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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02 年犯罪狀況及近 10 年 

犯罪趨勢分析 

本篇係就近年來依據警政署、法務部、衛福部等機關，在違反

相關刑事法律所定義之犯罪發生數、犯罪率、犯罪嫌疑人數、破獲

數等相關統計資料，分別加以分析說明，以瞭解最近 10 年的犯罪

趨勢。因為各單位在資料整編或法律定義上，容有差異，請讀者特

加注意，特別是本篇係以警政署所提供之資料為主，按警政署所使

用「全般刑案」名詞定義，泛指所有的刑事案件，而其資料的整編，

亦側重於「案類」的分類統計，與法務部主要以「普通刑法」與「特

別刑法」犯罪，作為資料統計分類的基礎，有所不同，研究小組為

融合其間的差異，謹以「全般刑案概況」、「普通刑法犯罪」、「特別

刑法犯罪」、「國際犯罪趨勢比較」四個章節，分述整體犯罪狀況。 

第一章 全般刑案概況 

102 年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全般刑案之發生件數為 298,967

件，較 101 年少 5.79％，較 10 年前，即 93 年少 42.76％。破獲當年

含積案 258,802 件，較 101 年減少 2.89％。犯罪嫌疑人數 255,310 人，

較 101 年減少 2.58％。犯罪率 1280.66，較 101 年減少 6.09％，另破

獲件數、犯罪嫌疑人數、犯罪率亦均較 10 年前，即 93 年低（表 1-1-1）。

其大要如下： 

壹、犯罪發生數與犯罪率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全般刑案發生數，除 93 年至 94

年間增加 6.28％外，94年至 102年皆呈現減少趨勢；以 102年 29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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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最低，94 年 555,109 件為最高（表 1-1-2、圖 1-1-1），最大的原

因是竊盜案件有逐年下降趨勢（表 1-1-3）。刑案發生率（或稱犯罪率，

係以每 10 萬人口中計算受理刑案之發生件數）與犯罪發生數有著相

同遞減的趨勢，以 94 年的 2,442 件為最高，102 年的 1,281 件為最低

（較 101 年減少 6.09％）（表 1-1-2、圖 1-1-1）。 

 

圖 1-1-1 近 10 年全般刑案概況趨勢 

102 年各類刑案發生數以竊盜案件發生最多（占 27.59％），公共

危險案件其次（占 22.13％），詐欺案件居第三位（占 6.28％）；而各

類刑案犯罪嫌疑人數，以公共危險案件為最多（占 26.63％），竊盜

案件其次（占 13.11％），傷害案件居第三位（占 6.10％）（表 1-1-4）。

觀察近 10 年來各類刑案發生件數趨勢，除公共危險案件自 93 年逐

年上升外，竊盜案件自 93 年起逐年下降，強盜搶奪案件自 94 年起

逐年下降，詐欺案件自 97 年起逐年下降（表 1-1-3）。而竊盜案件發

生數與刑案犯罪嫌疑人數之間，有著重大落差，與其他案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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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02 年竊盜破獲共 60,436 件，但犯罪嫌疑人只有 33,468 人，

其間差距之原因，乃在於竊盜罪的犯罪嫌疑人中，有頗多係屬慣犯，

常有破獲數案，而發現係屬同一人所為之情形。 

貳、犯罪嫌疑人數 

近 10 年來犯罪嫌疑人數，自 94 年起超過 20 萬人，至 97 年達

高峰 271,186 人，97 年至 102 年間迭有增減，102 年犯罪嫌疑人數為

255,310 人（比 101 年少 6,748 人，降幅為 2.58％）（表 1-1-2）。102

年各類刑案犯罪嫌疑人數以公共危險案件最多（占 26.63％），竊盜

案件其次（占 13.11％），傷害案件居第三位（占 6.10％）（表 1-1-4）。 

近 10 年全般刑案犯罪嫌疑人年齡組成趨勢，逐漸向高齡化發

展，特別是 60 歲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比率已從 93 年的 2.96％上升到

102 年的 7.22％（表 1-1-5、圖 1-1-2）。 

 

 

 

 

 

 

 

 

 

圖 1-1-2 近 10 年全般刑案犯罪嫌疑人年齡組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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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犯罪嫌疑人口數與犯罪人口率趨勢相似，自 93 年開始上

升至 99 年達高峰，有 49,631 人，99 年後迭有增減，102 年有 46,088

人（較 101 年減少 2,021 人，降幅 4.20％）（表 1-1-6）。102 年各類刑

案男女嫌疑人數，男性犯罪嫌疑人數以公共危險案件為最高（占29.54

％），女性犯罪嫌疑人數則以竊盜案件為最高（占 14.16％），而各類

刑案男性犯罪嫌疑人的比率均高於女性（表 1-1-7）。 

参、破獲件數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當年破獲之全般刑案，自 93 年起由 313,848

件上升至 96 年的 367,001 件，隨後逐年下降，至 102 年僅有 258,802

件，破獲件數下降之最大原因是全般刑案發生件數呈逐年減少趨勢

（表 1-1-2、圖 1-1-1）。 

第二章 普通刑法犯罪 

壹、財產犯罪 

一、竊盜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竊盜案件，自 93 年的 330,320

件逐年下降至 102 年 82,496 件。其中以汽車竊盜降幅最大，與 93 年

相較降幅達 87.11％，而機車竊盜降幅 86.01％，一般竊盜降幅 53.44

％（表 1-1-3、圖 1-2-1）。 

近 10 年各類竊盜案件發生數多呈遞減趨勢，102 年均下降至最

低點，唯扒竊呈現上升趨勢，與 93 年相比增幅為 2.01 倍（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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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近 10 年一般竊盜與汽機車竊盜案件發生趨勢 

二、詐欺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詐欺案件數，近 10 年來呈先增

後降趨勢，在 94 年達到高峰，有 43,023 件，自 97 年後逐年穩定下

降，至 102 年僅剩 18,772 件，為 10 年來新低點（較 101 年減少 8.08

％）（表 1-1-3）。詐欺犯罪嫌疑人數自 93 年呈遞增趨勢，98 年達高

峰 31,417 人後，99 年至 100 年呈遞減趨勢，101 年至 102 年間則迭

有增減，102 年犯罪嫌疑人數為 14,548 人（較 101 年減少 17.16％）

（表 1-1-7）。而依法務部調查局移送偵查之詐欺案件統計，詐欺案件

被害總金額以 96 年的 213 億 7,713 萬 4,831 元最高，102 年的 89 億

4,976 萬 9,726 元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47.83％，較 96 年減少 58.13

％）（表 1-2-2）。 

三、背信及重利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背信案件數，自 94 年起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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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遞增趨勢，以 102 年 762 件最多（較 101 年增加 47.96％）；而重

利案件自 93 年起呈逐年遞增趨勢，至 98 年達高峰有 3,508 件，而後

呈下降趨勢，至 102 年僅有 2,038 件為 10 年新低（較 101 年減少 8.03

％）（表 1-1-3）。背信犯罪嫌疑人數自 94 年起呈逐年大幅遞增趨勢，

102 年 698 人最多（較 101 年增加 45.72％）；重利犯罪嫌疑人數自

93 年起呈逐年遞增趨勢，在 96 年達高峰有 2,601 人之多，97 至 100

年間迭有增減，100 年後則呈遞減趨勢，至 102 年僅有 2,136 人（較

101 年減少 12.06％）（表 1-1-7）。 

四、贓物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贓物案件數，近 10 年來迭有

增減，以 100 年 1,387 件為最多（較 99 年增加 13.41％），102 年 1,023

件為最少（較 101 年減少 9.71％）（表 1-1-3）。贓物案件犯罪嫌疑人

數 10 年間亦迭有增減，以 100 年 1,203 人最多（較 99 年增加 9.26

％），102 年為 1,082 人（較 101 年增加 5.77％）（表 1-1-7）。 

貳、暴力犯罪 

一、強盜搶奪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強盜案件數自 94年起呈逐年

遞減趨勢，至 102 年達最低有 465 件（較 101 年減少 17.55％，較 94

年減少 84.34％）。搶奪案件亦自 94 年起呈逐年大幅遞減趨勢，至 102

年僅有 536 件，為近 10 年最低（較 101 年減少 24.61％，較 94 年減

少 93.34％）（表 1-1-3）。強盜犯罪嫌疑人數自 95 年起呈逐年遞減趨

勢，至 102 年僅有 686 人（較 101 年減少 19.86％，較 95 年減少 72.66

％）。搶奪犯罪嫌疑人數自 94 年起呈逐年遞減趨勢，至 102 年僅有

418 人（較 101 年減少 14.69％，較 94 年減少 68.64％）（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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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嚇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恐嚇案件數，以 95 年發生

5,453 件為最多，而後逐年遞減，至 102 年僅有 1,138 件為最少（較

101 年減少 4.21％，較 95 年減少 79.13％）（表 1-1-3）。恐嚇犯罪嫌

疑人數以 95 年 2,124 人最多，除 98 年較 97 年略增加 9.10％外，自

95 年起呈遞減趨勢，至 102 年僅有 1,104 人（較 101 年減少 11.82％，

較 95 年減少 48.02％）（表 1-1-7）。 

三、擄人勒贖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擄人勒贖案件數，自 93 年起

呈逐年遞減趨勢，102 年僅發生 8 件為最少（較 101 年減少 27.27％，

較 93 年減少 90.00％）（表 1-1-3）。擄人勒贖犯罪嫌疑人數以 95 年

240 人最多，除 95 年較 94 年略增加 6.19％外，近 10 年來呈遞減趨

勢，以 102 年 34 人為最少（較 101 年減少 24.44％，較 95 年減少 85.83

％）（表 1-1-7）。 

四、殺人罪（不含過失致死）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殺人案件（不含過失致死）

案件數，以 95 年 921 件最多，除 98 年較 97 年略增加 3.61％外，自

95 年起呈遞減趨勢，以 102 年 469 件為最少（較 101 年減少 24.84

％，較 95 年減少 49.08％）（表 1-1-3）。殺人犯罪（不含過失致死）

嫌疑人數近 10 年來迭有增減，以 95 年 1,715 人為最多，101 年 1,444

人為最少。101 年至 102 年則呈現大幅減少，102 年僅有 831 人（較

101 年減少 42.45％，較 95 年減少 51.55％）（表 1-1-7）。 

五、重傷害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重傷害案件數以 93 年 67 件

最多，除 95 年較 94 年增加 2.22％與 98 年較 97 年增加 19.35％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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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3 年至 99 年呈遞減趨勢，以 99 年 25 件為最少，99 年後遞增至

101 年 35 件（較 99 年增加 40.00％），102 年則降至 28 件（較 101

年減少 20.00％）（表 1-1-3）。重傷害犯罪嫌疑人數以 93 年 143 人最

多，除 97 年較 96 年增加 12.00％外，自 93 年至 99 年呈遞減趨勢，

99 年 32 人最少。99 年後遞增至 101 年 68 人（較 99 年增加 1.13 倍），

102 年則降至 61 人（較 101 年減少 10.29％）（表 1-1-7）。  

六、強制性交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強制性交案件數，近 10 年來

呈先增後降趨勢，以 96 年 1,998 件最多，96 年後逐年下降，至 102

年 818 件為最少（較 101 年減少 26.96％，較 96 年減少 59.06％）（表

1-1-3）。強制性交犯罪嫌疑人數自 93 年至 96 年呈遞增趨勢，96 年

1,821 人為最多，而後遞減，102 年的 771 人為 10 年來最少（較 101

年減少 30.67％，較 96 年減少 57.66％）（表 1-1-7）。 

參、其他主要犯罪 

一、賭博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賭博案件數，除 97 年較 96

年下降 0.40％外，自 94 年至 101 年呈遞增趨勢，以 101 年 6,943 件

最多，102 年則稍降至 6,417 件（較 101 年減少 7.58％）（表 1-1-3）。

賭博犯罪嫌疑人數除 95 年至 97 年下降 5.30％外，自 94 年至 101 年

呈遞增趨勢，以 101 年 13,733 人為最多，102 年則略降至 12,036 人

（較 101 年減少 12.36％）（表 1-1-7）。 

二、公共危險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公共危險案件數，近 10 年來

呈遞增趨勢，以 102 年 66,172 件最多（較 101 年增加 14.02％，較



第一篇 102 年犯罪狀況及近 10年犯罪趨勢分析 

 

9 

93 年增加 1.14 倍）（表 1-1-3）。公共危險犯罪嫌疑人數近 10 年亦呈

遞增趨勢，以 102 年 67,986 人最多（較 101 年增加 15.21％，較 93

年增加 1.18 倍）（表 1-1-7）。 

近 10 年各類公共危險案件嫌疑人數趨勢，酒醉駕車呈遞增趨

勢，以 102 年 62,228 人最多（較 101 年增加 17.59％，較 93 年增加

1.16 倍）；肇事逃逸呈遞增趨勢，以 101 年 4,189 人最多（較 100 年

增加 4.65％，較 93 年增加 3.04 倍），102 年降回 3,988 人（較 101 年

減少 4.80％）。飆車、縱火與其他類型則迭有增減（表 1-2-3）。 

三、妨害電腦使用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數，以 94

年 18,298 件為最高，除 100 年較 99 年增加 1.23 倍外，自 94 年至 102

年呈遞減趨勢，102 年的 3,115 件為 10 年來最低（較 101 年減少 28.99

％，較 94 年減少 82.98％）（表 1-1-3）。妨害電腦使用犯罪嫌疑人數

以 93 年 975 人為最高，除 95 年至 98 年與 100 年至 101 年略增加，

自 93 年至 102 年呈遞減趨勢，至 102 年僅有 379 人，為 10 年來最

低（較 101 年減少 23.90％，較 93 年減少 61.13％）（表 1-1-7）。 

四、瀆職罪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瀆職案件數，除 95 年至 96

年未增加與 97 年至 98 年及 100 年至 101 年減少外，整體而言 10 年

來呈遞增趨勢，至 102 年有 35 件為最高（較 101 年增加 12.90％，

較 93 年增加 4.83 倍）（表 1-1-3）。瀆職犯罪嫌疑人數除 95 年至 96

年、97 年至 98 年及 100 年至 101 年有減少外，近 10 年大體呈遞增

趨勢，至 102 年有 35 人為最高（101 年增加 29.63％，較 93 年增加

4.83 倍）（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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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別刑法犯罪 

特別刑法犯罪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違反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違反家

庭暴力防治法及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分述如下： 

壹、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查獲當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數，

除 98 年至 99 年增加 7.58％外，自 96 年起即呈遞減趨勢，以 96

年 52,835 件為最高，102 年 40,130 件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8.80

％，較 96 年減少 24.05％）。犯罪嫌疑人數同樣除 98 年至 99 年增

加 7.76％外，自 96 年起呈遞減趨勢，以 96 年 53,681 人為最高，

102 年 43,268 人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8.02％，較 96 年減少 19.40

％）（表 1-3-1、圖 1-3-1）。 

 

 

 

 

 

 

 

 

 

圖 1-3-1 近 10 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趨勢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查獲當年第一級毒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數

近 10 年來，除 94 年至 95 年與 96 年至 97 年略有減少外，大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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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增趨勢，至 100 年達最高有 1,885 人，而後遞減，102 年則有 1,576

人（較 101 年減少 8.85％）。第一級毒品施用的犯罪嫌疑人數自 96

年起逐年遞減，以 102 年的 9,044 人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21.86

％，較 96 年減少 68.27％）；而第一級毒品製造及運輸的犯罪嫌疑

人數近 10 年來則迭有增減。第二級毒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數除 94

年至 95 年曾減少 22.29％外，近 10 年來大抵呈遞增趨勢，以 101

年 2,076 人最高（較 93 年增加 3.87 倍），102 年略降至 1,989 人（較

101 年減少 4.19％）。第二級毒品施用的犯罪嫌疑人數呈先增後降

趨勢，以 99 年 22,122 人為最高（較 93 年增加 90.84％），而後逐

年下降，至 102 年有 18,109 人（較 101 年減少 8.65％）；至於第二

級毒品製造及運輸的犯罪嫌疑人數 10 年間則迭有增減。第三級毒

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數近 10 年來呈現大幅度遞增趨勢，以 102 年

1,483 人為最高（較 101 年增加 25.57％，較 93 年增加 20.81 倍）；

第四級毒品販賣的犯罪嫌疑人近 10 年間則迭有增減，以 102 年 12

人最高（表 1-3-2）。 

觀察第一級毒品施用犯罪嫌疑人年齡組成之變化，可見近年

逐漸向高齡化發展，年輕施用人口比率下降，特別是 50 歲以上的

犯罪嫌疑人比率已從 93 年的 2.98％上升到 102 年的 11.30％（表

1-3-3）。而第二級毒品施用犯罪嫌疑人年齡組成趨勢，30 歲至 49

歲階段之人口比率有增加的趨勢，已從 93 年的 40.64％上升到 102

年的 57.09％（表 1-3-4）。 

依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財政部關務署當年查獲第一級毒品的數量，近 10

年來，除 96 年至 97 年及 98 年至 99 年有增加外，101 年以前大致

呈遞減趨勢，以 100 年 17.85 公斤為最低（較 93 年減少 97.25％），

102 年增回 288.50 公斤（較 101 年增加 80.65％）。查獲第二級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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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數量除 93 年至 95 年大幅減少 96.84％外，自 95 年至 101 年

迭有增減，102 年增回 838.20 公斤（較 101 年增加 4.83 倍）（表

1-3-5、圖 1-3-2）。 

 

 

 

 

 

 

 

 

 

圖 1-3-2 近 10 年查獲第一、二級毒品數量趨勢 

圖 1-3-3 近 10 年查獲第三、四級毒品數量趨勢 

查獲第三級毒品的數量除 93 年至 94 年及 95 年至 97 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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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 93 年至 99 年呈遞增趨勢，以 99 年 2,618.53 公斤最高（較

94 年增加 4.90 倍），100 年降低至 1,436.95 公斤，100 年後則又呈

遞增趨勢，102 年增回 2,421.80 公斤（較 101 年增加 8.43％）。查

獲第四級毒品的數量除 94 年大幅增加至 7,118.81 公斤外，自 93

年至 101 年間迭有增減，101 年 85.40 公斤最低，102 年增回 107.90

公斤（較 101 年增加 26.35％）（表 1-3-5、圖 1-3-3）。 

貳、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破獲當年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數除

97 年至 98 年減少 49.22％外，近 10 年來呈先增後降趨勢，以 100

年 351 件為最高，93 年 122 件為最低，102 年則有 310 件（較 101

年減少 6.63％）。犯罪嫌疑人數除 93 年至 94 年與 96 年至 98 年減

少外，自 93 年起呈遞增趨勢，至 101 年有 3,041 人達最高，102

年稍降為 2,701 人（較 101 年減少 11.18％）（表 1-3-1）。 

参、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法務部調查局破獲當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數，自 93 年至

101 年 9 年間迭有增減，以 96 年 359 件為最高，101 年 200 件為

最低（較 100 年減少 19.03％）。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犯罪嫌疑人數，

9 年來迭有增減，95 年至 96 年曾大幅增加 83.35％，嫌疑人數以

96 年 1,443 人為最高，101 年 825 人為最低（較 100 年減少 5.61

％）（表 1-3-1）。（註：調查局廉政工作年報的統計資料僅提供 93

年至 101 年） 

肆、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破獲當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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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近 10 年來大致呈遞減趨勢，以 93 年 3,166 件為最高，102

年 1,294 件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3.93％，較 93 年減少 59.13％）。

犯罪嫌疑人數除 99 年至 101 年略增加 3.60％外，近 10 年間大體

呈遞減趨勢，以 93 年 2,899 人為最高，102 年 1,201 人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5.36％，較 93 年減少 58.57％）（表 1-3-1）。 

伍、違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一、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衛生福利部統計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受理疑似家庭暴力事件之通報件數與犯罪嫌疑人

數，近 10 年來皆呈遞增趨勢，通報件數至 102 年達最高，有 130,829

件（較 101 年增加 13.56％，較 93 年增加 1.64 倍），而疑似犯罪嫌

疑人數至 102 年達最高，有 105,665 人（較 101 年增加 11.51％，

較 93 年增加 1.39 倍）（表 1-3-1）。 

 

 

 

 

 

 

 

 

圖 1-3-4 近 10 年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被害人性別趨勢 

觀察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被害人之性別趨勢，女性被

害人數呈先增後降趨勢，以 99 年 49,163 人為最高（較 98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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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較 93 年增加 69.06％），102 年 43,112 人為最低（較 101

年減少 0.87％）；男性被害人數 10 年來呈遞增趨勢，以 101 年 6,512

人最高（較 93 年增加 2.60 倍），102 年略減至 5,824 人（較 101

年減少 10.57％）（表 1-3-6、圖 1-3-4）。 

兒少保護案件被害人之性別趨勢，近 10 年來女性被害人數呈

遞增趨勢，至 102 年達最高，有 17,653 人（較 101 年增加 29.75

％，較 93 年增加 6.59 倍）。男性被害人數趨勢同女性呈遞增趨勢，

至 102 年達最高，有 16,540 人（較 101 年增加 19.19％，較 93 年

增加 6.39 倍）（表 1-3-6、表 1-3-5）。 

 

 

 

 

 

 

 

 

圖 1-3-5 近 10 年兒少保護案件被害人性別趨勢 

老人虐待案件被害人之性別趨勢，女性被害人數近 10 年來大

致呈遞增趨勢，以 102 年 1,889 人為最高（較 101 年增加 0.96％，

較 93 年增加 1.67 倍）。男性被害人數 99 年以前呈遞增趨勢，至

99 年達最高，有 1,215 人（較 93 年增加 1.67 倍），100 年起迭有

增減，102 年則有 1,171 人（較 101 年增加 0.17％）（表 1-3-6）。 

二、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衛生福利部統計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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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防治中心受理疑似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件數自 93 年至 101 年

呈遞增趨勢，至 101 年達最高，有 15,102 件（較 93 年增加 1.90

倍），102 年略減至 13,928 件（較 101 年減少 7.77％）。疑似犯罪

嫌疑人數自 93 年至 101 年呈遞增趨勢，至 101 年達最高，有 12,066

人（較 93 年增加 1.69 倍），102 年減少至 10,901 人（較 101 年減

少 9.66％）（表 1-3-1）。 

陸、其他犯罪－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包括偽造貨幣罪（刑 195、196 條）、偽造有價證券

罪、（刑 201、201 條之 1）、侵占罪（刑 336 條 2 項）、詐欺罪（刑

339 條、339 條之 3、340 條）、背信罪（刑 342 條）、證券交易法

（171、174 條）、期貨交易法（112 條）、銀行法（125 條、125 條

之 2、125 條之 3、127 條之 2 第 2 項）、公司法、保險法（167、

168 條之 2、172 條之 1）、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105~108、110

條）、稅捐稽徵法（41、42 條）、懲治走私條例（2~6、8 條）。 

法務部調查局破獲當年經濟犯罪之案件數，近 10 年間迭有增

減，以 96 年 796 件為最高，100 年 624 件為最低，102 年則有 693

件（較 101 年增加 9.48％）。嫌疑人數在 10 年間亦迭有增減，以

96 年 3,828 人為最高，100 年 1,993 人為最少，102 年則有 2,708

人（較 101 年增加 28.65％）（表 1-3-7）。 

第四章 國際犯罪趨勢比較 

本章主要是以主要犯罪類型（包含殺人犯罪與竊盜）的犯罪率

及破獲率來比較臺灣、日本、英國（限定於英格蘭與威爾斯）與美

國的犯罪趨勢，以上的統計資料都來自該國的官方統計。 

本章的「主要犯罪」包含： 



第一篇 102 年犯罪狀況及近 10年犯罪趨勢分析 

 

17 

臺灣：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全般刑案件數 

日本：一般刑法犯罪件數 

英國：犯罪報告（來自各級警察機關的犯罪報告）總體件數 

美國：暴力犯罪與財產犯罪（推估值） 

每一個國家對於犯罪事件的定義、犯罪事件的構成要件與蒐集

統計資料的方法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國家間之比較有必要了解其

基礎是有差異的，而且各國統計資料的比較確有助於瞭解我國的犯

罪狀況與趨勢。然而，各國官方統計發行的時間多有延遲與不一致，

故本章各國統計數據僅比較 91 至 100 年，請讀者特加注意。 

壹、主要犯罪 

觀察 91 年至 100 年各國主要犯罪的犯罪率及破獲率。在犯罪

率方面，臺灣較日本高，但低於美國與英國；觀察 10 年間變化，

整體而言各國的犯罪率皆呈現下降趨勢，在 100 年，各國的犯罪

率皆較 99 年為低（表 1-4-1、圖 1-4-1）。 

 

 

 

 

 

 

 

圖 1-4-1 近 10 年各國主要犯罪之犯罪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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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獲率方面，臺灣每年的破獲率均高於其他三國，但除美

國的破獲率保持穩定外，其餘三個國家的破獲率 10 年來均有提

高，尤其臺灣在 10 年之內破獲率成長約 35.37％（表 1-4-1）。 

貳、殺人犯罪 

觀察 91 年到 100 年各國殺人犯罪的犯罪率及破獲率。在犯罪

率部分，臺灣高於日本與英國，但低於美國；觀察 10 年間變化，

整體而言各國的殺人犯罪率皆穩定狀態，但略有下降（表 1-4-2、

圖 1-4-2）。 

破獲率的部分，10 年間各國大多保持穩定，唯臺灣有較高的

提升；整體而言，殺人犯罪破獲率臺灣高於英國與美國，雖略低

於日本，但近年已與日本相當（表 1-4-2）。 

 

 

 

 

 

 

 

 

 

 

圖 1-4-2 近 10 年各國殺人犯罪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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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竊盜犯罪 

觀察 91 到 100 年各國竊盜犯罪的犯罪率與破獲率。在犯罪率

方面，臺灣一直較日本、美國與英國為低；而觀察 10 年間變化，

各國的竊盜犯罪率皆呈現穩定下降趨勢，除美國外降幅都相當明

顯（表 1-4-3、圖 1-4-3）。 

在破獲率的部分，臺灣一直高於日本、美國與英國；觀察 10

年間變化，各國大多保持穩定，但皆略有提升（表 1-4-3）。 

 

 

 

 

 

 

 

 

圖 1-4-3 近 10 年各國竊盜犯罪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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