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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106)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第 22 屆德國犯罪預防大會

年會及第 11 屆國際論壇，主題為「預防與整合/融合」，是自第 8 屆年會探討與

移民相關議題後再次觸及移民/難民之整合/融合問題。今年國際論壇規劃臺灣專

題，共有 4 篇專題報告發表。該大會極具規模且聲譽卓著，參與該大會年會得以

擴增我國之國際參與度及能見度，藉由本次年會多位學者所發表之移民/難民議

題相關論文，了解德國、奧地利等國家最新移民發展及難民問題之現況，亦透過

臺灣專題發表與與會人員經驗交流，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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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德國犯罪預防大會介紹 

德國犯罪預防大會(The German Congress on Crime Prevention, 以下簡稱大會)

是歐洲非常具有規模的組織，自 1995 年成立至今已逾 20 年，每年年會主題設定

與參與人數之演變如下： 

大會年會舉辦時地 年會主題 
報名 

人數 
備註 

第 1 屆 (Lübeck, 1995) "Municipal Crime Prevention - a 

European Exchange of Experience" 

城市犯罪預防–歐洲的經驗 

168  

第 2 屆 (Münster, 1996) "Crime Prevention Programs and 

Projects in Practice" 

預防犯罪方案和項目實踐 

195  

第 3 屆 (Bonn, 1997) "Developments of Crime Prevention in 

Germany" 

德國預防犯罪的發展 

209  

第 4 屆 (Bonn, 1998) "Total Social Crime Prevention" 

全社會犯罪預防 

314  

第 5 屆 (Hoyerswerda, 

1999) 

"General Social Crime Prevention - 

Projects, Developments, Perspectives" 

總體社會犯罪預防–項目、發展、前

景 

610  

第 6 屆 (Düsseldorf, 

2000) 

"Violence - a Phenomenon of our 

Society?" 

暴力–我們社會的現象？ 

1,214  

第 7 屆 (Düsseldorf, 

2001) 

"Developments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 Challenges for Crime Prevention" 

社會與政治的發展–預防犯罪的挑戰 

1,226  

第 8 屆 (Hanover, 2003) "Migration - Crime - Prevention" 

移民–預防–犯罪 

1,219  

第 9 屆 (Stuttgart, 2004) "Municipal Crime Prevention" 

市政預防犯罪 

1,235  

第 10 屆 (Hanover, 2005)  "Prevention of Violence in the Near 

Local Area"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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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鄰近區域暴力事件 

第 11 屆 (Nuremberg, 

2006) 

"Sport and Prevention" 

體育與預防 

1,442  

第 12 屆 (Wiesbaden, 

2007) 

"Strong Youth - Strong Future" 

強青年–強未來 

1,901  

第 13 屆 (Leipzig, 2008) "Engaged Citizens - Secure Society" 

參與公民–安全社會 

1,744  

第 14 屆 (Hanover, 2009) "Living Solidarity - Securing 

Diversity" 

生存團結–確保多樣性 

2,129  

第 15 屆 (Berlin, 2010) "Education - Prevention - Future" 

教育–預防–未來 

2,728  

第 16 屆 (Oldenburg, 

2011)  

"New Media - Challenges for the 

Crime Prevention?" 

新媒體–預防犯罪的挑戰？ 

2,579  

第 17 屆 (Munich, 2012) "Safe Living in Town and Country" 

城鎮居住安全 

2,333  

第 18 屆 (Bielefeld, 2013) "More Prevention - Fewer Victims" 

更多預防–越少的受害者 

1,946  

第 19 屆 (Karlsruhe, 

2014) 

"Prevention Needs Practice, Politics 

and Science" 

預防需要實踐、政治及科學 

2,306  

第 20 屆 

(Frankfurt/Main, 2015)  

"Prevention pays off. On the 

Economics of Crime Prevention"預防

不負有心人–犯罪預防經濟學 

2,523  

第 21 屆 (Magdeburg, 

2016) 

"Prevention and Freedom. The Need 

for an Ethics Discourse" 

預防與自由–道德論述之需求 

超過

2000

人 

尚未

公布

確認

數字 第 22 屆 (Hanover, 2017) "Prevention & Integration" 

預防與整合/融合 

將近

3000

人 

大會歷年研討主題範圍包括司法、移民、社工、教育、警察、反恐等，參與

者為公共行政、警政、社會、移民行政、司法、NGO、教育、輔導等各領域之決

策者、專家、學者、第一線工作人員等，對於犯罪預防領域的理論與實務經驗交

流極有助益，為歐洲此類會議規模最大者。 

大會於 2015 年第 20 屆年會時公布一份統計數字，除自第 1 屆年會便邀集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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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11 個國家的專家學者與會外，至今，已有來自 86 個國家、超過 1300 位外國

專家學者參與該大會年會。而自 2007 年起，大會更設置國際論壇(Annual 

International Forum, AIF)，提供英文專題演講場域，並已與下列各組織成為永久

國際合作夥伴，包括：歐洲城市安全論壇（法國巴黎）、犯罪預防國際中心（加

拿大蒙特婁）、韓國犯罪學研究所（韓國首爾）、奧地利預防犯罪大會（奧地利格

拉茲）、世衛組織暴力預防聯盟（瑞士日內瓦）及聯合國人居署（肯亞奈洛比）。 

今(106)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第 22 屆年會及第 11 屆國

際論壇，主題為「預防與整合/融合」，是自第 8 屆年會探討與移民相關議題後再

次觸及移民/難民之整合/融合問題。在國際論壇方面，去年國際論壇規劃以韓國

在預防與自由之視角為主題，由韓國犯罪學研究所 3 位學者發表 3 篇論文(詳附

錄一)，分別為： 

一、“Infection Protection versus Fundamental Right”「感染保護之於基本權利」。 

二、“Legal Issues of Drones”「無人機之法律問題」。 

三、“Anti-terrorism Act in Korea”「韓國反恐怖主義法」。 

今年國際論壇則規劃臺灣專題，共發表 4 篇專題報告(詳附錄二)，包括： 

一、黃健助理教授(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之「臺灣性侵害犯罪之群組化軌

跡分析」。 

二、董道興副教授(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教學研究部)之「以系統性文

獻回顧及統合分析模式探討社會處遇對於兒童性侵再犯預防之成效評

估」。 

三、郭佩棻助理教授(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之「運用資料探勘技術定

義竊盜預測因子」。 

四、筆者之「以大數據之精神研析提高在臺行蹤不明外籍勞工自行到案之策

略」(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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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會過程 

本次會議共舉行兩天，大會特別於正式會議前一天晚上，安排外國與會人員

餐敘，除了了解這些遠道而來參加人員的背景，更希望渠等參加此次會議能有最

大收獲，於是，只要事前有報名參加會議展攤（附錄三）介紹行程的外國與會人

員，大會都會指派一位有經驗的會員當導覽員，有任何關於大會的問題都可以經

由導覽員抑或透過導覽員向大會資深人員詢問而獲得解答。 

第一天議程之開幕式，大會執行長在開幕簡報以中文「危機(die Krise)」闡釋

預防犯罪真義，「危」者危險（die Gefahr）也，「機」者機會（die Gelegenheit）

也，亦即，預防犯罪就是：危機中有轉機，預防犯罪就是要把握機會進而防止危

險之發生。 

本次大會邀請漢諾威市市長 Stefan Schostok 致詞，由於 Schostok 市長隸屬

社會民主黨(SDP)，反對 Angela Merkel 接收難民的政策，對於難民危機，SDP 表

達政府必須採取措施，例如，將坐船抵歐之非洲難民遣返送回非洲，並認為該措

施是遏制人口販運的必要作為。此外，對於大會第四次選擇在漢諾威市舉辦年會

亦表達熱誠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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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會長 Kerner 教授則闡釋本次年會主題「預防」與「整合/融合」之真諦，

「預防」、「整合/融合」兩者其實構成一個循環： 

 

首先，「預防」強化並促進「整合/融合」，繼之，「整合/融合」確保大眾生活在一

起並得以安居樂業，最後，一個和樂的團結社會將再強化、再促進「預防」工作。

此外，Kerner 教授亦呼應中文「危機」之於犯罪預防的奧義，相當精采。 

開幕式除了安排官員、大會會長 Kerner 教授等重量級人物發表演說，更於

其中穿插漢諾威市聯合國合唱團（Chor der Nationen Hannover）的表演。 

 

大會執行長 Erich Marks 訪問 

Rashidkan 團長 

 

現場演出飲酒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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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唱團於 2015 年由歌劇演唱家 Mohsen Rashidkan 在漢諾威市近郊醫院的難民

收容所所成立，起初是由 15 位來自不同國家的難民所組成，Rashidkan 團長藉由

選取簡單且知名的德國歌曲，讓團員可以學習德文並了解德國文化，配合此次年

會移民/難民整合/融合之主題，別具意義。 

除了上午開幕式，第一天下午安排有四個場域共進行 9 場專題演講。今年大

會特別邀請美國專家開設美國少年司法論壇，針對美國少年司法案件近況進行討

論。下午與移民/難民議題相關之專題演講，為「難民危機中人口販運之預防」及

「奧地利之移民/難民與犯罪」，由奧地利兩位學者提出： 

一、對於鑑別難民中之人口販運被害人，講者表示，奧地利與德國相比，德國通

常需要較長鑑別時間，而奧地利則可較快鑑別並給予後續協助，其中之差異，

或許可以歸因於難民與有關當局執法人員之間的信任感，惟講者並未提及兩

國所接受難民人數之差異，在龐大的難民人數中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應

更有其困難度。 

二、另外一個值得也常被關注之焦點在於移民/難民犯罪率的探討，移民/難民與

犯罪之間無必然關係，但卻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議題。其實，難民與移民之間

並非等號，兩者之間有清楚不同的規則可遵循。此外，講者亦提到，在奧地

利的監獄有針對外國人犯罪給予特別輔導方案。 

除了年會議程，第一天下午，筆者與另外三位臺灣講者前往漢諾威市中心與

駐德國漢堡辦事處黃秘書見面，黃秘書除了關心會議的議程，也就若於會場遭遇

中國大陸的打壓，希望吾等能在當場向主席提出抗議等應變措施做說明，並對駐

德代表處的相關業務做了介紹。幸運的是，兩天會議由於並無中國大陸學者參加，

原先擔憂受打壓之情事並未發生。 

第二天議程，早上 9 時安排有兩場專題，其中一場與移民/難民領域相關，

為「遷移與整合/融合-最新研究項目之成果」，報告中特別提及，移民國家一直以

來，強調移民整合/融合及多元文化，事實上，整合/融合（integration）、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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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ulturalism）與同化（assimilation）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比較這些不

同概念之優劣相當困難，但近期研究顯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同化（assimilation）

或許較整合(integration)更加優越。 

至於臺灣專題，於上午 10：30 開始，由大會會長 Kerner 教授親自擔任臺灣

專題之主席。Kerner 教授為 Tübingen 大學資深教授，自 2011 年起擔任犯罪學研

究所所長，專長為犯罪學、少年司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Kerner 教授亦是德國

預 防 犯 罪 與 援 助 基 金 會 （ Deutschen Stiftung für Verbrechensverhütung und 

Straffälligenhilfe, DVS）主席及國際犯罪學協會名譽會長（Ehrenpräsident der 

Internationalen Gesellschaft für Kriminologie, SIC/ ISC）。更令人驚喜的是，他曾 6

次受邀來臺發表論文或參加研討會，足跡遍及中央研究院及北中南各大學，由於

Kerner 主席與臺灣深厚的關係，使得這場臺灣專題變得更親切，報告過程亦順利

圓滿。 

 

右起為董道興副教授、郭佩棻助理教授、Kerner 教授、黃健助理教

授及筆者於會後與 Kerner 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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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德國犯罪預防大會，聚焦犯罪之預防，雖移民/難民犯罪問題越來越受關注，

惟細數 20 年來大會設定主題，與移民(難民)議題相關者僅第 8 屆及本次第 22 屆。

一如奧地利 Grafl 教授所說，「外國人」與犯罪之間無必然關係，只是它是一個無

可避免的議題，特別是在這幾年，歐洲大量接受難民後，可以想見的，歐洲難民

犯罪研究亦是重點之一。筆者於本次大會與與會發表移民/難民議題之學者進行

討論，且返國後仍持續互動，未來將針對德國移民政策及難民議題最新發展進行

研究。此外，該大會官網（http://www.praeventionstag.de/nano.cms/jahreskongress-

archiv）收集包括歷年演講文件、參與人員及開閉幕演說影片等完整資料，在研

究犯罪預防相關領域極具參考價值。 

據悉，中國大陸官員學者未曾出席此大會年會，何以這樣具規模且聲譽卓著

之犯罪預防大會沒有中國大陸之學者參與？筆者推測，歐洲對於預防犯罪之探討，

必須立基於人權之上，是故，因中國大陸犯罪預防之舉措，並未考量人權角度，

與大會之基調似不相符，致中國大陸學者並未在這樣的場域出現。 

針對未來參與此大會年會之建議： 

一、此犯罪預防大會極具規模，亦已建立相當高之聲譽，確為值得參加之會議，

如大會未來再有與移民/難民相涉議題、反恐議題及多元團結等相關議題，

建議本署應積極派員參加。 

二、前述曾提及大會積極與全球犯罪相關機構合作結盟，大會會長 Kerner 教授

於此次會議亦曾與吾等提及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建議我國犯罪預防領域之

政府機關、學術單位及學會都能積極參與並建立合作研究關係。 

 

  

http://www.praeventionstag.de/nano.cms/jahreskongress-archiv
http://www.praeventionstag.de/nano.cms/jahreskongress-archiv


9 

 

肆、 附錄 

附錄一：2016 年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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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7 年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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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17 年年會參展展攤部分照片 

 

防制網路霸凌宣導 

 

Goslarer 公民勇氣運動： 

Seeing-Action-Helping 

 

對抗校園暴力基金會 

 

巴登-符登堡邦警政單位 

 

生活中犯罪警示宣導 

 

Aktion BOB： 

防制酒後駕車行動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