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2014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 與談 ~ 

謝文彥 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2015.12.07  於司法官學院   



欲控制犯罪，先要了解犯罪狀況 

• 一般人、政府官員、治安決策者如何了
解犯罪現象呢？ 

 

• 最基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從官方的犯
罪調查統計資料來獲得。 

• 犯罪狀況之資料最需講究精確與完整。 



103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的特色 

• 完整： 
– 彙整政府各部門處理犯罪案件的各種犯罪發生統
計資料 

• 豐富： 
– 呈現犯罪發生情形，亦呈現處理犯罪狀況之情形 
– 加入部分國際（其他國家）的犯罪狀況及比較 

• 深入： 
– 加入犯罪狀況之分析：舉辦專家焦點座談，探索
犯罪發展趨勢 

– 加入法務革新作為 
– 對近10年來的犯罪統計進行分析，亦對103年中
重大治安事件進行解析 



數字在說話 
（一）10年來的犯罪案件的變化 

 
• 犯罪在下降： 

– 美、日、英等國主要的犯罪下降，台灣整體
犯罪亦下降。 

• 主要犯罪類型：微罪(輕罪) 

– 公共危險，毒品，竊盜，詐欺 

• 103年的犯罪較102年：增加7333件 

– 298967  306300件 

– 尤其是妨害電腦使用及詐欺增加9009件 



數字在說話 
（二）犯罪類型的變化 

• 少年犯罪：犯罪率微降，但犯罪人口率微增 

• 女性犯罪：逐增(非暴力犯罪及公共危險罪) 

• 高齡犯罪：上升(公共危險、賭博、毒品) 

• 毒品犯罪：一級毒品下降，二三級毒品上升 

• 累再犯：累再犯率高(毒品、竊盜、公共危險) 



刑事政策與作為- 如何因應 

• 對犯罪者之微罪處理 
– 主要犯罪類型：微罪 (少年犯罪人口率增、女性犯罪增、
高齡犯罪增) 

– 不起訴與緩起訴處分案件增多： 

– 短期自由刑比例仍偏高(佔80%)：需善用社區處遇，尤
其緩起訴、社會勞動 

• 對被害者之保護關懷 
– 被害補償案件穩定，但整體補償金額提高 

– 保護項目多元(關心其身心及安全，含法律協助) 

– 努力方向：被害人參與、關係修復 

• 累再犯高形成慢性犯罪人之問題 
– 應區分暴力惡質性、非暴力性的累再犯處遇。 

– 面對監獄擁擠、長期刑受刑人增多(老年受刑人)的問題。 



結語 

• 持續讓數字說真話：說得正確，說得清楚 

• 注意數字變化型態及其突顯的意義 

– 大降的類型： 

– 微降的類型： 

– 微升的類型： 

– 大升的類型： 

• 政府依據犯罪數字(真實狀態)來作因應 

– 因應得正確，因應得圓滿 

– 包括對犯罪人、對被害人、對全社會的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