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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竊盜

普通

竊盜

汽車

竊盜

機車

竊盜

111年(件) 265,518 499 37,670 28 33,013 676 3,953 35,127 38,088 29,509 14,438 13,948 9,833 86,406

110年(件) 243,082 598 35,067 16 30,040 821 4,190 36,241 38,644 24,724 11,950 12,686 8,960 74,212

較上年增減數

(件) 22,436 -99 2,603 12 2,973 -145 -237 -1,114 -556 4,785 2,488 1,262 873 12,194

增減率

(%)   9.23  - 16.56   7.42   75.00   9.90  - 17.66  - 5.66  - 3.07  - 1.44   19.35   20.82   9.95   9.74   16.43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註：發生數含補報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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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安狀況 

(一)全般刑案 

111 年各警察機關受（處）理刑事案件發生數為 265,518 件，較 110 年

243,082 件增加 22,436 件（9.23％），其中增加類別以詐欺案(111 年 29,509 件，

110 年 24,724 件)增加 4,785 件（19.35％）最多；竊盜案(111 年 37,670 件，110 年

35,067 件)增加 2,603 件（7.42％）次之。 

表 1-1-1 全般刑案發生數之變動 

  

 

 

 (二)主要刑事案件構成比 

各類刑案中，以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最多，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 38,088 件，占全般刑案總

數之 14.34％，其次依序為竊盜案

37,670 件占 14.19％(其中普通竊盜

案占 12.43％，機車竊盜占 1.49％，

汽車竊盜占 0.25％，重大竊盜占

0.01％) ，酒後駕車案 35,127 件占

13.23 ％ ， 詐 欺 案 29,509 件 占

11.11％，妨害自由案 14,438 件占

5.44％，一般傷害案 13,948 件占

5.25％等。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14.34%

竊盜

14.19%

酒後

駕車

13.23%詐欺

11.11%

妨害

自由

5.44%

一般

傷害

5.25%

妨害

名譽

3.70%

暴力

犯罪

0.19%

其他

32.54%

圖1-2-1 111年主要刑事案件構成比

265,518
件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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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 10 年刑事案件發生數觀察， 103 年發生數 306,300 件最高，逐年遞減

至 110 年 243,082 件最低，111 年略增至 265,518 件；以近 10 年破獲率觀之，除

103 年及 111 年略降外，皆呈增加趨勢，以 110 年破獲率 98.80％最高。 

圖 1-2-2 歷年全般刑案發生數與破獲率之變遷 

(三)與治安最直接關係之案類 

現行刑案統計總體指標為全般刑案，惟有些案件如酒後駕車、駕駛過失等與

治安並無直接關係，參考美國 UCR 分類1，將暴力犯罪、竊盜、一般恐嚇取財及

一般傷害納入，並增加詐欺案，定義為「與治安最直接關係之案類」（簡稱直接

關係案類）。 

111 年直接關係案類發生數計 82,170 件，較 110 年 73,637 件增加 8,533 件，

破獲率 97.00％則減少 2.19 個百分點。以近 10 年資料觀察，發生數自 102 年起

呈減少趨勢，110 年最少，111 年微幅增加；破獲率自 102 年起呈增加趨勢至

110 年最高，111 年略降。 

 

 

 

                                                 

 
1 UCR 係指 Uniform Crim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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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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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歷年治安最直接關係案類發生數與破獲率之變遷 

 (四)竊盜案件 

111 年竊盜案發生 37,670 件，較 110 年 35,067 件增加 2,603 件（+7.42％）；

其中普通竊盜 33,013 件，較 110 年 30,040 件增加 2,973 件（+9.90％），重大竊盜

28 件，較 110 年 16 件增加 12 件（+75.00％）。 

就竊盜案之破獲率觀察，111 年為 97.17％，較 110 年 99.31％減少 2.14 個

百分點，其中重大竊盜破獲率 89.29％，較 110 年 112.50％減少 23.21 個百分點，

機車竊盜破獲率 101.87％，較 110 年 104.94％減少 3.07 個百分點；111 年竊盜

案嫌疑犯為 31,139 人，較 110 年 27,929 人增加 3,210 人（+11.49％）。 

表 1-4-1 竊盜案件之變動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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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件

發生數(左軸) 破獲率(右軸)

111年 110年 增減率 111年 110年

(件) (件) (%) (%) (%)

總 計  37,670  35,067   7.42   97.17   99.31 -2.14

重 大 竊 盜  28  16   75.00   89.29   112.50 -23.21

普 通 竊 盜  33,013  30,040   9.90   96.54   98.51 -1.97

汽 車 竊 盜  676  821  - 17.66   100.44   99.76 0.68

機 車 竊 盜  3,953  4,190  - 5.66   101.87   104.94 -3.07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註：發生數含補報發生；破獲數含破積案，故破獲率可能大於100％。

發 生 數 破 獲 率

項 目 別 增　減

百分點



4 

 

以歷年竊盜案件觀察，近 10 年竊盜犯罪發生數呈現減少趨勢，主要係落實

執行「提昇住宅竊盜偵防效能執行計畫」、「警察機關強化掃蕩汽機車及自行車竊

盜犯罪評核計畫」、「警察機關受理一般刑事案件手機序號登錄執行計劃」，辦理

「查緝易銷贓場所行動工作計畫」、「稽查套裝機車專案」、「老舊機車烙碼專案」，

推行「新領牌汽機車加設防竊辨識碼」、「自行車全面加設防竊辨識碼工作」等措

施，從打擊竊盜犯罪集團、掃蕩銷贓管道等各項方案全力執行，且各地方警察防

治得力，落實相關肅竊措施所致。 

圖 1-4-1 歷年竊盜案件發生數與破獲率之變遷 

(五)暴力犯罪案件 

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盜、搶奪、重傷害、重大恐嚇取財及

強制性交等 7 類。111 年暴力犯罪案發生數 499 件，較 110 年 598 件減少 99 件

（-16.56％），其中以故意殺人 174 件占 34.87％居首，強盜 133 件占 26.65％次

之；暴力犯罪案破獲率為 99.60％，較 110 年 99.83％減少 0.23 個百分點，其中

以重傷害案破獲率為 104.17％最高，故意殺人案破獲率為 100.57％次之（均含破

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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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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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暴力犯罪案件之變動 

以歷年暴力犯罪案件觀察，暴力犯罪發生數逐年下降，破獲率呈上升趨勢，

主要係落實執行區域防搶勤務，廣泛建置監視錄影系統，強力查緝治安顧慮人口、

檢肅黑槍及提升偵查效能等措施所致。 

圖 1-5-1 歷年暴力犯罪案件發生數與破獲率之變遷 

(六)查獲非法槍彈刀械 

非法槍彈刀械是暴力犯罪作案重要工具，為助長暴力犯罪源流之一；為有效

遏止暴力犯罪，各警察機關從走私管道及遏止地下工廠改造槍械二方面著手，

111 年查獲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 1,135 件，較 110 年 1,221 件減少 86 件

（-7.04％），其中查獲槍枝 1,129 枝，較 110 年 1,296 枝減少 167 枝（-12.89％），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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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盜 搶 奪 重傷害

重　　大

恐嚇取財

強制

性交

111年 (件) 499 174 1 133 100 24 - 67

110年 (件) 598 212 7 155 112 31 - 81

 - 16.56  - 17.92  - 85.71  - 14.19  - 10.71  - 22.58 -  - 17.28

111年 (％)   99.60   100.57   100.00   96.99   100.00   104.17 -   100.00

110年 (％)   99.83   98.58   100.00   98.06   104.46   96.77 -   101.23

 - 0.23   1.99 0.00  - 1.07  - 4.46   7.40 -  - 1.23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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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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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增減百分點

說明：105年以前強制性交包括「強制性交」、「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106年起排除「對

幼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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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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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9年查獲彈類203,427顆較多，係因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於109年2月破獲大量子彈(8萬餘顆)、 刑事警察局

                              聯合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組成專案小組，於109年10月破獲大量走私進口子彈(10萬餘顆)所致。

彈類 16,803 顆，較 110 年 17,045 顆減少 242 顆（-1.42％），刀械 504 把，較 110 年

985 把減少 481 把（-48.83％）。 

表 1-6-1 警察機關查緝槍械彈藥之變動 

 

近 10 年查獲槍枝數量先升後降，103 年至 104 年每年查獲約 1,700 支，105 年

後提升至 2,000 支，至 107 年 2,180 支，為近 10 年新高，近 4 年降至 1,500 支

內。就查獲彈類數量觀察，近 10 年除 108 年、110 年及 111 年減少外，其餘年

度皆增加，以 109 年查獲 203,427 顆最多。 

圖 1-6-1 歷年查獲非法槍枝彈類數量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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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129 24 76 874 155 16,803 3,119 - 86 13,598 504

110年 1,296 25 86 1,019 166 17,045 4,583 1 46 12,415 985

較上年

增減數 -167 -1 -10 -145 -11 -242 -1,464 -1 40 1,183 -481

增減率

(%)  - 12.89  - 4.00  - 11.63  - 14.23  - 6.63  - 1.42  - 31.94  - 100.00   86.96   9.53  - 48.83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年別

槍　　　　　　　　　　枝　(枝) 彈　　　　　　　　　　類　(顆)

刀械

(把)

說明：因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自109年7月起原「土製槍枝」修正為「非

制式槍枝」，空氣槍、瓦斯槍由原「土製槍枝」歸類至「其他槍枝」。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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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肅毒品 

111 年各警察機關計檢肅毒品 38,088 件，其中第一級毒品 7,660 件，第二級

毒品 28,549 件，第三級毒品 1,751 件，第四級毒品及其他 128 件；查獲嫌疑犯人

數 39,964 人，其中第一級毒品 7,892 人，第二級毒品 29,657 人，第三級毒品

2,249 人，第四級毒品及其他 166 人。 

由近 5 年檢肅毒品案件觀察， 107 年查獲件數破 5 萬件後近 4 年則逐年減

少，降至 5 萬件以下，因 107 年為「新世代反毒策略」之強力掃蕩期，各警察機

關全力發揮緝毒能量，發掘潛在毒品黑數。111 年檢肅毒品件數較 110 年減少

556 件（-1.44％），查獲嫌疑犯人數亦較 110 年減少 1,023 人（-2.50％）。 

表 1-7-1 歷年檢肅毒品概況 

 (八)嫌疑犯人數 

111 年警察機關查獲嫌疑犯人

數 為 291,891 人 ， 較 110 年

265,221 人 ， 增 加 26,670 人

（+10.06％）；111 年每十萬人口中

查獲嫌疑犯人數（即犯罪人口率）

為 1,252 人，較 110 年 1,130 人增

加 122 人。 

圖1-8-1　111年嫌疑犯年齡層構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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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查 獲

件 數

( 件 )

嫌疑犯

人 數

( 人 )

查 獲

件 數

( 件 )

嫌疑犯

人 數

( 人 )

查 獲

件 數

( 件 )

嫌疑犯

人 數

( 人 )

查 獲

件 數

( 件 )

嫌疑犯

人 數

( 人 )

查 獲

件 數

( 件 )

嫌 疑 犯

人 數

( 人 )

107年  55,480  59,106  14,278  15,261  39,388  41,631  1,757  2,130  57  84

108年  47,035  49,131  12,791  13,132  32,353  33,713  1,807  2,161  84  125

109年  45,489  47,779  8,078  8,287  35,474  37,019  1,765  2,255  172  218

110年  38,644  40,987  6,306  6,508  30,375  31,838  1,863  2,493  100  148

111年  38,088  39,964  7,660  7,892  28,549  29,657  1,751  2,249  128  166

較上年

增減數
-556 -1,023 1,354 1,384 -1,826 -2,181 -112 -244 28 18

增減率

(%)
-1.44 -2.50 21.47 21.27 -6.01 -6.85 -6.01 -9.79 28.00 12.16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說明：1.

2.

3.

4. 第四級毒品：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其他：除上述以外，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第四級毒品及其他第 三 級 毒 品總 計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年別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第二級毒品：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 (俗稱速賜康)、MDMA(俗稱搖頭丸)及其相關製品。

第三級毒品：Ketamine（俗稱K他命）、FM2(俗稱強姦藥丸)、硝甲西泮（俗稱一粒眠）、Mephedrone（俗稱泡泡、喵

喵）、西可巴比妥(俗稱紅中)、異戊巴比妥(俗稱青發)、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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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齡層分析： 

(1)兒童嫌疑犯：配合「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兒童全面去刑罰化，自 109 年

6 月 19 日起不列入統計。 

(2)少年嫌疑犯：111年涉及刑案之少年嫌疑犯（12歲以上18歲未滿）9,554人，

占總嫌疑犯人數之 3.27％，較 110 年 3.63%減少 0.36 個百分點，若以少年

犯罪人口率觀之，111 年每十萬名少年人口中查獲 800 人犯案，較 110 年

775 人增加 25 人（+3.23％）；破獲案件之少年嫌疑犯涉案類型仍以詐欺案

為主，占 17.40％，竊盜占 12.82％次之。 

圖 1-8-2 歷年少年嫌疑犯比重及犯罪人口率之變遷 

 

表 1-8-1 歷年少年嫌疑犯涉案類別概況 

672.10 

637.87 

673.32 

625.83 

699.83 

6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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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88 

799.59 

02004006008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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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4.09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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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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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3.6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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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總

嫌

疑

犯

百

分

比

％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詐 欺 竊 盜 妨害秩序 一般傷害 性交猥褻 檢肅毒品 其 他

107年  8,893  15.46  20.18  1.50  12.35  5.80  9.52  35.19

108年  9,441  17.24  19.47  1.77  13.59  5.35  9.96  32.62

109年  10,226  16.06  15.59  10.03  8.62  7.31  9.28  33.11

110年  9,627  16.96  12.63  13.12  9.27  7.05  6.90  34.07

111年  9,554  17.40  12.82  10.44  9.34  7.86  4.77  37.38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少年嫌疑犯

(人)
年別

涉 案 類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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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青年嫌疑犯：111 年涉及刑案之青年嫌疑犯（18 歲以上 24 歲未滿）

33,626 人，占總嫌疑犯人數之 11.52％，較 110 年 12.22%減少 0.70 個百分

點，若以青年犯罪人口率觀之，111 年每十萬名青年人口中查獲 2,171 人

犯案，較 110 年 1,995 人增加 176 人（+8.82％）；破獲案件之青年嫌疑犯

涉案類型以詐欺案占 29.07％居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占 9.18％次

之。 

圖 1-8-3 歷年青年嫌疑犯比重及犯罪人口率之變遷 

 

表 1-8-2 歷年青年嫌疑犯涉案類別概況 

 

1,370.64 

1,315.23 

1,517.92 

1,631.57 

1,821.78 

1,787.47 

1,815.50 

1,956.49 

1,994.58 

2,171.33 

050010001500200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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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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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率

人/十萬人
10.37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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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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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 

12.22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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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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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比

％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詐 欺 檢肅毒品 公共危險 駕駛過失 妨害秩序 妨害自由 其 他

107年  32,685  22.09  18.16  12.98  6.08  0.96  3.75  35.98

108年  32,447  23.68  14.60  12.16  6.84  0.70  4.63  37.39

109年  33,556  22.40  13.81  10.47  6.76  6.70  4.33  35.53

110年  32,421  25.86  12.01  7.79  7.83  7.43  5.54  33.54

111年  33,626  29.07  9.18  7.79  7.78  6.69  5.58  33.92

年別
青年嫌疑犯

(人)

涉 案 類 別 (%)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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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成年嫌疑犯：111 年涉及刑案之成年嫌疑犯（24 歲以上）248,711 人，占

總嫌疑犯人數之 85.21％，較 110 年 84.15%增加 1.06 個百分點，若以成年

犯罪人口率觀之，111 年每十萬名成年人口中查獲 1,359 人犯案，較 110 年

1,221 人增加 138 人（+11.30％）；破獲案件之成年嫌疑犯涉案類型以違反

公共危險案 38,318 人占 15.41％居首，（其中以酒醉駕車 32,713 人占最

多），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36,420 人占 14.64％次之。 

圖 1-8-4 歷年成年嫌疑犯比重及犯罪人口率之變遷 

 

表 1-8-3 歷年成年嫌疑犯涉案類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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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 檢肅毒品 詐 欺 竊 盜 駕駛過失 一般傷害 其 他

107年  249,660  24.16  20.96  7.46  11.13  5.30  5.04  25.95

108年  235,346  23.54  18.46  8.61  11.50  6.10  6.04  25.75

109年  237,810  21.12  17.74  10.29  10.63  6.29  5.64  28.30

110年  223,173  17.46  16.32  11.64  11.16  7.56  6.03  29.83

111年  248,711  15.41  14.64  13.71  11.30  7.47  5.93  31.54

年別
成年嫌疑犯

(人)

涉 案 類 別 (%)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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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業分析：111 年嫌疑犯人數之職業別前三名依序為服務(不含保全)工作

人員 73,627 人占 25.22％居首位，無業人口(含學生及無職業者)72,373 人，

占總嫌疑犯人數 24.79％次之(其中無固定工作者 46,716 人占無職業者

78.12％)，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69,167 人占 23.70％再次之。 

表 1-8-4 歷年嫌疑犯職業別概況 

3.教育程度分析：111 年嫌疑犯人數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程度者 183,481 人

占總嫌疑犯人數之 62.86％居首，國中程度者 48,588 人占 16.65％次之，大

專程度者 40,614 人占 13.91％再次之；若以教育程度別犯罪人口率觀察(如

高中教育程度犯罪人口率＝高中教育程度嫌疑犯人數／高中教育程度人

口數*100,000)，以高中(職)程度3,016人最高，國中程度每十萬人口1,920人

次之，大專程度 494 人再次之。 

圖 1-8-5 111 年嫌疑犯教育程度構成比 

 

 

 

 

 

 

 

無 職
基層技術工

及 勞 力 工

服務(不含保

全)工作人員

技 藝 ( 技 術 )

有關工作 人員
學 生

駕 駛 及 移 運

設備操作人員
其 他

107年  291,621  23.47  21.06  20.31  10.84  3.74  2.87  17.71

108年  277,664  23.33  23.70  20.05  7.85  4.20  2.70  18.17

109年  281,811  21.99  24.87  23.58  5.68  4.34  2.26  17.28

110年  265,221  21.09  24.18  24.95  5.47  4.48  2.47  17.36

111年  291,891  20.49  23.70  25.22  4.81  4.31  2.84  18.63

年別
嫌疑犯

(人)

職 業 別 (%)

高中(職)

62.86%

國中

16.65%

大專

13.91%

國小

3.14%

研究所(含)

以上

0.71% 其他

2.73%

291,891

人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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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件 數

(件) (千人) (輛) 小　時 分

107年  27,134  15,918  6,408  72,150   3   5

108年  7,288  5,563  3,897  18,453   5   7

109年  5,389  3,726  1,577  14,131   6   22

110年  5,426  2,134  484  5,493   5   25

111年  34,870  17,708  6,480  56,031   2   20

平 均 每 次 實 際

集 會 遊 行 時 間年 別

估 計

參加人數

估計參加

汽車輛數申 請

核 准

(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111 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案件計 7,045 件，較 110 年 7,025 件增加 20 件

（+0.28％）；其中以妨害善良風俗 2,561 件占 36.35％居首，妨害他人身體財產

2,496 件占 35.43％次之，妨害安寧秩序 1,869 件及妨害公務 119 件則分別占

26.53％及 1.69％。 

表 1-9-1 歷年警察機關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概況 

(十)集會遊行 

111 年警察機關處理集會遊行 34,870 件，較 110 年 5,426 件增加 29,444 件

（+542.65％）；案件申請核准 17,708 件占 50.78％，申請不准 2 件占 0.01％，未

申請17,162件占49.22％；申請參加人數5,432,268人，估計參加人數6,480,005人；

申請參加汽車 52,901 輛，估計參加汽車 56,031 輛；平均每次集會遊行申請時間

4 小時 32 分，估計平均每次活動時間 2 小時 20 分。近 5 年中，111 年及 107 年

集會遊行件數皆較其餘年份大幅增加，係因該年同時舉行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及全國性公投所致。 

表 1-10-1 歷年警察機關處理集會遊行概況 

 

 

 

單位：件

年 別 總 計
妨 害 善 良

風 俗

妨 害 安 寧

秩 序

妨 害 他 人

身 體 財 產
妨 害 公 務

107年  5,375  3,065  1,097  1,140  73

108年  7,149  3,173  1,564  2,288  124

109年  7,230  2,783  2,198  2,124  125

110年  7,025  2,878  1,699  2,334  114

111年  7,045  2,561  1,869  2,496  119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署保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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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經濟案件 

111 年各警察機關查獲經濟

案件13,850件，較110年10,255件

增加 3,595 件（+35.06％）；其中以

違反洗錢防制法 7,189 件，較

110 年 4,197 件增加 2,992 件

（+71.29％）最多，而以查獲非法

藥物 556 件，較 110 年 701 件減

少 145 件（-20.68％）最多；111 年

查獲經濟案件估計金額 657.10 億

元。 

查獲經濟案件各類別以違反

洗錢防制法 7,189 件占 51.91％，

侵害智慧財產權 4,191 件占 30.26％，違反金融 1,281 件占 9.25％，走私 296 件

占 2.14％及非法藥物 556 件占 4.01％所占比例較高。 

 

表 1-11-1 歷年查獲經濟案件數之變動 

  圖1-11-1  111年查獲經濟案件構成比

違反

洗錢防制法

51.91%侵害智慧

財產權

30.26%

違反金融

9.25%

非法藥物

4.01%

走私

2.14%

產製(販賣)私劣酒

0.87%

濫(盜)伐林木

0.84%
濫墾林地、山坡地

0.61%

其他 0.11%

13,850
件

單位：件

年　別 總計
侵害智慧

財產權
違反金融 走 私

產製(販

賣)私劣酒

濫 (盜 )伐

林 木

濫墾林地

、山坡地
非法藥物

違反洗錢

防制法
其他

107年  6,900  4,316  761  346  221  139  136 404 549  28

108年  7,748  3,781  1,167  483  215  160  139 259 1,520  24

109年  11,157  3,904  1,695  390  174  122  107 933 3,767  65

110年  10,255  3,672  948  377  124  110  101 701 4,197  25

111年  13,850  4,191  1,281  296  120  117  85  556  7,189  15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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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人 肇事件數(左軸) 受傷人數(左軸) 死亡人數(右軸)

資料來源：交通部

說明：肇事件數係指造成人員當場或30日內死亡、受傷之道路交通事故。

人

30.45 29.97 29.59 29.58 28.58 28.00 27.92 27.27 26.06 26.54

69.55
70.03 70.41 70.42 71.42

72.00
72.08

72.73 73.94
73.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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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300,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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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晝

資料來源：本署交通組

說明：夜時間以18時至6時統計；直條圖內數值為構成比(%)。

件

278,388

307,842 305,413 305,556

375,844

296,826

320,315
341,972

362,393 358,221

二、道路交通事故 

(一)肇事件數 

111 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數 375,844 件，較 110 年 358,221 件增加 17,623 件

（+4.92％），死亡人數 3,085 人，較 110 年年 2,962 人增加 123 人（+4.15％）；每

萬輛機動車肇事 165.42 件，較 110 年增加 5.84 件。 

圖 2-1-1 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之變遷 

 

 

 

 

 

(二)肇事時間 

111 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時間以 16－18 時 58,244 件占 15.50％最高，8－

10 時 51,983 件占 13.83％次之，而以 2－4 時 2,839 件占 0.76％最低；按晝夜別

觀察，白晝發生事故高於夜間，占比為 73.46％。 

圖 2-2-1 道路交通肇事時間晝夜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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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讓車

20.03%

轉彎(向)不當

15.49%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間隔

8.66%

違反號(標)誌管制

7.44%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

(人)安全 3.56%

未依規定減

速、超速失

控 1.91%

逆向行駛

1.08%

酒醉(後)駕駛失控

1.01%

違規超車、爭(搶)

道行駛

0.99%

開啟車門不當

而肇事

0.69%

其他

39.15%
375,844

件

 (三)肇事原因 

111 年道路交通事故計 37 萬 5,844 件，發生原因以未依規定讓車占 20.03％

最高，其次依序為轉彎(向)不當占 15.49％、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間隔占 8.66％、

違反號(標)誌管制占 7.44％、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占 3.56％、未依規定減

速、超速失控占 1.91％、逆向行駛占 1.08％、酒醉(後)駕駛失控占 1.01％、違規

超車、爭(搶)道行駛占 0.99％、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占 0.69％及其他占 39.15％。 

圖 2-3-1 111 年肇事原因別構成比 

 

 

 

 

 

 (四)肇事場所 

111 年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場所以道路形態觀察，以交叉路占 59.28％居首，

單路占 40.50％次之；若以道路類別觀察則以市區道路占 78.34％最高，村里道路

占 11.44％次之，縣道占 2.57％居第三。 

表 2-4-1 歷年交通事故肇事場所概況 

 

 

 

 

 

交叉路 單路 圓環 廣場 平交道  市區道路  村里道路  縣道  省道  鄉道  國道  其他

320,315   187,968  131,607  660         63           17           247,282     34,606       10,810    9,156      8,051      1,827      8,583        

結構比(％) 100.00     58.68      41.09      0.21        0.02        0.01        77.20         10.80         3.37        2.86        2.51        0.57        2.68          

341,972   200,635  140,510  719         83           25           264,599     36,206       11,674    9,169      8,777      2,146      9,401        

結構比(％) 100.00     58.67      41.09      0.21        0.02        0.01        77.37         10.59         3.41        2.68        2.57        0.63        2.75          

362,393   212,404  149,115  751         81           42           282,153     40,929       10,123    9,379      6,968      2,330      10,511      

結構比(％) 100.00     58.61      41.15      0.21        0.02        0.01        77.86         11.29         2.79        2.59        1.92        0.64        2.90          

358,221   211,545  145,761  816         74           25           281,738     40,197       9,302      8,734      5,182      2,499      10,569      

結構比(％) 100.00     59.05      40.69      0.23        0.02        0.01        78.65         11.22         2.60        2.44        1.45        0.70        2.95          

375,844   222,816  152,202  731         64           31           294,454     42,984       9,670      8,854      5,295      3,082      11,505      

結構比(％) 100.00     59.28      40.50      0.19        0.02        0.01        78.34         11.44         2.57        2.36        1.41        0.82        3.06          

道 路 形 態 道 路 類 別
總計項目別

108年(件)

107年(件)

109年(件)

110年(件)

111年(件)

資料來源：本署交通組。 

資料來源：本署交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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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理失蹤人口 

111 年受理失蹤人口 24,574 人，較 110 年 23,598 人增加 976 人（+4.14％），

尋獲 25,385 人，較 110 年 25,460 人減少 75 人（-0.29％）；其中發生原因以自願

性離家出走 12,332 人占 50.18％最高，失智症走失 1,798 人占 7.32％次之；依失

蹤人口率(即每萬人口失蹤人數)年齡層觀察，青、少年女性失蹤人口發生數高於

同齡男性，而兒童、成年及老人則為男性多於女性。 

表 3-1-1 受理失蹤人口變動概況 

圖 3-1-1  111 年失蹤人口率-按性別及年齡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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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9 

9.55 

16.0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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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人/每萬人口

111年

(人)

110年

(人)

增減率

(％)

111年

(人)

110年

(人)

增減率

(％)

總 計  24,574  23,598   4.14  25,385  25,460 -  0.29

自願性因素  12,887  12,774   0.88  13,322  13,719 -  2.89

　隨父(母)或親屬離家  555  618 -  10.19  570  662 -  13.90

　離家出走  12,332  12,156   1.45  12,752  13,057 -  2.34

非自願性因素  11,687  10,824   7.97  12,063  11,741   2.74

　意外災難  42  108 -  61.11  86  137 -  37.23

　迷途走失  1,025  972   5.45  1,071  1,033   3.68

　上下學未歸  718  719 -  0.14  722  722 -

　智能障礙走失  711  671   5.96  739  709   4.23

　精神疾病走失  1,040  1,026   1.36  1,116  1,111   0.45

　失智症走失  1,798  1,616   11.26  1,799  1,612   11.60

　天然災難  6  48 -  87.50  16  58 -  72.41

　其他原因  6,347  5,664   12.06  6,514  6,359   2.44

發 生 數 尋 獲 數

原 因 別

資料來源：本署防治組。

說明：1.發生數係指當年發生數；尋獲數=尋獲當年數+尋獲以前年數。

             2.108年9月起新增「失智症走失」原因類別。

資料來源：本署防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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