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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謝謝主席，是不是可以有請部長。 

 

陳部長：委員好。 

 

黃國昌：從早上到現在我知道您一定累了，不過職責所在，先謝謝你的辛勞。 

 

陳部長：謝謝。 

 

黃國昌：我想先請教一下，就是說針對我們過去這段時間當中，所謂出現的無差

別的殺人或者是傷人這樣子的一種犯罪型態，不管是內政部或者是內政部所知道

的其他部會，是不是有針對這些傷害案件所發生的成因跟他可能的預防之道進行

任何有系統的檢討？ 

 

陳部長：這個有關研究的這部分，法務部委託一個專家學者在研究，最近會完成

報告。 

 

黃國昌：針對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深入地瞭解背後後面的成因，才有可能真正對

症下藥找到好的預防的方法，能夠降低這些事情的發生，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日本在過去幾年當中也發生過所謂無差別的殺人或者是傷心這樣子的傷害案件，

那其實我今天並不是說真的要去質詢部長什麼，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情恐怕也不是

內政部單獨可以完成的，它可能會牽涉到有關於內政部以外還有衛福部、法務部

整個戶政系統彼此之間的連結。 

 

所以今天要主要利用質詢的時間讓部長看一下說日本的法務省他們針對他

們過去所發生的這些不幸的事件，在2013年的時候，曾經有發出一個這個總合

性的報告，不曉得部長您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嗎？ 

 

陳部長：這個我們警察機關有掌握 

 

黃國昌：那針對這個報告，你覺得對於臺灣目前所發生的現象能夠對於我們不管

在制度上面的變革還是實際上面的實施得到什麼有益的啟示？ 

 

警政署長：跟黃委員報告，我們看的是日本警察廳的報告，他是最近20年以來的，



20年以來有關無差別殺人，無差別待遇殺人事件的一個統計，還有他的整個做法，

這個做法裡面他也有列舉幾項，這個看起來這個模式跟處置的方式都跟我們雷

同。 

 

黃國昌：在你所看到那份報告當中，有沒有針對這類案件它所發生真正的成因提

出過具體原因的標定？ 

 

署長：我看的這個資料他只是說這些到底有多少件數，怎麼發生，發生以後他們

怎麼處置，警察廳的部分。 

 

黃國昌：我今天先帶一下部長看在日本的這份研究報告當中，那我想看一下我們

見賢思齊，看一下人家是怎麼去進行有系統的分析，第一個在整個發生案件的年

齡上，20歲到39歲的大概將近佔了六成左右；第二個非常重要的特徵是，這些

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說犯人他都是長期處於一個沒有朋友相當孤立的狀態；第三個

部分是有高達七成以上的人他是屬於無業，也就是沒有固定職業的狀態，那造成

實際上面的效果就是他進一步在收入上面會沒有經濟上面的來源。 

 

那可能現在就短期的刑事預防政策的偵查來講，大家非常關心是，第一個是

當他發生這個犯罪的時候，他之前曾經犯罪的比例大概有多高，那第二個是他在

進入了監獄或是矯正處所矯治了以後，他出獄了以後他再犯的機率有多高，因為

這個會直接的牽涉到我們整個在刑事政策上面假釋的政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進

一步的調整，才能夠對所謂的高風險的因子能夠進行有效的預防跟控管。 

 

最後就曾經發生過有在他們納入隨機殺人或是傷人的這些研究當中，曾經有

暴力前科的在52個人裡面佔有16個人，大概將近超過三成的比例，那接下來或

許也是我們在整個刑事政策的制定上面最擔心的問題是他們到底為什麼做這樣

的事情，對於自己目前所身處的狀況感覺到深刻不滿的有18個人，對於特定的當

事人，就對別人心存不滿有8個人，希望自己死掉，不管是透過自殺或是死刑死

掉大概有6個人，希望藉由入監所來逃避社會的現實大概有9個人，對於殺人他有

強烈的欲望跟興趣的統計數字出來是5個人。 

 

因此他們在經過這些全面而深入的調查以後，大概分兩大領域提出具體政策

的檢討，第一個部分的檢討是對於有前科者的處遇，你可以說這某個程度上是所

謂特別預防，我們所希望可以守備的範圍，對於比較高危險的因子，包括了因為



暴力行為而受刑的人對其暴力的犯罪傾向問題我們必須要先做成充實的處遇措

施使他改善，為了使他改善暴力傾向，應該對受刑人暴力傾向問題之所在進行正

確的檢查予以掌握。 

 

第二個重點是受큦人精神障礙的有無，應該對其進行篩選檢查，把握問題所

在，盡可能整備使其接受精神科的診療以及治療的體系。 

 

第三個依照風險分析的結果，受刑人精神障礙的有無，問題解決的進度，基

本的資訊、犯罪的內容，對於支援當事人社會復歸、防止再犯都是有益的資訊，

從刑事程序最後階段保護觀察所能夠利用的情報是很重要的。刑事司法機關的資

訊共享、資料庫的建立及運用的應有方式都必須要進入深入的檢討。那這個可能

就包括了剛剛陳委員主席跟你們所指教的，就有關於在資訊上面你們橫向除了警

政機關以外，可能在衛生機關、戶政機關彼此之間勾契的重要性。 

 

第四個從社會復歸支援的方向，應以保護觀察所為中心，以醫療、社會福利

機關為首，各領域相關連的機關加入共同運作，使能夠支援的內容充實，對於問

題的所在，以再犯風險的程度、內容為基礎，調整必須合作機關的範圍以及合作

的強度，關懷對象者釋放後的狀況，進行必要的介入、指導以及支援。那這個是

針對曾經有暴力前科犯罪的人接下來我們回到社會了以後，以及在接受診療上面

他所提出的建議。 

 

那第二個部分就整個社會全體的刑事政策的策略來講，他所提出來的包括了

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犯人多為無業、交友關係淡薄，在社會當中孤立，在這樣的孤

立狀況下產生偏差的思考模式走向極端並導致無差別傷害事件的發生，要防止無

差別傷害事件，防止孤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面，創造

能夠使國民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環境，讓每個人有立身之地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的事情。 

 

第三點無差別傷害事件常見犯罪者都有某種經常會看到有一些精神障礙的

問題，產生偏狹的思考，進而引起無差別傷害事件，但是，這個就是重點，幾乎

都是沒有接受過治療或是曾經接受過治療但是中斷，那多數的案例顯示，因為對

於這些知識的欠缺，當事人以及身邊的人欠缺對於治療必要性的認識，或者是說

感覺到治療的必要性但是害怕遭受到偏見以及歧視，而錯過早期治療的時機，在

社會中傳播有關精神障礙正確的知識，讓這些有障礙的人能夠盡早接受治療這是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今天利用這個時間提供這樣子的資訊給內政部還有警政署做參考，也是

希望說，我瞭解這不是你們內政部獨立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接下來怎麼樣透過

跟衛福部、跟法務部彼此之間橫向的連繫，進行制度面上面或是執行面上面徹底

的檢討，我希望能夠從一次又一次讓所有的人感覺到悲傷、感覺到憤怒的不幸事

件當中，我們能夠真正的開始全面的檢討我們在制度上面應該需要改革的地方。 

 

陳部長：非常謝謝黃委員的指教，我想這個院長已經指示由副院長召集衛福部跟

教育部以及我們本部相關單位一起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