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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呈現本縣有關性別之警政統計數據，俾提供施政考核及釐訂施政

計畫之參考。 

二、本書所列之資料，係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及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

網加以整編而成。 

三、本書之資料期間自民國 107 年至 111 年，內容包括：戶籍人口、刑案嫌疑犯、刑案被害

人及失蹤人口等性別相關統計。 

四、本書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底」係指 12

月底靜態數字。 

五、本書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無數值。 

「--」數值無意義。 

六、本書表中兩數值比較增減％時，如為「-」除以「-」或「數值」除以「-」，均以「--」數

值無意義表示。 

七、本書結構比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細數之和未必等於 100％。 

八、本書所載各項統計資料，倘因修訂、校正，致與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九、警政統計因涉及法令變更，社會變動及實務規定，統計數字難免有疏漏之處，尚祈各界

不吝指教，以為今後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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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概況－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戶籍人口及性比例均逐年下滑，各年齡層除成年人口外，男性皆多於

女性。 

花蓮縣 111 年底戶籍人口男性為 16 萬 1,188 人，女性為 15 萬 7,992 人。與 110 年底比

較，男性及女性人口數均減少，各年齡層男女人口數皆減少。 

花蓮縣 111 年底性比例為 102.02，較 110 年底下降 0.15，各年齡層中，以「兒童」及

「少年」皆增加，「青年」下降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說明：1.兒童：未滿 12 歲；少年：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青年：18 歲以上未滿 24 歲；成年：24 歲以上。 

2.性比例：每百名女性相對男性人口數，其公式為：男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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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般刑案嫌疑犯－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全般刑案嫌疑犯男性多於女性，111 年嫌疑犯人數為近 5 年次低。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嫌疑犯男性為 3,555 人(占 75.64％)，女性為 1,145 人(占 24.36

％)。與 110 年比較，男性及女性嫌疑犯均增加，各年齡層以「成年」男性及女性增加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說明：1.兒童：未滿 12 歲；少年：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青年：18 歲以上未滿 24 歲；成年：24 歲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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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兒童嫌疑犯不列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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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般刑案嫌疑犯－犯罪人口率 

➢ 花蓮縣全般刑案犯罪人口率男性高於女性，111 年男性以「青年」最高，

「成年」次之；女性則以「青年」最高，「成年」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犯罪人口率較 107 年明顯下降，其中男性為 2,206(人/10 萬人)，女

性為 725(人/10 萬人)。與 110 年比較，男性及女性犯罪人口率均增加，各年齡層皆有顯著上

升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說明：犯罪人口率指每 10 萬人口中嫌疑犯人數，其公式為：嫌疑犯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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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般刑案嫌疑犯－案類別 

➢ 花蓮縣各案類嫌疑犯男性以「公共危險」最多，「詐欺」次之，「毒品」再次

之；女性則以「詐欺」最多，「公共危險」次之，「竊盜」再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各案類嫌疑犯男性以「公共危險」564 人最多，「詐欺」517 人次之，「毒

品」479 人再次之；女性則以「詐欺」423 人最多，「公共危險」137 人次之，「竊盜」128 人

再次之。與 110 年比較，主要案類嫌疑犯除「公共危險」男性及「一般傷害」女性減少外，

其餘案類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說明：公共危險罪包括酒醉駕車、玩(縱)火等可能影響公眾安全之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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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般刑案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 花蓮縣全般刑案嫌疑犯教育程度男性及女性均以「高中(職)」最多，「大專

以上」次之，「國中」再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嫌疑犯教育程度男性以「高中(職)」2,325 人(占男性嫌疑犯 65.40

％)最多，「大專以上」304 人(占男性嫌疑犯 8.55％)次之；女性亦以「高中(職)」635 人(占女

性嫌疑犯 55.46％)最多，「大專以上」130 人(占女性嫌疑犯 11.35％)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

性與女性嫌疑犯教育程度皆以「高中(職)」增加人數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全般刑案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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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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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55.46％)

■大專以上(11.35％)

■國中(9.87％)

■國小(2.27％)

■其他(含不詳)(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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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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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般刑案嫌疑犯－職業別 

➢ 花蓮縣全般刑案嫌疑犯職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最多，「無職」

次之；女性則以「無職」最多，「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嫌疑犯職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802 人(占男性嫌疑犯

22.56％)最多，「無職」613 人(占男性嫌疑犯 17.24％)次之；女性則以「無職」355 人(占女性

嫌疑犯 31.00％)最多，「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250 人(占女性嫌疑犯 21.83％)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及女性嫌疑犯各職業別人數皆增加或持平。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全般刑案嫌疑犯－職業別

111年

■男性各職業別％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2.56％)

■無職(17.24％)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13.05％)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9.09％)

■其他(含不詳)(38.06％)

■女性各職業別％

■無職(31.00％)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21.83％)

■學生(5.3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7.51％)

■其他(含不詳)(34.32％)

111年

75.64％

111年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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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竊盜案件嫌疑犯－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竊盜嫌疑犯男性多於女性，男女性竊盜嫌疑犯以「成年嫌疑犯」為

主。 

花蓮縣 111 年竊盜嫌疑犯男性為 475 人(占 78.77％)，女性為 128 人(占 21.23％)。與 110

年比較，男性嫌疑犯於「少年」及「成年」皆增加；女性嫌疑犯於各年齡層人數皆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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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竊盜案件嫌疑犯－案類別 

➢ 花蓮縣竊盜嫌疑犯男性及女性均以「普通竊盜」最多，「機車竊盜」次之。 

花蓮縣 111 年竊盜嫌疑犯男性以「普通竊盜」430 人(占男性嫌疑犯 90.53％)最多，「機車

竊盜」29 人(占男性嫌疑犯 6.11％)次之；女性亦以「普通竊盜」120 人(占女性嫌疑犯 93.75

％)最多，「機車竊盜」6 人(占女性嫌疑犯 4.69％)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女性於各類竊盜案

件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竊盜嫌疑犯－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竊盜類別％

■普通竊盜(90.53％)

■機車竊盜(6.11％)

■汽車竊盜(3.37％)

女性各竊盜類別％

■普通竊盜(93.75％)

■機車竊盜(4.69％)

■汽車竊盜(1.56％)

111年

78.77％

111年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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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竊盜案件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 花蓮縣竊盜嫌疑犯教育程度男性及女性均以「高中(職)」最多，「國中」次

之。 

花蓮 111 年竊盜嫌疑犯教育程度男性以「高中(職)」341 人(占男性嫌疑犯 71.79％)最多，

「國中」45 人(占男性嫌疑犯 9.47％)次之；女性亦以「高中(職)」96 人(占女性嫌疑犯 75.00

％)最多，「國中」18 人(占女性嫌疑犯 14.06％)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嫌疑犯教育程度於

「國小」及「國中」人數減少，其餘嫌疑犯人數均增加，女性嫌疑犯於各教育程度人數皆增

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竊盜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111年

■男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71.79％)

■國中(9.47％)

■大專以上(2.32％)

■國小(0.42％)

■其他(含不詳)(16.00％)

■女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75.00％)

■國中(14.06％)

■國小(2.34％)

■大專以上(5.47％)

■其他(含不詳)(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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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竊盜案件嫌疑犯－職業別 

➢ 花蓮縣竊盜嫌疑犯職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最多，「無職」次

之；女性以「無職」最多，「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次之。 

花蓮縣 111 年竊盜嫌疑犯職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125 人(占男性嫌疑犯 26.32

％)最多，「無職」113 人(占男性嫌疑犯 23.79％)次之；女性以「無職」70 人(占女性嫌疑犯

54.69％)最多，「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21 人(占女性嫌疑犯 16.41％)次之。與 110 年比

較，男性與女性嫌疑犯職業「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人數均減少，「基層技術工及勞力

工」與「學生」人數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竊盜嫌疑犯－職業別

111年

■男性各職業別％

■無職(23.7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6.32％)

■學生(5.05％)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10.11％)

■其他(含不詳)(34.74％)

■女性各職業別％

■無職(54.69％)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16.41％)

■學生(5.47%)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16％)

■其他(含不詳)(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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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7％

111年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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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毒品案件嫌疑犯－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毒品嫌疑犯男性多於女性，111 年男性及女性毒品嫌疑犯人數為近五

年次低。 

花蓮縣 111 年毒品嫌疑犯男性為 479 人(占 83.74％)，女性為 93 人(占 16.26％)。與 110

年比較，男性及女性毒品嫌疑犯均於「少年」人數均減少，「青年」及「成年」嫌疑犯人數均

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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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毒品案件嫌疑犯－案類別 

➢ 花蓮縣毒品嫌疑犯男性及女性均以「第二級毒品」最多，「第一級毒品」次

之。 

花蓮縣 111 年毒品嫌疑犯男性以「第二級毒品」355 人(占男性嫌疑犯 74.11％)最多，「第

一級毒品」97 人(占男性嫌疑犯 20.25％)次之；女性嫌疑犯亦以「第二級毒品」74 人(占女性

嫌疑犯 79.57％)最多，「第一級毒品」19 人(占女性嫌疑犯 20.43％)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

性嫌疑犯於各案類人數均增加，女性嫌疑犯均於「第三級毒品」人數減少，其餘各案類別人

數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毒品嫌疑犯－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毒品類別％

■第二級毒品(74.11％)

■第一級毒品(20.25％)

■其他(5.64％)

■女性各毒品類別％

■第二級毒品(79.57％)

■第一級毒品(20.43％)

■其他(0％)

111年

83.74％

111年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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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毒品案件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 花蓮縣毒品嫌疑犯教育程度男性及女性均以「高中(職)」最多，「國中」次

之。 

花蓮縣 111 年毒品嫌疑犯教育程度男性以「高中(職)」338 人(占男性嫌疑犯 70.56％)最

多，「國中」61 人(占男性嫌疑犯 12.73％)次之；女性亦以「高中(職)」54 人(占女性嫌疑犯

58.06％)最多，「國中」25 人(占女性嫌疑犯 26.88％)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嫌疑犯教育程

度於「國小」及「大專以上」皆減少；女性嫌疑犯除於「國小」減少外，其餘教育程度均增

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毒品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111年

■男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70.56％)

■國中(12.73％)

■其他(含不詳)(16.70％)

■女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58.06％)

■國中(26.88％)

■其他(含不詳)(15.05％)

111年

83.74％

111年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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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毒品案件嫌疑犯－職業別 

➢ 花蓮縣毒品嫌疑犯職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最多，「無職」次

之；女性則以「無職」最多，「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次之。 

花蓮縣 111 年毒品嫌疑犯職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181 人(占男性嫌疑犯 37.79

％)最多，「無職」89 人(占男性嫌疑犯 18.58％)次之；女性則以「無職」49 人(占女性嫌疑犯

52.69％)最多，「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16 人(占女性嫌疑犯 17.20%)次之。與 110 年比

較，男性嫌疑犯於「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及「學生」均減少，其餘各職業別均增加或

持平。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毒品嫌疑犯－職業別

111年

■男性各職業別％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37.79％)

■無職(18.58％)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10.44％)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8.98％)

■其他(含不詳)(24.22％)

■女性各職業別％

■無職(52.69％)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17.2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2.90％)

■其他(含不詳)(17.20％)

111年

83.74％

111年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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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毒品案件嫌疑犯－犯罪方法別 

➢ 花蓮縣毒品嫌疑犯犯罪方法近 5 年男性及女性皆以「施用」最多，「持有」

次之。 

花蓮縣 111 年毒品嫌疑犯犯罪方法男性以「施用」291 人(占男性嫌疑犯 60.75％)最多，

「持有」112 人(占男性嫌疑犯 23.38％)次之；女性嫌疑犯亦以「施用」60 人(占女性嫌疑犯

64.52％)最多，「持有」及「意圖販賣」14 人(占女性嫌疑犯 15.05％)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

性嫌疑犯犯罪方法於「販賣」及「意圖販賣」減少，女性嫌疑犯犯罪方法於「販賣」及「轉

讓」減少，其餘犯罪方法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毒品嫌疑犯－犯罪方法別

111年

■男性犯罪方法別％

■施用(60.75％)

■販賣(9.81％)

■持有(23.38％)

■轉讓(1.04％)

■其他(含不詳)(5.01％)

■女性犯罪方法別％

■施用(64.52％)

■販賣(5.38％)

■持有(15.05％)

■意圖販賣(15.05％)

■其他(含不詳)(0％)

111年

83.74％

111年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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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暴力犯罪嫌疑犯－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暴力犯罪嫌疑犯男性多於女性，嫌疑犯人數連兩年皆低於 20 人。 

花蓮縣 111 年暴力犯罪嫌疑犯男性為 16 人(占 88.89％)，女性為 2 人(占 11.11％)。與 110

年比較，男性嫌疑犯及女性嫌疑犯於「成年」皆增加，其餘各年齡層皆減少或持平。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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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人

暴力犯罪嫌疑犯－警政年齡別

兒男 少男 青男 成男 少女 青女 成女

111年

88.89％

111年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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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暴力犯罪嫌疑犯－案類別 

➢ 花蓮縣暴力犯罪嫌疑犯近 5 年以「故意殺人」最多，「強制性交」次之，「強

盜」再次之，「擄人勒贖」及「重大恐嚇取財」均無發生。 

花蓮縣 111 年暴力犯罪嫌疑犯男性以「重傷害」6 人(占男性嫌疑犯 37.50％)最多，「搶

奪」5 人(占男性嫌疑犯 31.25％)次之；女性僅「重傷害」2 人(占女性嫌疑犯 100.00％)。與

110 年比較，男性嫌疑犯於「故意殺人」及「強盜」均減少，「搶奪」及「重傷害」均增加；

女性嫌疑犯於「強盜」減少，「重傷害」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說明：106 年起「強制性交」項下不含「對幼性交」。  

暴力犯罪嫌疑犯－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暴力犯罪類別％

■故意殺人(18.75％)

■強盜(12.50％)

■重傷害(37.50％)

■搶奪(31.25％)

■女性各暴力犯罪類別％

■重傷害(12.50％)

111年

88.89％

111年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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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少年嫌疑犯－案類別 

➢ 花蓮縣少年嫌疑犯男性多於女性，近 5 年男性以「竊盜」最多，「一般傷

害」次之；女性則以「詐欺」最多，「竊盜」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少年嫌疑犯男性以「竊盜」36 人(占男性少年嫌疑犯 18.09％)最多，「一般

傷害」32 人(占男性少年嫌疑犯 16.08％)次之；女性則以「詐欺」10 人(占女性少年嫌疑犯

22.73％)最多，「竊盜」及「性侵害」各 5 人(各占女性少年嫌疑犯 11.36％)次之。與 110 年比

較，少年嫌疑犯於「一般傷害」、「公共危險」及「毒品」均減少，其餘主要刑事案件均增

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少年嫌疑犯－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案類別％

■竊盜(18.09％)

■性侵害(6.03％)

■一般傷害(16.08％)

■公共危險(7.54%)

■其他(56.28％)

■女性各案類別％

■詐欺(22.73％)

■竊盜(11.36％)

■公共危險(6.82％)

■性侵害(11.36％)

■其他(47.73％)

111年

81.89％

111年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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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青年嫌疑犯－案類別 

➢ 花蓮縣青年嫌疑犯男性多於女性，男性青年嫌疑犯與女性青年嫌疑犯皆以

「詐欺」最多。 

花蓮縣 111 年青年嫌疑犯男性以「詐欺」98 人(占男性青年嫌疑犯 22.22％)最多，「一般

傷害」52 人(占男性青年嫌疑犯 11.79％)次之；女性亦以「詐欺」89 人(占女性青年嫌疑犯

56.33％)最多，「公共危險」14 人(占女性青年嫌疑犯 8.86％)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青年

嫌疑犯於「公共危險」及「竊盜」均減少，女性青年嫌疑犯於「一般傷害」減少，其餘主要

刑事男性及女性青少年嫌疑犯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青年嫌疑犯－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案類別％

■詐欺(22.22％)

■公共危險(4.31％)

■一般傷害(11.79％)

■毒品(9.30％)

■其他(52.38％)

■女性各案類別％

■詐欺(56.33％)

■公共危險(8.86％)

■毒品(5.06％)

■一般傷害(2.53％)

■其他(27.22％)

111年

73.62％

111年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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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全般刑案被害人－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全般刑案被害人男性多於女性。近 5 年女性被害人於「兒童」及「少

年」多於男性；男性被害人於「青年」及「成年」多於女性。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被害人男性為 2,080 人(占 51.49％)，女性為 1,960 人(占 48.51

％)。與 110 年比較，男性及女性被害人於各年齡層皆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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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百人

全般刑案被害人－警政年齡別

兒男 少男 青男 成男 兒女 少女 青女 成女

111年

51.49％

111年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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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全般刑案被害人－案類別 

➢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被害人男性以「竊盜」最多，「詐欺」次之；女性以

「詐欺」最多，「竊盜」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被害人男性以「竊盜」569 人(占男性被害人 27.36％)最多，「詐

欺」522 人(占男性被害人 25.10％)次之，合計約占五成二；女性以「詐欺」683 人(占女性被

害人 34.85％)最多，「竊盜」318 人(占女性被害人 16.22％)次之，合計約占五成一。與 110 年

比較，女性被害人於「駕駛過失」減少，其餘主要刑事案件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全般刑案被害人－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案類別％

■詐欺(25.10％)

■竊盜(27.36％)

■一般傷害(10.96％)

■妨害自由(7.45％)

■其他(29.13％)

■女性各案類別％

■詐欺(34.85％)

■竊盜(16.22％)

■一般傷害(7.60％)

■妨害自由(8.27％)

■其他(33.06％)

111年

51.49％

111年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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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全般刑案被害人－教育程度別 

➢ 花蓮縣全般刑案被害人教育程度男性及女性均以「高中(職)」最多，「大專

以上」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被害人教育程度男性以「高中(職)」1,256 人(占男性被害人 60.38

％)最多，「大專以上」413 人(占男性被害人 19.86％)次之；女性亦以「高中(職)」1,125 人(占

女性被害人 57.40％)最多，「大專以上」354 人(占女性被害人 18.06％)次之。與 110 年比較，

男性被害人教育程度於「國中」減少；女性被害人教育程度於「國小」減少，其餘教育程度

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全般刑案被害人－教育程度別

111年

■男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60.38％)

■大專以上(19.86％)

■國中(3.61％)

■國小(1.54％)

■其他(含不詳)(14.62％)

■女性各教育別％

■高中(職)(57.40％)

■大專以上(18.06％)

■國中(7.24％)

■國小(2.55％)

■其他(含不詳)(14.74％)

111年

51.49％

111年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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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全般刑案被害人－職業別 

➢ 花蓮縣全般刑案被害人職業男性及女性均以「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最

多，「無職」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全般刑案被害人職業男性以「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456 人(占男性被

害人 21.92％)最多，「無職」223 人(占男性被害人 10.72％)次之；女性亦以「服務(不含保安)

工作人員」559 人(占女性被害人 28.52％)最多，「無職」417 人(占女性被害人 21.28％)次之。

與 110 年比較，男性被害人於「技藝(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減少，女性被害人於「銷售及展示

工作人員」減少，其餘職業別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全般刑案被害人－職業別

111年

■男性各職業別％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21.92％)

■無職(10.72％)

■學生(8.46％)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67％)

■其他(含不詳)(48.22％)

■女性各案類別％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28.52％)

■無職(21.28％)

■學生(11.07％)

■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

■(3.78％)

■其他(含不詳)(35.36％)

111年

51.49％

111年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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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暴力犯罪被害人－案類別 

➢ 花蓮縣暴力犯罪被害人近兩年男性多於女性。111 年男性以「故意殺人」、

最多；女性則以「搶奪」最多。 

花蓮縣 111 年暴力犯罪被害人男性以「故意殺人」5人(占男性被害人 41.67％)最多，「搶

奪」3人(占男性受害人 25%)次之，「強盜」及「重傷害」各 2人(各占男性害人 16.77%)再次

之；女性則以「搶奪」2人(占女性被害人 50％)最多，「強盜」及「重傷害」各 1人(各占

25%)次之。與 110 年比較，女性被害人於「故意殺人」減少，其餘各類暴力犯罪被害人均增

加或不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暴力犯罪被害人－案類別

111年

■男性各暴力犯罪類別％

■故意殺人(41.67％)

■強盜(16.67％)

■搶奪(25.00％)

■重傷害(16.67％)

■女性各暴力犯罪類別％

■強盜(25.00％)

■搶奪(50.00％)

■重傷害(25.00％)

111年

75％

111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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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失蹤人口－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失蹤人口發生數除 107 年外均女性多於男性。111 年各年齡層中男女

性皆以「成年」最多，「少年」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失蹤人口男性為 299 人(占 52.83％)，女性為 267 人(占 47.17％)，其中男性

及女性失蹤人口均以「成年」最多，「少年」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各年齡層均增加；女

性於「成年」增加，其餘年齡層均減少。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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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口－警政年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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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52.83％

111年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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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失蹤人口率－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失蹤人口率 111 年男性高於女性。男性及女性失蹤人口率均以「少

年」最高，「青年」次之，「成年」再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失蹤人口率男性為 15.60 人/萬人(占 51.38％)，女性為 14.76 人/萬人(占

48.62％)。與 110 年比較，男性於各年齡層均增加；女性於「成年」增加，其餘年齡層減少。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說明：失蹤人口率指每 1 萬人口中失蹤人數，其公式為：失蹤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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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失蹤人口(發生數)－原因別 

➢ 花蓮縣失蹤人口(發生數)原因男性以「離家出走」最多，「失智症走之」次

之；女性亦以「離家出走」最多，「上下學未歸」次之。 

花蓮縣 111 年失蹤原因男性以「離家出走」150 人(占男性失蹤人口 50.17％)最多，「失智

症走失」22 人(占男性失蹤人口 7.36％)次之；女性以「離家出走」150 人(占女性失蹤人口

56.18％)最多，「上下學未歸」13 人(占女性失蹤人口 4.87％)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失蹤

原因以「離家出走」增加最多，女性失蹤原因以「迷途走失」增加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說明：「失智症走失」於 108 年 9 月起新增。  

失蹤人口－原因別

111年

■男性各原因別％

■離家出走(50.17％)

■上下學未歸(4.35％)

■失智症走失(7.36％)

■迷途走失(3.68％)

■其他原因(34.45％)

■女性各原因別％

■離家出走(56.18％)

■上下學未歸(4.87％)

■失智症走失(3.75％)

■迷途走失(4.12％)

■其他原因(31.09％)

111年

52.83％

111年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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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失蹤人口(尋獲數)－原因別 

➢ 花蓮縣尋獲失蹤人口 111 年男性多於女性。男女性尋獲失蹤人口以「離家出

走」最多。 

花蓮縣 111 年尋獲失蹤人口男性為 298 人(占 52.56％)，女性為 269 人(占 47.44％)。男性

尋獲失蹤人口以「離家出走」153 人(占男性尋獲失蹤人口 51.34%)；女性尋獲失蹤人口亦以

「離家出走」153 人(占女性尋獲失蹤人口 56.88%)最多。與 110 年比較，男性尋獲失蹤人口

以「離家出走」增加最多；女性尋獲失蹤人口以「迷途走失」增加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失蹤人口－原因別

111年

■男性各原因別％

■離家出走(51.34％)

■上下學未歸(4.36％)

■失智症走失(7.38％)

■迷途走失(4.03％)

■其他原因(32.89％)

■女性各原因別％

■離家出走(56.88％)

■上下學未歸(4.83％)

■失智症走失(3.72％)

■迷途走失(4.09％)

■其他原因(30.48％)

111年

52.56％

111年

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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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原住民失蹤人口－警政年齡別       

➢ 花蓮縣近幾年原住民失蹤人口女性多於男性；111 年男性以「成年」失蹤人

口最多，「少年」失蹤人口次之；女性以「少年」失蹤人口最多，「成年」失

蹤人口次之。 

   花蓮縣 111 年男性原住民失蹤人口為 105 人(占 44.87%)，女性原住民失蹤人口為 129

人(占 55.13%)。與 110 年比較，男性原住民失蹤人口除「青年」減少外，其餘年齡層均

增加；女性原住民失蹤人口除「少年」減少外，其餘年齡層均增加。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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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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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原住民失蹤人口－原因別 

➢ 花蓮縣男性及女性原住民失蹤人口均以「離家出走」最多，「上下學未歸」

次之。 

花蓮縣 111 年男性原住民失蹤人口以「離家出走」55 人(占 52.38%)最多，「上下學未

歸」7 人(占 6.67%)次之；女性原住民失蹤人口亦以「離家出走」81 人(占 62.79%)最多，「上

下學未歸」6 人(占 4.65%)次之。與 110 年比較，男性原住民失蹤人口以「離家出走」增加最

多，女性原住民失蹤人口以「迷途走失」增加最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說明：「失智症走失」於 108 年 9 月起新增。 

原住民失蹤人口－原因別

111年

■男性各原因別％

■離家出走(52.38％)

■上下學未歸(6.67％)

■失智症走失(2.86％)

■迷途走失(1.90％)

■其他原因(36.19％)

■女性各原因別％

■離家出走(62.79％)

■上下學未歸(4.65％)

■失智症走失(1.55％)

■迷途走失(3.88％)

■其他原因(27.13％)

111年

44.87％
111年

5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