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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明瞭高雄市(以下簡稱本市)近6年(103年至108年)犯罪被害人數增

減趨勢，進而觀察性別差異，提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相

關資訊據以加強各項警政工作宣導作為，賡續推動與落實各項婦幼保護

政策及措施。 

 

貳、 犯罪被害概況 

近6年(103年至108年)本市刑案被害人數大致呈現減少趨勢，男性被

害人數約為女性之1.21倍，其中「一般妨害風化」、「違反保護令罪」、

「詐欺」、「搶奪」、「駕駛過失」、「強制性交」、「妨害家庭」等案類，以

女性比重較高。 

 

一、 全般刑案被害人數－本市全般刑案被害人數呈現減少趨勢，自103年2

萬7,473人，108年降低為2萬1,754人 

近6年(103-108年)本局受理全般刑案被害人數大致呈現減少趨勢，

至108年降至2萬1,754人(減幅-20.82%)，其中女性被害人9,691人(占

44.55%)，被害人性比例為124.48。觀察被害人口率(每10萬人口被害人

數)，男性被害人口率以103年1,112.36人最高，108年下降至879.93人

最低；女性被害人口率亦由103年865.46人下降至108年691.00人；被害

人口率性比例從103年之128.53 起呈下降趨勢，105年最低117.66，

108年升至127.34，即男性為女性1.27倍。(詳表1及圖1) 

依被害案類觀察，犯罪指標案類(係指與治安直接關係之暴力犯罪、  

竊盜、一般恐嚇取財、一般傷害及詐欺案等)人數比率呈現下降趨勢， 

103年其占全般刑案6成4，至108年占5成3。其中「竊盜」占全般刑案被

害人比率從103年41.10%下降至108年之24.47%，「暴力犯罪」比率亦從

103年0.88%逐年下降至108年0.48%，「詐欺」比率則從103年15.60%上

升至108年18.24%，另「公共危險」被害人比率以104年 3.65%最低，

108年升至5.30%最高。(詳表2及圖2) 

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雖仍以女性被害較多，惟所占比率大致呈

減少趨勢，由103年占「暴力犯罪」總被害人數之61.73%下降至106

年50.46%，107年占比上升至62.79%，108年下降為46.67%；惟108年

為近6年來首次男性被害人數超越女性。(詳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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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雄市近6年全般刑案被害人概況 

 
 

圖1 高雄市近6年全般刑案被害人口率性別比較 

 
        說 明：1.被害人口率即每10萬人口之被害人數。 

             2.性比例為每百名女性所當男子數。 

 

圖2 高雄市103年及108年刑案被害人占總被害人比率－依案類別分 

 

單位：人

% %

民國103年 27,473     15,400 56.06 12,073 43.94

民國104年 24,028     13,178 54.84 10,850 45.16

民國105年 22,889     12,295 53.72 10,594 46.28

民國106年 25,357     13,660 53.87 11,697 46.13

民國107年 22,216     12,189 54.87 10,027 45.13

民國108年 21,754    12,063 55.45 9,691 44.55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說    明：全般刑案係指全部刑事案件總數。

男總計 女年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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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雄市近6年刑案被害人概況－依案類別分 

 
 

二、 各類型犯罪被害人性別結構－本市108年全般刑案被害人數，男性雖

仍多於女性，但在「強制性交」、「重傷害」、「一般妨害風化」、

「違反保護令罪」、「搶奪」及「駕駛過失」等案類，則女性多於男性 

     108年本局受(處)理各類刑案犯罪依被害人性別觀察，女性被害

比率較高者，依序為「強制性交」及「重傷害」(占該案類100%)、

「一般妨害風化」(占91.96%)、「違反保護令罪」(占 76.69%)、「搶奪」

(占 6 9.23%)及「駕駛過失」(占51.41%)；男性被害比率較高案類，依

序為「故意殺人」(占該案類83.33%)、「汽車竊盜」(占77.08%)、「重

大竊盜」(占75%)、「一般傷害」(占64 .60%)、「一般恐嚇取財」(占

6 4.10%)、「妨害家庭」(占60.47%)及「普通竊盜」(占60.40%)。(詳圖

3及表3) 

 

圖3 108年高雄市各類型犯罪被害人性別結構 

 
 

單位：人

占總被害

人比率

(%)

女性

比率

(%)

民國103年 27,473 17,716 64.49 242 61.57 11,292 4,286 1,786 110 1,058 8,699

民國104年 24,028 15,626 65.03 200 65.00 9,299 4,561 1,461 105 876 7,526

民國105年 22,889 14,266 62.33 194 58.25 7,809 4,719 1,471 73 960 7,663

民國106年 25,357 15,526 61.23 218 50.46 7,593 5,811 1,802 102 1,092 8,739

民國107年 22,216 12,392 55.78 129 62.79 6,086 4,229 1,860 88 1,157 8,667

民國108年 21,754 11,613 53.38 105 46.67 5,323 3,968 2,178 39 1,152 8,989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說    明：1.被害人口率係指每10萬人口被害人數。

其他

犯罪指標案類

合計
暴力

犯罪

年別 總計
竊盜 詐欺

一般

傷害

一般

恐嚇

取財

公共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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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本市108年被害人口率，在「強制性交」及「重傷害」2案類，無

男性被害人；「一般妨害風化」、「違反保護令罪」及「搶奪」3案類，

女性分別為男性之11.19倍、3.22倍及2.20倍；男性在「故意殺人」、

「汽車竊盜」及「重大竊盜」3案類，分別為女性的5.12倍、3.44倍及

3.07倍。(詳表3) 

 

 
 

三、 暴力犯罪被害類型結構－本市近6年「暴力犯罪」女性被害比率平均約

占5成7，108年占46.67%最低，暴力犯罪女性被害以「重傷害」及「強

制性交」案占大宗。 

近6年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中女性平均約占5成7，顯示女性

易為暴力下的被害者，本局應多加強宣導與教育女性對於人身安全之

防範措施。108年「暴力犯罪」被害人數105人，其中女性被害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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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46.67%)，占比近6年最低。(詳圖4) 

108年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依各案類結構觀察，男性被害以

「故意殺人」占53.57%最高，「強盜」占32.14%次之；女性則以

「重傷害」占36.73%最高，「強制性交」占32.65%次之。(詳圖5) 

 

圖4 高雄市歷年暴力犯罪被害人性別結構 

 
 

 

圖5 108年高雄市暴力犯罪被害類型結構 

 

 

 

 

 

 

 

 

 

 

四、 108年暴力犯罪被害人口率－本市暴力犯罪針對女性被害人不同年齡層

之防治措施，於兒童、少年及青年階段應強化強制性交及搶奪案件的預

防；壯年以上女性則以宣導防搶、防盜的安全防治為首要。 

依年齡層觀察，本市108年「暴力犯罪」女性被害人口率，以 

18-23歲青年女性之每10萬人有7.08人最高，其次40-64歲中年女性之

4.12人，顯示暴力犯罪女性被害者以年輕女性及中年婦女受害比率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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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之女性被害類型，23歲以下女性被害主要為「強

制性交」及「搶奪」(各4人被害)，尤其18-23歲占該年齡層被害8成 5；

24歲以上女性被害主要為「強盜」(15人被害)及「搶奪」(14人被害)，

各占該年齡層被害3成9及3成7，其中以40歲以上女性占該年齡層被害

案類比例高達7成5最明顯。 

108年「暴力犯罪」男性被害人口率，以18-23歲青年男性每10

萬人有9.42人最高，其次40-64歲中年男性之4.53人，顯示暴力犯罪

男性被害者以以年輕及中年男性受害比率較高。因此不論性別，本

市暴力犯罪被害者主要以年輕族群及中年市民受害比率較高。 

除65歲以上老年人外，不同年齡層男性被害均以「故意殺人」

占比最高，尤其18歲以下年齡層占比100%，40-64歲占該年齡層被害

達5成8，24-39歲及18-23歲各占該年齡層被害5成7及5成；而40歲以上

男性「強盜」被害11人，占全部案類6成1，也是男性需要特別注意的被害

類型。(詳圖6、表4及表5) 

 

圖6 108年高雄市暴力犯罪被害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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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雄市暴力犯罪各案類被害人年齡概況按性別分 

 
  

總計
0-11歲

(兒童)

12-17歲

(少年)

18-23歲

(青年)

24-39歲

(壯年)

40-64歲

(中年)

65歲以上

(老年)

105   4     2     17    24    47    11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故意殺人 53.57 100.00 100.00 50.00  57.14  58.33  16.67  

  擄人勒贖 - - - - - - -

  強盜 32.14 - - 40.00  21.43  29.17  66.67  

  搶奪 14.29 - - 10.00  21.43  12.50  16.67  

  重傷害 - - - - - - -

  重大恐嚇取財 - - - - - - -

  強制性交 - - - - - - -

計 4.08  0.74   1.28   9.42   4.29   4.53   3.07   

  故意殺人 2.19  0.74   1.28   4.71   2.45   2.64   0.51   

  擄人勒贖 - - - - - - -

  強盜 1.31  - - 3.77   0.92   1.32   2.05   

  搶奪 0.58  - - 0.94   0.92   0.57   0.51   

  重傷害 - - - - - - -

  重大恐嚇取財 - - - - - - -

  強制性交 - - - - - - -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故意殺人 12.24 33.33  - - - 21.74  -

  擄人勒贖 - - - - - - -

  強盜 32.65 - - 14.29  40.00  43.48  20.00  

  搶奪 36.73 - 100.00 42.86  40.00  26.09  80.00  

  重傷害 2.04  33.33  - - - - -

  重大恐嚇取財 - - - - - - -

  強制性交 16.33 33.33  - 42.86  20.00  8.70   -

計 3.49  2.39   1.39   7.08   3.17   4.12   2.15   

  故意殺人 0.43  0.80   - - - 0.90   -

  擄人勒贖 - - - - - - -

  強盜 1.14  - - 1.01   1.27   1.79   0.43   

  搶奪 1.28  - 1.39   3.03   1.27   1.07   1.72   

  重傷害 0.07  0.80   - - - - -

  重大恐嚇取財 - - - - - - -

  強制性交 0.57  0.80   - 3.03   0.63   0.36   -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說    明：1.本表總計含年齡不詳。

          2.強制性交包括強制性交、共同強制性交。

民國108年

性別及案類別

暴力犯罪被害人數(人)

結

構

比

(%)

被

害

人

口

率

(

人

/

1

0

萬

人

口

)

男

性

女

性

結

構

比

(%)

被

害

人

口

率

(
人

/

1

0

萬

人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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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統計方法 

本章節應用統計方法，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本市那些犯罪類型被害人

存在性別差異；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F檢定本市犯罪類型被害

人不同年齡層存在差異。 

 

一、 全般刑案兩性被害人 

近6年本市全般刑案被害人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t=3.584,P=0.0025<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著差異，即

本市全般刑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數明顯多於女性被

害人數。 

 

 
 

二、 暴力犯罪兩性被害人 

近6年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一) 暴力犯罪(總數)：t=-1.702,P=0.0595>0.05，檢定結果：男女被

害人並無顯著差異，即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未存在性別差異。 

(二) 故意殺人：t=5.047,P=0.001<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

著差異，即本市故意殺人案類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

害人數明顯多於女性被害人數。 

(三) 強盜：t=0.957,P=0.1805>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並無顯著

差異，即本市強盜案類被害人未存在性別差異。 

(四) 搶奪：t=-4.127,P=0.004<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著差

異，即本市搶奪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數明顯

少於女性被害人數。 

(五) 重傷害：t=1.190,P=0.131>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並無顯

著差異，即本市全般刑案被害人未存在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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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強制性交：t=-8.039,P=0.000<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

著差異，即本市強制性交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女性被害

人數明顯多於男性被害人數。 

 
 

三、 竊盜案件兩性被害人 

近6年本市竊盜案件被害人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一) 竊盜案件：t=2.358,P=0.02<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著

差異，即本市竊盜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數明顯

多於女性被害人數。 

(二) 重大竊盜：t=0.663,P=0.261>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並無顯

著差異，即本市重大竊盜案被害人未存在性別差異。 

(三) 普通竊盜：t=3.379,P=0.0035<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

著差異，即本市普通竊盜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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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明顯多於女性被害人數。 

(四) 汽車竊盜：t=2.679,P=0.018<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著

差異，即本市汽車竊盜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數

明顯多於女性被害人數。 

(五) 機車竊盜：t=1.059,P=0.157>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並無顯

著差異，即本市機車竊盜案被害人未存在性別差異。 

 

 
 

四、 其他犯罪類型兩性被害人 

近6年本市其他犯罪類型被害人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一) 一般妨害風化：t=-36.794,P=0.000<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

有顯著差異，即本市一般妨害風化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女

性被害人數明顯多於男性被害人數。 

(二) 妨害家庭：t=-2.083,P=0.032<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

著差異，即本市妨害家庭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

數明顯少於女性被害人數。 

(三) 一般恐嚇取財：t=3.743,P=0.002<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

顯著差異，即本市一般恐嚇取財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

被害人數明顯多於女性被害人數。 

(四) 妨害自由：t=2.252,P=0.0285<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有顯

著差異，即本市妨害自由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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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明顯多於女性被害人數。 

(五) 違反保護令罪：t=-7.343,P=0.000<0.05，檢定結果：男女被害人

有顯著差異，即本市違反保護令罪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女性

被害人數明顯多於男性被害人數。 

(六) 其他案類(包含「詐欺」、「駕駛過失」、「公共危險」及「一般

傷害」)P值均大於0.05，代表男女被害人並無顯著差異。 

 
 

 
 

五、 犯罪類型不同年齡層被害人 

近6年本市犯罪類型不同年齡層被害人是否存在差異？ 

因0~17歲被害人數所占比率僅5%，為利分析探討，將被害人按年

齡分成18~23歲，24~39歲，40~59歲，60歲以上四個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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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制性交：F=2.788,P=0.052>0.05，檢定結果：不同年齡層被害人

並無顯著差異，即本市強制性交案被害人未存在年齡層差異。 

(二) 搶奪：F=2.466,P=0.075>0.05，檢定結果：不同年齡層被害人並無

顯著差異，即本市搶奪案被害人未存在年齡層差異。 

(三) 其他案類(包含「汽車竊盜」、「普通竊盜」、「機車竊盜」、「一

般妨害風化」、「一般傷害」、「公共危險」、「妨害家庭」、

「故意殺人」、「強盜」、「詐欺」及「駕駛過失」)P值均小於

0.05，代表不同年齡層被害人數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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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論 

一、 近6年(103-108年)本市全般刑案被害人數大致呈現減少趨勢，至108

年降至2萬1,754人(減幅-20.82%)，其中女性被害人9,691人(占

44.55%)，被害人性比例(為每百名女性所當男子數)為124.48。 

二、 108年本市男性被害人口率(每十萬人口被害人數)為879.93人，女性

被害人口率則為691.00人；被害人口率性比例為127.34，即男性為

女性1.27倍。 

三、 近6年本市「暴力犯罪」女性被害比率平均約占5成7，高於男性，惟

108年占比46.67%為近6年最低，且首次男性被害人數超越女性。108

年暴力犯罪女性被害以「重傷害」及「強制性交」案占大宗。 

四、 108年本局受(處)理各類刑案犯罪依被害人性別觀察，女性被害比

率較高者，依序為「強制性交」、「重傷害」、「一般妨害風化」、

「違反保護令罪」、「搶奪」及「駕駛過失」；男性被害比率較高案類，

依序為「故意殺人」、「汽車竊盜」、「重大竊盜」、「一般傷害」、「一

般恐嚇取財」、「妨害家庭」及「普通竊盜」。 

五、 本市108年被害人口率，在「強制性交」及「重傷害」2案類，無男性被

害人；「一般妨害風化」、「違反保護令罪」及「搶奪」3案類，女

性分別為男性之11.19倍、3.22倍及2.20倍；男性在「故意殺人」、

「汽車竊盜」及「重大竊盜」3案類，分別為女性的5.12倍、3.44倍及

3.07倍。 

六、 本市108年「暴力犯罪」女性被害人口率，以18-23歲青年女性之每

10萬人有7.08人最高，其次40-64歲中年女性之4.12人；男性被害人

口率，以18-23歲青年男性每10萬人有9.42人最高，其次40-64歲中年

男性之4.53人。顯示不論性別，本市暴力犯罪被害者主要以年輕族

群及中年市民受害比率較高。 

七、 108年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依年齡層觀察，23歲以下女性被害以「強

制性交」及「搶奪」為主，24歲以上女性則以「強盜」及「搶奪」

較多；男性被害以「故意殺人」占比最高。 

八、 近6年本市全般刑案被害人的確存在性別差異， 

(一) 暴力犯罪：暴力犯罪總數被害人未存在性別差異，而故意殺人案、

搶奪案及強制性交案被害人存在性別差異。 

(二) 竊盜案件：竊盜案總數被害人存在性別差異，而普通竊盜案及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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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竊盜案被害人存在性別差異。 

(三) 其他案類：一般妨害風化、妨害家庭、妨害自由、違反保護令罪及

一般恐嚇取財被害人存在性別差異。 

九、 近6年本市犯罪被害類型(除了強制性交及搶奪案外)，不同年齡層被

害人確實存在差異。 

 

 

 

伍、 建議 

一、 本市暴力犯罪針對女性被害人不同年齡層之防治措施，於兒童、

少年及青年階段應強化強制性交及搶奪案件的預防；壯年以上女性則

以宣導防搶、防盜的安全防治為首要；而殺人犯罪者具有個性衝動、

情緒控制力低落等特徵，男性宜注意自己交往朋友特徵及自己的言

行，以減少受害。 

二、 各項犯罪被害類型呈現性別差異，本局在規劃犯罪防治政策時，宜

注重性別與案類之關連性，以有效預防犯罪。 

三、 本局應針對不同年齡族群易被害案類結合相關單位加強宣導作為， 

(一) 23歲以下學生結合教育單位，辦理校園防治性侵害法令宣導，落

實性別平等教育，加強高發生率場所(飲酒店、KTV、汽車旅館等)

周邊巡邏。 

(二) 40歲以上市民結合金融機構辦理防搶宣導及演練，結合社區大樓

辦理防身訓練及防強盜宣導，加強高發生率場所(交通場所，住宅

區、市街商店等)周邊巡邏。 

五、 近6年本市「暴力犯罪」被害人中女性平均約占5成7，顯示女性易為

暴力下的被害者，建議本局於社區治安座談會加強宣導與教育女性對

於人身安全之防範措施。 

六、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簡稱犯保協會)與檢察機關已建立密切的橫向

資源聯繫關係，共同建立「重大被害案件同理心即時關懷機制」，

快速獲得案件資訊，即時關懷被害人。警察在偵查重大刑案之初就

提供犯罪被害人家屬心靈層面的關懷使不陷入無助，就是國家設置

犯罪被害保護官最大的功用。重大犯罪被害事件，都需要縝密的後

續關懷，本局應落實關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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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市近6年各犯罪案類中，「強制性交」、「一般妨害風化」及「違反

保護令罪」，經統計檢定後確認性別差異顯著，本局應持續與婦幼保

護網絡單位共同協力，辦理各項婦幼活動時，加強宣導犯罪保護機

制，賡續推動及落實各項婦幼保護政策及措施，保障婦幼安全，為

民眾創造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