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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意為犯罪現場調查。《CSI犯罪現場》自2000年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中推出以來，迅速成為美國炙手可熱的電視劇之

一。鑑識科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熱門。去年10月，美國有八個犯罪影集擠入

收視率前20名，包括CSI的各個系列影集。隨著這些影集的爆紅，似乎對美國

的法庭、鑑識實驗室、校園、甚至社會都帶來不少影響，但也有人對這部影集和

它的影響嗤之以鼻，認為其內容有虛構之嫌。到底是否有CSI效應？這個效應又

是怎麼一回事？筆者將就以上這些問題討論CSI效應及其存在性。 

 

貳、正文 

 

一、對法庭行為的影響 

 

這些影集對法庭的影響主要顯現在陪審員的行為上，以往的陪審團無法確實了解

DNA證據的複雜細節，但現在他們「對於物證的質與量都產生不合理的期望」（ 

註一），要求更多的指紋與DNA證據。但在真實情況中，刑警在犯罪現場往往 

找不到物證。如以下資料： 

 

「2005年，美國俄勒岡州地方檢察官、美國地方檢察官協會副主席馬基斯（Josh 

Marquis）告訴美國哥倫比亞電視網的新聞記者：『現在陪審員希望我們每一個案

子都要提出DNA證據；他們預期我們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他們期望那些技術就

像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一點不錯，洛杉磯一樁謀殺案的陪審員就抱怨警方沒

有將一件沾血外套送去做DNA鑑定。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被告已經

承認他到過犯罪現場。法官評論道：電視節目教了陪審員有DNA鑑定這個技術 

，但沒有教運用的時機。在德拉瓦州，有人研究陪審員處理證據的方式，有位受

訪的陪審員因為案子涉及複雜的DNA證據而抱怨道：這類問題在『CSI影集』

中並沒有發生過。」（註二） 

 

不過，在講求證據的法庭裡發現的CSI效應，卻沒有實質證據顯示它真的存在。

紐澤西州高等法院法官迦羅佛羅說：「一開始，我的反應也許是『對，真的有CSI

效應』，但是我認為這只不過是疑心而已，做不得準。我們覺得可能有那麼回事 

，但真相是，我不記得曾聽陪審團說過他們現在期望更多證據。」（註三） 

 

有人提議研究真實案例來證明CSI效應的存在，甚至有研究生正準備提出相關 

論文。不管它存在與否，這些影集確實對美國法庭有些影響，至少它們讓那些以

往不了解DNA證據的陪審團變得比較聰明了。 

 



二、對鑑識實驗室的影響 

 

影集裡的鑑識實驗室總是光鮮亮麗，鑑識人員在藍光照射下的潔淨工作台上做 

化學分析。但事實上，現實世界中的鑑識實驗室卻是積案如山，每個科學家手上

都有許多案子，絕不像影集裡那樣有好幾位科學家同時處理一個案子。而且隨著

影集的爆紅，民眾對鑑識實驗室的信心日增，刑警在犯罪現場蒐集的物證也是以

往的二十倍以上。 

 

「因此，新趨勢的後果之一，是使本來已經非常嚴峻的積案問題更加惡化。根據

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最近公佈的研究報告，在2002年年底（這是研究者所能

取得的最近資料），美國鑑識實驗室的積案已超過50萬件，儘管實驗室的檢驗效

率至少是預期完成率的九成。這份報告的作者估計，若要將2002年湧入實驗室

的鑑定案以每件限時30天的效率完成，至少還要雇用1900名全職人員。司法部

的另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2002年，美國50個最大的鑑識實驗室收到了120萬

件鑑定申請；這些實驗室的積案，在這一年之內就增加了一倍。其實美國自1994

年起，犯罪率就下降了，可是鑑識申請數量反而上升。」（註四） 

 

礙於時間與人員的不足，勢必要提升現有的儲存空間和設備，但對財政年年赤字

的美國政府來說，這又將是一筆鉅款，因為包括更新和購買設備，可能就要投資

至少十五億美金。 

 

三、對校園的影響 

 

雖然現在美國的鑑識實驗室嚴重缺乏人力，但政府倒是不用太擔心這件事，因為

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影集影響，希望成為影集中那些兼具警官、刑警、鑑識科學家

身分的人。現實世界中，在鑑識實驗室裡並沒有這樣身兼數職的職位，但它讓近

年就讀鑑識科學學程的學生數目以指數成長。 

 

「CSI各系列影集使大眾開始對科學著迷，認為科學是令人興奮又重要的行業，

美國自阿波羅太空計畫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科學熱。就讀鑑識科學學程的人暴

增。例如檀香山夏米納德大學的鑑識學程，四年之內學生人數從15名增加到100

名。在我任教的西維吉尼亞大學，鑑識與刑事調查科學學程的學生，2000年只

有4名研究生，現在主修人數名列全校第三，超過500名。」（註五） 

 

四、對社會的影響 

 

撇開CSI讓民眾對鑑識科學及鑑識科學家所產生的誤解不談，這類影集對社會 

造成更負面的影響：它教導罪犯如何犯罪和毀滅證據。有實例為證： 



 

「根據特蘭伯爾縣檢察人員提供的書面陳述，25歲的嫌疑人傑曼‧麥金尼涉嫌

闖入一棟住宅後殺害母女二人，隨後利用漂白粉消除手上血漬，並在轉移屍體過

程中把車內鋪上毯子，以免留下血跡。檢察人員說，麥金尼將屍體連同自己作案

時所穿的衣服一併燒毀，並把犯罪現場可能含有自己DNA的煙蒂清理乾淨。他

還企圖把鐵棍等犯罪工具扔進附近湖裡，但由於湖水已經結冰，這些物品仍留在

湖面上。麥金尼在今年1月早些時候受到謀殺、入室搶劫等多項指控。如果罪名

成立，他將被判處死刑。檢察人員指出，麥金尼就是一名CSI電視劇迷。」（註

六） 

 

但這部影集為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全都這麼負面。它使人們見識到鑑識科學的能

耐，讓越來越多人開始關心這門學問，甚至對它的前景有所期待。鑑識科學家們

也因此更積極的研究、開發新儀器和新方法以提升鑑識科學的水準，達到如影集

中精確又有效率的境界。 

 

參、結論 

 

CSI效應的產生，起因於英美犯罪影集的爆紅，不管它對法庭是否有影響，這些

影集證實了科學的能耐，引起大眾對鑑識科學的興趣，並提醒我們應該提升實驗

室及科學研究的水準。但反觀台灣，這些影集好像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更少

有人提起CSI效應，英美的電視和報紙倒充斥著這類消息。筆者認為，台灣仍有

許多進步空間，鑑識科學也是其中一部分。而國內目前只有中央警大設有鑑識

系，稍嫌缺乏競爭力。台灣在鑑識科學這塊領域裡，較英美各國恐要投注更多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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