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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案發生與破獲之報告時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初報：發生或發現之初  續報：重大變化或重要階段告一段落時 
再報：擴大偵查時  結報：破獲後或結案時 

2 有關經濟詐欺案件之管轄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當面取款詐欺案件，由被害人所在地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未涉及帳戶匯款案件，以行為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其他相關警察機關協同辦理 
同時涉及當面取款詐欺案件者，統一由面交發生地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3 心理描繪技術的目的，是協助犯罪偵查人員偵查犯罪時，縮小偵查範圍及掌握偵查方向，其主要的原理為何？ 
犯罪現場會反映出犯罪者人格 犯罪現場必有犯罪證據 
犯罪者都有犯罪習慣  犯罪者大都非病態者 

4 犯罪現場之搜索，有直線、方格、螺旋、放射、區塊與連結等方法。對戶外犯罪現場可能範圍很大，又因植

物、地形與水的分布而很難搜索，最簡單而有效率的搜索法是： 
區塊法 放射法 直線法 方格法 

5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取締酒後駕車程序規定，有關酒駕肇事駕駛人移送法辦原則中，直接移（函）送檢

察機關之吐氣所含最低酒精濃度是如何規定的？ 
只要有酒精反應即須移送 每公升達 0.15 毫克以上 
每公升達 0.25 毫克以上  每公升達 0.55 毫克以上 

6 重大或特殊刑案發生後不能即時獲得線索予以偵破，而必須有關單位協助偵查時，得成立專案小組負責偵查。

專案小組之組成及權責，下列何者錯誤？ 
設於內政部警政署者，由該署署長為召集人，並邀同相關警察局長及刑警大隊長參加 
設於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者，由局長或主管刑事業務之副局長親自主持或責由刑警大隊長為召集人，

並邀同相關分局長參加 
設於警察分局者，由分局長或副分局長親自主持或責由偵查隊長為召集人，並邀同相關分局偵查隊長參加 
專案小組參加人數由主持或召集人視實際需要決定之 

7 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如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告知得拒絕證言，下列何者不屬之？ 
現為或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或家長、家屬者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 
現為或曾為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 
現由或曾由犯罪嫌疑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 

8 犯罪嫌疑重大而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得不經傳喚逕向檢察官聲請簽發拘票，予以拘提到場，下列何者

不屬之？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正犯或共犯嫌疑重大者 

9 有關現場勘察之步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內而外：從戶內逐步勘察及於戶外現場中心 
由近而遠：以現場為中心，向外延伸，由點而線，由平面至立體，追蹤發現可疑跡證 
由低而高：由地面開始勘察，依次是門、窗、牆壁，而後及於天花板。現場範圍廣闊者，宜尋找制高點，

進行全面觀察 
由顯至潛：現場跡證明顯者先行勘察，再逐步發掘潛伏之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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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發現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外國大使、公使、使領館人員以及享有與外交人員相當待遇之外國、國際機構人員（
持有駐華外國、國際機構官員、職員證者）及其家屬涉有犯罪嫌疑者，下列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如對其身分無法確定者，可逕向外交部禮賓司特權科求證 
不得逕行訊問、搜索、扣押、逮捕等強制作為 
應即陳報內政部警政署轉法務部核辦 
如係我國籍之受僱職員者，依一般法定程序處理 

11 偵查不公開之範圍，包括偵查程序及內容均不公開。依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規定，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
人員，下列何者非屬之？ 
司法警察官 被告 辯護人 告訴代理人 

12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除經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諾或有急迫情形外，不得於
夜間入內搜索；但以下處所，何者非屬夜間亦得入內搜索之處所？ 
旅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 
常用為賭博行為之處所 
緩刑或假釋人住居或使用之處所 
常用為妨害性自主或妨害風化行為之處所 

13 有謂犯罪偵查方法主要有三種，又稱為「三 I 法」，下列何者不屬之？ 
情報（Information） 詢問（Interrogation） 工具（Instrumentation） 調查（Investigation） 

14 司法警察人員執行搜索，應遵守刑事訴訟法之相關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有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之情形，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

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及之處所 
有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被告、犯罪嫌疑人之住宅或其他處

所，但應於執行後 3 日內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因情況急迫及逕行拘提犯罪嫌疑人到場，雖無搜索票，得準用

同法第 130 條及第 131 條逕行搜索之。但應於執行後即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規定，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

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15 下列何者，非屬現場記錄之方法： 

照相 觀察 測繪 筆記 
16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

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
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係指下列何者？ 
自首之犯罪行為人  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 
經傳喚到案的犯罪嫌疑人 對已發生之犯罪知情者，經通知到案之人 

17 「管制進口物品」係指行政院 101 年 7 月 26 日院臺財字第 1010047532 號公告修正之「管制物品管制品項及
管制方式」。私運管制進口大陸物品，超過幾公斤者，適用「懲治走私條例」移送法辦之規定？ 

100 公斤 500 公斤 800 公斤 1,000 公斤 
18 警察機關受理告訴乃論案件，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告訴人應有告訴權 
由代理人代為告訴者，應出具委任書狀 
未逾越 6 個月之告訴期間。但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者，其一人遲誤期間者，效力及於他人 
告訴人係外國法人時，告訴代理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狀應經公證程序及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但依現有資料可

推定其委任為真實，且對造當事人亦未爭執者，不在此限 
19 有關現場保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實施犯罪調查，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現場封鎖得使用現場封鎖帶、警戒繩索、標示牌、警示閃光燈或其他器材，以達成保全現場為原則 
為免跡證遭受風吹、雨淋、日曬等自然力所破壞，初抵現場人員宜使用帳蓬、雨棚或其他物品保全跡證，

或為適當之記錄後，移至安全地點 
現場封鎖範圍應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而定，原則以三道封鎖線為準，必要時得實施交通管制。初期封鎖

之範圍宜縮小，待初步勘察後，視實際需要再行擴大封鎖範圍 
20 內政部警政署建置電腦化之通訊監察管制系統，提供登錄聲請通訊監察、製作期中報告、陳報（暫不）通知

受監察人、報請許可銷燬監察通訊所得資料等程序之管制功能，有關聲請執行通訊監察之案件承辦人，負
責自行承辦案件之聲請表建檔、下載、列印陳核，以及辦理期中報告、陳報（暫不）通知受監察人、監察
所得資料銷燬登載等作業之權限屬： 
甲權限 乙權限 丙權限 丁權限 

21 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偵破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以為偵查之準據。有關偵查計畫內容，下列何者不屬之？ 
犯罪發生時間（含發現時間） 被害人生活情形（嗜好、接觸人物及被害情形） 
犯罪嫌疑人之生活情形  發現經過或受理報案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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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涉及帳戶匯款之網路詐欺案件，其管轄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網路詐欺被害人現住所或戶籍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並由受理報案在先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無管轄責任之警察機關接獲報案後，應請被害人至其現住所之警察分局報案偵辦 
以網路詐欺被害人上網發生權益受損之上網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以被害人發生權益受損之網頁、電子郵件、新聞群組、BBS 站等各項網路服務及網路位址伺服器所在地

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23 實施偵查時，對於清查中之人，應特別注意之對象，下列何者不屬之？ 

在地方素行不良，有前科資料者 無業遊民 
案件發生後，關係人或可疑人突告失蹤者 對本案特別表現關懷者 

24 執行 DNA 採樣，以①樣本為主，②樣本次之，①、②之組合，下列何者正確？ 
=① 毛髮、 =② 血液  =① 唾液、 =② 毛髮 
=① 唾液、 =② 血液  =① 血液、 =② 唾液 

25 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下列何者不屬之？ 
白天開始偵詢，繼續至晚上者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26 指某人或某特定犯罪集團反覆多次從事犯罪行為時，會慣用某一特定手段或方法，稱為： 
犯罪分析 作案手法 簽名特徵 犯罪模式 

27 下列何者非屬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所列舉之特殊刑案： 
犯罪手段殘酷、情節離奇案件 
新發現之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制之案件 
深切影響社會治安、震撼社會人心之案件 
被竊人係具有外交身分之外籍人員，或來訪之外籍貴賓 

28 警察機關受理報案，有關報案三聯單之開立，下列何者正確： 
同一案件，分別向數警察機關（單位）重複報案時，受理單位得重複開立三聯單 
同一案件，二個以上警察機關就案件管轄責任有爭議時，由受理報案在先之單位開立三聯單交付報案人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報案三聯單時，仍應開立三聯單交付報

案人 
立即偵破移送之案件，得免開立三聯單。但報案人索取時，仍應開立交付之 

29 依警察機關認定刑案匿報之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隱匿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既不依規定通報偵防中心，亦不填報刑案紀錄表者 
普通刑案於受理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 48 小時以上者 
普通刑案之發生與破獲雖不必通報偵防中心，但經發現未填報刑案紀錄表者 
拒絕或推諉受理民眾刑案報案者，以匿報論，並加重懲處 

30 依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下列何者錯誤： 
拘捕人犯前，應先儘速瞭解案情及拘捕對象之身分地位，俾供配置警力及屆時是否使用警銬之參考 
拘捕對象拒捕或脫逃，得併使用腳銬 
人犯留置期間，基於事實需要，以使用手銬為原則，非有必要不得使用腳銬 
對通知到場、自首或自行到場之犯罪嫌疑人，不得使用警銬 

31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98 年 11 月 13 日會議決議，查獲持有第三或第四級毒品淨重多少公克以上，即解
送地檢署偵辦： 

2 公克 10 公克 12 公克 20 公克 
32 依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刑案現場數位證物，主要之處理原則中，下列何者錯誤： 

現場數位證物須小心操作，避免修改儲存之資料並注意設備之電量及揮發性資料保存 
取得並記錄數位證物之密碼，以利後續進行鑑識分析 
除硬碟修復程式外，勿安裝或複製其他任何程式、檔案至數位證物中 
以標籤方式標示數位證物之廠牌、型號、序號及所有人（保管人）等資訊 

33 美國犯罪學家 Ronald M. Holmes 指出，造成逾越正軌的性行為有四個因素，下列何者不屬之： 
幻想（Fantasy）  象徵主義（Symbolism） 
儀式主義（Ritualism）  克制（Restraint） 

34 依 103 年 1 月 29 日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定義，所謂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
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信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謂之： 
通話紀錄 通聯紀錄 通信紀錄 通訊紀錄 

35 依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第 2 點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數位證物： 
平板電腦 行動電話 傳真機 行車紀錄器 

36 調查毒品犯罪案件時逮捕涉嫌人，為了解有無吸食毒品情形，通常可採集以下何種檢體送實驗室檢驗：
①腋毛 ②尿液 ③頭髮 ④唾液 ⑤糞便 
①②⑤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37 下列那些生物計量（biometric）特徵之敘述組合正確？①指紋－生理特徵－終身不變 DNA② －行為特徵－
終身不變 ③臉部特徵－生理特徵－短期不變 ④聲音－生理特徵－短期不變 ⑤筆跡－行為特徵－短期
不變 
①③⑤ ①②③ ①④⑤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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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下列行使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①警察依事實足認某集會遊行對公共安全有危害之
虞時，得於當時攝影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但不能及於第三人 ②依現場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
應依職權等原因終止執行 ③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得全日 24 小時為之，以收集完整情報 ④警察
得將現場無法查證身分人員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自攔停起不逾 3 小時，不需通知其親友或律師 ⑤警
察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檢查引擎、車身號碼等特徵 
①②⑤ ①③⑤ ②④ ②⑤ 

39 偵查人員應審慎勘察刑案現場，詳細採取證物，以確認犯罪嫌疑人，採得之證物與可能存在之線索組合，下
列何者正確：①塑膠手套（含皮屑 DNA 與指紋得到個化訊息） ②刀具（含指紋得到個化訊息） ③菸蒂
（含口腔黏膜 DNA 得到個化訊息） ④鞋印（僅能得到類化訊息） ⑤雨衣（含皮屑或汗水 DNA 得到個
化訊息）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⑤ ①③④⑤ 

40 下列現場記錄之方法，何者正確：①為顯示跡證之相對位置，應於其上放置比例尺照相 ②宜從不同角度拍
攝以記錄現場全貌 ③報案之日期、時間與現場溫度等無法照相，宜以筆記呈現 ④與相關人員談話可以
使用錄音方式 ⑤依序測繪跡證、現場與現場周圍，以呈現相關位置 
①③⑤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②④⑤ 

41 下列死亡案件敘述組合，何者正確：①溺斃死亡－應靜待 12 至 24 小時再觀察，以利收集屍體因浸泡而消失
之痕跡 ②墜落死－如能延長停止距離，即可提高存活之可能 ③本國駕駛者車禍死亡－右鎖骨骨折及肋
骨斷裂 SIDS④ （嬰兒猝死症）－常見於在 12 個月以上之嬰兒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③④ 

42 依洗錢防制法，洗錢，指下列行為：（①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 ②寄藏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產上
利益）；所稱重大犯罪指本刑為（三年 五年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①②， ①， ①②， ①， 

43 採集指紋時，狀況與對應方法配對，下列何者正確：①死者手指組織太過軟化（運用夾紙器滾印） ②指面
乾燥（塗甘油於指面） ③手指乾燥、皺縮、堅硬如石（獲准後切下處理） ④各式方法均無法捺印時，
以照相方式處理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44 犯罪現場勘察採證時，對於證物之蒐集與處理，下列何者錯誤：①蒐集筆跡原本，但送鑑時，為免證物遺失
，以複印本代替之 ②保持證物原貌，勿直接在證物表面書寫記號 ③為求節省資源，證物性質相似者應
包裝於 1 個證物袋 ④為求偵查不公開，採證人員僅於證物封緘處捺指紋，不得簽名 ⑤送鑑檢體如外觀
相同而量大，得依抽樣程序抽樣鑑定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③④⑤ 

45 下列死亡方式與型態傷之組合，何者正確：①上吊自殺－後側肋骨連接脊椎處骨折 ②自殺（自殘）－左手
肘、腕部平行切割傷，現場有凶器存留 ③Defense Wound 抵抗型態傷（他殺）－虎口刀刃傷，身上有銳傷
，現場無凶器存留 
①② ①②③ ①③ ②③ 

46 到達犯罪現場進行電腦搜索時，應注意那些事項？①控制現場，並進行受搜索人身分確認 ②請受搜索人協
助並操作其電腦，以快速找到內存之重要證據資料 ③為方便搜尋資料，可安裝或拷貝程式至受搜索人的
電腦中 ④在電腦中找到重要資料時，應當場列印，並請受搜索人簽名按指印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47 為有效追查人口販運案件，提供被害人合適之保護措施，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警察於調查相關對
象時，應注意下列那些屬於疑似被害人之情形？①未滿 20 歲者 ②身體有遭受暴力或被虐待之跡象者 ③身
分證明或旅行文件被扣留者 ④出入均有他人陪同者 5無法任意與他人通訊者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②③④⑤ ①②④⑤ 

48 在數位證據蒐證時，應透過下列那些方式，以確保證據證明力和證據力？①請機關與企業內部資訊人員協助
蒐證爭取時效 ②依照嚴謹的鑑識流程 ③使用專業的鑑識工具 ④外聘法律專長人員協助蒐證 ⑤將電
腦直接關機帶回實驗室處理以爭取時效 
②③ ①②③ ②③④ ④⑤ 

49 以下何種方法較適合鑑識人員於地下製毒工廠現場檢測使用，以縮小蒐證範圍？①嗅覺分析 ②化學呈色分
析 ③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分析 ④手攜式拉曼光譜儀分析 ⑤目視觀察法分析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④⑤ ①②⑤ 

50 連續性殺人（serial killer）謀殺型態之敘述何者較正確？①男性嫌犯常使用下毒為他殺手段 ②兇嫌常為男
性，常殺害同一類型之女性對象 ③第一位遭殺害者常為熟識友人及離自家近的鄰居或朋友 ④兇嫌可能
在成長過程有遭受過精神、心理上戕害，而留下無法抹滅之精神傷害 
①②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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