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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犯罪被害補償 

87 年 5 月 27 日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公布，並自同年 10

月 1 日開始施行，為掌握犯罪被害之狀況，茲將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辦理犯罪被害補償案件收結情形及申請對象之特性等相關資料分析

如次。 

第一節 犯罪被害補償之概況 

壹、受理件數、類別 

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受理犯罪被害補償之案件計 1,161件，

較 99 年（1,025 件）增加 136 件，其中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有 853

件，申請暫時補償金有 5件，檢察官行使求償權有 289件（表 5-1-1）。 

貳、終結件數、類別 

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之終結案件1,084件

中，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有 849 件，申請暫時補償金有 2 件，檢察

官行使求償權 206 件。而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849 件終結案件中，

決定補償的有 342件，占 40.28％，比例較 99年（29.74％）提升；

駁回申請的比例（352件，占 41.46％）較 99年（392件，占 47.98

％）減少；撤回的有 131件。至於因其他原因終結的有 24件。在申

請暫時補償金 2件當中，駁回 0件，因其他原因終結的為 2件。（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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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償金額 

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決定補償件

數 342件，人數 434人，金額計 149,573仟元；平均每件補償 437.35

仟元，每人補償 344.64仟元。與 99年比較（平均每件補償 463.16

仟元，每人補償 352.82仟元），每人所獲補償金額增加（表 5-1-2）。 

第二節 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之特性分析 

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決定補償之 856件當中，分別以性別、

年齡及職業三項分析，有如下特性： 

壹、申請對象之性別 

申請補償案件之被害人共計856人，其中男性有466人（占54.44

％）；女性有 390人（占 45.56％）（表 5-2-1）。 

貳、申請對象之年齡 

被害人年齡以 20歲未滿為最多，有 167人（占 19.51％），其次

依序是 30 至 40 歲未滿，有 151 人（占 17.64％）、40 至 50 歲未滿

者有 145人（占 16.94％）（表 5-2-2）。 

參、申請對象之職業 

被害人之職業以無業（338人）及勞動工作人員（116人）較多

（表 5-2-3）。 

肆、案件申請至裁定期間 

100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金終結案件 849件，



第五章 犯罪被害補償 

 265 

其中案件自申請至裁定期間以 4 至 6 個月未滿為最多，有 140 件；

其次是 6至 8個月未滿，有 138件，再次是 2至 3個月未滿，有 126

件（表 5-2-4）。 

伍、申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100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金終結案件申請人

（1,140人）當中，由本人（382人）申請者最多，次多者為被害人

之子女（345 人），再其次為由被害人父母（286 人）或被害人之配

偶（101人）申請者（表 5-2-5）。 

第三節  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新里程碑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 87年 5月 27日公布，同年 10月 1日施行

以來，對於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支付犯罪

被害補償金，並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辦理緊急醫療及安置、

安全保護、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訴訟進行、辦理補償與社

會救助等事務，對於不幸因犯罪而受害之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即時

且必要之援助，以貫徹國家照顧被害人理念與社會福利國原則之立

法宗旨。 

為提升對被害人的補償與保護，法務部於 97年 7月間完成本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98 年 5 月 8 日獲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5 月

27 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 8月 1日施行。 

本次修正重點除增列「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為犯罪被害補

償之對象，增列精神慰撫金為補償項目外，同時將保護協助對象擴

及家庭暴力、人口販運、兒童、少年，以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與外國籍之配偶或勞工被害人，以擴大被害人保護措施之實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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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使我國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更為完善。 

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跨國境之觀光、通婚、就業、

就學等活動日益增多，基於國際人權之保障已成為普世價

值，而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為國家人權保障之重要指標，特修正「犯

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 條、第 33 條」，刪除外國人為被害人

時應本互惠原則適用之限制，將在臺外國籍與無國籍人士納

入保護對象，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12 月 10 日施行。本次修正確保渠等被害者在我國受到合理及

平等之對待，使犯罪被害者人權保障更加周延。 

第四節  保護措施服務成果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生

活，法務部應會同內政部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爰此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於 88 年 1 月 29 日正式成立，並在法務部指揮

監督下，辦理臺灣地區及福建金門、連江等地有關因犯罪行為被害

而死亡者之遺屬或重傷害者本人之保護工作。為落實保護工作之執

行，並依各地檢署轄區設置 21個分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包括一、緊急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

協助；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三、申請補償、社會救

助癸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四、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人財產之協助；五、安全保護之協助；六、生理、心理治療及生

活重建之協助；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八、其他之協助。 

據統計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成立以來截至 100 年止，

辦理安置收容、醫療服務、法律協助、申請補償、社會救助、調查

協助、安全保護、心理輔導、生活重建、信託管理、緊急資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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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保證書、訪視慰問、查詢諮商等 14項服務，總計受理保護案件共

4萬 6,363件，服務共計 42萬 1,642人次，喚起社會大眾對犯罪被

害人之關心與重視，更讓受保護人瞭解並感受到政府關懷弱勢族群

之美意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宗旨。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00 年度新收案件中，自請保護

666件、通知保護 1,676件、查訪保護 356件，計 2,698件；服務被

害人 2,709 人、家屬及遺屬 5,382 人。實施保護所支出之金額,為

84,901,124 元。, 受保護案件依其被害類別分類，死亡案件 1,813

人、性侵害案件 381人、重傷害案 349人、家庭暴力案者 94人，其

他案件 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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