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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竊盜問題 

竊盜犯罪為榜首，台
灣地區2005-2009年
間佔全般刑案50%。 

 

如何有效降低案件發
生率、提升破獲率？ 

• 預防(prevention) 

• 預測(prediction) 

圖1：2003年至2011年竊盜案件發生率。 

資料來源：民國100年10月「中華民國統計月報」第549期。 

圖2：1995年至2009年竊盜案件破獲率。 

資料來源：民國99年7月「2009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預測住竊犯可能在哪裡？ 

罪犯錨點 ( Anchor points of criminals or home base )： 

指在連續犯罪事件中，犯罪者經常出現的地點
，例如居住地或工作地點等(Rossmo, 2000 )。 

Source: 改繪自Brantingham and Brantingham, 1984年犯罪型態理論架構圖 



為什麼一定要是「連續」住竊案件？ 

案件發生時有勘查人員前往勘查，能於現場蒐
集到住竊犯之個性化（如指紋、DNA、鞋印、
監視錄影畫面、目擊證人等）跡證。連續犯案
件數越多，其犯罪手法與空間型態越固定。 

 

研究資料： 

• 臺北地區在2006-2009年間，至少曾經犯案5件以上
，經警察及檢院偵審機關，移送、起訴、判決確定
的住竊犯，且他們必須符合單獨犯、以行竊住宅標
的為主。28個連續住宅竊盜犯罪者共326筆資料。 



如何找出罪犯錨點、縮小搜尋範圍？ 

地理剖繪 (Geographical profiling) 

• 係以環境犯罪學為理論基礎，運用連續犯罪者的犯
罪時間及空間型態等地緣因素，推估犯罪案件地點
與罪犯錨點關連性的分析方法。預測錨點的可能位
置，並找出適合的搜尋範圍（Cliff and Ord, 1969; Rossmo, 2000）。 

 

• 應用此概念，本研究使用下列兩種分析方法： 

»犯罪旅程分析模式 (JTC) 

»貝氏犯罪旅程分析模式 (BJTC) 



地理剖繪的操作步驟抽換驗證效度 

JTC 

• Step 1. 標出連續犯案事件地點的分布地圖。 

• Step 2. 利用已知歷史資料建立距離遞減關係圖。 

• Step 3. 推估可能的罪犯錨點位置機率地圖。 

BJTC 

• Step 4. 加入通勤條件的影響，考量犯罪頻率的起終區域矩陣。 

驗證 

結果效度 

• Step 5. 比較JTC和BJTC的誤差距離和百分位數。 

• Step 6. 加入警察局效果修正BJTC。 



Step 1. 連續住竊犯的空間分布型態 



Step 2. 距離遞減關係 

全體不分群 



Step 2. 距離遞減型態的分類 

              第一型                                  第二型 

        0.5km單高峰區             0.5km和3km雙高峰區 

 



Step 3. 推估錨點機率地圖 



Step 4. 加入犯罪頻率的起終區矩陣 



Step 5. 比較JTC和BJTC的結果效度 
百分位數 

推算「真實錨點的所在網格」位於全體網格的
百分比例。百分位數越接近100%，代表效度
越好。 

誤差距離 
指「真實錨點的所在網格」和
「預估錨點的所在網格」之間
的距離。誤差距離越小，代表
效度越好。 



Step 5. 比較JTC和BJTC的結果效度 



Step 6. 警察局效果的效度改善程度 

顯示加入警察局效果來修正BJTC，確實能提升
分析方法之結果效度。 

• 效度有顯著改善者（◎型）佔42.86% 

• 效度略改善者佔48.21%（A型+B型） 

• 效度未改善者（C型）僅佔8.93% 



討論 



國外研究 

暴力犯罪 

(性侵害、殺人、蓄意縱火) 

國內研究 

住宅竊盜 

 

(一)地理剖繪應用方面 

國內連續暴力犯罪的案例較少。 

目前連續住竊案件經由傳統刑事調查 

成效有限，故本研究嘗試以地理學角 

度介入犯罪偵查。 



(二)距離遞減型態的犯罪高峰 

第一型資料出現在距離罪犯錨點周圍0.5、1.5、
5和7公里處。 

第二型資料出現在距離罪犯錨點周圍0.5、3、6

公里處。 
 

 

 

機車做為作案交通工具的可能性相當高。 

本研究歸納錨點與犯案地點的距離關係時，採
用計算直線距離原則，未考慮路網距離的影響
下，也可能產生犯案機率的誤差。 



(三)BJTC效度較低 

BJTC應比JTC更能有效提升推估結果的信度與
效度（Block & Bernasco, 2009; Levine & Block, 2011），在本研究中未能觀察
到此項結果的可能原因為： 

 

BJTC雖能修正JTC等向性距離遞減現象的缺失
，但在分析效度上，仍以增加大量「多樣化且
不同犯罪類型的經驗值資料」更具有提升BJTC

推估錨點效度的結果。 
（Block & Bernasco, 2009;  Levine & Lee, 2009; Leitner & Kent, 2009） 



BJTC修正 JTC等向性距離遞減現象 

JTC： 

• 以直線距離為
唯一因子，機
率地圖呈同心
圓狀。 

 

BJTC： 

• 參考歷史資料
的起終點矩陣
，使機率地圖
為不完整的破
碎圓形。 



(四)兩個評估效度指標 

在比較JTC和BJTC的分析優劣上，可能出現： 

• 誤差距離縮小、但百分位數降低 

• 誤差距離拉長、但百分位數提高 

 

本研究目的主要期望能「縮小錨點搜尋範圍」
，並非要求找出準確的「錨點的XY座標」。 

 

強調百分位數提高的重要性，以百分位數為推
估錨點的實證結果，來彌補誤差距離的缺失。 

兩個指標 
變化不一致 



(五)研究限制 

1.獲取樣本資料限制。 

• 統計犯罪黑數、民眾不願報案、少數吃案或匿報。 
 

2.資料定位座標限制。 

• 若罪犯有意識改變真實錨點的位置（如搬家或更換
工作場域）、或在相關連的案件中故意提供錯誤的
資訊。 

 

3.分析方法本身限制。 

• 過去已破案的經驗值資料本身的多樣性太低、件數
太少，導致推估結果不能準確確定錨點所在位置。 



結論 



WHERE IS LOCATED 

主要貢獻： 

• 繪製錨點預測機率地圖。 

• 納入歷史犯罪資料、建物環境參數。 

• 建立評估指標 (百分位數和誤差距離) 。 

 

讓警政單位能主動出擊打擊犯罪，提高犯罪偵
察效率、改善社會治安問題的有效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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