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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政府開放校園、無圍牆政策的推⾏之下，校園安全已經亮起紅燈，本應是友善校園的指標及社區景觀的美化改善，

但在學校⼈⼒及經費不⾜的情況下，卻變成⺠眾眼中治安的隱憂。

       本篇文章先整理介紹政府推動無圍牆政策的計畫及其⽬標，再引進情境犯罪預防理論的內涵、理論內容的擴充演進及

其理論在實務應⽤運作上的具體策略，最後介紹⽬前中⼩學校園設置電⼦圍牆的情形。

關鍵詞：情境犯罪預防、電⼦圍牆、開放校園

壹、前⾔

       2015年5⽉29⽇課後輔導時間，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遭校外不明⼈⼠侵入校園，驚傳⼀名8歲女童在學校廁所被割

頸，緊急送醫急救後仍然不治。2016年3⽉28⽇上午11時許，臺北市內湖區的⼀宗隨機殺⼈事件，造成⼀名4歲女童死

亡，兇嫌王景⽟殘忍以⾏刑⽅式砍殺女童「⼩燈泡」頸部23⼑，造成女童頭部與⾝體分離，無辜慘死街頭，案發前，兇嫌

曾在⻄湖國⼩圍牆附近徘徊。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會執⾏⻑林⽉琴表⽰，開放校園需要配合良好的空間規劃，例如明確區分教學區和活動區，社

區居⺠可到操場運動，卻無法進入校舍。如果只是將舊式校園的圍牆拆掉，後果難以估計（中央通訊社，2015）。
1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葉⼤華卻認為，「開放校園」不能⾛回頭路。⾼聳的圍牆下，往往就是安全死

⾓，不肖⼈⼠依然可以翻牆⽽入，並躲在陰暗牆下，裝再多的監視器仍難以防堵。越是開放的空間，反⽽越安全，歹徒不

敢隨便犯案，也有更多⼈可以協助警覺。關鍵還是⼈⼒規劃，避免學⽣落單，課後班應挑選安全性⾼、出入⼝單純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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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確保學⽣安全（中央通訊社，2015）。
2

       教育部學⽣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副司⻑吳林輝表⽰，圍牆政策有利有弊，低矮圍牆雖然容易進出，但校園死⾓也相應減

少。以綠籬取代圍牆，可使校園與社區結合的更緊密，也有美化景觀的好處，且圍牆再⾼，如果有⼼⼈⼠想進入，仍是防

不勝防（中央通訊社，2015）。
3

       當校園的⾼牆矮化，究竟是讓罪惡無所遁形？抑或無孔不入？⼀連串的殺童事件後，不僅傷害了女童，更讓開放校園

的圍牆政策成為眾⽮之的，引發⼀場論戰。

貳、研究⽅法及架構

⼀、研究⽅法

       本文採文獻資料分析法，蒐集凡1985年⾄2016年與開放教育、校園開放、圍牆解構、電⼦圍牆及情境犯罪預防理論相

關的專書、報紙、論文、網站等文獻資料，進⾏文獻資料整理分析。

⼆、研究架構

       本文嘗試從政府推⾏之各圍牆解構政策切入，了解⽬前國中⼩校園圍牆的設置原則，再輔以情境預防犯罪理論中「標

的物強化」及「強化正式監控」的相關技術介紹，初步介紹什麼是電⼦圍牆及電⼦圍牆在現今中⼩學的設置。

       本文研究架構如下：

圖1　研究架構

參、影響校園圍牆景觀的政策

⼀、宜蘭經驗  

       1981年以前，宜蘭縣校園建築和其他縣市沒多⼤的差別，1982年，陳定南先⽣主持宜蘭縣政，對於縣政各項建設與觀

念都帶來很⼤的變化，其中⼜以冬⼭河親⽔公園、羅東運動公園，以及宜蘭運動公園的擴建，最受到矚⽬（吳明

修，2001）。⽽在校園建築更新理念⽅⾯的改變也非常⼤，宜蘭縣中⼩學校園整體規劃的開始，應屬1986年南澳鄉武塔

國⼩的改建。

       武塔國⼩是⼀所6班的⼭地⼩學，陳縣⻑要求教育局將這⼀所⼩學校進⾏完整的規劃與改建，以避免零零星星的增建，

為完成此項理念，他也邀請專家學者來協助，包括最早規劃武塔國⼩的林盛豐教授、東澳國⼩的陳志梧先⽣，以及南安國

中的劉可強教授，這幾位國內專家學者，強調地域性景觀、風⼟特⾊及包括學校⼈員、家⻑、社區⼈⼠的參與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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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宜蘭縣的學校建築規劃設計觀念上有很⼤的貢獻（葉國維，1999）。

       這個時期除了陳定南縣⻑具有校園整體規劃的理念外，當時宜蘭縣內幾位學成返鄉服務的建築師，如黃建興、張仲

堅、湯皖平等⼈，在建築專業理念的堅持及全⼼投入辛勤的為鄉⼟努⼒奉獻，也是宜蘭縣校園建築更新規劃邁向成功的重

要因素（游春⽣、許添明，2003）。

       1990年，游錫堃先⽣入主宜蘭縣府，他認為校園整體規劃，對學⽣學習與⼈格養成有潛移默化的作⽤，對當地的⼈文

活動、景觀視野和社區⽣活也有深遠的影響。強調以⼈為主的校園規劃，重視使⽤者參與設計，建立校園風格；並⿎勵學

校多元發展，加強學校與社區的互動。以學⽣為主體的建設，各校各有獨立特⾊，都是開放⽽沒有圍籬的校園（游錫堃，

1997）。

       宜蘭縣以有限的教育資源，要推動⻑遠的校園建築更新計畫，及具有前瞻的教育理念，依本⾝的財源是無法負擔的，

所有的校園建築更新所需經費，均需仰賴教育廳與教育部計畫型補助，1989到2000年，宜蘭縣政府獲得這些計畫的補助

經費共計51億4,392萬元，平均1年獲得4億元左右的補助款（游春⽣、許添明，2003）。

⼆、內政部營建署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城鄉風貌政策推動歷程與制度變⾰，可分為以下階段4：

       （⼀）草創階段（1997 ⾄ 2000 年）

       在這⼀階段，政府主要的城鄉風貌政策在於吸引地⽅辦理，希望透過這樣的計畫推動，幫助地⽅可以創造出屬於當地

的在地新風貌，進⽽改善城鄉發展與提昇其⽣活環境品質，讓我們的市容能跟得上國際⽔準。

       （⼆）第⼀階段（2001 ⾄ 2004 年）

       在這⼀階段的城鄉風貌政策，除了著重在重點市鎮的風貌改善之外，也開始⾛向在地特殊景觀資源，透過社區總體營

造的⽅式，經由社區規劃師的協助，讓社區發展出⾃⼰的特⾊，此時『社區學童通學步道』的規劃開始出現在計畫的申請

項⽬之中，⽽這個項⽬也是開始補助學校圍牆的改建，正式把學校納入社區規劃的區塊當中。

       （三）第⼆階段（2005 ⾄ 2008 年）

        這⼀階段，改善城鄉新風貌的政策還是⼀直延續下去，社區學童通學步道開始被⼤量關注，因為這是最容易看得到成

效，也是最容易獲得申請通過的⼀項補助項⽬。

       對於縣市政府來說，發展城鄉新風貌計畫是⼀個相當利多的計畫，除了可以藉由中央的資源補助來改善縣市地⽅的景

觀風貌，也是⼀個不錯的表象政績表現，因此縣市政府在爭取這個計畫都相當的積極。

      （四）第三階段（2009⾄2012年）

       2009-2012年間共核定補助1,705件計畫，中央投入補助經費約50.84億元、地⽅配合10.84億元，總投入約61.68億

元。補助計畫類型以城鄉鄰⾥公共⽣活空間、⽣態性公園綠地系統與縣市、鄉鎮景觀整體規劃計畫為主，分別占總補助案

件之41.92%、29.88%及11.83%。

      （五）第四階段（2013⾄2016年）

       2013－2016年的計畫5，將城鄉風貌型塑整體規劃計畫及市區道路⼈本環境建設計畫等兩項計畫整合為⼀，計畫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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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年分4年推動，經費總額126億元，實施範圍並著重在農村再⽣計畫範圍外之都市計畫區。

三、教育部開放教育政策

       無圍牆學校的理念來⾃於開放教育，開放教育的思想最早可溯及盧梭的⾃然主義，⽽將其化為實際⾏動，尼爾（A.S.

Neil）的夏⼭學校最為著名，更被認為是辦理開放教育的楷模。夏⼭是⼀所讓兒童⾃由發展的學校，它摒棄⼀切約束和管

訓；潛移默化、內發精進是它教育的真精神（盧美貴，1995）。

       學校開放空間的規劃與運⽤，應從新建空間的規劃、舊有空間的調整、校園景觀的規劃、建築設施的設計、教學資源

的布置和開放空間的運⽤等6個⽅向來探討（陳宥年，2008）。

        （⼀）新建空間的規劃

       學校圍牆的降低、矮化或植栽，以及歐美無圍牆學校（school without walls），可使學校呈現開放、⾃由、⼈性的風

格，增進學校與社區之親和⼒與凝結⼒。

        （⼆）舊有空間的調整

       舊有空間的調整著重於如何運⽤空餘教室並與新校舍之間的連繫，避免產⽣校園的死⾓空間。

       （三）校園景觀的規劃

       校園景觀不宜有太多的禁制限制，讓整個校園環境成為⼀個開放的學習天地如空中花園陽臺、⾼層休憩空間與交誼平

臺等設置。

       （四）建築設施的設計

       除了教室與開放空間的多功能性質外，並且注意充實教室設施，強化視聽機能，教室中加置投影機、錄⾳機、電視、

電腦等設備。

      （五）教學資源的布置

       教育歷程不會發⽣於「真空」之中，學習的⽅法建基於探尋與發現之上，必須⽀持以⼀致的環境探索價值，並豐富其

刺激和機會，學校建築應提供更多樣化的空間機能（樓琦庭，1996），並且教學情境不以教室為限，校內的庭園設施、植

物、景觀皆可作為教學情境布置的素材，系統規劃成為幫助學童學習之步道。

       （六）開放空間的運⽤

       配合課程設計讓教學空間、圖書室空間等因應時間搭配使交誼能在「計畫性」的正式課程設計，或「非計畫性」潛在

課程的不期⽽遇情境中，順暢無礙的培養感情，建立良善的校園倫理關係（黃政傑，1997）。

       開放教育可說是無圍牆學校的催⽣者，在校園規劃上利⽤「無圍牆」的設置來達到視線的開放，增加對社區的親和

⼒，促進與社區的互動，亦注重社區文化與資源的引入，結合學校與社區成為校⽅的課程資源，秕顯校園的獨特性與在地

性（李明諴，2010）。

四、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為達成永續發展的⽬標，教育部⾃2002年起，規劃「永續校園推廣計畫」。      教育部出版的《永續校園營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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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章〈校地⽣態循環〉6中提到，可施作項⽬包含：地表⼟壤改良、複層⽣態綠化、教學農園、親和性圍籬、落葉與廚

餘堆肥、共⽣動物養殖利⽤等。並為親和性圍籬下定義：

傳統的校園基於校園範圍的明確界定和安全管理的考量，大多會採用密實封閉的水泥或磚造圍牆將校園圍閉，造成學校和

社區、城市的關係疏離。親和性圍籬的內涵除了是形式的友善感外，也是儘量使用對環境無害或是對環境傷害可降至最低

程度的自然原生當地材料。

 永續校園計畫為使校園與鄰近社區、城市互動更友善親切，並讓校園成為社區生活交流的花園平臺，鼓勵利用整地、綠

化和創意設計手法改造密實  封閉的圍牆成為親和性圍籬。

        （⼀）⽣物性材料：蔓藤類植物、灌⽊、喬⽊、⽵⼦類、枯⽊等植物材料。

        （⼆）非⽣物性材料：低矮的磚造或⽔泥牆⾯，或具有視覺穿透性的格柵、鐵欄杆等傳統圍籬材料，亦可運⽤⽯塊、

⼟坡、地形落差、⽔體等非⽣物的材料營造具有視覺親和性的圍籬形式。

       永續校園計畫補助分「改造計畫構想」（簡稱第1階段）、「改造計畫執⾏」（簡稱第2階段）2階段，第1階段補助每

校最⾼經費10萬元（含設計規畫費）；第2階段補助個別案每校最⾼經費120萬元、整合案每校最⾼經費250萬元。⾄2015

年為⽌，各縣市學校的永續校園數量所占比例以⾦⾨縣占40.74%為最⾼；宜蘭縣占32.84%次之、臺南市占29.37%為第

3；⽽臺南市參與永續校園學校數量累計111間，為全國各縣市中最多永續校園學校數量。7

五、臺南市好望⾓計畫 

       好望⾓係指於道路街⾓或重要景觀視點處等，以景觀改造⽅式進⾏綠美化，使其具視覺穿透性，以提供作為⺠眾活

動、休憩使⽤之開放空間。每年3⽉，以正式公文函送提案計畫書⾄都市發展局申請，執⾏期程到11⽉底為原則。

       提案單位為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提案⾦額每案申請⾦額最⾼100萬元為原則，並以當年度可執⾏完成為原

則。地點要明顯，以道路街⾓或重要景觀處為原則，且具開放性及⾼度使⽤之公益性。

       規劃設計原則：8

        （⼀）以綠美化及環境整理為主，注重植栽、設施之實⽤性及耐久性，並考量⽇後管理維護成本負擔。

        （⼆）⿎勵新增綠地，去⽔泥化，打除不必要之硬舖⾯，增加透⽔⾯積。

        （三）⿎勵降低圍牆⾼度或拆除圍牆，增加公共開放空間。

        （四）呈現具有在地特⾊之材料⼯法或⼈文題材為設計主題。

        （五）景觀綠化宜以多年⽣草花、灌⽊及⼩型喬⽊為主，可種植具防蚊功能之植物；並應儘量保留現有⽣⻑狀況良好

之喬⽊。

        （六）可設置簡易移動式噴灌系統，後續管理維護禁⽤除草劑。

       為全⾯改善都市環境景觀，臺南市⾃2004年起推動「好望⾓專案計畫」，由都市重要街⾓空間改造作起，逐步推動都

市環境改造計畫。9

       柳營太康國⼩「綠廊優境」好望⾓，將局部圍牆拆除。東⼭東原國⼩104年度好望⾓，則延續前期通學步道，採透⽔地

磚鋪⾯，並配合既有喬⽊及適當補植灌⽊，營造低碳環保之通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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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犯罪的功夫 增加犯罪的風險 減少犯罪的利益

強化標的 出入⼝檢查 移除標的

管制通道 正式監控 財物辨識標記

使犯罪者轉向 員⼯監控 移除犯罪誘因

       永康五王國⼩「創意校園綠化」好望⾓，降低現有圍牆⾼度，設計成可供⺠眾休憩使⽤之座椅，並搭配校內林蔭⼤

樹，形塑良好之通學綠廊。學甲宅港國⼩「宅港微風」好望⾓，學校圍牆則配合庭園⾼程適當降低，提⾼通視及開放性，

拉近社區居⺠與學校之距離。鹽⽔坔頭港國⼩「坔頭新綠境」好望⾓，則將校⾨側邊圍牆移除，配合既有⼤樹下設置座

椅，提供良好等候公⾞的休憩空間。

六、臺北市「看得⾒的愛－亮綠校顏」計畫 

       學校位處社區的中⼼，「校園」是教育的場所、學習的空間。臺北市「看得⾒的愛－亮綠校顏」計畫希望從校園籓籬

的解放及學校周邊的綠化為主題，從教育的殿堂開始，推廣城市綠化⽣態概念，將環境綠化對城市環境改善的重要性，藉

由本計畫與學校、學⽣的互動，植入教育者和孩⼦的⼼中。另藉由學校⽔泥⾼聳圍牆的破除，讓學校的綠可以延伸向外，

改善社區通廊的景觀，帶動都市的⽣氣。

　    計畫名稱為「看得⾒的愛-『亮』『綠』校『顏』」，『亮』代表本案預計將校園圍牆改善，讓陰暗⾓落變亮，『綠』

是指本案以⽣態⽅式，『顏』表⽰本計畫將改變校園景觀；推廣臺北市的永續發展，不只是⼝號，與夢想，為了更有效率

的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9年度辦理「看⾒友善校園～亮麗學校圍籬」，2010年度推動「亮麗圍籬」、「亮綠校

顏」，2011年度持續推動「通學步道」，迄今已完成99校通學步道⼯程，經費累計23億930萬元。10在亮麗學校圍籬，除

了降低校園圍牆、改為綠籬，並將圍牆退縮3.64公尺作為無遮簷⼈⾏道，創新採⽤透空式圍牆（綠籬）代替⾼聳⽣硬圍

牆，建構校園安全無死⾓，退縮校地不僅作為學童通學巷道，多樣性的⽣物圍籬和與街道家具整合所營造出的通學道路，

讓學⽣們更貼近⾃⼰的⽣活環境。11

肆、情境犯罪預防理論

⼀、理論演進

       情境犯罪預防係指對某些獨特之犯罪類型，以⼀種較有系統、常設的⽅法對犯罪環境加以管理、設計或操作，俾以增

加犯罪者犯罪之困難及風險， 減少酬賞以降低犯罪機會之預防措施，其與公共衛⽣犯罪預防模式之第⼀層次預防相近（楊

⼠隆，1997）。該理論由 Clarke 於 1983 年揭⽰情境犯罪預防概念，初期僅提出3項⼲擾犯罪發⽣的途徑，分別是監控、

強化標的及環境管理。其後於 1992 年將犯罪預防的技術具體化，分為3⼤策略，分別是增加犯罪的功夫、增加犯罪的風險

及減少犯罪的利益；⽽每⼀策略中各建構出 4 項預防技術，共計有 12 項情境預防技術（黃翠紋、孟維德，2012）如表 1

所⽰：

表1

情境犯罪預防12 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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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犯罪促進者 ⾃然監控 訂定規範

 

 

資料來源：Clarke, R. V.(1992).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Successful Case 

　　　　　Studies. Albany, NY：Harrow & Heston

       Clarke 與 Homel 於 1997 年針對上述 12 項技術加以改良，並增加了能夠激發犯罪者恥感之技術，因此該預防技術擴

充到四⼤策略，共計 16 項技術。同時，也把原先三⼤策略名稱亦重新命名，真實反映出犯罪者感受，分別為：增加犯罪

者所感知的犯罪功夫、增加犯罪所感知的風險、減少犯罪者所預期之的犯罪利益。如表 2所⽰：

表2

情境犯罪預防16 項技術

增加犯罪者所感

知的犯罪功夫

增加犯罪所感

知的風險

減少犯罪者所預

期之的犯罪利益

激發犯罪者罪惡感

或羞恥⼼

強化標的 出入⼝檢查 移除標的 訂定規範

管制通道 正式監控 財物辨識標記 喚起良知

使犯罪者轉向 員⼯監控 滅少犯罪誘因 管制導致⾏為失控之物

管制犯罪促進者 ⾃然監控 拒絕給予利益 促進守法

資料來源：Clarke, R. V., & Homel, R.（1997）. A revised classif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echniques. In Lab, S. P. (ed.),Crime Prevention at a

    　　　  Crossroads. Cincinnati, OH：Anderson.

       2003 年 Clarke 參考了學者意⾒，並將激發犯罪者罪惡感或羞恥⼼更名為移除犯罪的藉⼝。另⼜增加⼀類技術來涵蓋

犯罪促發因素，名為減少對犯罪的刺激。⾄此，情境犯罪預防已發展⾄5⼤策略，包括了增加犯罪的困難、增加犯罪的風

險、降低犯罪報酬、減少犯罪刺激，及移除犯罪藉⼝。每⼀策略各有 5 項技術，共計有 25 項技術。

表3

情境犯罪預防25項策略表

增加犯罪的困難 增加犯罪的風險 降低犯罪報酬 減少犯罪刺激 移除犯罪藉⼝

強化標的

․龍頭鎖、防⽌汽

擴充監控

․例⾏提醒，⾏結

隱匿標的

․⾞輛不停於街道

減緩挫折與壓⼒

․有效的排隊與有

訂定規範

․租賃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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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的裝置․防

盜隔幕

․防破壞包裝

伴，有⼈居留之跡

象，攜帶⼿機

․家⼾聯防

․性別中立化電話

簿

․標誌運鈔⾞

禮貌的服務

․擴充座椅

․柔和⾳樂和光線

․騷擾防治規範

․旅館登註

管制通道

․入⼝通話裝置

․電⼦通⾏證

․⾏李安檢

增加⾃然監控

․改善街道照明

․防衛空間設計

移除標的

․可折式汽⾞⾳響

․婦女庇護區

․預付電話卡

避免爭執

․隔離⾜球迷間的

可能衝突

․降低酒吧擁擠

․制定計程⾞收費

標準

敬告守則

․禁⽌停⾞

․私⼈⼟地

․撲滅營火

過濾出⼝

․有票根才可出⼝

․出境文件

․磁化商品標籤

減少匿名

․計程⾞司機⾝分

辨識

․1-800 申訴電話

․學校制服

財物識別

․財產標註

․⾞輛牌照與零件

註冊

․⽜隻標記

減少情緒挑逗

․暴⼒⾊情片控管

․提升球場內的模

範⾏為

․禁⽌激進毀謗

激發良⼼

․路旁超速板

․關稅簽名

․偷竊商品是違法

⾏徑

轉移嫌犯

․道路封閉

․分隔女廁

․分散酒吧

職員助⽤

․雙層巴⼠安裝

CCTV

․便利商店兩位店

員

․獎勵維護紀律職

員

搗亂市場

․監視當舖

․分類廣告控管

․街頭攤販領照

減少同儕壓⼒

․⽩痴才酒醉駕⾞

․說不沒有關係

․在學校中分散⿇

煩⼈物

協助遵守規則

․簡易圖書借出⼿

續

․公共廁所

․垃圾桶

管制器械

․智慧型槍枝

․⾏動電話失竊後

便不能使⽤

․嚴格管制少年

強化正式監控

․闖紅燈照相機

․防盜警鈴

․保全警衛

否定利益

․防盜墨⽔標籤

․清洗塗鴉

․減速路凸

避免模仿

․公物破壞後立即

修繕

․電視內安裝Ｖ晶

片

․避免作案模式之

管制藥酒

․於酒吧內酒測

․侍者調解

․無酒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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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噴漆 散布

資料來源：Clarke ,R. V., & John E.(2003).Crime Analysis for Problem Solvers,U.S

    　　　   Dept.of Justice.

⼆、 理論在實務上的運⽤

       情境犯罪預防分為5⼤策略25項技術已如上述，再來就每個策略⾯向中，選取實務層⾯運⽤之技術，分述如下：

       （⼀）增加犯罪的困難

       此項措施是情境犯罪預防⾸先被提出之概念，其就是要讓犯罪⼈明瞭天底下沒有不勞⽽獲的事，乃係屬於機會成本的

概念。其中，「標的物強化」是最常使⽤之技術，此係為風險管理⽅法之⼀。藉由橫加阻絕物以阻⽌潛在性犯罪⼈；或者

改善建築物容易引發犯罪的⽅法。其最主要的⽬的，是在於預防或拖延犯罪⼈得⼿的時間，其⽅法包括如：圍牆、藩籬、

鎖鑰、⾨窗、電⼦警⽰系統、警察、警衛與警⽝等（鄧煌發、李修安，2012）。

       （⼆）增加犯罪的風險

       ⼤多數的犯罪者是出於理性，應讓犯罪者去衡量犯罪所得之利益與犯罪後被捕之風險，經兩相權衡之後，使其在犯罪

前，澈底地打消犯罪念頭，即「三思⽽後⾏」之意涵。「強化正式監控」是該策略⾯中的技術之⼀。所謂正式監控，指由

警⽅、保全或警衛對於潛在的犯罪者產⽣遏⽌犯罪或威脅之效果（許春⾦，2013）。監視錄影系統（CCTV）正好可以提

升此類的監督⼒量。

       （三）降低犯罪報酬

       犯罪者之所以犯罪，無疑希望從犯罪中獲得不法利益。除了有形之⾦錢、物質上之酬償外，還包含了同儕之認同、⾃

我滿⾜感、團體歸屬感等等無形中之因素。倘若能減少犯罪的誘因，應能使犯罪者體認為到犯罪是不值得，進⽽減少犯罪

之發⽣，近來⼤⼒推⾏的機⾞烙碼便是「財物標識」之具體作為（彭貴陽，2013）。

       運⽤在校園，可以是在財產上貼標籤，或在財產上噴上校名編號，貴重物品收在櫃⼦裡或是放在⾼樓層教室。

      （四）減少犯罪刺激

       此項措施要降低或減少引起犯罪之誘因，不讓犯罪者興起犯罪的念頭或是起⽽效尤該⾏為，「避免模仿」是減少犯罪

刺激來源之⼀。

       每當有犯罪新⼿法產⽣時，不難發現該類型的犯罪發⽣率開始逐漸攀升，探究其原因，係⼤眾媒體不斷地報導，將犯

罪⼿法、模式等作鉅細靡地描述，讓犯罪者產⽣了學習的管道。同樣地，倘若能善⽤媒體資源，利⽤⼤眾媒體不斷地宣導

犯罪預防之⽅法，亦能達到矯正⺠眾不當之認知，無形之中也教導並灌輸正確的犯罪防範之觀念給⼤眾（彭貴

陽，2013）。

       運⽤在校園中，是將被破壞處⾺上進⾏修復，不特別強調事情的發⽣過程，⽽是著重在如何預防相關事件再度發⽣，

電腦網路進⾏過濾設定，避免學童上⾊或暴⼒網站。

       （五）移除犯罪藉⼝

       此項類型最主要的⽬的係欲去除犯罪者有從事任何不法⾏為之藉⼝，不讓犯罪者有為犯罪找理由或將⾃⼰的⾏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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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念頭。該類型之技術中，吾⼈可從最近之法令之訂定及修正可觀察出「設立規範」是⽬前的趨勢。

       運⽤在校園的具體作法是在明顯的地⽅張貼使⽤辦法或使⽤規定，或是警告標語與犯罪預防的宣導事項或是犯罪⾏為

的罰則提醒。

       其中，將情境犯罪預防理論中的將策略（⼀）增加犯罪的困難中的「電⼦警⽰系統」技術和策略（⼆）增加犯罪的風

險中的「強化正式監控的監視錄影系統（CCTV）」技術做結合，便是現今中⼩學正如火如荼在設置的電⼦圍牆政策。

伍、電⼦圍牆介紹

⼀、何謂電⼦圍牆
12

圖2　智慧型影像監控（Intelligence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簡稱IVS）

      智慧型影像監控（Intelligence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簡稱IVS），採⽤先進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技

術，提供即時且主動式的智慧影像分析功能，讓影像安全監控提升到⼀個新的境界。

       IVS讓危機處理的時間點，從「事後」提前到「事發」，甚⾄進展到「事前」，例如即時偵測到有⼈員入侵、闖入警戒

區域、⼈臉偵測（事發）、或相機被⼈移動過（事前的預謀犯案），每當偵測到異常事件時，會即時顯⽰訊息通知保全⼈

員，使現今的數位監控能夠化被動式的事後追查為主動式即時警報，增強事件發⽣時的反應速度跟處理時效。

產品特⾊與功能

⼀、全天候24⼩時的可靠監控（環境光源需充⾜）

       改變過去只靠⼈⼒監視跟分析的模式，透過攝影機，IVS可以對監控影像畫⾯進⾏不間斷的分析來⼤幅提升警報精確度

跟反應速度並減少⼈⼒資源浪費。

⼆、六⼤項智慧功能：（以上功能可能因環境因素：下雨、反光、閃光、背景晃動，造成誤報率或漏報率過⾼的問題）

        （⼀）相機位移偵測：

       提供即時偵測攝影機的鏡頭是否被⼈轉向移動或被遮蔽。

        （⼆）遺失物偵測：

       提供即時監控由使⽤者所選取的物件，⼀旦物件遺失就發出警報，可透過使⽤者所選取物件來監控物件，⼀旦物件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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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就發出警報提⽰監控⼈員。

        （三）⼈臉偵測：

       提供即時偵測半徑2.5公尺內的正⾯⼈臉偵測。

       （四）電⼦圍籬：

       提供即時監控由使⽤者所框選的特定警戒區域，⼀旦有移動⽬標穿越警戒區域就發出警報，並在螢幕上顯⽰警⽰訊

息。

       （五）入侵偵測：

       提供即時監控由使⽤者所框選的警戒區域，⼀旦有⼈員入侵就發出警報，並在螢幕上顯⽰警⽰訊息。

       （六）⼈員計數：

       提供即時監控⽬標區內的⼈員進出並計算⼈員數量。

       簡易型的電⼦圍牆即是警監系統加上紅外線感應加上蜂鳴器，有⼈入侵時便發出警報，將畫⾯傳回中控室，更進步的

還可以結合將影像和簡訊傳送到特定相關⼈⼠的⼿機功能，讓校⽅⼈員能盡速趕⾄現場，最完整的功能還可在第⼀時間連

線到警局，將影像傳輸⾄警局，達到警⺠連線功能。

⼆、各縣市電⼦圍牆的實施情形

       繼文化國⼩女童在校園廁所中遭外⼈侵入割喉致死案之後，各縣市政府紛紛提出解決⽅案。

       率先提出⽅案的是北市教育局。臺北市教育局提出增設電⼦圍籬、保全每⼈加班3⼩時等⽅案，並選定信義區興雅國

⼩、⼠林區蘭雅國⼩試辦裝設電⼦圍籬，經費估算共200萬元，教育局代理主秘廖文靜說，104年電⼦圍籬先試辦2校，1

年後再檢視成效，決定是否擴⼤試辦（聯合報，2015）。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科⻑劉美蘭表⽰，105年9⽉開學前，新北市已有28所綠圍籬學校完成設置電⼦圍籬，但105年 9

⽉開學後，仍有多所學校也都反映家⻑要求學校要建置電⼦圍籬。考量經費，綠圍籬矮於150公分或太靠近社區等60所國

中⼩都將加裝，105年年底完⼯（國立教育廣播電臺，2015/12/30）。

       ⾼雄市教育局局副局⻑王進焱表⽰，為維護校園安全，⾼雄市砸千萬，避免闖校園割喉悲劇重演，在中⼩學校園建置

「虛擬圍牆」安全防護機制，防範不良分⼦入侵校園，也防⽌學⽣闖進⽔池等危險區域。⽬前「虛擬圍牆」已在河堤國

⼩、甲仙國⼩、陽明國中與文府國中建置完畢。105年將投注1,700萬元經費，強化39所國中、77所國⼩的校園安全設備，

並完成800校（含幼兒園）與轄區警政單位電話連線〈中時電⼦報，2016〉。

       為提⾼校園安全預警功能，彰化縣政府於104年8⽉擇定文開國⼩及靜修國⼩為「智慧型電⼦防護圍籬系統」試辦推⾏

學校，強化監視攝錄影機功能，在外⼈入侵時即時告警。105年預計投入6,000萬元，推動學校裝設電⼦圍籬及強化警⽰、

監視系統計畫。縣府於105年2⽉26⽇舉辦電⼦圍籬（虛擬圍牆）、紅外線警報系統學校經驗分享暨裝設說明會，針對校園

四周圍牆較低矮或綠籬型式，有讓⺠眾易於攀越進入校園的學校，及學校鄰近⼈⼝稠密社區，出入⺠眾複雜的學校，⿎勵

學校提出申請，以強化校園安全防護⼯作（彰化教育電⼦報，2016）。

       臺南市105年由中央、地⽅合計編列4,798萬，230校全⾯補強監視系統及感應式照明設備；⾄於電⼦圍籬因臺北等縣

市加裝，傳出誤報率⾼，臺南初期僅7校試辦，避免未來衍⽣後續龐⼤維修經費。現階段由延平國中、安順國中、柳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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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光國⼩、永福國⼩、正新國⼩、文元國⼩試辦裝設電⼦圍籬計畫。待整體效益評估出爐，再研議有無擴⼤辦理需要

（中時電⼦報，2016）。

       國⺠黨立委參選⼈李志鏞擔⼼學童校園安全，主張普設校園電⼦圍籬，打造安全的校園空間，宜蘭縣應該跟進雙北的

校園電⼦圍籬設備，學習環境才能讓家⻑安⼼、師⻑放⼼、學⽣開⼼。宜蘭縣議員吳秋齡表⽰，沒有圍牆雖然讓社區與校

園有更多連結，但相對的，⼩朋友上學安全也少了保障，不管是中央或宜蘭縣，都應該把校園安全再提升，使⽤電⼦圍籬

設備是很好的⽅式（⾃由電⼦報，2015）。

陸、結語

       情境犯罪預防理論不斷修正擴充，⽽電⼦圍牆在中⼩學校園中的實務應⽤上，就是屬於情境犯罪預防理論中增加犯罪

的困難及增加犯罪的風險的具體策略。透過⾒警率、鄰⾥守望等⼈員之監控巡視或是裝置CCTV 能夠提⾼犯罪者之風險，

還包括了其他防竊設備，如警報器、照明裝置等，皆能增加犯罪者對於風險之感知，進⽽達到增加犯罪風險的⽬的。

       各資⾦正積極投入校園警監系統裝置的建設中，理應為校園安全防護帶來莫⼤的幫助，然，校⽅不管是在對設備的選

擇專業上、各校各縣市間的設置經費差距太⼤、或機器操作使⽤上及未來設備的維護上，還有提升警報的正確率甚⾄是電

⼦圍牆裝置對於入侵校園傷害學童事件是否有實質嚇阻作⽤等，⼜都將會是另⼀個研究課題，另外，更進⼀步的在⼈權、

隱私權議題上的探討以及監視系統對校園犯罪的嚇阻作⽤成效評估，還有未來在建構友善校園與維護校園安全之間的拿捏

準則及最⼤邊際效益的平衡點，均有待研究者繼續探討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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