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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蹤人口概況 

我國歷年來女性失蹤人口均高於男性，惟二者差距漸次縮小，性

比例由 102 年 92.19 拉近至 104 年 96.97，且自 105 年起男性失蹤人口

首度超過女性，107 年性比例為 104.94。依年齡層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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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蹤原因方面，以自願性離家出走居首位。 

（一）失蹤人口發生數除 106年略增外，呈逐年遞減趨勢；歷年女性失蹤人

口均高於男性，惟自 105年起男性失蹤人口首度超過女性，107年性

比例為 104.94；近 6 年失蹤人口整體尋獲率均在 8 成 4 以上。 

近 6 年（102-107 年）我國失蹤人口發生數由 102 年 2 萬 8,909 人下

降至 107 年 2 萬 5,078 人，6 年來減少了 3,831 人（-13.25％）。歷年女性

失蹤人口均高於男性，二者差距逐漸縮小，主要係 12-17歲女性失蹤人口

快速下降所致，性比例由 102 年 92.19 拉近至 104 年 96.97，惟自 105 年

起男性失蹤人口首度超過女性，107 年性比例為 104.94。107 年尋獲數

（含積案尋獲數）2萬 5,202人，男、女性各占 51.00％及 49.00％。（詳表

2-15） 

表2-15    近6年失蹤人口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說        明：依「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失蹤人口係指在臺設有戶籍，並有下列情形 

說        明：之一者：隨父（母）或親屬離家而不知去向、離家出走而不知去向、意外災難（例如海 

說        明：、空、山等災難）、迷途走失、上下學未歸而不知去向、智能障礙走失、精神疾病走失、 

說        明：天然災難（例如水、火、風、震等災難）及其他原因失蹤不知去向。 

備  註：1.發生數係指當年受（處）理數。  

備  註：2.尋獲數=尋獲當年發生數+尋獲以前年發生數。 

備  註：3.性比例為每百名女性所當男子數。 

  

總計 男性 女性
   性比例

（女=100）
總計 男性 女性

民國102年 28,909 13,867 15,042 92.19 29,462 13,968 15,494

民國103年 26,940 12,989 13,951 93.10 27,137 13,013 14,124

民國104年 25,882 12,742 13,140 96.97 26,870 13,207 13,663

民國105年 25,278 12,818 12,460 102.87 25,249 12,808 12,441

民國106年 25,792 13,251 12,541 105.66 25,927 13,307 12,620

民國107年 25,078 12,841 12,237 104.94 25,202 12,854 12,348

尋獲數(人)

年別
 發 生 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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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 年失蹤人口率（即每萬人口之失蹤人數）由 102 年 12.38 人下降

至 107 年 10.64 人，6 年來每萬人口下降了 1.74 人。按性別觀察，女性失

蹤人口率呈緩降趨勢，107年與 102年比較，女性由 12.89人降至 10.31人

(-2.58 人)，男性由 11.87 人降至 10.96 人(-0.91 人)；女性失蹤人口率歷

年均高於男性，惟自 105 年起男性高於女性。（詳表 2-14 及圖 2-14） 

圖2-14    近6年失蹤人口率性別比較 

說       明：失蹤人口率＝(發生數/期中人口數)×10,000。 

 

觀察近 6 年（102-107 年）失蹤主要原因比較，以 107 年「離家出走」

較 102年減少 4,250人（-22.79％）居首位，「上下學未歸」減少 531人（-

37.37％）居次；另以「迷途走失」較 102 年增加 257 人（+22.66％）較

多；而「精神疾病走失」近 3 年有遞增現象。 

近 6 年尋獲率（當年發生且尋獲）介於 8 成 4 至 8 成 7 間，以 104 年

86.92％為最高，而 107年 86.86％較 102 年增加 1.62 個百分點，其中以尋

獲「離家出走」及「智能障礙走失」者，較 102年分別增加 1.64個及 0.63

個百分點較多。 

按年齡別觀察，近 6 年每萬人口失蹤人數，男性以 12-17 歲及 65 歲

以上較多，女性以 12-17 歲及 18-23 歲較多。107 年與 102 年相較，男性

各年齡層均微下降，女性 0-6 歲及 65 歲以上微增，其餘年齡層亦呈下降。

男、女性皆以 12-17 歲減少最多，其中男性每萬人口減少 1.59 人、女性

15.18人。而 65歲以上女性自 103年 7.46人，逐年遞增至 107年 9.23人。

（詳表 2-16、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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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7 年底尚未尋獲失蹤人口 1 萬 2,987 人，其中以男性 7,980 人較

多占 61.45％，女性 5,007 人占 38.55％；按年齡別每萬人口觀察，男、女

性每萬人口未尋獲失蹤人數均主要集中於 24-64 歲。（詳圖 2-15） 

表2-16    近6年失蹤人口概況-主要原因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說        明：1.尋獲率=尋獲當年失蹤人數（不含積案尋獲數）÷當年發生人數。 

說        明：2.其他原因含隨父(母)或親屬離家、意外災難、天然災難及其他。 

表2-17    近6年失蹤人口概況-按性別及年齡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說        明：年齡計算係以失蹤當時年齡計算。 

  

單位：人、％

發生數 尋獲率 發生數 尋獲率 發生數 尋獲率 發生數 尋獲率 發生數 尋獲率 發生數 尋獲率 發生數 尋獲率

28,909 85.24 18,650 84.46 1,134 96.83 1,421 95.64 1,017 96.26 995 94.67 5,692 79.27

26,940 84.58 17,083 83.63 1,137 96.66 1,348 92.28 1,019 96.37 977 95.60 5,376 78.87

25,882 86.92 16,129 85.71 1,152 96.88 1,178 94.74 992 95.97 957 95.09 5,474 83.65

25,278 86.13 15,485 84.91 1,249 96.40 1,031 94.28 1,121 95.99 1,040 93.85 5,352 82.10

25,792 86.32 15,388 85.37 1,478 96.68 962 92.31 1,165 96.82 1,080 95.09 5,719 81.40

25,078 86.86 14,400 86.10 1,391 96.33 890 94.72 1,160 96.90 1,190 93.78 6,047 82.02

增減數

(百分點)
-3,831 (1.62) -4,250 (1.64) 257 (-0.49) -531 (-0.92) 143 (0.63) 195 (-0.89) 355 (2.75)

增減％ -13.25              - -22.79              - 22.66              - -37.37               - 14.06               - 19.60               - 6.24               -

其他原因

民國106年

民國107年

民國102年

上下學未歸 智能障礙走失 精神疾病走失 

107年較

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年 別

總計 離家出走 迷途走失 

民國102年 28,909  13,867  15,042  224     352     2,941  1,424  6,715  2,211  167     198     5,307  2,045  6,233  1,092  

民國103年 26,940  12,989  13,951  186     312     2,732  1,336  6,353  2,070  164     163     4,840  1,903  5,786  1,095  

民國104年 25,882  12,742  13,140  189     239     2,596  1,374  6,349  1,995  186     151     4,146  1,777  5,681  1,199  

民國105年 25,278  12,818  12,460  221     257     2,374  1,329  6,264  2,373  150     161     3,710  1,596  5,513  1,330  

民國106年 25,792  13,251  12,541  211     242     2,377  1,230  6,652  2,539  176     144     3,421  1,612  5,724  1,464  

民國107年 25,078   12,841   12,237   232     233     2,210   1,250   6,398   2,518  183     137     3,149   1,564   5,531   1,673  

民國102年 12.38    11.87    12.89    3.09    5.94    31.53  14.18  9.35    17.79  2.50    3.66    61.82  22.07  8.58    7.78    

民國103年 11.51    11.11    11.91    2.56    5.48    30.49  13.30  8.81    16.12  2.44    3.14    58.77  20.51  7.92    7.46    

民國104年 11.03    10.89    11.18    2.59    4.34    30.46  13.71  8.78    14.95  2.74    3.00    53.03  19.17  7.75    7.79    

民國105年 10.75    10.94    10.56    2.99    4.79    29.11  13.43  8.65    16.99  2.19    3.28    49.71  17.42  7.52    8.18    

民國106年 10.95    11.31    10.60    2.81    4.65    30.33  12.75  9.20    17.31  2.52    3.02    47.74  18.05  7.81    8.51    

民國107年 10.64     10.96     10.31     3.08    4.59    29.94   13.15   8.85     16.38  2.61    2.94    46.64   17.81   7.54     9.23    

24-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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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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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截至107年底未尋獲失蹤人口率-按性別 

說       明：未尋獲失蹤人口率＝(發生數/期底人口數)×10,000。 

（二）原住民失蹤人口發生數近 6 年呈逐年下降趨勢，性比例介於 54 至 66

間，歷年女性均多於男性；每萬人口失蹤人數以女性 12-17 歲最多。 

近 6 年（102-107 年）原住民失蹤人口發生數平均每年約 1,643 人，

以 102 年發生數 1,898 人最多，逐年持續遞減。107 年原住民失蹤人口

1,479人（占總失蹤人口 5.90％），較 102年減少 419人（-22.08％），其中

男性 570人（占原住民發生數 38.54％），女性 909人（占 61.46％），性比

例為 62.71，男、女性分別較 102 年減少 16.54％及 25.19％。依年齡別觀

察近 6 年原住民每萬人口失蹤人數，男性以 12-17 歲、18-23 歲及 65 歲以

上較多，女性以 12-17 歲及 18-23 歲較多；107 年原住民每萬人口失蹤人

數以女性 12-17 歲 169.62 人最多，男性 12-17 歲 82.53 人次之。107 年與

102 年相較，男、女性皆以 12-17 歲下降最多，女性減少 43.72 人，男性

減少 10.44 人。（詳圖 2-16 及表 2-18） 

圖2-16    近6年原住民失蹤人數-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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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    近6年原住民失蹤人口概況-按性別及年齡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三）107 年失蹤人口發生數，青、少年女性高於同齡男性，而兒童、成年

及老人則男性高於女性。 

107 年失蹤人口發生數依年齡及性別觀察，在少年（12-17 歲）及青

年（18-23 歲）失蹤人口方面，女性多於男性，尤其 12-17 歲女性失蹤人

數達同齡男性之 1.42 倍；男性以老人（65 歲以上）及兒童（0-11 歲）失

蹤人口較女性顯著為多，且 65 歲以上男性失蹤人數為同齡女性之 1.51 倍

最為明顯。（詳圖 2-17） 

107 年每萬人口失蹤人數，按年齡層分以少年（12-17 歲）37.92 人最

高，男、女性少年分別為 29.94 人及 46.64 人，其次為青年（18-23 歲）

15.39 人。（詳表 2-18 及圖 2-17） 

圖2-17    失蹤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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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5年 1,524    603       921       17    24       223       69       234     36         9      6        449       132     302     23        

民國106年 1,455    552       903       18    24       173       62       234     41         11    9        399       134     323     27        

民國107年 1,479     570        909        11     20        214       64       226     35         18     17       415       136     289     34         

民國102年 35.78    26.35    44.81    5.79 15.52  92.97    25.68  18.41  20.60    3.98 3.77   213.34  60.95  25.84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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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 年失蹤原因，自願性及非自願性因素各占 6 成 1 及 3 成 9，自願

性因素人數女性多於男性，反之男性較多。 

失蹤人口發生原因概分為「自願性因素」及「非自願性因素」。107

年發生數以自願性「離家出走」1萬 4,400人（占 57.42％）最高，非自願

性「迷途走失」1,391 人（占 5.55％）次之，非自願性「精神疾病走失」

1,190 人（占 4.75％）居第三位。依性別觀察，自願性「離家出走」女性

為男性的 1.09 倍；非自願性因素除「上下學未歸」、「精神疾病走失」女

性較男性多外，其餘失蹤原因以男性居多。依年齡層觀察，兒童（0-6 歲）

以「隨父(母)或親屬離家」最多，其餘年齡層失蹤原因皆以「離家出走」

最多，少年（12-17 歲）「離家出走」占少年失蹤原因比例 71.26％為各年

齡層最高。（詳表 2-19） 

表2-19    失蹤人口數-按年齡、性別及原因別 

民國 107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單位：人、%

結構比

發生數總計 25,078 100.00 12,841 12,237 232 183 233 137 2,210 3,149 1,250 1,564 6,398 5,531 2,518 1,673 

自願性因素 15,192 60.58   7,316   7,876   203 164 153 98   1,601 2,312 786    1,144 3,655 3,508 918    650    

　隨父(母)或親屬離家 792       3.16      421       371       200  158  67   53   41      53      18      13      57      56      38      38      

　離家出走 14,400  57.42    6,895    7,505    3     6     86   45   1,560  2,259  768     1,131  3,598  3,452  880     612     

非自願性因素 9,886   39.42   5,525   4,361   29   19   80   39   609    837    464    420    2,743 2,023 1,600 1,023 

　意外災難 42        0.17      31        11        -      -      -      -      1        3        5        2        20      6        5        -         

　迷途走失 1,391    5.55      863       528       6     1     11   7     19      7        17      5        170     131     640     377     

　上下學未歸 890       3.55      391       499       1     2     39   17   288     400     55      73      5        7        3        -         

　智能障礙走失 1,160    4.63      695       465       -      -      1     -      27      6        44      32      316     171     307     256     

　精神疾病走失 1,190    4.75      585       605       -      -      1     -      8        8        32      26      407     443     137     128     

　天然災難 15        0.06      10        5          -      -      -      -      1        1        3        1        5        2        1        1        

　其他原因 5,198    20.73    2,950    2,248    22   16   28   15   265     412     308     281     1,820  1,263  507     261     

原 因 別

總                  計 0-6歲 7-11歲 12-17歲 18-23歲 24-64歲 65歲以上

男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女女 男 女 男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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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部警政署自民國 72 年建置「失蹤人口暨身分不明者系統」以來，

將失蹤人口資料建檔及管理，有利查尋比對以提高尋獲率；並訂定「失

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等相關行政規則，作為全國警察機關執行之依據。

為統合政府機關及民間公益團體共同協尋之聯繫配合，按年召開「失蹤

人口查尋網絡會報」，同時加強宣導民眾及要求各警察機關落實「單一窗

口報案，隨到隨辦」，另為搶救黃金時間，受理報案後，立即調閱監錄系

統，清查地緣關係，期能儘速尋獲，並持續推動民眾自行捺存指紋卡措

施，以提升失蹤人口查尋成效，近 6 年全國警察機關受理失蹤人口尋獲

率均在 8 成 4 以上。 

近 6 年我國失蹤人口呈下降趨勢，107 年失蹤人口發生數 2 萬 5,078

人，較 102 年減少了 3,831 人（-13.25％），歷年女性失蹤人口高於男性，

惟自 105 年起男性失蹤人口首度超過女性，近 6 年失蹤原因以「離家出

走」最多。 

按性別及年齡別觀察 107 年每萬人口失蹤人數，男、女性均以少年

（12-17歲）顯著較多，分別為 29.94人及 46.64人；若由原住民每萬人口

失蹤人數觀之，男、女性亦均以少年（12-17 歲）最為顯著，其中女性更

高達 169.62 人，為男性 82.53 人之 2.06 倍。此年齡層多屬國中、高中就

學階段，失蹤原因有 7 成為「離家出走」，為避免心智未成熟的學生迷失

自我甚或誤入歧途，警政署依「警察機關協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未入

學或中途輟學學生作業規定」，每日擷取教育部最新之國民中、小學生異

動資料，匯入協尋未入學及中輟生資訊系統，並通報警察機關協尋；教

育部建置中離生通報系統亦掌握未入學、中途離校學生狀況並進行追蹤

輔導；另 12 年國教施行均對青少年失蹤預防有所助益，故近 6 年每萬人

口失蹤人數，男、女性皆以 12-17 歲下降最多，女性大幅減少 15.18 人，

男性減少 1.59 人，而原住民每萬人口失蹤人數中，12-17 歲年齡層女性減

少更達 43.72 人，男性減少 10.44 人。 

此外為捍衛兒少安全，本部警政署針對未滿 7 歲失蹤幼童，在緊急

查尋 24 小時後仍未尋獲，且經查疑涉刑事案件者，特與 Facebook 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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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8 日合作導入「安珀警報(Amber Alert)」，於距離失蹤兒童最後

位置 160 公里內之臉書用戶動態時報發布警報，期透過臉書強大推播力

量協尋；另配合衛福部與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合作設立之

「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提供相關失踨資料予該中心，藉以提升

尋獲率。 

高齡化下，65 歲以上失蹤人口自 103 年 3,165 人逐年微增至 107 年

4,191 人。警政署針對失智走失案件，希望家屬們每天幫失智者拍照，並

建立失蹤協尋報警「三不：不用等、不用跑、不用錢」概念，也就是親

人失蹤不用等超過 24 小時後才能報案、不用跑可就近派出所報案、協尋

不用錢；同時協助失智長者建立指紋檔案、人臉辨識照片建檔及申請失

智手鍊等多管齊下，期能在最短時間內即時尋回，讓家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