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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察的犯罪掃蕩或預防策略（如：增加巡邏密度或嚴密監控常習犯等）

常被批評為只是將犯罪驅趕至另一區域，而造成犯罪轉移（crime
displacement）的效應。但亦有學者主張警察的犯罪預防策略有利益擴散

（diffusion of benefits）效應。

請問何謂犯罪轉移？其類型有幾？並請說明利益擴散之意義。（10 分）
某市警察局長為要釐清爭議，請你在該市設計一警察犯罪預防成效之

實驗，以檢驗犯罪轉移與利益擴散之爭議，請寫出你的實驗設計計畫。

（15 分）

二、犯罪是動態的（dynamics），而非靜態的，也會相互影響，這對建構有效

犯罪防治策略有很大的意義。請從：

贓物市場與犯罪的互動；
Van Dijk 犯罪鍊（Van Dijk Crime Chain）；

犯罪促進物（能協助犯罪發生的任何物品）；

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 Theory）。
說明分析這種犯罪動態現象及犯罪防治應用。（25 分）

三、犯罪促進因子係指促使犯罪或失序行為發生的元素，控制這些因子是重

要的犯罪防治策略。請舉例說明何謂物理促進因子（physical facilitators）、
社會促進因子（social facilitators）及化學促進因子（chemical facilitators）。

由於犯罪促進因子往往使犯罪預防措施變得遲鈍化或甚而失效，你要如

何辨別找尋促進因子的證據資料？（25 分）

四、實務工作上，我們常需分析新或棘手的犯罪型態，我們常根據問題的特性

提出初探的原因形成假設，再收集資料驗證假設而得到問題解決的可能方

法。過去的經驗、文獻及相關理論，可以是構思假設的最好來源。假設你
要研究為何最近甲市某些酒吧發生大量攻擊事件，請根據以上步驟形成你

的假設，以及如何驗證你的假設，最終能提出你良好的防治策略。（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