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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盜搶奪案件概況分析 

壹、前言 

防制強盜搶奪案件之發生，一直為各警察機關重點工作項目之一，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警察局積極動員全體員警執行各項防搶專案，並提高見警率與巡

邏密度，期能有效降低、遏止強盜及搶奪犯罪。近 10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數呈減

少趨勢，自 95 年 8,911 件遞減至 104 年 740 件，減幅達 91.70％。本篇從強盜搶

奪案件發生時間、犯罪場所、共犯組別、嫌疑人犯罪方式與犯罪工具、被害人

及損失財務程度等面向予以分析，提供警察機關規劃防制強盜、搶奪勤務之參

考。 

貳、強盜搶奪案件特性 

一、發生數、嫌疑犯及被害人數 

(一)發生數 

觀察近 10 年(95-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數，95 年達 8,911 件，之後逐年遞

減至 104 年 740 件，大幅減少 91.70％；破獲率亦從 95 年 53.77％逐年上升，至

100 年達 86.27％，101 年更突破 9 成為 94.67％，104 年更高達 102.16％。（詳圖

1） 

           圖 1、95-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數及破獲率 

 

 

 

 

 

 

 

註：1.發生數係指警察機關受理當期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案件；破獲數係指含 

破積案之破獲案件，破獲率(含積案)=(破獲數/發生數)*100，故破獲率可能大於 100％。 

2.破獲率(當期)=(破獲當期件數/當期發生件數)*100，其中當期發生件數係指當期實際發生數，破獲

當期件數係指不含破積案之當期破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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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嫌疑犯人數 

近 10 年強盜搶奪案嫌疑犯人數，95 年至 96 年在 3,500 人上下，97 年至 98

年下降至 3,000 人以下，99 年起更減至 2,000 人以下為 1,911 人，104 年為 856

人，較 95 年減少 2,875 人(-77.06％)。(詳圖 2) 

(三)被害人數 

近 10 年強盜搶奪案被害人數，95 年 9,273 人為最高，之後即逐年遞減至 104

年 835 人，較 95 年減少 8,438 人(-91.00％)；被害人口率(每 10 萬人口被害人數)

亦以 95 年 40.63 人最高，100 年起減至 10 人以下為 7.90 人，104 年 3.56 人為最

低點，較 95 年減少 37.07 人。(詳圖 2) 

    圖 2、95-104 年強盜搶奪案嫌疑犯、被害人數及被害人口率 

 

 

 

 

 

 

 

 

(四)與 103 年比較 

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 740 件，較 103 年減少 95 件(-11.38％)；破獲率 102.16

％，較 103 年增加 5.75 個百分點；104 年犯罪率(每 10 萬人口發生件數)較 103

年減少 0.42 件。 

104 年查獲強盜搶奪案嫌疑犯 856 人，較 103 年減少 28 人(-3.17％)，其中

男性嫌疑犯 800 人(占 93.46％)；犯罪人口率 (每 10 萬人口嫌疑犯人數)，104 年

3.65 人較 103 年減少 0.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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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強盜搶奪案被害人 835 人，較 103 年減少 92 人(-9.92％)，女性被害

人 511 人(占 61.20％)；104 年被害人口率(每 10 萬人口被害人數)3.56 人，較 103

年減少 0.40 人。(詳表 1) 

        表 1、103 年與 104 年強盜搶奪案嫌疑人及被害人統計 

 

 

 

 

 

 

 

二、發生時間及發生場所 

(一)發生時間 

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時間以「9-12 時」109 件占 14.73％最多，「18-21 時」

107 件占 14.46％次之，「15-18 時」104 件占 14.05％居第 3，以上 3 個時段發生

數合占 43.24％，為強盜搶奪犯案遂行之高頻率時點，應提高見警率防範案件發

生。以增減數而言，除「9-12 時」較 103 年增加 4 件(+3.81％)外，其餘發生時

間均減少，以「0-3 時」及「21-24 時」皆減少 23 件最多。(詳表 2 及圖 3)   

(二)發生場所 

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場所以「交通場所」399 件占 53.92％最多，「市街商

店」131 件占 17.70％次之，「住宅區」121 件占 16.35％再次之。與 103 年比較，

除「住宅區」增加 11 件(+10.00％)外，其餘發生場所均為減少，以「交通場所」

減少 71 件最多。(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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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756 102.16 3.15 856 93.46 3.65 835 61.20 3.56

增減數 -95 -49 -          -                 -28 -              -                    -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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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2時

109件(14.73%)

18-21時

107件(14.46%)

15-18時

104件(14.05%)

21-24時

98件(13.24%)

12-15時

91件(12.30%)

3- 6時

84件(11.35%)

0- 3時

81件(10.95%)

6- 9時

66件

(8.92%)

104年

強盜搶奪

共740件

          表 2、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時間及發生場所 

 

 

 

 

 

 

 

 

          圖 3、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時間結構占比 

 

 

 

 

 

 

 

 

 

三、共犯組別 

104 年破獲強盜案件以涉嫌人犯數量分析，以獨行犯 266 件占 66.83％最多，

二人共同犯案 62 件占 15.58％次之；104 年破獲搶奪案件以獨行犯 294 件占 82.12

％最多，二人共同犯案 55 件占 15.36％次之。(詳表 3) 

 

 

件數

(件)
增減數

(件)

增減率

(%)
(件)

結構比

(%)

增減數

(件)

增減率

(%)

   總   計 740 -95 -11.38 總  計 740 100.00 -95 -11.38

 0- 3時 81 -23 -22.12 交通場所 399 53.92 -71 -15.11

3- 6時 84 -3 -3.45 市街商店 131 17.70 -18 -12.08

6- 9時 66 -9 -12.00 住宅區 121 16.35 11 10.00

 9- 12時 109 4 3.81 特殊營業場所 44 5.95 -8 -15.38

12-15時 91 -18 -16.51 山林郊野 20 2.70 -3 -13.04

15-18時 104 -9 -7.96 機關文教衛生公益場所 11 1.49 -           -           

18-21時 107 -14 -11.57 金融保險證券機構 7 0.95 -           -           

21-24時 98 -23 -19.01 其他 7 0.95 -6 -46.15

104年較103年

發生時間

104年較103年

發  生 場 所

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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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99 年至 104 年強盜搶奪案—共犯組別 

 

 

 

 

 

 

 

 

 

參、嫌疑人 

一、性別 

近 10 年男性嫌疑犯高占 90％~94％間，104 年查獲強盜搶奪案男性嫌疑

犯 800 人占 93.46％，較 103 年 90.61％增加 2.85 個百分點。(詳圖 4) 

        圖 4、95-104 年強盜搶奪案嫌疑犯人數—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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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方式 

104 年強盜案件嫌疑人犯罪方式，以 「暴力脅迫」方式最多占 68.84％，

「準強盜」次之占 22.28％；搶奪案件嫌疑人犯罪方式，以「騎機車」搶奪占 64.47

％最多，「徒步」搶奪占 19.08％居次。(詳表 4) 

            表 4、強盜案及搶奪案嫌疑犯人數—犯罪方式 

 

 

 

 

 

 

 

 

 

 

 

說明：「準強盜」係指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 

 

三、犯罪工具 

104 年強盜案件嫌疑人犯罪使用工具，以「徒手」犯罪最多占 44.75％，使

用「刀類」居次占 23.37％，使用「槍械類」占 7.07％居第 3，而嫌疑人以「徒

手」及「槍械類」做為犯罪工具較 103 年分別增加 5.08 及減少 5.25 個百分點較

明顯。104 年搶奪案件嫌疑人犯罪使用工具，以「徒手」占 69.08％最多，「交通

工具類」占 28.62％次之。(詳表 5)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暴力脅迫 74.30 73.81 71.61 79.01 73.37 68.84

準強盜 16.14 18.45 21.14 15.31 17.21 22.28

綑綁塞嘴矇眼 3.21 3.40 2.22 1.17 2.17 2.90

強盜殺人 1.81 0.52 0.35 0.58 1.09 2.17

強盜擄人勒贖 0.58 0.00 0.12 0.44 0.36 1.81

使用藥物 1.73 1.13 2.45 2.33 2.72 0.54

強盜強制性交 0.99 0.82 0.82 0.15 1.27 0.18

其他 1.24 1.86 1.29 1.02 1.81 1.27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騎機車 66.28 62.92 60.82 57.66 59.94 64.47

徒步 20.66 20.39 20.00 25.60 22.89 19.08

徒步搶後騎機車逃逸 2.73 2.11 7.35 5.50 3.61 5.59

駕汽車 5.02 5.27 3.67 2.87 4.82 3.62

騎機車尾隨提款人 1.00 2.81 2.24 0.96 2.71 2.30

騎自行車 1.43 0.88 2.04 1.67 1.20 2.30

徒步搶後駕汽車逃逸 1.00 1.58 0.41 2.87 1.81 1.97

埋伏 0.72 1.41 1.43 1.91 1.81 -             

其他 1.15 2.64 2.04 0.96 1.2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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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強盜案及搶奪案嫌疑犯人數—犯罪工具 

 

 

 

 

 

 

 

 

 

 

 

 

四、男性嫌疑犯年齡及職業別 

觀察 104 年男性嫌疑犯年齡及職業，年齡別以「30-39 歲」占 39.88％最多，

「18-23 歲」及「40-49 歲」均占 17.75％次之，「24-29 歲」占 11.63％再次之；

職業別以「無職業」占 40.38％最多，「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占 26.38％次之，「服

務工作人員(含售貨員)」占 11.25％居第 3。 

與 103 年比較，男性嫌疑犯人數年齡別以「24-29 歲」減少 37 人(-28.46％)

最多，而「40-49 歲」、「30-39 歲」及「18-23 歲」則分別增加 14 人(+10.94％)、

12 人(+3.91％)及 10 人(+7.58％)；職業別以「無職業」減少 51 人(-13.64％)最多，

而「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增加 44 人(+26.35％)最多。(詳表 6) 

 

 

 

 

單位：％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徒手 43.25 40.62 43.93 42.71 39.67 44.75

刀類 19.60 20.41 23.36 21.43 25.18 23.37

槍械類 8.32 13.40 8.06 10.79 12.32 7.07

鐵具類 5.60 6.49 5.02 5.69 3.62 4.71

竹木器、繩索類 4.86 6.49 7.24 5.54 3.99 2.72

交通工具類 6.01 3.81 3.15 2.48 6.16 2.36

其他 12.36 8.76 9.23 11.37 9.06 15.04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徒手 62.41 66.26 65.71 71.77 70.18 69.08

交通工具類 35.29 32.16 33.27 25.84 29.52 28.62

刀類 1.15 1.05 0.20 0.72 0.30 1.64

其他 1.15 0.53 0.82 1.67 -            0.66

項目別

強

盜

案

件

搶

奪

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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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104 年強盜搶奪案男性嫌疑犯人數—年齡及職業別 

 

 

 

 

 

 

 

 

 

肆、被害人 

一、性別及年齡別 

    近 10 年強盜案男性被害人數占比為 56％~66％間，搶奪案女性被害人數占

81％~92％間。(詳圖 5、圖 6) 

            圖 5、95-104 年強盜案被害人數—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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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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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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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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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800 100.00 -1 -0.12 總計 800 100.00 -1 -0.12

 0-11歲 2         0.25        2 -             無職業 323 40.38 -51 -13.64

12-17歲 44 5.50 -3 -6.38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211 26.38 44 26.35

18-23歲 142 17.75 10 7.58 服務工作人員(含售貨員) 90 11.25 -9 -9.09

24-29歲 93 11.63 -37 -28.46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74 9.25 -18 -19.57

30-39歲 319 39.88 12 3.91 學生 30 3.75 12 66.67

40-49歲 142 17.75 14 10.94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14 1.75 2 16.67

50-59歲 42 5.25 -6 -12.50 運輸工作人員 16 2.00 9 128.57

60-64歲 7 0.88 2 40.00 保安工作人員 8 1.00 2 33.33

   65歲以上 9 1.13 5 125.00 其他(含不詳) 34 4.25 8 30.77

年 齡 別

人　　　數 104年較103年

職 業 別

人　　　數 104年較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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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95-104 年搶奪案被害人數—性別 

 

 

 

 

 

 

 

 

    104 年強盜搶奪案被害人以「30-39 歲」占 21.80％最多，「50-59 歲」占 15.57

％次之，「40-49 歲」占 14.61％再次之，「30-59 歲」被害人約占總被害人數之 5

成 2。(詳圖 7) 

就強盜案及搶奪案分別觀察受害人，104 年強盜案被害人 454 人，其中男性

258 人、女性 196 人，各占 56.83％及 43.17％。以年齡別觀察，「30-39 歲」111

人占 24.45％居首，「40-49 歲」70 人占 15.42％居次，再次「18-23 歲」68 人占

14.98％及「50-59 歲」67 人占 14.76％居第 4。若依性別及年齡別而言，以女性

「30-39 歲」被害 59 人最多，其次為男性「30-39 歲」被害 52 人，男性「18-23

歲」被害 48 人居第 3，男性「50-59 歲」被害 42 人排序第 4；另男性「18-23 歲」

及「50-59 歲」被害人分占各該年齡層逾 6 成。 

104 年搶奪案被害人 381 人，其中男性 66 人(占 17.32％)、女性 315 人(占

82.68％)。按性別及年齡別觀察，以女性被害人「30-39 歲」60 人最多，女性「65

歲以上」52 人次之，女性「50-59 歲」49 人再次之；另女性「18-23 歲」被害 43

人、「12-17 歲」被害 11 人及「30-39 歲」被害 60 人各分占該年齡層之 93.48％、

84.62％及 84.51％。(詳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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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104 年強盜搶奪案被害人—年齡別 

 

 

 

 

 

 

 

 

 

 

 

        

表 7、104 年強盜案及搶奪案男、女性被害人依年齡別分 

 

 

 

 

 

 

 

 

30-39歲

21.80%

50-59歲

15.57%

40-49歲

14.61%

18-23歲

13.65%

65歲以上

13.05%

24-29歲

12.22%

60-64歲

5.15%

12-17歲

3.47%

0-11歲

0.36%
不詳

0.12%

104年

強盜搶奪案

被害共835人

單位：人

總計 占比(%) 總計 占比(%)

  總  計 454 258 56.83 196 381 66 315 82.68

 0-11歲 1 1 100.00 -            2            1 1 50.00

12-17歲 16 8 50.00 8 13 2 11 84.62

18-23歲 68 48 70.59 20 46 3 43 93.48

24-29歲 58 33 56.90 25 44 8 36 81.82

30-39歲 111 52 46.85 59 71 11 60 84.51

40-49歲 70 38 54.29 32 52 10 42 80.77

50-59歲 67 42 62.69 25 63 14 49 77.78

60-64歲 16 9 56.25 7 27 6 21 77.78

    65歲以上 46 27 58.70 19 63 11 52 82.54

說明：總計包含年齡不詳者。

年齡別
強  盜  案  

男 女 男 女

被害人數

搶  奪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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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被害人年齡及職業別 

104 年女性被害依年齡觀察，以「30-39 歲」占 23.29％最多，「40-49 歲」及

「50-59 歲」各占 14.48％次之，「65 歲以上」占 13.89％再次之；就職業別而言，

以「服務工作人員（含售貨員）」占 37.57％最多，「無職業」占 23.68％次之。 

與 103 年比較，年齡別減幅以「40-49 歲」減少 32.73％最多，「50-59 歲」

減少 25.25％次之；職業別以「服務工作者人員（含售貨員）」及「無職業」分

別減少 65 人(-25.29％)及 41 人(-25.31％)較多，而「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增

加 14 人(+87.50％)最多。(詳表 8) 

 

            表 8、104 年強盜搶奪案女性被害人—年齡及職業別 

 

 

 

 

 

 

 

 

 

 

 

 

 

(人)
占比

 (%)

增減數

(人)

增減率

(%)
(人)

占比

 (%)

增減數

(人)

增減率

(%)

  總  計 511 100.00 -67 -11.59 總  計 511 100.00 -67 -11.59

  0-11歲 1          0.20 -           -           服務工作人員(含售貨員) 192 37.57 -65 -25.29

12-17歲 19 3.72 2 11.76 無職業 121 23.68 -41 -25.31

18-23歲 63 12.33 -5 -7.35 學生 32 6.26 5 18.52

24-29歲 61 11.94 -3 -4.69 專業人員 29 5.68 4 16.00

30-39歲 119 23.29 -           -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30 5.87 6 25.00

40-49歲 74 14.48 -36 -32.7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含事務工作人員)
30 5.87 14 87.50

50-59歲 74 14.48 -25 -25.25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9 3.72 5 35.71

60-64歲 28 5.48 -           -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9 1.76 -2 -18.18

    65歲以上 71 13.89 -           -           其他(含不詳) 49 9.59 7 16.67

說明：總計包含年齡不詳者。

年 齡 別

人　　　數 104年較103年

職 業 別

人　　　數 104年較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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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強盜搶奪案件損失財務程度 

觀察 104 年強盜搶奪案件損失財務程度，無損失案件占 21.35％、有損失案

件占 78.65％，其中強盜案件損失「1 萬~未滿 5 萬元」占 24.41％最多，「1,000

元~未滿 1 萬元」占 24.15％次之，合占 48.56％；而搶奪案件損失亦以「1 萬~

未滿 5 萬元」占 32.87％及「1,000 元~未滿 1 萬元」占 30.36％，共占 63.23％，

可知強盜及搶奪案件損失金額主要在 1,000 元至未滿 5 萬元間。(詳圖 8、表 9) 

        圖 8、104 年強盜搶奪案件損失財務程度結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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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強盜案及搶奪案件損失財務程度 

 

 

  

 

 

 

 

 

 

 

 

 

 

 

 

 

 

 

 

 

 

單位：％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未滿1,000元 10.45 10.14 9.22 9.89 6.19 8.40

   1,000元~未滿1萬元 33.75 29.95 25.18 28.17 25.00 24.15

   1萬~未滿5萬元 19.75 20.89 24.65 21.51 22.42 24.41

   5萬~未滿15萬元 8.73 9.52 8.69 7.53 9.28 8.40

   15萬~未滿50萬元 6.43 6.61 6.74 6.02 6.44 4.46

   50萬元以上 2.53 3.38 4.61 2.58 4.38 3.94

   無損失 18.37 19.51 20.92 24.30 26.29 26.25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未滿1,000元 6.23 7.13 6.75 9.33 7.16 10.31

   1,000元~未滿1萬元 43.53 40.20 37.97 32.28 33.11 30.36

   1萬~未滿5萬元 33.04 32.57 34.74 34.14 29.98 32.87

   5萬~未滿15萬元 6.88 7.03 6.47 6.34 7.61 8.08

   15萬~未滿50萬元 1.48 1.49 2.11 2.99 2.68 0.84

   50萬元以上 0.36 0.30 0.42 0.56 0.89 1.39

   無損失 8.48 11.29 11.53 14.37 18.57 16.16

強

盜

案

件

搶

奪

案

件

損失財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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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強盜搶奪案件 

(一)發生數：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 740 件，較 103 年減少 95 件（-11.38％）；

破獲率 102.16％，較 103 年增加 5.75 個百分點。 

(二)發生時間：以「9-12 時」109 件占 14.73％最多，「18-21 時」107 件占 14.46

％次之，「15-18 時」104 件占 14.05％居第 3，以上 3 個時段發生數合占

43.24％，為強盜搶奪犯案遂行之高頻率時點，應提高見警率防範案件發

生。 

(三)發生場所：以「交通場所」399 件占 53.92％最多，「市街商店」131 件占

17.70％次之，「住宅區」121 件占 16.35％再次之。與 103 年比較，除「住

宅區」增加 11 件(+10.00％)外，其餘發生場所均為減少。 

(四)共犯組別：104 年破獲強盜案件以涉嫌人犯數量分析，以獨行犯 266 件占

66.83％最多，二人共同犯案 62 件占 15.58％次之；104 年破獲搶奪案件

以獨行犯 294 件占 82.12％最多，二人共同犯案 55 件占 15.36％次之。 

二、嫌疑人 

(一)性別：104 年查獲強盜搶奪案嫌疑犯 856 人，較 103 年減少 28 人(-3.17

％)，其中男性嫌疑犯 800 人占 93.46％。以近 10 年資料觀察，男性嫌疑

犯均占 9 成以上。 

(二)犯罪方式： 

1、強盜案件：以「暴力脅迫」方式最多占 68.84％，「準強盜」次之占 22.28

％。 

   2、搶奪案件：以「騎機車」搶奪占 64.47％最多，「徒步」搶奪占 19.08

％居次。 

(三)犯罪工具： 

1、強盜案件：以「徒手」犯罪最多占 44.75％，使用「刀類」居次占 23.37

％，使用「槍械類」占 7.07％居第 3。 

2、搶奪案件：以「徒手」占 69.08％最多，「交通工具類」占 28.62％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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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性嫌疑犯： 

1、年齡別：以「30-39 歲」占 39.88％最多，「18-23 歲」及「40-49 歲」

各占 17.75％次之，「24-29 歲」占 11.63％再次之。 

2、職業別：以「無職業」占 40.38％最多，「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占 26.38

％次之，「服務工作人員(含售貨員)」占 11.25％居第 3。 

3、與 103 年比較：年齡別以「24-29 歲」減少 37 人(-28.46％)最多，而  

「40-49 歲」、「30-39 歲」及「18-23 歲」則分別增加 14 人(+10.94％)、

12 人(+3.91％)及 10 人(+7.58％)；職業別以「無職業」減少 51 人(-13.64

％)最多，而「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增加 44 人(+26.35％)最多。 

三、被害人 

  (一)強盜案件： 

   1、性別：104 年強盜案被害人 454 人，其中男性 258 人、女性 196 人，

各占 56.83％及 43.17％。 

   2、年齡別：「30-39 歲」111 人占 24.45％居首，「40-49 歲」70 人占 15.42

％居次，「18-23 歲」68 人占 14.98％及「50-59 歲」67 人占 14.76％居

第 3 及第 4。 

   3、性別及年齡別：女性「30-39 歲」被害 59 人最多，其次為男性「30-39

歲」被害 52 人，男性「18-23 歲」被害 48 人居第 3，男性「50-59 歲」

被害 42 人排序第 4。 

   (二)搶奪案件： 

   1、性別：104 年搶奪案被害人 381 人，其中男性 66 人(占 17.32％)、女性

315 人(占 82.68％)。 

   2、性別及年齡別：以女性被害人「30-39 歲」60 人最多，女性「65 歲以

上」52 人次之，女性「50-59 歲」49 人再次之；另女性「18-23 歲」被

害 43 人、「12-17 歲」被害 11 人及「30-39 歲」被害 60 人各分占該年

齡層之 93.48％、84.62％及 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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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女性被害人： 

1、年齡別：「30-39 歲」占 23.29％最多，「40-49 歲」及「50-59 歲」各占

14.48％次之，「65 歲以上」占 13.89％再次之。 

2、職業別：以「服務工作人員（含售貨員）」占 37.57％最多，「無職業」

占 23.68％次之。 

3、與 103 年比較：年齡別減幅以「40-49 歲」減少 32.73％最多，「50-59

歲」減少 25.25％次之；職業別以「服務工作者人員（含售貨員）」及

「無職業」分別減少 65 人(-25.29％)及 41 人(-25.31％)較多，而「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增加 14 人(+87.50％)最多。 

四、強盜搶奪案件損失財務程度 

(一)強盜案件：損失「1 萬~未滿 5 萬元」占 24.41％最多，「1,000 元~未滿 1

萬元」占 24.15％次之，二項合占 48.56％。 

(二)搶奪案件：以「1 萬~未滿 5 萬元」及「1,000 元~未滿 1 萬元」較多，

分別占 32.87％及 30.36％，共占 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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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具體警政措施 

防制強盜搶奪案件之發生，一直為各警察機關重點工作項目之一，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警察局均積極執行各項防搶專案，其具體措施有加強治安人口查

訪、建立犯罪資料庫；透過各種管道加強預防宣導；警民合作、積極推展社區

巡守工作；運用科技有效偵監；獎勵民眾檢舉犯罪提供破案線索；針對金融機

構全面落實評估檢測，強化業者自我安全防護能力；加強銀樓周邊清查；阻絕

銷贓管道及積極查緝銷贓作為等要項，以有效遏制犯罪之發生。 

加強建立警民互動關係，警察機關透過提高見警率與重點時段巡邏密度，

以警力布建輔以社區巡守隊效能，共同防範強盜搶奪案之發生。以近10年(95-104

年)強盜搶奪案發生數觀察，自 95 年 8,911 件逐年遞減至 104 年 740 件，顯示警

察機關執行各項防搶專案對於遏制犯罪之發生已有顯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