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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106年第1次諮詢會工作報告 

 
 

報告人：中心主任 吳永達 



壹、人力更迭 

  
 專任人員：應到4名，實到3名。 

 106.1.1.增聘助理研究員1名。 

 諮詢委員：21名，1名待補。 

 諮詢委員巫滿盈署長即日退休，待補。 

 原諮詢委員蘇媛瓊處長退休，改由張雲澐處長擔
任諮詢委員。 

 兼任研究委員：28名，第二屆再增聘6名，共34
名。聘期：自民國106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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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一) 
 
 建置維護犯罪防治研究資
料庫網站1處： 

於103年6月15日完成「犯
罪防治研究資料庫」網站
平台之建置，截至目前為
止，2年多以來，已累積
將近50萬筆的點閱流覽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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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二) 
 
 編印研究專書8本、出
刊專刊11期：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研究專書，於104年及
105年連續榮獲國家圖
書館評選為「國際交流
專用」之政府優質出版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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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三) 
 
 完成專案委託研究6案： 

為掌握國內犯罪趨勢，並
期與國際接軌，自103年起
透過專案委託方式，向學
界公開評選研究計畫，進
行「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研究，並據以出版專書。 

 105年完成「世界各國犯罪
防治研究發展經驗之比較
研究」，期能為我國犯罪
防治研究，尋找可供參考
之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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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四) 
 
 辦理學術發表與研討會14
場次： 

 除將每年專案委託研究成
果，透過學術發表會，提
供各相關政府部門官員研
習，開展政策規劃思考空
間以外，並持續結合例如
國立中正大學、中央警察
大學等學術團體或法務部
廉政署等政府機關，針對
國內犯罪防治重要議題辦
理學術研討會，在近3年
間累計14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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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五) 
 
 辦理研究發展諮詢會議5次：  

 為跨域整合學術及實務量能，
促進國內外犯罪問題防治及
研究交流，並提昇國家推動
刑事政策的精準度及執行力，
於103年3月4日以法院犯字
第 10300000560 號 函 訂 定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
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設置要
點」，每半年定期召開一次
「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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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六) 
  辦理傑出碩博士論文評選3次： 

 為引導刑事政策研究發展量能，
並培育犯罪防治研究人才，於103
年 4 月 18 日 以 法 院 犯 字 第
10300008870號函訂定「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
究論文獎勵要點」。 

 自103年起每年辦理傑出碩博士論
文評選作業，今（105）年是第三
屆。 

 三屆共計獎勵43名碩博士生，43
篇論文亦建置於「犯罪防治研究
資料庫」網路平台，供社會各界
閱覽，以延展犯罪防治研究之推
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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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七) 
 
 擔任專家講座或接受電台
專訪24次： 

為提昇犯罪防治研究效能，
本中心亦接受各政府機關
或民間團體邀約進行各項
犯罪防治專題講座，其間
除有教育、警察等廣播電
台專訪外，亦有各地毒防
中心或NPO與NGO團體，例
如慈濟基金會等政府與民
間機構邀請擔任專家講座，
頗獲好評。 

2017/2/16 9 



貳、重要工作成果(八) 
 
 遴聘兼任研究委員，針對
社會重大犯罪問題發表評
論18次： 

礙於本中心無專任研究人
力之現實，乃於103年9月
23 日 以 法 院 犯 字 第
10300025210號函訂定「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兼任研究
委員遴聘要點」，延攬28
位在犯罪防治研究相關領
域之專家學者兼任研究委
員，對社會重大犯罪現象，
提供專業評論， 

2017/2/16 10 



貳、重要工作成果(九) 
 
 協助審查犯罪防治研究論文

或教材6次： 

 為協助政府或NPO、NGO團體，
提昇犯罪防治效能，本中心
亦接受各政府機關或民間團
體邀約進行論文或教材審查，
例如：多次協助教育部審查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國小補
充教材」；協助財團法人臺
灣更生保護會「更生保護70
週年」論文集審查；協助台
灣藥物濫用防治研究學會審
查期刊論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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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成果(十) 
 

 完成預防犯罪法治教育輔助教
材10則： 

 本學院103年度第二次「犯罪防
治研究發展諮詢會」決議「再
透過傳播媒體，更多元的展現
研究成果，以達到社會犯罪預
防目標。」為此，不斷結合大
專院校等社會資源，運用製作
微電影、電子海報等預防犯罪
輔助教材，上網建置「視聽教
室 」 以 及 透 過 line 、 fb 、
youtube等電子載具，進行網路
推廣，以更多元的表現型式，
豐富學術研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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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量能之比較—     
       (一)委託研究案論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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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參、研究量能之比較— 
           (二)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數量 
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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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參、研究量能之比較—  
           (三)年度論文總數量 
度論文總量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15 15 

21 

15 

18 

12 
13 13 

16 

23 

17 17 

13 

11 

17 17 

36 

39 
3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論文總量 

2017/2/16 15 



2017/2/16 16 

 未來展望： 
 

 發展自體研究能力，成為實質國家智庫 
 法務部掌理全國檢察、矯正、司法保護

等事務，常面臨諸多挑戰，不論是整體
性制度革新的深度思考，或是社會突發
犯罪事件的熱點議題，以及立法院推動
之刑事司法政策相關法案，各業務主管
部門，都需要有一個系統思考、快速回
應能力的學術後盾。 

 為符合犯罪防治與刑事政策問題研究的
時效與實效要求，目前除增聘一名助理
研究員，亦希望將來能從法務部檢察、
調查、矯正機關徵調具研發能力之同
仁，以發展自體研究能力 ，建立法務體
系內部專家諮詢制度，落實擔任國家刑
事政策智庫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