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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摘要
面對摯愛親人因意外失蹤或無端人間蒸發，在協尋的過程中，對失蹤人口

家屬來說需承受極大的心理的壓力包括心急如焚與不安等，這種備受煎熬的情
緒是日以繼夜且在未尋獲前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解脫。因此本局在受理失
蹤人口案件時，皆能感同身受站在報案人的立場，即刻安撫並瞭解案由，全力
以赴求以最短的時間內幫助查尋人返家團圓。

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為 524人，相較 108年減少 58人(-9.97%)，其
中男性占 50.38%，女性占 49.62%。近 10年男性發生數及查獲數自 100年起逐
年下降，但自 106年起又有上升之趨勢。女性發生數與查獲數自 100年起呈逐
年下滑之型態，雖近 3年有微幅上升，但仍屬處於低檔位階。

以各年齡層觀察，失蹤人口發生數以成年(24-64歲)為最多(占 47.90%)，其
次為少年(12-17歲，占 20.80%)。觀察近 10年失蹤人口年齡比例發現，少年人
口有逐年下降之趨勢，取而代之為老年人口，109年來到最高點占 16.98%。

失蹤人口發生數若以原因別來看，「離家出走」最多占 54.58%，但該類別
有逐年遞減之現象，「隨父母或親屬離家」自 108年起有些微上升。「迷途走
失」呈逐年遞減，且迷途走失大多集中於男性。「上下學未歸」也呈逐年遞減
且集中於女性，「智能障礙走失」集中於男性，「精神疾病走失」近 3年性別
比例有偏向女性之趨勢。

近 10年男性與女性每萬人失蹤人口率發現，105(含)年以前女性每萬人失蹤
人口皆大於男性，105年後則大部分都是男性大於女性。女性每萬人失蹤人口
率幾乎逐年遞減，男性於 100年至 104年為遞減，但近 5年有升回 10年前的水
準。

109年宜蘭縣累計未尋獲失蹤人口數為 238人，較 108年減少 25人(-
9.51%)，其中以離家出走為最多(占 49.16%)，精神疾病走失次之(占 6.72%)，意
外災難居第 3(占 4.62%)。各類別趨勢「隨父母或親屬離家」104年起有上升之
趨勢，「意外災難」107年起亦有增加的趨勢。另比較宜花東三縣市之間失蹤
人口發生數及查獲數，皆以花蓮縣最多，台東縣最少。至於每萬人失蹤人口率，
以本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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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宜蘭縣查尋失蹤人口相關分析

一、宜蘭縣查尋失蹤人口－按性別及年齡別
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為 524人，較 108年減少 58人(-9.97%)，其中

男性為 264人(占 50.38%)，女性為 260人(占 49.62%)，分別較 108年減少 38人
(-12.58%)、減少 20人(-7.14%)。另 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數則為 549人，
較 108年減少 15人(-2.66%)，其中男性為 275人(占 50.09%)，女性為 274人(占
49.91%)，分別較 108年減少 2人(-0.72%)、減少 13人(-4.53%)(詳表 1與表 2)。

從近十年宜蘭縣查尋失蹤人口來看，男、女性發生數及查獲數皆大致呈現
下降趨勢(其中又以女性下降之趨勢較為明顯)。男性發生數及查獲數自 100年
起逐年下降，但自 106年起又有上升之趨勢(圖 1)。
女性發生數與查獲數自 100年起呈逐年下滑之型態，105年為發生數低點，

106年為查獲數低點，女性發生數與查獲數雖自 107年起有微幅增加，但與近
10年的走勢相比仍屬低檔位階(圖 2)。自 106年起男性失蹤人口發生數開始大
於女性失蹤人口發生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1、宜蘭縣男性失蹤人口情形

3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307 296
264 268

231
252

310
272

302
264

327 321

263
285

241 246

316

262
277 275

發生數 查獲數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2、宜蘭縣女性失蹤人口情形

從各年齡層觀察，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以成年(24-64歲)者 251人
(占 47.90%)為最多，其中男、女性分別為 130人(占 24.81%)及 121人(占
23.09%)；其次為少年(12-17歲)者 109人(占 20.80%)，其中男、女性分別為 44
人(占 8.40%)及 65人(占 12.40%)。
觀察近 10年各年齡層失蹤人口發生數，成年者雖占比最高，但所占的比例

結構各年之間差異不大，少年人口雖整體占比次之，但觀察近 10年資料發現占
比有逐年下降之趨勢，109年來到低點占 20.80%；取而代之為整體占比第三名
之老年人口，109年來到最高點占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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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按性別及年齡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表 2、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比率-按性別及年齡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數亦以成年(24-64歲)者 263人(占 47.91%)為最多，
當中男、女性分別為 138人(占 25.14%)及 125人(占 22.77%)；其次為少年(12-17
歲)者 117人(占 21.31%)，當中男、女性別為 46人(占 8.38%)及 71人(占 12.93%)
(詳表 3與表 4)。
近十年各年齡層失蹤人口查獲數當中亦以成年者所占比率最高，期間各年

呈現互有增減趨勢；另因觀察近年失蹤人口發生數之少年人口有遞減及老年人
口遞增等現象，致查獲數也有此等消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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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合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100.00 44.24 55.76 3.60 2.45 1.15 28.10 10.52 17.58 12.54 3.17 9.37 46.54 21.61 24.93 9.22 6.48 2.74

100.00 46.61 53.39 1.89 1.26 0.63 30.71 11.65 19.06 10.71 3.46 7.24 50.24 26.30 23.94 6.46 3.94 2.52

100.00 44.00 56.00 3.83 1.83 2.00 26.67 7.00 19.67 9.50 4.17 5.33 50.33 25.00 25.33 9.67 6.00 3.67

100.00 45.42 54.58 2.88 1.69 1.19 31.86 8.81 23.05 10.17 2.88 7.29 43.73 24.92 18.81 11.36 7.12 4.24

100.00 44.77 55.23 3.88 2.13 1.74 23.06 6.01 17.05 11.24 3.68 7.56 51.36 25.97 25.39 10.47 6.98 3.49

100.00 49.51 50.49 1.96 1.18 0.79 21.41 6.88 14.54 11.59 5.70 5.89 52.46 27.31 25.15 12.57 8.45 4.13

100.00 54.48 45.52 2.46 1.76 0.70 25.13 11.78 13.36 5.27 2.11 3.16 54.83 31.11 23.73 12.30 7.73 4.57

100.00 50.84 49.16 2.24 1.12 1.12 24.11 10.84 13.27 8.22 4.11 4.11 51.59 25.61 25.98 13.83 9.16 4.67

100.00 51.89 48.11 2.92 1.37 1.55 22.68 7.39 15.29 10.48 4.47 6.01 49.83 28.52 21.31 14.09 10.14 3.95

100.00 50.38 49.62 2.86 1.72 1.15 20.80 8.40 12.40 11.45 4.39 7.06 47.90 24.81 23.09 16.98 11.07 5.92

單位:%
幼年

(0~11歲)
少年

(12~17歲)
青年

 (18~23歲)
成年

(24~64歲)
老年

(65歲以上)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表 3、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數-按性別及年齡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表 4、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比率-按性別及年齡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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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合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730 327 403 25 16 9 204 82 122 90 26 64 359 171 188 52 32 20

691 321 370 19 12 7 198 73 125 80 26 54 344 177 167 50 33 17

586 263 323 22 10 12 158 45 113 60 27 33 285 142 143 61 39 22

601 285 316 15 10 5 181 49 132 54 13 41 266 152 114 85 61 24

543 241 302 15 5 10 127 34 93 58 20 38 281 141 140 62 41 21

506 246 260 14 9 5 112 36 76 63 29 34 258 133 125 59 39 20

568 316 252 14 11 3 141 66 75 32 15 17 314 182 132 67 42 25

520 262 258 11 5 6 126 58 68 41 19 22 265 129 136 77 51 26

564 277 287 15 7 8 131 40 91 58 25 33 284 152 132 76 53 23

549 275 274 16 9 7 117 46 71 64 24 40 263 138 125 89 58 31

單位:人
幼年

(0~11歲)
少年

(12~17歲)
青年

 (18~23歲)
成年

(24~64歲)
老年

(65歲以上)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年別
總計

合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100.00 44.79 55.21 3.42 2.19 1.23 27.95 11.23 16.71 12.33 3.56 8.77 49.18 23.42 25.75 7.12 4.38 2.74

100.00 46.45 53.55 2.75 1.74 1.01 28.65 10.56 18.09 11.58 3.76 7.81 49.78 25.62 24.17 7.24 4.78 2.46
100.00 44.88 55.12 3.75 1.71 2.05 26.96 7.68 19.28 10.24 4.61 5.63 48.63 24.23 24.40 10.41 6.66 3.75
100.00 47.42 52.58 2.50 1.66 0.83 30.12 8.15 21.96 8.99 2.16 6.82 44.26 25.29 18.97 14.14 10.15 3.99

100.00 44.38 55.62 2.76 0.92 1.84 23.39 6.26 17.13 10.68 3.68 7.00 51.75 25.97 25.78 11.42 7.55 3.87
100.00 48.62 51.38 2.77 1.78 0.99 22.13 7.11 15.02 12.45 5.73 6.72 50.99 26.28 24.70 11.66 7.71 3.95
100.00 55.63 44.37 2.46 1.94 0.53 24.82 11.62 13.20 5.63 2.64 2.99 55.28 32.04 23.24 11.80 7.39 4.40
100.00 50.38 49.62 2.12 0.96 1.15 24.23 11.15 13.08 7.88 3.65 4.23 50.96 24.81 26.15 14.81 9.81 5.00

100.00 49.11 50.89 2.66 1.24 1.42 23.23 7.09 16.13 10.28 4.43 5.85 50.35 26.95 23.40 13.48 9.40 4.08
100.00 50.09 49.91 2.91 1.64 1.28 21.31 8.38 12.93 11.66 4.37 7.29 47.91 25.14 22.77 16.21 10.56 5.65

單位:%
幼年

(0~11歲)
少年

(12~17歲)
青年

 (18~23歲)
成年

(24~64歲)
老年

(65歲以上)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二、宜蘭縣查尋失蹤人口－按性別及原因別

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若以原因別來看，「離家出走」占最多達 286
人占 54.58%，其中男性 131人，女性 155人(詳表 5與圖 3)。
觀察近 10年各原因別趨勢分析概述如下:「隨父母或親屬離家」自 108年起

有些微上升；占比最重之類別「離家出走」呈逐年遞減，109年達 286件為近
10年最低，與 100年 446件相比減少 160件(-35.87%)；「迷途走失」呈逐年遞
減，109年與 100年相比，減少 10件(-32.26%)，且迷途走失大多集中於男性，
109年男性 15件，女性 6件，男女比達 2.5倍；「上下學未歸」也呈逐年遞減，
109年與 100年相比，減少 16件(-55.17%)，該類別集中於女性，109年男女比
達 0.44倍；「智能障礙走失」走勢大致持平，但該類別主要集中於男性，109
年男女比達 3倍；「精神疾病走失」整體走勢也大致持平，但近 3年性別比例
有偏向女性之趨勢，109年男女比達 0.5倍。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3、109年宜蘭縣男、女性失蹤人口發生數原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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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按性別及原因別

表 5、宜蘭縣失蹤人口發生數-按性別及原因別(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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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本縣失蹤人口查獲率達 104.77%為近 5年新高，意外災難因調查需較
大的人(物)力調動致查獲比率偏低(詳表 6)。

表 6、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比率-按性別及原因別

表 6、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比率-按性別及原因別(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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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比率-按性別及原因別(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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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萬人失蹤人口率

依性別觀察近 10年男性與女性每萬人失蹤人口率發現，105年以前女性每
萬人失蹤人口皆大於男性，105年後則大部分都是男性大於女性。觀察各性別
之走勢，女性每萬人失蹤人口率幾乎逐年遞減，從 100年之 17.15(單位:人/萬
人)減至 109年之 11.56；男性從 100年之 13.11減少至 104年之最低點 9.93後，
105年與 106年大幅上升至 13.40，近 4年於 11.54~13.40之間作區間震盪。男性
近 10年之走勢，前 5年為遞減，但近 5年有升回 10年前的水準(詳圖 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4、宜蘭縣男、女性每萬人失蹤人口率

四、累計未尋獲失蹤人口

109年宜蘭縣累計未尋獲失蹤人口數為 238人，較 108年減少 25人(-
9.51%)，其中以離家出走 117人(占 49.16%)為最多，精神疾病走失 16人(占
6.72%)次之，意外災難 11人(占 4.62%)居第 3。另近十年間宜蘭縣累計未尋獲
失蹤人口數大致呈互有增減趨勢，以 100年 301人最多，104年 227人最少。各
類別趨勢「隨父母或親屬離家」104年起有上升之趨勢，「意外災難」107年起
亦有增加的趨勢(詳表 7與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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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宜蘭縣累計未尋獲失蹤人口數-按原因別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5、宜蘭縣累計未尋獲失蹤人口數分布概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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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宜花東查尋失蹤人口比較

以下就東部 3個縣市(宜蘭、花蓮與臺東)之失蹤人口發生數、失蹤人口查獲
數及每萬人失蹤人口率進行分析及比較。

一、失蹤人口發生數

宜蘭縣 109年失蹤人口發生數為 524人，在東部三縣市排第 2，僅次於花蓮
縣 588人，台東縣 332人最少。觀察東部三縣市近 10年的趨勢發現，自 100年
起失蹤人口逐年減少，近 5年雖減少的幅度有下降之趨勢，但仍維持在低檔(詳
圖 6)。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6、宜花東三縣市失蹤人口發生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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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蹤人口查獲數

109年宜蘭縣失蹤人口查獲數為 549人，在東部三縣市排第 2，僅次於花蓮
縣 762人，台東縣 340人最少，趨勢之變動主要是隨著發生數而變動(詳圖 7)。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7、宜花東三縣市失蹤人口查獲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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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萬人失蹤人口率

109年本縣每萬人失蹤人口率 11.55為東部三縣市最低，遠遠低於台東縣之
15.37與花蓮縣之 18.08。觀察近 10年之走勢花蓮縣與台東縣有先降後微升之趨
勢，而本縣為下降後就維持在低檔之趨勢(詳圖 8)。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圖 8、宜花東三縣市每萬人失蹤人口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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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縣失蹤人口發生數近 10年整體呈下降之趨勢，但自 106(含)年起男性失蹤
人口發生數開始大於女性失蹤人口發生數。以年齡層結構觀察，少年人口有逐
年下滑之趨勢，取而代之為老年人口。
失蹤人口發生之原因以「離家出走」最多，另比較宜花東三縣市之間失蹤

人口發生數及查獲數，皆以花蓮縣最多，台東縣最少。至於每萬人失蹤人口率，
以本縣最低。

一、辦理失蹤人口查尋指導教育訓練 

為強化失蹤人口協尋，警察機關可藉講習訓練加強同仁重視並落實失蹤人
口查尋工作，並調閱監視器及通報警廣或請里長協助廣播協尋。

二、利用資訊平臺協尋失蹤人口 

利用相關資訊平臺協尋失蹤人口，優化系統有利提高尋獲率及減少失蹤人
口查尋時間，進而讓失蹤人口能儘早回到各自的住所。

三、建立失智走失案件報警協尋「三不：不用等、不用跑、不用錢」概念 

本縣失蹤人口有高齡化之趨勢，針對失智走失案件呼籲民眾失蹤不用等超
過 24小時後才能報案，並協助失智長者建立指紋檔案、人臉辨識照片建檔及申
請失智手鍊等，期能在最短時間內即時尋回，讓家人安心。

四、強化失蹤人口預防宣導

藉由學校、醫療及社福團體等機構舉辦社區治安座談會加強宣導預防失蹤
人口議題，結合有關機構與社區力量，讓社區居民彼此間能多加關懷與重視，
有效預防失蹤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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