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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 99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偵辦集團性現金賄選及團隊
辦案之要領

高嘉惠 1、2

壹、前言
查察賄選乃斷絕黑金與貪腐之利

器，且為建立民主政治之重要根基。尤
其去 (99) 年 11 月 27 日所舉行之「直轄
市市長、市議員、里長」選舉，其選區
選民占全國人口 6 成 5，屬五都縣市合
併前之超級選戰，選舉結果影響各政黨
未來政治版圖，亦被視為 2012 年總統選
舉之風向球，競爭激烈顯可預見。而當
選人素質之良莠，攸關台灣民主能否更
進一步深化與躍進，故吾人皆冀望選舉
過程能公平、公正、公開地進行，務求
真正選賢與能，以期建立清明且廉能政
治，俾追求富足及和諧社會。鑑於本次
選舉乃「三合一選舉」，法務部特於選
前頒佈工作綱領，指示全體檢察機關，
應以「徹查樁腳脈絡，全力向上溯源」
為重點目標，奉「公正、品質、效率」
為查賄三準則，並以查緝敗壞選風最甚
之「集團性現金買票」為首要任務。因
是，如何有效嚴查「集團性現金賄選」，
維護純淨選風，提升社會大眾對檢察機
關之信賴，杜絕黑金對民主政治之危害，
厥為本署檢肅黑金專組查察賄選之重
心。

筆者於本次選舉期間，為檢肅黑
金專組成員，在檢察長領導下，以法務
部前揭工作綱領為圭臬，有幸歷練並偵
辦出高雄市市議員候選人孫○○及其共

1. 作者 2011 年 3 月撰文，時任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2. 全文請參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99 年度選偵字第 117 號等孫○○乙案檢察官起訴書。

犯「集團性現金賄選」犯行，奉檢察長
指示，於 100 年 4 月間，在本署召開全
國性查賄觀摩會時，以「偵辦集團性現
金賄選及團隊辦案心得分享」為題，作
心得報告與經驗分享，用供成效檢討與
缺漏改進。職是，不揣個人淺陋，爰參
考歷年部頒查賄工作綱領並結合辦案所
得，提筆為文呈報書面資料。惟囿於撰
文送稿時限，多有疏漏、闕如或思慮不
週之處，尚祈方家先進不吝指正。

貳、如何偵辦集團性現金賄選案件
一、偵查步驟與要領
（一）第一階段
主動尋找並嚴選有用情資，積極策

動檢舉人出面製作檢舉筆錄而鎖定目標
後，配合先期蒐報事證資料，據以向法
院聲請通訊監察，長期上線監控。嗣加
強佈建地雷、隨時配合現譯台而為跟蹤、
監視、埋伏等相應作為俾縝密蒐證，俟
時機成熟，傳喚涉案人員到案說明或向
法院請票執行搜索，以查扣重要賄選證
據。析言之：

l、廣建情資來源系統，嚴選有效情資
囊昔情資主要源自民眾檢舉、調查

處（站）提報、市警局提報及政風單位
提報。現今應加強運用機關員工及其親
屬、業務關聯團體（如檢察署之觀護、
犯保、更保、司法志工等協會，各警局

壹、前言
貳、如何偵辦集團性現金賄選案件
參、偵辦現金賄選案件常面臨之困境與挑戰
肆、高雄市市議員候選人孫○○及共犯「集團
性現金賄選」案例說明

伍、結語



93

轄區之義警、民防及守望相助巡守隊等
組織）所屬人員，利用渠等「在地化」
優點，鼓勵深入社區蒐集情資，踴躍提
出檢舉。另可開拓平日即負責對其業管
經費進行控管稽核之各單位審計會計人
員，以取得第一線情資。

2、對可靠賄選情資，落實通訊監察工
作

(l) 查明買票者實際持用電話（可要求
檢舉人配合）。

(2) 由瞭解通訊監察對象之偵查員或調
查員專責聽帶，且按日聽帶，以便追蹤
與過濾。必要時，進駐機房現譯並配合
發動及時行蒐。

(3) 買票者單方提出買票要約（行求），
或經選民允諾（期約），即可成案，因
而，有確實通訊監察，即可偵辦「對投
票權人行求（期約）賄賂罪」，比偵辦
「對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更簡單，且
更易讓法官認定有罪。

3、配合先進蒐證器材，改以跟監秘密
蒐證、車輛衛星定位或由願意配合之查
賄志工代為蒐證等方式為之。

4、發動抓賄時機與對象應確實掌握
（是否搜對點、搜得巧）。蒐證重點，
非在「賄賂」或「不正利益」本身，而
在「賄賂」或「不正利益」與選舉是否
具有對價之密切關係。蓋法官常以交付
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選舉無關，
判決被告無罪，因是法官判決無罪理由，
即屬蒐證重點。另應注意蒐集候選人與
選舉有關動作及表達方式。

5、向法官聲請搜索票應備齊之基本資
料：

(1) 被搜索人之年籍（設籍）資料、前
科表（有照片或口卡更佳）。

(2) 檢舉筆錄。

(3) 提出賄選物品或現金。

(4) 實際前往現場勘查，製作現場圖並
拍照。

(5) 提出訪談居民的錄音（影）帶。

(6) 由現場勘查之偵（調）查員親向法
官報告，或由檢察官親與法官溝
通。

(7) 檢附通訊監察譯文（最有效）。

6、發動查賄行動後，如有嶄獲，應靈
活並妥適地運用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
第 88 條之 1、第 130 條、第 131 條、第
131 條之 l 所規定之逮捕、拘提與無令狀
搜索權。

7、扣押重點：記載姓名、日期、數字、
代號的小紙條、周（日、月）曆、筆記本、
加密電腦資料、隨身碟等。

（二）第二階段
1、問案時，如被告垣承犯行，應翔實

偵訊鞏固筆錄，再全力向上溯源；如被
告矢口否認，則須耐性、用心地慢問細
磨，期探究事實真相與案情全貌。

2、實施訊問時，應結合「現場勘查、
物證蒐採、監聽譯文、搜索扣押所得證
據資料、監視畫面攝錄內容、報告及調
查訪間」等所得情資，作為案情硏判之
依據，並運用偵訊技巧為之。

3、犯罪嫌疑人（被告）雖經自白，仍
應於第一時間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
否與事實相符。查證時，應嚴守秘密，
並講求迅速、深入、徹底與完整，如是，
亦可防堵已然坦承犯行之被告，於下一
次傳喚偵訊時企圖翻異前詞，或因已受
外力干擾而拒絕再配合檢警作詳細查
證，乃竟功敗垂成。

4、善用「通訊監察內容、雙向通聯紀
錄、監視器攝錄影像、測謊記錄」等利
器，以合法手段，有效偵訊突破收賄選
民或行賄樁腳心防。必要時可製作二份
筆錄，一份具名、另一份以 Al 呈現，使
坦承證人放心。

5、妥善運用「偵查中自白可減刑」、
「犯後態度將酌情量刑」、「證人保護
優惠」、「緩起訴處分」、「職權不起
訴處分」等規定，使被告供出實情，俾
循線上追樁腳、未到案共犯或候選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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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選犯行。

6、問案兩大定律：意願永遠大於能力，
態度永遠大於技巧。
偵訊突破沒有心法，唯有「埋首做」、

「認真問」而已。

（三）第三階段
1、一旦突破重要樁腳心防或查扣重要

行賄事證（諸如行賄資金帳冊、買票受
賄名冊、可疑金流資料）時，應調集儲
備人力，儘速擴大偵辦深入追查。

2、追查人脈及金脈乃偵辦賄選案件最
重要之兩大主軸，而二者能否循脈深入
追查，核屬案情能否向上溯源並擴大戰
果之關鍵所在。

3、善加運用強制處分權，適時向法官
聲請羈押相關共犯，並隨偵查歷程發動
後續必要之搜索，或依法續行傳喚、拘
提、偵訊等作為，遞次蒐證且按圖索驥，
期肅清有組織結構之集團犯罪網。

4、除現行犯外，宜以令狀搜索發動第
一波行動，有所嶄獲後，再以同意搜索、
緊急搜索、拘提（逮捕）配合人身附帶
搜索、逕行搜索等擴大戰果，較為理想。

二、視傳喚應訊人數、層級，適度調
整及規劃「勤務規模、訊問場地、出勤
人力」，規劃時至少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人力問題：盡可能為下列任務
分組

l、搜索勘查組：負責案件之請票、搜
索等作為，必要時輔以現場勘查、保全
證據（調取監視畫面或分析持機人所在
位置等）。另犯罪證物之蒐集，應注意
候選人競選服務處幹部名冊、帳冊（含
電腦磁片、隨身碟）等物件，必要時，
於發動搜索行動之前，事先協調商請會
計或資訊等專業人員支援立刻解讀，以
掌握破案先機。

2、調查偵訊組：負責傳喚、拘提嫌疑
人或證人，製作筆錄及偵訊突破等要務。

3、行政事務組：負責使訊問場地之動
線保持通暢、調查及發放便當、開水等

行政事務。如遇受訊問人身體或心理有
突發狀況時，可於第一時間緊急處置或
進行安撫，以化解不必要之危機，並避
免干擾偵訊進行或釀成群眾事件。

4、警戒任務組：請轄區派出所制服員
警，專責警戒工作。

5、待命支援組：一旦案情有所突破（包
含偵訊突破抑或搜扣重要名冊），應立
即出動為第二波行動，在黃金時限內，
倏為傳喚、拘提、搜索等相應作為。必
要時，可報請主任檢察官協調調度支援
人力，即時挹注新血。

6、專責配屬承辦檢察官之秘書：
負責各項聯絡、彙整及蒐報當下戰況

與受訊問人筆錄內容摘要，讓檢察官隨
時掌握最新案情而為各類調度及指揮。

（二）車輛問題
1、一部車基本上配屬二位警力，一

人駕駛（宜由在地派出所出人帶路兼開
車）、一人負責車上進行訪談及突破（宜
由參與專案之小組成員擔任），一次傳
喚一至二位嫌疑人。原則上一車帶一嫌
疑人可避免串供且較易突破，惟如第一
時間選民已坦承收賄，即可連同受賄家
屬一併上車帶回偵訊。

2、規劃勤務前，事先計算該梯次可能
傳喚受訊人數，以利調度各分局警車、
地檢署公務車乘坐。如遇大規模勤務，
則機動調度大型巴士以因應。

（三）場地問題
偵訊場地可機動使用「選民住處所轄

之派出所或警局」、「本署第一辦公
室」、「本署第二辦公室」、「專案小
組所屬之原單位所在地」。善用所謂：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趁
最有勢之形，而攻其心也。

（四）經費問題
l、執行案件當天應支出相關經費（例

如：便當費、茶水費），事先協調好願
意給付而核銷之單位。

2、查賄案件常須漏夜偵訊或在假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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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選民，故署內被調度支援執行案件之
人力（例如：檢事官、書記官），盡可
能從優核給專案加班費或補休假，以提
升支援辦案意願與付出度。

（五）由承辦檢察官事先製作選民偵
訊例稿電子檔，隨時、隨地在歷次發動
之勤務上，影印出來交由警察或事務官
持錄音機依例稿內容進行初訊，一則撙
節人力、時間，再則亦可克服訊問處所
缺乏電腦、錄影機等相關配備問題。

（六）規劃大型勤務前，應召開專案
會議，討論如何派遣支援人力、車輛、
偵訊場地及動線等問題。宜由主任檢察
官以上層級擔任召集人，協請市警局大
隊長、當地轄區分局分局長（如只派遣
偵查隊長，恐各地派出所員警執行較不
力）等人到場與專案承辦檢察官、警官
共同研議。

（七）傳喚嫌疑人進行訊問前，應事
先調取其全戶戶籍資料（先查證戶內共
有幾票）、電話通聯、口卡照片等相關
資料，以利偵訊一有突破時，即時進行
指認。再者，如傳喚者為選民，務必先
期查證該人在該選區是否確有投票權。 
三、如何上對線（監聽）、跟對人（行

動蒐證）、搜對點（搜索）？
（一）建立選情資料庫，乃提升偵查

準確度及肅清賄選犯罪網之不二法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為使查賄工作
事半功倍，應綜析選情，提前部署，方
能有效鎖定正確目標，洞悉賄選模式而
主動出擊。

1、自各政黨初選開始，即鎖定可能賄
選候選人，清查與椿腳間之關係網絡、
互動、資金流動狀況，加以確實掌握、
監控，建構持續有效運作之查賄網絡。
過程中應針對「黨派運作、籌錢募款、
花錢綁樁、造冊準備、買票行賄、催票
接送及謝票結算」等不同階段，進行相
關情資蒐報工作。

2、以每一候選人為中心，對候選人及
其親友、助選幹部、幕後操盤手、服務

處人員、後援會負責人、各階層樁腳（尤
其曾因賄選案件被提起公訴或為不起訴
處分者）、賄選資金提供者（金主、利
益團體、政黨…等）等人際網絡相關基
本資料，建立完整系統資料庫。如發現
有可疑之巨額現金提領，應從速至金融
機構調閱相關帳戶資料，清查資金流向，
必要時立刻以跟監、監聽、傳喚、搜索、
扣押等相應作為展開偵辦行動。

3、建立資料庫基本方向，應著眼於下
列數端：
（1）候選人的派系屬性。

（2）候選人此次受何派系或組織系統
支持？

（3）候選人上屆為何會當選（落選）？

（4）候選人此次競選策略為何？

（5）何人負責操盤？

（6）候選人的民調如何？變化如何？
是否處在當選邊緣？

（7）候選人主要的競爭對手是誰？

（8）候選人的財務狀況與資金來源為
何？

（9）候選人的主要票源與極欲爭取的
票源在那裡？ 

（10）選前的固樁餐會都是那些團體
參加？

（11）主要輔選幹部、服務處及後援
會負責人之職業、背景、人脈、
財力如何？

（12）前次選舉，候選人在轄區內的
得票如何？轄區內有無候選人
之親戚或助理？

（13）前次選舉何人在轄區內為候選
人買票？

4、另清查轄內各宗親會、農漁會、區
里長聯誼會、社區發展協會、大樓管理
委員會、寺廟委員會、同鄉會等組織成
員有無曾為特定候選人或派系賄選之前
例，而反向研析該成員及其所屬組織團
體於本次選舉行受賄之可能性及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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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之支持對象與賄選模式。

5、綜上所述，唯有掌握可靠選情資料，
才能抽絲剝繭，鎖定正確目標有效偵辦。

（二）佈建地雷及時引爆，乃最快
速、正確、省力之查賄捷徑

1、評估受賄可能性較高對象，加強反
賄宣導並策動為諮詢對象（即「地雷」）
揆諸歷年查獲之賄選案件，發現受賄者
以低學歷、藍領階級、居住鄉間或傳統
社區者居多，而都會地區之選民接受賄
選程度，比例上顯然較低。準此，檢警
調機關應針對轄區內之選舉樁腳系統、
派系結構，各類意見領袖，活躍於公共
事務者，深入分析評估受賄可能性較高
之對象，除對之加強反賄宣導，並應設
法藉由檢舉賄選獎金等誘因，策動為諮
詢對象，令其進一步協助蒐集提供情資，
以提升查賄成效。

2、由民眾擔任地雷，一旦收到候選人
或樁腳發放之賄款或財物時，當下先自
行蒐證（將紙鈔收藏好以保留指紋、自
行錄音、錄影、拍照），旋與檢警調政
風機關連繫，查察賄選人員隨即出擊，
即可輕易查獲賄選案件。以此方式為之，
自可省卻檢警調人員曠日廢時之跟監、
監聽等作為。

3、吸收擔任「地雷」對象
（1）曾因賄選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

訴、職權不起訴，或經法院判處徒刑經
諭知易科罰金或緩刑之人。

（2）歷次選舉中曾擔任檢舉人者。

（3）重要民間團體之成員
各種人民團體組織（如農會、漁會），

因組織系統綿密，且成員相互間較為熟
識，遭檢舉賄選之機會較低，因而候選
人常透過上開系統賄選。故應先深入瞭
解各該人民團體之組織架構，並積極策
動其成員勇於出面檢舉賄選，始能徹底
掌握賄選之管道與方式。

（4）競爭對手陣營之游離分子
最可靠之情報，常來自於競爭對手陣

營，查察賄選人員應著力於各候選人陣
營之查訪、運用，針對陣營中理念不合、
或具選舉恩怨等游離分子加強策反佈
建，以期吸收更多賄選情資。

（5）信譽良好之徵信業者
對徵信業者宣導查賄檢舉獎金及檢舉

人保護措施，策動發揮其所長提供情資，
或與民間抓鬼大隊接觸，提供快速、直
接之檢舉管道。

（三）運用各式精密科技為蒐證利器
側錄買票證據（警調機關亦適用）

1、遇有樁腳登門買票時，有意願配合
查賄之民眾，可趁機按下「手機」錄音
設備，將整個買票過程詳細錄下，若不
便側錄，在與樁腳交談過程中，至少須
將上門意圖買票之時間及樁腳等資料記
下，再配合調閱住家或路口「監視器」，
足為舉證之重要事證。

2、藉由精密科技即如同鋼筆蓋大小
「間諜筆」，兼具針孔攝影與錄音功能，
只要樁腳上門發放「走路工」，在影音
紀錄俱全情況下，買票犯行將無所遁形。

（四）緊盯高度可能涉賄人脈與地區
及金脈

1、緊盯人脈 
（1）具黑道背景或形象不佳者
各地檢署轄區，應仔細過濾三合一選

舉的候選人，若有黑道背景者，均應加
強查察。另外各地檢署亦應仔細過濾，
各地方首長選舉，形成同額競選之地區，
是否為僅有具黑道背景之人參選，若有
此情形，即應詳細調查有無使用金錢、
暴力介入選舉之情形。

（2）曾經賄選者 
部分候選人本身或所屬的樁腳，曾經

因賄選而遭偵辦、起訴，甚至判決有罪
者，此等有賄選紀錄之人，常有高度可
能再嘗試以賄選手法競選公職。

（3）無顯著聲望，登記參與競選，有
當選實力，卻無明顯競選活動者
部分候選人無顯著社會聲望，未積極

準備競選活動，甚至無旗幟或招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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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界普遍認為有當選實力者，若有如
此情形，往往即有高度賄選的可能性，
應加強查察。

（4）樁腳形象不佳者 
部分候選人的樁腳，平常形象不佳，

甚至多為地方惡霸，惟候選人仍能藉此
樁腳獲取高票，此等候選人及樁腳即有
高度的賄選可能性。

（5）當選邊緣者 
2、比對前次相同類型選舉時之投票

率，有下列情形者，屬賄選泛濫地區，
應列為重點區域，加強防制。
（1）該區域之投票率特別高。

（2）該區域之選票多集中於某特定候
選人。

（3）候選人與該區域無任何淵源或特
殊關係。
蓋：查賄工作原以防制賄選為首要目

的，必需讓預備賄選之候選人「錢撒不
下去」，才算成功，因此需積極佈線，
規劃以上開地區、傳統鄉村社區、選民
知識水準較低等地區為重點區域，以查
獲預備賄選，並扣押尚未發出之大額買
票資金為首要目標，發揮遏阻賄選之功
效。

3、為規避查緝，候選人大都透過子女、
友人或公司帳戶流通資金，且各鄉鎮之
操盤者亦為「桶仔錢」必經之據點，故
應緊盯下列人士之帳戶交易有無異常。
（1）候選人及其他參與選舉之重要家

屬名單：配偶、子女父執輩（三親等）。

（2）助選人員：總幹事、助選員。

（3）主要支持團體之動員者：
宗親會、同鄉會、人民團體（農會、

漁會、水利會、老人會、獅子會、同濟
會、扶輪社、宗教寺廟）、公司、企業、
金融機關、政黨或地方派系、政府機關
或公營事業機構。

（4）主要票倉地區固樁負責人：各鄉
鎮之中樁腳、村小樁腳。

（5）競爭激烈搶票地區或敵對勢力地

區之搶樁負責人：那些地區為選舉中立
之搶樁區，那些為敵對勢力之挖樁區，
現指派何人進行搶樁、挖樁工作。

（五）精進作為：緊盯金脈
積極追查預備賄選現金，並以查獲預備
賄選案件及查扣「桶仔錢」（即買票現
金）為首要目標：

1、透過各檢察署設置「資金清查專
組」，嚴密過濾候選人可能運用之相關
帳戶交易情形 :
（1）清查本人及重要家屬（三親等）

資金帳戶。

（2）重要助選成員之資金帳戶。

（3）選舉資金可能存放之往來銀行帳
戶。

（4）主要往來公司、行號、企業家及
金主。

（5）其他管道：大陸資金、黨營事業、
黨部。

2、善用法務部調查局「查察賄選資
料比對網路系統」、「大額通貨交易系
統」，並加強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金管會）聯繫，要求督導金
融機構，對客戶不正常資金進出、兌換
大量新台幣〈下同〉500 元現鈔情形，
主動提供給檢警調機關參考，以利於第
一時間介入偵查。

3、轄區警調機關應深入地方金融機
構「布雷」，並與金融機關密切聯繫，
或定期提供名單要求法務部調查局洗錢
防制處過濾有無樁腳大額提領現金之情
形。

4、擇員連繫臺灣銀行，密切調查各地
金融機構的現鈔發貨情形，期能對選前
這段期間各地金融機構的現鈔領用情形
進行了解，並主動調查現金流向。

（六）加強與金融機構合作 
1、洽請金管會銀行局、檢查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農業
金融局人員或轄區稅務機關調派人員支
援，以達成金融專長及查賄實務相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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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效益，主動蒐集賄選情資，深入追
查資金流向，並協助承辦檢察官清查個
案中之金流情形，強化查察現金賄選之
能力。

2、首將候選人之重要椿腳及三
親等之親屬在各金融行庫開戶情形查
出，再發函予各該行庫之負責人，請該
行庫承辦人員發現被監控帳戶內，有大
額現金即 10 萬元以上之進出或有兌換百
元券或五百元券時，立即通知該署指定
聯絡人。

3、商請財政部及金管會協辦下
列事項
（1）加快提供客戶之帳戶資金明細

（2）通報異常現金提領情形
金管會除督導金融機構注意切實依洗

錢防制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應請各行庫
將下列事項列為內部稽核重點：(A) 營業
單位庫存現金之異常變化。(B) 對大額提
領現金登記情形及疑似洗錢交易通報。
(C) 客戶調度現金之異常情形（如大量提
領現金並要求小面額鈔券）等。(D) 大額
貸款等授信案之異常情形，與候選人有
無關係。

4、追究金融機構未通報之責任
協調時知會各金融機構對資金異常流

動，如未依規定申報將違反相關規定，
除由檢察機關追究其有無幫助賄選、違
反洗錢防制法之刑責外，亦將轉請主管
機關嚴予追究其行政疏失責任，俾強化
金融機構之配合意願。

（七）偵辦「集團性現金賄選案件」
時，應對賄選團隊之組織及成員等不法
所得及所有財產之來源與流向詳細查明
原委，即時凍結可疑資金，或曉諭業經
自白犯行之受賄選民、行賄樁腳繳出不
法所得、尚未發出行賄餘款，讓檢察官
依法查扣在案，俾向法院聲請沒收，以
昭炯戒。再者，請收賄選民將賄款交回，
以「撈魚」手法取代爭議性較高之「釣
魚」，亦可收向上追查之效。

四、以團隊辦案方式集體偵辦

（一）團隊辦案首要之務，當屬能跨
越各轄區尋找並協調警調各單位人員，
組成專案小組共同辦案

1、選兵三條件：品德最重要，其次要
有責任，第三要有工作意願。兵不在多，
貴在一將難求。至影響查賄成效三因素：
格局、熱情、夥伴。

2、責任因分擔而減少，辦案因分工而
縝密，榮譽因共享而增加。團隊成員心
態：主角、配角都能演，台上、台下都
自在。

（二）檢方平日可先行佈局，組訓偵
查部隊，傳授與時俱進之查賄技巧

1、查賄類型有「蜘蛛掛網」與「太公
釣魚」兩種，前者指平日即用心經營、
佈局，尋找有默契之警調人員合作，組
訓一支個人之偵查部隊，並像蜘蛛一樣，
選前半年就已全面撒網，一有賄選狀況，
馬上能掌握，且快速行動；後者指積極
且善用辦案技巧，放長線釣大魚，成果
同樣豐碩。

2、兵法有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
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另
謂：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
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三）團隊辦案檢察官應有思維與作法

1、承辦檢察官應具備能力：（1）定
策略；（2）架組織；（3）佈人力；（4）
建系統。要懂得：魅力領導、激勵領導、
期望領導。
實際作法：永遠跑在部屬前面，權力

領導、情義領導，都不如才能領導。自
己以身作則，率先突破瓶頸，最能在艱
困之境激勵部屬群起效尤。

2、專組成員間應相互信任與尊重，竭
誠合作，不爭功，不諉過，並應密切保
持聯繫，必要時不定期召開專案會議，
討論案情進展與當下面臨之困境，協調
分工，集結眾人智慧以解決瓶頸問題，
期破繭而出，群策群力俾發揮整體偵查
戰力。另偵查刑案，應嚴守「偵查不公
開」之規定，面對媒體記者或有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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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追問，切記謹慎應對而勿洩漏重要案
情，避免讓未到案共犯有串供、滅證之
情。再者，偵辦此類案件，應有廟算、
謀略，隨偵查時程與進展，適度調整偵
查計畫，以為團隊成員偵查之準據。

3、檢方團隊辦案最佳模式：由主任檢
察官擔任指揮官，領導統合組內各檢察
官，視案情需要、劃分區塊確實分工偵
辦，以分進合擊方式獨立突破，書類亦
由各檢察官按其分工區塊撰寫後再合併
起訴。

五、相關實務彙整資料

（略）

參、 偵辦現金賄選案件常面臨之困境與
挑戰

一、歷年現金查賄常見之缺失
（一）轄區買票傳言甚多，媒體賄聲

賄影，但不知真正買票及賣票者究係何
人，未能覓得檢舉人出面製作檢舉筆錄，
無法發動查賄起點；部分民眾單憑傳聞
提出檢舉，然遭行賄者「別有用心」以
「聲東擊西」伎倆，將查賄人員支開，
致許多檢舉情資無以成案。

（二）民眾於投票前夕以電話檢舉買
票現行犯，真實性雖高，惟俟檢察官調
集人員趕赴現場，多已數小時之後，常
延誤查賄最佳時機，浪費可靠情資。

（三）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卻因蒐證
未詳實，遭法官駁回，無法發動攻擊。

（四）接獲情資後，未聲請搜索票，
倏以緊急搜索或同意搜索方式發動攻
擊，如未扣得明顯賄選事證，且無人遭
羈押，候選人常宣傳為政治迫害，藉以
拉抬選情，混淆視聽。

（五）選前三天，因人力投入造勢場
合之治安維護，無力查賄，放任買票橫
行。

（六）選民筆錄無法突破，因而無法
起訴買票樁腳；收賄選民雖坦承犯行，
惟無法使買票樁腳供出前手，因而無法
起訴候選人，使檢察機關查賄決心遭受

質疑。

（七）最大癥結點
1、浪費精力在無效情資、上錯線、跟

錯人（被聲東擊西所誤導）、搜錯點，
監聽不力，蒐證不落實。

2、缺人力、缺耐（體）力、缺毅力。
偵辦集團性犯罪，心思要縝密，辦案要
有耐力、毅力，團隊每一份子對其屬「持
久戰」須有共識，且願意長期投入與付
出。
二、通訊監察問題
（一）歷年通訊監察成效不彰之原因

1、情資蒐集不正確，上錯線。

2、太忙，沒有聽、隨意聽、抽樣聽。

3、敏感度不夠、功力太差：對通訊監
察對象不夠瞭解，聽不出重點。

4、未配合監聽所得，即時為行蒐。

（二）查賄期間通訊監察現譯人力需
求量大，原有人力常無以負荷。此際應
請司法警察機關預估派駐人力或預先協
調他轄司法警察派駐人力。

（三）投開票日之一個月前，贈送禮
品、旅遊及餐會為賄選犯行之大宗，俟
候選人號碼抽籤後，賄選方法即進入現
金買票之高峰期。查緝現金買票，向以
通訊監察為主要蒐證手段，惟現因候選
人及樁腳多已對通訊監察知所防範，於
通訊時往往刻意掩飾或以特定代號作為
通訊內容，有時則表示見面再講，有時
更蓄意釋放假消息，以探查電話是否遭
監聽，並揣測警調人員獲悉假消息後可
能採取行動而為防備，故藉由通訊監察
欲取得賄選事證之機率，已大不如前。

三、被告慣用抗辯與棘手問題
（一）買票樁腳向以「認罪」、「求

情」、「斷尾」等招數，阻絕檢警調向
上查緝。

（二）選民辯稱：扣得名冊上有記載
個人基本資料，係因民調、人情請託而
留下，尚與賄選無關。

（三）行賄者辯稱：扣案選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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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拜票參考，非供買票所用。

（四）樁腳辯稱：「買票錢已收到，
惟因風聲鶴唳，害怕未敢發出」、「自
願出錢替候選人買票，候選人並不知
情」、「有捐助金錢給候選人，但不知
道他會拿去買票」云云。

（五）扣到太多書證，無法辨識或證
明其確屬「樁腳名冊」、「收賄選民名
冊」。

（六）大規模傳喚選民，渠等來時已
事先串供、滅證過，應訊時均有一套制
式化說詞，檢警若無積極事證，殊難藉
由偵訊突破。

（七）候選人或樁腳蓄意規避現金
提領逾一百萬元須向洗錢防制中心通報
之相關規定，往往分次、數日提領低於
一百萬元之現金數額，使檢警調機關無
法在第一時間掌握金流去向，以防制現
金買票犯行。

四、新類型現金買票賄選
（一）「無摺存款」方式

1、存款人不必提出存摺，只需在「無
摺存款單」上填好相關資料：局號、帳
號、戶名跟金額，即可辦理，更不必留
下存款人之資料，易於逃避檢警調機關
之查緝，故成為欲買票者極可能利用之
手法。

2、行賄者欲利用「無摺存款」之方式
賄選，必需先取得投票權人之帳號、戶
名，故檢警調機關應廣泛注意轄區內有
無特定人士從事收集他人金融帳號、戶
名之行為，預先採取跟監、錄影、佈署
「地雷」等偵查作為，以免事後蒐證困
難。

（二）「分段接力」方式
1、先由某甲至選民家中拜訪，確認賄

選可能，接著由某乙至選民家中送錢，
最後才由候選人出面拜票或由樁腳分送
傳單。

2、如此分段接力買票之方式，使檢警
調機關難以蒐證，且無法貫串證據之關

聯性。為打擊此種犯罪手法，除採取跟
監、錄影等行動蒐證作為外，更應善用
佈建地雷方式，協助保全完整事證。

（三）「車上交付現金」方式
1、候選人或樁腳為規避檢警調機關之

查緝，也有以電話聯繫或託人傳話之方
式將選民約至車上，在車內交付現金而
賄選之犯罪手法，因犯罪地點隨意變動，
確實增加蒐證之困難度。另外此種手法
還有進一步變化，即於投票當天安排交
通工具供選民搭乘，並在交通工具上發
放現金賄選。

2、為防範並破解這類賄選手法，仍以
跟監、錄影等行動蒐證及安排「地雷」
之偵查方法為較佳對策。另應重視檢舉
訊息，有此類情資反應需迅速發動偵查
作為，立刻派員趕赴現場進行蒐證，並
視情況查扣可疑車輛及人員，逕行搜索，
並予隔離訊問。

五、淺談突破之鑰
（一）如何使選民坦承收賄、樁腳坦

承行賄犯行並鞏固筆錄？
方法與技巧：
1、檢察官全程進駐分局或調查處

（站）。 
2、優先訊問心防最弱之選民或樁腳。
  →監聽所得譯文、雙向通聯紀錄，係

讓選民或樁腳坦承犯行之利器。
  →運用職場親情、友情、長官、師長

等攻勢突圍。

3、偵訊能力較強者，負責偵訊第一時
間務必突破之選民或樁腳。

4、充分掌握被告害怕坐牢之心理，運
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5 項及
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第 1、2 項「自白及
窩裡反條款」減免刑之規定，有效策反
樁腳供出集團賄選網絡並往上追查候選
人。

5、對犯罪情節較輕微之被告，可運用
緩起訴處分或職權處分制度及認罪協商
機制，據以突破被告心防，爭取被告合
作進而追訴行賄者，即運用「寬嚴並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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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刑事政策精神，靈活運用偵查技巧，
從嚴追訴幕後真正之賄選主使者或候選
人。

（二）如何羈押被告（候選人或行賄
共犯）

1、查賄以起訴候選人為最終目標，因
此，對證據確鑿又拒絕供出上手之樁腳，
應以聲請羈押為第一手段。

2、利用尚有重要共犯未到案，顯有串
供、滅證之虞為由，聲請羈押。對於複
雜犯罪組織架構與各犯罪嫌疑人間之關
係，應附圖例表示，以明確事證。

3、只能以「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
證人之虞」為由，聲請羈押樁腳。利用
發動後涉嫌串供滅證之通訊監察或簡訊
內容，羈押行賄樁腳或候選人。以往常
以扣案之買票名冊作為聲請羈押樁腳的
理由（以名冊內尚未到案之選民與樁腳
有串證或湮滅證據之虞而聲請羈押），
但歷經數次查賄後，買票名冊已逐漸少
見，反而是查賄發動（搜索）後，候選
人或樁腳迫於情勢，常肆無忌憚以電話
指示湮滅證據，故查賄發動後之通訊監
察譯文、簡訊，乃聲押利器。

4、分析比對雙向通聯紀錄（基地台）
並善加運用。

5、檢察官視案情需要斟酌是否蒞庭論
告，並當庭提出證據。

6、羈押後視在押被告之犯後態度及配
合度為個別化處遇。

肆、 高雄市市議員候選人孫○○及共犯
「集團性現金賄選」案例說明

（略）

伍、結語
一、查賄要訣

竊認：「緊盯人脈金脈、強力吸收
地雷、善用蒐證利器側錄買票證據、戮
力偵訊突破、因勢利導趁勢而為、善用
軟硬兩手策略」為主要之道，而如何從
無到有、以虛探實，不戰而屈人之兵，
厥為善之善者也。

二、辦案心得

力量→來自層層磨難與焠鍊
堅持→乃蠕蟲破繭唯一之道
合作→方能成就動人的美麗
﹏ 英雄淡出    團隊勝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