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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隨機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警訊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主任吳永達 

 

駭人聽聞的連續隨機殺人事件 

2015年 7月 20日晚北捷再傳隨機砍人事件，吸毒又失業的 27

歲郭姓男子在捷運中山站持刀砍傷 4人，這是繼去年鄭捷之後又一重

大捷運社會案件；無獨有偶，同晚身穿學校運動服的 15歲倪姓少年，

手持菜刀在三峽學勤路、大觀路口隨機砍殺一名女大生，這一夜二起

連續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離上次龔重安校園殺童事件不到二個月，

其發生密度之高，引起社會重大恐慌。 

自 2009年以來，國內有案可查的隨機殺人事件，至少有 8件之

多，且以今（2015）年發生頻率的密度最高，至今已達 3件。暴力犯

罪的盛行比率雖遠低於竊盜、詐欺或其他類型之財產犯罪，但因其具

有嚴重的暴戾性、殘忍性，故一直以來，都是民眾最為恐懼的犯罪型

態，殺人為暴力犯罪之標準類型，而隨機殺人（或稱無差別殺人、未

經選擇性殺人）更是暴力犯罪突變的加強版，因其發生的原因更加詭

異，防範也更加困難，所以，雖成例不多，但已足以引起整體社會的

嚴重不安全感。 

隨機殺人事件所反應的特殊犯罪現象 

隨機殺人發生的原因，在文獻上，可以從犯罪生物學、認知心理

學、社會學習等理論，得到廣泛且具不同角度的分析與觀察，但站在

犯罪防治的立場，就國內所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簿中，吾人以為，至

少有幾個特殊的犯罪現象，值得再三審視，妥為因應： 

一、 犯罪者角色已轉型擴及青少年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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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犯罪的研究領域，對於重大暴力事件，在加害人部分，多聚

焦於不良組織及其組成份子，但由近幾件駭人聽聞的隨機殺人事件，

有關暴力犯罪的加害人，不但轉型擴及青少年學子，且犯罪者的年紀

層亦有下修傾向。 

二、 隨機殺人的案件數呈逆勢增加現象 

觀察 2009年以後，國內殺人案件的消長情形，不論國內外，均

呈下降趨勢，為何國內隨機殺人的案件數卻有逆勢成長的現象，且多

發生在不特定多數人群聚之公共場所，值得進一步研究觀察。 

三、 隨機殺人者多不具羞恥感 

一般犯罪者，多具羞恥感，面對媒體鏡頭，會不斷閃避、遮蔽，

但隨機殺人者，對於自己所為，事後多未感後悔，對媒體的曝光，不

但不會主動迴避，反而，隱隱約約可以嗅出犯罪者，在大量媒體曝光

下，被增強的犯罪成就感，以及造成刺激，形成一股隱藏在社會未知

角落的盲目追隨力量，讓整體社會更顯不安。 

隨機殺人事件的防治之道 

一、 社會安全防衛系統的再加強，是最必須且有效的作法 

隨機殺人的犯罪發生地，多為人們可以自由進出之公共場所，

兇手沒有明確的動機，被害人不特定，與過去殺人案，多半有明顯的

恩怨不同，因犯罪人外觀多無特殊跡象，難以立即辨識，不過，部分

犯罪人會將其不滿情緒，透過網路預告殺人行動，因此，警方積極開

發可以迅速發現網上犯罪預告的技術，並在發現類似模仿言論後立即

逮捕處理，以防範未然並遏制模仿效應的蔓延，就顯得非常重要。另

外，台灣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快迅，除捷運外，台鐵與高鐵均隨時有

大量的交通人潮往返，一旦發生類此事件，傷亡情形，難以估算，因

此，有關大眾運輸體系的安全維護措施，也應全面檢視，並建立可以

立即回應暴力事件發生之 SOP標準處置流程與督導運作機制，以確保



 3 

社會安全。 

二、 國人價值與道德重整，是最基本的教育課題 

涂爾幹之無規範理論，認為傳統的社會具有強烈而明顯之集體意

識，而工業化社會由於極端分工的結果，導致社會結構之崩潰，個人

呈現疏離、隔閡之現象，人們不知道該做什麼、怎麼做、孰是孰非，

甚至無法控制自己之慾望，這種現象進入資訊時代，人們習慣於虛擬

空間的運作模式，漸漸喪失人際關係的社會現實感，狀況就更加嚴

重，因此，也助長了隨機殺人火苗的滋長蔓延。 

從現象面來看，鄭捷殺人事件後，短期間內竟有高達一萬多人

在網路上予以認同，甚至有人奉其為「師父」，揚言將模仿其行為；

不管是鄭捷殺人，只是為了「幹一件大事」，或者其引發的後續效應，

犯罪者毫無同理心，其殺人後更毫無羞恥感與悔意之現象，顯見國人

在價值觀念和道德意識上，已出現普遍且嚴重偏差，根據「整合明恥」

的犯罪理論，這種社會依附與信賴感薄弱，以及欠缺羞恥感的社會現

象，正是犯罪滋生的根源，亟待運用教育的力量，予以重整導正；尤

其犯罪者身上多潛藏著一顆冰冷敵對的心，如果沒有辦法運化矯正教

育的力量將其重塑、暖化，犯罪人日後離開高牆，也只是揭開下一段

犯罪輪迴的序幕而已，社會永遠不得安寧。 

三、 媒體報導，應避免社會不良模仿效應的產生 

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指標，媒體從事犯罪報導係屬新聞

自由保障之列，然從現今犯罪報導內容觀之，媒體關注的焦點，多只

是為了商業競爭，而非基於公共利益的社會責任，因此，紛紛陷入濃

厚之「煽腥主義（Sensationalism）」路線，不但對犯罪情節之報導

無微不至，有時還多方捕風追影，甚至不惜挖掘個人隱私，舉凡與本

案無關之事項，如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成長背景、家族狀況等，不論

是否與公共利益相關，全在報導之列，不但對社會安全防衛機制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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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沒有正面幫助，反而正中犯罪者下懷，助長犯罪者「利用犯罪證

實其社會存在感」的企圖，不但媒體報導版面越大，犯罪者越有犯罪

成就感，同時，也刺激並掀起一股不良的社會仿效風潮，如何透過新

聞自律和法律機制，對上述現象作有效之改善，亦值省思。 

四、 隨機殺人犯罪，是犯罪研究重要的新焦點 

無差別殺人事件成因為何？怎麼預防？有學者指出無差別殺人

最嚴重的問題在於：「他的敵人不是個人，是整體的社會，為了報仇，

他的對象是整個社會。但無法摧毀整個國家，就隨機挑人下手。」這

是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結果。  

台灣從威權時代，進入全球化的自由競爭，在強大的社會變遷

壓力下，過去的反社會犯罪，多只是對「物」的攻擊，例如：隨機劃

破別人機車坐墊或沿路砸毀別人汽車，現在，這股社會不滿的力量，

增強到對「人」的攻擊，且頻率漸漸增強，危害社會安全至鉅，儼然

已成為犯罪防治研究的新課題，值得政府與犯罪學界投入更高的關注

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