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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台灣治安？
記者 王乃安 報導  

根據2019年的全球和平指數（Global Peace Index 2019）、2019年的世界安全
城市指數（Safe Cities Index 2019）以及2019年的全球法律與秩序報告（2019
Global Law and Order Report），台灣分別取得36名、22名以及13名的排名，
透過這些數據，台灣的治安在國際上可以算是「前段班」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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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法律與秩序指數前20名。（圖片來源／王乃安重製）資料來
源：2019 Global Law and Order Report

國立中正⼤學犯罪研究中⼼《108年全年度台灣⺠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之
調查研究》顯⽰，經隨機抽樣進⾏電話訪問的全台1,832位⺠眾中，有近七成的受
訪者對整體治安感到滿意，整體治安滿意度⾸度突破五成，達到歷史新⾼。在
「住家與社區治安狀況的觀感」的部分，雖然比起前期下降3.3%，但仍有近九成
的⺠眾認為住家與社區的治安狀況良好。
 

安全社會下的不安定
根據警政署統計網的數據顯⽰，台灣近幾年故意殺⼈的案件數呈現逐年下降的趨
勢，整體社會治安相對穩定。不過2020年還過不到⼀半，無故冤殺事件（俗稱隨
機殺⼈事件）卻頻繁發⽣。⾃2009年發⽣的黃富康隨機殺⼈案開始，⾄去年為⽌
總共累計9例，2017年⾄2019年這三年當中更無隨機殺⼈事件的發⽣；但在2020
年3⽉以及4⽉這短短兩個⽉的時間內卻產⽣6例之多。本就對於隨機殺⼈事件感
到未知以及緊張的社會⼤眾，⾯對這樣突然遽增的數據，多少會更加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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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故意殺⼈案件數以及重⼤隨機殺⼈案件。（圖片來源／王
乃安製）資料來源：警政署統計網

隨機殺⼈，你知道多少？
⾯對隨機殺⼈事件，精神科醫⽣沈政男於2016年時以⽇本法務省2013年提出
的《無差別殺傷事件相關研究》（無差別殺傷事犯に関する研究）為基礎，將台
灣隨機殺⼈事件進⾏歸類。除了研究中所提到的五個動機類別，對⾃⾝境遇不滿
⽽遷怒社會、對特定⼈⼠不滿但無法報復⽽找代罪羔⽺、藉由死刑來⾃殺、藉由
被關來逃避現狀，以及殺⼈快感成癮；沈政男針對台灣發⽣過的隨機殺⼈事件再
加上第六個動機類別，精神混亂或怪異想法。

六⼤隨機殺⼈動機。（圖片來源／王乃安重製）資料來源：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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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隨機殺⼈事件的動機以「精神混亂或怪異想法」為⼤宗，「對⾃⾝境遇不滿
⽽遷怒社會」和「對特定⼈⼠不滿但無法報復⽽找代罪羔⽺」則緊接在後。以
「精神混亂或怪異想法」為動機的著名案件為2016年的王景⽟隨機殺⼈事件（⼩
燈泡事件），兇嫌精神鑑定結果雖正常，但其不斷⾃稱「堯帝」的⾏為，讓專家
將此案件之動機歸於第六類別。⽽近期發⽣的隨機殺⼈事件中，其中兩案因經濟
壓⼒、⼯作不順，進⽽遷怒社會；另外三案則是與妻⼦、女友吵架後，為尋找情
緒發洩的管道⽽犯案。台灣迄今所發⽣的隨機殺⼈事件，有⾄少兩起是兇嫌為了
被判死刑或是逃避現狀因⽽犯案的情況發⽣，但尚未出現以「殺⼈快感成癮」為
動機的案⼦。

台灣治安現況
對於近期頻繁出現的隨機殺⼈事件，許多⼈擔⼼是不是因媒體過度報導，⽽導致
模仿效應的出現；也有⼈推測說是不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活各⽅⾯受到衝
擊，社會整體氛圍較低迷，才導致隨機殺⼈事件再次頻傳。部分學者表⽰，近期
的隨機殺⼈事件應該屬於非典型個案，不⾄於引起模仿效應，犯案原因或許多為
外在因素（如經濟、疫情等）或是個⼈本⾝因素，不過也不排除因媒體報導所引
起的「觸發效應」。

關於隨機殺⼈事件出現的頻率以及詳細的原因、動機，⾄今各國學者都還無法⼀
窺全貌。為了應對隨機殺⼈事件，台灣在2016年針對此事進⾏政策策略作為，不
僅從司法警政體系著⼿強化治安的維護，同時利⽤醫療、家庭、教育以及社區體
系提升防制效能。最後，不同於其他國家，台灣也特別約束媒體，建立媒體⾃律
機制，避免其報導內容引起不良模仿效應。

時隔多年再次發⽣隨機殺⼈事件顯然讓台灣的治安受到質疑，不過隨機殺⼈所牽
扯到的層⾯過於廣泛，隨機殺⼈事件的發⽣並不完全代表⽬前台灣治安不好。從
客觀的層⾯來看，各項國際指標以及警政署查詢網所統計的數字都顯⽰出台灣的
治安比許多國家來的好。也許現在的台灣治安還不夠美好，但我們期許它未來會
越來越好。

關鍵字：台灣、治安、隨機殺⼈、無差別殺⼈、無故冤殺

縮圖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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