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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退潮中的犯罪趨勢 

• 各種犯罪率的持續下滑 

 

• 高齡犯罪與處遇人口的上升趨勢 

 

• 兒童及少年犯罪人口的上升趨勢 

 



滑落中的暴力犯罪率：歷史性的幅度與速度 



低生育率所帶來的治安紅利？ 



生育率與暴力犯罪率可能有的關聯 

模式決定係數 (R2)   0.677 

生育率 (1969 – 1988) 迴歸參數 20.225 

監獄收容受刑人總數(1994 - 2013) 迴歸參數 -0.001 

失業率 (1994 - 2013)迴歸參數 6.486 

Durbin Watson 檢定值   1.301 

依變項 暴力犯罪率 (1994-2013) 

註：DW檢定值=1.301顯示誤差項之間沒有自我相關而呈現不互為獨立的情形。 

1969–1988年間每千人中減少一個新生嬰兒就與1994-
2013年間每十萬人減少20.2件暴力犯罪案件相關。雖無法
證實之間的因果關係，但這現象值得追蹤觀察。 



逐漸年邁的監獄人口：已開發國
家的趨勢 



高齡化的監獄：成本遠高過效
益的養老院？ 

受刑人出獄年齡與再犯率 



兒童與少年犯罪率的上揚趨勢 

• 值得觀察的人口風險 
 

 持續走高的單親家庭比例 (社會控制與支持
的減弱) 
 

 繼續攀升的生育年齡 (精神疾病與問題行為
的風險增加) 



台灣單親家庭的現況 

• 2001～2010年10年間，單親家庭戶數成長了三成，已高
達32萬4,846戶 

 

• 未滿18歲之單親子女人數占全國未滿18歲人口之10.58% 
(未包含因分居、隔代教養等所形成之廣義單親家庭) 

 

• 因離婚所造成的單親家庭僅佔67.1%，分居、配偶失蹤、
入獄服刑、隔代教養等均是可能原因 

 

--衛生福利部、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生育年齡高齡化與兒童犯罪 

年份 1983 1993 2003 2013 

生母>34 1.94% 4.79% 9.44% 21.94% 

生母年齡 25.7 27.4 28.4 31.4 

生父年齡 29.3 30.5 32.4 34.1 



人口結構快速變遷的挑戰與機會 

• 犯罪率下滑：社會大眾應被反覆的提醒台灣犯罪率長期下降的趨勢，
而在這氛圍下政府可大膽的研擬和實施有前瞻性的受刑人轉向或復
歸政策。 

 

• 高齡犯罪：在現今監獄嚴重超收的情況下，已退出犯罪生涯的高齡
受刑人應該藉減刑和假釋的機制離開監獄，如此可在不危害治安的
前提下改善受刑人生活條件、減緩監獄醫療系統的負荷。 

 

• 兒童／少年犯罪：教育、社福、公衛與司法體系應就家庭資源分配
兩極化、生育高齡化和單親家庭數量逐年上升對兒童及少年精神衛
生的衝擊進行研究，並及早整合資源以控制精神疾病、學習障礙、
藥物濫用、犯罪行為所共有的早期風險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