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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結論與建議 

第一章 112 年與近 10 年重點犯罪趨勢 

壹、警察機關受理犯罪  

一、112 年全般刑案情形  

全般刑案，發生數 275,268 件，破獲率 97.12%。嫌疑人 296,458

人，性別含男性 229,653 人（77.47%）、女性 66,805 人（22.53%），

年齡主要含 40 歲至 49 歲 67,616 人（22.81%）、30 歲至 39 歲 63,211

人（21.32%）、50 歲至 59 歲 43,093 人（14.54%）（表 1-1-2 至表 1-

1-3、圖 1-1-1）。  

全般刑案含財產犯罪 77,965 件（28.32%）、84,130 人（28.38%），

暴力犯罪 442 件（0.16%）、819 人（0.28%）。主要類別含竊盜 38,339

件（13.93%）、31,920 人（10.77%），詐欺 37,823 件（13.74%）、50,276

人（16.96%），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犯罪）36,622 件（13.30%）、

38,615 人（13.03%），酒後駕車 33,466 件（12.16%）、33,684 人（11.36%）

（表 1-1-2、表 1-2-1、表 1-2-3、表 1-3-1）。  

全般刑案犯罪率為 1,179.25 件/10 萬人，含竊盜 164.25 件/10

萬人、詐欺 162.03 件/10 萬人、故意殺人 0.53 件/10 萬人、強盜 0.54

件/10 萬人、強制性交 0.36 件/10 萬人（表 1-4-1、圖 1-4-1）。  

二、近 10 年全般刑案趨勢  

(一) 發生數、破獲率：112 年較 10 年前即 103 年減少 31,03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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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惟較 111 年增加 9,750 件、3.67%，且 112 年財產犯罪

更較 111 年增升 8,496 件、12.23%。近 10 年以 110 年為分水

嶺，全般刑案先減後增；破獲率則先升後降。暴力犯罪仍呈現

件數逐年減少、破獲率漸升趨勢（表 1-1-1 至表 1-1-2、圖 1-1-

1）。  

(二) 犯罪嫌疑人數：以 107 年為分水嶺，先增後減，再自 110 年後

增加，暴力犯罪則仍呈減少趨勢。全般刑案年齡最多者，自 108

年從 30 歲至 39 歲轉至 40 歲至 49 歲（表 1-1-2 至表 1-1-3）。  

(三) 犯罪類別：近 10 年犯罪件數、人數皆集中在竊盜、詐欺、毒品

犯罪、酒後駕車，其中，詐欺皆大幅增加，且犯罪方式 /手法自

110 年後以投資詐欺最多、解除分期付款詐欺（ATM）次之，

被害金額更自 103 年新臺幣（下同）約 30 億元大幅增至 112 年

近 81 億元；竊盜則皆以 110 年為分水嶺，先減後增，且犯罪方

式/手法也自同年從扒竊轉至直接拿取；毒品犯罪反皆以 106 年

為分水嶺，逐年先增後減（其餘特性詳如本章「伍」）；酒後駕

車更皆呈逐年減少趨勢。近年增幅偏多者尚有侵占、性交猥褻、

肇事逃逸、吸食毒品後駕駛；減幅偏多者亦有妨害秩序、重利、

偽造文書印文（表 1-2-1 至表 1-3-1）。  

(四) 犯罪率：我國與日本、美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瑞典之犯

罪率相較，近 10 年，漸升者含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全般犯罪，

及我國、美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的詐欺，與美國、瑞典的

殺人，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瑞典的強制性交，和英格蘭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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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斯地區的強盜；而以 2020 年或 2021 年（西元，本段同）為

分水嶺先降後升者，含我國、日本、美國的全般犯罪、竊盜，

及日本的詐欺、強盜，與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的竊盜。相對的，

以 2016 年或 2018 年為分水嶺先升後降者，含日本、美國的強

制性交，與瑞典的詐欺；近 10 年多漸降者，則含瑞典的全般犯

罪，及我國、日本的殺人，與我國、美國、瑞典的強盜，還有

我國的強制性交、瑞典的竊盜（表 1-4-1 至表 1-4-5、圖 1-4-1

至圖 1-4-5）。  

貳、檢察機關偵查犯罪  

一、112 年犯罪偵查情形  

地方檢察署（下稱地檢署）新收犯罪案件達 733,505 件，檢察

官每月平均新收偵查案件為 94.60 件，偵查案件終結平均日數為

61.54 日。新收犯罪類別主要含詐欺罪 263,430 件（35.91%）、傷害

罪 84,141 件（11.47%）、毒品犯罪 83,526 件（11.39%）（表 2-1-1、

表 2-1-5 至表 2-1-6、表 2-1-26）。  

同年，地檢署偵查終結 724,245 件、869,530 人，且含電信網路

詐欺犯罪 265,377 人（30.52%，含單純提供人頭帳戶 202,070 人、

單純車手 12,173 人）。整體案件，地檢署共起訴 273,057 人、起訴

率 31.40 %（普通刑法 29.80%、特別刑法 35.39%），不起訴 380,804

人、不起訴率 43.79%（普通刑法 46.77%、特別刑法 36.41%），其

中，起訴率偏高者含不能安全駕駛罪 69.64%、強盜罪 64.16%、貪

汙治罪條例 61.78%、妨害公務罪 60.99%、擄人勒贖罪 60.07%；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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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率偏高者含妨害婚姻及家庭罪 90.19%、遺棄罪 88.18%、誣告

罪 86.25%（表 2-1-7 至表 2-1-13、表 2-1-25 至表 2-1-26）。  

二、近 10 年犯罪偵查趨勢  

(一) 檢察機關案件負荷：地檢署新收案件數因詐欺罪案件而大幅增

長，同時期，檢察官每月平均新收偵查案件，及案件偵查終結

平均日數，也皆呈漸進增加、延長的趨勢（表 2-1-1、表 2-1-26）。  

(二) 地檢署偵查終結結果：案件數及人數皆呈增加趨勢，且電信網

路詐欺犯罪比率從 103 年未達 1 成至 112 年超過 3 成，當中又

皆以單純提供人頭帳戶大幅多於單純車手。近 10 年偵查終結

最多者，普通刑法皆為不起訴處分，特別刑法也以 110 年為分

水嶺，從通常程序提起公訴轉為以不起訴處分（表 2-1-7）。  

(三) 起訴率或不起訴率顯著變化：兩者皆顯著變化者，含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區域計畫法。起訴率顯著變化者尚有

擄人勒贖罪、妨害秩序罪；不起訴率顯著變化者亦有農藥管理

法、菸酒管理法、藥事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表 2-

1-9 至表 2-1-10、表 2-1-12 至表 2-1-13、圖 2-1-2 至圖 2-1-3）。  

參、檢察機關執行沒收與社區處遇  

一、已執行確定案件之沒收  

112 年地檢署執行沒收金額為 250 億 6,248 萬 8,096 元，含執

行被告 197 億 6,431 萬 8,274 元（78.86%）、第三人 52 億 9,8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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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2 元（21.14%）。案件類別最多者，執行被告、第三人皆為銀行

法，各有 103 億 757 萬 4,340 元（52.15%）、26 億 8,932 萬 8,898 元

（50.76%），惟執行第三人次多者即詐欺罪 23 億 6,492 萬 9,930 元，

比率 44.64%較執行被告之詐欺罪比率 13.94%（27 億 5,571 萬 3,300

元）高出 30.70 個百分點（表 2-3-7、圖 2-3-1）。  

近 10 年，沒收金額呈大幅增長趨勢，案件類別自 106 年後，

則更迭以銀行法、詐欺罪及證券交易法沒收金額最多（表 2-3-7）。 

二、社區處遇之執行  

(一) 112 年社區處遇執行情形  

地檢署執行附條件緩起訴案件，義務勞務應履行 45,105 小時，

實際履行 36,890 小時，履行率 81.79%；戒癮治療及必要命令終結

共 22,321 件，履行完成 16,418 件，推估完成率 73.55%。附條件緩

刑案件，義務勞務應履行 323,876 小時，實際履行 254,039 小時，

履行率 78.44%；戒癮治療及必要命令終結共 4,818 件，履行完成

4,474 件，推估完成率 92.86%。易服社會勞動案件，勞動時數應履

行 6,032,165 小時，實際履行 3,314,941 小時，履行率 54.95%。保

護管束案件，假釋終結共 9,178 件，含期滿 6,469 件，推估完成率

70.48%；緩刑終結共 5,455 件，含期滿 4,161 件，推估完成率 76.28%

（表 2-4-15、表 2-4-17 至表 2-4-18、表 2-4-20）。  

(二) 近 10 年社區處遇執行趨勢  

地檢署執行終結附條件緩起訴、附條件緩刑之義務勞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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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易服社會勞動案件之勞動時數，履行率皆呈下降趨勢，附條件緩

起訴之戒癮治療及必要命令，推估完成率也呈下降趨勢。地檢署執

行終結保護管束案件之推估完成率，假釋以 105 年為分水嶺先降後

升，緩刑以 108 年為分水嶺先升後降（表 2-4-15、表 2-4-17 至表 2-

4-18、表 2-4-20）。  

肆、監獄受刑人  

一、112 年監獄收容情形  

整體矯正機關（含監獄、看守所、戒治所、少年觀護所、少年

矯正學校）年底收容共 56,202 人，監禁率 247 人/10 萬人（以 113

年 7 月底為統計基準），主要含監獄受刑人 50,664 人（90.15%）。

112 年底監獄受刑人，刑名主要為逾十五年 8,964 人（17.69%）、一

年以上三年未滿 8,152 人（16.09%）；新入監受刑人共 31,763 人，

刑名則主要為六月以下 16,531 人（52.04%）。新入監受刑人性別含

男性 28,346 人（89.24 %）、女性 3,417 人（10.76 %）；年齡主為 50

歲以上 60 歲未滿 8,837 人（27.82%）、40 歲以上 50 歲未滿 7,165 人

（22.56%）；教育程度主為高中（職）14,825 人（46.67%）、國中 11,168

人（35.16%）；犯罪類別主為不能安全駕駛罪 7,990 人（25.16%）、

竊盜罪 4,142 人（13.04%）、詐欺罪 3,301 人（10.39%）、洗錢防制

法 3,159 人（9.95%）（表 1-4-6、表 2-4-1、表 2-4-3 至表 2-4-4、表

2-4-6 至表 2-4-8）。  

同年，受刑人提報假釋共 29,118 人，假釋審查委員會初審核准

率 48.68%（14,176 人）、法務部複審核准率 51.89%（7,356 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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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率 25.26%，當年實際出獄之假釋者 7,439 人則占全部出獄者

31,120 人的 23.90%。112 年共 1,068 人經撤銷假釋，原因主要是違

反保護管束情節重大 647 人（60.58%）。另外截至 112 年底，110 年

底假釋出獄 10,931 人共有 2,319 人（21.21%）再犯，主要再犯期間

為一年以上二年未滿 1,027 人，此低於期滿出獄 19,877 人中 7,222

人（36.33%）再犯，主要再犯期間為六月以下 2,637 人（表 2-4-9 至

表 2-4-12）。  

二、近 10 年監獄收容趨勢  

(一) 監禁率：我國與日本、美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瑞典相較，皆僅

次於美國，惟瑞典呈逐年上升，我國與日本呈逐年下降趨勢，美國

與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則以 2020 年（西元）為分水嶺先降後升（表

1-4-6、圖 1-4-6）。 

(二) 新入監受刑人特性：人數以 110 年為分水嶺，自 106 年後逐年先減

後增，其等最多者，年齡在 105 年前為 40 歲以上 50 歲未滿，108

年後轉為 50 歲以上 60 歲未滿；教育程度以 106 年為分水嶺，

從國中轉為高中（職）；犯罪類別大多為不能安全駕駛罪（表 2-

4-2 至表 2-4-7）。  

(三) 受刑人刑名：新入監受刑人，最多者皆為六月以下；年底在監

受刑人，最多者則以 109 年為分水嶺，從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轉

至逾十五年（表 2-4-7、表 2-4-8、圖 2-4-2）。  

(四) 受刑人出獄與再犯：出獄人數皆以期滿多於假釋，且受刑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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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假釋，初審核准率以 106 年為分水嶺先升後降，複審核准率、

總核准率更以 109 年為分水嶺先升後驟降。近 10 年，受刑人

假釋撤銷之主要原因以 110 年為分水嶺，從假釋中再犯罪轉至

違反保護管束情節重大。而受刑人出獄後二年以內再犯率皆以

期滿高於假釋，且兩者相距自 108 年底出獄的 10.37 個百分點

逐年升至 110 年底出獄的 15.12 個百分點（表 2-4-9 至表 2-4-

12、圖 2-4-3）。  

伍、特定類型犯罪情勢概況  

一、女性犯罪  

(一) 112 年犯罪及處理情形  

犯罪嫌疑階段，女性共 66,805 人，比率為 22.53%，犯罪類別

主要為詐欺 17,140 人（25.66%）、竊盜 7,640 人（11.44%）、毒品犯

罪 5,269 人（7.89%）。通報案件中，女性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共

38,146 人（30.08%）、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共 883 人（10.11%）

（表 1-1-2、表 1-2-3、表 1-3-1）。  

有罪確定階段，女性共 27,549 人，比率為 15.92%，犯罪類別

主要為竊盜罪 4,419 人（16.04%）、洗錢防制法 4,416 人（16.03%）、

不能安全駕駛罪 2,768 人（10.05%）、詐欺罪 2,764 人（10.05%）。

惟女性比率偏高者，主要含商標法 55.67%、著作權法 35.37%、銀

行法 34.96%、藏匿人犯罪 31.00%、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28.28%、誣

告罪 27.97%、公司法 27.40%、證券交易法 25.63%（表 2-2-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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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圖 4-1-1）。  

入監服刑階段，女性共 3,417 人，比率為 10.76%，犯罪類別主

要為洗錢防制法 659 人（19.29%）、詐欺罪 532 人（15.57%）、竊盜

罪 468 人（13.70%）。112 年其他處遇之女性比率，尚有緩起訴處分

之 7,510 人、22.04%，及保護管束之 2,755 件、17.67%（表 2-4-6、

表 4-1-3）。  

(二) 近 10 年犯罪及處理趨勢  

1. 女性比率：犯罪處理多階段，含犯罪嫌疑、案件通報、有罪確

定、入監服刑，乃至社區處遇之緩起訴處分、保護管束，皆可

見女性比率上升趨勢（表 1-1-2、表 1-3-1、表 2-2-3、表 2-4-2、

表 4-1-1、表 4-1-3）。  

2. 女性犯罪類別：犯罪嫌疑階段，財產犯罪之女性比率從 103 年

近 2 成升至 112 年近 3 成，且自 106 年後，人數最多者皆為詐

欺。其後，相較男性最多者皆為不能安全駕駛罪，女性在有罪

確定、入監服刑階段，最多者各以 110 年、108 年為分水嶺，

從毒品犯罪轉至竊盜罪、詐欺罪 /洗錢防制法。且因前述 112 年

女性比率偏高犯罪，近 10 年多維持比率偏高結果，而其等類別

除妨害名譽及信用罪、誣告罪外，皆傾向經濟犯罪，故可推知

女性犯罪類別，更趨向於財產、經濟犯罪態樣（表 1-1-2、表 1-

2-3、表 2-2-3、表 2-4-6、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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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犯罪  

高齡犯罪之高齡定義，係指 65 歲以上。  

(一) 112 年犯罪及處理情形  

和老年人口比率 17.96%相較，犯罪處理階段的高齡比率皆未達

1 成，相對較高者，主要為犯罪嫌疑 7.19%（21,309 人）、緩起訴處

分 8.81%（3,003 人）、有罪確定 5.55%（9,607 人）、新入監 4.54%

（1,443 人）、保護管束 6.27%（977 件）（表 4-2-1、表 4-2-4、圖 4-

2-1）。  

在有罪確定階段，高齡者 9,607 人，犯罪類別主要含公共危險

罪 2,591 人（26.97%）、竊盜罪 1,970 人（20.51%）、傷害罪 1,255 人

（13.06%）。惟高齡比率偏高的犯罪類別，則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 43.11%、水土保持法 31.46%、妨害投票罪 29.06%、區域計畫法

22.08%、建築法 20.51%（表 4-2-2 至表 4-2-3）。  

112 年處遇中的高齡比率，則有緩起訴處分之 3,003 人、8.81%；

新入監之 1,443 人、4.54%；及保護管束之 977 件、6.27%（表 4-2-

3）。  

(二) 近 10 年犯罪及處理趨勢  

1. 高齡比率：對比老年人口比率自 103 年 1 成至 112 年近 2 成，

犯罪處理各階段的高齡比率皆未達 1 成，惟在犯罪嫌疑、緩起

訴處分、有罪確定、新入監、保護管束階段仍可見顯著上升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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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表 4-2-1、表 4-2-4、圖 4-2-1）。  

2. 高齡犯罪類別：在有罪確定階段，高齡者中較多的犯罪類別，

與一般犯罪者相同，皆含公共危險罪、竊盜罪，而高齡比率長

年偏高的犯罪類別含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水土保持法、妨害

投票罪、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則相對顯現高齡犯罪特性（表

2-2-3、表 4-2-2 至表 4-2-3）。  

三、毒品犯罪  

(一) 112 年犯罪及處理情形  

在警政單位，毒品犯罪共破獲 36,622 件、38,615 人，級別主為

第二級 26,573 件（72.56%）、27,620 人（71.53%），第二級人數又以

施用者 17,450 人（63.18%）最多，施用年齡主為 40 歲至 49 歲 5,996

人（34.36%）、30 歲至 39 歲 5,319 人（30.48%）。惟當年毒品純質

淨重躍增至 182,691.61 公斤，乃因查獲印尼大量卡痛，使第三級躍

增至 179,647.94 公斤，比率達 98.33%。另外，對第三級、第四級毒

品裁處罰鍰，實際繳納共 1,435人次（11.18%）、31,725,028元（11.57%）

（表 1-3-1 至表 1-3-5、表 4-3-6）。  

112 年對施用毒品者轉向處遇，含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 5,702 人、

新入所受觀察勒戒 1,978 人、新入所受戒治 795 人。截至 112 年底，

自 110 年實行戒癮治療共 6,479 人中，施用毒品再犯率為 20.65%，

再犯期間以六月以下 500 人最多（表 4-3-3 至表 4-3-4）。  

同年，有罪確定共 18,368 人，主要含施用第二級 8,6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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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9%）、製販運輸第二級 2,675 人（14.56%）；新入監共 5,113

人，占整體 16.10%，其中施用者也以第二級 1,705 人（33.35%）最

多；保護管束則有 4,210 件，占整體 27.00%（表 4-3-2、表 4-3-5）。  

(二) 近 10 年犯罪及處理趨勢  

1. 毒品犯罪者特性：毒品犯罪破獲件數及嫌疑人數，以 106 年為

分水嶺先增後減，其犯罪方式 /手法皆以施用第二級最多，其餘

犯罪處理階段概同（新入所受戒治則自 111 年轉以施用第一級

最多），而相對的，查獲毒品之純質淨重概以第四級最多。毒品

犯罪年齡最多者，第二級販賣皆為 30 歲至 39 歲，第一級販賣

及施用，與第二級施用，分別以 106 年、110 年為分水嶺，從

30 歲至 39 歲轉為 40 歲至 49 歲（表 1-3-1 至表 1-3-5）。  

2. 毒品犯罪處理及處遇：施用第三級、第四級經裁處罰鍰者，繳

納比率呈下降趨勢。惟同時期，針對施用第一級、第二級之附

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人數自 106 年後，從 2、3 千人躍增至

5、6 千人；新入所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人數也以 109 年為分水

嶺，自 105 年後漸減再大幅增加；有罪確定、新入監人數則反

自 109 年後大幅減少，顯示近年對施用毒品者從監禁懲罰轉至

多元處遇的趨向，並且截至 112 年底，110 年實行戒癮治療者

的再犯率，更較 108 年實行者降低 11.29 個百分點（表 4-3-2 至

表 4-3-3、表 4-3-5 至表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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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少年非行與司法處理  

一、112 年少年非行及處理情形  

少年犯罪嫌疑人 10,770 人，占全部嫌疑人 3.63%，犯罪類別主

為詐欺 2,186 人（20.30%）、竊盜 1,420 人（13.18%）、妨害性自主

1,103 人（10.24%）。同年，少年輔導委員會新收曝險少年 405 人，

類別主要含「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362 人（89.38%）（表 3-1-2 至表 3-1-3）。  

少年非行成為法院受理的少年事件後，112 年審理終結 10,973

人，最多為交付保護處分 9,217 人（84.00%），當中又含訓誡 4,758

人（43.36%）、保護管束 4,013 人（36.57%）。同年經移送檢察機關

且經法院裁判的少年刑事案件，含被告 351 人，多為有期徒刑逾一

年至二年以下 139 人（39.60%），以及保安處分之保護管束 219 人、

緩刑 220 人（表 3-2-2 至表 3-2-3）。  

112 年少年事件經個案調查者，含經交付保護處分之觸法少年

8,951 人、曝險少年 266 人，及刑案少年 317 人，與少年觀護所（下

稱少觀所）新收 2,479 人、少年矯正學校新收 408 人。是類少年就

年齡，皆呈年齡層愈高、人數愈多趨勢；就家庭經濟，除矯正學校

少年近 8 成為普通，其餘階段少年皆有 5 成以上為勉足維持生活；

就父母狀況，交付保護處分及刑案少年，皆有 8 成以上為父母俱存、

4 成以上為父母離婚；而就非行類別，曝險少年主為「有施用毒品

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207 人（77.82%），觸法少

年主為傷害罪 1,788 人（19.98%）、詐欺罪 1,432 人（16.00%），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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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少年主為毒品犯罪 164 人（51.74%），少觀所及少年矯正學校，

皆主要為詐欺罪 693 人（27.95%）、89 人（21.81%），與傷害罪 330

人（13.31 %）、78 人（19.12%）（第三篇第二章至第三章）。  

二、近 10 年少年非行及處理趨勢  

(一) 少年非行類別：少年犯罪嫌疑人數自 107 年後漸增，犯罪類別

最多者以 109 年為分水嶺，從竊盜轉至詐欺。同時期，交付保

護處分之觸法少年，觸法類別最多者皆為傷害罪；刑案少年犯

罪類別最多者，皆為毒品犯罪；交付保護處分之曝險少年，最

多者皆為「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

律」。至於少觀所人數、少年矯正學校最多者，男性概自 107 年、

女性自 111 年，皆各別從毒品犯罪轉至詐欺罪、竊盜罪（表 3-

1-2、表 3-2-5、表 3-2-13、表 3-2-21、表 3-3-5、表 3-3-11）。  

(二) 少年非行特性：交付保護處分、刑事案件少年，以及少觀所、

矯正學校少年，其等年齡大多呈年齡層愈大、人數愈多趨勢；

其等家庭經濟，交付保護處分、刑事案件少年於近 10 年，少觀

所少年則自 106 年後，皆以勉足維持生活最多、小康之家次之，

矯正學校少年另以普通最多、貧困次之；其等父母狀況，交付

保護處分、刑事案件少年皆以父母俱存最多，也概以父母離婚

最多（表 3-2-6、表 3-2-10 至表 3-2-12、表 3-2-14、表 3-2-18 至

表 3-2-20、表 3-2-22、表 3-2-25 至表 3-2-27、表 3-3-2、表 3-3-

4、表 3-3-8、表 3-3-10）。  

(三) 少年非行之處理及處遇：非行少年經法院審理終結後，皆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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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上為交付保護處分，其中最多者又以 111 年為分水嶺，從

保護管束轉至訓誡。交付保護處分少年，最多者皆為觸法之保

護事件，曝險事件則自 111 年後少於刑事案件。機構內處遇含

少觀所、矯正學校，近 10 年人數則皆呈減少趨勢（表 3-2-2、

表 3-2-4、表 3-3-1、表 3-3-6）。  

柒、犯罪被害趨勢、保護與補償  

一、112 年犯罪被害及處理情形  

警察機關受理被害人數共 244,563 人，被害類別主要含詐欺

60,082 人（24.57%）、竊盜 43,064 人（17.61%），且自青年階段後，

女性中的詐欺被害比率皆高於男性，女性壯年中詐欺被害 24.82%

更較男性壯年中詐欺被害 16.80%高出 8.02 個百分點，至於兒少階

段，主要被害類別在男性為傷害、竊盜，在女性為性交猥褻（表 5-

1-1 至表 5-1-2）。  

經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受理的被害案件共計 2,552 件，案件來

源主為通知保護 1,163 件（45.57%），案件類型主為死亡 1,627 件

（63.75%）；服務對象共計 5,606 人，主為家屬 /遺屬 4,713 人

（84.07%）；保護服務項目共計 109,110 人次，主為法律協助 33,533

人次（30.73%）、關懷服務 23,325 人次（21.38%）。另外，就犯罪被

害人訴訟參與，112 年得聲請訴訟參與共 196,788 件中，僅有 177

件（0.09%）、296 人實行訴訟參與，犯罪類別主為交通過失致人於

死 30 件、46 人，普通強制性交猥褻 23 件、44 人（表 5-2-1 至表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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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地檢署受理的犯罪被害補償案件，共終結 2,454 件，案件類

別主為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1,850 件（75.39%，與 2,256 人，近半

數為被害本人申請），該類申請之審查期間以一年以上 381 件

（20.59%）、四月至六月未滿 307 件（16.59%）為多，結果主為決

定補償 1,082 件（58.49%），補償金額達 6 億 5 千萬餘元。犯罪被害

補償案件之被害人則有 1,853 人，性別主為女性 1,062 人（57.31 %），

年齡主為 20 歲未滿 530 人（28.60%）、20 歲以上 30 歲未滿 370 人

（19.97%），被害類別主為性侵害 881 人（47.54%）（表 5-3-1 至表

5-3-6、表 5-3-8）。  

二、近 10 年犯罪被害及處理趨勢  

(一) 警察機關受理被害案件：被害人數以 108 年為分水嶺，先減後

增。被害類別最多者以 110 年為分水嶺，從竊盜轉至詐欺（表

5-1-1）。  

(二)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處理被害保護案件：被害案件及服務對象、

人次，皆概以 106 年或 107 年為分水嶺，先減後增。案件來源

皆以通知保護最多、案件類型皆以死亡最多、服務對象皆以家

屬/遺屬最多，保護服務項目自 108 年後皆以法律協助最多、關

懷服務次之（表 5-2-1）。  

(三) 檢察機關處理犯罪被害補償案件：終結案件數與人數皆呈增加

趨勢。案件類別皆以針對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案決定補償最多，

審查期間則皆以一年以上最多，而補償金額，含申請犯罪被害

補償金及暫時補償金，皆自 110 年後逐年躍增。是類案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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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呈現性別皆以女性最多且比率漸升、年齡皆以 20 歲未

滿最多，被害類別最多者自 111 年從死亡轉至性侵害之特性（表

5-3-1 至表 5-3-6、表 5-3-8）。  

捌、犯罪趨勢之重要觀察  

一、我國與美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日本之財產犯罪於近年

皆呈增長趨勢，瑞典反呈下降趨勢  

全般犯罪率在我國、美國、日本，與竊盜犯罪率在英格蘭及威

爾斯地區，皆概以 110 年為分水嶺，先降後升，其中，詐欺犯罪率

在我國、美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更呈上升趨勢，而相對的，全

般犯罪率在瑞典，暴力犯罪率在我國，與強盜、強制性交犯罪率在

美國，近年皆呈下降趨勢。概要顯現我國、美國、英格蘭及威爾斯

地區、日本在財產犯罪含詐欺、竊盜多於近年增加，瑞典則就財產、

暴力犯罪，多在近年減少的趨勢（表 1-4-1 至表 1-4-5）。  

二、詐欺及洗錢犯罪，已呈案件及女性犯罪增長趨勢  

我國財產犯罪，尤以詐欺犯罪增幅較大，其犯罪處理從嫌疑人

受理至受刑人入監，近 10 年不僅皆呈增長趨勢，112 年人數也較

103 年增長近 1 倍至 3 倍，且嫌疑人女性比率多達 3 成以上，惟起

訴率相較整體達 3 成至 4 成，詐欺罪則約在 2 成。同時期的洗錢犯

罪，不但偵查案件新收自 107 年後，有罪確定與新入監人數自 110

年後，皆大幅增加，女性比率也皆高於平均，其在起訴案件更一度

於 107 年、108 年接近 4 成，112 年也達 3 成，其在有罪確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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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監也於 110 年後，各皆超過 3 成、2 成。該罪起訴率則概從 107

年 7 成降至 112 年 4 成（表 1-2-3、表 2-1-6、表 2-1-9 至表 2-1-10、

表 2-2-3、表 2-4-6）。  

我國詐欺罪與洗錢犯罪，近年實務上皆以詐欺集團中人頭帳戶

議題為重心，洗錢防制法更自 107 年將此議題具體化於刑責。人頭

帳戶犯罪在偵查終結之電信網路詐欺案件中，比率也於近 10 年，

從 103 年 5 成升至 112 年近 8 成。據此，除得概覽詐欺、洗錢犯罪

人數遽增、人頭帳戶型態居多、起訴率以洗錢罪為高等趨勢，也得

進一步觀察女性比率在兩罪中漸升，且相對容易經洗錢罪定罪之現

象（第七篇第一章、表 2-1-24）。  

三、施用毒品犯罪與監禁數量，已於轉向處遇政策期間驟減  

毒品犯罪嫌疑、有罪確定、新入監人數，皆以 106 年為分水嶺，

呈先增後驟減趨勢，尤其施用毒品犯罪，112 年相較 106 年，嫌疑

人減少近 4 成至 5 成，有罪確定及新入監者更減少近 7 成至 8 成。

惟同時期，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人數自 105 年後躍增，112 年

較 105 年增長近 8 成；新入戒治所受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人數則以

109 年為分水嶺，先減後躍增，尤以第一級毒品，112 年較 109 年

增長達 3 倍至 4 倍（表 1-3-1 至表 1-3-2、表 4-3-1 至表 4-3-3、表

4-3-5）。  

我國毒品犯罪之刑事政策，主要包含 106 年後鼓勵檢察機關為

緩起訴處分、發展治療施用毒品者導向的「新世代反毒策略」，以及

109 年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及大法庭裁定，擴大觀察勒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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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戒治之適用範圍。比較前揭趨勢，亦已可見施用毒品者漸從刑

事制裁、監禁轉為多元處遇之實效，含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之

再犯率逐年降低結果（第七篇第一章及第三章、表 4-3-4）。  

四、性別暴力之跟蹤騷擾犯罪，不起訴率偏高  

近年與性別暴力相關新制，含 111 年施行之跟蹤騷擾防制法及

112 年施行之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兩類犯罪人數皆

未如人數偏多的酒後駕駛、詐欺、竊盜、毒品犯罪；被害人數也未

若人數偏多的詐欺、竊盜、傷害、妨害自由被害，不過對比 112 年

警察機關受理犯罪被害案件，性別有 5 成以上為男性，跟蹤騷擾防

制法則有近 9 成、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也有 7 成以上為女性

被害（表 1-3-1、表 5-1-1）。  

然而於地檢署偵查終結階段，跟蹤騷擾防制法在 111 年至 112

年，人數自 410 人增至 1,474 人，惟不起訴率皆貼近 6 成，高於平

均不起訴率之約 4 成；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在 112 年，人數

為 357 人，起訴率則接近 5 成，高於平均起訴率之約 3 成。此顯現

兩罪同屬性別暴力、女性被害比率較高，跟蹤騷擾防制法不起訴率

卻偏高的趨向（表 2-1-8 至表 2-1-13）。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338 

第二章 政策建議 

壹、酒後駕車：加強酒癮治療處遇及司法轉介量能  

酒後駕車（下稱酒駕）所涉不能安全駕駛罪等犯罪問題，近年

雖經歷數次重刑化修法，與從重量處罰款及監禁刑度，惟根據國內

外相關統計及研究，多未能發現酒駕犯罪率和嚴刑峻法間的關聯性，

我國在屢次修法以提高刑責後，因酒駕而受傷之人數甚至不減反增，

酒駕再犯率亦接近 2 成。實則，酒精成癮與酒駕問題間可能更具關

聯，但有關酒精成癮之治療，我國當前採行的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

緩刑、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等措施，因經費、資源、個案意願

不足等，導致難能普及與發揮效果。  

建議政府機關著重於挹注酒精戒癮相關資源及經費，以提高酒

精成癮者治療率，並宜將酒精成癮治療項目，從一般精神治療中獨

立提列，以期有效轉介至相關社區處遇或民間團體，進而增加酒精

成癮者之治療意願，也得漸進降低我國酒後駕車之犯罪率與再犯率

（第二篇第六章）。  

貳、照顧者殺人：健全長照評估以緩解照顧壓力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趨於高齡化與少子化，長期照顧議題逐漸浮

出水面。身負照顧責任的照顧者尋求解脫而為的長照殺人案件在長

照政策的推動下仍時有耳聞，主因來自現今社會風氣，導致家庭照

顧者容易受限於身分帶來的道德限制，難以為自身所遭受之痛苦尋

求幫助，且近年來，我國雖已針對照顧者以「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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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初篩指標」評估是否有高度照顧壓力的情形，以及被照顧者是否

須轉介至照顧管理系統接受照顧，然目前制度較側重掌握照顧者目

前情形是否符合指標內所羅列的高負荷情形，如被照顧者的失能程

度等，卻忽略被照顧者的失能程度與照顧者的壓力間不必然具備因

果關係、亦缺少雙方協商溝通的評估，使照顧者趨於被動。  

建議政府應朝向以照顧者為中心之目的修正政策，應以完整考

量照顧者是否面臨難以承受的壓力為評估重點，並建立雙向的對話

空間，容許照顧者陳述主體經驗，給予最有效的幫助，並在觀念上

將評估目的轉向「使照顧者得藉由評估建構身分認同」的邏輯，普

遍性的賦予每位照顧者接受評估的權利（第四篇第五章）。  

參、少年犯罪：發展以少年最佳利益為核心的處遇評估  

以少年事件處理法作為少年犯罪之對應，隨著近年社會案件引

發是否過度保護等輿論，惟在少事法中嫁接司法福利機制，乃考量

少年作為未成年者，需高度仰賴親密關係、教養等支援始得防免犯

罪，故而司法以少年為中心，從調查來協助其面對犯行，及藉資源

盤整來檢視應彌補的支援漏洞，且此模式與監獄處遇之協助成年受

刑人復歸社會目的相近，又得避免發展中的少年因高度刑事制裁、

監禁而併生偏差乃至其他犯罪問題。惟實務上仍有待相應評估機制。 

建議政府機關參照兒童權利公約等規範，以少年最佳利益為核

心，研議少年經少年事件處理或處遇後的效能實證研究，以落實少

事法之協助少年面對犯行、健全自我成長的意旨，讓少年得以降低

犯罪風險的狀態回歸社會，也相對維護社會安全（第三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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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監禁與犯罪：多元處遇效能更勝監禁  

監禁與犯罪間的關係，是一個長久以來複雜且具爭議性的問題。

理論上，有闡述監禁可抑制犯罪，亦有主張監禁會破壞社會連結與

規範，或認為監禁將因被貼上罪犯記號而增加再犯可能。就監禁與

犯罪之因果關係，支持者認為監禁之嚇阻、隔離將降低犯罪可能；

反對者則認為監禁的威嚇效果有限，更容易有強化犯罪傾向、標籤

化等負面影響。事實上，影響監禁效果的因素眾多，即使是同樣刑

期與處遇，仍未必得適用多位受刑人、多種犯罪類型。據此，監禁

和犯罪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至今仍未有定見。  

建議政府機關將資源進一步投入到相關的預防方案以及更多

元的處遇當中，才有機會釐清監獄真正的功能並制定更有效的刑事

政策（第一篇第六章）。  

伍、詐欺受刑人處遇：教導人性尊嚴以防止再犯  

近年來詐欺犯罪問題興起，我國亦提出「打詐四法」試圖遏止

及嚴懲，然而隨著犯罪偵查端的大量詐欺案件新收，監獄在同時期

大幅增長的詐欺罪受刑人數，則面臨處遇與復歸策略的挑戰。對此，

當綜合檢視矯正機關實務工作者經驗敘述，及矯正署以 RNR 評估

模式為核心的政策方向後，得發現詐欺犯罪者之理性犯罪或僥倖心

態特性，可以對應 RNR 評估模式背後的，個人自所處環境中習得

犯罪行為觀點，進而也可連接到人性尊嚴概念中，個人是從與他人

互動中習得相互關懷、不恣意侵犯的關懷尊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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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機關就詐欺罪受刑人之調查與分類，區分核心及非核

心犯罪者，前者偏向理性犯罪，後者易受社會上快速致富價值觀引

誘犯罪。處遇策略上，宜以「如何協助受刑人建立犯罪行為以外的

自我價值」、「如何促進受刑人想像被害人因詐欺犯罪而失去財產、

減損人生的痛苦」作為處遇對應核心，而處遇之具體架構，得參考

已健全發展的施用毒品者處遇模式，並循前述之核心來規劃新收、

在監、出監階段的基礎、進階處遇項目，與適時融入債務處理、法

治教育、被害人間調解與修復等需求（第六篇）。  

陸、犯罪被害補償：落實社會福利精神下的國家責任  

我國自 112年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更易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法，以提升被害人保護之程度，並大幅改善舊法時期的數項爭議。

惟以社會福利為重心的國家責任概念，在汽車強制責任保險被排除

於被害補償適用要件部分，仍有未充分考量保險額度增減，可能如

何影響無法申請被害補償者的問題，此外，自新制實施以來，各種

犯罪被害補償金的金額皆呈大幅度增長，可能在未來成為檢察機關

沉重的支出負擔。  

建議政府機關落實新法中，以社會福利為重要旨趣的國家責任，

包含再檢視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中，排除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適用

者不得申請被害補償之規範疑義，以落實國家周延保護犯罪被害人

與積極協助其生活復元的制度精神（第五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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