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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甲、申論題部分： 

一、Clarke於1992年提出情境犯罪預防的概念，並分為三大類犯罪預防策略；其後Clarke及

Cornish於2003年再度提出五大類犯罪預防策略。試略述其演進過程及目前五大類犯罪預防策

略之內涵。  

【擬答】： 

情境犯罪預防的發展乃源起於 1960-1980 年代英國內政部犯罪研究部門從事矯正處預研究的

結果，其認為從許多社會的結構與環境中可以發現，造成個體從事犯罪的原因，犯罪機會的

提供遠甚於個體本身的人格與背景，亦即從設計、管理與操作環境可以降低犯罪的機會，進

而減緩犯罪行為的發生。 

 Clarke 主要策略有三： 

針對特殊或個別犯罪型態，特別是針對那些直接接觸掠奪性犯罪之型態，如竊盜、強

盜、搶奪及殺人罪等。 

設計、操縱和管理立即的環境。 

降低犯罪的機會和增加犯罪的風險。 

五大類犯罪預防策略之演進過程： 

情境犯罪預防措施，係以環境犯罪學提供有關犯罪者動機與犯罪途徑的資訊；以理性選擇

觀點描述犯罪的架構歷程；以生活型態理論說明被害者如何創造或控制被害風險；以日常

活動理論說明犯罪事件如何的發生。藉此以了解如何在各種犯罪型態中，藉由情境上的控

制以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 

五大類犯罪預防策略之內涵： 

增加犯罪阻力：包含強化標的物(如裝置汽車龍頭鎖)、管制通道口(如入口處裝置通話

器)、過濾入出口(如有票根才能進出停車場)、轉移嫌疑犯(如分散運動場的男女廁所)

以及管制槍械(如嚴格管制少年購槍)。 

增加犯罪風險：擴充監控(如夜間出門攜伴同行)、增加自然監控(如改善社區照明光

線)、減少匿名(如計程車司機應主動顯示識別證)、職員互助(如超商應該兩位員工一起

上班)、強化正式監控(如雇請保全員巡邏社區)。 

減少犯罪誘因：藏匿標的物(如車輛儘可能不要停放街道旁車格)、移除標的物(如使用

可拆式音響)、財物識別(如個人財產應做記號)、搗亂市場(如街頭攤商應領牌照)、否

定利益(如清洗社區街道廢墟塗鴉)。 

減少犯罪刺激：減緩挫折與壓力(如大眾交通工具應擴充座椅)、避免爭吵(如隔離兩隊

足球迷出場)、減少情緒挑逗(如暴力與色情影片之控管)、減少同儕壓力(如分散學校麻

煩人物)、避免模仿(如公物破壞後立即修繕)。 

移除犯罪藉口：訂定規範(如簽訂租屋契約)、敬告守則(如車庫門前寫上禁止停車)、激

發良心(如路旁設置測速器)、協助遵守規則(如設置垃圾桶以免垃圾亂丟)、管制藥酒

(於酒吧內進行酒測與驗尿)。 

綜上所述，克拉克提出「情境犯罪預防」，使犯罪學研究逐漸重視被害者的角色，被

害者學的研究重點主要擺置在被害者在犯罪事件中的特質、與加害者的互動關係、其

與社會及刑事司法體系的關係等。 

 

二、試論David Bayley之研究中「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操作性定義中之四項要

件，簡稱：CAMPS之意涵？ 

【擬答】： 

社區警政是一種理念，也是一種組織的策略，它透過警察正社區的緊密合作，以解決犯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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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犯罪恐懼及社會失序等問題。使社區變得更安全，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社區警政的作

為主是透過社區警察與民眾面對面的接觸，以爭取民眾信任而使其願意投入關心社區治安的

行列。因此，社區警政的組織設計應朝向分權化，儘量授權及賦能予基層員警。有關社區警

政四個核心要素 CAMPS：分述如下： 

    公共諮商（consultation）：意指警察的勤務作為必須迎合民眾的需求，警察可透過「社

區治安會議」傾聽民眾對治安的感受及需求，並利用機關教育民眾有關預防犯罪的常識。 

    組織調識（adaptation）：意指警察組織應擴大對基層勤務執行機構的授權與賦能，因為

基層員警最瞭解社區的犯罪問題與解決之道。 

    社區動員（mobilization）：意指社區警察在發現治安問題之後，應設法動員社區、地方

政府及警察之力量，共同為解決治安問題而努力。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意指社區警察應扮演治安問題解決者的角色，分析轄區

治安事件頻發之人、事、時與地等問題，並以「問題」導向取代「案件」導向，以及「先

發」導向取代「反應」導向的勤務作為，才能有效達到預防犯罪之目的。 

綜上所述，社區警政必須以「全民共治、軟硬兼施」的概念加以貫徹，落實的方法則是「由

上而下」、「因地制宜」二個策略，與民眾參與、確切落實及犯罪偵防並重等三個措施。 

 

乙、測驗題部分： 

  警察機關於防範校園竊盜在實務上有「治安風水師」，目的在於利用環境設計預防犯

罪，而4D策略即為預防犯罪最佳策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嚇阻（Deter）：利用各種方式，打消竊盜犯之犯罪動機  

丟棄（Discard）：丟棄以往迷思，積極營造犯罪預防  

延遲（Delay）：延遲竊盜犯行竊的時間，增加其犯案風險  

偵防（Detect-and-Prevent）：使用各種設備，預防和偵查犯罪  

  近年詐騙集團猖獗，無論是假借檢警身分、購物個資、網路購物、網路援交、求職詐

騙、中獎投資詐騙、家戶拜訪詐騙、假親友詐騙等新興型態的詐騙方式推陳出新。我國

內政部警政署致力於防制詐騙被害以及打擊詐騙集團，其相關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民國93年成立「反詐騙諮詢專線」，並於民國94年更名為「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專線主要工作係提供民眾線上即時協助與受理報案，並貫徹「一案到底」之精神，多

方宣導，預防被害發生  

電信監理部分以雙卡認證（身分證、健保卡）、預付卡用戶管理、二類電信監管機制

以及簡訊過濾機制來做監控  

民國94年與金融機構合作，限定金融卡非約定轉帳每日限額新臺幣5萬元以下，並於民

國95年正式啟動「183防堵詐騙聯防機制」  

  民國98年4月26日，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第三次江陳會，簽署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此協議當中內容主要有共同打擊犯罪，送

達司法文書，調查取證，認可民事裁判及仲裁判斷，人道探視與接返受刑事裁判確定人

等內容，其中針對共同打擊犯罪之部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協緝刑事犯  

共同打擊民眾所關切之重大犯罪，例如詐騙、人口販運……等  

協助大陸簽署家庭暴力防治法等重大婦幼法律協定  

刑事嫌疑犯將之遣返  

  警察對於釋放到社區的性侵害加害人之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理性侵害加害人定期辦理身分、就學、工作、車籍及其異動等資料之登記及報到  

性侵害加害人有列入治安顧慮人口，其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天實施查訪，並對其進行社

區輔導與治療  

發現查訪之性侵害加害人不在戶籍地時，應查明及通知所在處所之警察機關協助查

訪，其為行方不明者，應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實施查訪時，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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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院自民國94年元月起推動「臺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六星係指推動社區改造運動

的六個面向。其中由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及社會司所主辦的為「社區治安」，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推動社區治安工作，主要採取由上而下之操作模式  

透過舉行社區治安會議找出治安死角，解決社區的治安問題  

重點議題涵蓋「犯罪預防」、「社區防災」、「家暴防治」  

召開社區治安會議工作，採「警察局、分局少辦，分駐（派出）所多辦」原則  

  紐約的街頭犯罪率持續下降，2010年甚至還比2009年的犯罪率降低2%。紐約前市長朱利

安尼改善犯罪率問題則從交通秩序著手，藉由取締交通違規，除有嚇阻作用外，還逮捕

了小偷、盜匪以及通緝犯。並且整頓地鐵，打擊看似微不足道卻影響生活品質的犯罪，

如酒後駕車、無執照街頭攤販、街頭塗鴉、色情生意等。下列那一個理論可驗證紐約市

打擊犯罪的策略？  

情境犯罪預防  克拉克理論  機會理論  破窗理論  

  日本警察制度之根基，亦是日本警察之所以優良的最大制度為下列何者？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交番與巡迴聯絡制度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分番與集散區域聯防制度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道路民警共同科技監控制度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偏遠地區社會福利與警政聯防制度  

  警察行使警察權時應嚴守私生活不可侵犯、私人住所不可侵犯以及不干涉民事法律關係

等三大界限，此部分歸屬於警察執法之界限當中之那種原則？  

警察比例性原則  警察公共性原則  

警察責任性原則  警察目的性原則 

  日常生活理論將犯罪事件的發生解釋為數種要件聚合的結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出現有動機的犯罪者  

必須要有犯罪者所希望或想獲得的標的  

標的與有動機之犯罪者須在相同時間出現在相同地點，並且在當時、當地缺乏監控或

監控失效  

缺乏監控或監控失效，主要是警察機關無編列相關預算所致  

  下列那些勤務活動不是達成警察任務之重要作法？  

攻勢巡邏  立即反應  密集偵查  糾紛調解  

  警察防制少年犯罪政策之實踐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實施「春風專案」，加強查處少年聚集或深夜遊蕩行為，積極協尋少年逃學（家）、

輟學，通知家長管教及學校輔導  

「春暉專案」主要在於輔導校園中輟學生，警察應協助校方查訪無故缺席未到學校上

課的少年  

依據「警察機關防處少年事件規範」，調查少年時應通知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或現在

保護少年之人到場，詢問少年時，應站在輔導關懷的立場，不可誘導使少年陷於錯誤 

平時實施預防少年犯罪宣導，並於每年寒暑假及擴大宣導月等重點期間擴大辦理宣導

活動  

  紐約市警察局所採用的COMPSTAT策略問題解決途徑有六個核心要素，下列說明何者正

確？  

組織彈性（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勤務規劃與執行的職責下放至分局及其

外勤隊  

內部課責（internal accountability）：為有效運作勤務業務，警察組織領導人要清

楚界定組織任務  

創新的問題解決戰術（innovative problem-solving tactics）：鼓勵警察運用理

論、研究或觀摩所得，提出創新作為  

任務釐清（mission clarification）：為應付各地治安需求，賦予基層更廣大的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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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在警察政策執行上，Bardach（1977）認為某些情形將產生政策執行的反效果，不包括下

列何者？  

政策資源的分散  政策目標的偏離  

政策機關的窘境  政策資源的集中  

  下列何者不屬於預防犯罪宣導之短期目標（促進全民參與預防犯罪）？  

強化社區精神倫理規範  結合公益社會團體力量  

籲請守法、崇法人士發揮力量  化解潛在犯罪者之不法動機  

  警察角色的實質意涵可從三個可觀察到的標的予以測量，下列何者不是屬於此測量標的

之一？  

警察的任務編組  警察所建構的價值觀  

警察所設立之目標  發展出之警察策略  

  下列那一項不是促進警民合作之主要作法？  

提高破案績效  取締交通違規  改善服務態度  排解民眾糾紛 

  根據內政部民國101年年度施政計畫，下列何者不屬於「年度施政目標：精進警政治安作

為，建構社區安全環境」之子目標之一？  

厚植鑑識暨防爆能量，協助維護司法正義  

加強選舉安全維護，防杜暴力介入選舉，精實警察教育訓練，提升治安維護能力  

建置防救災資訊分析平臺，強化災害應變機制  

結合民間志工（保全、義警、民防等），保護婦幼及青少年安全，全力防制被害發生 

  日常活動被害理論（routine activity theory）提到，犯罪的發生需要在時空上有三個

因素之聚合。情境犯罪預防之技術「擴充監控」主要是針對那一個因素所設計？  

足以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  有能力及動機之犯罪人  

合適的標的物   對危險之認知  

  目前針對性侵害加害人回歸社會，交付保護管束時，可佐以科技設備之監控，相關單位

並建構出「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下列何者為警察在此網絡中

所扮演的角色？  

聲請強制治療  

促進檢察官召開社區監督輔導會議  

建立性侵害加害人檔案及安排身心治療  

回應網絡成員之請求，對性侵害加害人進行查訪  

  下列何者屬於「第三層次之犯罪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高犯罪區域之分析   

僱請私人保全  

對犯罪者之逮捕、起訴、監禁及矯治  

對高風險青少年之輔導  

  學者Brantingham提出「犯罪過程犯罪預防模式」，他認為犯罪活動可以分為三階段。下

列何者不屬於此三階段？  

犯罪決意階段   犯罪脫逃階段   

犯罪搜索階段   實際犯罪行為階段  

  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到達時間理論」（Time of Arrival of Police，簡稱TAP）之主

要內涵？  

TAP是從犯罪發生的時間一直到警方逮捕犯罪人之時間為止  

警察愈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人之機會愈大  

當警方反應之時間愈短，歹徒侵入之時間愈長，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TAP可分成三個時程：獲知時間、報案時間、警察反應時間  

  預防搶奪犯罪之發生為警政工作之重點，下列何者不是預防搶奪犯罪發生之最重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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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監視錄影系統（CCTV）  促請民眾外出結伴而行  

鼓勵民眾積極反抗搶奪犯  建議民眾減少穿金戴銀  

  學者Sherman及Berk（1984）曾對美國明尼亞波利警局進行家庭暴力研究之主要發現為

何？  

命令離開者嚇阻家暴再犯效果最佳   

正式逮捕具嚇阻家暴效果  

接受勸告者家暴再犯率最低   

不予回應與家暴再犯無關  

  在防制詐欺（詐騙）犯罪上，警察未曾使用之主要措施為下列何者？  

提供反詐騙諮詢專線  ATM自動提款機前站崗  

加強防詐騙之媒體宣導  提高詐欺犯罪之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