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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案例說明 

案例一：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 

          (不能安全駕駛罪)  

案例二：九十六年罪犯減刑作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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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統計範圍(檢察、矯正、行政執行、廉政、法醫統計) 

法務統計特性 

屬業務流程一環 

機關業務管理考核參與者 

法務統計人員作為 

主動提供統計資料，作為法務決策參據 

針對法務政策實施，統計分析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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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不能安全駕駛罪) 

 修法緣起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 統計資料提供與專題分析撰寫 

• 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及在監受刑人統計分析 

• 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受刑人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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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前新北市女消防員執勤時遭酒駕者撞成重傷須截肢 

101.4高雄葉少爺酒駕毀掉一個家庭 

102.5台大女醫師過馬路慘遭酒駕闖紅燈男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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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布
日期 

97年1月2日 

對象 服用毒品、麻醉

藥品、酒類或其

他相類之物，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 

刑度 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加重 

結果犯 

致人於死 

刑法第276條過失

致死或業務過失

致死罪 

致重傷 刑法第284條過失

致重傷或業務過

失致重傷罪 

修正公布
日期 

97年1月2日 100年11月30日 

對象 服用毒品、麻醉

藥品、酒類或其

他相類之物，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 

 

同左 

 

 

刑度 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加重 

結果犯 

致人於死 

刑法第276條過失

致死或業務過失

致死罪 

 

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 刑法第284條過失

致重傷或業務過

失致重害罪 

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公布
日期 

97年1月2日 100年11月30日 102年6月11日 

對象 服用毒品、麻醉

藥品、酒類或其

他相類之物，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 

 

同左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

精濃度達0.05%以上。 

2. 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

駕駛。 

3.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

致不能安全駕駛。 

刑度 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加重 

結果犯 

致人於死 

刑法第276條過失

致死或業務過失

致死罪 

 

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 刑法第284條過失

致重傷或業務過

失致重傷害罪 

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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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酒精濃度標準 

增訂 

提高刑度 

提高刑度 

刪除拘役及單科罰金 



   不  能  安  全  駕  駛  罪 

9712 酒駕酒價真的男女有別(花蓮地檢) 

9806 酒醉駕駛統計分析(基隆看守所) 

9811 花蓮地區酒後犯罪之族群差異(花蓮地檢) 

10105 酒醉駕駛案件統計分析(臺高檢署) 

10106 新入監違背安全駕駛受刑人特性分析(嘉義看守所) 

10202 新入監違背安全駕駛受刑人統計分析(嘉義監獄) 

10210 違背安全駕駛之新入監及在監受刑人統計分析(統計處) 

10212 酒駕案件被告犯次與偵結情形比較分析(高雄高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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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及在監受刑人統計
分析 

•刑法第185條之3兩次修正 
•統一酒駕再犯者發監標準：                      

酒駕犯5年內三犯，發監執行 

探討 

•酒駕犯(受刑人)服刑人數增加，使得監獄超額
收容問題更加嚴重，監獄的管理更加嚴峻?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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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全年新入監人數較100年增加16.6%，102年1-9月則較上
年同期增加18.9% 
平均每月新入監人數100年418人、101年488人、102年（1-9月）
555人 
占全體新入監受刑人比率自101年1月逐月增加至101年5月起
逾1成6，到102年6月起突破2成 
 

 
單位：人、%

總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月平均

100年   5,019    316    336    483    389    470    424    466    465    400    409    450    411       418
101年   5,860    293    408    487    459    542    473    533    522    485    615    528    515       488
102年   4,996    519    438    549    528    605    569    620    585    583       555
100年     13.8   12.2   13.5   13.5   12.4   14.4   13.6   14.2   14.1   13.6   14.4   14.3   14.9
101年     16.6   13.8   15.0   14.3   14.8   16.2   16.2   16.7   17.1   17.4   19.2   18.7   19.6
102年     21.9   18.7   18.6   19.1   17.2   19.1   21.4   20.6   20.6   20.4

項目別

新入監人數

占　全　體

受刑人比率

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受刑人數及占全體受刑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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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違背 駕 在 刑 與 刑 率
單位：人、%

1月底 2月底 3月底 4月底 5月底 6月底 7月底 8月底 9月底 10月底 11月底 12月底 月平均

100年      1,248      1,238      1,346      1,342      1,431      1,475      1,537      1,592       1,505      1,471      1,520      1,527      1,436
101年      1,379      1,407      1,545      1,611      1,707      1,765      1,834      1,911       1,936      2,063      2,117      2,118      1,783
102年      2,119      2,081      2,127      2,159      2,274      2,353      2,453      2,532       2,600      2,300
100年          2.2          2.2          2.4          2.3          2.5          2.5          2.6          2.7           2.6          2.6          2.6          2.7          2.5
101年          2.4          2.5          2.7          2.8          2.9          3.0          3.1          3.3           3.3          3.5          3.6          3.6          3.1
102年          3.7          3.6          3.7          3.7          3.9          4.0          4.2          4.3           4.4          3.9

項目別

在監人數

占　全　體

受刑人比率

不能安全駕駛罪在監受刑人數及占全體受刑人比率 

自101年1月底在監人數逐月增加至101年10月底起超過2千人，102年9
月底更達2,600人 
平均每月底在監人數100年1,436人、101年1,783人、102年1-9月2,300
人，增加60.2% 
占全體在監受刑人比率亦自101年1月底逐月增至101年6月底起逾3.0%，
102年6月底起突破4.0% ，102年9月底則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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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論 
 

兩次修法與政策因應等因素影響，
造成不能安全駕駛罪之新入監與在
監受刑人人數增加，使得監獄之收
容量與戒護管理負擔加重。 

 
 
 

13 



2.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受刑人統計分析 

•新入監人數、性別、年齡分布、前科情形、
宣告刑期 

•各地檢署執行裁判確定科刑情形 

多面向分析 

•因刑法第185條之3兩次修正及統一酒駕再犯
者發監標準政策對監獄收容受刑人之影響?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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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性別比例約24：1 
 年齡40~50歲未滿占36.6%及30~40歲未滿占

29.5%，以青壯年居多。 
 

 
 

新入監不能安全駕駛罪受刑人性別及年齡(99年-102年) 

20歲未滿

42人
0.2%

20歲至30歲未滿

1,841人
8.1%

30歲至40歲未滿

6,721人
29.5%

40歲至50歲未滿

8,350人
36.6%

50歲至60歲未滿

4,849人
21.3%

60歲以上

1,011人
4.4%

1 

2 

24 1 

15 



各年有前科者人數及占其新入監受刑人比率為增加趨勢， 
      102年已達5,427人、77.1% 

有前科者中犯同罪名之人數與比率亦為增加趨勢， 
      102年已達4,311人、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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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有期徒刑各刑名人數均較上年增加，以「一年以上三年未滿」
增加比率最多；自102年6月刪除拘役及單科罰金之刑罰種類，使得兩
者人數明顯減少，而六月以下徒刑人數則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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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監有期徒刑各刑名人數皆呈現增加趨勢，102年與上年比較，以
「一年以上三年未滿」增加比率最多，三年以上長刑期亦增加，「拘
役」減少，易服勞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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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 

有期徒刑 101年 102年
六月以下 3,376 4,556

逾六月一年未滿 414 642
一年以上三年未滿 29 62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 1 1
五年以上七年未滿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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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論 

受修法與政策因應等因素影響 

1.裁判確定有期徒刑人數增加， 

  處「拘役」及科「罰金」人數減少 

2.新入監受刑人人數增加，其中長刑期者與 

  酒駕再犯者亦隨之增加 

確實使得監獄之收容量與戒護管理負擔加重 
 

~~修法迄今時間仍短，成效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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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體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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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罪犯減刑作業 

1. 減刑前規劃工作 

2. 減刑期間統計工作 

3. 減刑後再犯追蹤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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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面積0.7坪為計算標準所核定之收容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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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貫徹刑事政策與紀念歷史及國家重大里程事件 

實施有限度減刑以利囚情穩定及人權維護 

國內治安改善，有利辦理減刑 

減刑出獄受刑人之再犯率遠低於一般犯罪受刑
人之再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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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18 
總統令 
辦理減刑 

96.4.24 
減刑條例草案 

96.5.2 
行政院審查 

96.6.15 
立法院審議 

96.6.28 
協調應變小組 

96.7.4 
制定公布 
減刑條例 

96.7.16 
施行 

1.提供77、80年減刑資料 
2.預估得減刑人數 

估算減刑受惠人數 資料組：減刑統計資料 
    蒐集 通報 提供 

當日通報機制 
及時統計監獄釋放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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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減刑條例草案」、「應行注意事項」研擬 

參與協調應變小組工作： 
資料組：罪犯減刑統計資料之蒐集、通報及提供作業 

預估得減刑人數 

建立減刑統計資料 

施行當日通報機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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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 預估減刑施行日 減刑上限 得減刑人數 

96年3月底 96年6月底止符合減
刑標準受刑人 

刑期一年 
刑期一年半 
刑期二年 
刑期三年 

25,202 
26,627 
27,939 
30,098 

96年4月底 同上 刑期一年 
刑期一年半 
刑期二年 
刑期三年 

25,360 
26,624 
28,004 
30,093 

96年5月底 同上 
 

刑期一年 
刑期一年半 

25,701 
27,083 

96年6月底 
 

96年7月16日止符合
減刑標準受刑人 

刑期一年半 
 

2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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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 預估減刑施行日 減刑上限 得減刑人數 

96年3月底 96年6月底止符合減
刑標準受刑人 

刑期一年 
刑期一年半 
刑期二年 
刑期三年 

25,202 
26,627 
27,939 
30,098 

96年4月底 同上 刑期一年 
刑期一年半 
刑期二年 
刑期三年 

25,360 
26,624 
28,004 
30,093 

96年5月底 同上 
 

刑期一年 
刑期一年半 

25,701 
27,083 

減刑受惠人數預估 

內 部 評 估 

行政院審查 

立法院審議 

條 例 通 過 



31 

減刑資料項目 

 

1.設計新增 

2.建置 

報表 
 
1.公務 

2.業務 

刊物 
 
1.年報 

2.月報 

提供監獄減刑統計資料 



32 

•即時產生減刑出獄統計人數，以電子簡報現場展
示統計圖表，供外界參閱 

通報作業 

軟硬體設備 

•施行當日減刑出獄人數統計資料通報機制 
•減刑出獄統計資料彙總操作手冊 

•減刑通報應注意事項 

•作為各監所、本處及協調應變中心，資料通報及
彙編之遵循，得以正確快迅的產生減刑統計資料 

減刑統計作業

標準化 

制度化 

•由各監所統計人員擔任單一通報窗口，監所名籍
人員得以專心辦理受刑人減刑出監業務，充分發揮
分工合作之效能。 

建立單一 

通報窗口 



7月15~16日 

兩名統計人員進駐本部協調應變指
揮中心參與值班 

7月16日 

各監所統計人員透過電腦網路自上
午10時起每隔2小時通報本部指揮中
心釋放人數 

7月16日 

統計處即時彙總陳核後，隨即以電
子簡報公布供外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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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減刑施行日起至8月上旬，每日統
計減刑出獄人數 

按罪名與性別、刑期及戶籍地產生相
關統計表 

提供本部檢察司、矯正司與保護司及
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參用 

按月、年產生相關公務統計報表，以
利建立後續減刑時間數列統計資料 



 定期產製96年減刑各年再犯﹙率﹚情形：依原犯罪名、宣
告刑期、再犯罪名、再犯經過時間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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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工作計畫--96罪犯減刑條例實施成效探討 

 目的：為瞭解96年罪犯減刑條例自96年7月16日實施後截至 

         99年7月15日止，3年間減刑及再犯情形。  

 分析內容 

 1.比較實施近3次減刑條例滿3年辦理情形(77年、80年及96年) 

 

 

 

 

2.96年減刑情形：出獄人數、性別、教育程度、入監前職業、  

                 原犯罪名、減刑後刑期 

3.再犯﹙率﹚情形：原犯罪名、宣告刑期、再犯罪名、再犯經過時間 

     本篇分析本部部長核示「資料僅供內部參考，以密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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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刑出獄
人數 

減刑罪名
別排行榜 

減刑再犯
入監情形 

矯正機關
收容情形 



   減 刑 及 再 犯 

9611 96年罪犯減刑作業(新竹監獄) 

9712 96年減刑出獄再犯入監概況(桃園女監) 

9711 減刑前後毒品犯分析(彰化看守所) 

9812 桃園女子監獄96年減刑出獄再犯入監概況(桃園女監) 

9812 桃園女子監獄96年減刑出獄再犯入監概況(桃園女監) 

9907 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出獄再犯罪統計分析(臺南監獄) 

9909 近3次減刑出獄與再犯入監人數比較分析(雲林監獄) 

10106 96年罪犯減刑條例出獄及再犯統計分析(南投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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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嚴謹、有效統計達到多面向需求應用 

導入決策思維至重點案件類型 

加強情勢分析與追蹤實證資料 

強化統計分析內涵落實支援決策 




	��統計支援與檢驗�法務政策之成效
	報告大綱
	前  言
	案例一
	輿論要求提高酒駕犯刑責以遏阻酒駕行為
	刑法第185條之3(不能安全駕駛罪)歷史法條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受刑人人數(100年1月-102年9月)
	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入監受刑人人數(100年1月-102年9月)
	不能安全駕駛罪在監受刑人人數(100年1月底-102年9月底)
	不能安全駕駛罪在監受刑人人數(100年1月底-102年9月底)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統計支援與政策檢驗
	投影片編號 21
	案例二
	馬總統上任後，迭有施行減刑的建議，�    希能以減刑解決監獄超額收容問題
	102年底矯正機關超額收容率達18.7%
	投影片編號 25
	九十六年罪犯減刑
	提供資料-減刑、假釋及期滿出獄受刑人再犯率
	減刑作業歷程
	1、減刑前規劃工作
	1、減刑前規劃工作-預估得減刑人數
	1、減刑前規劃工作-建立減刑統計資料
	1、減刑前規劃工作-規劃施行當日通報機制
	2、減刑期間統計工作-施行當日
	2、減刑期間統計工作
	3、減刑後再犯追蹤統計
	99年度工作計畫--96罪犯減刑條例實施成效探討
	3、減刑後再犯追蹤統計
	結 語
	投影片編號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