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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犯罪研究的基礎

• 犯罪事實 (尤其犯罪的數據)是犯罪研究的基礎

• 研究上的比較、對話與討論

•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是犯罪防治課程教學上的重要參考資料

• 犯罪事實也是犯罪抗制政策的依據

• 以證據 (數據)為導向的犯罪控制政策

• 整體的或類型化的犯罪數據是發展或制定犯罪抗制政策的重要依據



犯罪事實是犯罪控制政策改變的依據嗎？

• 政策改變(修法)係以發生的犯罪事實為根據：客觀、理性

• 前提：犯罪事實或數據要客觀、精準

• 限制：犯罪數據常因不同目的、不同評量項目或標準而不同。數據也
常受立法、執法的影響。

• 政策改變(修法)係因政策過時、或滿足國人情緒及其它考量：

• 重大刑事案件的影響

• 新的研究發現

• 社會變遷或政策已過時

• 顯示對抗犯罪的決心 (某些類型的犯罪的確難以控制)

• 何種型態較符現實的需求？



犯罪控制政策與犯罪現象互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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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來的犯罪狀況：警察機關之統計



近10年的普通刑法犯罪狀況-警察機關統計

• 減少：

• 竊盜犯罪：自 99 年 142,774 件逐年減少，108 年犯罪嫌疑人數 31,398 人。

• 強盜犯罪：自 99 年 871 件逐年減少，至 108 年 325 人。

• 強制性交罪：自 99 年 1,558 件逐年減少，至 108 年200 人。

• 搶奪罪：自99 年 1,686 件逐年減少至 108 年 151 人。

• 公共危險罪：自103 年 73,098 件逐年減少，至 108 年案件數 59,876 件。

• 增加：

• 詐欺犯罪：自 99 年 28,494 件逐年減少，至 102 年 18,772 件，但自 106 年 22,689 件逐年增加至
108 年29,581 人，是普通刑法犯罪嫌疑人數中增加最多者。

• 持平：

• 殺人犯罪：自 99 年 743 件逐年減少，108 年犯罪嫌疑人數 695 人，近 10 年無長期增減趨勢。

• 毒品犯罪：自 99 年 51,078 人逐年減少至 103 年 41,265 人後，逐年增加至 106 年 62,644 人，後復
逐年減少至 108 年 49,376 人。



特別刑法犯罪：毒品案件



本文的觀察重點：
從近10年的犯罪狀況-探討108年的刑事修法及後續效應

• 毒品犯罪：

• 製販、運輸毒品罪：加重刑度。立法上著重威嚇？但審判上科刑低於法定刑者歷年來均達95%以上。

• 施用毒品行為戒治：處遇更為多元 - -得先緩起訴、觀察勒戒、不起訴或強制戒治。但執行上的資源
是否充足？

• 108年普通刑法法定刑提高：

• 加重刑法刑的條文數量為歷年之冠：

• 立法上：似乎想為維護社會治安、為保護幼童、減少酒駕再犯而提高刑度

• 審判上：(以不能安全駕駛為例)近年來起訴率降低、不起訴率上升、綬起訴率亦上升

• 監獄行刑法中假釋審核機制的修正：

• 假釋審核基準法制化、社會復歸導向

• 著重假釋審核量表或受刑人自我陳述？



我們還能做什麼？

• 著重證據導向的刑事政策 (犯罪抗制政策)

• 刑罰謙抑主義的啟示：勿過度仰賴刑罰

• 刑罰個別化、科學化、多元化、人道化

• 同理心、仁慈、人道精神：是被教導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