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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國內犯罪狀況與趨勢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主任 吳永達 

 

  自民國 62 年起，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每年都會彙整政府處

理犯罪案件之各項重要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因為歷史悠久以及內容詳

實，一直以來，這份研究資料，不但是學術界從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

究之重要參考，也是實務界得以瞭解國內整體犯罪問題，研擬犯罪防

治相關對策之重要依據。 

102 年配合「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為成立國家刑事政

策智庫，法務部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的「犯罪研究中心」，納入司法

官學院正式編制，國內犯罪狀況分析工作，亦移歸司法官學院，這項

制度性的調整，對於政府犯罪防治研究工作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實

質意義。 

以下謹就 101年整體犯罪狀況及犯罪者特性，綜合分析如次： 

壹、101年整體犯罪狀況 

一、犯罪人數居近 10年第六位 

近 10年犯罪人數，以 93年之 115,181人為最低，前 4年各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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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互有增減；第 5 年，即 96 年呈現攀升趨勢，至 97 年犯罪人數達

198,685人，為近 10年來最高，98年 190,474人為次高，99年 180, 

081人居第三位。爾後逐年下降，迄 101年為 173, 864人，就 10年

內的犯罪趨勢觀察，101 年的犯罪人數，居近 10 年來的第六位，如

附圖 1；而觀察近 10年犯罪人數之變化，均以公共危險罪、毒品罪、

竊盜罪、侵占詐欺背信重利罪與賭博罪為主要犯罪類型，合計約占總

犯罪人數之七成三，其中又以公共危險罪占 27.31%為第一；毒品罪

占 20.94%為第二，竊盜罪佔 11.77%為第三，如附圖 2。 

二、暴力犯罪比例逐年下降 

暴力犯罪係對於被害人生命身體、財產及精神上加以侵害，所造

成的損害，往往難以彌補，故在所有犯罪類型中，影響社會觀感至鉅，

10 年來暴力犯罪之人數比例逐年降低，101 年占犯罪總人數 2.14%，

為歷年來的最低；而在整體的暴力犯罪中，以強盜、搶奪及盜匪罪與

恐嚇罪之犯罪比例最高，約占整體暴力犯罪的六至七成；尤其強盜、

搶奪及盜匪罪，為整體暴力犯罪的首宗，92 年甚至占暴力犯罪的

52.96%，但本項犯罪類型，歷年來已有顯著降低，到 101 年已降至

34.00%；為歷史新低點；不過，強制性交罪，卻有陡升的趨勢，最低

點在 93年，僅占整體暴力犯罪的 8.26%，94年之後，突破 10個百分

點，100年的 18.79%，創歷史新高後，101年更驚見突破 23.09%，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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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因應；另外，擄人勒贖罪的犯罪數字，逐年下降，從 96 年的最高

點 2.00%、138人，到 101年下降至 0.89%、42人，同時創下 10年來

的歷史新低，係較可喜的現象。 

三、濫訴成風，無端耗損寶貴的司法資源 

不起訴處分案件之案件數與人數近年來呈逐年增加趨勢，且以

101年最多，共 122,020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31.15％)，174,998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的 35.36％)；而起訴率低於 2成的犯罪類型依

序為侵占罪（17.91％）、妨害名譽及信用罪（16.68％）、偽證及誣告

罪（16.57％）及瀆職罪（10.31％），顯示國人有採取「以刑逼民」

訴訟策略的不當習慣，導致寶貴的司法資源，遭受無端損耗，亦值研

議對應之策。 

四、監所嚴重超收，且多係短期刑人犯 

近幾年來監所收容總人數，以 96年底 53,965人為最少，101年

底 66,106人為最多，且超額收容人數達 11,513人，占 21.10％，有

礙管理與教化；另就收容人犯之刑期觀察，近 5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

署執行有期徒刑之刑期均以 6月以下及六月以下易科罰金者最多，約

占各年執行有期徒刑總人數 57％-65％之間，且合計各年執行有期徒

刑之刑期，有八成左右為 1年未滿之短期自由刑，短期自由刑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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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監所服刑，不但破壞其社會關係之正常運作，造成日後社會復歸

之困難，以及家庭關係之崩解，且「學好不足、學壞有餘」，如何有

效以「轉向處遇」，來解決監所及社會問題，係屬國內刑事政策發展

之重要課題。 

貳、犯罪者特性 

一、青壯年犯罪者居首；未成年及老年犯罪創新高 

近 10 年之犯罪人口總數，均以 30-40 歲之青壯年為主，約占總

犯罪人數之三成；未滿 18歲之未成年及 60歲以上之老年犯罪，雖屬

總犯罪人數之少數，但 101 年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犯罪人數 347 人，

較 100 年之 301 人，成長了 46 人，除了成長幅度頗高，且犯罪人數

係 10年來的第三高，僅低於 92年的 385人及 93年的 358人；而 60

歲以上之老年犯罪係以 60-70歲區間之犯罪為首，101年之犯罪人數

高達 7,700人，係 10年來的最高峰，其自 94年後，逐年成長的犯罪

數字，不但值得觀察，亦宜有效因應。 

二、整體女性犯罪比例變化不顯著 

傳統社會角色及兩性生理的差異，導致男性犯罪比例向來遠超過

女性，而近年來由於社會多元開放及性別平權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

致使女性暴露於易致犯罪的情境大增，故女性參與重大犯罪案件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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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聞。近 10 年來女性犯罪情形，幾占總犯罪人數的一成四至一成五

之間，94年的 13.38%為最低，100年的 15.08%為最高，101年的 14.84%，

為 10年來的第三高，但整體犯罪比例變化不大。  

三、高中（職）教育程度者犯罪比例最高 

由於國人教育日漸普及，不識字者的犯罪比例最低，且逐年下降，

101年僅占總犯罪人數之 0.66%，係 10年來的最低；就整體犯罪數字

而言，犯罪者之教育程度，集中在國中及高中(職)，約占總犯罪人數

的六成，且值得觀察的是高中(職)教育程度的犯罪人數所占比例逐年

上昇，且逐年超過國中程度者，高中職程度犯罪人數，在 101 年達

33.98%，是 10 年來的新高，顯示政府除重視國民知能教育的提升，

亦應加強個人品格教育的養成。 

四、犯罪多集中在勞工及無業階層 

如以工作背景分析犯罪狀況，勞工階層以 97年的 38.36%為最高，

92年的 27.33%為最低，101年的 36.37%是歷來排名第三高；無業階層

以 99 年的 30.92%為最高，96 年的 26.50%為最低，101 年為 26.77%，

每年高低變化並不顯著。勞工及無業階層犯罪，近 10年來，每年均約

占總體犯罪人數的六成，顯示中下階層的犯罪人口比，仍然較其他族群

為高，「最好的社會問題，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觀點，在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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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具有實證性。 

五、非本國籍人士犯罪，約占一個百分點上下 

自 97 年以來，非本國籍人士的犯罪人數，幾年來都在一個百分

點上下盤旋，98 年為最高，有 1.13%，97 年為最低，有 0.94%，101

年則為 0.95%，變化並不顯著，而非本國籍人士犯罪，較顯著的前四

名，依其犯罪人數的高低，分別為越南籍、泰國籍、大陸地區、印尼

籍；如以性別區分，則除泰國外，女性犯罪人數，均高過男性，稽其

原因，主要是受到外籍配偶人數比例的影響，從中，我們亦可發現，

如何讓東南亞外藉配偶嫁到臺灣來之後，能夠組織圓滿家庭，讓外籍

配偶的加入，增加臺灣的族群文化融合內涵，不至於造成另一個社會

問題，也是政府必須努力的方向。 

參、結語 

    根據各項研究指出，頗多犯罪行為係因外界情境所導致，例如空

間的死角往往成為竊盜、搶奪及性侵害犯行密度較高的區域。亦有部

分犯罪案件，係導因於被害人因素，例如詐騙案件，不論歹徒的手法

如何，其本質均在利用人性之「貪念」與「恐懼」。所以針對各類型

的犯罪手法，其因應策略除加強刑事追訴外，並應找出容易被害的特

性因子，予以改善，以及教導民眾採取預防措施，避免被害高危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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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諸如加強安全社區環境、提高居民被害危機警覺能力等；另外，

現代化政府，不僅要在干涉行政的領域，妥取各種防範或打擊犯罪的

有效作為，更要透過前瞻性的給付或服務行政思維，讓人民感受到政

府的溫暖存在，法務部保護司近年來，不論在犯罪被害人保護、修復

式司法或社會勞動等社區處遇推動上，均有裴然成績，除頗值讚許，

亦為政府思考犯罪防治與刑事政策發展的重要動向。 

 

 

圖 1 近 1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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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主要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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