

顧需求等積極作為。如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

條規定兒童未受適當照顧情事，依法緊急保護安置，或家長因無

法照顧兒童及時介入採委託安置辦理，以確保兒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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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依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第2條規定，對於遭警查獲有

人於場所內施用或持有毒品之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視聽歌唱、舞

廳、酒吧、酒家、夜店、住宿、電子遊戲場或資訊休閒之業務)，未

事先通報警察機關者，列管為特定營業場所，並進行管理。108年至

110年分別為57家、60家及66家，顯示行政查處績效有逐年遞增趨勢，

且以列管場所分布情形觀之，仍以都會型市區遭查獲機率較高，顯

示未來本府針對都會型市區法定八類場所應不定期加強臨檢查察，

並與警察局、經發局或觀光局執行聯合稽查。 

(二)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主動通報率呈逐年提升之趨勢，列管

家數(含除管)通報率由108年0%上升至110年7.95%；非列管家數通報

率也由108年0%上升至110年0.95%，顯示毒防局強化高雄市法定八類

休閒娛樂場所毒防管理機制，包括列管業者稽查、非列管業者輔導

訪查、結合警察局、經發局、觀光局聯合稽查，進行場所從業人員

毒防教育訓練及加入警察局友善通報網等多管齊下措施，確實有效

提升業者主動通報，落實毒防措施，善盡場所管理責任之成效。 

(三)本府毒防局依法辦理「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毒品

危害防制教育訓練課程」，課程內容有毒品樣態及危害(含新興毒品)、

特定場所毒防措施相關法規等，由教育訓練分析結果得知，108年至

110年從業人員參訓家數由169家數上升至177家數，突顯越來越多法

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對於配合本市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越顯重視，以

避免觸法；另針對參加從業人員進行前後測驗分析，其認知率也由

3.96%上升至7.82%，顯示參訓人員受課後，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等法規具有一定程度認知提升，

另訂定「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辦理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

員毒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鼓勵措施」，由參訓人員受完訓再對該場

所內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以提升場所毒品防制措施落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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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兒少保護創新作為 

毒防局基於優先保護兒童身心安全原則，110年7月建置「特定營業

場所緝毒案主動介入保護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專案」，依據警察局

移送查獲特定營業場所(住宿業、視聽歌唱、舞廳…等業別)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1條之1之嫌疑人資料，經本局檢視調查筆錄內容

發現嫌疑人家中有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者，立即派員主動介入服務，

逐案訪視評估，並轉介社會局，進行共案追蹤關懷輔導，查訪率為

100%，期透過跨網絡專業分工共案輔導，共同完善兒少保護及維護

健康身心發展與安全。 

(五)另外，毒防局為建立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毒品防制保護罩，

更自109年起率全國之先，全面啟動非列管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輔

導訪查，鼓勵業者共同配合執行「場所張貼毒防標示」、「場所人

員參加毒防訓練」、「備置場所人員名冊」及「場所人員知悉或發

現疑似有毒品情事時，通報警察機關」等4項毒防措施，以降低高雄

市休閒娛樂場所內查獲毒品案件數，杜絕毒品犯罪等情事發生，並

善盡場所管理之責，同時避免淪為毒品取得及群聚施用之場域。 

 

二、建議 

(一)加強聯合稽查之效能 

    1.法務部考量資訊休閒業（網咖）及電子遊戲場業消費者年齡層分

布甚廣，為避免營業場所內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直接或間

接使消費者遭受毒品危害，爰課予業者相關毒品防制措施義務，

以維護消費者消費權益並兼顧國家幼苗身心健康發展，於110年12

月6日修正發布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第2條，將原

法定六類特定營業場所，新增「電子遊戲場」及「資訊休閒」成

為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 

    2.由於新增二業別之業者對於毒防相關法令較為陌生，因此，為能

有效令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善盡毒品防治管理機制，毒防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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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警察局與觀光局、經發局進行聯合稽查，除對原六類場所持續

進行稽查外，應再特別針對新增之「電子遊戲場」及「資訊休閒」

二業別之業者加強稽查，一方面讓業者知悉法令之相關規範，一

方面也可令他們知道高雄市政府執法之決心，務必打造一個無毒

的健康城市。 

(二)強化毒防教育訓練之業別普及率 

    1.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第6條規定，特定營業場所業

者每年應依法指派從業人員參加毒品危害防制訓練，第12條規定，

直轄市政府得鼓勵未納入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執行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所列之毒品防制措施，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而由圖三及圖四的統計資料可知，目前遭警查獲的場所業別是以

住宿業為大宗，由於前開辦法要求列管之場所應指派人員參訓，

再加上住宿業較容易藏匿毒犯而遭查獲，致使參與毒防教育訓練

的業者，無論是列管或非列管場所，皆是以住宿業者居多，其他

業別的參與情形顯得較不踴躍，業別參與的普及率不足。 

    2.就此，毒防局訂有鼓勵措施，鼓勵業者踴躍報名參訓，並給予適

當之鼓勵，以提升業者參訓的意願，建議應以此為藍圖具體加以

實施，協助住宿業者以外之業別踴躍參與毒防教育訓練課程，以

提升不同業別參與之普及率。 

(三)提高場所主動通報率 

    1.為防堵休閒娛樂場所成為毒品流竄的聚集地，惟有建立起綿密的

通報網，始能杜絕毒品的氾濫，毒防局訂定之鼓勵措施，對於業

者已加入警察局「友善通報網」，並落實「主動通報」機制者，

給予一定的評分，對於評分總計前3高分數之業者，於年底頒發特

別鼓勵狀以資鼓勵，以強化業者善盡毒品防制管理機制。 

    2.在圖九中顯示108~110年列管家數(含除管)通報率自0%上升至

7.95%，非列管家數通報率從0%上升至0.95%通報率，皆顯示主動

通報率無論是在列管或非列管場所，皆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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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毒防相關措施已漸漸呈現出成效，應持續加強鼓勵業者加入警

察局友善通報網，並落實主動通報，以提升場所整體的通報率。 

(四)毒防局111年依「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第11條規定，

訂定「高雄市政府認定特定營業場所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

一條之一第三項情節重大基準」，強化情節重大列管場所之管理與

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