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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

十四號案件，已於一百年八月九日宣判，並

於同月二十二日收受判決書；詎該院將判決

書送達後，竟於同月二十六日復寄發傳票命

被告到庭接受訊問，並通知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蒞庭；究有關單位是否已違反刑

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

案。 

貳、調查事實： 

陳訴意旨略以：非上訴第三審案件，未聞有法院判

決後再開庭審理，並作成人身強制處分之法律依據或前

例，本案臺灣高等法院竟於宣判後，復以被告有逃亡之

虞為由，違法開庭訊問，高檢署蒞庭檢察官未促請合議

庭注意開庭訊問違法，反相互唱和，主張陳訴人有逃亡

之虞，爰認高等法院合議庭法官與高檢署檢察官均涉違

法濫權云云。 

本案經調閱偵審全卷詳核，並就案涉刑事訴訟法適

用疑義，於民國（下同）一百年十月二十日邀請專家學

者到院舉行諮詢會議。茲就相關事實之查證情形及專家

學者提供之意見，分述如下： 

一、本案偵審經過情形 

(一)偵查緣由及結果 

１、本案緣於九十三年間真相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真相公司）股東認為周荃擔任該公司董事長任

內涉嫌侵占公司資產，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

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提出告訴。該署發交法務

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結果，認為周荃為彌

補公司虧損，向私人借貸增資款，權充驗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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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電公司）

董事長仝玉潔、副總經理仝清筠父子，未經董事

會同意及依公司內規對真相公司資產價值進行評

估，即指示友吉公司購買真相公司增資股票。士

林地檢署偵查結果，雖認仝玉潔、仝清筠等人無

涉侵占真相公司，予以不起訴處分（士林地檢署

九十五年偵字第一五四三七號），但認為涉嫌共同

對友吉公司背信，移轉管轄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偵辦。 

２、臺北地檢署偵查結果，認為仝玉潔、仝清筠二人

基於意圖損害友吉公司之利益及偽造文書概括犯

意之聯絡，共同涉犯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

百一十條之行使偽造文書、同法第二百一十七條

第二項之盜用印章、同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

之背信等罪嫌，於九十七年十月三日對仝清筠提

起公訴（仝玉潔於起訴前死亡），因認被告所犯行

使偽造文書、背信等罪嫌間，有方法、結果之牽

連關係，依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條後段規定，訴

請從一重罪之偽造文書處斷（見臺北地檢署九十

七年度偵字第一三八四號起訴書）。 

(二)歷審法院判決情形 

１、臺北地院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判決被告仝

清筠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判決主文：

「連續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損害本人之利益，

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

產，處有期徒刑陸年」。判決理由中，就公訴意旨

另以：「被告為辦理股權交易之過戶交割，未經友

吉公司負責人黃智雄之同意，在不詳地點，盜用

友吉公司及負責人之印鑑，製作簽約日期為八十

九年三月一日之真相公司股票買賣合約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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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再交付予真相公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友

吉公司及黃智雄，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二百一

十六條、第二百一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

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二項之盜用印章等罪嫌」部

分，認為「友吉公司既然實際上係由被告掌管，

被告就友吉公司及負責人之相關印鑑章，即屬有

權簽章之人，其於股票買賣合約書上使用友吉公

司及負責人之印鑑，當不能認為涉有偽造文書、

盜用印章之刑責」。臺北地院並認此部分之犯行，

與背信犯行間，有修正前刑法牽連犯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見臺北地院

九十七年度重訴字第七十七號刑事判決）。 

２、被告不服，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認

為上訴無理由，於一百年八月九日判決：「駁回上

訴」。並於判決書末敘明：「被告不得上訴。行使

偽造私文書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

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見臺灣高

等法院九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十四號刑事判

決）。嗣檢察官逾期未就偽造文書部分提起上訴，

全案於一百年九月五日判決確定。 

二、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確定判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 

(一)仝清筠於八十九年初，係擔任前上市公司太電公司

之常務董事、副總經理，且為太電公司財會小組（

負責每個月對太電公司國內轉投資事業財務報表的

管理等事務，小組成員由太電公司財務部、會計部

職員兼任）之負責人，嗣於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起

改任太電公司之副董事長、總經理，並仍為財會小

組負責人。緣太電公司對於電信網路媒體等事業，

有意架構成一龐大電信產業，惟當時任職太電公司

董事長之仝玉潔因健康狀況欠佳，並無實際參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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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業務之能力，任職總經理之孫道存，則因不受董

事長仝玉潔之信任，復另行擔任臺灣大哥大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臺灣大哥大公司）董事長乙職，對於

太電公司之業務乃未積極介入，故而太電公司上開

媒體計劃及子公司相關業務，實際上均係由仝清筠

主導、決策。而友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吉

公司）係由太電公司分別持股 99.93%、99.94%之轉

投資關係企業太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吉公

司）、太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友公司）所

共同轉投資設立，並持有其 99.988%股份，友吉公

司登記地址與太電公司相同，登記負責人黃智雄（

當時任職太電公司之財務經理，其個人並未持有任

何友吉公司股份，係以太友公司法人代表名義擔任

負責人）僅係掛名負責人，友吉公司之財務、會計

事務，皆由太電公司財務、會計單位同仁兼辦處理

，太電公司對於友吉公司實際上得以完全掌控，仝

清筠基於太電公司對於友吉公司之控制關係，而實

際主導友吉公司之經營，負擔處理友吉公司之事務

，乃係為友吉公司處理事務之人。 

(二)於 89 年間，真相公司負責人周荃聞知太電公司上開

媒體計畫訊息後，遂主動找仝清筠洽談有關出賣真

相公司股權事宜。詎仝清筠明知友吉公司乃符合太

電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四條第三項

所認定之子公司，於從事有價證券投資時，應依前

開處理程序所訂之作業規範處理，於取得資產金額

超過新臺幣（下同）一千萬元以上，未逾一億元時

，由各部主管及經辦人員或組成專案小組評估審議

後層報總經理核定後辦理；金額超過 1 億元以上者

，除依前揭規定辦理外，並層報董事會審議後辦理

。另取得有價證券時，原則上亦應取具標的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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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依規定編製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由簽證會計師就前開財務報表所顯示之每股淨

值與交易價格之差異出具意見書，如每股淨值與交

易價格差距達 20%以上者，簽證會計師尚應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竟基於意圖損

害友吉公司利益之概括犯意，於處理收購真相公司

股權過程，違背前揭處理程序之作業規範，連續為

下列之行為，致生損害於友吉公司之財產： 

１、於八十九年二月間，在與真相公司負責人周筌接

觸過程中，仝清筠已獲悉真相公司於八十八年間

即因經營不善，發生嚴重虧損，急欲尋求投資者

接手，並挹注資金，以維繫真相公司正常運作之

情事，且依真相公司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所列股東權益合

計係五千一百一十一萬七千元，按真相公司已發

行股數四千九百萬股計算之每股淨值僅為 1.04

元，實收資本額四億九千萬元已虧損殆盡，卻仍

執意續與周荃洽商有關投資真相公司事宜，周荃

為求順利出脫自己與股東曾淑仁等人所持有之

真相公司股權，並提升投資者購入意願，遂於八

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辦理真相公司減資四億四

千萬元，同時再辦理現金增資一億五千萬元，將

真相公司之每股淨值調整為 8.43 元（按增資後

股本二億元計算）。仝清筠於前述洽商過程，業

已知悉真相公司之財務狀況極差，並未因辦理前

開現金增資而獲致改善，且周荃所提之出售價格

偏高顯不合理，竟擅自以友吉公司代表人身分，

同意以三億零四百萬元（原判決誤載為三億四千

萬元）之價格，購入真相公司 51%之股權，而違

背前揭處理程序之作業規範，即事先未經評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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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未層報董事會審議（因投資金額已超過一億

元以上），亦未由太電公司簽證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出具意見書，更未由簽證會計師就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因二次交易價

格均與真相公司每股淨值差距已達 20%以上），

即擅自決定收購之股份總數及價格。嗣仝清筠決

定分二次執行其與周荃所議定之 51%股權收購，

遂指示太電公司財務部人員（簽呈上記載之承辦

人為連清文）於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簽呈方

式，記載：「擬以每股十八元之價格，購入三百

萬股（即購入周荃所代為處理之真相公司股東曾

淑仁、陳林世惠及羅恩雄等三人持股），共計五

千四百萬元，佔有真相公司 15%之股權」等相關

內容，以傳真方式層報不知處理過程未依作業規

定辦理僅係仝清筠與周荃兩人私自議定之總經

理孫道存核可後，太電公司財務部人員即於八十

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自友吉公司之帳戶提領五千

四百萬元，存入至周荃在大安商業銀行（業與臺

新國際商業銀行合併，下稱大安銀行）復興分行

帳號 000000000000 號帳戶，並使用友吉公司及

掛名負責人黃智雄所留存之印鑑（即俗稱公司大

小章），製作簽約日期為八十九年三月一日之股

票買賣合約書三份暨辦理股權交割（之後於同年

三月二十一日復補簽呈予董事長仝玉潔）。 

２、仝清筠復承續同一概括犯意，再次指示太電公司

財務部專員陳永松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以簽

呈方式，記載：「擬友吉公司以每股不得高於

34.72 元購入七百二十萬股，金額約介於 2.25 至

2.5 億元之間，佔真相公司 36%之股權，暨上次

投資 15%，共計佔 51%之股權，於月底先付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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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訂金，餘額預計四十五至六十天付清」等相

關內容（最後係以每股 34.72223 元之價格，購

入周荃所持有及其代為處理林謝玉鴻等八人持

股，合計二億五千萬零五十六元，零頭五十六元

捨棄，實際匯款二億五千萬元），層報不知處理

過程未依作業規定辦理僅係仝清筠與周荃兩人

私自議定之總經理孫道存及董事長仝玉潔核可

後，太電公司財務部人員即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

一日自友吉公司帳戶提領，匯款 5 千萬元至周荃

在臺北銀行（業與富邦商業銀行合併，並更名為

臺北富邦銀行，下稱臺北銀行）營業部帳號

000000000000 號帳戶，再分別於同年六月二十八

日、七月十四日提領友吉公司帳戶存款，將九千

萬元及一億一千萬元存入周荃上揭大安銀行帳

戶並辦理股權交割。 

(三)於八十九年六月間太電公司改選後，仝清筠改任太

電公司總經理，因其先前與真相公司負責人周荃議

定收購真相公司 51%股權時，為維持真相公司正常

運作發展，以便將來我國加入 WT O 後取得大陸落地

權（即衛星電視在當地有線電視系統台可以播出之

權利），曾同時應允將對真相公司經營所需資金給

予支援。仝清筠乃承前同一概括犯意，於友吉公司

取得真相公司 51%股權後，明知真相公司財務能力

迄未改善，且依太電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規定，太電公司或其子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時，

需由經辦部門將借款人之財務狀況、營運績效、債

信、擔保品等事項詳實調查，會簽財務部及會計部

，並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並提董事會通過後，

由財務部會同法務完成設質手續後，始得貸放，竟

未經審慎評估真相公司償還借款之可能性，亦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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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電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及完成設質等手續，即擅自

同意真相公司負責人周荃之請求，指示太電公司財

務部人員，依據真相公司所提出之現金需求表，連

續自友吉公司帳戶提領資金，匯款至真相公司在中

國農民銀行營業部（業與合作金庫銀行合併，下稱

農民銀行）帳號 00000000000 號及臺北銀行寶清分

行帳號 000000000000 號等帳戶內，嗣承辦人太電公

司財務部專員陳永松認為僅依現金需求表即匯款予

真相公司，甚為不妥，乃要求真相公司頇以簽呈等

正式文件，並經其送請仝清筠批核後為之，適真相

公司負責人周荃有意再辦理現金增資，仝清筠遂與

周荃達成協議，將後續之資金支援貸款視為「預付

股款」，擬於真相公司增資完成後，直接易為友吉

公司之持股。自八十九年十月五日起至九十年八月

二十四日止，共將友吉公司資金貸與真相公司達二

億一千零六十萬五千五百元，後因真相公司並未辦

理增資且財務惡化將行倒閉，仝清筠為免前開挪用

友吉公司帳戶資金之不法行為曝光，遂以真相公司

所出具之借據，交由太電公司法務人員追討搪塞，

惟真相公司事後皆未償還，且真相公司並於九十四

年六月八日經臺北市政府廢止真相公司之公司登記

，致生損害友吉公司之財產。有關太電公司與友吉

公司之關係，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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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高等法院於本案判決宣告後，傳訊被告開庭審理

並諭知出境之事實經過情形 

(一)卷查本案第二審法官（審判長李英勇、陪席法官白

光華、受命法官崔玲琦）於一百年八月九日宣判，

被告仝清筠於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收受判決書之送達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官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受送

達。 

(二)嗣因友吉公司以被告仝清筠另犯他案經第一審判決

有罪，由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九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五三號審理中，被告早年因學業、工作關係長年居

住美國，對於海外生活環境有相當程度之熟悉，恐

有逃亡之虞，為確保他案審理之順利進行及保全被

告將來之執行等理由，聲請對被告為限制出境之處

分。案經高院以告訴人非刑事訴訟法第三條所稱之

當事人，且刑事訴訟法亦無賦予告訴人得聲請法院

對被告為羈押、具保、責付及限制住居之權，於一

百年八月二十三日作成一百年度聲字第二六一四刑

事裁定：「聲請駁回」。 

(三)惟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崔玲琦以友吉公司具狀聲請對

被告為限制出境之處分，雖經該院以聲請不合法駁

回，但仍有促請法院注意之意，遂於一百年八月二

十五日製發傳票（案號及案由載為「九十九年度上

重訴字第十四號仝清筠偽造文書等」），通知被告

仝清筠於同年八月三十一日到庭接受訊問。 

(四)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審判長崔玲琦開庭訊問時，告

訴代理人表示「近十年，友吉公司曾對被告聲請強

制執行財產，但全部未受清償，被告持有的各種股

票都已移轉，加上被告子女都有美國籍，被告可依

親附美」等語，審判長爰訊問被告「子女是否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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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國國籍？」並提示入出境資訊連結資料訊問被

告：「今年二次出國是去哪裡？」。審判長另詢問

檢察官意見，蒞庭檢察官洪威華表示：「有限制出

境必要，理由如告訴代理人所陳述，為確保日後審

判及執行，有限制出境之必要」。審判長末諭「經

合議庭評議後，認被告經原審認涉犯背信罪，判決

有期徒刑六年，並經本院判決上訴駁回，雖本案尚

未確定，但被告遭重判，且子女均具有美國國籍身

分，恐有為規避將來之執行而有逃亡國外之虞，惟

因本案審理期間，被告歷次均有出庭應訊，應認尚

無羈押之必要，應予限制出境、出海」。並當庭諭

書記官立即通報，於當日行文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 

四、本院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 

(一)陳祐治（世新大學法律系兼任副教授；現職臺灣高

等法院法官）表示略以： 

１、法院諭知限制出境處分時，依例一併行文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總局命執行

之，即同時諭知「限制出境、出海」，故本件承

審法官應係同時諭知「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

處分（下稱「系爭強制處分」）；而諭知「系爭強

制處分」乃替代羈押之一種強制處分，固未囚禁

人身於看守所，然對涉外商業之從事者而言，可

能造成之實際損害，非僅剝奪人民之「旅行」自

由而已，自不能等閒視。 

２、基於權力分立原理，國家之司法審判權與職司犯

罪追訴及刑罰執行之行政權，涇渭分明，如有不

應為而為之踰越或應為而不為之懈怠，均屬不

法。而法院就個案審判權之存在係以「案件之繫

屬」為首要前提，倘法院就已脫離繫屬之個案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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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審理或對之裁判者，於法即有未合。本件承

審法官就系爭個案於一百年八月九日宣判且被

告已於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收受判決書之後，再定

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期日傳訊被告並諭知「系爭

強制處分」，從表面上觀察，似屬個案脫離繫屬

後之審理或裁判，難怪令被告發生適法與否之疑

義，尤其背信部分，從表面上觀察，似已因不得

上訴而告確定。 

３、惟查本件系爭個案宣判後，再開庭審理並諭知

「強制處分」，其適法性如何，應從以下面向，

按邏輯推演順序觀察分析： 

(１)從案件之性質觀察 

裁判上一罪案件，其中一部不得上訴，一

部得上訴者，本於審判不可分原則，其中一部

上訴之後，上訴效力及於不得上訴部分。本件

檢察官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犯刑法修正前連

續背信及偽造私文書罪，而背信及偽造私文書

間具有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關係」（臺北地檢

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三八四號起訴書），簡

言之，公訴意旨係以背信及偽造私文書罪屬裁

判上一罪案件；次觀之原判決高院九十九年度

上重訴字第十四號判決）背信有罪部分判決理

由之後載為：「被訴偽造私文書罪部分不另為

無罪諭知」，可見原判決亦認背信及偽造私文

書為裁判上一罪；又判決書末附記：「被告不

得上訴」，換言之，檢察官對此裁判上一罪仍

得上訴，且上訴之效力及於全部。是本件高院

法官為系爭審理或裁判之際，不能因背信部分

不得上訴之故，即認案已確定而脫離高院之繫

屬，應進而分析全案是否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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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析全案是否判決確定 

本件檢察官對於原判決既得上訴，已如前

述，其迄至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承審法官進行

本件「系爭審理及系爭強制處分」之際，有無

捨棄上訴權？是否已逾上訴期間？此等事實攸

關全案是否判決確定，則頇依卷證資料究明，

資為論斷之依據。 

(３)如檢察官於判決後捨棄上訴權或收受判決後

已逾上訴期間（以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系爭

審理及系爭強制處分」為基準日） 

倘如此，本案判決已告確定。在此情形下

，承審法官逕將案件送請檢察官執行即可結案

，如遇特殊情況，基於司法互助，洽商立刻執

行，未嘗不可。從而，被告即無從逃亡，則為

保全目的之「系爭審理及系爭強制處分」，誠

屬多餘。 

惟若承審法官係針對判決後新發生「被告

逃亡之虞」事實，因媒體披露或告訴（發）人

聲請而發動者，不論本案判決是否確定，其本

身性質上為另一應裁定之個案，與已判決之本

案分別獨立存在，則承審法官對之為「系爭審

理及系爭強制處分」，則屬允當。 

(４)如檢察官尚未收受判決或收受判決後尚未逾

上訴期間（以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為「系爭審

理及系爭強制處分」為基準日）： 

倘如此，本案判決尚呈等待檢察官上訴之

懸而未決狀態，不能謂已脫離高院之繫屬。在

此情形下，承審法官所為「系爭審理及系爭強

制處分」，於法亦難謂不合。蓋： 

<１>依刑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法院如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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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刑之執行」之必要，尚且得以羈押被

告，此項「系爭強制處分」為替代羈押之一

種，如因保全「刑之執行」之必要，承審法

官於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所為處置，於法難

謂不合。 

<２>同條所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之羈押被告

法定要件，旨在促使法院審慎羈押，務必踐

行直接言詞審理，寓有保障被告人權意旨。

是承審法官為「系爭強制處分」時，所踐行

直接言詞審理，正彰顯審慎處置之態度，檢

察官受通知而配合到庭執行職務，均堪嘉許

，不能反而指摘承審法官或到庭檢察官於法

有違。 

<３>本案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開庭訊問時，偽造

文書罪部分依法仍得上訴，基於上訴不可分

，背信罪部分仍不得移送檢察官執行。 

４、承審法官所為「系爭審理及系爭強制處分」，本

質上屬於非終結本案訴訟之第一審裁定，被告如

有不服，刑事訴訟法訂有抗告程序可資救濟。與

已判決之本案訴訟迥然兩事，不足影響本案判決

之正確性。 

５、依現有資料觀察、分析結果，本件承審法官所為

「系爭審理及系爭強制處分」暨檢察官到庭執行

職務等作為，於法均無違誤。 

６、訴訟之主要爭點用判決，非主要爭點用裁定。本

案應注意是否於判決後有新發生之原因，例如報

紙報導被告有逃亡之虞或股東陳情被告有逃亡

可能，有此種風聞時，可以分一個聲字案，聲字

案就是裁定的案件，不是本案。建議調卷查明高

院法官發動開庭的原因，是不是有人陳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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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聲請狀本身就可以分一個聲字案，用另外

一個案號來處理，如沿用本來之案號，易讓人誤

會本案已經結了，還在處理，其實本質上是另外

一個聲字案。 

(二)吳巡龍（交通大學科法所兼任助理教授；現職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表示略以： 

１、刑事實體法為保護人民的信賴利益，免不教而殺

之虐，有罪刑法定主義的原則，禁止作不利於被

告的擴張解釋及類推適用。但刑事程序法不同於

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以發現真實、保障人

權、追求正義為目的，刑事訴訟法條文的解釋與

刑事實體法不同，當發現法律漏洞時，在不違反

憲法法律保留原則的前提下，必需權衡發現真

實、保障人權、追求正義之需要而作最符合立法

目的的解釋或類推適用，而非以最符合被告利益

的解釋為依歸。 

２、傳票為具有間接強制性質之訴訟文書，依刑事訴

訟法之規定，僅限於被告(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

條) 、證人 (第一百七十五條) 、鑑定人 (第一

百九十七條準用人證之規定) 、通譯 (第二百一

十一條準用人證之規定) 及審判日期之被害人或

其家屬 (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 適用之。刑事

訴訟法雖無法官於訴訟程序終結後傳喚或通知

當事人到庭之規定，但通知應訊既無礙被告防禦

權行使，又無礙其人身自由，若有必要，應非法

之所禁；但因法無明文，應僅生「通知」之效果，

並無強制到庭之效力。 

３、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之撤銷羈押、第一百零

九條之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第一百一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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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十六條之停止羈

押、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沒入保證金、第一百

十九條第二項之退保，以法院之裁定行之。案件

在第三審上訴中，而卷宗及證物已送交該法院

者，前項處分、羈押及其他關於羈押事項之處

分，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二審訴訟程序終結

後，判決確定前，發現被告有限制出境之必要，

性質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類

似，應類推適用該規定，認為訴訟程序終結後裁

定限制出境程序合法。 

(三)黃朝義（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教授）表示意見略以

： 

１、本案問題在於，檢察官於上訴期間是否上訴還未

確定的過程中，告訴人提出要避免逃脫、以前聲

請執行的一些債務沒有辦法落實、獲得清償等

等，高等法院依照哪個條文可以發傳票進行裁

定？現行法大概只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

跟一百零一條之一，一個是羈押的聲請，一個是

預防羈押的聲請，但羈押不存在，怎麼會有替代

手段的問題？離開法院的繫屬，照理講，這個案

件應該與二審脫離。上訴期間，二審是不是可以

準用（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在法律依據上是有問題的。 

２、若這人犯自始至終都在羈押當中，面對的是有沒

有延押的必要，或是有怎樣的替代處分，可以進

行訊問。但問題是，人在外面自由活動，沒羈押

的狀況下，要如何讓他接受訊問？在現行訴訟法

找不到依據。 

３、面對有逃亡之虞，甚至於會影響到整個未來審判

進行，或刑的執行之情形，對國家來說是種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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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因為刑罰權無法落實，於公於私無法交代，

應該要有一個機制存在，防範未然，不管是法官

依職權、或檢察官提出聲請、或告訴人提出聲

請，只要訊息傳達到，確實需要一個機制來防止

這種行為發生。問題是，在法的依據上面，如何

讓他比較沒有爭議，是未來必頇要考量的。 

４、人犯在押中當然沒有逃亡之虞，但人在外面，知

道他要逃走，要考慮到在法制上如何設計問題，

可能在注意事項加入有人檢舉或聲請被告有逃

亡之虞難以執行時，可以透過傳票進行訊問，再

裁定有無必要限制住居。 

５、本案其實高院沒有不對，也不能不處理，但就是

法律依據問題，建議在注意事項加以補充，把不

足的地方加進去，但沒必要修法，因為是本案延

伸出來的技術性問題，技術性問題沒有必要動到

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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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意見： 

本案陳訴意旨略以：非上訴第三審案件，未聞有法

院判決後再開庭審理，並作成人身強制處分之法律依據

或前例，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十四號刑

事判決案件，承審法官竟於宣判後，復以被告有逃亡之

虞為由，違法開庭訊問，高檢署蒞庭檢察官未促請合議

庭注意開庭訊問違法，反相互唱和，主張陳訴人有逃亡

之虞，爰認高等法院合議庭法官與高檢署檢察官均涉違

法濫權云云。案經本院調卷詳核，並諮詢專家學者意見

後，茲就所涉爭議之調查實情及意見，敘明如下： 

一、本案因涉裁判上一罪之上訴第三審不可分問題，高院

於有罪宣判後，傳訊被告期日仍在檢察官依法得上訴

期間中，承審法官本於心證及法律見解之確信，為保

全將來刑之執行，爰傳訊被告並裁定限制出境出海之

強制處分，此於法無明文依據下，容有爭議 

(一)按刑事訴訟法僅於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明定，案

件在「第三審上訴中」，羈押及其他關於羈押處分

之事項，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至於第二審判

決後，檢察官依法得上訴期間，發生被告有逃亡之

虞事由，得否傳喚被告開庭訊問並裁定拘束人身自

由之強制處分，法無明文依據。 

(二)經查本案檢察官係以被告犯刑法修正前連續背信

及偽造私文書罪，兩者間具有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

關係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雖僅判決背

信部分有罪，惟於判決理由中載明「被訴偽造私文

書罪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顯見第二審判決亦認

定本案所涉背信與偽造文書為裁判上一罪。按背信

部分雖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五款所定

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名，惟同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

二項亦明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

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對此，我國實務見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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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認為，裁判上一罪案件，其中一部不得上訴，一

部得上訴者，本於審判不可分原則，其中一部上訴

後，上訴效力及於不得上訴部分（最高法院七十六

年台上字第二二○二號判例、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

四六五五號裁判及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一一

號裁判意旨參照）。是本案第二審法官雖於一百年

八月九日宣判，被告於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收受判決

書之送達，惟依實務見解，本案檢察官對於裁判上

一罪，若未捨棄上訴權，於依法得提起上訴期間，

因上訴效力及於全部，背信部分仍未判決確定。查

本案檢察官於一百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受判決書之

送達，逾上訴期間未提上訴，全案於同年九月五日

始告判決確定。臺灣高等法院係於本案宣判後，判

決確定前，因告訴人具狀聲請對被告為限制出境之

處分，雖經該院以告訴人不具聲請人資格為由裁定

駁回（高院一百年度聲字第二六一四號刑事裁定）

，惟承審法官認有促使注意被告有逃亡之虞，而製

發傳票，訂於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開庭訊問被告，

上開傳訊期日仍處於檢察官得依法提起上訴期間

，背信部分於判決確定前，尚無從交由檢察官執行

。參照本案臺灣高等法院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訊問

筆錄末段敘載：「審判長諭經合議庭評議後，認被

告經原審認涉犯背信罪，判決有期徒刑六年，並經

本院判決上訴駁回，雖本案尚未確定，但被告遭重

判…恐有為規避將來之執行而有逃亡國外之虞…」

等語，顯見本案第二審法官於宣判後，傳訊被告並

諭知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係認本案當時尚

未判決確定，有保全將來刑罰執行之必要。核本案

第二審承審法官於訴訟程序終結後，傳喚被告開庭

審理並裁定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於法無明

文依據下，容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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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審訴訟程序終結後，依法得上訴期間中，倘發生

被告有逃亡之虞事由，如何保全將來刑罰執行，現行

法令欠缺明文依據，司法院宜儘速研議，健全法制，

以杜絕爭議 

(一)查臺灣高等法院於本案宣判後，以裁判上一罪，於

全案處於檢察官得上訴期間，判決尚未確定前，因

告訴人具狀聲請對被告為限制出境之處分，承審法

官認有促使該院注意被告有逃亡之虞，乃以傳票記

載本案案號案由「九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十四號仝

清筠偽造文書等」通知被告開庭訊問並諭知限制出

境、出海之強制處分。 

(二)按傳票乃具有間接強制性質之訴訟文書，依刑事訴

訟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者，得拘提之。惟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法

官於訴訟程序終結後，得傳喚當事人到庭之規定。

又限制出境、出海乃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固未囚

禁人身於看守所，然對涉外商業之從事者而言，可

能造成之實際損害，不可等閒視之。法官於訴訟程

序終結後，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有保全將來刑罰

執行之必要，以實現司法正義，然被告於審判中既

未經法官裁定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則於判決後

人身自由未受拘束之狀態下，究憑何依據傳喚被告

到庭接受訊問？可否以傳票方式為之？應由何審

級法院裁定？等諸多疑義，因欠缺明文依據，易使

被告質疑承審法官於本案判決後，既已脫離法院繫

屬，卻仍違法傳訊被告及裁定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

處分。司法院允應儘速研議，健全法制，以杜絕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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