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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調的人生志願--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的省思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主任吳永達 

駭人聽聞的隨機殺人事件 

  2014年 5月 21日下午 16時 26分臺北捷運板南線發生隨機殺人事件，犯人為 21

歲的大二學生鄭捷，至 5月 22日止，事件共造成 4死 22傷，是臺灣近五年第五起隨機

殺人案，也是臺北捷運第一件隨機殺人事件。 

  本案一發生，社會各界對兇嫌的犯罪原因議論紛紛，因為兇嫌在警方偵訊時表示：

「從小就立下志願，要轟轟烈烈殺一群人」、「因為父母期望太高，覺得求學太累、活得

很辛苦。對於砍人犯行一點也不後悔，還很舒坦，因為已經圓夢了。」鄭捷父母向警方

表示，鄭捷高中時尚稱活潑，被國防大學退學後性情大變，鬱鬱寡歡，自此沉迷網路，

或撰寫奇幻小說成了現實生活唯一存在感。所以鄭捷殺人的原因，有人認為是病理或反

社會性格所致，有人認為是父母教育失敗，也有人認為是生活的挫敗或網路成癮症侯群。 

少年犯罪原因調查統計分析 

  鄭捷雖然已經 21歲，但還是大二學生，其身心屬性，與青少年相近，根據各少年

法院（庭）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資料統計分析，台灣少年兒童犯罪原因分為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社會因素及其他因素，而近 10 年（92 至 101 年間，

以下同）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均以個人心理為首位，其次在於家庭、社會因素。心理

因素在 100 年比例為 46.00％，為近 10 年最高；家庭因素有逐年下降的趨勢，92 年比

例為 22.01％，為近 10 年最高；另外社會因素影響所占比例略有下降，惟變動不大；生

理因素及學校因素各年所占比例較低，其他因素部分（例如好奇心驅使、愛慕虛榮等），

各年雖互有增減，但均占有一定比例（約在 20%至 30%之間），如表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6%8D%B7%E9%81%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6%8D%B7%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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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少年兒童犯罪原因統計 

 

  101 年因心理因素影響而犯罪之少年兒童，有 5,527 人，占 45.9%；因社會因素而

犯罪者有 2,022 人，占 16.8%；因家庭因素而犯罪者有 1,492 人，占 12.4%；因其他因

素而犯罪者有 2,364人，占 19.6%，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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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01年少年兒童犯罪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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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心理因素中，八成以上是由於自制力不足，而個

性頑劣所占比例則逐年減少，近年來已降至 5％以下。101年因自制力不足而犯罪者

5,089人（占 92.08％），因個性頑劣而犯罪者 282人（占 5.10％），如表二及圖二。 

表 2 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心理因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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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因素分析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分析人類進步的動力之一為：「渴望偉大」，但是，如果正向的力

量沒有被啟發出來，行為人很可能就會用反社會的負面方式，來尋求偉大或表現存在

感，很多重大犯罪或幫派的形成，都跟這樣的心理有關。 

  但是不是人生的「失敗組」才會出現反社會行為，其實也不一定！鄭捷在警方偵訊

時表示，「生活壓力大，不想活了，但不敢自殺，想被處死刑…，看來好像是「人生失

敗組」，才會有問題，但是，我們在現實的社會中，也會看到一些「人生勝利組」，出現

傷害自已或別人的行為，所以，如果我們用另一個例子來看，可能就會更清楚反社會行

為存在的主要原因了…。 

  有一個家暴家庭出生的三個小孩，長大後，一個害怕家暴，所以不婚，一個認為家

暴是正常的，所以，一天到晚打老婆，一個渴望得到溫暖的家庭，就多方學習夫妻相處

之道，一家和樂；同樣的家庭成長環境，出現三種不一樣的行為回饋，也發生了不一樣

的生命結果，所以，有人說「發生不等於結果」、「沒有過不去的事情，只有過不去的心

情」、「事情本身不會傷人、觀念才會傷人」，是很有道理的。 

沉迷電玩會導致殺人嗎 

  有學者呼籲電玩遊戲業者，能夠了解他們所研發出來的暴力殺戮遊戲，長久以來給

青少年帶來的負面影響，（就如同 A片灌輸給青少年的不正確的兩性關係一樣），如果社

會上充斥著這樣的電玩，長期沈溺在這種環境的青少年 ，會把電玩中虛幻的刺激情節

帶到現實中來實踐 ，但不少網友則批判：「干遊戲什麼事，全世界幾億人口在玩不就都

殺人犯？」、「是無能父母教育失敗，推給電玩幹麻？」 

  從犯罪學的角度，一個犯罪人格的形成，並非單一因素可以完全主導，犯罪人的犯

罪原因，除了其本身的身心因素，還包括家庭學校的教育因素，以及社會的整體環境，

所以，應該用系統或生態的觀念去看待犯罪問題，以及找出防範之道。暴力電玩不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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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犯罪的唯一影響因素 ，但是如果有暴力的人格傾向，在現實生活中屢遭挫敗，沉迷

電玩又已經到了現實與虛擬世界分不清楚的程度，就可能形成犯罪事件的主因。 

隨機殺人有無跡象可尋 

  人不可能一瞬間變成殺人犯。日本過去稱隨機殺人為「無因犯罪」，後來卻修正 為

「事出必有因」；隨機殺人嫌犯很多都是長期遭受挫折卻無處宣洩，成為社會邊緣人，

因而種下殺機。其實，從鄭捷的生活軌跡，已經不止一次流露出強烈的幻象以及反社會

性格等暴力犯罪的高度危險，例如：因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學校退學~學校適應不良；

挫敗後個性孤僻，不喜與人交談~人際互動欠佳；上課常在作業本寫殺人小說或短篇故

事，內容多半是上百人被帶到密閉空間，如廢棄教室、車站，由鄭捷擔任「魔王」殺人，

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就出現 20個「砍」字~沉溺在暴力的虛擬世界，只是其異常行為沒有

被重視，即時得到妥適處理而已。 

本案的社會省思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鄭捷的行為，令人髮指，但卻在網站上出現粉絲團，認為這是

一椿英雄事件，從犯罪學的角度，很多犯罪事件的發生，都是來自不當的崇拜與模仿，

因此，社會在重大犯罪事故發生後的近期內，應該加強注意防範類似事件的模仿者出

現，尤其傳播媒體應予自制，避免衝動者被刺激、效法。 

  再者，加強同理心訓練，讓青少年對他人的痛苦，有同樣真實的感受，也是避免暴

力犯罪案件發生的重要方法，唐代醫家孫思邈提出「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

下醫醫已病之病」，犯罪的事先預防永遠勝於事後的責罰或矯治，從本案，我們應該學

習到學校、家庭、社區，應設計增加同理心的教育課程,以及增強家人或鄰里情感互動

的頻率及強度，讓青少年有更健康的成長條件與生活能力。 

  另外，我們也看到正面的力量，例如有網友在臉書上發起「一人一朵小白花 悼念

無辜去世的人們」活動，並表示「希望能帶給台灣更多的愛，也請你給無辜去世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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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小白花代表悼念。」，也有鄉民在 PTT八卦板貼出照片，告訴大家前往現場獻花致哀，

希望大家能一起來參與。台灣是一個公民力量活絡的國度，如果有更多人站出來，用正

向的力量，形成社會溫馨的動能，我們才能更加深度的記取教訓，走出不幸，從哀傷、

恐懼中得到療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