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10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2943號    02

        上 　 訴 　 人 　 林 慶 勇  03

        選 任 辯 護 人 　 白 禮 維 律 師  04

                  　 李 艾 倫 律 師  05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案 件 ， 本 院 刑 事 第 三 庭 裁 定  06

        提 案 之 法 律 爭 議 （ 本 案 案 號 ： 110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943號 ， 提 案 裁  07

        定 案 號 ： 110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2943號 ） ， 本 大 法 庭 裁 定 如 下 ：  08

            主   文  09

        執 行 機 關 於 執 行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所 作 之 期 中 報 告 書 ，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10

        院 時 ， 如 已 逾 十 五 日 之 法 定 期 限 ， 或 法 官 指 定 之 期 日 ， 均 屬 違 反  11

        通 訊 保 障 及 監 察 法 第 5條 第 4項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之 規 定 。  12

        執 行 機 關 違 反 通 訊 保 障 及 監 察 法 第 5條 第 4項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前 ， 依  13

        法 監 聽 所 取 得 之 內 容 ，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 於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後 至  14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屆 滿 前 取 得 者 ， 依 該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項 規 定 無 證 據  15

        能 力 ， 但 執 行 機 關 於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已 製 作 期 中 報 告 書 ， 僅 逾 期 陳  16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者 ， 則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條 之 4規 定 ， 審 酌 人 權 保  17

        障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均 衡 維 護 認 定 之 。  18

            理   由  19

        壹 、 本 案 基 礎 事 實  20

            本 案 檢 察 官 依 法 向 第 一 審 法 院 聲 請 對 上 訴 人 林 慶 勇 持 用 之 行  21

            動 電 話 門 號 實 施 通 訊 監 察 ， 經 第 一 審 法 院 審 核 認 符 合 通 訊 保  22

            障 及 監 察 法 （ 下 稱 通 保 法 ） 第 5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 乃 核 發 通 訊  23

            監 察 書 （ 監 察 期 間 自 民 國 108年 1月 11日 10時 至 同 年 2月 9日 10  24

            時 ） ， 並 命 負 責 執 行 之 警 方 應 於 同 年 1 月 24日 前 提 出 監 察 報  25

            告 書 。 警 方 乃 於 108年 1月 24日 製 作 監 察 報 告 書 ， 並 於 翌 （ 25  26

            ） 日 陳 報 至 第 一 審 法 院 （ 上 開 通 訊 監 察 書 並 未 經 法 院 撤 銷 ）  27

            。 原 審 以 警 方 未 遵 期 提 出 報 告 書 ， 雖 違 反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28

            之 規 定 ， 惟 其 於 同 年 1月 11日 至 1月 24日 執 行 監 聽 所 取 得 之 內  29

            容 ， 執 行 程 序 並 無 違 法 ， 自 有 證 據 能 力 ， 並 以 此 段 期 間 之 通  30

            訊 監 察 譯 文 作 為 購 毒 者 指 證 之 補 強 證 據 ， 而 論 處 上 訴 人 販 賣  31

            第 一 級 毒 品 罪 刑 。 至 同 年 1 月 25日 迄 2月 9日 監 聽 所 取 得 之 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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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 則 認 為 依 同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項 之 規 定 無 證 據 能 力 。  01

        貳 、 本 案 法 律 爭 議  02

        一 、 依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規 定 ， 執 行 機 關 應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內 ，  03

            每 15日 至 少 作 成 1 次 以 上 之 報 告 書 ， 或 依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之  04

            法 官 之 命 提 出 報 告 。 若 執 行 機 關 於 15日 內 或 法 官 指 定 之 期 日  05

            前 製 作 期 中 報 告 書 ， 惟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時 已 逾 15日 或 法 官 指  06

            定 之 期 日 ， 是 否 違 反 該 規 定 ？  07

        二 、 執 行 機 關 違 反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之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其 進 行 監  08

            聽 所 取 得 之 內 容 ， 有 無 證 據 能 力 ？  09

        參 、 本 大 法 庭 之 見 解  10

        一 、 法 律 爭 議 一 部 分  11

          �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係 規 範 執 行 機 關 二 種 不 同 之 報 告 義 務  12

            通 保 法 在 96年 6 月 15日 修 正 時 ， 增 訂 第 5條 第 4項 規 定 ： 「 執  13

            行 機 關 應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 至 少 作 成 一 次 以 上 之 報 告 書 ， 說  14

            明 監 聽 行 為 之 進 行 情 形 ， 以 及 有 無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需 要 。 法  15

            官 依 據 經 驗 法 則 、 論 理 法 則 自 由 心 證 判 斷 後 ， 發 現 有 不 應 繼  16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情 狀 時 ， 應 撤 銷 原 核 發 之 通 訊 監 察 書 。 」 使 執  17

            行 機 關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負 有 提 出 期 中 報 告 書 之 義 務 ； 嗣 立 法  18

            者 為 強 化 監 聽 執 行 期 間 之 外 部 監 督 機 制 ， 乃 於 103年 1月 14日  19

            修 正 為 「 執 行 機 關 應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內 ， 每 15日 至 少 作 成 一  20

            次 以 上 之 報 告 書 ， 說 明 監 聽 行 為 之 進 行 情 形 ， 以 及 有 無 繼 續  21

            執 行 監 聽 之 需 要 。 檢 察 官 或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之 法 官 並 得 隨 時  22

            命 執 行 機 關 提 出 報 告 。 法 官 依 據 經 驗 法 則 、 論 理 法 則 自 由 心  23

            證 判 斷 後 ， 發 現 有 不 應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情 狀 時 ， 應 撤 銷 原 核  24

            發 之 通 訊 監 察 書 。 」 除 將 原 條 文 「 至 少 作 成 一 次 以 上 之 報 告  25

            書 」 ， 修 正 為 「 每 15日 至 少 作 成 一 次 以 上 之 報 告 書 」 （ 下 稱  26

            定 期 報 告 ） 外 ， 並 於 該 條 項 中 段 增 訂 「 檢 察 官 或 核 發 通 訊 監  27

            察 書 之 法 官 並 得 隨 時 命 執 行 機 關 提 出 報 告 」 。 考 其 上 述 修 正  28

            意 旨 ， 及 新 增 中 段 之 用 語 為 法 官 「 並 得 」 隨 時 命 執 行 機 關 提  29

            出 報 告 ， 復 佐 以 通 保 法 於 96年 增 訂 第 5條 第 4項 ， 其 立 法 理 由  30

            所 揭 「 增 訂 本 條 第 4 項 ， 使 執 行 機 關 應 負 於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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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報 告 之 義 務 」 之 旨 ， 可 徵 該 項 所 稱 之 「 作 成 」 實 指 「 作 成  01

            後 提 出 」 ， 而 非 單 指 作 成 ； 以 及 法 官 依 其 為 核 發 權 人 之 地 位  02

            ， 本 即 有 隨 時 命 執 行 機 關 提 出 報 告 之 權 限 ， 以 審 酌 是 否 有 不  03

            應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情 狀 ， 而 應 撤 銷 原 核 發 之 通 訊 監 察 書 ， 使  04

            外 部 監 督 更 為 強 化 ， 維 護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與 落 實 比 例 原 則 。 堪  05

            認 該 條 項 新 增 之 中 段 規 定 ， 並 非 指 法 官 命 執 行 機 關 提 出 已 作  06

            成 之 定 期 報 告 ， 而 係 賦 予 法 官 於 認 有 必 要 時 ， 得 於 定 期 報 告  07

            外 ， 隨 時 命 執 行 機 關 製 作 且 提 出 報 告 書 （ 下 稱 指 定 報 告 ） ，  08

            以 供 審 核 。 準 此 ， 上 開 定 期 報 告 和 指 定 報 告 ， 係 兩 個 不 同 之  09

            獨 立 規 範 ， 倘 法 官 另 有 指 定 ， 則 執 行 機 關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  10

            負 有 兩 種 不 同 類 型 之 報 告 義 務 。  11

          �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之 期 限 係 指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之 時 間  12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雖 僅 規 定 「 作 成 」 或 「 提 出 」 報 告 書 ， 而  13

            無 應 於 15日 內 作 成 或 法 官 指 定 期 日 提 出 「 並 陳 報 至 法 院 」 之  14

            明 文 ， 惟 上 開 期 日 均 應 解 釋 為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之 期 限 ， 理 由  15

            如 下 ：  16

            � 該 條 項 前 段 固 僅 規 定 「 作 成 」 報 告 書 ， 惟 由 96年 增 訂 該 條  17

              項 之 立 法 理 由 ， 可 徵 執 行 機 關 除 作 成 報 告 書 外 ， 尚 需 提 出  18

              ， 亦 即 條 文 所 稱 之 「 作 成 」 是 指 「 作 成 及 提 出 」 。 而 該 條  19

              項 中 段 雖 僅 規 定 「 提 出 」 報 告 ， 然 提 出 前 應 先 作 成 報 告 書  20

              ， 乃 當 然 之 理 ， 是 條 文 所 稱 之 「 提 出 」 同 指 「 作 成 及 提 出  21

              」 。 基 此 ， 尚 難 僅 以 條 文 文 義 ， 逕 認 執 行 機 關 只 需 在 該 期  22

              日 作 成 報 告 書 ， 即 符 合 該 條 項 之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23

            � 通 訊 監 察 無 論 在 發 動 前 或 執 行 中 ， 監 察 對 象 均 無 從 得 知 ，  24

              故 而 無 行 使 防 禦 權 或 聲 明 不 服 、 尋 求 救 濟 之 機 會 。 且 因 通  25

              訊 之 雙 向 本 質 ， 必 將 同 時 侵 害 無 辜 第 三 人 之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26

              。 復 因 通 訊 監 察 具 有 在 特 定 期 間 內 持 續 實 施 之 特 性 ， 屬 對  27

              人 民 通 訊 自 由 持 續 干 預 之 強 制 處 分 ，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 倘  28

              核 准 之 要 件 不 復 存 在 ， 或 保 全 目 的 已 經 達 成 ， 即 失 去 續 行  29

              監 聽 之 正 當 性 ， 自 應 停 止 監 聽 ， 乃 法 理 上 之 當 然 。 鑑 於 通  30

              訊 監 察 對 人 民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與 隱 私 之 侵 害 既 深 且 廣 ， 司 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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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釋 字 第 631 號 解 釋 除 揭 示 通 訊 監 察 之 發 動 ， 應 由 獨 立 、  01

              客 觀 行 使 職 權 之 法 官 事 前 審 查 外 ， 亦 於 其 理 由 書 作 出 法 官  02

              應 「 隨 時 監 督 通 訊 監 察 執 行 情 形 」 之 指 示 。 而 執 行 機 關 之  03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即 係 通 保 法 回 應 上 開 憲 法 之 誡 命 ， 為 強 化  04

              監 聽 進 行 中 之 外 部 監 督 機 制 ， 使 法 院 得 適 時 判 斷 是 否 有 不  05

              應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情 狀 ， 以 撤 銷 原 核 發 之 通 訊 監 察 書 而 設 ，  06

              此 觀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後 段 「 法 官 依 據 經 驗 法 則 、 論 理 法  07

              則 自 由 心 證 判 斷 後 ， 發 現 有 不 應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情 狀 時 ，  08

              應 撤 銷 原 核 發 之 通 訊 監 察 書 」 之 規 定 自 明 。 則 該 條 項 所 稱  09

              之 15日 ， 及 法 官 指 定 提 出 報 告 書 之 期 日 ， 自 應 解 釋 為 報 告  10

              書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之 期 限 ， 否 則 執 行 機 關 僅 於 期 限 內 製 作  11

              期 中 報 告 書 ， 卻 遲 未 交 付 法 院 ， 或 者 陳 報 至 法 院 時 ， 監 聽  12

              期 間 行 將 屆 滿 ， 將 無 從 落 實 該 規 範 目 的 。 從 而 ， 執 行 機 關  13

              雖 於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15日 內 ， 或 法 官 指 定 之 期 日 前 製 作 期 中  14

              報 告 書 ， 惟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時 已 逾 該 期 限 ， 自 屬 違 反 通 保  15

              法 第 5條 第 4項 規 定 之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16

        二 、 法 律 爭 議 二 部 分  17

          �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前 （ 下 稱 期 限 前 ） 監 聽 所 取 得 之 內 容 （ 下  18

            稱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部 分  19

          �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1項 規 定 ： 「 有 事 實 足 認 被 告 或 犯 罪 嫌 疑 人 有  20

            下 列 各 款 罪 嫌 之 一 ， 並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 經 濟 秩 序 或 社 會 秩 序  21

            情 節 重 大 ， 而 有 相 當 理 由 可 信 其 通 訊 內 容 與 本 案 有 關 ， 且 不  22

            能 或 難 以 其 他 方 法 蒐 集 或 調 查 證 據 者 ， 得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 ，  23

            此 為 國 家 限 制 人 民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及 隱 私 權 之 法 律 依 據 。 因 此  24

            ， 法 官 僅 有 在 符 合 該 條 項 所 定 之 要 件 ， 始 得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25

            。 而 通 訊 監 察 書 之 核 發 是 否 合 法 ， 應 以 法 官 核 發 當 時 之 偵 查  26

            狀 況 為 審 查 基 點 ， 尚 非 以 事 後 監 聽 進 行 之 情 形 為 斷 。 是 以 ，  27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並 非 針 對 「 通 訊 監 察 書 核 發 」 合 法 性 所 設 之 中  28

            間 審 查 制 度 ， 自 不 得 以 執 行 機 關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致 法 院  29

            無 從 審 查 先 前 所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之 合 法 性 為 由 ， 否 定 期 限 前  30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之 證 據 能 力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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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 保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 項 規 定 ： 「 違 反 第 5條 、 … … 規 定 進 行  01

            監 聽 行 為 所 取 得 之 內 容 … … ， 於 司 法 偵 查 、 審 判 或 其 他 程 序  02

            中 ， 均 不 得 採 為 證 據 … … 。 」 基 此 ， 如 無 違 反 第 5 條 規 定 進  03

            行 監 聽 之 情 事 ， 自 無 該 條 項 證 據 絕 對 排 除 規 定 之 適 用 。 而 執  04

            行 機 關 僅 於 應 為 定 期 報 告 或 指 定 報 告 之 期 限 屆 至 時 ， 仍 未 盡  05

            其 作 為 義 務 ， 始 有 違 反 第 5條 第 4項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規 定 之 可 言  06

            。 則 所 謂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規 定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自 僅 止 於 違  07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後 之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不 應 回 溯 推 翻 違 反 該 義  08

            務 前 ， 依 法 院 核 發 之 令 狀 合 法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之 證 據 能 力 。  09

          � 綜 上 ， 執 行 機 關 雖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但 其 期 限 前 監 聽 所 得  10

            資 料 ， 仍 有 證 據 能 力 。  11

          �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後 至 監 察 期 間 屆 滿 前 （ 下 稱 期 限 後 ） 監 聽  12

            所 得 資 料 部 分  13

          � 「 保 障 人 民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及 隱 私 權 不 受 非 法 侵 害 」 與 「 確 保  14

            國 家 安 全 ， 維 護 社 會 秩 序 」 同 為 通 保 法 之 立 法 目 的 。 於 二 者  15

            發 生 衝 突 時 ， 通 保 法 規 定 就 第 5條 第 1項 所 列 之 重 罪 ， 於 符 合  16

            具 有 相 當 理 由 之 關 聯 性 ， 及 最 後 手 段 性 等 實 質 要 件 時 ， 准 予  17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 實 施 通 訊 監 察 。 就 此 業 經 立 法 者 權 衡 ， 明  18

            確 決 定 人 民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及 隱 私 權 應 為 退 讓 之  19

            利 益 衡 量 結 果 ， 自 應 予 尊 重 。 則 執 行 機 關 依 法 院 核 發 之 令 狀  20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原 則 上 應 得 作 為 證 據 使 用 ， 倘 因 執 行 機 關 於  21

            執 行 監 聽 期 間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即 不 問 違 反 情 節 如 何 ， 均  22

            依 通 保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項 規 定 ， 予 以 絕 對 排 除 其 證 據 能 力 ，  23

            將 天 平 之 一 端 全 然 傾 向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及 隱 私 權 之 保 障 ， 無 異  24

            全 盤 否 定 立 法 者 所 為 之 權 衡 。  25

          �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之 規 範 目 的 ， 除 屬 外 部 監 督 機 制 ， 使 法 院 得 藉  26

            此 審 查 有 無 不 應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情 狀 ， 以 撤 銷 原 核 發 之 通 訊  27

            監 察 書 外 ， 並 有 促 使 執 行 機 關 儘 速 聽 取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以 確  28

            定 該 電 信 設 備 是 否 確 為 監 察 對 象 使 用 、 是 否 已 監 聽 到 足 夠 之  29

            證 據 資 料 等 ， 如 有 不 應 繼 續 執 行 監 聽 之 情 狀 ， 應 即 停 止 監 聽  30

            以 履 行 其 自 我 監 督 義 務 。 是 僅 於 執 行 機 關 在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完  31

５



            全 未 製 作 期 中 報 告 書 ， 始 實 質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之 規 範 意 旨  01

            ， 其 期 限 後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方 屬 通 保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項 所 規  02

            範 「 違 反 第 5 條 規 定 」 ， 不 得 採 為 證 據 之 範 疇 ； 反 之 ， 於 執  03

            行 機 關 業 已 製 作 期 中 報 告 書 ， 僅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有 所 遲 延 ，  04

            因 執 行 機 關 仍 有 履 行 其 自 我 監 督 義 務 ， 且 法 官 亦 非 無 據 以 審  05

            查 之 可 能 ， 尚 難 謂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之 立 法 目 的 全 然 未 獲 落 實 ，  06

            此 時 若 認 仍 屬 通 保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項 所 規 範 「 違 反 第 5 條 規  07

            定 」 之 射 程 範 圍 ， 而 予 絕 對 禁 止 使 用 ， 不 僅 有 悖 立 法 者 所 為  08

            之 利 益 權 衡 ， 且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 於 此 情 形 ，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並  09

            非 依 通 保 法 上 開 條 項 規 定 排 除 證 據 能 力 ， 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10

            第 158條 之 4規 定 ， 斟 酌 逾 期 情 形 ， 對 法 院 審 查 判 斷 有 無 應 撤  11

            銷 原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書 之 影 響 程 度 、 執 行 機 關 違 背 法 定 程 序 之  12

            主 觀 意 圖 、 侵 害 監 察 對 象 或 第 三 人 權 益 之 種 類 及 輕 重 、 犯 罪  13

            所 生 之 危 險 或 實 害 、 禁 止 使 用 證 據 對 於 預 防 將 來 違 法 取 得 證  14

            據 之 效 果 、 偵 審 人 員 如 依 法 定 程 序 有 無 發 現 該 證 據 之 必 然 性  15

            、 證 據 取 得 之 違 法 對 被 告 訴 訟 上 防 禦 不 利 益 之 程 度 等 各 種 情  16

            形 ， 以 認 定 其 證 據 能 力 之 有 無 。  17

          � 從 而 ， 通 保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 項 所 稱 「 違 反 第 5條 規 定 」 ， 就  18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而 言 ， 應 為 限 縮 解 釋 ， 僅 指 執 行 機 關 在 通  19

            訊 監 察 期 間 完 全 未 製 作 期 中 報 告 書 之 情 形 ， 至 其 他 違 反 情 狀  20

            ， 期 限 後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證 據 能 力 之 有 無 ， 則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21

            第 158條 之 4規 定 認 定 之 。  22

        三 、 綜 上 ， 執 行 機 關 於 執 行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所 作 之 期 中 報 告 書 ， 陳  23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時 ， 如 已 逾 15日 之 法 定 期 限 ， 或 法 官 指 定 之 期  24

            日 ， 均 屬 違 反 通 保 法 第 5條 第 4項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之 規 定 。 又 執  25

            行 機 關 違 反 期 中 報 告 義 務 ， 於 期 限 前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 具 有 證  26

            據 能 力 ； 於 期 限 後 監 聽 所 得 資 料 部 分 ， 其 證 據 能 力 之 有 無 ，  27

            則 視 執 行 機 關 是 否 已 於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製 作 報 告 書 而 定 。 如 完  28

            全 未 製 作 ， 依 通 保 法 第 18條 之 1第 3項 規 定 無 證 據 能 力 ； 倘 已  29

            製 作 ， 僅 逾 期 陳 報 至 該 管 法 院 者 ，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 條  30

            之 4規 定 ， 審 酌 人 權 保 障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均 衡 維 護 認 定 之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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