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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中市的治安問題隨著台中市的發展而顯得複雜，成為全國最具挑戰

性與衝擊性的問題，也因此成為了台灣地區治安的指標項目之一，然而犯

罪的發生原因錯綜複雜，環境、經濟、政治、人口組織等因素都犯罪息息

相關，亟待進行研究，並採行必要措施因應。 

本研究從以五個不同角度來分析台中市治安：(一)蒐集城市治安相

關議題與對策，以進行跨區域與跨文化的比較性分析，並比較台灣各都會

區的犯罪問題與治安維護策略，作為台中市改善治安問題之參考。(二)邀

請各區之村里長、民意代表等團體代表針對台中市犯罪問題、類型、情境

因素與犯罪預防課題，進行焦點團體深度訪談，復進行市政府級跨局處與

跨部會焦點團體座談，擬定妥適可行的改善治安策略。(三)擇取自由、中

國、聯合等三家國內主要報業，分析有關台中市治安問題報導之內容，並

進行不同媒體報導之比較及評估傳播內容對市民治安觀感之影響。(四)針

對台中市民眾抽樣調查市民關心的犯罪問題排序、被害時警方的處理情

形、影響治安滿意度因素、犯罪訊息獲知管道、對警察打擊犯罪成效之瞭

解程度等。(五)針對台中市民力與社區巡守隊運用情形、保全業對於台中

市治安維護之助益進行調查評估。 

在台中市治安問題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台中市的經濟發展、社會結構

與人口組合的改變、區域地理位置特性等因素使台中市的治安問題愈趨複

雜化，竊盜、強盜、搶奪、恐嚇取財、詐騙、毒品、飆車等犯罪問題未能

有效防止，民間犯罪預防力量未能充份發揮，加上民眾對警察處理犯罪的

流程及態度不滿意，以及新聞媒體報導的影響，使得台中市的治安滿意長

期低落。影響台中市治安因素，主要包括都市化人口與財富集中犯罪機會

增加、交通便捷流動外來人口犯罪不易監控、特種行業林立影響治安觀感、

維護治安警力不足服務品質難以提升，偵防犯罪設備老舊科技設備不足、

民間資源與力量未能充份結合等問題。 

台中市 94 年每十萬人口全般刑案發生數(4,627.5 件)已呈現下降趨

勢，雖與全國各縣市中相較仍屬偏高。然而進一步分析台中市 95年年 1至

11月刑案發生數，全般刑案發生數為 37,932件，較 94年 1至 11月同期之

43,729 件減少 5,797 件(-13%)。其中，竊盜案件發生 23,873 件，較 94 年

1至 11月同期之 27,559件減少 3,686件(-13%)。暴力犯罪案件發生 1,155

件，較 94 年 1 至 11 月同期之 2,624 件減少 469 件(-29%)，其中搶奪犯罪

則發生 895 件，較 94 年 1 至 11 月同期之 1,273 件減少 378 件(-30%)，顯

見台中市治安在警察局及相關單位努力下，已在逐步回穩中。 

城市治安文獻探討：建構優質城市治安，並沒有一特效藥（no one shot 



solution），需全方位思索與規劃，始能逐步改善治安。經專家學者研究，

主要之城市治安改善建議至少應包括以下各項：改善失業、貧富不均及資

源分配不公等社會結構、重整社區劣質環境，消除社區病理現象、強化居

住環境之安全設計與規劃、加強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措施、強化社區警政及巡守隊組訓、激發全市市民防治犯罪

之社區意識、零容忍與強化執法之效能、強化打擊犯罪之專業與合作、加

強檢肅組織犯罪、槍枝、毒品與色情、致力於兒童、少年及女性人身安全

之維護、加強運用科技力量防制新興犯罪、協請民間保全及社會團體合力

參與防制犯罪、強化預防犯罪宣導與作為，加強個人自我保護措施、加強

行銷，建構清廉、公正與效能之警察形象等。 

在世界各主要城市之治安維護文獻中發現，紐約的執法零容忍、情境

犯罪預防設計、倫敦的民力結合與應用、日本的問題導向及社區警察制度、

韓國的清溪川社區改造等措施，都能有效達到預防犯罪發生之效果。台北

市的治安風水師、辦識累犯鷹眼專案；高雄市的社區輔警、旗津、愛河騎

警隊等措施，則成功吸引媒體及民眾目光，為北、高兩市塑造有利的執法

環境，提升民眾治安觀感。 

治安熱點分析：關於犯罪熱點之分析，從台中市警察局近三年的刑案

統計資料中發現，63%的搶奪案件集中在何安、公益、大墩、育才、立人、

市政、西屯、文正、民權、文昌所等十個派出所轄內；60.5%的一般竊盜案

集中在何安、立人、西屯、育才、市政、大墩、協和、公益、南屯、勤工

等十個派出所轄內；59.8%的汽車竊盜案集中在協和、立人、勤工、何安、

西屯、文昌、文正、育才、市政、大墩等十個派出所轄內，其中何安、大

墩、育才、立人、市政、西屯等六個派出在搶奪、一般竊盜、汽車竊盜等

三個項目的發生件數均甚為嚴重。治安重點地區主要為 1.商圈、賣場、醫

院、學校、金融機構等週邊街道巷弄，2.公園、河道、暗巷等停車場所，

3.出租大樓、新興重劃區，4.火車站週邊、中華路商圈及臺中公園鄰近地

區，5.景點及縣市交界，6.網咖，7.公廁，8.大型特種行業場所，9.傳統

市場、夜市等。 

治安焦點團體訪談分析：在治安焦點會議中發現，民眾最關心的議題

以搶奪、竊盜、毒品及詐騙等切身相關的犯罪類型為主。其中又以搶奪犯

罪對民眾的治安觀感影響最大。對於治安的改善，普遍認為監視錄影系統

對於社區犯罪預防及治安改善具有一定程度的效能，對於台中市政府編列

預算設置台中市縣交接處重要路口之電子城牆，以監錄外來人口活動情

形，咸認有助於改善台中市之治安。除了主要幹道、重要路口的錄影監視

系統外，多數里長認為對於偏僻陰暗巷道、汽機車集中停放地點、交通事

故頻傳地點…應加裝監視系統，以嚇阻犯罪發生，並協助犯罪之偵查。另



外，強化社區犯罪預防措施，組訓守望相助隊，警方定期公佈轄內治安概

況，建立社區警察制度，將保全納入治安維護工作，均有助於強化社區犯

罪預防力量。 

在治安座談會中，對於對警察執勤的建議包括：應提升見警率嚇阻犯

罪發生，以提高社區居民之安全感。有效、彈性規劃勤務，落實執行。加

強報案反應速度，改善服務態度與熱忱。定期公佈治安狀況，提醒民眾提

高警覺。進行跨區域、跨縣市合作，加強聯合巡防。多元化犯罪宣導方式，

進入校園強化青少年法治觀念，並深入社區進行犯罪宣導。強化警政作為

之宣傳，改變民眾的治安觀感，帶來治安信心。至於如何改變治安印象，

認為應開放民眾參觀警察機關，加強警民聯繫，使民眾更瞭解警察，提高

民眾對警察與治安之信賴感。依據治安目標，建立治安口號，凝聚民眾信

心。改善員警服務態度，藉由主動、積極之服務態度，透過協助解決問題、

主動告知刑案偵辦流程、進度，走進社區與居民互動，塑造親民形象，爭

取民眾認同與支持。 

媒體報導內容分析：在媒體報導分析中發現，媒體報導主題以犯罪偵

查 382篇(44.6%)、破獲犯罪 174篇(20.3%)、發生犯罪 126篇(14.7%)為主。

報導的犯罪內容主要以強盜、搶奪案件為主，有 130篇(15.2%)、其次為詐

騙犯罪 87篇(10.2%)、毒品犯罪 84篇(9.8%)再次之、汽機車竊盜有 74篇

(8.6%)，此 4類犯罪共計 375篇(44%)。有關犯罪內容(發生、破獲、偵查)

之報導主題，內容主要以暴力財產犯罪(28.6%)、暴力犯罪(17.4%)、財產

犯罪(13.0%)、詐騙(11.7%)為主，顯見新聞媒體對於犯罪主題之報導，偏

重於暴力犯罪之內容。有關犯罪預防及治安對策之報導則偏重在公共安全

(14.3%)、財產犯罪(11.1%)、暴力財產犯罪(9.5%)、詐騙(9.5%)。有關於

犯罪預防與對策之報導較易導向對治安及警察持正向評價。有關犯罪內容

之報導，不管是發生、偵查，甚至破案，負面之評價比率都比正面評價高，

顯見只要發生犯罪，不管是發生或破獲都容易導向負面之報導與評價。 

民眾治安需求電話調查分析：在民眾電話訪問中發現，市民對於整體

治安感受來源主要為「新聞媒體報導」（62.2%），其次為「親友談論」

（16.9%），表示「自身遭受犯罪侵害」者只有 11.2％。大眾傳播媒體強力

重複放送危害治安的案件，造成居民以及廣大媒體閱聽人心生寒蟬效應，

心理上被感染了杯弓蛇影的感覺。實際上治安的狀況未必與民眾心中主觀

感受的相符，當詢問民眾治安觀感問題，通常以直接的感覺與反應作為回

答，並未仔細思考實際之治安現況。受訪者認為影響台中市治安的最大問

題以搶劫犯罪（38.8%）、住宅竊盜（12.5%）、詐騙集團犯罪（11.7%）、色

情交易犯罪及汽機車竊盜（8.7%）所佔比例較高。受訪者認為要改善治安

應從加強巡邏臨檢（17.8%）、改善經濟（14.0%）、增加警力（12.2%）、增



加街頭錄影監控（9.2%）等方面著手。 

民力與保全運用問卷調查分析：在守望相助隊員的問卷調查中發現，

「工作型態」影響成為民眾參與守望相助的基本結構因素。守望相助隊運

作之困難所在方面，以「欠缺經費來源」、「補充執勤裝備」、「社區居民參

與度不高」、「執勤的技能與安全警覺性」...等多重因素組成。以夜間巡邏

為主，其裝備以聯繫性裝備為主，另外有七成以上守望相助隊員認為與警

方聯繫頻繁。在服勤時，約 37.5％的隊員表示曾經發現犯罪。而守望相助

隊員對於部分犯罪類型，如「住宅竊盜」及「汽機車竊盜」，有較高的嚇阻

力。由此顯示，守望相助隊除了具有「預防犯罪」之功能外，其對於犯罪

施行中的「現行犯」，亦具有犯罪控制之成效。在保全人員的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保全人員裝備也以聯繫性裝備為主要。在執勤時，發現犯罪的比例

約有 27.1％，相較低於社區守望相助隊的 37.5％。比較兩者間的差異，社

區守望相助隊以「移動式」的巡守為主要，而保全人員則以「定點式」的

駐衛為主。此外，所發現的犯罪類型，則與守望相助隊相似。至於目前所

遭遇的困難大致因為1.保全人員的流動率大2.值勤的技能與安全警覺性3.

抗壓力不夠等多重困難，致使業務工作執行運作上有極大的困難。最後，

本研究發現保全人員表示與警方聯繫之程度，只有三成認為聯繫頻繁，與

守望相助隊的七成相差甚遠，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 

最後，美國學者 Newman（1972）之「防衛空間」理論指出安全的環境

必須具有「領域感」（Territoriality）、「監控」（Surveillance）、「意

象」（Image）與「周遭環境（Milieu）相互配合」等四個要素。改善台中

市之治安亦應從打造台中市成為具防衛性之空間思維，以「電子圍牆」建

立領域感，以「電子監視」配合「社區治安達人」進行犯罪複式監控，以

「執法零容忍」、「問題導向警政」、「媒體治安行銷」樹立良好治安意象、

破除地域限制進行「跨里、跨區、跨縣市合作」達到犯罪預防利益擴散到

鄰近里、區、縣市等相鄰周遭環境的加倍效果，以求有效改善台中市治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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