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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選擇理論如何解釋犯罪人犯罪行為的決定？此一理論在犯罪預防上有何啟示?(25分) 

【擬答】 

經濟學家貝克對犯罪「理性選擇理論」（ R a t i o n a l  C h o i c e  T h e o r y）的啟示 

最先提出犯罪「理性選擇」概念的人，不是犯罪學家，而是經濟學家。一九六八年，美國經

濟學家貝克（Becker，Gary）寫了一篇文章〈以經濟觀點分析犯罪與懲罰〉（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該文章指出，犯罪人犯罪之前，會以經濟的觀點，

分析犯罪的利與不利。這種情形，就好像投資人對經濟上的投資。犯罪人一如投資人，不能

「完全掌握」各種有利或不利的資訊，但是他們會以自己掌握的部分資訊下決定。他說這種

決定在經濟學上稱為「主觀期望利益模式」（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Model，簡稱

SEU）──係表示是否具有利益，是犯罪人（投資人）內在的期望（主觀期望）。 

犯罪學家克拉克和康尼斯（Clarke & Cornish  

以經濟觀點分析犯罪：一九八六年犯罪學家克拉克與康尼斯，受美國經濟學家貝克〈以經

濟觀點分析犯罪與懲罰〉一文之影響，沿用貝克之「理性選擇」概念，提出理性選擇理

論。他們認為「犯罪人」就如同「投資人」，犯罪人在犯罪（投資）之前，會先分析犯罪

（或投資）的各項利與不利的因素，如果「主觀期望」可獲利益，他們就會犯罪（或投

資）。 

主觀期望利益模式：主觀期望利益模式，是經濟學名詞，貝克將它引用於分析犯罪。他認

為，犯罪人（投資人）並不是「完全的理性」，而是「有限度或不完全的理性」。因為他

們的資訊可能不全，判斷可能錯誤而存在風險。［

性），但是他們也會被發現或逮捕的。］ 

影響「理性」犯罪的因素：一個人下決定犯罪或投資，若是一項「理性」決定，則這種理

性受個人內在犯罪性和外在犯罪機會所影響： 

犯罪性「犯罪傾向」的影響因素：（犯罪性受下列因素影響） 

個人對經濟機會的認知：例如犯罪人認為這次犯罪所得很高，犯罪風險很低等。

 

個性：個性較衝動、缺乏耐性、缺乏堅毅，較易因小利而犯罪。 

生活型態：遊手好閒、終日遊樂、在遊樂區逗留的人，較易因生活方式而犯罪。 

犯罪機會的影響因素：（犯罪機會受下列因素影響） 

時間與空間：犯罪在時空上不是隨機分布的，通常晚上犯罪較多，酒吧常為是非之

地。 

犯罪標的特性：例如夜歸單身女子、主人離開正在發動中的汽車等。 

犯罪技術：唾手可得不需太多技術者，自易吸引人犯罪。 

犯罪預防（犯罪控制） 



情境犯罪預防：如果犯罪是理性選擇，則犯罪是由加害人、情境及被害人的聚合而發生。

所以，美國克拉克（Clarke）等人，對美國感化院少年脫逃事件的研究心得。認為感化院

少年是否脫逃，與情境所提供的「機會」，密不可分。於是，提出情境犯罪預防理論。一

除犯罪藉口。（ 。） 

一般嚇阻策略（一般威嚇策略）──殺雞儆猴：理性選擇理論的刑罰思想是採用「懲罰」

（應報刑）。其採用懲罰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懲罰，使社會上的人（即一般大眾）會怕，

而不敢犯罪，也就是藉懲罰產生「殺雞儆猴」的效果。 

特殊嚇阻策略（特別威嚇策略）──犯罪者不敢再犯：理性選擇理論藉懲罰（應報刑），

使犯罪者被懲罰後，不敢再犯。 

長期監禁策略（又稱隔離主義）：對具有高危險性的犯罪人，採用長期監禁策略（如三振

刑），使其與社會隔離，而不能再犯。 

 

二、試解釋雷克利斯(Walter Reckless)的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的內涵，以及如何以此

理論應用在受刑上的處遇上。(25分) 

【擬答】 

 

 

居住環境、少數民族、缺乏機

會、家庭衝突等。（緊張理論） 

 

抗、焦慮、衝突等心理因素。（心理解釋） 

 

任感，及尋求代替滿足的能力。（人格理論） 

價值觀、明確的社會角色、合理的規範、社會的凝聚力、歸屬感、美滿的家庭。（社會

控制理論） 

 

概念是犯不犯罪的最大因素。） 

 

 

 

 

突、反抗等負面情緒。 

二歲以前，有良好的自我概念，在預防犯罪最重要）。 

 



境、協助弱勢族群、解決家庭緊張。 

媒體、拒絕色情刊物、拒絕不正當娛樂等。 

 

三、瑪札(David Matza)和西克斯(Graham Sykes)對犯罪副文化理論有何看法？他們所提出的「中

立化理論」(Neutralization Theory)認為許多青少年在犯罪後常如何合理化其犯罪行為？

(25分) 

【擬答】 

罪副文化理論不同： 

年無罪惡感，只是遵行副文化的行為）。 

誰不能侵害（犯罪副文化少年排斥傳統價值體系，只遵守次文化規矩）。 

觀（犯罪副文化少年已顛倒是非，不能分

辨善惡）。 

命，只是「短暫」地漂移（犯罪副文化少年終其一生，不斷地從事非法行為）。 

像一般人雖認同法律，只是因「情非得已」而違法（犯罪副文化少年已改變自我形象，認

同自己不好的形象，例如自命斧頭幫分子）。 

 

其中立化技術 

中立化技術是青少年犯罪時的一種心理機制。它暫時地「漂移」自己的價值觀，而免於犯罪

時的罪惡感。使自由「漂移」在合法和非法之間。其技術有五，分析如下： 

因素。例如家庭破碎、損友感染，他們只像撞球一般，認為自己是遵行的人，而非實行

 

 

），如猥褻女人乃

該女 ） 

他們的人。） 

 

 

四、何謂「證據為基礎之犯罪預防」(Evidence-Based Crime Prevention)？犯罪學家 Sherman等

從那七種機構環境來評估各機構在犯罪預防上的有效性？(25分) 

【擬答】 

Evidence-Based Crime Prevention）是由美國犯罪學家



Sherman教授等(2002)所提出。彼等認為，有效的公共政策及實務作為需要以科學證據為基

礎。在醫療或其他為社會福祉而貢獻努力的領域均採取以上的做法。但是，在傳統的犯罪預

防及刑事司法領域並未採取以上的途徑。散亂無章的證據、政治人物的好惡，甚或機關首長

個人的喜好或公共意見等，決定了犯罪預防政策，而非科學證據。他們以為，任何犯罪預防

計畫或處遇計畫均應經過嚴謹的科學評估，以決定其是否有效、無效及應如何建議政策決定

者(decision-maker)應如何採行。 

Sherman等人(2002)評估實行犯罪預防的七種機構環境的有效性。這七種主要的機構環境包

括： 家庭， 學校， 社區， 勞動市場， 地方， 警察機關， 法院與矯治機關等。

透過嚴謹的科學評估方法，探討犯罪預防計劃在每一種不同的機構環境下，所呈現出科學的

結果何者有效，何者無效，以及者有希望。 

證據為基礎之犯罪預防觀念以及相關評估研究在犯罪預防研究正擴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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