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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受刑人性別統計分析 
法務部統計處 

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矯正機關亦面臨入監高齡受刑人增加的衝擊，造

成監內受刑人結構的改變。 

為瞭解老年受刑人1犯罪、身心及在監適應狀況，作為釐訂矯正政策及

辦理戒護管理、衛生醫療照護、教化輔導等業務之參據，本部統計處與矯正

署及所屬矯正機關於 100 年 6 月 15 日至 30 日實施「在監老年受刑人調

查」，以 100 年 4 月 30 日前入監且同年 6 月 30 日在監之老年受刑人，就其

家庭支持、健康及醫療資源使用、在監適應及處遇需求等情形進行調查，並

結合獄政公務統計系統，就入監前犯罪狀況、家庭狀況、職業狀況及身心狀

態，彙整各項統計資料。 

本文係將前揭統計及調查結果，摘取與性別相關者加以分析，提供參

考。 

一、老年犯罪情形 

(一)定罪人數 

1.老年犯罪者人數逐年上升，性比例呈下降趨勢，100 年為 419。 

近 7 年（94 年至 100 年）全國地方法院檢察署執行裁判確定有罪

案件中，60 歲以上人數由 94 年 3,838 人占全部有罪人數（不含法人）

3.0%，增加至 100 年 9,184 人占 5.3%，人數成長 1.4 倍，比重則增加

2.2 個百分點。 

依性別觀察，男性老年犯罪者自 94 年 3,267 人增加至 100 年 7,416

人，平均年增率 14.6%；女性老年犯罪者則自 94 年 571 人增加至 100

年 1,768 人，平均年增率 20.7%，較男性多 6.1 個百分點，性比例2爰自

572 降至 419。（詳圖 1） 

                                                 
1
犯罪學上老人通常指 60 歲以上之人，本文所謂「老年受刑人」，係指在監年滿 60 歲以上之受

刑人；「老年犯罪者」係指地方法院裁判確定有罪送檢察署執行之年滿 60 歲以上定罪者。 
2
性比例：係指每百位女性所當男性人數，即男性人數/女性人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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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老年犯罪者所犯罪名中，男性以公共危險罪及賭博罪犯者居多數，女

性則以賭博罪及竊盜罪較高，兩者略有不同。 

近 7 年男性老年犯罪者所犯罪名中，前三名依序為公共危險罪、

賭博罪及竊盜罪；女性則以賭博罪、竊盜罪及傷害罪較多，犯罪類型

排序略不同於男性。(詳表 1) 

表 1 老年犯罪者前 3 大罪名－性別 

項目別 
男性 女性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94 年 
~100 年 

公共危險罪 
9,559 人 

賭博罪 
5,526 人

竊盜罪 
3,973 人 

賭博罪 
2,078 人 

竊盜罪 
1,000 人 

傷害罪 
598 人 

94 年 
公共危險罪 

632 人 
賭博罪 
438 人 

傷害罪 
328 人 

賭博罪 
90 人 

傷害罪 
72 人 

偽造文書印文罪

54 人 

95 年 
公共危險罪 

766 人 
賭博罪 
545 人 

竊盜罪 
394 人 

妨害投票罪

154 人 
賭博罪 
153 人 

竊盜罪 
90 人 

96 年 
公共危險罪 

1,170 人 
賭博罪 
759 人 

竊盜罪 
540 人 

賭博罪 
301 人 

竊盜罪 
147 人 

妨害投票罪 
79 人 

97 年 
公共危險罪 

1,358 人 
賭博罪 
827 人 

竊盜罪 
663 人 

賭博罪 
267 人 

竊盜罪 
170 人 

傷害罪 
76 人 

98 年 
公共危險罪 

1,583 人 
賭博罪 
925 人 

竊盜罪 
620 人 

賭博罪 
306 人 

竊盜罪 
166 人 

妨害風化罪 
86 人 

99 年 
公共危險罪 

1,883 人 
賭博罪 
986 人 

竊盜罪 
656 人 

賭博罪 
395 人 

竊盜罪 
174 人 

偽造文書印文罪

99 人 

100 年 
公共危險罪 

2,167 人 
賭博罪 
1,046 人

竊盜罪 
781 人 

賭博罪 
566 人 

竊盜罪 
205 人 

傷害罪 
1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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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監人數：新入監男性老年受刑人占老年受刑人比例超過九成二，女性

不及一成。 

近 7 年新入監受刑人人數，先上升後下降，以 97 年之 4 萬 8,234 人

達最高峰，之後逐年下降至 100 年 3 萬 6,459 人，其中新入監老年受刑

人卻逐年增加，由 94 年之 669 人上升至 100 年 1,295 人。 

以受刑人性別結構觀之，近 7 年全部新入監受刑人中男性占

90.0%，而男性老年受刑人則占老年受刑人 92.2%，比重略高於前者。 

(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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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監情形 

1.在監女性老年受刑人占老年受刑人比例有下降趨勢，100 年底為

6.4%。 

96 年實施減刑條例使得該年年底在監受刑人人數降至 4 萬 461

人，97 年以後又逐年增加至 100 年底 5 萬 7,479 人，7 年中女性受刑人

所占比例由 94 年底之 7.2%逐年上升至 100 年底 8.4%。 

在老年受刑人部分，亦以 96 年底 826 人最少，而後逐年增加至

100 年底 1,808 人，至於女性受刑人的比重則與全部年齡者相反，由

94 年底之 8.4%逐年下降至 100 年底 6.4%。。 (詳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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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監兩性老年受刑人均以犯「毒品罪」者最多，男性老年受刑人中毒

品犯 432 人比率 25.5%，女性老年受刑人中毒品犯 30 人則占 26.1%。 

觀察 100 年底在監老年受刑人所犯罪名中，以「毒品罪3」462 人

占 25.6%最多，惟較未滿 60 歲者毒品罪之比重少 19.0 個百分點；如以

性別觀之，女性老年受刑人中毒品犯 30 人占 26.1%，與男性老年受刑

人中毒品犯 432 人比率 25.5%，差異不大，不像未滿 60 歲之受刑人，

女性毒品犯比重 66.0%遠高於男性之 42.5%。 

至於老年受刑人排名第二及第三的罪名，男性為「妨害性自主

罪」12.7%及「殺人罪」12.0%，女性則為「偽造文書印文罪」14.8%

及「詐欺罪」11.3%，其餘均不及一成。無論男性或女性，犯罪類型明

顯不同於全部在監受刑人之結構。(詳圖 4) 

 

 
 

 

 

 

 

 

 

 

 

                                                 
3
「毒品罪」含「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肅清煙毒條例」及「麻醉藥品管理條例」。 

圖 4 在監受刑人主要罪名 
100 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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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監老年受刑人調查結果摘要 

本次調查訪問共計完成 1,517 份有效問卷，其中男性計 1,417 人占

93.4%，女性計 100 人占 6.6%，男女比例約為 14:1，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一)犯罪情形 

受查老年受刑人所犯罪名按從一從重原則統計，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例計 410 人占 27.0%最高，妨害性自主罪 204 人占 13.4%次之，殺

人罪 197 人占 13.0%再次之，其餘罪名所占比例均未達一成。 

就性別而言，男性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者所占比例 26.8%最

高，其次為妨害性自主罪占 14.3%，殺人罪占 13.6%再次之；女性以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者占 30.0%居首位，偽造文書印文罪者占 18.0%居

次，詐欺罪占 17.0%再次之。 

表 2  受查老年受刑人犯罪狀況─罪名別 
                       100 年 6 月底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毒品危

害防制

條例

妨害性

自主罪 
殺人罪 竊盜罪 詐欺罪

貪污治

罪條例

偽造文

書印文

罪 

公共危

險罪 
強盜罪 傷害罪 其他

人數 1,517 410 204 197 92 84 71 49 38 37 34 301 

百分比 100.0 27.0 13.4 13.0 6.1 5.5 4.7 3.2 2.5 2.4 2.2 19.8 

性別             

 男 100.0 26.8 14.3 13.6 6.5 4.7 4.9 2.2 2.7 2.6 2.3 19.3 

 女 100.0 30.0 1.0 4.0 0.0 17.0 1.0 18.0 0.0 0.0 1.0 28.0 

 

(二)健康及醫療情形 

在監老年受刑人有 83.5%患有慢性疾病，女性罹患慢性疾病所占比

例為 94.0%，高於男性的比例 82.7%。兩性均以罹患「循環系統疾病」

為最多，惟女性之比例達 80.9%，明顯高於男性之 64.0%。 

在監老年受刑人身體機能有異狀者占 45.5%，女性身體機能有異狀

者比例為 59.0%，明顯高於男性比例 44.5%，男女老年受刑人身體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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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異狀之前 3 名均相同，依序為「視覺障礙」、「行動不便」及「聽覺

障礙」。 

在監老年受刑人自認心理精神有異狀者占 40.5%，女性自認心理精

神有異狀者占 44.0%，高於男性比例 40.3%，男女老年受刑人心理精神

有異狀之前 3 名均相同，依序為「健忘」、「長期失眠」及「焦慮」。 

表 3  老年受刑人身體及心理狀況 
                        100 年 6 月底  單位：%

項 目 別 總計 有 無 P 值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罹患慢性疾病情形 100.0 83.5 16.5 0.003       
 男 100.0 82.7 17.3   循環系統(64.0%) 內分泌(33.1%) 骨骼肌肉(27.1%)

  女 100.0 94.0 6.0   循環系統(80.9%) 骨骼肌肉(55.3%) 內分泌(43.6%) 

身體機能問題 100.0 45.5 54.5 0.005       
 男 100.0 44.5 55.5   視覺障礙(43.9%) 行動不便(34.4%) 聽覺障礙(27.4%)

  女 100.0 59.0 41.0   視覺障礙(55.9%) 行動不便(37.3%) 聽覺障礙(28.8%)

心理或精神狀況 100.0 40.5 59.5 0.466       
 男 100.0 40.3 59.7   健忘(56.9%) 長期失眠(35.0%) 焦慮(17.9%) 

  女 100.0 44.0 56.0   健忘(59.1%) 長期失眠(45.5%) 焦慮(20.5%) 

說明：P 值小於 0.05 表示有兩性對該答項存在顯著差異。 

 

(三)在監適應情形及處遇需求情形 

1、兩性老年受刑人對各項需求排名 

關於老年受刑人在舍房內的主要活動，請受查者最多勾選三項，

男性前三名為「閱讀書報(雜誌)」(54.8%)、「聽廣播」(37.5%)及「睡

覺」(26.2%)，女性前三名為「唸經或禱告」(47.0%)、「閱讀書報(雜

誌)」(46.0%)及「聽廣播」(24.0%)。 

詢問全部受查者，「覺得適合老年人活動為何？」，男性以「養

生課程」(49.8%)的比例最高，其次為「宗教活動」(39.3%)，「運動及

球類活動」 (27.1%)居第三位，女性前三名分別為  「宗教活動」

(59.0%)、「養生課程」(58.0%)及「運動及球類活動」(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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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受刑人自入監以來最擔心的問題，兩性均以「疾病纏身」所

占比例最高，「假釋被駁回」居第二位，男性最擔心的問題第三位為

「錢不夠用」，女性則為「與同房同學不和」。 

男性老年受刑人對各項處遇措重要性施排序第一名，亦即覺得最

重要的項目，以「衛生醫療設備」占 30.2%比例最高，「接見辦理」

占 23.2%排名第二，「舍房安排」占 15.9%居第三。女性則以「接見

辦理」占 47.0%排名第一，「衛生醫療設備」占 30.0%居次，「舍房

安排」占 6.0%居第三。 

受查者認為監獄最需要為老年受刑人做的事，兩性均以「優先提

報假釋」所占比例最高，其次為「優先醫療照護」，男性需求第三位

為「蓋老年監獄」，女性則為「配業優先考慮」。 

表 4 老年受刑人各項處遇需求前三名(複選) 
       100年 6 月底   

項目別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在舍房主要活動       

 男 閱讀書報(54.8%) 聽廣播(37.5%) 睡覺(26.2%) 

  女 唸經或禱告(47.0%) 閱讀書報(46.0%) 聽廣播(24.0%) 

覺得適合老年人活動       

 男 養生課程(49.8%) 宗教活動(39.3%) 運動及球類活動(27.1%)

  女 宗教活動(59.0%) 養生課程(58.0%) 運動及球類活動(24.0%)

入監以來最擔心       

 男 疾病纏身(27.3%) 假釋被駁回(18.2%) 錢不夠用(9.3%) 

  女 疾病纏身(27.8%) 假釋被駁回(26.5%) 與同房同學不和(12.1%)

對老年受刑人而言 

，何者較為重要： 
    

 男 衛生醫療設備(30.2%) 接見辦理(23.2%) 舍房安排(15.9%) 

  女 接見辦理(47.0%) 衛生醫療設備(30.0%) 舍房安排(6.0%) 

認為監獄最需要為老

年受刑人做哪些服務 
   

 男 優先提報假釋(25.6%) 優先醫療照護(24.8%) 蓋老年監獄(9.6%) 

  女 優先提報假釋(38.4%) 優先醫療照護(22.1%) 配業優先考慮(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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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老年受刑人對各項處遇之重要度與滿意度 

依據各項目的重要度及滿意度平均分數在平面座標上描繪座標

點，各座標點將落在四個區域中的某一區域（詳圖5），平面座標上

的各區域分別代表不同的意義，第Ⅰ區：主動執行區－重要度與滿

意度均高於各項平均，第Ⅱ區：繼續維持區－重要度低於各項平

均，但滿意度高於各項平均，第Ⅲ區：次要改善區－重要度與滿意

度均低於各項平均，第Ⅳ區：急待改善區－重要度高於各項平均，

但滿意度低於各項平均；老年受刑人對各項處遇之重要度與滿意度

如下圖所示。 

 

圖5  老年受刑人各項處遇措施重要度-滿意度模型 

 

 

 

 

 

 

 

 

 

 

 

 

 

 



- 10 - 

3、兩性老年受刑人對各項處遇之重要度與滿意度 

為進一步了解兩性老年受刑人之各項處遇情形，特就男性及女

性重要度及滿意度探討如下： 

第Ⅰ區：主動執行區－重要度與滿意度均高於各項平均 

兩性均落在此區域的處遇項目計有「接見辦理」、「衛生醫

療設備」、「舍房安排」、「看診次數與時間」4項，女性之「飲

用水」亦落於此區。 

此區域表示老年受刑人重視上述處遇，且對其目前的執行表

現有較高的滿意度，應繼續維持目前執行品質的優勢項目。 

第Ⅱ區：繼續維持區－重要度低於各項平均，但滿意度高於各項平

均 

兩性均落在此區域的處遇項目有「社會團體與志工的輔導幫

助」及「作業安排」2項。 

此區域表示老年受刑人目前雖不太重視上述處遇，但滿意度

很高，故應繼續保持目前的高滿意度，並持續觀察其重要度的變

化。 

第Ⅲ區：次要改善區－重要度與滿意度均低於各項平均 

兩性均落在此區域的處遇項目有「文康活動的安排及內容」

及「洗澡水」2項，男性之「飲用水」則落於此區。 

此區域表示老年受刑人對上述處遇不是非常重視，而滿意度

也不是非常高，這些處遇項目雖非必須立即採取改善對策，但矯

正機關仍應探討其不滿意的原因，規劃改善的方法，待一旦受重

視的程度提高，則可立即提出改進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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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主動執行區Ⅱ繼續維持區

Ⅲ次要改善區 Ⅳ急待改善區

接見辦理

舍房安排

衛生醫療設備

55.0 

看診次數與時間

伙食供應

飲用水

洗澡水

作業安排

文康活動的安排及內容

社會團體與志工的輔導及幫助

60.0

100.0

20.0 85.0

滿

意

度

重要度

兩性平均 55.0

男性

女性

男性平均 86.0

女性平均 90.9

第Ⅳ區：急待改善區－重要度高於各項平均，但滿意度低於各項平

均 

兩性均落在此區域的處遇項目僅「伙食供應」1項，而此項目

中女性滿意度明顯高於男性。 

此區域表示老年受刑人相當重視在監伙食之供應，但對目前

機關提供的伙食覺得有必要儘速提出改善策略，俾以提升其在監

生活品質。 

綜合而言，兩性老年受刑人對於10個處遇項目，幾乎均落在同一

區，僅「飲用水」1項男性落於第Ⅲ區，女性落於第Ⅰ區，換言之，

女性對於飲用水供應的重視度及滿意度均高於10項平均，而男性受

刑人則對飲用水供應的重視度及滿意度均略低於10個處遇項目之平

均值。 

     圖 6  兩性老年受刑人各項處遇措施重要度-滿意度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