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7年第 2次「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7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學院二樓電腦教室 

參、 主席：蔡院長碧玉 

紀錄：曾裕君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王委員俊力、蔡委員秋明、張委員雲澐、

張委員云綺、朱委員家崎、 黃委員俊棠、涂委員達人、蔡委員

德輝、許委員春金、楊委員雲驊、王委員皇玉、吳委員慧菁、許

委員福生、鄧委員煌發、朱委員群芳、葉委員毓蘭、陳委員玉書、

江委員林達 

伍、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以及犯研中心的工作同仁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在盛夏，冒著炎熱的暑氣一起來關心犯罪

防治研究發展的工作議題，特別是配合當然委員的職務調動，以

及外聘委員的任期，今天的諮詢會議，有 3位新的委員加入，其

中外聘委員包括具有犯罪防治背景，任職於中正大學的朱群芳教

授，與具有社會工作背景，任職於臺灣大學的吳慧菁教授；以及

剛調任法務部檢察司的王俊力司長，非常感謝大家的共同支持。 

司法官學院從 102 年 07 月 01 日改制，成立犯罪防治研究

中心正式編制以來，剛好滿了 5個年頭，去(106)年我們增加 1位

助理研究員，今(107)增加的 3位研究人力編制，除了研究員顧以

謙博士，副研究員鍾宏彬準博士在年初先到任，已經介紹過了之

外，另 1 名助理研究員職缺，也在今年 5 月 14 日順利補齊，新

任助理研究員劉邦揚目前就讀於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也

歡迎他加入犯研行列。 

為了著眼於整體研究量能的提昇，今年我們一共推動了「成

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新興毒品趨勢調查與防治對策

之研究」2 項委外研究案，以及「檢察機關執法滿意度與網路聲

量調查」、「建構臺灣社區預防施用毒品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指

南之研究」、「毒品施用者多元處遇成效評估與比較研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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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7犯罪趨勢關鍵報告」等 4項自體研究

案，同時也積極規劃在中央百世大樓建立犯研中心的獨立辦公廳

舍，另外，除了配合檢察司的業務需求，將在 108年進行「刑事

案件量刑裁處之比較研究」外，鑑於長久以來，我國犯罪學與相

關研究領域多側重於犯罪行為人之分析，卻少見被害資料之呈現，

犯罪被害資料的貧瘠，不但導致犯罪防治研究的方向與重心傾斜，

犯罪被害人的心聲與困境，因缺乏可靠的實證依據，不但不利於

保護政策的擬訂，對於第一線的執法人員而言，亦難以進行犯罪

被害活動的預防與偵測，形成犯罪防治的盲區，為能對犯罪被害

人保護領域有更長期、穩固的研究發展基礎，同時讓政府有更多

之實證研究，作為政策規劃參考，108 年也將進行「建立犯罪被

害資料庫之研究」，以探求在本學院犯研中心建置犯罪被害資料

庫之可行性與具體作法，以上 2項委外研究案的研究需求，也將

在今天的會議中提付討論，請大家踴躍提供意見，以期讓研究規

劃更加周延。 

另外，在今天的議程中，除了由犯研中心針對上次會議決議

案執行情形、今(107)年上半年的重要工作成果，提出工作報告外，

特別頒發感謝狀與獎狀，表揚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王伯頎副教授

結合學習課程，指導學生創作微電影與電子海報，無償提供本學

院作為犯罪預防與法治教育的輔助教材，另外，在專題報告部分，

因為黃俊堂署長上任後，對獄政改革不餘遺力，除了頗富成效外，

將來更有宏觀的改革計畫，所以也特別邀請黃署長利用專題報告

時間，提出改革經驗分享，內容精彩可期。 

最後，感謝所有與會委員的蒞臨指導，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附件 1）。 

二、 業務發展工作報告（附件 2）。 

三、 交流討論 

許福生委員： 

（一） 建議學院在諮詢會議前，應請法務部各司處提供關注

之議題，使學院諮詢會議內容更為豐富，研究發展的

方向也更契合法務部需求。  

（二） 建議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論文集邀稿時，可檢視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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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邀請相關議題之計畫主

持人撰文。 

（三）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中的社會關注議題，係參考日本白

書的作法，因應而生，每年宜循例辦理。 

許春金委員： 

犯研中心規劃建立大數據資料庫，應釐清其基本功能及內涵

並考慮未來開放學者使用。 

主席結論： 

（一）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之社會關注議題，目前每年循例進

行兩個主題的探討，為強化本研究對犯罪趨勢之原因

探討與政策對應，今年將再闢專章，且邀請相關領域

之學者、專家做進一步討論；另外如該項主題有再深

入研究之必要時，會再評估進行委外研究。 

（二） 本學院大數據資料庫，係以目前本學院所進行之各項

研究案需求為基礎，向法務部申請提供檢察、觀護、

獄政等相關欄位資料，逐步擴展建置，因涉及資料源

頭與法務部相關法令與作業規範，將來是否開放學界

使用，會予審慎評估，期使在符合相關規範的前提下，

開放給學界，做為可以共享的研究資源。 

 

柒、 專題報告 

一、 法務部矯正署署長黃俊棠：矯正定位 專業呈現（附件 3）。 

二、 交流討論 

蔡德輝委員： 

（一） 少年矯正學校校長資格除限定教育人員外，亦應開放

矯正人員擔任，以符合獄政之特殊性質。 

（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戒治處分依法應為衛生福利部業

管，不該持續由矯正署負責。 

（三） 目前社會有要求矯正署負責精神障礙者監禁之呼聲，

建議矯正署應及早因應。 

許春金委員： 

（一） 我國監所目前超額收容，設施老舊，建議朝現代監獄

人性化、智慧化、復歸化方向思考，妥善執行各項獄

政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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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役監成效良好，建議擴大辦理。 

葉毓蘭委員： 

(一) 建議矯正署成立獄政諮詢會議，以便有重大政策變革

或社會對獄政有所爭議時，可以加強政策論述能力。 

(二) 建議矯正署多邀請各種專業性的 NGO團體入監協助

進行教化工作，且於推動各項政策時，可將相關資料及

時提供給學者專家參考，以利政策溝通。 

主席結論： 

有關委員各項建議，會後轉請矯正署卓參。 

捌、 討論提案 

提案一：謹擬定本學院犯研中心規劃 108年度委外研究案「刑事案件

量刑裁處之比較研究」需求書初稿，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我國司法實務判決經常出現類似案件之量刑結果輕重不一，

或與檢察官求刑之刑度有所落差之情事，致使社會輿論經

常出現量刑過輕或司法不公等質疑，為解決前述問題，司

法院近年針對多項犯罪態樣，建構了量刑資料庫，以供社

會各界查詢及法官判決參考。為瞭解此量刑資料庫之效能，

實有必要就資料庫建置前、後，進行法院判決與檢察官求

刑間之實證分析與觀察。 

二、 為集思廣益，使研究內涵更臻周延，謹提供本項研究需求

書初稿節本，敬請各委員提供補充或修訂意見。 

討 論： 

蔡秋明委員： 

建議限縮犯罪類型，並針對量刑差距大之電信詐欺進行研

究。 

王皇玉委員： 

（一） 檢察官應重視求刑，而非量刑，建議修改題目。 

（二） 搜尋酒駕致傷案件時，應包含酒駕公共危險及過失傷

害之案件。 

陳玉書委員： 

（一） 建議文獻比較可加入文化相近之日本或新加坡的制

度。 

（二） 研究方法建議先進行深度訪談，再舉行焦點座談，較

可有具體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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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力委員： 

目前司法院有量刑資料庫，但檢方缺少求刑基準機制，未來

希望仿效荷蘭北極星準則，建立具體求刑因子供檢察官參

考。 

決  議： 

（一） 研究主題修正為「刑事案件具體求刑與量刑之比較研

究」。 

（二） 囿於研究量能限制，本次研究先以量刑常引起爭議之酒駕

致重傷或致死及殺人案件為範圍，電信詐欺犯罪因修法未

久，量刑差異比較基礎尚難以建立，未來有必要可另行進

行研究。 

（三） 請犯研中心參酌各委員意見，調整需求書內容，如期推動

本項研究案。 

 

提案二：謹擬定本學院犯研中心規劃 108年度委外研究案「建立犯罪

被害資料庫之研究」需求書初稿，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防止犯罪被害，並使犯罪被害人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周全的

照顧，以解決社會問題，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已賦予各項犯罪

被害人保護制度之改革。為使犯罪被害保護之研究，能有更

長期、穩固的發展基礎，同時讓政府有更多犯罪被害人保護

之實證研究，作為政策規劃參考，認有進一步在本學院犯研

中心建置犯罪被害資料庫之必要。 

二、 為集思廣益，使研究內涵更臻周延，謹提供本項研究需求書

初稿節本，敬請各委員提供補充或修訂意見。 

討 論： 

吳慧菁委員： 

藉由盤整現行分散於政府體系的被害資料，以擴展被害研究

領域，本案具有實質研究意義，希望本項研究將來有助於修

復式正義工作的推展。 

張云綺委員： 

目前被害人資料分散，如警政署建置有犯罪被害概況資料庫、

衛生福利部則有家暴及性侵被害資料庫，學院資料庫建立資

料庫的幅度及功能要求，宜予確認。 

鄧煌發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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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加入被害人與加害人之互動情境，以利進行犯罪預防。 

陳玉書委員： 

首先應釐清資料庫之功能及目的，以利設計所需欄位。俟整

合相關資料後，才能進行分析並提供被害人協助。 

葉毓蘭委員： 

建議明確化研究目的與預期效益，以利將來研究團隊可以建

立相對應之資料庫規格。 

決  議： 

請犯研中心參酌各委員意見，調整需求書內容，如期推動本項

研究案。 

。 

  

玖、 散會：17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