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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在我國家資通訊

發展方案(2007~2011)原規劃以「創新」為核心概念，推動符合民眾需求的「優質網路社

會」。從政府、企業、家庭到個人，在任何時間地點、運用任何設備都可連上網路，隨

時隨地取得資訊，也可透過網路傳送語音或網路電話與他人聯繫。由於近年國內電信業

務開放，從行動電話、網路、寬頻、數位通信到 3G、3.5G 手機等，發展速度一日千里，

不但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許多犯罪者也在科技衍進過程中，選擇對其實施犯罪更

為有利的設備與技術，進而逃避警察之追緝。 
以自偵查機關角度來看，資通匯流趨勢帶給偵查機關及治安最大之影響，應為犯罪

者充分運用各類新興資通科技及設備實施犯罪，不但擴大犯罪範圍及提升犯罪效率，更

可躲避偵查機關追查，偵查機關也遭遇到高科技偵查技術有待提昇之窘境。 
執法人員往往必須借重專業之人以及工具的協助，始能達到追求事實真相的目的，

因此本研究藉由警政單位利用資訊安全技術及有效管理方法逐一加值開發。有鑑於「警

力有限、民力無窮及資源分享」立意下，本研究希望能從現有的公有停車管理系統之記

錄，找出一些可供警方辦案與尋車的寶貴線索。因此本文以應用的觀點出發，探討利用

目前於網際網路中能查詢之停車費查詢系統結合框架理論，去探討出一套能協助犯罪偵

查模式。 
關鍵詞：資通訊、數位資料、框架理論、犯罪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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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科技應用於犯罪偵查之初探 
-以停車數位多元化查詢系統為例 

1、前言 

1.1 研究動機 

在網際網路的迅速發展之下，為我們帶來了許多便利，許多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都

可以從網路上取得，例如：網路購物、網路轉帳、訂購車票、停車查詢悠遊卡、ETC及

i-Cash電子錢包等等…但隨著這些便利的網路應用，也使得一些人利用這些便利做一些

非法的應用。 

以往大家為了要在網路上註冊，取得一些方便的應用，例如：e-mail註冊、拍賣註

冊、遊戲論壇註冊等…為了要取得這些應用，都必須先註冊，網站上往往會要求輸入真

實資料，甚者，在醫院掛號查詢、運客運輸業訂票查詢、路邊停車費查詢等等系統，都

可能是警察可運用查緝犯罪之資源，若遭不肖份子透過這些資料做一些違法的事，或偵

信業者用以尋人或遭不當利用，將會使得更多個人資料外流，造成現在詐騙集團更猖獗。 

由於網路科技之發達，許多民眾在生活上之行為，均可透過網路及上網工具在虛擬

世界中完成，網路服務提供者為管理使用者資料或計算使用費用，即設計資料保留及更

新機制，保留部分使用者使用各種網路服務時，所從事之行為紀錄；亦或，使用者在網

路所從事之活動，可能因使用者瀏覽或使用網路空間某些功能時，因為網路空間設計而

自動保留使用者於使用之過程及內容，例如使用者於留言板上留言而留下 IP位址、對

話內容及上傳之照片內含 Metadata訊息資料等，上述由網路服務提供者者設計保留或

網路使用者自行留下之使用紀錄，即為網路資料，屬於數位資訊。這些看似平常之網路

資料，只要涉及犯罪，經過偵查人員予以偵查分析過濾，並透過偵查分析專家系統、軟

體偵測或資料探勘（Data Mining）等分析技術（如圖 1），即可成為具偵查價值之資訊 。 
 

 
圖 1：數位資訊轉化偵查資訊示意圖（資料來源：李文章，2006年） 

 

1.2 研究目的 
不論藉由任何的偵查手段，偵辦案件之線索仍以循車、找人為目標，或以電腦相關

軟硬體設備或系統之輔助，或資料探勘（Data Mining）方式，以過往紀錄資料庫，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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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快速找到犯罪人、車之活動範圍，進而縮小過濾資料之數量，迅速掌握破案先機，並

能達到人贓俱獲之目的，證明犯罪行為確屬其人，讓犯罪證據不致遭滅跡。 

在犯罪偵查過程中，蒐集犯罪事證及查緝犯罪對象為最重要之工作。蒐集犯罪事證

係為建構犯罪者之犯罪事實，藉以正式啟動偵查作為。在蒐集一定程度犯罪事實後，偵

查人員即須將重心轉移至查緝犯罪對象，而在任一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在查

緝犯罪對象時，最主要目的及任務，即為確定目標真實身分、確認目標靜態位置及掌握

目標動態行蹤。因此，本研究係透過停管資料的運用，並彙整實際運用系統破獲案件之

案例及偵查人員運用各類網路資料個化及追蹤犯罪者之分析技術，並探討其邏輯及過

程。 

在「數位資訊在犯罪偵查上之應用－以目標軌跡、全球衞星定位系統、電話通聯電

腦分析系統為例」 一文中，認為在目前偵查現況下，偵查人員使用傳統偵查技術從事

犯罪偵查已遭遇一定程度之瓶頸，傳統偵查技術必須結合數位資訊，始符合現代偵查技

術之觀念（如圖 2）。基於此概念，網路資料亦須結合傳統偵查技術，始能符合現代偵查

技術之概念，而本研究之另一目的，即為歸納上述彙整之網路資料分析技術，結合偵查

過程中其他可資運用之非網路偵查資料及偵查技術，建構以網路資料為主之偵查分析模

式，供偵查人員於偵辦案件過程中，可依據不同情境適用，以找尋其他偵查方向及線索。 

 

 
圖 2：犯罪偵查技術結合數位資訊示意圖（資料來源：李文章，2006年）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1.3.1 研究範圍 

本文係在資源分享的角度，希望能從現有的公有停車管理系統之記錄，找出一些可

供員警辦案與尋車的寶貴線索。因此以應用的觀點出發，利用目前於網際網路中能查詢

之停車費查詢系統，協助犯罪偵查。（如圖 3 示意） 

 
圖 3：本研究範圍示意圖（本研究整理） 

1.3.2 研究限制 
本文係以分析比較警政單位在 99年 1月「停車數位多元化查詢系統」（以下簡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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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置啟用後，對於員警執行查緝汽車失竊案件及刑案查處上，能有最快速度發現

失竊或可疑作案交通工具座落位置，讓員警能以最快速度查緝嫌疑犯，達到破獲案件為

目的。並以「停車數位多元化查詢系統」上線日（99年元月初）為基準日，並取得高雄

市地區(含合併前高雄縣地區)之 98、99年汽車失竊發生、破獲及人犯數（如表 1所示），

比較說明如下： 

 
表 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處理刑事案件-汽車失竊發生、破獲及人犯統計表 

分局名稱 98 年 
發生數 

99 年 
發生數 

98 年 
破獲數 

99 年 
破獲數 

98 年 
嫌犯數 

99 年 
嫌犯數 

三民第一分局 69 67 41 39 2 4 
三民第二分局 178 186 156 127 21 21 
左營分局 158 114 74 24 10 12 
小港分局 173 122 119 61 14 7 
新興分局 65 44 25 15 12 1 
苓雅分局 120 102 80 45 11 14 
鹽埕分局 10 6 13 8 2 0 
鼓山分局 127 70 29 27 6 15 
前鎮分局 175 82 45 35 7 9 
楠梓分局 146 131 95 59 13 15 
六龜分局 0 6 9 7 2 0 
岡山分局 202 227 157 153 20 16 
旗山分局 63 85 52 89 17 23 
鳳山分局 466 464 251 184 20 19 
林園分局 271 294 277 273 14 31 
湖內分局 108 131 41 66 8 6 
仁武分局 298 366 213 364 20 21 
總數 2629 2497 1677 1576 199 214 

 
以高雄市 98年與 99年轄區汽車竊盜發生數比較，以 99年發生數 2,497件，較 98

年發生數 2,629件減少 132件，如下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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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汽車失竊發生數統計直條圖 

 
以高雄市 98年與 99年轄區汽車竊盜破獲數比較，以 99年破獲數 1,677件，較 98

年破獲數 1,576件增加 101件，如圖 5所示。 

 

 

圖 5：汽車竊盜破獲數曲線圖 

 
以高雄市 98年與 99年轄區汽車竊盜破獲人犯數比較，以 99年破獲人犯 214人，

較 98年破獲人犯數 199人，增加 15人，如圖 6所示。 

 

 
 

圖 6：汽車失竊破獲人犯數直條圖 

 
從以上數據看來，高雄市轄區 99年汽車竊盜發生數 2,497件，較 98年發生數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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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減少 132件，其表示汽車竊盜發生數是下降的，此數據是可表示小偷比較不敢犯案，

會增加竊盜被發現查獲風險；99年汽車竊盜破獲數 1,677件，較 98年汽車竊盜破獲數

1,576件增加 101件，其表示汽車竊盜破獲數是增加的；此數據是可表示小偷犯案後，

比較容易被人發現車輛蹤跡；99年汽車竊盜破獲人犯 214人，較 98年汽車竊盜破獲人

犯數 199人，增加 15人，此數據是可表示辦案員警可在汽車竊盜發生後，比較容易於

短時間內能發現失竊汽車座落處，研判小偷可能重返取車，進而埋伏守候待小偷取車

時，進行逮捕現行犯，連車帶人一併查獲。 

本文係以高雄市 98年及 99年警政年報轄區汽車失竊盜發生、破獲及嫌疑犯數作一

對照分析。然其中不免因為縣、市合併原因，造成員警執勤態度或未來前途預期心理關

係影響，或因人心浮動均有可能影響防制或查緝績效之正確率。 

 

2、文獻探討 

2.1 資料探勘(Data Mining)與資料庫知識發現(KDD) 

    資料探勘是資訊科學中一項新興且重要的技術 ，Berry與 Linoff於 1997年將資料

探勘定義為：針對大量的資料，應用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進行分析，以找出有意義的關

係或法則 。廣義而言，資料探勘指的是：從儲存於資料庫、資料倉儲或其他資訊貯藏

所中發掘出使用者感興趣的知識之過程，或是針對使用者所提出的問題，自龐大的資料

庫中萃取出有用資訊、資料樣式與趨勢的過程 。根據 Fayyad 等人對知識發現的定義：

由大量資料中取出可信的、新穎的、有效的，並可以讓人們理解模式的處理過程，KDD

是一連串的程序，Data Mining是其中的一個步驟而已。簡言之，資料倉儲是經過處理、

整合後的資料庫，KDD是一種知識發現的一連串的程序，Data Mining只是 KDD的一個

重要程序，它們三者最終的目的，是幫組織取得所需的資訊，為組織取得競爭優勢 。 

 

2.2 日常活動理論  
美國犯罪學家 Lohen與 Felson於 1979年所提出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認為犯罪之所以發生只要是三個變項互相作用下： 

（一）合適的標的物：日常活動之變化對犯罪之選擇有所影響，若愈容易碰到合適且易

侵入的標的物，則犯罪發生的可能性愈大。 

（二）能力的監控者：犯罪者較不會去挑選可能具有危險性或有武裝的對象。監控者包

括機械設計，如圍籬或警報器等，這些物體的設置可以提高監控性，同時約束犯

罪者侵入標的物的可能性。 

（三）有動機的犯罪者：日常活動理論認為，全人口中有動機之犯罪者與犯罪率成正比，

如果犯罪者相信，他們可以用其他途徑達到個人目標，則他們似較無可能去從事

犯罪。相反地，當人們感覺有需要累積財富時，則犯罪動機自然會增加，犯罪率

亦因而有可能會增加 （許春金.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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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犯罪學者 L. Cohen and M. Felson 在 1979年所提日常活動犯罪理論 ，其認

為犯罪是人們日常生活型態的一種結果，且犯罪事件要發生必須有三種要素(M-O-P)在

時空的聚合： 

（一）有能力的犯罪者 (Motivation)。 

（二）犯罪標的物 (Object)。 

（三）抑制犯罪發生者的不在場(Protection) 

 

2.3 資通訊科技與網路服務類型 
2.3.1 資通訊科技意義 

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在我國家資

通訊發展方案(2007~2011)原規劃以「創新」為核心概念，推動符合民眾需求的「優質

網路社會」。 NICI【英文名稱為「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itiative 

Committee」(簡稱 NICI小組) 】方案之修訂，配合行政院六大新興產業之規劃，資通

訊科技發展與「節能減碳」國際趨勢，推動無線寬頻新興應用，將「優質網路社會」之

方向升級為「智慧台灣」；藉由營造產業創新環境，強化經濟體質，加速智慧資本 累積，

提升生活品質，落實永續發展。 

我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鑒於新政府推動「愛台十二建設」，打造「活力經濟」，勾勒

台灣經濟新藍圖，並配合行政院推動「六大新興產業」，修訂「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

(2007~2011)」，以推動「智慧台灣計畫」為主軸，期望以資通訊、光電為基礎，全 力推

動生物科技、綠色能源、觀光領航、健康照護、精緻農業、文化創意等產業發展，落實

「節能減碳」目的，建設台灣成為安心、便利、健康、人文的優質網路社會。 

然而科技進步飛快，為因應資訊化社會與數位匯流之應用趨勢，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已成為未來發展之重點。而我警政單位，亦搭上此順風車，藉此發展警政

科技現代化，並有「警政雲端」一名詞的產生，在「雲端運算」的環境中，使用者可以

安全的將所有資料都存在遠端的一或多個伺服機裡，到哪裡都可以使用，服務商也可隨

時作升級或更動，於是任何一個上網工具，都可以享受網際網路所提供之各種服務。 

 
2.3.2 網路服務類型 
(一)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簡稱 E-mail，是一種可讓文字訊息和電腦檔案透過

通訊網路（如網際網路或區域網路）進行交換之服務項目，通常是終端機間透過網

路及郵件主機等方式進行交換。 

(二)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搜尋引擎在犯罪過程中擔任之角色，以作為偵查工具

為主。偵查人員透過搜尋引擎，可蒐集目標之背景資料，包括目標就讀之學校、任

職之公司、成立之部落格等等，或許可取得目標之聯絡資訊，包括電子信箱或即時

通訊帳號等。 

(三)網站（Web Site）犯罪者用以當作犯罪工具或發生場所之情形較多，而近年網站成

為犯罪被害客體之情形也逐漸增加，網站攻擊之事件頻傳，其動機包括政治因素、

對社會不滿或意圖取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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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路社群（Online Community）網路社群在犯罪過程中之角色，包括犯罪工具、聯

絡工具及偵查工具。 

(五)網路接取（Internet Access）網路接取在犯罪過程擔任之角色，最主要為偵查工

具，對於偵查人員而言，在偵辦案件過程中，最重要者即為掌握犯罪者使用網路接

取服務時所配發之 IP位址，透過 IP位址可以個化身分、確認位置及掌握行蹤，因

此 IP位址在犯罪過程中具有決定性之地位。 

(六)網路電話（Voice Over IP）網路電話為近年來資通訊匯流趨勢中最熱門之科技設

備，也因為網路電話之興起，許多犯罪者均透過網路電話進行犯罪，因此目前網路

電話在犯罪過程中，被用以當作犯罪工具及聯絡工具之情形最為嚴重。 

(七)即時通訊軟體（Isntant Messaging Software）目前市場上所盛行之即時通訊軟體

主要有台灣微軟之 MSN Messenger、Yahoo奇摩之 Yahoo! Messenger、PChome online

之 Skype、蕃薯藤之 YamQQ及最早的即時通訊軟體 ICQ。 

(八)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電子商務係指利用電腦及網際網路進行之商業

活動。使用者透過線上服務他人進行商務活動，包括網路拍賣、網路購物及網路銀

行等，均屬電子商務行為。 

(九)線上遊戲（On-Line Game）在犯罪過程中之角色，在犯罪被害客體部分，包括遊戲

中之角色 ID、遊戲寶物等電磁紀錄，已成為近年網路犯罪中最主要被害客體。 

因此，在資通訊科技進步的今天，警察人員依據法律追查犯罪，必須發現許多認定

犯罪事實藉以論據，而現今科技進步，所利用之犯罪工具、途徑或通訊聯絡器材，現今

從事偵查犯罪之警察人員仍有必要熟知該門路，才得以「其門而入」進而發現犯罪證據

之所在。 

 

3、框架理論與案例分析 

3.1 框架理論 
框架理論是社會科學新近興起的研究取向，一般認為最早提出「框架」概念的學者

Bateson（1972）指出人們在進行社會性遊戲時需要彼此後設溝通，框架出「這是遊戲」

的情境。延伸 Bateson 的觀點， Goffman （1974）提出框架理論以解釋人們如何組織

社會經驗。他以為如果人們無法勾勒出社會經驗的框架（framing），理解此框架所蘊含

的表徵意義（keying），那麼在溝通上會產生某種曖昧，導致人們無法站在同一基準

（footing）互動，而對框架的屬性產生爭執，爭執到最後甚至會造成框架的瓦解。當

一個框架包含某些訊息時，就排除其他訊息，藉此框架中的訊息能排列或組織觀看者的

感知。雖然框架有時能藉語文而被意識，但常沒有明顯指涉，使得主體無法意識到框架

的存在。 

「框架」是人們在理解社會時所用的基本參考架構。換句話說，「框架」是轉換社

會真實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人們或組織藉由「框架」整合訊息、瞭解事實，所以，

「框架」是個人或組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 （臧國仁與鍾蔚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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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犯罪偵查方式有較清楚的認知，本研究主要利用系統查詢偵破之案例來分析，並以

學者林宜隆教授提出的網路犯罪框架(如圖 7 所示)結構來表示無線網路犯罪的分析。 

 

網路犯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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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網路犯罪框架 資料來源：林宜隆，網路犯罪理論與實務第三版，中央警察大學出

版社，2009 年。 

3.2 犯罪案例分析與犯罪推測論證 
透過框架理論分析，將此案例以結構化方式的呈現(林宜隆，2001)，將此案例重要

的資訊，能讓人容易去了解，並容易分析其重要的資訊，如表 2所示。 

 
表 2：資通犯罪分析內容表 

一、犯罪時間 98年 03 月 05日(18:00) 

98年 03 月 07日(01:50) 

二、犯罪地點 
桃園縣、新竹市等地 

三、犯罪事實 

犯罪嫌疑人許○文，無業，曾犯有竊盜、槍砲、詐欺、

妨害性自主、傷害等５１案刑案紀錄，等刑案資料，猶

不知悔改，竟於上記犯罪時、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以自備之萬能鑰匙竊取被害人所有之ＭＫ－９２**

自小客，案經員警埋伏發現嫌疑人許○文前往取車並跟

監至上述拘捕時、地攔檢當場查獲始一併帶案偵辦。 

四、犯罪者剖析 

1.許嫌坦承犯行。 

2.基於 MAZDA車輛較容易下手行竊。 

3.MAZDA自小客車較容易銷贓。 

4.詢據許嫌供稱：因找不到工作故竊車代步，並尋找下

次作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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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犯罪損害 
民眾財產安全。 

六、起訴移送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 

七、犯罪程序流程 
參閱圖 8。 

八、偵查程序流程 
參閱圖 9、10。 

九、查獲贓證物 
警詢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冊、贓證物領據。 

十、鑑識程序及驗證流程 
參閱圖 11 

 

 

3.3 推測犯罪流程 

由前述查獲案件，以及框架理論的分析，本文推論可能犯罪流程，如圖 8所示： 

以許○文為首之汽車竊盜集團專以
MAZDA車輛為犯罪目標

因該MAZDA車輛支鑰匙容易複製開啟

由集團分工選定車輛目標位置

經由分工、把風、接應、下手行竊

得手後作為代步或銷往汽車解體場拆解
零件或銷往大陸地區獲取利益

 
圖 8：資通犯罪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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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擬偵辦過程 
由案例的介紹，以及犯罪流程的推測，本研究模擬警方之偵辦流程，圖二。What to 

do：表示發現了什麼線索，How to do：表示如何偵查，Why to do：由偵辦過程中經過

分析得到的結果。本案件資通犯罪分析之偵查程序流程圖如圖 9所示： 

受理民眾報案

調閱相關失竊前車輛停放位置
車籍資料事證

透過警政資訊系統通報車輛協尋

調閱車輛失竊附近之監視系統

研判車輛遭竊後逃逸路線

透過停車數位多元化查詢系統
調閱車輛失竊後之停放位置

What to do 
 (偵查流程)

How to do
(偵查作為)

Why to do            
  (數位證據資料)

1.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敘明時間和核對身分。
2.通知備勤人員至現場處理。

1.警方查證車輛停放位置，並
求證車輛真正失竊。
2.車主停放位置遺忘，報失竊
協尋。

輸入失竊資料於相關協尋系統
找尋失車。

1.過濾相關監視系統。
2.把握黃金時段。
3.詳細觀看案發前後之監視系
統內容，

1.研判車輛逃逸路線。
2.藉以調閱沿線之更詳細監視
系統資料。

1.可發現車輛棄放位置。
2.發現失車時，進而埋伏守
候。

和車主(報案人)到達現場
勘查，製作失竊位置圖。
(注意原停放地點跡證，
如有其他停車，應通知該
車主說明何時停於該處)

透過系統警示失車位置，
有助於尋獲車輛。

1.以免寶貴破案線索資
料遺漏，或遭覆蓋刪
除。
2.發覺更多蛛絲馬跡及
破案線索。

確定嫌犯相關犯罪紀錄資料

鎖定犯罪嫌疑者。

 
圖 9：資通犯罪偵查程序流程圖 

本案以自製比對系統，以車竊車號為基礎比對新竹市停車管理查詢系統，所產出失竊車

輛停車資訊，如圖 10所示。 

 

圖 10：以自製比對系統所產出失竊汽車停車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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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件資通犯罪分析之偵查作為及驗證流程圖如圖 11： 

真實案例：
破獲時間：民國98年03月05日
許姓嫌犯，於桃園地區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以自備之萬能鑰匙
竊取被害人所有之ＭＫ－９２**
自小客車代步使用。

透過本系統調閱車輛失竊後之
停放位置

進行研判分析

1.研判車輛逃逸路線。
2.藉以調閱沿線之更詳細監視系
統資料。

1.可發現車輛器放位置。
2.發現失車實，進而埋伏守候。

汽車竊盜案件發生

人 事 時 地 物

蒐集

1.依循警察機關受理刑案報案作
業要點原則
2.依循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3.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單一窗
口實施要點

1.警方查證車輛停放位置，並求證
車輛真正失竊。
2.車主停放位置遺忘，報失竊協
尋。

輸入失竊資料於相關協尋系統找
尋失車。

1.過濾相關監視系統。
2.把握黃金時段。
3.詳細觀看案發前後之監視系統
內容，

偵查程序 偵查作為 案例驗證流程

1.以免寶貴破案線索資料遺漏，或
遭覆蓋刪除。
2.發覺更多蛛絲馬跡及破案線索。

透過系統警示失車位置，有助於
尋獲車輛。

和車主(報案人)到達現場勘查，製作失竊
位置圖。(注意原停放地點跡證，如有其
他停車，應通知該車主說明何時停於該
處)

警察機關接獲受害民眾報案後，移轉偵查
隊辦理，向上級報告並著手調查。

確定嫌犯相關犯罪紀錄資料

1.通報新竹市警方前往埋伏查緝。
2.鎖定犯罪嫌疑者。

犯罪偵查標準作業程序驗證圖
-以許○文為首專以MAZDA車輛之汽車竊盜集團案

內政部警政署97年10月6日警署刑
偵字第0970005479 號函頒「警察
機關受理報案e化平臺失車資料處
理系統作業規定」

原理概念階段

準備階段

操作階段

 
圖 11:資通訊犯罪偵查標準作業程序驗證圖 

4、實務案例初探-以高雄市破獲王○隆汽車竊盜案為例 

4.1 案例介紹 
我們以停車數位多元化查詢系統查詢車輛歷史停放位置，將不難發現嫌犯作案仍以

改造變造車牌為首選要項，若無改造變造車牌者，亦不難發現該失竊或作案工具車輛，

於案發前或案發後座落位置何處，進而前往蒐尋或埋伏。以本案例情形說明如下，該案

例於發現嫌犯前，已發現有車號 H5-6666於轄區作案，經以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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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系統（圖 12）查詢，即得知查詢結果車輛停放或活動位置，如圖 13所示。 

 

 
圖 12：高雄市停管系統查詢系統畫面示意圖 

 

 
圖 13：利用高雄市停車繳費查詢系統查詢 H5-6666結果示意圖 

 

4.2 案例描述與系統應用 

案經高雄市鳳山分局跟監、埋伏查獲之自由時報相關新聞報導，如圖 14所示，能

即時發現歹徒活動位置，進而查獲嫌犯。本系統尚可服務其他為民服務事項，如受理離

家出走協尋人口案，若於受理民眾報案當下，員警妥善利用本系統，將不難發現該協尋

人口駕車離家後座落處。另如受理汽車失竊案，若車輛於失竊後有停在停車格內時，亦

能於受理案件前發現車輛座落處，不用再輸入協尋，減少失竊案件發生，提昇汽車尋獲

率，亦能提昇警察為民服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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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截自 100 年 08 月 03日自由時報電子報畫面資料畫面 

5、結論與建議 

依據官方刑案資料的統計，有關資通訊犯罪問題是日益猖狂嚴重，所有犯罪手法及

破案偵防，均少不了與資通訊科技技術相關，從此可知資通訊數位資料證據犯罪偵查機

制，將在未來將影響至深且鉅，因此培養能判讀資通訊數位資料人才、建構資通訊數位

資料犯罪偵查作業程序流程標準與認證，是現今刻不容緩的問題，例如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成立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及法務部調查局也要成立數位鑑識方面的機制，且於 99年 12

月 25日五都縣市合併以來，於刑事警察大隊下屬單位均成立有科技犯罪偵查專責組，

來面對未來的科技及資通訊犯罪。資通訊科技犯罪之偵查技術與數位資料蒐證程序規範

應透過標準及認證來加強偵查結果及公信力，以強化資通訊犯罪偵防之能力，再者也讓

實務界警察同仁瞭解數位資料證據的特性及其在證據法上的地位，藉以正視民眾報案之

權益，加強基層警察人員對資通訊數位資料及數位偵查犯罪能力重要性的認知，並提昇

警察之專業素，不致淪落雞同鴨講之窘境，促進警民關係，提昇警察的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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