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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隨堂測驗第一回 

許展維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部分 

一、試說明「犯罪學」（Criminology）與「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之基本內涵，並比較兩

者之異同為何？ 

 

 

 

 

乙、測驗題部分 

（ ）1. 有關犯罪的定義，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A)犯罪的定義是有絕對標準的 

(B)犯罪行為等同於偏差行為 

(C)犯罪的定義可由三方面予以探討：法律的定義、社會的定義、道德的定義 

(D)刑事司法系統運作的差異性不會影響犯罪被定義的方式 

（ ）2. 下列對於解釋犯罪原因之論述，何者錯誤？ 

(A)18 世紀中葉古典學派提出人基於自由意志而理性選擇了犯罪 

(B)19 世紀初葉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而提出實證學派強調受到環境素質影響而犯罪 

(C)196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提出以反對傳統實證研究的批判學派認為犯罪

是衝突的結果 

(D)1980 年代以後犯罪學者努力於「個別化理論」的工作以便更能完整的解釋犯罪原

因 

（ ）3. 下列有關古典犯罪學派的敘述，何者錯誤？ 

(A)理論重心著重在犯罪人的探討 

(B)認為人在社會上，有自由意志來選擇犯罪或守法行為，以滿足其需要 

(C)強調必須運用刑罰才能達到威嚇犯罪人之效果 

(D)主張「罪刑均衡原則」，亦即刑罰應與犯罪的輕重成正比，才能夠表彰正義 

（ ）4. 下列有關實證犯罪學派之論述，何者錯誤？ 

(A)實證犯罪學派強調行為人主觀主義 

(B)實證犯罪學派強調決定論 

(C)實證犯罪學派強調定期刑 

(D)實證犯罪學派強調自然科學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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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下列有關犯罪心理學基本內涵之論述，何者錯誤？ 

(A)心理分析理論認為晚期生活經驗影響其犯罪行為及人格 

(B)認知理論認為人的認知與道德發展係了解其犯罪行為的重要關鍵 

(C)社會學習理論乃解釋犯罪行為係觀察學習的結果 

(D)生物心理論乃探討生理活動、人格與犯罪間的關係 

（ ）6. 真實發生之犯罪但未記錄至官方統計中，其通稱為何？ 

(A)未破獲案件 (B)犯罪黑數 (C)重矚犯罪 (D)偏差行為 

（ ）7. 有關犯罪學古典學派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興起於十七世紀中古時代的歐洲大陸，興起的國家是義大利與英國 

(B)主要的代表人物為孟德斯鳩（Montesquieu）、伏爾泰（Voltaire）與盧梭（Rousseau）

等學者 

(C)認為人是自由意志（Free will）的主體，有充分的理性與自由去選擇從事為善或為

惡之行為 

(D)國家應該置有刑罰去懲罰犯罪人，而懲罰之場所應該在監獄。力主「放射狀監獄」

（Radial Prison）型態，作為獄政改革先河 

（ ）8. 犯罪學的研究方法中，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根據時間的切入點進行觀察犯罪

人犯罪行為之研究，可以區分為橫斷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與縱貫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對於縱貫研究之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A) 最早採行縱貫研究者，首推哈佛大學 E. Glueck and S. Glueck（1937）在紐約州

少年輔育院針對 1,000 名少年犯所進行長達 10 至 18 年之久的追蹤調查 

(B) 最負盛名的縱貫研究，當屬 M. Wolfgang 與其同僚（1972）針對 1945 年賓州費

城出生的小孩，進行 18 年之追蹤至 1963 年為止，並運用此一追蹤調查資料，

提出「慢性犯罪人」（chronic offenders）一詞 

(C) 縱貫研究可以區分為世代（cohort）、定群（panel）與趨勢（trend）三種，其中 M. 

Wolfgang 等人的「同生群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即屬於世代研究 

(D) 全美所實施的「全國犯罪被害調查研究」（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NCVS），可以說是一種定群研究的代表 

（ ）9. 1700 年代貝卡利亞（C. Beccaria）是最早有系統的分析犯罪原因者，他的主張被稱為

何種學派？ 

(A)生物決定論犯罪學 (B)古典學派犯罪學 

(C)實證學派犯罪學  (D)馬克斯主義犯罪學 

（ ）10. 「罪刑相當」這個概念與犯罪學那一個學派的主張相似？ 

(A)實證學派犯罪學  (B)發展犯罪學 

(C)古典學派犯罪學  (D)社會犯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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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那一種犯罪學觀點，認為犯罪是社會所有人都厭惡的行為？ 

(A)犯罪的共識觀 (B)犯罪的衝突觀 (C)犯罪的互動觀 (D)犯罪的法律觀 

（ ）12. 美國犯罪學家沃夫岡（M. Wolfgang）在 1960 年代研究發現有一群「慢性犯罪人」

（Chronic Offenders），他如何定義這群人？ 

(A)犯罪涉及多名被害人 (B)不斷重複相同犯罪 

(C) 75%的人犯了約一半的犯罪案件 (D) 6%的人犯了約一半的犯罪案件 

（ ）13. 下列何者不是犯罪學研究的主要目標？ 

(A)衡量犯罪行為 (B)瞭解犯罪行為 (C)偵查犯罪行為 (D)控制犯罪行為 

（ ）14. 葛魯克夫婦（The Gluecks）對美國麻州感化院 500 名少年犯及 1,000 名正常少年的研

究，係採取下列何種研究方法？ 

(A)橫斷型研究法 (B)實驗研究法 (C)觀察研究法 (D)縱貫型研究法 

（ ）15. 下列那一個名詞是用來描述「已經發生，但不在各種犯罪統計上出現的犯罪數」？ 

(A)犯罪赤字（deficit of crime） (B)犯罪黑數（dark figure of crime） 

(C)犯罪損失（loss of crime） (D)犯罪短缺（shortage of crime） 

（ ）16. 下列何者提出個體人格結構是由本我（Id）、超我（Superego）與自我（Ego）所組成；

並認為當自我過度追求本我慾望，而不受超我所支配時，則容易產生偏差行為？ 

(A)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B)寇伯爾（Lawrence Kohlberg） 

(C)皮亞傑（Jean Piaget） (D)巴卜洛夫（Ivan Pavlov） 

（ ）17. 有關犯罪學古典學派代表人物 C. Beccaria（1764）對於刑罰之主張，下列何者有誤？ 

(A)人是自由意志的主體，凡達一定年齡者，除精神疾患之外，皆有從理性而行動的

自由意志，對於人世間的是非善惡知之甚詳，並有充分自由，藉以從善去惡，遵

守道義而行 

(B) 如有人捨刑罰不顧，作奸犯科，即屬違背理性、反乎道義，具有可責性 

(C)國家置有刑罰，對於悖理亂常之罪行，應該明確條列並予以制裁，落實「刑罰法

定化」的主張 

(D)刑罰的執行場所在監獄，監獄應該設計為圓形監獄（Panopticon），期以最少人力

發揮最大的戒護力 

（ ）18. 有關刑事司法體系的「漏斗效應」（Funnel Effect）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因為刑事司法人員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結果，刑事司法體系對犯罪案件之處理如漏

斗一般，即進來的多，最後從底端出去的少 

(B)由於政策或人為處理的影響，造成刑事司法漏斗效應的出現 

(C)漏斗效應使刑事司法體系預防功能大受影響 

(D)漏斗效應會明顯增加刑事司法的威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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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下列有關犯罪學與刑事司法之論述，何者錯誤？ 

(A)犯罪學主要在探討社會上犯罪的本質、數量及發生的原因 

(B)刑事司法是在探討處理犯罪和偏差行為之社會控制機構的功能與運作 

(C)刑事司法犯罪控制模式其目標強調鎮壓犯罪其結果如生產裝配線強調效能 

(D)刑事司法機構必須了解犯罪學如何運作及對犯罪和犯罪人的影響 

（ ）20. 下列何種型態的研究係針對同一樣本族群進行長期追蹤，並針對其行為或態度之變化

進行研究？ 

(A)橫斷面研究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B)縱貫性研究 longitudinal research 

(C)訪談研究 interview research (D)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 ）21. 有關不同犯罪測量方法與各人口變項間關聯性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從官方統計的角度觀之，女性犯罪的數量高於男性，且犯罪數量愈嚴重，差異性

愈大 

(B)從自陳犯罪統計的角度觀之，犯罪人與社經地位的高低，呈現出不相關或弱負相

關的現象 

(C)從被害調查統計的角度觀之，被害年齡以成年中期最高，年齡愈大被害機會愈低 

(D)從三種犯罪測量方法觀之，鄉村的犯罪數量遠遠高於都市的犯罪數量 

（ ）22. 下列關於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特色之描述，何者錯誤？ 

(A)刑事司法學家主要在描述、分析、解釋司法機關的功能、運作行為及彼此間的關

係 

(B)刑事司法所涉及的機關，如：法院、警察機關、矯正機關 

(C)犯罪學家主要在探討犯罪的本質、範圍與發生的原因 

(D)犯罪學與刑事司法彼此獨立，沒有重疊的部分 

（ ）23.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係起源於犯罪學的那一個學派？ 

(A)馬克斯學派（Marxist school） 

(B)古典學派（Classical school） 

(C)互動學派（Interactionist school） 

(D)結構功能學派（Structural-functional school） 

（ ）24. 犯罪學雖然是近代的新興領域，而學者針對犯罪的社會現象與事實加以研究後成立的

一門新學問，從 18 世紀開始犯罪學領域的萌芽，經過 19、20 世紀的洗禮，一直到

現今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犯罪學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18 世紀開始進入實證研究學派的領域，強調事實證據，反對以哲學的方式來推論 

(B)古典犯罪學派從 19 世紀的 Beccaria 與 Bentham 開始，以人道主義出發，主張罪

刑法定原則 

(C) 20 世紀開始進入犯罪學蓬勃發展的年代，除了古典與實證學派外，包括心理、社

會以及科際整合的學派雨後春筍般出現 

(D)科際整合觀念的出現，是將過往的犯罪學理論拼湊而成的學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