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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竊盜案件為民眾感覺社會治安好壞的指標案類之一。本文就花蓮縣(以下簡

稱本縣)竊盜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先簡述本縣近 5 年竊盜犯罪概況和各類別竊盜

案件，再針對嫌疑犯及被害人性別與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交叉分析，並與相鄰

縣市(宜蘭縣、南投縣、臺東縣)竊盜案件比較，最後概述本局針對竊盜案件之防

制策略。文中各項數據除特別註明來源外皆來自於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查詢網

及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貳、竊盜犯罪概況 

109 年竊盜案件發生數 695 件、破獲率 93.38％、犯罪率 213.64(件/10 萬人)、

嫌疑犯 582 人及被害人 775 人。較 108 年發生數 867 件減少 172 件(-19.84％)；

破獲率 93.38％增加 2.61％；犯罪率 213.64(件/10 萬人)減少 51.41(件/10 萬人)；

嫌疑犯 582 人減少 144 人(-19.83％)；被害人 775 人減少 155 人(-16.67％)。 

觀察近 5 年(105 至 109 年)竊盜案件各項統計指標，109 年發生數及破獲率

為近 5 年最佳，犯罪率、嫌疑犯及被害人則為次佳，略高於 106 年。發生數 5 年

間減少 288 件(-29.30％)；破獲率自 107 年連 2 年上升，為近 5 年最高；犯罪率 5

年間下降 82.96(件/10 萬人)；嫌疑犯 5 年間減少 83 人(-12.48％)；被害人 5 年間

減少 266 人(-25.55％)。 

 

表 1：竊盜案件統計指標 

 

  

發生數

(件)

破獲率

(％)

犯罪率

(件/10萬人)

嫌疑犯

(人)

被害人

(人)

983 83.52 296.60 665 1,041

705 89.93 213.59 527 750

863 87.60 262.63 641 928

867 90.77 265.05 726 930

695 93.38 213.64 582 775

增減數 -172 2.61 -51.41 -144 -155

增減率(％) -19.84 -- -- -19.83 -16.67

109年

較

108年

105年

106年

年度別

107年

108年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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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類別竊盜案件 

109 年竊盜案件發生 695 件中，以普通竊盜 628 件(占 90.36％)最多，機車竊

盜 48 件(占 6.91％)次之，汽車竊盜 19 件(占 2.73％)再次之，重大竊盜無發生。 

觀察近 5 年(105 至 109 年)各類別竊盜案件，汽車竊盜及機車竊盜均大幅減

少，5 年間各減少 74.67％及 67.57％；重大竊盜僅 106 年發生 1 件；普通竊盜 5

年間減少 17.37％。 

 

表 2：各類別竊盜案件發生數 
單位：件 

 

  

總計 重大竊盜 普通竊盜 汽車竊盜 機車竊盜

983 - 760 75 148

705 1 571 43 90

863 - 756 51 56

867 - 773 17 77

695 - 628 19 48

增減數 -172 - -145 2 -29

增減率(％) -19.84 -- -18.76 11.76 -37.66

109年

較

108年

年度別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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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嫌疑犯分析 

109 年竊盜嫌疑犯 582 人，其中男性 487 人(占 83.68％)，女性 95 人(占 16.32

％)。相較 108 年，男性減少 92 人(-15.89％)，女性減少 52 人(-35.37％)。 

觀察近 5 年(105 至 109 年)竊盜嫌疑犯性比例，大部分年份竊盜嫌疑犯性比

例大於 500，即男性嫌疑犯數超過女性嫌疑犯數的 5 倍。 

 

表 3：竊盜嫌疑犯概況

 

註：嫌疑犯性比例係指每百名女性嫌疑犯相對男性嫌疑犯人數 

 

一、嫌疑犯年齡別 

109 年竊盜嫌疑犯 582 人中，各年齡層以「40-49 歲」151 人(占 25.95％)最

多，「30-39 歲」102 人(占 17.53％)次之，「50-59 歲」94 人(占 16.15％)再次之，

三者合計占 59.62％。 

以犯罪人口率分析，男性嫌疑犯以「12-17 歲」最高，「40-49 歲」次之，「30-

39 歲」再次之；女性嫌疑犯以「30-39 歲」最高，「60-69 歲」次之，「12-17 歲」

再次之，男性及女性主要犯罪年齡層略有不同。 

以嫌疑犯性比例分析，各年齡層於「12-17 歲」、「18-23 歲」、「24-29 歲」及

「40-49 歲」高於總體嫌疑犯性比例，即代表這些年齡層男性相對女性竊盜犯罪

人數比例更高。 

  

(人) 結構比(％) (人) 結構比(％)

105年 665 559 84.06 106 15.94 527.36

106年 527 444 84.25 83 15.75 534.94

107年 641 514 80.19 127 19.81 404.72

108年 726 579 79.75 147 20.25 393.88

109年 582 487 83.68 95 16.32 512.63

109年較108年

增減數
-144 -92 3.92 -52 -3.92 118.75

年度別
總計

(人)

男性 女性 嫌疑犯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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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9 年竊盜嫌疑犯年齡別

 

註：1.犯罪人口率係指平均每 10 萬人口嫌疑犯人數。 

2.各年齡層人口數取自花蓮縣民政處。 

 

圖 1：竊盜案件各年齡層犯罪人口率 

  

(人)
結構比

(％)

犯罪

人口率
(人)

犯罪

人口率
(人)

犯罪

人口率

總計 582        100.00   178.93   487        296.00   95          59.10     512.63    

06-11 5            0.86       32.68     2            24.80     3            41.45     66.67      

12-17 79          13.57     451.40   73          792.62   6            72.37     1,216.67 

18-23 36          6.19       146.60   32          249.86   4            34.04     800.00    

24-29 32          5.50       115.64   31          215.19   1            7.54       3,100.00 

30-39 102        17.53     230.30   77          332.48   25          118.30   308.00    

40-49 151        25.95     306.08   138        553.79   13          53.25     1,061.54 

50-59 94          16.15     182.03   77          290.10   17          67.74     452.94    

60-69 57          9.79       126.73   40          180.68   17          74.43     235.29    

70+ 26          4.47       74.04     17          109.37   9            45.99     188.89    

年齡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嫌疑犯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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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109 年竊盜嫌疑犯 582 人中，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381 人(占 65.46％)

最多，「國中」116 人(占 19.93％)次之，「國小」27 人(占 4.64％)再次之，三者合

計占 90.03％。 

以結構比分析，男性及女性嫌疑犯於「高中(職)」及「大專」結構比約相同，

「國中」結構比男性高於女性，而「國小」結構比女性高於男性。 

以嫌疑犯性比例分析，各教育程度於「高中(職)」及「大專」與總體嫌疑犯

性比例約相同，另「國中」較高，而「國小」較低。 

 

表 5：109 年竊盜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人)
結構比

(％)
(人)

結構比

(％)
(人)

結構比

(％)

總計 582        100.00   487        100.00   95          100.00   512.63   

國小 27          4.64       17          3.49       10          10.53     170.00   

國中 116        19.93     102        20.94     14          14.74     728.57   

高中(職) 381        65.46     319        65.50     62          65.26     514.52   

大專 18          3.09       15          3.08       3            3.16       500.00   

其他(含不詳) 40          6.87       34          6.98       6            6.32       566.67   

年齡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嫌疑犯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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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嫌疑犯職業別 

109 年竊盜嫌疑犯 582 人中，各職業別以「無職」194 人(占 33.33％)最多，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89 人(占 15.29％)次之，「學生」79 人(占 13.57％)再次

之，三者合計占 62.20％。 

各職業別男性嫌疑犯均多於女性嫌疑犯，其中男性嫌疑犯以「無職」最多，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次之，「學生」再次之；女性嫌疑犯則以「無職」最多，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次之，「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和「學生」再次之。 

 

表 6：109 年竊盜嫌疑犯職業別

 

  

男性 女性

(人)
結構比

(％)
(人) (人)

總計 582      100.00   487      95        512.6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89        15.29     80        9          888.89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62        10.65     46        16        287.50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45        7.73       44        1          4,400.0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20        3.44       15        5          300.00       

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9          1.55       9          -          -- 

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 7          1.20       6          1          600.00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含軍人) 4          0.69       4          -          --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          0.52       3          -          -- 

專業人員 3          0.52       2          1          200.00       

事務支援人員 3          0.52       3          -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          0.34       2          -          -- 

學生 79        13.57     70        9          777.78       

無職 194      33.33     152      42        361.90       

其他(含不詳) 62        10.65     51        11        463.64       

職   業   別

總計
嫌疑犯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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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被害人分析 

109 年竊盜被害人 775 人，其中男性 443 人(占 57.16％)，女性 332 人(占 42.84

％)。相較 108 年，男性減少 141 人(-24.14％)，女性減少 14 人(-4.05％)。 

觀察近 5 年(105 至 109 年)竊盜被害人性比例，106 至 108 年均 160~170，

109 年為近 5 年最低。 

 

表 7：竊盜被害人概況

 

註：被害人性比例係指每百名女性被害人相對男性被害人數 

 

一、被害人年齡別 

109 年竊盜被害人 775 人中，各年齡層以「30-39 歲」170 人(占 21.94％)最

多，「40-49 歲」160 人(占 20.65％)次之，「50-59 歲」127 人(占 16.39％)再次之，

三者合計占 58.97％。 

以被害人口率分析，男性被害人以「40-49 歲」最高，「30-39 歲」次之，「12-

17 歲」再次之；女性被害人以「30-39 歲」最高，「24-29 歲」次之，「40-49 歲」

再次之，男性及女性主要被害年齡層略有不同，另女性於「18-23 歲」及「30-39

歲」高於男性。 

以被害人性比例分析，僅「18-23 歲」低於 100，另「24-29 歲」、「30-39 歲」

及「70 歲以上」低於總體被害人性比例，而「12-17 歲」遠高於總體被害人性比

例。  

(人) 結構比(％) (人) 結構比(％)

105年 1041 621 59.65 420 40.35 147.86

106年 750 469 62.53 281 37.47 166.90

107年 928 572 61.64 356 38.36 160.67

108年 930 584 62.80 346 37.20 168.79

109年 775 443 57.16 332 42.84 133.43

109年較108年

增減數
-155 -141 -5.63 -14 5.63 -35.35

年度別
總計

(人)

男性 女性 被害人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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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09 年竊盜被害人年齡別

 

註：被害人口率係指平均每 10 萬人口被害人數。 

 

圖 2：竊盜案件各年齡層被害人口率 

  

(人)
結構比

(％)

被害

人口率
(人)

被害

人口率
(人)

被害

人口率

總計 775        100.00   238.26   443        269.26   332        206.54   133.43   

06-11 1            0.13       6.54       1            12.40     -            -            -- 

12-17 36          4.65       205.70   29          314.88   7            84.43     414.29   

18-23 55          7.10       223.97   26          203.01   29          246.81   89.66     

24-29 78          10.06     281.86   43          298.49   35          263.81   122.86   

30-39 170        21.94     383.83   87          375.66   83          392.77   104.82   

40-49 160        20.65     324.32   97          389.26   63          258.04   153.97   

50-59 127        16.39     245.94   75          282.56   52          207.20   144.23   

60-69 101        13.03     224.55   59          266.51   42          183.89   140.48   

70+ 46          5.94       131.00   25          160.83   21          107.30   119.05   

不詳 1            0.13       -- 1            -- -            -- -- 

年齡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被害人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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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害人教育程度別 

109 年竊盜被害人 775 人中，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460 人(占 59.35％)

最多，「大專」123 人(占 15.87％)次之，「國中」59 人(占 7.61％)再次之，三者合

計占 82.84％。 

以結構比分析，被害人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男性結構比均高於女性，

「國中」以下女性結構比皆高於男性。 

以被害人性比例分析，被害人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均高於 100，另「國

中」以下皆低於 100。 

 

表 9：109 年竊盜被害人教育程度別

 

  

(人)
結構比

(％)
(人)

結構比

(％)
(人)

結構比

(％)

總計 775        100.00   443        100.00   332        100.00   133.43   

不識字 1            0.13       -            -            1            0.30       -            

國小 32          4.13       14          3.16       18          5.42       77.78     

國中 59          7.61       28          6.32       31          9.34       90.32     

高中(職) 460        59.35     280        63.21     180        54.22     155.56   

大專 123        15.87     72          16.25     51          15.36     141.18   

研究所 8            1.03       6            1.35       2            0.60       300.00   

其他(含不詳) 92          11.87     43          9.71       49          14.76     87.76     

年齡別

總計 男性 女性
被害人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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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害人職業別 

109 年竊盜被害人 775 人中，各職業別以「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217 人

(占 28.00％)最多，「無職」90 人(占 11.61％)次之，「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85 人

(占 10.97％)再次之，三者合計占 50.58％。 

各職業別除「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及「無職」外，均男性多於女性，其中

男性被害人以「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最多，「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次之，

「學生」再次之；女性被害人則以「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最多，「無職」次

之，「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再次之。 

 

表 10：109 年竊盜被害人職業別

 

  

男性 女性

(人)
結構比

(％)
(人) (人)

總計 775      100.00   443      332      133.43       

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 217      28.00     118      99        119.19       

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 85        10.97     34        51        66.67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5        5.81       41        4          1,025.0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31        4.00       23        8          287.50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29        3.74       26        3          866.67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8        3.61       20        8          250.00       

專業人員 21        2.71       11        10        110.0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4        1.81       8          6          133.33       

事務支援人員 7          0.90       5          2          250.00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含軍人) 7          0.90       7          -          --

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6          0.77       5          1          500.00       

學生 56        7.23       35        21        166.67       

無職 90        11.61     30        60        50.00         

其他(含不詳) 139      17.94     80        59        135.59       

職   業   別

總計
被害人

性比例



 

11 

 

陸、本縣與相鄰縣市竊盜案件比較 

以下就本縣與相鄰縣市(宜蘭縣、南投縣、臺東縣)針對竊盜案件近 5 年犯罪

率進行比較。 

本縣 109 年竊案案件犯罪率在 4 個縣市中排序第 2(由高至低)，排序為宜蘭

縣、花蓮縣、南投縣及臺東縣。 

觀察近 5 年(105 至 109 年)竊盜案件犯罪率，本縣於 105、107 及 108 年為 4

個縣市中犯罪率最高，106 年與宜蘭縣、南投縣犯罪率約略相同，排序第 3。本

縣犯罪率趨勢與其餘 3 縣市較為不同，呈上下振盪；南投縣與全國趨勢一致呈遞

減；宜蘭縣及臺東縣呈先減後增。 

 

圖 3：本縣與相鄰縣市竊盜案件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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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防制策略 

 

捌、結論 

1.109 年竊盜案件發生數及破獲率為近 5 年最佳，犯罪率、嫌疑犯及被害人則為

次佳。 

2.109 年竊盜案件類別以「普通竊盜」最多，「機車竊盜」次之，「汽車竊盜」再

次之，重大竊盜無發生。 

3.嫌疑犯性別以男性占多數；年齡以「30-59 歲」為主；教育程度主要為「高中

(職)」；職業以「無職」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居多。 

4.被害人性別以男性占多數；年齡以「30-59 歲」為主；教育程度主要為「高中

(職)」；職業以「服務(不含保安)工作人員」及「無職」居多。 

5.比較本縣與相鄰縣市(宜蘭縣、南投縣、臺東縣)竊盜案件犯罪率，本縣犯罪率

排序第 2(由高至低)，其中宜蘭縣最高，臺東縣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