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導讀 

本(29)期之發刊，以犯罪防治為議題主軸，共收錄6篇由

學者或實務工作者，撰寫和幫派、再犯風險評估、犯罪率、

矯正實務、測謊及警政與精神醫療等議題之論文，領域涵蓋

甚廣，且內容不論對學術研究或實務工作之進境，多所著

墨，頗具參考價值。 

本(29)期收錄內容，含2篇專論及4篇特稿。專論類別，

岳瀛宗博士以「我國犯罪三大幫派屬性之研究」，探討我國

三大幫派組織近年來之團體及成員屬性，並進一步檢視不同

犯罪組織之關聯性；林順昌博士則以「Static-99之再認識與

靜態廿廿量表之轉置」一文，透過地檢署終結之性侵害受保

護管束案件，回溯Static-99操作準則之原意，並提出「靜態

廿廿量表」之設計構想，供實務相關單位參考。 

在特稿類別，呂宜芬博士、游伊君碩士及許春金特聘教

授共同發表之「臺灣為何犯罪下降」，採用Farrell之「初次

犯罪假定」，檢驗我國1995至2015年犯罪率與年齡之關聯

性，並以外在環境犯罪機會與個人犯罪傾向做更進一步的思

考；孟維德教授以「戒護人員與收容人對矯正機關全面開放

異性戒護之意向分析」一文，分別從監所戒護人員及收容人

之不同視角，探討未來開放異性戒護之可行性，並提出實務



工作上之修正建議；為因應我國測謊相關規範及企業對謊言

偵測之需求，曾春僑副教授、高一瑛博士及曹昱研究員共同

發表之「中文語音測謊技術開發初探」一文，以個人化測謊

為概念，進行相關分析及步驟處理，研究結果或可作為未來

發展本土新式測謊系統之雛形；有鑑於心理衛生之相關議題

逐漸受到關注，楊曙銘副教授、呂宜芳博士生、任怡靜博士

生及陳錦明博士共同撰寫之「美國警政人員與精神醫療專業

人員合作模式之淺析」一文，介紹三種警政與精神醫療人員

之合作架構，並針對方案執行、評估、組織文化、資源等層

面進行討論，應可作為我國警政單位處理精神疾病等涉及心

理衛生案件之實務參考。 

本期多方收錄犯罪防治領域中，不同研究議題之研究成

果。感謝前揭專家學者之大作，亦盼望日後更多刑事法學、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青年學人踴躍賜

稿，期能匯集更多精闢的研究成果，以饗讀者大眾；末因卷

帙浩繁，各篇文中若有疏漏之處，尚請各界方家，不吝賜

正，以便後續在電子發行檔上予以匡正為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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