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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犯罪學者 Gottfredson and Hirschi（1990）主張自我控制理論（self-control theory），認

為低自我控制者較易傾向於犯罪。首先請闡述低自我控制之特徵，其次請說明低自

我控制之形成來源。（25 分） 

二、赫胥（Hirschi, Travis）的社會控制理論（又稱社會鍵理論）一直是犯罪及偏差行為

的重要理論，也是控制理論的主要版本。過去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檢驗該理論而獲得

支持。請闡述該理論之內涵及根據該理論，家庭可有那些作為而能預防犯罪或偏差

行為？（25 分） 

三、過去 20 至 30 年來對「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策略之研究與評

估，逐漸發現情境犯罪預防的有效性，並可與刑事執法策略形成互補。但情境犯罪

預防可能發生「犯罪轉移」（displacement of crime）、「利益擴散」（diffusion of benefit）
或「效應消失」的現象。請分別闡述情境犯罪預防之意義、犯罪轉移之意義與類型

及利益擴散與效應消失之意義。（25 分） 

四、犯罪往往對被害者造成嚴重傷害或損失，各國因此均加強對被害者之保護與救助。

一般而言，各國對犯罪被害者有那些救助與補償措施？請分述之。（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