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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新北市全般刑案發生及破獲概況

刑案發生率 (左標) 刑案破獲率 (右標)

件/十萬人 %

資源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歷年新低

新北市 105年整體治安情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幅員遼闊，人口數居全台之冠，105 年底警民比１約為 1:557，無論政治、經

濟、人文、治安等各方面，與他縣市相較事繁且責重，鑑於「警力有限，科技無窮」，

透過現代科技整合及運用，以彌補警政人力之不足。新北市朱市長治安白皮書內容中提

出「一個願景」及「三項策略」，讓新北市民安居樂業為願景，以「優質警政、安全社

區」、「服務優先、因地制宜」、「科技建警、偵防並重」為策略，打造新北市成為安全無

虞的居住環境。新北市警察局以「科技建警，建構新北安全城市」為主軸，「降低發生

數，提升破獲率」為目標，全面打擊犯罪、掃蕩治安亂源，提升整體偵防及服務效能，

逐步落實「打造一個讓民眾安居樂業的新北市」之治安願景。 

 

一、新北市 101年至 105 年整體治安表現呈持續平穩、穩中求進之態勢 

新北市全般刑案發生率自

101年每十萬人口發生 1,595.01

件，逐年下降至 105年 1,184.07

件，創歷年新低，5 年間減少

410.94 件(-25.76%)；惟 105 年

較 104 年破獲率微幅略降 0.49

個百分點，自 103 年起破獲率

皆達九成以上；犯罪人口率自

101 年每十萬人口 1,288.58

人，逐年降至 105年 817.17 人，

105 年較 101 年減少 471.41 人

(-36.58%)。整體觀之，刑案發

生率及犯罪人口率呈現逐年減

少，破獲率 102 年起則有逐年

上升之現象，顯示新北市近 5年整體治安表現呈持續平穩、穩中求進之態勢。    

 根據 2017年《遠見雜誌》縣市總體競爭力調查２結果，新北市 10 項客觀治安治理

指標部分，總分在六都排名第 1(蟬連 4 年第 1)、全國排名第 2(僅次於臺東縣)。105 年

有 3項指標居六都之冠－「竊盜案破獲率」、「竊盜案犯罪人口率」及「暴力犯罪人口率」 

 

                                                      
１
 警民比=期中人口數/現有警察官人數，即平均一個員警約需服務的市民人數。 

２
 本項調查為客觀指標，以 105 年統計數據為主，「平均每人警政支出」為 104 年數據；分為九大項目，

其中治安項目計有刑案發生率、刑案破獲率、犯罪人口率、竊盜案發生率、竊盜案破獲率、竊盜犯罪

人口率、暴力犯罪發生率、暴力犯罪破獲率、暴力犯罪人口率及平均每人警政支出等 10 項細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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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遠見雜誌》2017施政滿意度調查

六都比較-警政治安

106年

105年

單位：%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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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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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獲率

(%)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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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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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人)

發生率

(件/

十萬人)

破獲率

(%)

犯罪

人口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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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1 1,232.41 92.66 822.10 266.81 92.76 98.17 6.80 107.04 6.30 2,672.37

74.48 1,184.07 92.17 817.17 232.73 95.95 94.29 5.81 104.33 6.79 2,962.15

六都 1 4 2 2 3 1 1 3 3 1 5

全國 2 7 10 2 7 1 1 7 4 5 17

- 48.34 - 0.49 - 4.93 - 34.08 + 3.19 - 3.88 - 0.99 - 2.71 + 0.49 + 289.78

2 5 3 5 (4) 5 4 5 (4) (1)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附註：1、「平均每人警政支出」項目為104年數據

附註：2、破獲率排名為遞減排序，餘各項排名均為遞增排序

減(增)幅六都排名

平均每人

警政支出

　　(註1)

(元)

104 年

105 年

105年

排名(註2)

105年與104年比較

項目別 總分

全般刑案 竊盜 暴力犯罪

，其中「竊盜案破獲率」95.95%為全

國最高，「竊盜案犯罪人口率」每十萬

人口計 94.29人，為六都最低。104年

平均每人警政支出為 2,962.15 元，顯

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市警

局)在有限資源及高度挑戰的治安環境

下，不畏整體結構複雜，逐步落實市

民對治安之期待。在 2017《遠見雜誌》

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３中代表市民

主觀感受的「警政治安滿意度」，新北

市有 24.5%民眾認為較前 1 年進步(在

六都排名第 5)，較上年增加 4.7個百分

點，由此可見，不僅治安績效讓民眾看得見，也著實讓市民有感並獲得肯定。 

表一  《遠見雜誌》縣市總體競爭力調查－新北市 105 年治安 10 項客觀指標 

 

 

 

   

 

二、新北市 105年犯罪指標４發生率為每十萬人發生 377.99 件，創近 5 年新低 

新北市犯罪指標發生率自 101年每十萬人發生 693.99件，逐年降低至 105年 377.99

件，創近 5年新低，5 年間減少 316.00件（-45.53％），各項犯罪指標皆分別減少－竊盜

220.98 件(-48.71％)、暴力犯罪 15.32 件(-72.50％)、詐欺 55.92 件(-39.99％)、一般傷害

20.90件(-28.40％)、一般恐嚇取財 2.89件(-50.44％)，大致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 

犯罪指標破獲率 101年為 74.29%，自 102年起則呈逐年遞增情形至 104年 93.35%，，

增加 19.06個百分點；惟 105年破獲率 92.81%與 104年比較略降 0.54個百分點。105年

較 101 年比較，竊盜案類破獲率增加 22.79 個百分點最多，且呈現逐年遞增之趨勢，除

                                                      
３

 本項調查為主觀指標，調查期間為 2017年 2 月 21日至 4月 12日，晚間 18：20至 21：45，21縣市共

完訪 1萬 3,659 人，新北市約 700人，抽樣誤差±3.7％（信賴水準為 95％），因宜蘭縣長林聰賢於 106

年 2月入閣擔任農委會主委，故本年度未針對宜蘭縣進行調查。 

４
 犯罪指標係指竊盜、暴力犯罪、詐欺、一般傷害及一般恐嚇取財等與治安最直接關係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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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件/十萬人、％

發生率 破獲率 發生率 破獲率 發生率 破獲率 發生率 破獲率 發生率 破獲率 發生率 破獲率

101年  693.99  74.29  453.71  70.16  21.13  96.14  139.85  74.64  73.58  91.14  5.73  95.11

102年  501.00  83.27  334.19  83.78  10.46  102.42  92.27  72.30  60.32  93.53  3.75  89.19

103年  460.05  88.52  308.47  88.57  8.56  99.71  89.15  85.98  50.29  92.37  3.59  67.61

104年  419.68  93.35  266.81  92.76  6.80  107.04  86.07  93.68  55.84  94.95  4.16  81.21

105年  377.99  92.81  232.73  92.95  5.81  104.33  83.93  90.26  52.68  95.80  2.84  77.88

105年較101年

增減數(百分點)
- 316.00 ( 18.52 ) - 220.98 ( 22.79 ) - 15.32 ( 8.19 ) - 55.92 ( 15.62 ) - 20.90 ( 4.66 ) - 2.89 (- 1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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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新北市竊盜案發生及破獲概況

發生數(左標) 普通竊盜(左標)

破獲率(右標) 占全般刑案比例(右標)
件 %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一般恐嚇取財案類外，其餘案類破獲率均在九成以上。由此觀之，新北市 101 年至 105

年與治安最直接關係案類亦呈穩定狀態。 

表二  新北市犯罪指標發生及破獲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三、新北市竊盜案件５自 101 年至 105 年呈發生率逐年減少、破獲率逐年增加現象；以

普通竊盜占多數，101年起發生數均占竊盜案六成以上 

各犯罪型態中，一直以來竊盜犯罪是發生率較高的案類，也是民眾最能直接感受整

體治安之良窳。近 5 年來，竊盜案占全般刑案比例大致呈下降趨勢，105 年較 101 年下

降 8.79個百分點，且首次非為全般刑案比例最高案類(占 19.66%)，次於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占 23.30%)。 

新北市 101年竊盜案發生數

1 萬 7,821 件，逐年遞減至 105

年 9,251 件，為歷年新低，5 年

間共計減少 8,570 件（ -48.09

％），其中以普通竊盜占最大

宗，101 年起構成比均占竊盜案

六成以上。竊盜發生率自 101年

每十萬人發生 453.71件，逐年降

至 105年 232.73件，5 年間共減

少 220.98件 (-48.71％)。竊盜案

破獲率自 101 年 70.16％，逐年

遞增至 105 年 92.95％，為歷年

新高，5 年間共計增加 22.79 個

百分點，即竊盜犯罪發生數逐年減少、破獲率逐年增加。 

市警局除定期配合警政署執行「全國同步查緝易銷贓場所行動工作」、「稽查套裝機

車阻斷銷贓管道計畫」等相關肅竊計畫，以阻斷銷贓管道外，同時利用最新智慧科技分

                                                      
５

 竊盜案件包括重大竊盜、普通竊盜、汽車竊盜及機車竊盜等 4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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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新北市暴力犯罪發生及破獲概況

強制性交(左標) 強盜(左標) 搶奪(左標)

故意殺人(左標) 其他(左標) 破獲率(右標)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析竊盜熱點，透過領先全國各縣市首創的「情資整合中心」，建構「科技防衛城」，不僅

大幅提高破案率，更使罪犯難以遁形；透過府際合作整合資源運用，搭配「雲端智慧影

像分析及檢索系統」，利用智慧化分析自動追蹤車輛軌跡，除可降低員警耗時調閱影像

的工作負荷，明顯提升預防犯罪及偵辦刑案之效率及防制績效，藉以達到真正遏止竊盜

犯罪之目標。另針對重大竊盜、住宅竊盜及汽車竊盜等案件，以簡訊慰問被害人或其家

屬，並適度答覆偵辦情形，展現強勢執法的決心，提升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能力的信任

度。 

四、新北市暴力犯罪自 101年至 105年呈現發生數逐年降低，破獲率均達九成以上平穩

狀態，以「強制性交」案件為發生比率最高的犯罪類型，其被害人以少年６居多 

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盜、搶奪、重傷害、重大恐嚇取財及強制性

交等 7類。暴力犯罪是指使用暴力進行危害社會的犯罪行動，是最為嚴重的犯罪類型，

亦常成為社會治安指標案件的主要來源。 

新北市 101 年至

105 年暴力犯罪發生數

呈現逐年降低之情

形，破獲率均達九成以

上的平穩狀態，案類中

以「強制性交」案件為

近 5年間發生比率較高

的犯罪類型 (105 年占

27.71％，強盜案並列

之)，但自 101年起比率

有逐年下降趨勢。 

就「強制性交」案觀察，新北市青年嫌疑犯自 104 年起所占比率呈遞增現象，105

年占 24.62%，僅次於成年嫌疑犯(占 52.31%)。近 5 年來「強制性交」案被害人以少年

被害人所占比率最多，101年至 103年均占五成以上。 

市警局配合市府「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運作，持續推動「守護幼苗專案」，運

用市府各局處團隊力量，採取多元合作策略，即時有效解決並充分發揮「跨域治理」之

功能，預防青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以落實兒少保護工作。除此之外，為期迅速、有效

處理暴力及各類突發案件，於容易滋生事端的治安要點進行「超前部署」，啟動「快速

打擊犯罪特警隊」，配合線上組合警力，有效壓制犯罪，並透過區域聯防機制，提升轄

區安全維護層次，以確保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６
警政年齡層分類：兒童係指未滿 12 歲之人；少年係指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青年係指 18 歲以上

24 歲未滿之人；成年係指 24 歲以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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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新北市強制性交案嫌疑犯與被害人分布比率－按警政年齡層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五、新北市 103年至 105 年詐欺案件占全般刑案比例均低於全國，居六都第 4高 

新北市自 101 年

至 105 年詐欺犯罪發

生數占全般刑案比例

大致呈現下降趨勢，

105 年占 7.09％，較

101 年 8.77％下降

1.68 個百分點；若與

六都相較，新北市自

103 年起詐欺案件占

全般刑案比例降至第

4 高且均低於全國占

比，顯示防制作為已

見成效。 

由於詐騙背後成因錯綜複雜，再加上新興詐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刑事局建置「165

反詐騙 APP」， 105年 6月 2日起提供民眾於行動裝置上快速報案，並提供最新詐騙資

訊、以供網路謠言澄清及比對，運用烙碼概念在平臺整合行動裝置關鍵資訊，期以提升

民眾反詐騙意識及達到加乘及加倍預防效果。 

在「警力有限，民力無窮」情況下，市警局透過與金融機構及超商共同合作與協力，

推動「各金融機構加強配合各詐騙工作及建立預防詐騙機制」外，並加強臨櫃關懷及聯

繫管道，遇有可疑人、事、物，隨時提高警覺，必要時立即通報轄區處理；另針對詐欺

車手提領熱點及時段，加強勤務部署及提高見警率，以降低被害發生；在犯罪預防宣導

策略上，擴大宣導族群範疇，依被害族群特性，採分眾、分層、分齡之宣導方式，增加

宣導廣度及深度，以有效減少犯罪被害，保障民眾身家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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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新北市毒品犯罪人口率-年齡別

占嫌疑人比例(右標) 兒童(左標)

少年(左標) 青年(左標)

成年(左標)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六、新北市毒品７嫌疑犯 105 年查獲人數占全般刑案嫌疑犯比率，居各案類之首；毒品

犯罪人口率以青年嫌疑犯最多 

近 5年，就查獲毒品案件觀察，新北市查獲件數自 104年起連續 2 年增加，嫌疑犯

人數則自 103 年起亦有增加情形；105 年查獲毒品件數及嫌疑犯人數皆為最高，分別較

104年增加 1,209件(+13.41%)及 1,417人(+14.04%)。 

依各級毒品查獲數觀察，近 5 年來均以第二級毒品查獲數最多，所占比率最高(介

於 72.56％～78.32％)，第一級毒品則居次高(介於 18.07%~22.42%)。105 年配合部警政

署執行「加強查緝混合型毒品特別行動方案」、「加強查緝新型態毒品計畫」等專案，相

形之下，105年查緝毒品案成效較他年度顯著。 

表三 新北市查獲毒品概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就嫌疑犯人數觀察，新北市

101 年至 105 年毒品嫌疑犯占全般

刑案嫌疑犯比率在 16.57％～35.43

％之間，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值得

注意；若以犯罪人口率年齡別區

分，歷年均以青年最高，餘依序為

成年、少年及兒童。 

 

 

 

                                                      
７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第二級毒品：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俗稱速賜康)、MDMA(俗稱搖頭丸)

及其相關製品。 

 第三級毒品：Ketamine（俗稱 K 他命）、FM2(俗稱強姦藥丸)、硝甲西泮（俗稱一粒眠）、Mephedrone

（俗稱泡泡、喵喵）、西可巴比妥(俗稱紅中)、異戊巴比妥(俗稱青發)、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 

 第四級毒品：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 

 其他：除上述以外，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單位：件、人

查獲數 嫌疑犯數 查獲數 嫌疑犯數 查獲數 嫌疑犯數 查獲數 嫌疑犯數 查獲數 嫌疑犯數

101年  7,762  8,386  1,629  1,751  5,632  6,085  498  547  3  3

102年  7,603  8,076  1,546  1,607  5,546  5,878  505  577  6  14

103年  7,181  8,197  1,610  1,824  5,303  6,047  265  320  3  6

104年  9,016  10,092  1,746  1,994  6,804  7,517  466  574  -  7

105年  10,225  11,509  1,848  2,181  8,008  8,864  367  453  2  11

年別
總 計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第 三 級 毒 品

第 四 級 毒 品

及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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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六都毒品犯罪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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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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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新北市經濟案件之變動

件數(左標) 金額(右標)

0

件 百萬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比較六都毒品犯罪人口率，新北市

102 年至 105 年均居第 2 高，雖然 102

年及 103 年毒品犯罪人口率 (分別為

204.61 人/十萬人、206.95 人/十萬人)較

101年(213.50人/十萬人)略降，排名仍居

六都第 2高。 

對於毒品防制作為上，以「人」為

中心之防制思維，建構緝毒網；以「量」

為目標，溯源斷根、消弭毒品存在，期

有效抑制涉毒者衍生其他犯罪行為，減

少毒品的新生人口及保護青少年免受毒

害之威脅。為貫徹「新世代反毒策略」，新北市與市警局相繼成立「毒品防治辦公室」

及「毒品查緝溯源中心」，以「斷根溯源」、「專責查緝」及「情資整合、檢警合作」三

大主軸作為執行方針，即時將本市毒品人口、新生個案提供相關單位進行保護扶助，藉

以全面掃蕩轄內毒品犯罪、阻斷毒品供應、加強情資整合，並以科技分析工具剖繪毒品

犯罪網絡圖像，確實掌握轄內犯罪趨勢，以「減少毒品施用人口」為願景，配合「降低

需求」、「抑制供需」為導向之毒品防制政策，達到拒毒、防毒、緝毒、戒毒之主要目標。 

七、新北市 105年查獲經濟案件估計金額居六都第 1高   

近 5年來，新北市查獲經濟案

件數自 103 年起呈逐年遞減趨

勢，其中以 105年查獲 763件為數

最少，較 104 年 1,061 件減少 298

件（-28.09％）；105 年各項查緝案

類均減少，其中又以侵害智慧財產

權 456 件，較 104 年 600 件減少

144件(-24.00%)最多。依查獲經濟

案件類別觀之，102 年至 105年以

侵害智慧財產權占經濟案件比率

在 50.43%~66.84%之間居首，違反

金融案件次之。 

與六都相比，新北市查獲經濟案件估計金額自 102年起皆居六都前 3高，其中又以

104年查獲估計金額 41 億 868萬元最高，惟新北市 105年查獲經濟案件估計金額雖下降

為 26億 5,393萬元，仍居六都第 1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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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

智慧

財產權

違反

金融

濫墾林

地、山

坡地

濫(盜)

伐森林

侵害

智慧

財產權

違反

金融

濫墾林

地、山

坡地

濫(盜)

伐森林

侵害

智慧

財產權

違反

金融

產製

、販賣

私劣酒

走私

101年  1,101  433  580  20  6  1,690  498  1,063  43  14  801.52  565.75  203.48  2.64  28.98

102年  1,626  820  681  53  6  2,257  921  1,123  107  23  1,030.56  729.49  258.23  0.24  42.19

103年  1,188  794  232  64  8  1,711  858  551  158  17  1,087.38  726.48  298.89  1.73  21.37

104年  1,061  600  279  57  10  1,636  646  695  151  22  4,108.68  3,674.46  388.46  0.44  42.91

105年  763  456  153  42  6  1,190  474  502  97  8  2,653.93  726.96  1,914.36  0.49  12.10

嫌 疑 犯 人 數 估 計 查 獲 金 額 (百萬元)

總計總計

(人)

年別

查 獲 件 數 (件)

總計

表四  六都查獲經濟案件估計金額之變動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就查獲嫌疑犯人數及估計金額來說，歷年皆以侵害智慧財產權及違反金融兩案類占

最大宗。另就破壞國土類別查獲件數來看，以濫墾林地、山坡地最多，濫（盜）伐森林

次之，其中濫墾林地、山坡地之查獲件數以 103 年最高（在「偵辦濫墾林地、山坡地案

件」工作上，經警政署評核為全國第 1名），104 年居次，且連續 2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坡地金育獎－績優警政機關」殊榮。 

隨著經濟、金融活動邁向國際化、自由化，經濟犯罪已由單純的國內行為演變成複

雜的跨國行為，除利用電腦科技為媒介與國際司法的落差來遂行外，並嚴密查處各類經

濟犯罪案件，加強查緝高利貸放(重利罪)及債務催收公司暴力討債、走私、破壞國土等

犯罪案件，遏阻不法之情事，以維護經濟秩序，保障民眾之權益。 

表五  新北市查緝經濟案件成果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八、結語 

國家社會秩序的安寧，為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石，亦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警察機關

向來對於防制犯罪不遺餘力，尤其身為推動政策方針與保護社會安全的樞紐角色，面對

與日俱增的治安任務，發揮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更是責無旁貸。爰此，市警局以「科技

建警、偵防並重」為策略，落實「廣義治安」與「超前部署」有效打擊犯罪，整合建置

完善的警政科技與管理系統，運用智慧科技執法，建立治安點、線、面安全防護網，增

加偵防力道，突破警政人力之侷限，守護新北市民的全面安全，期以兩者的相輔相成，

讓市民有免於犯罪恐懼的生活空間和環境。 

單位：百萬元

六都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走勢圖

新北市 801.52        1,030.56     1,087.38     4,108.68     2,653.93     

臺北市 1,518.93     1,020.87     2,200.96     4,634.96     2,309.00     

臺中市 350.10        348.26        82.88          301.07        1,038.75     

臺南市 946.93        215.84        1,190.40     137.60        450.52        

高雄市 2,013.69     944.58        974.16        419.88        266.34        

桃園市 188.60        100.64        316.17        132.64        74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