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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隨堂測驗第三回 

許展維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瑪札（David Matza）和西克斯（Graham Sykes）對犯罪副文化理論有何看法？他們所提出的

「中立化理論」（Neutralization Theory）認為許多青少年在犯罪後常如何合理化其犯罪行為？ 

 

 

 

 

 

乙、測驗題部分 

（ ）1. 「環境犯罪學」（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是當代對於警務工作影響甚鉅的犯罪學

理論。有關「環境犯罪學」所衍生的副作用，下列何者錯誤？ 

(A)犯罪轉移（Crime Displacement） (B)犯罪不滅（Crime Non-Extinction） 

(C)效應滅失（Effect Extinction） (D)利益擴散（Diffusion of Benefits） 

（ ）2. 某甲與被害人某乙為好友，經常一起飲酒聚賭唱歌。一日，兩人再次飲酒聚賭，某乙

懷疑某甲作弊，某乙生氣拿出隨身刀械向某甲揮舞，某甲隨即拿出隨身攜帶槍械，朝

某乙開槍，致某乙死亡。請問根據犯罪學者沃夫岡（M. Wolfgang）的觀點，某甲此

項犯罪本質為何？ 

(A)組織犯罪 (B)慢性犯罪 (C)被害人促發殺人 (D)親密關係殺人 

（ ）3. 犯罪學家傑佛利（Jeffery）對於犯罪學理論之建構，貢獻卓著。有關傑佛利所提出的

犯罪學理論，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 1960 年代，提出社會疏離理論（Social Alienation Theory），在該理論中提出三種

疏離型態，導致青少年朋友容易陷於犯罪：個人疏離、團體疏離與法律疏離 

(B) 1970 年代，提出生物社會學習理論（Biosocial Learning Theory），為一個大型之

整合型理論，認為犯罪是多元觀念，強調人類行為包含犯罪行為，都是大腦與環

境發生交互作用下的產物，研究犯罪問題，生物與遺傳因素不能偏廢 

(C) 1930 年代，提出文化衝突理論（Cultural Conflict Theory），認為犯罪的產生，都

是衝突的結果，特別是對於少數族裔和低下階層少年而言，他們的行為準則與規

範會和主流文化衝突，以犯罪來調適自己。因此，社會上並沒有犯罪問題，只是

有一群人遵守與主流社會不同的準則或規範而已 

(D) 1970 年代，提出經由環境設計預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主張立即的環境對於犯罪行為的發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

犯罪預防工作，必須從立即的周遭環境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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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關無被害者犯罪（Victimless crime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從刑法的觀點來看，無被害者犯罪係指犯罪行為會造成法益侵害 

(B)無被害者犯罪具有合意參與的特徵，因而造成執法較為困難 

(C)根據我國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毒品依其取得性而分成三級 

(D)性交易（賣淫）不屬於無被害者犯罪的範疇 

（ ）5. 根據日常活動理論，配戴昂貴的黃金首飾可能成為促使犯罪發生三個要件中的那一

項？ 

(A)仇恨犯罪 (B)有動機的犯罪者 (C)適合的標的 (D)缺乏有能力的監控者 

（ ）6. 有關桑普森與勞伯（Sampson and Laub）所提倡的「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

之敘述，何者錯誤？ 

(A)結構變項（性別、年齡、種族等）透過家庭控制和學校控制的中介作用，解釋兒

童和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 

(B)兒童時期至成年期的犯罪行為具有延續性 

(C)「社會資本」係指個人的財富與學經歷，對個人是否會從事犯罪行為具有影響 

(D)社會控制與自我控制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犯罪行為，但在生命歷程中，自我控制不

是影響犯罪的唯一因素 

（ ）7. 傑佛利（Jeffery）提倡「社會疏離理論」，藉以說明犯罪的原因，有關這個理論的敘

述，何者錯誤？ 

(A)企圖整合犯罪心理學與衝突理論，用以說明犯罪發生的原因 

(B)社會中的社會互動，如果遇缺乏人際關係、愈隔閡疏離、愈沒有守望相助、愈沒

有社會規範，則犯罪發生率愈高 

(C)都市貧民區的青少年犯罪率較高，乃因他們來自較下階層的社會經濟團體，且屬

少數民族，有嚴重的社會疏離感 

(D)社會疏離分成三種型態：個人疏離、團體疏離以及法律疏離 

（ ）8. 高佛森和赫胥（Gottfredson and Hirschi）宣稱他們的自我控制理論（Self-control theory）

能解釋？ 

(A)只有暴力行為  (B)只有財產犯罪 

(C)所有不同的犯罪行為 (D)資本社會中之暴力犯罪 

（ ）9. 有關犯罪學者傑佛利（Clarence Ray Jeffery）提出社會疏離理論（Social Alienation 

Theory）中之型態，下列何者錯誤？ 

(A)團體疏離（Group Alienation） (B)法律疏離（Legal Alienation） 

(C)區位疏離（Location Alienation） (D)個人疏離（Individual Alienation） 

（ ）10. 有關少年犯罪相關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瑪札（Matza）和西克斯（Sykes）的中立化理論主要在解釋年輕人如何學習到合

理化犯罪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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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雪林（Sellin）認為青少年犯罪是低階層青少年不能藉著合法的手段，而達到中產

階級的價值水平，對其挫折反應的一種結果 

(C)克勞渥和奧林（Cloward and Ohlin）主張不同機會結構接觸因素造成青少年犯罪行

為的發生 

(D)蕭氏和馬凱（Shaw and McKay）運用柏格斯（Burgess）的都市成長同心圓理論解

釋芝加哥市的青少年犯罪現象 

（ ）11. 有關刑事司法體系運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其在運作過程中，不會產生「犯罪漏斗效應」 

(B)其執法人員均具有高度之「自由裁量權」 

(C)其在運作過程中，呈現「結婚蛋糕」模式 

(D)其在運作過程中，常產生有權勢與弱勢的兩條不同「傳送帶」 

（ ）12. 有關澳洲學者 John Braithwaite 提出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概念，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犯罪係侵害他人或社區的實質行為 (B)犯罪人被界定為恢復正義的重要角色 

(C)社區扮演修復過程的催化角色 (D)犯罪人的罪責全由刑罰決定 

（ ）13. 有關被害者學研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被害者學研究可以闡明加害者與被害者在犯罪事件中的互動關係及責任歸屬 

(B)被害者學研究全然著重在歸咎被害者的責任 

(C)被害者學擴展犯罪問題的研究領域 

(D)犯罪被害調查研究有助於釐清犯罪黑數 

（ ）14. 下列有關環境犯罪學之論述，何者錯誤？ 

(A)研究重點強調對原因論的理解 

(B)探求犯罪預防對策之一種犯罪學觀點 

(C)著重於犯罪情境中分析犯罪行為 

(D) Brantingham 夫婦是主張環境犯罪學的重要學者 

（ ）15. 桑普森和勞伯發現中止或持續犯罪，卻有共同的機制或過程，下列何者不是其主要途

徑？ 

(A)婚姻/配偶 (B)軍隊服役 (C)矯正學校 (D)自己改變 

（ ）16. 達倫道夫（Dahrendolf）的理論，在當代衝突理論中甚具代表性。下列敘述，何者最

適合說明其論點？ 

(A)達倫道夫將其對權力、社會及犯罪的概念彙整，提出六個原理來說明犯罪的社會

事實（the social reality of crime） 

(B)強調團體間權力的衝突是犯罪問題的核心，沒有一個人在本質上是犯罪的，犯罪

的定義是由權勢階級加以界定 

(C)主張以「正常的對立」（normal antagonisms）及社會內團體的衝突來解釋犯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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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因，較優勢的團體會影響立法而保護其既得利益 

(D)認為社會是一種「強迫性之協調結合」（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亦即，

社會是由各種利益相衝突的團體所構成，彼此間被強迫地集合在一起 

（ ）17. 近年來，無被害者犯罪在犯罪學的研究上相當受到重視。下列有關無被害者犯罪的敘

述，何者錯誤？ 

(A)無被害者犯罪行為常會面臨法律與道德的兩難狀況 

(B)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對於無被害者犯罪的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的發

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C)無被害者犯罪的除罪化主要是奠基於刑法謙抑或法益保護思想而來 

(D)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同，英美採取不同的賭博合法化模式。英國將賭博合法化當成

政府稅收的來源之一；美國則將賭博合法化當成「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 

（ ）18. 柯恩及費爾遜（Cohen and Felson）提出的「日常活動被害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

強調犯罪的發生必須在時空上有那些因素的聚合？ 

(A)缺乏警覺、有吸引力的標的物、有能力及動機的犯罪者 

(B)偏差同儕、合適的標的物、犯罪機會 

(C)預謀、合適的標的物、脫逃路線 

(D)有能力及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標的物、缺乏監控者 

（ ）19. 犯罪學的研究與理論，對犯罪預防對策之形成，息息相關。有關犯罪學研究與理論，

所衍生的犯罪預防對策，下列那一組配對錯誤？ 

(A)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芝加哥區域計畫（Chicago Area Project, CAP） 

(B)不同機會理論（Differential Opportunity Theory）→向犯罪宣戰（War on Crime） 

(C)再整合性羞恥理論（Re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D)慢性犯罪人（Chronic Offenders）→選擇性長期監禁（Selective Long-term 

Incarceration） 

（ ）20. 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中，對於「合適的標的物」（Suitable Target），

費爾遜（Felson）有提出 VIVA 來解釋為何標的物容易成為潛在性犯罪人鎖定之對象。

有關 VIVA 的解釋，何者正確？ 

(A) V 是指物的價值性（value），I 是指物的形象（image），V 是指物的可見性

（visibility），A 是指物的可接近性（access） 

(B) V 是指物的價值性（value），I 是指物的慣性（inertia），V 是指物的可見性

（visibility），A 是指物的可接近性（access） 

(C) V 是指物的價值性（value），I 是指物的慣性（inertia），V 是指物的可見性

（visibility），A 是指物的可獲性（availability） 

(D) V 是指物的獲勝性（victory），I 是指物的形象（image），V 是指物的可見性

（visibility），A 是指物的可接近性（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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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下列何者不是社會秩序控制機構？ 

(A)監所 (B)法院 (C)警察 (D)社工 

（ ）22. 竊盜犯罪是最常見的財產犯罪類型，有關竊盜犯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偶發性犯罪者（Occasional criminal）具有犯罪認同感，偷竊前有經過妥善的計畫 

(B)偶發性犯罪者常以集團方式作案 

(C)對職業竊盜犯（Professional thefts）運用刑罰，其嚇阻效果極佳 

(D)職業竊盜犯普遍認為世界欠缺公平，反社會傾向很高 

（ ）23. 犯罪被害理論中，有關生活方式暴露理論模式（ A Lifestyle/Exposure Model of Personal 

Victimization）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該理論係由辛德廉（M. J. Hindelang）等人於 1978 年所創 

(B)個體被害可能性與其暴露在公共場所時間成正比 

(C)被害事件常發生於生活方式相同之群體中 

(D)與家人相處時間越長，個體的被害機會也越多 

（ ）24. 有關社區處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社區處遇亦稱社區犯罪矯正 

(B)主要基礎理論為社會衝突理論和一般化緊張理論 

(C)中途之家或社區矯治中心之設置，係屬於釋放方案之社區處遇型態 

(D)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措施，係屬於社區監督與社區控制方案之處遇型態 

（ ）25. 有關紐曼（O. Newman）之防衛空間（Defensible Space），下列何者並非其核心概念？ 

(A)守望相助（Neighborhood Watch） 

(B)領域感（Territoriality） 

(C)建物外觀與所處環境（Image and Milieu） 

(D)安全區域（Safe Adjoining Areas）一、試論述佛洛伊德（S. Freud）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的主要內涵及其對犯罪學之貢獻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