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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研究所提之目標及效益：

犯罪被害
趨勢分析?

犯罪被害
現象觀察?

1.掌握犯罪成本

2.犯罪預防

3.扭轉忽視被害人之刑事文化

4.協助矯正政策之制定 (結合加

害人處遇與被害人支持服務)

5.被害人政策規劃之制定

6.掌握發生率，建置相對應之服

務單位與人力

目標 效益

犯

罪

被

害

資

料

庫

警政署？

衛生福利部？

檢察機關？

犯保協會？

移民署?

提供資料之機關所
認為之目標及效益?

犯罪被害資料庫－設置目標及效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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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罪

被

害

資

料

庫

警政署？

衛生福利部？

檢察機關？

犯保協會？

移民署?

犯罪被害資料庫－設置目標及效益?(2)

包含哪些機關? 具強制性?

依據及基礎為何?

由司法官學院犯研中心進行資料
庫之整合？適宜性？

如何突破各機關認為對業務無實
質幫助之擔憂？

是否針對不同機關之需求延伸互
惠或回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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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資料庫－使用者為?

• 使用對象為?

• 是否會有短、中、長期之差異?

研究使用？
媒體查閱
及報導？

機關政策
規劃、業
務參考使

用？

社會大眾
查閱使用？

管理機關（單位）？

現階段目
標開放對

象

中期規劃
開放對象?

長期規劃
開放對象?

申請使用資
格？

(如：使用帳號)

管理機關核
定？

(准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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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對資料的串接及運用是否
產生疑慮？

• 刑事案件具敏感度

• 相關法規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規範：

• 個人資料保護法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

各機關對於被害人之資料開放運
用有疑慮

如何克服？
如：蒐集資料前端，即告知民眾使用範圍、
如何使用及相關權益等並簽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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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之挑戰
• 與各機關間建立各項共識後……

• 如何蒐集?及有效蒐集?
• 資料散落各機關，依各自業務需
要建立

• <被害基本資訊入口網路平台>--實
際模式為？

• 使用各自原有系統並進行資料整合
及介接?

• 產生之挑戰<下頁>

• 開發新系統？

• 既有資料庫的龐大資料如何整合
至新系統?

• 耗費成本及人力

• 不同階段(偵查起訴審查&接
受犯保或社政服務)的同一名被害
人，資料整合及串聯問題?

犯

罪

被

害

資

料

庫

警政署-刑案

衛生福利部-家暴及性侵

害被害人通報案件統計

檢察機關-辦案系統

犯保協會-業務系統

移民署-防制人口販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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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資料運用的挑戰

資料散落

各機關，

依各自業

務需要建

立

機關間對
於資料提
供或交換
的不信任

各機關現
有資料庫
之欄位定
義不同

如：「被
害人」之

定義

現有資料

庫所設置

之欄位不

一

統計單位
以「人」
或「案」
為主？結
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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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資料有限，須輔以被害調查

辦案系統:
以訴訟進度為
主

業務系統:
著重服務歷程
紀錄

刑案統計:
報案紀錄，含被
害人基本資料及
案件發生過程

家暴及性侵害被
害人通報案件統
計:
著重服務歷程紀
錄

防制人口販運
統計:
查緝件數、安
置人數

調查之執行機關為何？主計總處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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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調查

未來
的調查?

我國警政署自
2000年以來，每
五年進行一次犯

罪被害調查

國際組織或世界各國被
害人調查

(對被害人之定義(被害人自陳?
樣本之真實性、代表性?...) )

國外經驗

我國經驗

1.如何取樣?
2.針對不同被害類
型如何詢問?
3.調查可彌補資料
庫之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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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犯罪被害資料庫的想像

刑案系統

辦案系統

福利服務

被害人保
護系統

被害人基
本資料

訴訟進度資
料；補償審
議資料

保護服務資料

防制人口
販運統計

福利身分
別資料

倉儲:
儲存、交換資料

查緝件數
安置人數

犯罪被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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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