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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調查階段

• 公共危險罪：酒後駕車件數遞減、肇事逃逸件數遞增。

• 詐欺罪：案件數增減更迭、嫌疑人數逐年增加。

• 犯罪被害人：

1) 不同年齡層的犯罪被害差異。

2) 實際的被害態樣？



檢察機關偵查與執行

• 高起訴率(60%以上)：

組織犯罪、選舉罷免法、妨害公務罪、公共危險罪。

• 高不起訴率(70%以上)：

偽證及誣告罪、瀆職罪、個人資料保護法、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著作權法。

• 不起訴率偏高的性騷擾犯罪。

• 沒收制度修法後：趨勢與第三人沒收狀況？



不起訴率偏高的性騷擾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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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收容與社區處遇

• 假釋出獄與期滿出獄間的再犯率比較。

• 前科率不等於再犯率。

• 社區處遇：附條件緩起訴與易服社會勞動之未履行完成比率。



近5年受刑人出獄後再犯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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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階段犯罪議題

• 高齡犯罪：各犯罪處理階段的高齡化趨勢。

• 毒品犯罪：

1) 以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為主軸。

2) 監禁人數增加、戒治人數減少。

• 網路犯罪：

1) 以電腦或網路為媒介的犯罪狀況。

2) 智慧財產犯罪、兒少性剝削犯罪，興起的賭博罪。



少年事件

• 少年兒童交付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

• 虞犯少年

1) 108年修法－限縮虞犯認定範圍、不以少年司法為核心。

2)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比率下降。

3)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比率上升。



近5年虞犯少年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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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注：查獲少年詐騙之後？

• 警察機關

• 少年觀護所

• 少年交付保護處分態樣

• 感化教育

• 數據

• 焦點團體座談

• 適合立基的犯罪理論？

緊張理論、自我控制、理性選擇。

• 跨部門犯罪預防？

衛服部、教育部。

• 少年司法還是社福機構？

確保少年健全身心的強制力。

• 合適的機構式處遇？

同理心、價值觀、轉銜規劃。



社會關注：殺人案件網路報導與死刑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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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 自詐欺罪數據探究詐欺犯罪集團化現象之嚴重程度。

• 推行被害數據之跨部會合作彙整。

• 探究沒收制度之對第三人沒收的執行問題。

• 挹注充分的資源，強化觀護與更生保護機制。

• 落實毒品犯罪於毒品戒治等多元處遇、替代刑罰方法。

• 建構少事法修法後對曝險少年於司法、社福機構之評估機制。

• 思索積極和民眾就矚目犯罪、刑事政策議題積極對話的方式。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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