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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優勢） 

 

1. 102年7月1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之組織再造
加入「犯罪防治研究中心」之編制乃是非常正
確的方向，尤其「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由當初
法務部研究編輯轉由「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
團隊主持，結合中央警察大學之師資，深具國
內犯罪學學術之卓越能量與嚴謹性，必能提供
國家重要犯罪問題之調查之實證客觀性與深度
廣度。  



 2. 調查報告結合多元研究取向，結合官方
統計資料、跨國比較法以及焦點團體座談
和學術同儕共同檢驗，具有研究的信度與
效度。 



3. 針對102年整體犯罪狀況與趨勢，作出10
點的政策建議，非常切合台灣現在與未來
之犯罪狀況與趨勢，所必須關注的基本軸
心，也符合台灣社會變遷下刑事政策所必
須關注的重要議題。 



  提供幾點建議與省思 

1. 各國犯罪率由下降的趨勢，為何台灣或其
他英、美國家之監禁人口卻沒有下降反而
增加，造成大量監禁時代的來臨、監獄擁
擠、超額收容等問題。 

  ◆可以從國際間的文化差異、政治角度、
市場經濟等鉅觀發展脈絡思考   





2. 少年犯罪有日趨集體化現象：高達56.4﹪科刑
者為三人以上結夥行為，少年犯罪之集體化手段
與暴力化現象值得憂慮與關切。 

 

 a. 如何解決偏差及犯罪少年之家庭失功能之問題 

 b.偏差及犯罪少年或毒品施用者少年處遇學校化 

  的功能之提升 



3. 我國雖然標榜著兩極化刑事政策，強調嚴厲的

刑事政策，其適用對象為重大犯罪、幫派份子、
藥物濫用者、累犯、精神病質者或恐怖主義者，
策略為刑事立法的「入罪化」、刑事司法的「從
重量刑」及刑事執行的「隔離與長期監禁」，其
目的在於強化刑法（罰）作為社會防衛之機能。
至寬鬆的刑事政策，其適用對象為輕微犯罪、無
被害人犯罪或偶發犯等，其策略為刑事立法的
「除罪化」、刑事司法的「除刑罰化」以及刑事
執行的「除機構化」，其目的就是在減輕刑事司
法體系之負擔，以便集中司法資源在重大犯罪案
件上。 



• 但是近年來，最新幾次刑法（加重竊盜、
醉態駕駛罪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針
對第三、四級毒品犯罪態樣）等之修法，
只有加重科罰，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似乎
只有「嚴」，未達到「寬」之目的，因此
，不禁有「寬的不夠寬，嚴的還是太嚴」 



4. 特殊收容人之處遇議題 
 
女性自覺 
女性受刑人被孤立於監獄生活空間中受到無時
無刻管理人員所代理執行的身體監督與懲罰，
生產出馴服聽話的父權架構下的女性個體。 

女性受刑人學到社會的價值觀與道德觀，也可
以說這些觀點，其實是父權體制與異性戀霸權
的觀點，女性受刑人在受監禁的過程中已漸漸
失去他們原本應該有的經驗。 

藉由透過「追求平等」將女性從傳統秩序中作
為「物體」的地位解放出來，成為「主體」，
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婚姻，也就
是女性的存在可以決定人類社會關係的「本質
」，並非由父權霸權架構下社會性別角色。 

 



矯治效能 
對於違反社會角色期待之女性犯罪人，應
先去思考，女性犯罪人是否適合進入犯罪
矯正機構。女性微罪部分，不應進入監獄
，除節省司法成本外，也較為適合女性犯
罪人。 

女性矯正措施應朝向更符合、滿足女性特
質與需要的女性導向反映（The Female-
Oriented Response）處遇制度或措施為宜
。 

尊重多元化的差異需求，妥適規劃具有男
性化且適合女性就業的職種。 

 



台南監獄開設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 面臨到高齡受刑人增加的趨勢，台南監獄和台南

市立醫院合作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班」，將透
過初級訓練課程如CPR急救、清潔衛生訓練和疾病
徵兆與處理等實際教學，時數滿20小時後能獲得
合格證書，並成為監內的照顧服務員，接受30名
收容人報名受訓，協助解決監獄內高齡或日常生
活不能自理照護的收容人。 

• 目前南監65歲以上高齡收容人有58人，最高齡者
則為84歲；此培訓課程是以照護、技術訓練和就
業三合一為目標，擔任監內的照顧服務員未來出
獄後，還可憑著一技之長增加就業市場的機會。 



 5.如何提升民眾對司法之滿意度與形象 
 
 103年上半年度來說，是否相信法官、檢察官處理
案件是公平公正的。首先在法官的部分，有效回
答的1,671位民眾中，認為相信法官處理案件是公
平公正的民眾佔25.7%，其中23.2%的民眾表示相
信，2.5%的民眾表示完全相信；而另外有74.3%不
相信法官處理案件是公平公正的，其中51.4%表示
不相信，22.8%的民眾完全不相信。本次調查較前
次調查明顯增加。在檢察官的部分，在有效回答
的1,627位民眾中，認為相信檢察官處理案件是公
平公正的民眾佔29.0%，其中26.0%的民眾表示相
信，3.1%的民眾表示完全相信，另外有71.0%選擇
不相信。 



   

6. 重視更保與犯保之機構所存
在之問題 



7. 罪不及妻孥，但是社會的排除與歧視一

直存在 

 受刑人的家庭成員往往是社會中最被忽視
與最弱勢的族群，監禁對受刑人的家庭和子
女的影響在學術研究、監禁統計、公共政策
和媒體報導幾乎完全被忽略，迄今有限的研
究表明，監禁可能對配偶和子女造成破壞性
的結果。 

 ◆重視父母的監禁對於兒童的心理健康問
題和反社會行為的實際風險。 

 



缺乏完整民眾被
害調查，無法及
時因應社會需求 

 
欠缺客觀第三方
長期民眾對司法
系統滿意度調查 

 
犯罪問題為政府
治理之根基 

大數據分析可促
進政府之效能 

 

一、緣起 

當前犯罪統計之呈現過於浮
面，欠缺犯罪防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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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大數據分析時代的來臨 
 
 

 
提出防制犯罪適切對策與政策建議 

刑事司法施政滿意度調查 

官方文件內容分析法:
蒐集台灣高等法院判決
確定書以了解犯罪模式
全般概況 

電話民意調查:瞭解警
政、檢察、法院、廉政
等機關之施政效能與滿
意度 

官方文件內容分析法與犯
罪被害調查法蒐集 

 

個案調查與深入
訪談調查法:透過
訪談受刑人深入
了解犯罪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