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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犯罪事件發生的三要素

有動機與能力
的潛在犯罪人

監控的缺乏 適合的標的物

犯罪事件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加害者與被害者關係

加害者 被害者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被害者學與犯罪學的關係

要素

(element)

目的

方法

理論

  建構合適公義與
  健康的社會秩序
  、增進社會和諧

  預防犯罪及再犯

  減少犯罪

  實驗法

  批判犯罪理論

  實證犯罪理論

  古典犯罪理論

  案例研究法
  次級資料法
  觀察法

  調查法

基本內涵

(Content)

【社會秩序之科學性探索】

犯罪學
(Criminology)

犯罪測量研究

刑事司法研究

比較犯罪學研究

犯罪預防研究

犯罪被害者學

犯罪類型研究

犯罪理論研究

犯罪相關因素研究

資料來源：許春金，2019。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被害者學研究的要素

行為科學

研究被害現象為什麼發生

統計資料

描述被害狀況

理論基礎

解釋被害原因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

目前未有一單位統整散見於各處的犯罪被害資料

各機關統計僅依機關行政運用考量設計與蒐集資料

各單位統計數據間缺乏資料產出的說明，整合困難

被害調查的方法與應用仍待改善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

我國現行犯罪被害資料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衛福部服務保護司

法務部保護司和犯保協會



研究問題背景--我國現行犯罪被害資料

政府機關現有欄位涵蓋了被害人人資、事件資
料、以及服務情形等

單位 人資 事件 服務情況
相同 身分證號、出生日、性別、

教育、職業、居住地、國籍、
受傷程度

被害人與嫌疑人關係、
發生地點、發生時間

相異 刑事警察局 外籍勞工、特徵、身高、來
臺事由、原住民

衛生福利部 婚姻狀態、外籍勞工、有無
同住之兒少、有無目睹家暴
之兒少、身心障礙、戶籍地
址、加/被害人是否有自殺意
念/企圖、被害人後續是否願
意社工介入協助、被害人是
否願意被相對人協尋

施暴手法（工具）、
是否涉及公共危險案
件、是否已提供相關
協助、有無需要立即
協助事項

犯保協會 職業類別、戶籍地址、遺產
狀況

刑事訴訟進度、民事
訴訟進度

收案、接案、開
案、管轄資料、
已提供或計畫提
供之資源等



文獻回顧—各區域和國家之被害資料欄位包括被害人與被害事件資訊

區域/國
家

被害人 被害事件

政
府
官
方
統
計

個人資訊 經驗/意見 類型 案件特性
聯合國 性別 故意殺人
歐盟 性別、年齡、與加害人關係 故意殺人
美國 性別、年齡、種族、與加害人關係 故意殺人、強盜、性侵害、重傷、

縱火、住宅竊盜、一般竊盜、機
動車竊盜、暴力犯罪、財產犯罪

發生場所、被害之武
器/工具

英國
澳大利亞 性別、年齡 住宅竊盜 、性侵、故意殺人 發生場所

調
查
資
料
：
個
人
與
家
戶
被
害

聯合國 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收入、婚姻狀
態、家戶大小、房屋類型、居住的城鎮大小、
是否擁有自動車、收入滿意度、 社交行為

是否有被害的經驗、是否報案及原因、是
否告訴他人、支持需求、警察滿意度、認
為家戶竊賊應有何種刑期、住家保全設備
之裝設、被害恐懼、青少年犯罪原因

住宅竊盜 、汽車竊盜、汽車內物
品竊盜、汽車破壞、機車竊盜、
腳踏車竊盜、強盜、一般竊盜、
性侵害、威脅與攻擊、消費詐欺、
貪汙

發生時間和地點、發
生次數、嚴重程度、
案件細節

歐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美國 性別、性向、年齡、種族、婚姻狀況、學歷、

職業、收入、居住地、加害人的個人基本資料
（如：年齡、性別、種族、人數、和與加害人
的關係、幫派份子）

是否有被害的經驗、是否報案及原因、是
否尋求專業的協助、與刑事司法系統接觸
的經驗、自我防衛、當時加害人是否有可
能處於酒精/毒品影響行為的狀況、被害恐
懼

住宅竊盜、機動車輛竊盜、其他
竊盜、性侵害、強盜、重傷與一
般傷害、一般竊盜

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發生次數、使用武器、
受傷狀況、對其經濟
的影響、其他案件細
節

英國 性別、性向、年齡、種族、婚姻狀況、有無小
孩、教育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宗教信仰、
居住時間、是否擁有自動車、加害人的個人基
本資料（如：年齡、性別、種族、人數、和與
加害人的關係、幫派份子）

是否有被害的經驗、是否報案及原因、整
體治安感受、鄰里秩序感受、外出活動頻
率、被害恐懼、被害原因、當時加害人是
否有可能處於酒精/毒品影響行為的狀況、
警察滿意度、與刑事司法系統接觸的經驗、
支持需求、對刑事司法表現的滿意度、警
察能見度、住家/個人/汽車/網絡安全加強、
毒品使用經驗

暴力、強盜、性侵害、性騷擾、
家暴、跟蹤、各種竊盜（一般、
侵入住宅、汽車、腳踏車、其他
住宅竊盜、身份證件、行動電話
等）、刑事毀損、詐欺、電腦誤
用

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發生次數、嚴重程度、
被害損失、使用武器、
受傷狀況、其他案件
細節

澳大利亞 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出生國家、居住澳洲
起始年代、出生國家、家戶人數、家庭類型、
家庭成員關係、是否有15歲以下小孩、族群、
居住區域、教育程度、個人與家戶成員之工作
狀態（失業、臨時工、全職）、職業類別、收
入、加害人性別、與加害人的關係

是否有被害經驗、是否告訴他人、是否報
案及原因、當時加害人是否受到酒精或其
他物質的影響而犯案、住家安全之加強

傷害、強盜、性侵害、住宅竊盜、
汽車竊盜、汽車內物品竊盜、財
產毀損

發生地點、發生次數、
使用武器、受傷狀況
或損害程度、其他案
件細節

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犯罪被害資料庫功能
研究主旨

 探討在司法官學院犯研中心建立犯

罪被害資料庫之可行性與具體作法

 協助建議建立被害資料庫之所需資

料欄位類別，以便將來可以依據本

研究之建議蒐集資料欄位



犯罪被害資料庫功能

犯罪被害資料庫

描述被

害現象

解釋被

害原因

預測被

害趨勢

進行被

害服務



研究設計與實施

文獻整理回顧

• 聯合國、歐盟、美國、英國、澳洲

深度訪談

• 刑事局、衛福部、法務部保護司和犯保協會

焦點團體座談

• 被害者學相關研究之專家學者

瞭解國外犯罪被
害資料庫型態

•探討聯合國、歐盟、美國、英國、
與澳洲之犯罪被害資料庫性質、
內容、及應用效益

認識我國犯罪被
害資料庫之狀況

•檢視我國現行犯罪被害資料內容、
品質、管理機關、應用情況、及
限制

建構新犯罪被害
資料庫之芻議

•透過借鏡國外經驗與熟悉國內現
況，對我國未來犯罪被害資料庫
建置，提出初步建議

研究方法研究架構



研究的重要發現
被害資料庫建立可能的困難

資料本身的問題 資料釋出或整合的問題 資料應用與效益的問題

• 各機關對被害定義不同
• 各機關未能有系統地建立可

供分析或比較之長期被害資
料（缺乏動機、法制）

• 各機關蒐集之被害人資訊稀
少

• 蒐集被害資料被第一線人員
視為耗費人力且無實益工作

• 資料蒐集工具長期未檢討修
正或僅為單一機關需求設計

• 資料信效度仍待提升
• 部分資料為開放問題（文本）

未能欄位化
• 資料大多缺乏跨部門及後續

檢證與查核，僅顯示蒐集當
下情形

• 不同機關行政隸屬不同
• 缺乏長期合作所需之溝通、

信任、互惠與默契
• 缺乏機關間資訊交換之基礎

建設與法制或內部規章
• 政府部門內大多無資料交換

或資料共享之專業單位（如
加值中心等），亦欠缺具統
計分析專業之工作人員可進
行跨域溝通，使得資料分享
徒增現行業務負擔

• 須有相同欄位供資料串接
• 須有足夠與相對應的資料安

全層級與個資保護能力

• 資料應用及其解讀之敏感性
• 目前掌握資料單位人員之訓

練多偏法律，惟資料應用須
建立跨領域合作團隊

• 政府機關目前傾向被動反應、
依法行政、個案處理之組織
文化與心態，對於風險預估
或問題解決興趣缺缺

• 除非律定各機關犯罪被害保
護業務，否則實務人員缺乏
建立長期資料之動機

• 建立資料庫的效益難以立竿
見影，使其成為非優先目標

• 各單位對於資料運用的需求
缺乏溝通與對話



分五階段

循序漸進：

集中化

加值化

互動化

活用化

整合化

步
驟
可
區
分
為
多
階
段
規
劃
與
執
行

階段五：法務部成立整合型資料分析研究（加值）中心

開設資料運用訓練課程、促進資料分享、強化
資料應用效益

獎勵循證式被害者學研究

階段四：定期進行被害調查計畫

以抽樣追蹤調查方式建立不同類型被害事件與
被害人、家戶較豐富資訊供研究分析

定期進行被害調查，可獨立執行或與其他國家
級調查計畫整合

階段三：建立互動式資料功能 提供繪圖及原始指標資料下載等功能

仿效運輸安全網站資料系統（TALAS）建立基
礎欄位供研究使用

運用各機關提供的被害原始資料，設計互動式
資料查詢平台

階段二：擴充資訊平台資料

擇定指標型被害類型蒐集、彚整國內外各主要
網站之統計指標資料

呈現重要指標型被害資訊

階段一：建立國內被害基本資訊入口網路平台

提供各機關統計資料連結
被
害
資
訊
平
台

建
立
被
害
資
料
庫

結論與建議



研究建議—國內被害資料基本欄位

年份 被害類型

資料
來源

被害調查

被害人
特徵

性別

通報資料 (家庭暴力、性侵害、兒
少保護)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報案資料 居住地

受保護人資料(死亡案件家屬、重
傷案件、性侵害案件)

國籍

受傷程度

身心障礙

事件
特徵

被害人與加害人關係

處遇情形

補償金申請

犯罪手法 獲得補償金

被害時間 補償金金額

被害場所 滿意度



未來研究建議

規劃資料庫連結平台

規劃資料庫資料輸入與維護

規劃資料庫運用與分析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