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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少年事件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 條之 1 規定，少年事件分為少年刑事

案件及少年保護事件 2 類；依同法第 3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的規定，

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或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均由少年法

院(庭)依本法處理之。其中所謂少年依同法第 2條及第 85條之 1的

規定，係指 12歲以上 18歲未滿之人，至於 7歲以上未滿 12歲之兒

童，如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則亦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

由少年法院（庭）處理之。 

我國刑法規定 14歲未滿者，因為欠缺刑事責任能力而免責，此

係基於「少年宜教不宜罰」的概念，亦是少年事件處理法制定之目

的。惟如此並不影響少年不當行為符合刑法客觀構成要件，進而成

立犯罪行為之本質。由於少年兒童係國家未來之希望，而犯罪研究

對於犯罪行為的界定往往著重於行為本身造成的影響，進而分析行

為人之特質，歸納犯罪原因，以供研擬防制對策。因此本章主要係

依據司法院統計處所提供之資料，分析 18歲以下少年及兒童因觸法

或有虞犯行為而繫屬少年法院（庭）之事件概況，並予分析犯罪少

年之特性，以為預防保護之參考。 

第一節 整體少年兒童犯罪概況 

壹、犯罪人數 

比較近 10年（91年至 100年）來各少年法院（庭）審理終結而

裁判觸法之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不含虞犯）之變化，少年兒童犯

罪總人數自 91年（13,822人）以後逐年減少，至 96年減為 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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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近 10年來最低，100年略為回升至 11,373人。比較近 10年

少年兒童犯罪情形，九成五以上均係少年兒童保護事件，其中以 91

年 13,312人最多，96年 8,641人最少，100年則有 11,010人；而

在少年兒童刑事案件部分，近 10年各年人數迭有增減，惟大致呈逐

年遞減，以 91年 510人最多，99年 302人為近 10年最少，100年

則有 363人。另虞犯人數 10年來呈增加趨勢，以 91年 644人最少，

100年 1,979人則為近 10年最多（表 4-1-1）。 

若以犯罪總人數比較，近 10年少年兒童犯罪人數約占各年總犯

罪人數的 0.05％-0.11％之間，比率呈逐年下降趨勢，以 91 年所占

比例 0.11％最高，96~98 年均占 0.05％為最低，100 年所占比例為

0.06%（表 4-1-2）。 

貳、犯罪類型 

少年兒童犯罪，在犯罪類型分類上，歷來均以竊盜罪所占的人

數比率最高（26.40％-46.07％），100年竊盜罪人數亦居少年兒童犯

罪之首位，計 3,003人，占少年兒童總犯罪人數的 26.40％，惟竊盜

罪所占之人數比率近 10 年來呈逐年下降走勢，100 年為近 10 年最

低。其次是傷害罪，近 10年傷害罪比例逐年增加，以 91年占 10.43

％最低，100 年占 25.89％為最高。而妨害性自主罪自 90 年以來，

亦呈逐年增加趨勢，至 100年計 798人（占 7.02%）（表 4-1-3）。 

毒品犯罪自 87年將肅清煙毒條例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

單純施用毒品之少年兒童依規定先行移送觀察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

戒（期間最長為二個月），其後，若經評估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

則由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或再移送少年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

治處分。受到此一措施之影響，91年至 96年間少年兒童毒品犯罪人

數占整體少年兒童犯罪比例在 1.52%-3.03％之間，惟自 97年起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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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人數明顯增加，所占比例增為 4.41％，100 年所占比例又增為

9.33％，為近 10年新高，但仍遠低於竊盜罪及傷害罪等主要犯罪類

型。（表 4-1-3）。 

參、犯罪人口率 

近 10年來，各年少年人口數迭有增減，惟少年之犯罪人口率，

則大致呈下降的趨勢，其中以 91 年最高，每十萬人中有 703.21 人

犯罪；94年最低，每十萬人中有 452.77人犯罪，100年每十萬人中

有 605.95人犯罪（表 4-1-4）。 

未滿 12 歲之兒童人口數自 91 年以來逐年減少，而兒童之犯罪

人口率，近10年來則迭有增減，其中以100年兒童中每十萬人有8.33

人（犯罪人口數為 219 人）犯罪，為近 10 年來最高；最低為 92 年

每十萬人之 5.71人犯罪（表 4-1-4）。 

肆、保護案件 

一、主要犯罪種類（表 4-1-5） 

(一)竊盜罪 

近 10年來各少年法院（庭）受理少年兒童保護事件，

經裁判交付保護處分之犯罪少年兒童中，均以觸犯竊盜罪

的人數最多，惟人數呈現逐年遞減趨勢，91 年約各占全年

少兒童犯罪人數之五成，逐年遞減，至 96年以後跌至四成

以下，100年少年兒童竊盜罪人數有 3,001，占全年少兒童

犯罪人數之 27.26％，為近 10 年來少年兒童保護事件竊盜

罪所占比例最低。 

(二)妨害性自主罪  

妨害性自主罪自 88年修法公布實施，將強制性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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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猥褻及利用權勢姦淫等罪（刑法第 221條至 229條之 1）

列為「妨害性自主罪」，至於近親相姦、公然猥褻及散布猥

褻圖畫等罪，仍稱為「妨害風化罪」（刑法第 230 條至 245

條）。而鑑於社會自主權意識抬頭，且性觀念趨於開放，加

上色情資訊等影響因素，少年兒童妨害性自主罪在整體少

年兒童犯罪所占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00年少年兒童妨

害性自主人數有 798 人，所占比例為 7.25％，犯罪人數及

所占比例均為近 10年最高。 

(三)毒品犯罪（含麻醉藥品管制條例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自 8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佈實施，對於單純施用者

依據除刑不除罪的刑事政策，以及治療勝於懲罰、醫療先

於司法的理念，原則上改為施以戒除之處分，因此依規定

單純施用毒品之少年兒童均先送觀察勒戒，其後若經專業

精神科醫師評估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則由少年法院（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由於新興毒品推陳出新，藉由三、四級管制毒品，如 k

他命等引誘少年兒童施用，造成少年兒童藥物濫用情形趨

於嚴重，近 3 年來毒品犯罪人數有所增加，有關單位應嚴

加注意，100 年有 882 人（占 8.01％），人數為近 10 年最

高。 

(四)傷害罪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保護事件中觸犯傷害罪人數迭有

增減，惟所占比率因整體少年兒童犯罪人數減少而有逐年

昇高的趨勢；犯罪人數最少及所占比率最低均為 91年，分

別為 1,357人與 10.19％；100年有 2,924人，占 26.56％，

犯罪人數占近 10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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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盜搶奪盜匪罪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保護事件中觸犯強盜搶奪盜匪罪

的人數及比率有逐年降低趨勢，其中以 91年犯罪人數（367

人）及所占比例最高(占 2.76％），之後各年人數與所占比

率呈逐年減少的趨勢。100年少年兒童保護事件中觸犯強盜

搶奪盜匪罪人數為 74人（占 0.68％），所占比例為近 10年

最低。 

(六)公共危險罪 

歷年少年兒童保護事件中觸犯公共危險罪人數及所占

比率有逐年升高的趨勢，91 年觸犯公共危險罪人數為 306

人，占 2.30％，為 10年來最低，100年有 973人（占 8.84

％），犯罪人數及所占比率均為 10年來最高。 

(七)恐嚇取財罪及擄人勒贖罪 

少年兒童保護案件中觸犯恐嚇取財罪，以 91年最多，

計 246人，占 1.85％，往後則逐年遞減，至 95年後略有回

升，100 年有 348 人，占 3.16％。而在觸犯擄人勒贖罪人

數及比率方面，各年人數多為 0，其中以 97年 3人最多（占

0.03％）。  

二、犯罪年齡 

近 10年來保護事件少年兒童之犯罪年齡，大都集中在「14歲以

上 18歲未滿」四個年齡層，約占全部保護事件少年兒童人數八成左

右。而各年齡層所占比例迭有變動，13歲以上 14歲未滿之年齡層有

下降趨勢；而 17 歲以上 18 歲之年齡層則呈增加趨勢，但 100 年略

為減少（占 26.79%）。而若以學制而言，近 6年來 14歲以上 16歲未

滿之年齡層(約國中階段)所占比例呈減少趨勢，而 16 歲以上 18 歲

未滿的年齡層(約高中階段)所占比例則呈增加趨勢，顯示近幾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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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兒童觸法年齡有趨向高年齡層的情形。 

100年少年兒童犯罪年齡亦大多分佈於「14歲以上 18歲未滿」

年齡層之間，其中以 17歲以上 18歲未滿者所占比例最高，占 26.79

％，其次是 16歲以上 17歲未滿者，占 21.07％；15歲以上 16歲未

滿者，居第三位，占 18.91％（表 4-1-6）。 

三、教育程度 

近 10年來保護事件少年兒童之教育程度，皆以「國中肄業」(含

在校及離校，下同)者人數為最多，所占比例為該年保護事件少年兒

童人數的 40％至 48％之間，惟近年來「國中肄業」所占比例呈減少

趨勢；而「高中肄業」(含在校及離校，下同) 者人數所占比率則呈

增加趨勢；98~100 年兩者所占比例已相差無幾，顯示近 3 年來觸法

少年兒童之教育程度有提高的趨勢（表 4-1-7）。 

四、職業 

100年保護事件少年兒童以在校生 6,493人為數最多，占 58.97

％，其次為輟學未就業者 1,788人（占 16.24％）；就業者 1,298人，

占 11.79％；無業者 849人，占 7.71%；半工半讀者 582人，占 5.29

％（表 4-1-8）。而就業者之就業場所則以在工廠、餐飲速食店、商

店及公司行號等場所較多，而無固定場所打工者有 419人，占 22.29

％ (表 4-1-8-1）。 

五、家庭經濟狀況 

近 10年來保護事件少年兒童之家庭經濟狀況，均以「小康之家」

者及「勉足維持生活」者最多，兩者合計約占各年整體人數九成左

右。而 94年以前皆以「小康之家」者人數為最多，「勉足維持生活」

者居第二；95 年以後「勉足維持生活」者則躍居第一，100 年兩者

差距更形擴大。而值得注意的為「勉足維持生活」者之比例逐年增

加，而「小康之家」者所占比例逐年減少，與我國近年來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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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相符合，惟家庭經濟與少年兒童之觸法行為間的關係如何，則

仍需深入研究（表 4-1-9）。 

六、父母狀況 

近 10年來保護事件少年兒童之父母現況，皆以「父母俱存」者

人數最多，100年所占比例為 86.53％。而就父母的婚姻狀況而言，

近 5年來則以父母關係正常者占最多，惟 98年人數降為 3,817人，

占 42.50％，人數為近 5年來最低，100年人數為 4511人，占 40.97%。

而「父母離婚」者所占比率僅次於關係正常者，其人數以 93年 2,577

人最少，100年為 4,050人，占 36.78％，人數及比例均為近 5年來

最高（表 4-1-10、表 4-1-10-1）。 

伍、刑事案件 

近 10 年來各少年法院（庭）審理觸犯刑罰法令之少年，刑事案

件部分以 91年人數最多，計 510人，之後逐年減少，100年為 363人。 

一、主要犯罪種類（表 4-1-11） 

(一)竊盜罪 

近 10 年來刑事案件少年竊盜罪人數呈逐年減少的趨

勢，以 91 年 23 人為最多，所占比例 4.51％為最高。近 5

年來少年竊盜罪人數均為個位數，100 年為 2 人，占 0.55

％。 

(二)毒品犯罪（含肅清煙毒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麻醉藥

品管制條例） 

近 10 年來刑事案件少年中，毒品犯罪人數以 91 年有

17人，為近 10年最少。近年來毒品犯罪人數有增加趨勢，

100年有 179 人，為 10來最多，且因總體刑事案件少年人

數減少，所占比例增至 49.31％，亦為近 10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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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盜搶奪盜匪罪（含強盜罪、搶奪及海盜罪及懲治盜匪條

例，簡稱強盜搶奪盜匪罪） 

近 10年來觸犯強盜搶奪盜匪罪之少年刑事案件人數以

91年最多（共 200人，占 39.21％），人數最少者為 100年

（共 60 人，占 16.53％）。近 10 年各年之強盜搶奪盜匪罪

觸法人數雖明顯減少，但仍為該年少年刑事案件中各類罪

名人數的前二位。 

而強盜搶奪盜匪罪中，91 年以前以懲治盜匪條例人數

最多，91年 1月 31日廢除懲治盜匪條例後，則以強盜罪所

占人數最多，而搶奪及海盜罪人數極為少數。 

(四)殺人罪 

近 10年來少年刑事案件中屬於殺人罪的少年人數，以

91年的 63人最多（占 12.35％），100年的 12人（3.31％）

最少。而各年殺人罪人數與占整體刑事案件少年人數之比

例迭有增減，所占比例介於 7 至 18％之間，犯罪人數則略

呈減少趨勢。 

(五)傷害罪 

近 10年來少年刑事案件中屬於傷害罪的少年人數迭有

增減，以 100 年的 20 人為最少（占 5.51％），91 年的 85

人為最多，100年為 20人（占 5.51%）。 

(六)妨害性自主罪 

自 87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修法公佈實施以後，觸犯妨

害性自主罪少年人數以 100 年的 70 人最多，惟以 98 年所

占比例為近 10 年最高（占 19.44％），100 年為 70 人（占

19.28%）。鑑於社會性自主權觀念的提倡及人際關係日漸複

雜，未來妨害性自主案件仍將占一定比例，有賴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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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落實少年兩性教育。 

綜括而言，近年來少年刑事案件觸法人數，大多以強

盜罪所占之比率最高，其餘為傷害罪、妨害性自主罪、殺

人罪與毒品犯罪。100年刑事案件犯罪少年人數排名，依序

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妨害性自主罪、強盜罪、傷害罪及

殺人罪等，由於少年事件中刑事案件均屬較為重大之犯

行，近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逐年增加之情形（表 4-1-11）。 

二、犯罪年齡 

近 10年來刑事案件少年之年齡，以「16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

兩個年齡層較多，且以「17歲以上 18歲未滿」之年齡層人數最多（表

4-1-12）。 

100年刑事案件少年年齡與罪名之關係，16歲以上 18歲未滿之

年齡層犯罪人數首位之罪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其次為強盜

罪、妨害性自主罪；14歲以上 16歲未滿的年齡層犯罪人數前三名包

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妨害性自主罪與強盜罪（表 4-1-13）。 

三、教育程度 

近 10年來各年刑事案件少年之教育程度，以國中肄業及高中肄

業比例變化較大，其中 92年以前國中肄業所占比例最高，約占四成

左右；93 年之後所占比例略有下降，已占三成以下。至於高中肄業

比例近 10年大致為成長趨勢，93年後更超越國中肄業，為刑事案件

少年教育程度之首位。100年刑事案件少年之教育程度，亦以高中肄

業程度之 190人最多，占 52.34％；國中肄業有 96人，占 26.45％；

國中畢業居次，有 67人，占 18.46％（表 4-1-14）。 

四、職業 

100年刑事案件少年就業情形，以在校生 137人人數最多，占刑

事案件少年人數的 37.74％，其次為輟學未就業者，有 94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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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0%；無業者 47人，占 12.95％；就業者 73人，占 20.11％（表

4-1-15）；若以就業場所觀之，則以不定場所打工、公司行號、餐飲

速食店者較多(表 4-1-15-1）。 

五、家庭經濟狀況 

近10年來刑事案件少年之家庭經濟狀況，93年之前各年皆以「小

康之家」者人數最多，其次為「勉足維持生活」者；94 年之後則以

「勉足維持生活」者人數最多，「小康之家」與「勉足維持生活」者

合計約占各年整體犯罪人數九成左右。100年亦以「勉足維持生活」

者最多，計 223人，占 62.82％；其次為「小康之家」者 109人，占

30.70％（表 4-1-16）。 

六、父母狀況 

近 10年來刑事案件少年之父母現況，皆以「父母俱存」者人數

最多（表 4-1-17）。若以父母之婚姻狀況觀之，近 5年來則以父母婚

姻關係「正常」者人數最多，其次為「父母離婚」者，惟近年來「父

母離婚」比例逐年上升，而婚姻關係「正常」者比例逐年下降，兩

者差距已縮小(表 4-1-17-1）。 

陸、虞犯少年 

當少年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依其性格

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應由少年法院（庭）依本法處

理。近 10年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虞犯人數略呈增加趨勢，以

91年的 644人最少，100年有 1,979人，為近 10年最多（表 4-1-18）。 

一、虞犯少年之行為 

虞犯少年之行為問題 98年以前以「經常逃學或逃家」者為最多，

其次為「吸食或施打煙毒以外之麻醉或迷幻物品」者；惟自 92年之

後「吸食或施打煙毒以外之麻醉或迷幻物品」者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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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98年開始超越「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占居首位，100年有 1,669

人，占 84.34％，為近 10年最高；其次才為「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有 177人，占 8.94％（表 4-1-18）。 

二、虞犯少年之年齡 

虞犯少年之年齡層所占比例各年多有變動，「13 歲以上 14 歲未

滿」與「14歲以上 15歲未滿」之低年齡層大致呈先升後降變化，以

92年為分水嶺，之前為逐年增加趨勢，之後則為逐年下降趨勢。「13

歲以上 14 歲未滿」者以 92 年的 21.74％所占比例最高；而「14 歲

以上 15 歲未滿」者以 92 年的 33.58％所占比例最高。另外「16 歲

以上 18 歲未滿」之高年齡層人數則呈先降後升變化，亦以 92 年為

分水嶺，之前為逐年下降趨勢，之後則為逐年增加趨勢，尤以近五

年更明顯增加（表 4-1-19）。 

三、虞犯少年之教育程度 

近 10 年來虞犯少年之教育程度，100 年以前皆以「國中肄業」

者人數最多，所占比例在 56.53％至 79.66％之間，惟近年來所占比

例呈降低趨勢，而「高中(職)肄業」者則呈增加趨勢。100年虞犯少

年之教育程度，則以「高中(職)肄業」者最多，計 891人，占 45.02

％，「國中肄業」者次之，計 739人，占 37.34％（表 4-1-20）。 

四、虞犯少年就業情形 

100年虞犯少年之就業情形，以「在校生」最多，計 866人，占

43.76％，其次為「輟學未就業」者 455人，占 22.99％（表 4-1-21）；

而就業者中以在不定場所打工、工廠、商店及餐飲速食店等較多(表

4-1-21-1）。 

五、虞犯少年之家庭經濟狀況 

近 10年來虞犯少年之家庭經濟狀況，皆以「小康之家」及「勉

足維持生活」二者最多，兩者合計在八成以上。惟近 10年來「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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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者所占比例有逐年降低趨勢，而「勉足維持生活」者所占比

例則逐年增加，94 年以後「勉足維持生活」成為虞犯少年之家庭經

濟狀況首位，95 年人數雖略為下降， 99 年與 100 年虞犯少年之家

庭經濟狀況，「勉足維持生活」者所占比例已擴大與「小康之家」者

之差距。（表 4-1-22）。 

六、虞犯少年之父母狀況 

近 10年來虞犯少年之父母現況，多以「父母俱存」者最多（表

4-1-23）。而虞犯少年之父母婚姻狀況，近 5年皆以父母婚姻關係「正

常」者最多，其次為「父母離婚」者，惟 98年開始「父母離婚」者

之人數首度超越父母婚姻關係「正常」者，居首位(表 4-1-23-1）。 

七、女性虞犯少年之行為 

近 10年來女性虞犯少年之行為，大多係以「經常逃學或逃家」

者為最多，其次為「吸食或施打煙毒以外麻醉或迷幻物品」者，自

95 年以來「吸食或施打煙毒以外麻醉或迷幻物品」者之人數與所占

比例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至 99年「吸食或施打煙毒以外麻醉或迷幻

物品」者人數超過「經常逃學或逃家」者。100年女性虞犯少年計有

498人，主要行為問題為「吸食或施打煙毒以外之麻醉或迷幻物品」，

計 367 人，占 73.69％，其次為「經常逃學或逃家」，計 110人，占

22.09％（表 4-1-24）。 

第二節 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分析 

壹、概況 

根據各少年法院（庭）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之資料統計，少

年兒童犯罪原因分為「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

校因素」、「社會因素」及「其他因素」，以下即據以分析少年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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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主要在於心理、家庭、社會因素，

91年以前均以「家庭因素」排名第一，而「家庭因素」自 91年 28.37

％，逐年下降，至 100年 12.73％為近 10年最低。92年起個人「心

理因素」躍升為首位，且影響比例逐年提高。100年比例為 46.00％，

為近 10年最高。另外「社會因素」影響所占比例略有下降，惟變動

不大；「生理因素」及「學校因素」各年所占比例較低，其他因素部

分（例如好奇心驅使、愛慕虛榮等），各年雖互有增減，但均占有一

定比例（約在 20%至 30%之間）。100年因「心理因素」影響而犯罪之

少年兒童，有 5,232 人；因「社會因素」而犯罪者有 1,917 人；因

「家庭因素」而犯罪者有 1,448人；因「其他因素」而犯罪者有 2,225

人（表 4-2-1）。 

貳、家庭因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家庭因素」中，以「管教不當」

及「破碎家庭」為兩大重要原因，惟「破碎家庭」者有逐年下降趨

勢，因「家庭關係不和諧」而犯罪者近年亦維持一定的比例（占 7-9

％），其餘因「犯罪家庭」及「子女眾多」等因素而影響其觸法者所

占比例較少。100年少年兒童犯罪因「管教不當」而犯罪者，計 943

人，占 65.12％，因「破碎家庭」而犯罪者，計 280人，占 19.34％

（表 4-2-2）。 

參、社會因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社會因素中，以「交友不慎」為

主要原因，所占比例多在九成以上。100年因「交友不慎」而犯罪者，

有 1,795 人，占 93.64％；其次為「社會環境不良」而犯罪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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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人，占 2.82％（表 4-2-3）。 

肆、心理因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心理因素中，八成以上是由於「自

制力不足」，而「個性頑劣」所占比例則逐年減少，近年來已降至 7

％以下。100年因「自制力不足」而犯罪者有 4,830人，占 92.32％；

因「個性頑劣」而犯罪者有 297人，占 5.68％（表 4-2-4）。 

伍、生理因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生理因素中，以「性衝動」及「精

力過剩」為主要原因。100 年因「性衝動」而犯罪者有 374 人，占

74.95％；其次為因「精力過剩」而犯罪者有 102人，占 20.44％（表

4-2-5）。 

陸、學校因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學校因素中，以「適應不良」、「處

理不當」及「失學」為主要原因，其中「處理不當」因素所占比例

先增後減，於 95年曾超越「適應不良」因素，居少年兒童犯罪原因

之學校因素首位，惟近 2年來已明顯降低。100年少年兒童犯罪原因

之學校因素以「適應不良」者最多，有 24人，占 46.15％（表 4-2-6）。 

柒、其他因素 

近 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原因之其他因素中，多因「缺乏法律常

識」及「好奇心驅使」而犯罪者最多。100年因「缺乏法律常識」而

犯罪者，計 816 人，占 36.67％，因「好奇心驅使」而犯罪者，計

441人，占 19.82％，因「其他」因素而犯罪者，計 614人，占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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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第三節 少年事件之處理 

壹、處理概況 

100年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兒童刑事案件暨兒童保護事件

調查收結情形，就「受理件數」分析，總計受理 19,750件，其中「少

年觸犯刑罰法令事件」15,895件；「少年虞犯行為事件」3,284件；

「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事件」571件（表 4-3-1）。 

就終結情形觀之，100年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兒童刑事案

件暨保護調查事件「終結人數」為 22,811人，其中以「開始審理」

最多，計 14,648人；其次依序為情節輕微不付審理 2,811人、應不

付審理 2,819 人、移送(轉)管轄 1,387 人、併辦 704 人、移送檢察

署 339人、協尋 116人、其他 57人。其中移送檢察署者中 271人為

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45 人為事件繫屬前已滿廿

歲者，餘 23人為犯罪情節重大者（表 4-3-1）。 

貳、保護事件審理收結情形 

近 100 年來各少年法院（庭）終結之少年兒童保護事件，交付

保護處分的人數有 9 成以上，其中以裁定訓誡或交付保護管束者人

數較多，安置輔導人數最少。100年裁定訓誡者有 6,351人；交付保

護管束者有 5,721 人；感化教育者有 762 人；安置輔導者有 155 人

（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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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刑事案件裁判結果 

一、科刑 

100年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刑事案件，少年被告人數總計

408人，以科刑人數最多，計 384人；其中大多為判處有期徒刑，計

376人，刑期以逾 2年至 3年以下(80人)及逾 1年至 2年以下者(171

人)較多；其餘之刑期在 1 年以下的短期自由刑，共計 52 人；逾 5

年以上者，共計 19人（表 4-3-3）。 

二、保安處分 

100年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刑事案件終結情形中，保安處

分人數有 233 人，其中 231 人交付保護管束，另受緩刑宣告人數則

有 231人（表 4-3-3）。 

肆、鑑別輔導（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概況） 

各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人數，近 5 年來以 100 年人數最多，計

5,215 人；96 年人數最少，計 4,264 人。各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歷

年來皆以男性占大多數，近 5年來比例均為 7成 8以上，100年收容

之男性少年人數有 4,399人，占全部收容少年人數的 84.35％，女性

收容少年則有 816人，占 15.65％。近 5年來女性收容少年人數比例

有逐年降低的趨勢，惟仍占二成左右（表 4-3-4）。 

關於各少年觀護所中收容少年入所時的年齡、教育程度、家庭

經濟狀況及犯罪種類等，分述如下： 

一、年齡 

近 5年來各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入所之年齡，以「14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 4 個年齡層較多，各年齡層所占比例約二成；而「13 歲

以上 14歲未滿」之年齡層人數比例則約一成，其餘「13歲未滿」及

「18歲以上」之年齡層人數比例則均為一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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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入所之年齡，以「17歲以上 18歲未

滿」者最多，計 958人，占 25.80％、其次依序為「16歲以上 17歲

未滿」者 767 人，占 20.66％；「15 歲以上 16 歲未滿」者 674 人，

占18.15％及「14歲以上15歲未滿」者582人，占15.67％（表4-3-5）。 

二、教育程度 

近 5 年來各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入所時之教育程度，皆以「國

中」程度者人數最多，約占六成以上，其次為「高中（職）」程度者，

而「高中（職）」程度之比例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100年收容少年入所時之教育程度為「國中」者有 2,370人，占

63.83％，「高中（職）」程度者有 1,163人，占 31.32％（表 4-3-6）。 

三、家庭經濟狀況 

近 5 年來各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入所時之家庭經濟狀況，皆以

「小康之家」者最多，其次為「勉足維持生活」者，近 5 年「勉足

維持生活」者之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小康之家」者則有逐年減

少的趨勢。 

100年「小康之家」者有 2,367人（占 63.75％）；「勉足維持生

活」者有 1,207人（占 32.51％）（表 4-3-7）。 

四、犯罪種類 

近 5 年來各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入所時之犯罪種類，以犯「竊

盜罪」人數最多，所占比例最高，約占三成以上。其餘人數較多的

犯罪種類包括毒品犯罪、傷害罪、妨害性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等。 

100年仍以「竊盜罪」少年人數最多，有 1,039人（占 27.98％），

其次依序為毒品犯罪 673 人(占 18.13％)、傷害罪 490 人(占 13.20

％)、妨害性自主罪及妨害風化罪 239人(占 6.44％)（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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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少年事件之執行 

少年事件之執行可分為少年保護事件之執行及少年刑事案件之

執行兩部分，其中少年保護事件之執行，又可分為訓誡處分、保護

管束及感化教育之執行等。茲將其執行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一、訓誡處分   

各少年法院（庭）終結少年保護事件情形，近 10年來皆以裁定

訓誡處分者人數最多，100年裁定訓誡者總計 6,351 人（表 4-3-2）。 

二、保護管束 

各少年法院（庭）終結少年保護事件中，近 10年來皆以裁定交

付保護管束者人數居第 2位，100年裁定保護管束者計 5,721人（詳

表 4-3-2）。 

三、感化教育 

近 5年來各少年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新入院人數較為上升，

以 96年 564人最少，100年上升為 739人，為近 5年最多（表 4-3-9）；

至出院學生人數則迭有增減，以 98年 853人最多；96年 679人最少，

100年則為 762人(表 4-3-10）。 

各年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新入院學生年齡、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家長職業及犯罪種類等，分述如下： 

(一)年齡 

近 5 年來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新入院學生之年齡

分布大多以「17歲以上 18歲未滿」之年齡層為最多，其次

為「16歲以上 17歲未滿」之年齡層。100年則以「17歲以

上18歲未滿」者最多，計212人，占新入院學生人數的26.73

％，其次依序為「16歲以上 17歲未滿」者 147人，占 18.54

％；「15歲以上 16歲未滿」者 127人，占 16.02％；「18歲

以上 19歲未滿」者 122人，占 15.38％（表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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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 

近 5 年來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新入院學生教育程

度，以「國中」程度者人數最多，所占比例均占七成左右，

惟有減少趨勢，「高中」程度者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00

年仍以「國中」程度者為最多，有 494 人，占新入院學生

人數的 62.30％，其次則為「高中」程度者，有 295人，占

37.20％，二者合計占 99.50％（表 4-3-12）。 

(三)家庭經濟狀況 

近 5年來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新入院學生家庭經濟

狀況，皆以家境「普通」者人數最多，所占比例均在八成以

上。100年家境「普通」者有 646 人，占新入院學生人數的

81.46％，家境「貧困」者有 143人，占 18.03％（表 4-3-13）。 

(四)家長行業 

近 5 年來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新入院學生家長行

業皆以從事「工商服務業」及「無業」者人數最多，惟「社

會團體及個人服務業」與「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者之人

數亦漸多。100年仍以從事「工商服務業」者人數最多，計

263人，其次為「無業」者 132人及「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業」者 66人（表 4-3-14）。 

(五)犯罪種類 

近 5 年來少年輔育院（含矯正學校）新入院學生犯罪

種類，皆以竊盜罪人數最多，其次為毒品犯罪及傷害罪等，

其中毒品犯罪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00年因竊盜罪入院人數

有 263人，其次為毒品犯罪 192人、傷害罪 93人。而虞犯

行為近 5年以 96年 88人為最高，之後略有下降，100年有

53人（表 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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