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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犯罪學申論試題解析 

 

一、 雖然官方犯罪統計資料顯示，暴力犯罪數量遠低於財產犯罪，但前者造成之危害與 影響往往大

於後者。試以社會學習理論解釋暴力行為之產生，並說明此理論對預防 或減少暴力犯罪之啟示。

（25 分） 

【擬答】： 

一、本題涉及社會學習理論與暴力犯罪之概念說明，悉援引題示分析論述如下： 

（一）社會學習理論的要義： 

該理論認為人類的學習是個人與其社會環境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人類的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個

體自出生就無時無刻、不知不覺中學習他人的行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行動、思想、感覺以及對事

物的看法，終於變成一個為家庭及社會所接受的社會人。而這一連串的學習活動，所涉及的刺激反應，

都是社會性的，所以被稱為社會學習，而這種學習又是個體習得社會行為的主要途徑。 

（二）對於暴力犯罪成因之敘述與對其之防治： 

1.攻擊行為之取得：攻擊行為並非天生的，而是學習得來，學習的來源包括下列三項→ 

（1）生物因素：攻擊行為受到神經生理機制之影響，包括反應的型態、學習的速度等。 

（2）觀察學習：主要有三個來源，分別為家庭成員之強化、人們所處次級文化之影響、大眾傳播媒體

所提供之表徵仿同影響。 

（3）直接經驗之學習：攻擊行為亦可透過自身經驗而決定何種攻擊行為為恰當。 

2.攻擊行為之激起： 

（1）嫌惡之教唆者：當個體身體受到攻擊、言語侮辱、生活條件不利之變化，或行動目標受阻時，就

可能會出現攻擊行為。 

（2）正面效果之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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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楷模之教唆者：看過他人表現過攻擊行為的人較容易採取攻擊行為，其理由包括暗示、抑制解除、

攻擊情緒喚醒等。 

（4）教導性之教唆者：個體絕對接受權威之指導而呈現攻擊行為，如士兵警察奉命攻擊或驅趕群眾。 

（5）妄想之教唆者：當個體不能有效地和現實生活經驗相連結時，而被幻覺操控，此時可能因而表現

出攻擊行為。 

3.攻擊行為之持續與強化： 

（1）外在增強：例如外在之報酬可以促使攻擊行為增強。 

（2）懲罰之結果：懲罰之結果將決定攻擊行為是否安全，進而影響行為之持續與否。 

（3）替代性增強：若個體觀察到某行為會受到酬賞，則他會學習到該行為，若他觀察到某行為會受到

懲罰，就會抑制該行為之產生。 

（三）因暴力犯罪實導因於人類之攻擊行為是故若能抑止攻擊行為，即能有效防止暴力犯罪之發生。 

 

二、 試以標籤理論申論針對輕微案件之犯行者施以社區處遇之優點。（25 分） 

【擬答】： 

二、本題涉及標籤理論與社區處遇之概念，悉援引題示分析論述如下： 

（一）標籤理論認為，人終其一生都會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偏差行為，這是正常的現象，標籤理論稱

之為「原始偏差行為（Primary Deviance，或稱初級偏差行為）」。雖然如此，人卻不一定會就此走

上犯罪生涯，大多仍然能夠保有良好的行為分寸。不過一旦原始偏差行為被施以某種社會控制（尤其

是正式的社會制裁，例如刑罰），行為人立刻就得到旁人施加的社會減等標籤（social degrading 

label）。行為人被貼上社會減等標籤後，遭遇到社會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例如旁人開始會以標籤描述

的內容檢視及解釋行為人過去的所作所為，稱為「追溯既往的閱讀」），終於使行為人本身也開始發

生自我概念的認同轉變，而改變行為，使自己的行為更符合標籤的描述（稱為「自我預言的實現」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1%8F%E5%B7%AE%E8%A1%8C%E7%82%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1%E7%BD%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8%AF%81%E9%A2%84%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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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的戲劇化」）。因此繼續犯下「衍生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或稱次級偏差行為）」，

成為一個嚴重的犯罪者。 

（二）社區處遇具有下述之正面特色：  

1.符合刑事政策潮流，並普受刑事政策界支持社區處遇在刑罰之執行上，日益扮演著重要之角色，近 年

來其在歐美諸國處於極為熱絡的境界，紛紛採行。 

2.去除監禁人格化，利於犯罪人復歸社會其次，有關監獄問題之研究大致指出，監禁刑罰之執行具有部

份負作用，如自主性之剝奪及安全感之喪失等，受刑人 尤其可能受到監獄化之負面影響，而附和偏差

次級文化。因此，晚近刑罰專家乃強調對短刑期初犯者，宜 盡量避免採行監禁刑罰，而以刑罰較寬鬆

之社區性處分代之。社區處遇之所以成為未來刑罰執行之趨勢，係有助於分散及瓦解受刑人偏差次級

文化之形成，減輕受刑人與管 教人員之對立衝突狀態。尤有甚者，傳統之監禁處遇，將受刑人隔離於

其家人、 職業(學業)、鄰里之外，非但是社會的消費者，而且還衍發出更多的社會問題，例如：家庭

破碎、殘缺的親子關係、自尊與 社會地位的貶損等，而社區處遇除避免產生這些問題外，仍能致令其

成為社會具生產力與價值之一員。例如，國內學者認為 觀護人之個案負擔過重，導致根本無法切確地

執行監督輔導，而使此一善良之制度受到強烈之質疑。 

3.可舒緩監獄擁擠問題，利於犯罪人教化世界各國之犯罪矯治機構均面臨嚴重超額監禁人口之壓力，我

國亦不例外，監獄受刑人擁擠問題係九○年代我國刑事司法體系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 

4.符合刑罰經濟及成本效益原則社區處遇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最引人注意。 

5.激發出更理性而完善的保護與懲罰兼顧之社區處遇措施「保護與懲罰兼顧之社區處遇措施」係指犯罪

人刑罰之延續，而介乎監禁與觀護處遇之間的懲處措施。保護與懲罰兼顧之社區處遇措施因係介乎觀

護處遇與監禁變通方式，該措施較觀護處遇嚴苛，卻遠較長期監禁經濟，故已 逐漸引起美國司法決策

者青睞。此措施除對社會提供更大保安力量外，亦提供犯罪人更多協助。  

（三）綜上所述，社區處遇可避免對於犯罪人加以烙印，避免其因被貼上社會減等標籤而產生次級偏

差行為，有效促使犯罪人回歸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