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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局建置有經濟犯罪案件資料庫，將歷年移送之經濟犯罪案件，依犯罪嫌疑人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犯罪類型等不同變項予以建檔，並於每年出刊之經濟犯罪防制工作年報
中，適當呈現各類經濟犯罪統計數據，俾供分析犯罪成因，提出犯罪預防對策。

 為瞭解不同經濟犯罪類型是否存有性別比例之差異，及該等現象背後之成因與代表之社
會意義，本研究檢視本局經濟犯罪資料庫中近20年（92年至111年間）移送經濟犯罪案
件）之性別統計資料，加以歸納、分析及進行討論，期能對刑事司法中之性別研究稍有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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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綜據犯罪學理論及我國本土實證研究認為：

一、經濟環境及社會情勢變遷會影響女性在白領犯罪之犯罪率，當經濟繁榮、社會鼓勵女
性就業、社會對於女性傳統角色期待改變時，女性犯罪率有可能上升。

二、不過，因為現實環境中，女性在職場中有性別天花板之限制，而且女性參與集團性犯
罪之比例偏低，所以女性白領犯罪者之比率仍低於男性。

三、我國女性白領犯罪者，以違反商標法案件者最多，其餘違反銀行法、稅捐稽徵法等比
率亦偏高（引自：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論文資料庫，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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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一）

不同性別從事經濟
犯罪之類型，大致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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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二）

無論係哪一類型之
經濟犯罪，男性犯
嫌之比率均比女性

為高

不同犯罪類型之男
女比率，仍有相當

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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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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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三） 侵占、背信及違反證券
交易法案件中男女犯嫌
之比率，似乎有逐漸縮

小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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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四） 侵占、背信犯嫌性別比
率逐漸縮小之原因，係
因男性犯嫌人數變少、
而女性犯嫌人數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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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四）

銀行法案件尤其可以看
出男女犯嫌人數均逐年
遞增之現象，而男性增
加幅度逐年增加

走私類之犯罪，如違反
菸酒管理法及懲治走私
條例，女性犯嫌人數長

年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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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
一、男性從事走私類犯罪比率遠高於女性

◦ 該類犯罪相較於其他經濟犯罪所需專業知識程度較低，亦無職務信賴關係之違反，似無法獨
以白領犯罪理論說明。

◦ 走私常為集團性行為，且部分與幫派組織掛勾，呼應前述文獻回顧認為「女性參與集團犯罪
之比率偏低」，似可交互映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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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
二、男性違反營業秘密法比率遠高於女性

◦ 實務偵查上，妨害營業秘密之行為大多發生於企業挖角或員工跳槽時之帶槍（技術）投靠，
故營業秘密犯罪者之犯罪動機，絕大部分均與求更好之職業發展機會、更多之薪資、更高之
職務（社會地位）等相關。男女對於頻繁轉職及求取社會地位之態度若有差異，將影響犯罪
動機之形成。

◦ 營業秘密之類型包括技術型（如工程參數、原料配方）及商業型（如客戶名單、業務資訊）
營業秘密，惟因商業型營業秘密在實務上較難舉證，故實務偵查上，多以偵辦侵害技術型營
業秘密為主。而相較於男性，女性在工程或技術行業別之人數較少，也不容易位居管理職，
故依照日常犯罪理論，即減少了犯罪機會及犯罪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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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
三、並未發現女性在違反商標法案件上有較高之比率

◦ 因違反商標法等智慧財產權之案件，除本局外，另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
察大隊（即通稱之保智大隊）專責偵辦。而侵害商標權之案件，一般因案情單純較易認定，
由警方處理居多，並非本局偵辦經濟犯罪案件之主軸，故有可能因此造成分析差異。

◦ 不過，性別差異在商標或侵害著作權案件上，仍係值得注意之現象，不過此部分目前尚無較
為合理之解釋，宜待未來研究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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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
四、侵占、背信及證券交易法案件中男女犯嫌之比率，似乎有逐漸縮小之趨勢

◦ 由於侵占、背信，乃至於證券交易法中之特別背信等罪嫌，均含有白領犯罪所需專業知識高
及職務信賴關係之重要內涵，故非有一定之職務或經濟地位難以為之，故該類犯罪犯嫌性別
之差異，常被視為女性職場發展受限天花板效應之體現。

◦ 本研究發現，侵占、背信及證券交易法案件中男女犯嫌之比率，似乎有逐漸縮小之趨勢，不
過，此係因男性犯嫌人數變少、而女性犯嫌人數持穩，故無法得出女性近年經濟或職務地位
有所提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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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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