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青少年犯罪與被害預防 

第一節 概論 

民眾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憂慮可由中央研究院八十四年至九十年的五次社會變遷

調查結果看出，「青少年犯罪」在歷次調查中均排名在前五名。社會對於青少年犯罪問

題深切憂慮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投射了成人對青少年所主導的未來之焦慮，另一方面也

可能反映了青少年犯罪的質變一再超越成人可以預期、理解及控制的範圍。換言之，成

人愈來愈發現今天的「兒童、青少年」，愈來愈不像自己小時的身影，也愈來愈不像自

己想要塑造的影像。 

雖然青少年犯罪率有下降的趨勢，但是青少年被害人數及家庭受虐案件卻都有增加

的趨勢，使得如何保護青少年的人身安全成為青少年政策的重心。雖然傳統社會中，大

抵上皆將青少年的保護工作歸為父母親的責任，但現代國家有義務保護青少年免於遭受

不法侵害。1959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第九原則即已揭櫫：「對兒童應加以保護，使其

不受一切方式之忽視、虐待與剝削。兒童不得作為任何方式之販賣對象。」因此，協助

父母親，建構兒童與青少年的安全生活環境，以及恢復、補償、彌補被害人以及家庭之

權益，都是國家應該致力達成的目標。 

第二節 現況與趨勢 

青少年犯罪 

一、青少年犯罪人數與犯罪率逐年下降 

觀察近二十年的青少年犯罪趨勢，曾在七十九年至八十四年達到高峰，也是台灣青

少年犯罪率變化最為劇烈的一年，自八十五年以後，青少年犯罪率開始下降。九十年時，

台灣的少年犯罪率在一年間由萬分之 78增加到萬分之 102，而少年犯罪的高峰則從十八

歲提前至十五歲，讓社會開始高度關注少年犯罪的議題。自此以後，少年犯罪率逐年上

升，至八十四年到達高峰，此後即呈顯下降的趨勢。雖然如此，民眾在主觀上仍然將此

問題列為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 

九十二年經各少年法院（庭）審理終結而裁判確定觸法之少年與兒童人數合計為

11,669人，其中刑事案件有 493人，保護事件有 11,176人，至於虞犯少年、兒童則

有 929人。比較近十年來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之變化，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不

含虞犯）先上升，至八十四年達到最高峰（29,397 人），以後逐年減少，至九十二

年的人數為十年來最少。（參見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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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青少年犯罪率也是呈顯下降的趨勢，其中少年的犯罪人口比率從八十五

年的每萬人 125.31人降低到九十二年的每萬人 70.30人，青年的犯罪人口比率則由
八十五年的每萬人 126.12 人降低到九十二年的每萬人 110.60 人。少年嫌疑犯占總
嫌疑犯的比例亦呈顯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他犯罪類型包括侵占罪、毀損罪、賭博罪、

誣告罪、違反電信法、違反著作權法等，九十二年所占的比例為 38.15%。（參見表
10-2及圖 10-1） 

 

表 10-1：歷年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暨虞犯少年人數 
項目別 保護事件(人) 虞犯少年兒童(人) 
八十三年 1,182 26,414 682 
八十四年 1,595 27,802 681 
八十五年 1,408 25,492 372 
八十六年 1,194 21,902 256 
八十七年 1,026 18,453 227 
八十八年 881 17,027 178 
八十九年 548 15,314 169 
九十年 493 14,401 326 
九十一年 514 13,312 644 
九十二年 493 11,176 929 

刑事案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處。 
 

表 10-2：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人口數及犯罪率 

年    別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  十 九十一 九十二

嫌疑人人數 29,680 24,716 23,094 21,224 18,144 16,939 15,659 12,331 
少

年 犯罪人口比率 
(/萬人) 

125.31 106.9 103.49 99.52 88.27 84.9 80.41 70.30 

嫌疑人人數 28,057 28,251 26,579 32,464 32,311 27,771 28,118 23,420 
青

年 犯罪人口比率(/
萬人) 126.12 124.23 113.85 136.19 134.77 116.5 119.1 110.6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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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少年嫌疑犯占總嫌疑犯比率歷年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二、青少年再犯率有上升趨勢 

近十年來，少年兒童犯罪之再犯率大約增加一倍。九十二年的再犯率為 27.32％，

較九十一年略降 0.32％。在刑事案件方面的再犯情形較為嚴重，十年間的再犯率約

在 21.92％至 43.84％之間，九十二年之再犯率為 33.82％。保護事件之再犯率則在

13.50％至 27.31％之間，九十二年之再犯率為 27.04％。 

三、近三年來虞犯少年兒童人數逐年增加 

虞犯少年兒童人數從八十三年開始降低，到八十九年達到最低。八十九年之後，虞

犯少年兒童人數逐年增加，九十二年為 929人，是十年來最高。虞犯少年的增加，

與少年刑事司法體系及「兒少福利法」近年強調之「轉向制度」及「福利取向」有

關，也反映了刑事司法體系積極介入的執法效果。 

四、少年犯罪中，竊盜犯罪占一半以上，暴力犯罪約占十分之一 

在少年犯罪類型中，竊盜、暴力犯罪是最主要的類型。從表中可以看到歷年少年各

犯罪類型人數，竊盜犯罪所占比率最高，近五年都在五成至六成之間，九十二年的

少年竊盜嫌疑犯有 6,498 人，占少年嫌疑犯總數的 52.7%。而暴力犯罪大約在一成

上下，九十二年的少年暴力犯罪嫌疑犯有 1,129人，占少年嫌疑犯總數的 9.16%。（參

見表 10-3及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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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歷年青少年犯罪人數按犯罪類型分 
暴力犯罪嫌疑犯 

年別  
少年嫌疑犯

總數 
(12-18歲) 

竊盜嫌疑犯 
合計 重大恐嚇

取財 擄人勒贖強盜搶奪
重傷害及

故意殺人 強制性交 
其他犯罪

嫌疑犯 

八十二 30,780 15,216 1,941 504 6 805 469 157 13,623 

八十三 28,378 16,086 2,735 544 12 1,295 663 221 9,557 

八十四 29,287 16,818 3,650 794 17 1,812 750 277 8,819 

八十五 29,680 16,757 3,077 640 25 1,454 591 367 9,846 

八十六 24,766 13,079 3,049 598 18 1,380 638 415 8,638 

八十七 23,094 14,116 2,623 610 25 1,296 328 364 6,355 

八十八 21,224 13,090 2,190 489 23 1,022 324 332 5,944 

八十九 18,144 10,656 1,589 - 10 975 310 294 5,899 

九  十 16,939 8,799 1,611 1 19 1,000 225 366 6,529 

九十一 15,659 7,769 1,394 1 6 756 297 334 6,496 

九十二 12,331 6,498 1,129 - 16 480 239 394 4,70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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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少年主要犯罪類型占總嫌疑人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五、女性少年兒童犯罪比例有上升趨勢 

近十年來女性少年、兒童犯罪比例從八十二年的 12.18％上升至八十六年的 13.50

％，之後三年維持在 10％左右，九十年所占比例升為 15.17％，九十一年又增為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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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雖降為為 15.24％，，但已顯示女性少年、兒童犯罪占有一定重要的比

率。 

 
青少年被害 

六、少年被害人數與被害人口率有增加趨勢 

近六年來的少年被害人數從八十七年的 5,288 人上升到九十二年的 7,645 人，少年

被害人口率從八十七年的每萬人 24.31 人上升到九十二年的每萬人 39.99 人，為近

六年來最高（參見表 10-4）。 

表 10-4：少年被害人數及被害人口率 
年別 被害人數 被害人口率 (／萬人) 
八十七 5288 24.31 
八十八 4893 23.49 
八十九 4712 23.24 
九  十 5863 29.88 
九十一 7036 36.41 
九十二 7645 39.99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七、家庭少年兒童受虐事件近三年有增加趨勢 

所謂「兒少受虐」係指：發生在家庭內之兒童或青少年被虐待或疏忽事件，由於孩

子父母親或是有照護職責者之不當行為，使得孩子身心遭受傷害。在傷害類型上，

則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精神虐待與疏忽等四種行為類型。九十二年少年兒童受

虐事件共計 2,664件，較九十一年、九十年各增加 40件及 203件。在九十二年所有

受虐類型案件中，以虐待最多，有 1,512件，濫用親權行為有 234件，惡意遺棄有

109件，強迫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職業或行為有 28件，其他有 781件。 

八、竊盜被害成為最主要被害類型 

九十二年的少年兒童主要被害類型以竊盜被害為主 (26.96%)，其次依序為暴力被害 

(26.41%) 與強制性交 (19.30%)。與八十七年相比，暴力被害比例下降，竊盜被害

比例上升。性侵害被害雖無增加趨勢，但比例仍大致維持在五分之一左右。(參見

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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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少年兒童之主要被害類型 
 

年別 兒少被害總數 竊盜被害比例 暴力被害比例 強制性交比例 
八十七 6,067 14.81 58.97 21.41 
八十八 5,614 16.70 60.45 26.06 
八十九 5,509 14.48 33.69 21.95 
九  十 7,343 17.41 34.03 23.26 
九十一 7,959 24.82 28.14 20.18 
九十二 8,608 26.96 26.04 19.3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第三節  主要議題 

青少年犯罪 

一、青少年再犯問題 

青少年屢次再犯會形成慢性習慣犯，而慢性習慣犯通常會成為明日的成人犯，矯正

或治療工作也最為困難。如何處理青少年再犯問題，是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對策

中，極具挑戰性的一環。  

二、家庭因素是影響青少年犯罪的首要因素，而不少犯罪青少年的父母親缺乏扮演好「家

長」角色的專業能力 

許多研究指出，破碎家庭、目睹父母親婚姻暴力行為、親子關係不良、父母管教不

當、父母本身的不道德或犯罪行為、家庭生活事件，以及家庭的社經地位等是養成

犯罪青少年的最壞的種子。青少年在冷淡、疏離、敵對的家庭氣氛中成長，當然感

覺痛苦、無助、孤獨或衝動。犯罪行為通常是他們被家庭傷害後，另一種表達自主

權的方法。 

三、升學主義使得學業無法取得好成績者，可能成為學校教育的邊緣人，也會失去遵守

規範的動機 

升學壓力、成績至上，使得學業無法取得好成績者，可能成為學校教育的邊緣人。

當學生對學校或老師無法產生依附、奉獻、參與以及信念等社會羈絆時，他就可能

成為一個「毫不在乎」的人，而遵守規範的行為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 

四、誤交損友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 

研究發現，部份青少年犯罪原因來自於向同輩團體的炫耀與示威心態；部份青少年

犯罪原因則來自同輩團體的壓力或鼓勵；部份青少年犯罪行為是向朋友學習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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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青少年犯罪時，喜歡與朋友以團體的方式進行；青少年犯罪時，喜歡選擇其他

青少年為受害對象；青少年犯罪所得的「戰利品」通常喜歡和朋友一起享用；青少

年犯罪後，向朋友求取精神、經濟、情感上支持的可能性最大。 

五、傳播媒體當中不良內容對於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青少年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看電視，很多青少年十分依賴大眾傳播工具媒介的意

識型態，尤其關於社交、兩性議題上，更容易接受傳播媒介的觀念、啟示與建議。

而如果電視的內容中有色情、暴力、黑道等不當內容，當然也會對青少年造成影響。 

六、缺乏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橫向連結與資源統整機制 

處理青少年犯罪預防工作的部門眾多，立法時各機構、各遊說團體以自我觀點出

發，使得橫向連結與責任歸屬機制缺乏，容易形成資源分配重覆浪費、或資源與資

源之間的連結斷裂，或者是責任不清的問題。 

七、目前青少年犯罪預防措施過於被動，消極等待偏差或犯罪少年進入體系 

目前的青少年犯罪預防措施有以下可以改善之處：將家庭教育責任過於放在學校或

警察身上；與民間資源合作的部分不夠確實；過度重視、依賴輔導功能，而輔導工

作雖被委以大任，卻缺乏專責機構負責不良少年、虞犯、微罪少年的預防；「矯正」、

「更生」、「保護」的三級預防方面缺乏針對累再犯的具體策略，也沒有充分納入醫

療體系資源。 

 
青少年被害 

八、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措施，除特殊類型的犯罪被害人（如：強制性交、家庭暴力）外，

其餘犯罪被害類型並未就被害人之年齡加以區分，而加強對於未成年人之保護 

創傷理論認為，當事件引發個體害怕、無助感和過度刺激，使當事人內心覺得受到

傷害，將會造成心理上的創傷。被害人的情緒創傷雖是一種「不可見的傷痕」，而

不易令人了解，但是對於被害人本身或是其親屬和朋友而言，卻經常是最殘酷的犯

罪被害效應。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後，經常會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甚至會改變

他們對於他人的信賴感，而此種被害創傷未成年人往往比成年人來得嚴重。其次從

過去有關校園暴行的研究亦顯示，青少年對於校園被害的恐懼感高低程度，與其個

人直接或聽聞被害經驗、自我信念以及學校師長的支持度有重要相關。可惜過去對

於被害人的保護措施，除特殊類型的犯罪被害人（如：強制性交、家庭暴力）外，

其餘犯罪被害類型並未就被害人之年齡加以區分，而加強對於未成年人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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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偏重於女性人身安全之保護，忽略男性人身安全以及財產被害犯罪預防 

近年來，受到女權運動的影響，使得婦幼人身安全之保護日益受到重視，而在處理

上也有許多重要變革。尤其自八十年代開始，在民間團體的努力下，諸多兒少保護

的相關法律亦陸續制訂（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喚起社會對於青少年人身安全的重視，這在被害人保護上是值

得欣喜之處。但這些方案，有忽略男性人身安全，以及財物犯罪被害預防的盲點。

如前述，男性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的比率逐年上升，但政府受理的男性保護案件數

量仍相當低，顯示社會大眾仍然輕忽男性青少年之人身安全問題。其次，目前對於

青少年之保護僅止於人身安全部份，但是對於財產被害以及校園內被害問題，卻至

今仍無具體的保護措施。顯見此種被害人數更多之犯罪侵害案件，仍未受到應有的

重視。 

十、缺乏以青少年為對象之被害預防方案 

現有青少年犯罪被害預防策略多半被混合編入「少年兒童犯罪預防方案」中，政府

目前尚未特別針對青少年犯罪被害問題，提出專屬之預防方案。 

十一、網際網路的安全問題 

網路科技為青少年帶來無遠弗屆的學習領域，卻也可能帶來危險與傷害。許多案例

呈現了不當的網路行為，包括在網路上被散播不實謠言、個人網路登錄資料被外

洩、在網路上遭受言語恐嚇、未經個人同意遭盜賣網路虛擬寶物或貨幣、網路交易

遭詐騙錢財、與網友約會遭性侵害等，這些問題對青少年的傷害是必須加以重視的

議題。 

十二、校園安全問題 

根據教育部每學年統計之校園安全案件，校園失竊案件逐漸減少，但人為破壞、火

警與侵擾事件卻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中央研究院九十年之教育資料庫調查顯示，三

成以上國中學生認為學校曾經發生過學生和老師衝突、以及偷竊、破壞他人物品事

件，而高中職的比例則達到五成（參見表 10-6）。青少年於校園中遭受偷竊、被侵

擾、被破壞物品是個重要的安全問題。 

 116



表 10-6：中學生與專科生表示經常在學校發生的事件 
選  項 

項  目  別 
從來沒有 偶爾 有時 經常 

未填答

國中校園之逃學或蹺課 64.74% 15.58% 8.30% 5.36% 5.51%

高中職專校園之逃學或蹺課 37.11% 33.74% 14.19% 10.47% 4.17%

國中之學校打架,或和老師起衝
突 68.87% 19.29% 7.52% 3.81% 0.25%

高中職專校園打架,或和老師起
衝突 49.33% 34.79% 11.46% 4.19% 0.06%

國中校園看黃色書刊, 光碟或
上色情網站 79.61% 12.19% 4.87% 2.72% 0.29%

高中職專校園看黃色書刊, 光
碟或上色情網站 49.52% 31.59% 12.04% 6.62% 0.07%

國中之抽煙、喝酒或吃檳榔 73.49% 13.51% 6.72% 5.62% 0.26%

高中職專之抽煙、喝酒或吃檳

榔 47.50% 25.31% 13.19% 13.50% 0.10%

國中之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 70.20% 16.58% 7.60% 4.84% 0.42%

高中職專之偷竊或破壞他人物

品 49.47% 28.88% 13.28% 7.94% 0.19%

資料來源：中研院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電子報第五期 
 
 

第四節 政策目標與施政方向 

 
青少年犯罪 
 
整體目標：建立預防青少年犯罪之「充權、動員、深耕、平台」之整合型政策，針對一

般青少年、高危險青少年以及累再犯等之虞犯或觸法少年犯三種類型，結合

不同的社會資源，共同達成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目標。(參見圖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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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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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醫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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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險少年

（輔導體系＋

福利體系十警

政體系） 

充權 
動員 
深耕 
平台 

        圖 10-3：預防青少年犯罪之「充權、動員、深耕、平台」政策 
 

一、充權青少年，對其提前從事「大人」行為除罪化，使其負起名實相符的責任 

目標： 

明確保障青少年權利，正視少年成熟的事實，在限制與保護少年各種措施之餘，也

賦予青少年更多的權利。 

施政方向： 

1. 憲法應明定對青少年權利的保障範圍，其生存權、隱私權、受教育權、司法審

判權應受到國家保障。 

2. 明定法律，當家庭無法勝任親權時，國家可以暫時代替家庭做為青少年的第二

個父母。 

3. 研擬對於未成年青少年提早從事「大人」行為的除罪化，降低青少年享用各種

權利之年齡，許多兒童與青少年的偏差及犯罪行為其實只是兒童與青少年提早

從事大人可以做的行為而已，因此「大兒童」的正常行為，也不應是「小大人」

的偏差行為。換言之，法律的領域中須減少青少年不良行為的項目，同時降低

青少年的法律年齡，以使提前長大的少年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名實相符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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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員家庭、學校、社區組織、民間社團，結合政府資源，共同防制青少年犯罪 

目標： 

結合個人、家庭、學校、社區組織的力量，採取總動員式參與法，共同協力防治青

少年犯罪之可能性；為避免全面動員淪為責任分散，應集中重點議題，透過傳播機

制達成聚焦效果。 

施政方向： 
1. 結合個人、家庭、學校、社區、政府力量，採取總動員式參與法，共同協力防

制青少年犯罪之可能性。 

2. 建立以青少年為主體的媒體傳播機制：在消極方面，除要求媒體自律並注意社

會責任之外，可由政府或民間機構，或由青少年本身，建立媒體、網站評鑑與

分級機制，推薦適合兒童與青少年適合之優質媒體、節目或網站。積極的作法

則是為青少年建立優質網站與電視節目，或鼓勵青少年自行成立優質網站與製

作媒體節目。 

3. 實踐全民動員，但議題集中：由政府擬訂整體性政策方向，由民間提出具體方

案申請經費執行，既使防治方法多元活潑、能夠深入掌握區域性需求，又使整

體資源的投入有共同目標與一致方向。 

三、深耕青少年的家庭教養及學校教育過程，及早預防偏差行為 

目標： 
將預防青少年犯罪的重心提前放到兒童早期的家庭社會化與學校教育過程，採取

「及早介入」的深耕策略，以期減少兒童至青少年之偏差傾向。 

施政方向： 
1. 運用醫療系統，配合社工、教育系統，鼓勵懷孕父母親接受教養課程，教導家

長(1)關心小孩；(2)監督小孩；(3)認知不良或偏差行為；(4)矯正不良或偏差行

為，是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 

2. 強化對家庭的支援措施，充實父母親的學習與諮商的機會；支援補充家庭的培

育功能；推動能支援育兒之網路；推動能支援父母親工作和育兒並重之措施。 

3. 鼓勵學校道德教育課程、教材與教法之創造、更新與實驗，納入校園反欺凌、

性別、性自主、尊重、自我瞭解、同理心、恥感訓練等課程。 

4. 加強醫療、心理衛生資源進入累再犯少年的治療工作，從生理、精神、心理層

面，尋求更多元的治療與矯正，以協助現有的安置輔導機構、少年矯正學校、

少年輔育院、少年保護官機制及學校體系。 

四、建立防制青少年犯罪之整合平台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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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合平台，讓社區、縣市政府、中府政府各相關單位能交流資訊、統合資源與

力量，從事青少年犯罪之防治。 

施政方向： 
1. 青少年犯罪問題日益複雜，牽涉教育、心理衛生、社會及生長環境等各種層面

問題，在施政上需有整體機制，讓政府部門間相互配合、協同運作，在推動計

畫上則必須有延續性。 

2. 針對青少年不良行為，設置專責機構，有計劃的展開地區性之街頭輔導及諮詢

工作。 

3. 成立社區監護青少年不良行為之機制。 

4. 設置青少年個案支援之單一窗口：推動刑事司法相關機構與家庭、學校的合

作，強化少年事件處理體制，加強青少年矯治處遇與更生保護，以期讓有偏差

行為的青少年能順利復歸社會。 

5. 強化青少年事件處理體制之交流合作：推動於各縣市設置青少年個案支援之單

一窗口，以早期發現少年偏差行為的前兆而能及時提供必要輔導，以及對家庭

提出適當指導與援助，並與矯治機關合作，期減低青少年進入司法處遇。 

6. 定期進行全國性青少年意向調查，深入瞭解青少年，建立長期資料庫，作為青

少年犯罪預防方面的資源分配、輔導重點及策略調整之科學根據。 
 
青少年被害 
 
整體目標：建立結合安全意識、安全環境及被害安全保護網之「三環三安」整體政策，

以充實青少年被害預防機制 
 

五、促進青少年生活環境之安全 

目標： 
促進青少年之家庭、校園、休閒環境的安全。 

施政方向： 
1. 結合地方政府、社福部門及社會民間力量，協助對於家庭的支援措施，建立安

全的家庭環境 

2. 改善校園安全：(1)促進校園與社區建立良好關係；(2)改善校園硬體設計，減少

安全防護死角；(3) 建構校園內非正式少年調解機制；(4)建構通報與支持系統。 

3. 確保青少年休閒活動場所的安全：政府鼓勵民間業者或社區提供價格便宜、時

尚、交通方便、常態性的休閒空間給青少年。 

六、在教育中強化青少年安全意識，並提供安全相關訊息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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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青少年瞭解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以及提供其所處環境中的安全相關訊息，提高

其正確評估風險、保護自己安全的能力，並使其知道被害時應向何處求助，並可獲

得充分的支持。尤其針對特定可能被害族群及高重複被害族群更應強化其安全意

識。 

施政方向： 

1. 讓青少年瞭解校園內可能存在的犯罪問題。 

2. 讓青少年瞭解規律生活可以減少被害發生。 

3. 教育學生們如何處理被害事件。 

4. 建構校園被害輔導機制。 

5. 強化對於青少年出庭作證之保護：保障少年拒絕他人的詢問或是出面作證之權

利，亦可研發少年保護作證方式之軟、硬體設備，以增加其他少年被害人報告

校方或報案的意願。 

七、建立青少年安全保護網 

目標： 

整合資源網路，建立單一窗口，提升青少年被害事件的處理品質；整合相關部門力

量，保護青少年的上網安全。 

施政方向： 

1. 結合司法、警政、社政、教育，以及醫療等專業團隊，形成防治網絡與被害諮

詢窗口，並由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部門作為單一窗口，以提升青少年被害事件

處理的品質。 

2. 建制網路安全的輔導諮詢熱線或網站。 

3. 相關單位攜手合作，避免青少年因上網而遭受犯罪的侵害。 

八、推動青少年被害保護方案 

目標： 
針對青少年被害不同於兒童與成人的特性，訂定妥善的被害人保護方案。 

施政方向： 

針對青少年犯罪被害人，擬定法律、社工、心理、醫療協助之政策方向，方案中除

女性、人身犯罪被害保護外，也應重視男性，及財產犯罪被害保護問題。 

九、定期進行全國青少年被害調查，建立長期資料庫 

目標： 
建立長期資料庫，作為青少年被害保護方面的資源分配、輔導重點、以及策略調整

之科學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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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方向： 
定期進行全國青少年被害調查，針對被害的「類型」、「個人特質」、「時」、「地」、「處

理方式」，以及「重複被害」六項重大議題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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