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 計 應 用 分 析 報 告 

臺北市高齡者犯罪概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統計室 

112 年 10 月 

  



 

 

摘 要 

近十年臺北市高齡者嫌疑犯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 111 年高齡

嫌疑犯計 3,476 人較 102 年增加 134.4%，明顯高於全般刑案嫌疑犯十

年來增加 20.2%之情形；而高齡嫌疑犯占總嫌疑犯之比率，以 111 年

8.3%最高，即平均每 12 個嫌疑犯就有 1 位為高齡者。依性別來看，

男、女性高齡嫌疑犯人數十年來大致皆呈增加趨勢，惟女性增加幅度

189.6%高於男性增加幅度 115.0%，且女性嫌疑犯占比由 102 年 26.0%

增至 111 年 32.1%，增加 6.1 個百分點。 

若將人口數納入考量，111 年臺北市高齡者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

人口 679.8 人，較 102 年增加 262.8 人(63.0%)，高於整體嫌疑犯十年

來犯罪人口率增加 28.7%之比例。就性別觀察，近十年兩性高齡犯罪

人口率皆大致呈增加趨勢，其中男性高齡犯罪人口率於 110 年突破千

人，而女性高齡犯罪人口率較十年前增加 94.0%，增加幅度高於男性

56.5%。 

就犯案類別占比觀察，近十年高齡者主要犯案類別有所變動，竊

盜一直為高齡嫌疑犯主要犯案類別，而駕駛過失近年來取代賭博及公

共危險躍為主要犯案類型；與十年前比較，男、女性皆以賭博占比減

少最多，分別減少 12.9 及 8.7 個百分點，侵占增加最多，分別增加

4.6 及 5.9 個百分點。111 年高齡男性嫌疑犯以竊盜、駕駛過失及一般

傷害為主要犯案類型，而女性則以竊盜、侵占及詐欺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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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齡者犯罪概況 

壹、前言 

臺北市老年人口比率於民國 103 年突破 14%，進入高齡社會1，之後

每年持續增長，於 111 年已達 20.9%進入超高齡社會，隨著人口高齡化

而衍生的其他社會議題，警察機關有必要未雨綢繆，積極推動及落實各

項犯罪防治工作。本文依據近十年臺北市刑事案件高齡者嫌疑犯(係指

65 歲以上嫌疑犯)之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期能從中得知相關訊息，

進而提供防範高齡者犯罪之參考。 

貳、高齡者犯罪趨勢 

一、嫌疑犯人數 

近十年臺北市高齡者嫌疑犯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十年來增加

134.4%明顯高於全體嫌疑犯增加20.2%之情形；依性別觀察，十年來男、

女性高齡嫌疑犯人數皆增加，惟女性增加幅度高於男性。 

111 年臺北市高齡人口超過 51.9 萬人創新高，占全市總人口數 20.9%，

其中男性 22.8 萬人(占 44.1%)，女性 29.0 萬人占( 56.0 %)，十年來高齡

人口數逐年遞增，111 年高齡人口數較 102 年增加 43.0%；另高齡之人口

數與嫌疑犯數之相關係數為 0.98，呈高度正相關。 

觀察近十年臺北市高齡者嫌疑犯人數，發現呈逐年增加趨勢，以 102

年 1,483 人最低，逐年上升至 111 年 3,476 人最高，使得 111 年嫌疑犯人

數較102年增加134.4%，明顯高於全體嫌疑犯十年來增加20.2%之情形；

而高齡嫌疑犯占總嫌疑犯之比率，除 105 年略為下降，其餘年度皆呈增

加趨勢，至111年的8.3%最高(即平均每12個嫌疑犯就有1位為高齡者)。 

(詳圖 1、表 1) 

 
1國際上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及超

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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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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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別觀察，男、女性高齡嫌疑犯人數十年來大致皆呈增加趨勢，

惟女性增加幅度 189.6%高於男性增加幅度 115.0%，且女性嫌疑犯占比

由 102 年 26.0%增至 111 年 32.1%，增加 6.1 個百分點。(詳圖 1、表 1) 

111 年臺北市高齡嫌疑犯計 3,476 人，其中男性 2,361 人(占 67.9%)，

女性 1,115 人(占 32.1%)，與 110 年相較，嫌疑犯人數增加 278 人，增幅

為 8.7%。(詳表 1) 

圖 1  臺北市高齡嫌疑犯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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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102年 34,828 1,483 1,098 385 2,686,516 362,605 167,020 195,585

103年 36,108 1,774 1,323 451 2,702,315 380,527 173,790 206,737

104年 39,951 1,958 1,437 521 2,704,810 399,182 181,035 218,147

105年 41,457 1,958 1,407 551 2,695,704 419,130 188,871 230,259

106年 40,980 2,204 1,575 629 2,683,257 439,176 196,968 242,208

107年 44,094 2,473 1,796 677 2,668,572 458,635 204,804 253,831

108年 42,412 2,662 1,910 752 2,645,041 477,944 212,812 265,132

109年 44,399 3,139 2,159 980 2,602,418 495,639 220,292 275,347

110年 40,040 3,198 2,240 958 2,524,393 504,106 223,460 280,646

111年 41,871 3,476 2,361 1,115 2,480,681 518,594 228,423 290,171

111年較110年

增減率
4.57 8.69 5.40 16.39 -1.73 2.87 2.22 3.39

111年較102年

增減率
20.22 134.39 115.03 189.61 -7.66 43.02 36.76 48.36

單位：人

總人口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民政局。

說    明：嫌疑犯人數為當年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之總計，人口總數則以當年十二月底人數計算。

年別
全般刑案

嫌疑犯人數

高齡嫌疑犯人數 高齡人口數

較前期增減變化趨勢

表 1  臺北市高齡嫌疑犯暨高齡人口概況 

 

 

 

 

 

 

 

 

 

二、犯罪人口率 

    十年來高齡犯罪人口率增幅 63.0%高於整體嫌疑犯犯罪人口率增幅

28.7%之情形，且高齡女性犯罪人口率增幅94.0%高於男性增幅56.5%。 

若將人口數納入考量，高齡犯罪人口率除 105 年及 110 年略為下降

外，其餘年度皆呈增加趨勢，十年來犯罪人口率每十萬人口增加 262.8

人(63.0%)，高於整體嫌疑犯十年來犯罪人口率增加 28.7%之情形。(詳圖

2) 

就性別觀察，近十年兩性高齡犯罪人口率皆大致呈增加趨勢，其中

男性高齡犯罪人口率介於 660 至 1,100 人之間，並於 110 年突破千人，

較十年前增加 56.5%，而女性高齡犯罪人口率則介於 200 人至 400 人之

間，較十年前增加 94.0%，女性增加幅度明顯高於男性。(詳圖 2) 

111 年臺北市高齡者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口 679.8 人，其中男性

1,045.0 人，女性 390.7 人，與 110 年相較，每十萬人口增加 40.0 人(其

中男性增加 35.4 人，女性增加 46.1 人)。(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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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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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近十年臺北市犯罪人口率 

 

 

 

 

 

 

 

 

 

 

 

 

參、高齡嫌疑犯主要涉案類別 

一、 歷年涉案類別占比變化 

    十年來竊盜一直為高齡嫌疑犯主要犯案類別，若依性別來看，駕駛

過失近年來取代賭博及公共危險躍居男性主要犯案類別，而女性則以詐

欺取代一般傷害成為主要犯案類別；另男、女性皆以賭博占比減少最多，

侵占增加最多。 

就犯案類別占比觀察，近十年高齡者主要犯案類別有所變動，106

年以前皆以賭博、竊盜及公共危險為主，107-108 年改以竊盜、公共危

險及駕駛過失為主，109-110 年以竊盜、駕駛過失及詐欺為主，111 年則

以竊盜、駕駛過失及一般傷害為大宗。十年來竊盜一直為高齡嫌疑犯主

要犯案類別，而駕駛過失近年來取代賭博及公共危險躍居主要犯案類；

另賭博案占比十年來減少 11.8 個百分點最多，侵占則增加 5.2 個百分點

最大。(詳表 2) 

依性別來看，男、女性高齡嫌疑犯所犯主要案類不盡相同，男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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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合計 竊盜 賭博
一般

傷害
詐欺

妨害

自由

駕駛

過失
侵占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

毀棄

損壞

公共

危險

妨害

名譽

妨害性

自主
其他

102年 1,483 100.00 16.66 19.89 8.63 5.73 4.38 7.82 3.24 1.01 2.83 9.84 5.87 0.34 13.76

103年 1,774 100.00 15.56 23.17 8.23 4.74 4.34 5.86 3.83 0.62 2.20 11.16 6.54 0.28 13.47

104年 1,958 100.00 16.39 24.57 6.64 5.46 3.68 7.51 3.83 0.87 2.45 11.08 4.19 0.31 13.02

105年 1,958 100.00 16.55 15.73 9.24 5.57 3.83 8.84 4.39 1.38 2.45 13.99 5.52 0.41 12.10

106年 2,204 100.00 17.24 14.43 8.03 4.17 4.72 9.07 4.63 1.95 3.58 12.16 6.72 0.36 12.93

107年 2,473 100.00 17.83 8.77 8.21 4.49 5.54 10.59 7.04 1.78 2.39 12.49 5.98 0.28 14.60

108年 2,662 100.00 21.07 8.15 8.60 5.18 5.30 10.86 5.67 1.47 3.19 11.34 6.27 0.15 12.73

109年 3,139 100.00 18.48 8.25 8.51 10.51 5.99 10.58 6.63 0.76 3.66 7.04 6.24 0.61 12.74

110年 3,198 100.00 18.95 7.82 7.13 8.04 6.79 11.66 7.54 1.25 4.57 6.35 6.97 0.41 12.54

111年 3,476 100.00 20.51 8.14 8.54 6.27 7.16 10.87 8.43 0.89 3.31 6.85 5.52 0.40 13.09

102年 1,098 100.00 13.75 20.77 8.38 5.56 4.37 9.56 2.64 1.28 3.10 11.66 5.10 0.46 13.39

103年 1,323 100.00 13.30 22.45 8.09 4.76 4.23 6.50 3.17 0.83 1.89 13.91 6.73 0.38 13.76

104年 1,437 100.00 13.22 25.89 6.61 5.29 3.76 9.19 2.85 1.11 2.37 14.06 3.34 0.42 11.90

105年 1,407 100.00 14.29 14.07 8.96 4.83 4.05 10.87 3.48 1.92 2.42 17.98 4.55 0.50 12.08

106年 1,575 100.00 13.78 13.33 8.32 3.75 4.95 10.41 4.25 2.67 3.24 15.24 6.29 0.51 13.27

107年 1,796 100.00 15.03 7.13 8.35 4.06 5.73 12.36 5.51 2.34 2.23 16.31 5.51 0.39 15.03

108年 1,910 100.00 16.49 8.43 9.27 4.71 5.60 12.57 5.29 1.99 2.98 14.61 5.45 0.21 12.41

109年 2,159 100.00 16.67 7.09 9.31 9.45 6.39 12.55 5.70 1.11 3.94 8.75 5.74 0.88 12.41

110年 2,240 100.00 17.46 7.01 7.37 7.37 6.96 13.71 6.65 1.43 4.91 7.72 6.83 0.58 12.01

111年 2,361 100.00 17.53 7.88 9.53 4.96 7.79 13.00 7.29 1.27 3.94 8.34 5.46 0.59 12.41

102年 385 100.00 24.94 17.40 9.35 6.23 4.42 2.86 4.94 0.26 2.08 4.68 8.05 0.00 14.81

103年 451 100.00 22.17 25.28 8.65 4.66 4.66 3.99 5.76 0.00 3.10 3.10 5.99 0.00 12.64

104年 521 100.00 25.14 20.92 6.72 5.95 3.45 2.88 6.53 0.19 2.69 2.88 6.53 0.00 16.12

105年 551 100.00 22.32 19.96 9.98 7.44 3.27 3.63 6.72 0.00 2.54 3.81 7.99 0.18 12.16

106年 629 100.00 25.91 17.17 7.31 5.25 4.13 5.72 5.56 0.16 4.45 4.45 7.79 0.00 12.08

107年 677 100.00 25.26 13.15 7.83 5.61 5.02 5.91 11.08 0.30 2.81 2.36 7.24 0.00 13.44

108年 752 100.00 32.71 7.45 6.91 6.38 4.52 6.52 6.65 0.13 3.72 3.06 8.38 0.00 13.56

109年 980 100.00 22.45 10.82 6.73 12.86 5.10 6.22 8.67 0.00 3.06 3.27 7.35 0.00 13.47

110年 958 100.00 22.44 9.71 6.58 9.60 6.37 6.89 9.60 0.84 3.76 3.13 7.31 0.00 13.78

111年 1,115 100.00 26.82 8.70 6.46 9.06 5.83 6.37 10.85 0.09 1.97 3.68 5.65 0.00 14.53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說明：歷年高齡嫌疑犯涉案類別占比最高前3名，以底色填滿表示。

年別

案類別占比高齡

嫌疑犯

人數

男性

女性

總計

賭博犯罪上大幅度下降，駕駛過失則有增加趨勢，近年來主要以竊盜、

駕駛過失及一般傷害為犯案類別，而女性 105 年以前皆以竊盜、賭博及

一般傷害為主，108-110 年改以竊盜、賭博及詐欺為主，111 年則以竊盜、

侵占及詐欺為大宗。另男、女性皆以賭博占比減幅最多，分別減少 12.9

及 8.7 個百分點，而侵占增幅最多，分別增加 4.6 及 5.9 個百分點。(詳

表 2) 

表 2  近十年臺北市高齡嫌疑犯犯案類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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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男性 女性
占該類嫌疑犯

比重

案類

結構
總計 男 女

總計 3,476 2,361 1,115 8.30 100.00 8.69 5.40 16.39

  竊盜 713 414 299 17.33 20.51 17.66 5.88 39.07

  賭博 283 186 97 17.07 8.14 13.20 18.47 4.30

  一般傷害 297 225 72 10.13 8.54 30.26 36.36 14.29

  詐欺 218 117 101 3.18 6.27 -15.18 -29.09 9.78

  妨害自由 249 184 65 9.98 7.16 14.75 17.95 6.56

  駕駛過失 378 307 71 11.35 10.87 1.34 0.00 7.58

  侵占 293 172 121 14.98 8.43 21.58 15.44 31.52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31 30 1 0.68 0.89 -22.50 -6.25 -87.50

  毀棄損壞 115 93 22 11.97 3.31 -21.23 -15.45 -38.89

  公共危險 238 197 41 6.98 6.85 17.24 13.87 36.67

  妨害名譽 192 129 63 8.97 5.52 -13.90 -15.69 -10.00

 妨害性自主 14 14 - 2.92 0.40 7.69 7.69 --

  其他 455 293 162 6.31 13.49 13.47 8.92 22.73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高齡嫌疑犯

人數
案類別

111年較110年增減比率

二、 111 年高齡嫌疑犯涉案類別 

就性別觀察，111 年男、女性主要犯案類型略有不同，男性高齡嫌

疑犯以竊盜、駕駛過失及一般傷害為大宗，三者合計占 4 成；而女性高

齡嫌疑犯則以竊盜、侵占及詐欺為大宗，三者合計占 4 成 7。 

民國 111 年臺北市高齡者嫌疑人所犯案類，以竊盜嫌疑犯 713 人最

多，駕駛過失嫌疑犯 378 人次之，一般傷害嫌疑犯 297 人，分別占 20.5%、

10.9%及 8.5%，三者合計占高齡犯罪人數 4 成。而高齡嫌疑犯占總嫌疑

犯比重以竊盜占 17.3%最多，賭博占 17.1%次之，侵占占 15.0%居第三。

(詳表 3) 

就性別觀察，111 年男、女性主要犯案類型略有不同，男性高齡嫌

疑犯以竊盜(占 17.5%)、駕駛過失(占 13.0%)及一般傷害(9.5%)為大宗，

三者合計占 4 成；而女性高齡嫌疑犯則以竊盜(占 26.8%)、侵占(占 10.9%)

及詐欺(9.1%)為大宗，三者合計占 4 成 7。(詳表 3) 

與 110 年相較，男性高齡嫌疑犯以一般傷害增加 36.4%最多，詐欺

減少 29.1%最多，而女性高齡嫌疑犯則以竊盜增加 39.1%最多，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減少 87.5%最可觀。(詳表 3) 

表 3  111 年臺北市高齡犯罪案類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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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一、近十年臺北市高齡者嫌疑犯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且增加

幅度高於全體嫌疑犯；另高齡女性犯罪人口率增加幅度高

於男性。 

觀察近十年臺北市高齡者嫌疑犯人數變化，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十

年來增加 134.4%，明顯高於全體嫌疑犯增加 20.2%情形，依性別來看高

齡女性嫌疑犯增加幅度 189.6%高於男性增加幅度 115.0%。若將人口數

納入考量，近十年兩性高齡犯罪人口率皆大致呈增加趨勢，其中女性增

加 94.0%明顯高於男性增加 56.5%的幅度，另男性犯罪人口率於 110 年

突破千人。 

二、就犯案類別占比觀察，竊盜案一直為高齡嫌疑犯主要犯案

類別，而駕駛過失近年來取代賭博及公共危險躍居男性主

要犯案類別，女性則以詐欺取代一般傷害成為主要犯案類

別。 

就犯案類別占比觀察，竊盜案一直為高齡嫌疑犯主要犯案類別，而

駕駛過失近年來取代賭博及公共危險躍居為主要犯案類；若依性別來看，

男、女性高齡嫌疑犯所犯主要案類不盡相同，其中駕駛過失近年來取代

賭博及公共危險躍為男性主要犯案類別，女性則以詐欺取代一般傷害成

為主要犯案類別，而無論男、女性皆以賭博占比減少最多，侵占增加最

多。 

三、 加強宣導高齡駕駛者交通安全觀念，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

具。 

駕駛過失近年來躍居為高齡者主要犯案類別，為減少高齡駕駛者上

路造成危害，可藉由深入年長者聚會場所宣導，導正駕駛行為及路權觀

念，提升年長者用路安全、汽機車與自行車行駛安全觀念，以降低交通

事故發生及其嚴重性。另為讓高齡者能夠「活躍老化」，多與社會互動，

避免長期宅於家中，從事維繫健康的活動，而臺北市擁有高密度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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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網絡，故鼓勵年長者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如此不僅減少醫療照護

成本，亦可降低其他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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