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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試論述犯罪學研究之三大目標為何？（20 分）

二、「機會」（Opportunity）與環境犯罪學關係密切，試說明新機會理論：日

常活動理論、犯罪型態理論及理性選擇理論之內涵為何？（20 分）

三、試述社區處遇（社區犯罪矯正）的理論基礎，並說明其施行的優點及限

制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2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有關慢性習慣犯（Chronic Offender）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多被判處短期自由刑 極易受矯正感化

係指少數人觸犯大多數比例的犯罪 常觸犯妨害風化罪

2 對於自陳報告獲取犯罪資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陳報告是彌補官方統計缺失的方法之一

自陳報告大多採抽樣問卷調查方式行之

自陳報告傾向於詮釋犯罪情節較輕微之犯行

自陳報告所得的犯罪資料，不受當事人記憶影響

3 有關犯罪被害調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被害調查能彌補官方統計中有關犯罪黑數的問題

犯罪被害調查只能被解釋為一種對可能已發生犯罪的估計量

犯罪被害者記憶上的不正確係被害調查的重大缺陷之一

犯罪被害調查能針對所有犯罪類型進行調查

4 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在犯罪學的發展歷史中，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犯罪學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和費利（Enrico Ferri）及加洛法洛（Roffaella Garofalo），被稱為義大利學派

提出「生來犯罪人」的觀點，認為個體因為具有某些特殊的生理因素，導致他們從事犯罪行為

龍布羅梭在晚期的著作中，認為有些人犯罪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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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學家安格紐（Robert Agnew）於 1992 年提出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其嘗試

解釋遭遇到緊張及壓力的個人容易觸犯犯罪行為，而安格紐認為壓力有四種來源，下列何者錯誤？

負面刺激之移除 期望與成就之差距

正向價值刺激之移除 未達正向價值之目標

6 西元 1764 年出版之《犯罪與刑罰》（Crime and Punishments），成為當時刑法之基本理論，對日後

刑法改革與犯罪學發展有很大影響，其作者為：

貝加利亞（Beccaria） 龍布羅梭（Lombroso）

加洛法洛（Garofalo） 費利（Ferri）

7 美國犯罪學學者葛魯克夫婦（Sheldon and Eleaneor Glueck）曾對 500 名少年犯與相同環境、相同

年齡之 500 名非少年犯做比較研究，認為少年犯與非少年犯有以下顯著差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少年犯在氣質上經常表現侵略攻擊性及破壞性

少年犯在情感或態度上經常表現敵對或挑釁

少年犯心理上喜歡做間接的學習

少年犯多是在不適當管教之下長大

8 關於犯罪社會學中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蕭氏及馬凱（Shaw and Mckay）對少年犯罪

的研究結論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某些地區少年犯特別多而形成少年犯罪地帶

少年犯罪集中於靠近市區之高房價地區，離市區愈遠愈多

小孩逃學率高的地區，少年犯較多

市中心的少年犯罪行為發生率較高，而愈向郊區則愈低

9 根據學者 Bartollas（1985）的觀點，認為犯罪矯正有三大主流哲學，下列何者不是其所提及的模式？

理性選擇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

矯治模式（Rehabilitation Model）

懲罰模式（Punishment Model）

正義模式（Justice Model）

10 有關梅爾頓（Robert Merton）提出的無規範理論（亂迷理論，Theory of Anomie），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梅爾頓認為每一個社會及文化均由物質目標和手段所組成

根據目標與手段間不同的組成，提出守法者（Conformity）、標新者（Innovation）、精通儀式者

（Ritualism）、無助者（Helplessness）及反叛者（Rebellion）等適應模式

梅爾頓認為犯罪是手段無規範（手段亂迷）的結果，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則認為是目標

無規範（目標亂迷）的結果

標新者（Innovation），是指其內心有不法之企圖、目的，但外顯的行為卻是遵循固有的文化及

規範

11 下列何者不是內政部警政署界定的「暴力犯罪」案件？

槍砲彈藥刀械案件 搶奪案件

強制性交案件 重大恐嚇取財案件

12 一般而言，有關職業竊盜集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職業竊盜集團認同竊盜之職業

職業竊盜集團有共通的黑話

職業竊盜集團之竊盜犯會同情受害者

職業竊盜集團之竊盜犯對其同夥不會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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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毒品「減輕危害（Harm Reduction）」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係各國反毒策略指導原則之一

可透過維持療法，降低因毒品問題造成的傷害

協助毒品施用者能儘快回歸到正常社會

主張吸毒者為犯罪人

14 克拉克（Ronald Clarke）及埃克（John Eck）於 2003 年根據五項主要原則歸納出情境犯罪預防策

略。下列那一項非屬之：

移除犯罪藉口 減少犯罪風險 增加犯罪阻力 減少犯罪誘因

15 在目標導向之公共衛生犯罪預防模式（Public Health Model of Disease Prevention）中，下列何者屬

於第一層次之犯罪預防策略？

個人問題行為之早期識別與預測 隔離與矯治

犯罪區域分析 公共教育、法治教育

16 有關刑事司法體系的「結婚蛋糕運作模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模式主要描述刑事司法系統的運作是個相當主觀的政治實體，部分的案件受到特別重視與處

理，而大部分案件卻是被忽視的

此模式將刑事司法的運作分成三層的結婚蛋糕

第三層蛋糕的人數最多，主要是行為不檢、酒醉、打架等偏差行為

第一層蛋糕的案件多屬強盜、搶奪、強姦、殺人等傳統重罪，多數會受到法律迅速與嚴厲的制裁

17 下列何者不屬於整合型之犯罪學理論？

布列斯懷特（Braithwaite）之明恥整合理論

雪林（Sellin）之文化衝突理論

蓋佛森（Gottfredson）與赫西（Hirschi）之自我控制理論

傑佛利（Jeffery）之生物社會學習理論

18 澳洲學者 Braithwaite（1989）提出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下列何者並非是修復

式正義的基本原則？

修復式正義不是口號，它需要我們採取行動，用實際的計畫與方法改變受害人與加害人的關係

使用懲罰的刑事司法體系，讓做錯事的人改邪歸正

修復式正義以受害人、加害人和社區為中心

在犯罪事件中，社區也是受害者，如何彌補犯罪對社區造成的傷害，亦是修復式正義的核心課題

19 關於刑事司法過程模式中，學者 Herbert Packer（1968）所提及的犯罪控制模式（Crime Control

Model），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刑事司法體系中最重要的任務與功能是個人權益之維護

刑事司法執行人員未能將犯罪行為做適切控制，則將使社會秩序崩盤，而影響個人自由

為確保社會秩序之維護，刑事司法行政必須強調「效能」（Efficiency），亦即增加逮捕、起訴、

審判之速度

對犯罪嫌疑人之人權較不重視

20 犯罪被害現象中，有關「被害者促發」（Victim Precipitation），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早來自美國學者辛德廉（Michael Hindelang）對殺人犯罪型態之研究

被害犯罪係由被害者引發之事件

被害者可以「積極的」（active）或「消極的」（passive）的方式促發

犯罪事件中，被害者係率先使用暴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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