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抄本
發 文 方 式 ：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檔 號 ：

保 存 年 限 ：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揚靜芳
電 話 ：（02)2361-8577轉737

受 文 者 ：内政部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8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100002035號 

速 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 件 ：如文

f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孝股法官聲 

請 解 釋 案 ，請於函到1個 月 内 ，就說明二至三所列事項暨聲 

請書意旨，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 查 照 。

說 明 I

I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38條 規 定 ：「違反本法之 

行 為 ，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應移送檢察 

官或少年法庭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辦理。但其 

行為應處停止營業、勒令歇業、罰鍰或沒入之部分，仍依本 

法規定處苟。」

^ (一）依社維法第38條 但 書 ，一行為同時觸犯社維法及刑事法律

(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 ，如該行為依社維法應處停止營 

業 、'勒令歇業、罰鍰或沒入者，除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 

件處理法）規定辦理外，仍須依社維法相關規定處罰之立 

法目的及理由為何？請分別就停止營業、勒 令 歇 業 、罰鍰 

或沒入四種處罰類型說明社維法第38條但書之立法理由。 

(二)社維法第38條但書是否有達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請詳 

細說明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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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 規 定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 

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 

亦得裁處之。j 依 該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如其行為應處以箚鍰，則僅依刑事法 

律 處 罰 ，不再處以罰鍰。相 較之下，一行為同時違反社維法 

及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 ，依社維法第38條 規 定 ， 

如其行為應處以罰鍰，除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 

規定辦理外，仍應處以蜀鍰。同為罰鍰性質，社維法第38條 

但書與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為不同規定之理由為何？此不 

同規定是否違反憲法平等保障？

四 、 檢送旨揭釋憲聲請書影本1份 供 參 。

正 本 ：内政部 

副

電子交換：内政部



/ 0 f ^ k
憲左字第之

擋 和----- -------
保存年限：

内 政 部 函

地址：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警政 

署）
聯絡人：偵查員廖育晟 

聯絡電話：02-27647429 

傳真電話：02-27649950 

電子信箱：james0920180@email. cib.gov. t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4 曰 

發文字號：台内警字第11008780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簡易庭孝股法官聲請 

解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8條 但 書 案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據貴秘書長110年 1月1 8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2035號函 

辦 理 。

二 、 來函所詢事項，本部意見如下：

( 一 ）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38條但書之立法目的及 

理 由 ，以及勒令歇業、停 止 營 業 、罰鍰及沒入訂於該條 

但書之理由為何？

1 、 「勒令歇業」係指勒令歇閉其營業，永久剝奪營業權 

利 ，不許其經營之處罰或制裁，屬營業罰之一種； 「 

停止營業」係指暫時剝奪合法之營業權利一定期間， 

期間過後主動恢復原營業權利之處罰或制裁，亦屬營 

業罰之一種； 「罰鍰」係指違序人繳納一定數額金錢 

之制 裁 或 處 罰 ，本質上屬財產罰； 「沒入」係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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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違反本法行為有特定關係之物，剝奪行為人之所有 

權或非法取得權，以之沒收充公之處罰或制裁。

2 、查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係違反社維法之同（單）一行 

為 ，同時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以 

刑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優先處理，但為防止違反社雉 

法行為人藉故較輕刑罰，以逃避社維法關於勒令歇業 

、停止營業等處罰，爰設但書規定，仍得依社維法裁 

罰關於勒令歇業等處罰種類。

(二)社維法第38條但書，是否有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

1 、本部主管社維法之立場及見解：

( 1 )  迭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如釋字第384號 '第 503號 

、第604號 、第751號 、第754號 、第775號等） ，以 

及學術界援引歐陸法「ne bis in idem」、「das

Prinzip des Doppelbestrafungsverbot」或美 

國 法 「double jeopardy」等概念或原則予以闡釋發 

論 ，一行為不二罰之憲法原則，概指禁止國家對人 _  

民之同（單）一違法行為，同時為多次處罰，或先後 

為重複處罰，並蘊含同（單）一行為不受二次相同或 

類似處罰措施或程序之保障。

( 2 )  社维法第38條規定，一般稱為「刑罰優先」 、「刑 

事先行」或 「先刑事後行政」原 則 * 同於行政罰法 

第26條第1項規定，本質上即為蕙法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之立法實踐與體現。是 同 （單）一行為同時（

涉嫌）違反刑罰法律及社維法者，因社維法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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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與刑罰之「罰金」 ，二者之性質、内容及目的 

同為剝奪被處罰人財產權之制裁，如依刑罰規定（ 

懲罰作用較強）及相應刑事程序（更為嚴謹慎重） 

即足以達成處罰目的，自不得同時、先行或再行依 

社維法為調查及裁罰（社維法第38條本文） ，惟社 

維法之「勒令歇業」 、「停止營業」或 「沒入」等 

其他處罰之種類、性質及目的，不同於刑罰，是仍 

得裁罰之°

2 、 法院裁判通說見解亦認為：違反社維法之同（單）一行 

為 ，涉嫌違反刑事法律者，為避免「一事二罰」或牴 

觸 「一事不二罰」原 則 ，其可依社維法第38條但書規

定 併 罰 者 ，以刑罰不能達到相同或可替代功能，始得 

為 之 ；故同（單）一行為違反本法部分之處罰，自以勒 

令 歇 業 、停 止 營 業 或 沒 入 為 限 （如司法院第20期司法 

業務研究會第 4 2案 、109花秩1 1 、彰化地院109秩 1 ) ， 

此均與本部上開立場及見解相同。

3 、 綜 上 ，社維法制定於80年 ，按現今實質法治國原則及 

正當法律程序之觀點，審視社維法第38條但書規定之

「罰鍰」二 字 ，可能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惟 

參照運用學說普遍見解、實 務 運 作 （含 司 法 裁 判 、行 

政執法）等合憲解釋結果或方法（式 ） ，應可消除違 

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疑慮，而可避免逕認其違憲。

(三）同為罰鍰性質，社維法第38條但書與行政罰法第26條第 

1項但書為不同規定之理由？是否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1 、社維法制定於80年 ，當時普通行政法制未備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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輒有學說及實務援用社維法之總則規定，作為各種行 

政罰法律之一般總則性規定，迨94年2月5 日行政罰法 

始 制 定 公 布 （自公布1年後施行） 。二者規定有所差 

異 ，乃法制發展進化之結果，應無其他特別理由。

2 、社維法第38條但書規定與行政罰法第26條第 1項但書 

之 差 別 在 於 「罰鍰之併罰」 ，除二者制定之時空背景 

不 同 外 ，其僅涉及人民之財產權，非屬憲法（如第7條） 

及憲法增修條文（如第10條第6項）所例示之分類標準 

; 又本條但書規定 = 係 以 併 罰 罰 鍰 C新臺幣3百元以上 

、3萬 元 以 下 ，參照社維法第19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 

為 手 段 ，達成防止行為人逃避社維法處罰，維護社會 

秩序之目的，其並無恣意、尚屬合理，亦合乎比例； 

復以本條但書規定於解釋及適用上，亦已參照行政罰 

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意旨、學說及法院普遍見解，排除 

適用罰鍰（即不得併罰罰鍰） ，已可消除違反憲法平 

等原則之疑慮，尚可避免逕認其達憲。

三 、關於社維法第38條之解釋及適用，本部警政署前於「社會 

秩序維護法常訓教材（81年6月印行）」 、「社會秩序維 

護法法規函令/法律問題/文書例稿彙編（82年6月印行）」 

及 「警察實用法令」已下達全國警察機關知照或宣教，且 

不乏相關法院裁判及學界文獻可供隨時查閱參照，是來函 

案内2原因案件之警察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及 

蘆竹分局），或有一時不察誤用社維法第38條之情。現今 

普通行政法體系（如行政罰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 

) 已完備，並運作成熟、穩 定 ，本部刻正通盤檢討全文修

I t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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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社維法，並已擬具修正草案，報請行政院審查中，其已 

刪除現行條文第38條 ，直接適用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本部警政署(法制室、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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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發 文 方 式 ：電子交換（第一顛，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檔 象

保 存 年 限 ：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麇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楊靜芳
電話：（02)2361-8577轉737

受 文 者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蕙法學會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2 5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笫11〇_885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無

_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9年度憲三字第2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 

； 園簡易庭孝股法官聲請解釋案，請於函到1個 月 内 ，就說明

二至五所列事項，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 

考 ，請 查 照 。

說 明 ：

f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8條之關係為何？

(此點僅請台灣行政法學會提供卓見）

三 、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立法理由所稱一行為不二罰，是否已 

為或應為蕙法原則？其理由為何？

^ 四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立法理由所稱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如已為或應為憲法原則，該蕙法原則是一概適用於所有刑罰 

| 與行政罰間，又或者應符合一定條件，刑罰與行政罰間始有

j 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如應符合一定條件始有適用，則判斷

一行為經刑事處罰後即可不受行政罰之標準為何？

五 、刑法沒收新制之施行對前開說明三及四所列事項之結論有無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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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憲法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杜團法人台* 刑事法學 

會

副 本 ：

郵 寄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憲法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社困法人台灣刑

事法學會

笫2苜 .共 2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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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刑 事 法 學 會 函
台灣刑事法學會（http://w w w .tcls.org.tw ) 

聯絡方式：黃士軒秘書長02-33668715 

會 址 ：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 121號 3樓之 9 

電 郵 ：tcls.taiwan@ gmail.com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處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10年 06月 2 1曰 

發文字號：（110)臺刑玉字第1100062101號 

速 別 ：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 ：回 覆 大 院 秘 書 長 1 1 0 年 1 月 2 5 日秘台大二字第 

1100002885號 函 如 說 明 二 所 示 ，敬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大 院 秘 書 長 1 1 0 年 1 月 2 5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100002885號 函 敬 悉 。

二 、  本 會 就 大 院 上 揭 來 函 所 詢 事 宜 ，經徵詢本會會  

員 ，惟 會 員 迄 未 回 覆 任 何 意 見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G011018195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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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司法院秘書長

檔 乾: 

保存年限：

函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揚靜芳
電話：（02)236卜8577轉737

受 文 者 ：内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16曰 

發文芊號：秘台大二字第1100⑽8177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無

裝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孝股法官聲 

請 解 釋 案 ，仍 有 事 項 待 釐 清 ，請於函到 1 5日 内 ，就說明二至 

四 所 列 事 項 ，提 供 卓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惠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請 查 照 。

說 明 ：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貴部110年3月4 日台内警字第1100878055號復本院函稱，社 

會秩序維護法草案已刪除第38條 ，刻正報請行政院審查 t 。 

請提供該草案内容及告知行政院審查進度等具體狀況。

三 、 請 提 供 「社會秩序維護法常訓教材（81年6月印行）」 、 「 

社會秩序維護法法規函令/法律問題/文 書例稿彙編（82年6

^ 月印行）」及 「警察實用法令」中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8

條但書解釋適用之内容。

四 、 依貴部前開函之卓見，旨揭聲請案原因案件之一已經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依刑法判刑確定（該院109年度桃交簡字第548號 

刑事簡易判決） ，是否主動有意或已撤回該案件之移送？如 

撤 回 者 ，請提供相關函件影本供參。

正 本 ：内政部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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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年度
憲三字第1 號
— ■—■ ■

保存年限：

内 政 部 函

地址：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警政

署）

聯絡人：偵查員廖育晟 
聯絡電話：（02)27647429 

傳真電話：(02)27649950 

電子信箱：james0920180@email. cib.gov. t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7 日 

發文字號：台内警字第11008781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說明三（30100000(^_1100878193人00_丸11'(：111.口(^、30100000(^_1100878193八00 

_ ATTCH2. pdf)

訂

主 旨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聲請解釋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8條 但 書 案 ，第2次 回 復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貴秘書長110年3月1 6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8177號 函 。

二 、 相關文號 :本部110年3月4 日台内警字第1100878055號函（

•下稱前函）。

三 、來 函 所 詢 事 項 ，本部意見如下:

( 一 ）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全文修正草案内容及行政

線

院審查進度：

本部社維法全文修正草案，於研修會議及法規審查會議時 

，司法院 (刑 事 廳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均 有 與 會 ，嗣以11 

0年2月1 8日台内警字第1100878067號函（如附件1)報請行 

政 院 審 查 ，將俟行政院召會審查；另如本部前函（說明三後 

段），上開草案已悉予刪除現行社維法第38條 ，直接適用 

行政罰法第26條 ，再 予 敘 明 。

第1頁 ，共2頁 和 011 0 1 0 5 3 4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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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社會秩序維護法常訓教材（81年6月印行）」 、 

「社會秩序維護法法規函令/法律問題/文書例稿彙編（8 

2年6月印行）」及 「警察實用法令」中 ，關於社維法第 

38條但書解釋適用之内容：

相關說明如前函（說明三前段），茲檢附佐證資料1份(如附

件2 )。

(三）旨揭聲請案原因案件之一已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侬刑法 

判刑確定（109年度桃交簡字第548號刑事簡易判決），是 

否主動有意或已撤回該案件之移送？

按社維法並無關於警察機關「撤回移送」之規定，亦無準 

用或類推適用其他法律之餘地(如刑事訴訟法）；至依社維

法第92條 規 定 ，法院對違反社維法案件，除本法規定者外

，可準用刑事訴訟法規定。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本部警政署（法制室' 刑事警察局）(含附件

第2頁 ，共2頁



襠 號：
保存年限：

内 政 部 函

地址 U 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警 

政署）

聯絡人：偵查員廖育晟 

聯絡電話：02-27647429 

傳真電話：02-27649950

: 電子信箱：james0920180@email. cib. gov*

: tw

受文者：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司法科

■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18曰

: 發文字號：台内警字第110087S0叮號

st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如說明四（301000000A_1100878067AOO_ATTCH4. pdf、

: 301000000A^1100878067AD0^ATTCH5. pdf ' 3010DD0D0A_llO0878067AOO_ATTCH6.

: odt)

： 主旨：報請審查「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草案」 ，請鑒核。

: 說 明 ：

r  一 、依據本部110年1月28日第2次部務會報決議辦理。

二 、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本法)於80年制定施行時，普通行政 

法制未備，且其他領域之特別行政法規或有欠缺、不 足 ，

： 以致本法規範内容，與警察機關之職掌或掌理事項未盡相

卞 符 ，已囊括政府各部門之職能而過於肥大*甚且僅因社維

* 法分則之處罰規定，反推警察機關掌理或管理該等事項；

至今普通行政法制已完備成熟，且因社會時空不同，許多 

處罰條文不符時宜，或無規範效益，國家任務及政府事務 

； 之 分 工 ，亦臻專業、細密及成熟，故非屬警察機關職掌或

; 職權範疇事項，應回歸各該專業之業務或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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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自身法令為管理及處罰，以切合本法之本質及定位。 

又為歸零思考，摒棄違警罰法思維，進而促進轉型正義實 

現 ，爰通盤檢討全文修正本法。

三 、 本次修正以「跳脫框架、有利執行、符合現代」為核心價 

值 ，本部自105年7月起成立研修諮詢小組，力邀國内公法 

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分別從憲法•、行政法及刑事法角度， 

全面檢討深入研修本法，並請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與會，

以廣泛交流意見，強化中央與地方協調溝通及協力合作， 

前後計約召開18次研修及諮商會議。又為廣泛蒐集執法實 

務意見，先辦理全國警察機關普查，再舉辦全國警察機關 

實務座談會；另關於行政拘留罰之存廢，特別辦理全國電 

話 民 調 ，決定予以廢除。旨揭草案經本部108年丨月1 5曰 、 

109年 12月1 7日及12月2 9日召開3次會議審查完竣，並經110 

年1月2 8日部務會報討論通過。

四 、 檢陳旨揭草案之總說明、條 文 對 照 表 、衝擊影響評估及法 

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各1份 。

正本：行政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 本部法規委員會（含附件）、警政署（法制室、刑事警察 

局）（含附件）
S z_ 8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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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f

維
擭
法
法
規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搞
棠
褊

 

九
四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第
十
六
條
)

◎
答
察
機
關
對
於
違
反
本
法
案
件
，
認
無
管
轄
權
者
，
應
即
移
送
有
管
轄
權
之
警
察
機
關
，
並
副
知
當
事

 

人

。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第
十
七
條
)

△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公
布
施
行
後
，
原
依
違
審
罰
法
行
使
違
替
處
罰
權
之
專
業
警
察
機
關
，
准
予
就
各
該

 

管
區
域
内
之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
行
使
其
管
轄
權
，
請

査

照

。
(
内
政
部
八
十
年
七
月
二

 

士
百
台
内
替
字
第
八
〇
七
七
二
〇
六
猇
函
)

1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
專
業
咎
察
機
關
管
轄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與
地
方
各
敗
警
察
機
關
行
使
管
轄
權
之
範
圍
，
 

仍
依
各
該
組
織
法
規
及
其
有
關
之
權
貴
劃
分
暨H

作
聯
繫
規
定
辦
理
。
(
原
聯
繫
要
點
有

ii-
笤
罰
 

法
字
樣
者
，
應
配
合
修
正
。
)

三

、
准
予
行
使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管
轄
權
之
專
業
警
察
機
關
如
左
：

㈠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莕
察
第
二
總
隊
。

㈡
内
政
部
笤
政
署
航
空
替
察
局
。

㈢
内
政
部
替
政
署
公
路
蝥
察
局
。

㈣
台
鸬
省
公
路
餐
察
大
隊
。



㈤
台
灣
省
鐵
路
餐
察
局
。

㈥
台
灣
省
基
隆
港
務
替
察
所
。

㈦
台
琛
省
台
中
港
務
蒈
察
所
。

㈧
台
湾
省
高
雄
港
務
替
察
所
。

㈨
台
遛
省
花
蓮
港
務
蒈
察
所
。

第

三

十

八

條

遠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虛
理
法
者
-
應
移
送
檢M

目
或
少
 

年

法

庭

依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件
處
理
法
規
定
辦
理
。
但
其
行
爲
應
處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敗

業

'
罰
鍰
或
没
入
之
部
分
，
仍
依
本
法
規
定
處
罰
。

【
函
令
】 

• 

'

◎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所
稱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件
處
理
法
者
，
係
指
同
一
之

 

行
爲
或
牽
連
之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而
言
。

前
項
案
件
-
替
察
機
關
之
處
理
程
序
如
左
：

一
、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部
分
，
應
即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
移
送
該
管
檢
察
官

 

社
會

狭

序
絍
獲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九
五



社
會
秩
序

维

護
法
法
規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稿
彙

编

 

九
六

或
少
年
於
庭
依
法
辦
理
。

二

、
違
反
本
法
應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規
定
處
罰
部
分
-
依
本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處
理
。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第
十
八
條
)

0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少
年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同
時
違
反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應
移
送
少
年
法
庭

 

審

理

者

，
係
指
少
年
之
行
爲
有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三
條
或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情
事
。

(
法
院
辦
理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九
)

C

座
談
會
】

▲
案

由

：
查
獲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
除
可
依
刑
法
賭
博
罪
移
地
檢
署
偵
辦
外
其
情
節
重
大
或
再
次
違
反
者

 

，
建
議
再
依
本
法
移
簡
易
庭
裁
處
停
止
營
業
或
勒
令
歇
業
。

(
八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台
南

 

、
嘉

義

、
雲
林
地
區
地
方
法
院
與
各
縣
市
簦
察
局
處
理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聯
繫
座
談

 

會
第
十
四
案
)

説

明

：

I

、
本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公
然
陳
列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查
禁
之
器
械
者
)
其
情
節

 

重
大
或
再
次
違
反
者
-
處
或
併
處
停
止
營
業
勒
令
歇
業
。

二

、
除
已
建
請
對
經
營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觸
犯
賭
博
罪
者
，
從
重
童
刑
不
予
易
處
罰
金
外
，
依



據
本
法
第
三
+
八
條
規
定
，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
應
移
地
檢
署
偵
辦

 

，
但
其
行
爲
應
處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之
部
分
，
仍
依
本
法
規
定
處
罰
。

(
爲
防
止
藉

 

較
輕
之
刑
罰
，
以
逃
避
本
法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
)

三

、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嚴
重
犯
濫-

影
皆
青
少
年
身
心
，
敗
壞
社
會
風
範
-
業
者
可
獲
暴
利
穩

 

賺

不

輸

，
雖
常
遭
取
締
，
移
送
地
檢
署
偵
辦
卻
大
多
罰
金
了
事
，
未
再
移
請
簡
易
庭
裁
定

 

停
止
營
業
或
勒
令
歇
業
以
致
業
者
仍
繼
橄
營
業
，
不
能
杜
絕
氾
濫
。

辦

法

••爲
全
面
杜
絕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氾
濫
，
警
察
機
關
應
全
面
取
締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
觸
犯
刑
法

 

賭
博
罪
者
除
移
地
檢
署
偵
辦
外
，
如
屬
情
節
重
大
或
再
次
違
反
者
(
同
地
點
之
商
號
或
同
負
寅

 

人

)
應
再
函
送
簡
易
庭
建
議
裁
處
停
止
營
業
或
勒
令
歇
業
，
以
收
立
竿
見
影
之
效
。

決

議

：
照

案

通

過

。
惟
應
注
意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I

條
及
同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之
規
定
辦

 

理

。

▲
案
甶
：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查
獲
時
内
有
賭
資
者
，
顯
有
公
然
賭
博
行
爲
已
成
立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之

睹

博

罪

，
不
宜
以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一

項
第
八
款
，
移
送I

間
易
庭

=
<

 

八

十

I

年
三
月
四
日
花
東
地
區
地
方
法
院
與
各
縣
市
蒈
察
局
處
理
違
反
社
會
佚
序
碓
護
法
案
件

 

聯
繫
座
談
會
第
五
案
)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絛

 

九
七



社
含
秩
序

维

護
法
法

规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稿
籴
編

 

九
八

説
明
.

•

、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爲
，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者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
是
前
揭
情
形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處
理
。

二

'
警
方
人
員
於
移
送
前
先
爲
判
斷
是
否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
如
有
疑
義
可
先
電
詢
法
院
或
檢
察

 

署

。

辦
法
：
如
案

由

。

決

謐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辦
理
。

▲
案

由

：
警
察
機
關
對
於
同
時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和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或
刑
事
法
律
)
之
少
年
或

 

被

告

，
是
否
宜
將
該
案
之
卷
證
，
製
作
成
一
式
二
份
，
同
時
移
送
簡
易
庭
和
少
年
法
庭
(
或
檢

 

察

官

)
依
法
處
理
？

(
八

十I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桃
竹
苗
地
區
地
方
法
院
與
各
縣
市
普
察
局
處

 

理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聯
繫
座
談
會
第I

案

)

説
明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羥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

 

件
處
理
法
者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或
少
年
法
庭
依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規
定
辦
理
。
但

 

其
行
爲
應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
罰
鍰
或
没
入
之
部
份
，
仍
依
本
法
規
定
辦
理C

是
對
於
同

 

時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和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或
刑
事
法
律
)
之
少
年
或
被
告
其
行
爲
應
同

 

時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和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加
以
處
罰
。惟

機

S

於
同
時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和
少
$

件

處

理

(
或
刑
事
法
律
)
之

少

被

告

，
僅
移
送
簡
易
庭
而
未

 

移
送
少
年
法
庭
(
或
檢
察
官
)
處
理
：
抑
或
移
送
少
年
法
庭
(
或
檢
察
官
)
而
未
移
送
簡
易
法

 

庭

處

理

，
顯
與
上
開
規
定
有
所
違
背
。

辦

法

：
如

案

由

。

決

議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辦
理
。

▲
案
由
：
請
移
案
機
關
務
必
查
明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行
爲
有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者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或
少
年
法
庭
處
理
，
勿
任
意
移
送
簡
易
庭
處
理
。

(
八

十

I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高
雄
區
地
方
法
院
與
各
縣
市
替
察
局
處
理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聯
繫
座
談
會
第

 

三
十
案
)

説
明
：

一

、
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爲
，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埋
法
者
，
應
送

 

檢
察
官
或
少
年
法
庭
，
依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規
定
辦
理
-
社
會
秩
序
維

II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定
有
明
文
。

二

'
爾
來
常
見
有
擺
設
電
動
睹
博
性
玩
具
供
人
睹
博
之
案
例
，
所
查
扣
之
電
動
玩
具
内
已
有
很

 

多

硬

幣

，
似
已
進
行
賭
博
行
爲
，
涉
有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之
賭
博
罪
嫌
，
替
察
機
關

 

就
此
部
分
査
明
後
-
視
涉
案
情
節
決
定
移
送
檢
察
官
或
簡
易
庭
，
不
應
逕
以
違
反
社
會
秩

社
會
秩
序

维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九
九



杜
會
抶

4

維
護
法
法
規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稿
彙
編

 

一

〇
〇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八
款
公
然
陳
列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査
禁
之
器
械
爲
由
，
移
送
簡

 

易

庭

。

辦

法

：
如

案

由

。

決

議

：
照
案
通
過
。

【
法
律
問
題
】

第

一

則

提
案
機
關
：
皇
趙
基
隆
地
方
法
院

問
題
説
明
：
瞥
察
機
關
就
一
行
爲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同
時
渉
有
刑
事
法
律
者
，
移
送
法
院
商
易
庭
就

 

違
反
社
t
秩
序
維
護
法
部
分
處
罰
時
，
法
院
簡
易
庭
是
否
得
處
以
拘
留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三
十
六
案
)

研
究
意
見
：
甲
說
：

(
肯
定
說
)
行
爲
人
一
行
爲
同
時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及
違
反
行
政
法
律
時
-
因
法
就
該

 

行
爲
並
無
一
事
不
再
理
及
擇I

處
罰
之
規
定
，
故
仍
應
就
該
行
爲
分
別
予
以
處
罰
。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亦
採
兩
罰
規
定
之
立
法
，
法
院
自
得
依
該
法
之
規



定

-
予
以
論
處
。

乙
說
：

(
否
定
說
)
按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固
規
定
前
開
行
爲
仍
應
依
該
法
處
罰

 

，
惟
以
應
處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
罰
鍰
或
没
入
部
分
爲
限
-
並
不
包
括
拘
留
在

 

内

。
故
縱
該
行
爲
有
處
拘
留
之
規
定
，
法
院
仍
不
得
爲
拘
留
之
諭
知
。

座
談
結
論
：
採

乙

說

。

司
法
院
刑
事
政
研
究
意
見
：
同
意
座
談
結
論
。

第

 

二
 

則

提
案
機
關
：
臺
潸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

問
題
説
明
：
某
甲
基
於
概
括
之
犯
意
-
自
民
國
八
十
年
九
月
十
日
起
至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止
，
皆
在
其

 

所
經
營
雜
貨
店
内
擺
設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五
台
供
不
特
定
人
賭
博
，
嗣
於
八
十
年
十
月I

日

、 

爲
替
査

獲

，
並
以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移
送
簡
易
庭
審
理
*
經
調
査

 

結

果

，
某
甲
之
行
爲
顯
已
構
成
刑
法
上
之
賭
博
罪
，
簡
易
庭
遂
簽
結
並
移
送
檢
察
官
偵
辦
，
 

並

於

同

年

—
二
月
二
十
日
經
本
院
刑
庭
認
定
賭
博
罪
成
立
-
判
處
罰
金
五
千
元
。
惟
某
甲
又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在
同
址
，
以
相
同
之
方
法
供
人
賭
博
之
際
，
爲

警

査

搜

-
經
移
送
檢

 

社
會
秩
序

维

擭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一
 

o
 
一



社
會
秩
序

维

護
法
法

规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稿
彙

编

 

一
0

二

察
官
愤
辦
時
，
檢
察
官
以
該
二
行
爲
間
有
連
續
關
係
，
爲

裁

判

上I

罪

，
遂
依
法
處
分
不
起

 

訴

，
並
將
原
卷
證
退
回
瞥
察
機
關
，
蒈
察
機
關
乃
將
全
案
再
以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事
由

 

移
送
本
院
簡
易
庭
，
此
時
應
如
何
處
理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三
十
七
案
)

研
究
意
見
：
甲
說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前
段
規
定
，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者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依
刑
事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
本
件
旣
已
構
成
違
反
刑
法
睹
博

 

罪

，
自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依
刑
事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
且
前
後
疗
爲
間
，
有
連
績
關
係
，
 

屬
裁
判
上
一
罪
，
旣
經
刑
事
庭
依
刑
法
賭
博
罪
判
刑
確
定
-
爲

避

免I

行
爲
一
面
之

 

後

果

，
對
於
後
一
行
爲
，
簡
易
庭
應
予
簽
結
，
不
宜
再
依
本
法
處
理
。
否

則

，
凡
擺

 

設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供
人
睹
博
者
而
構
成
刑
法
賭
博
罪
者
，
均
仍
應
併
移
送
藺
易
庭

 

•
就
其
陳
列
部
分
以
違
反
本
法
再
予
處
理
，
如
此
、
，

則
本
法
案
件
勢
將
激
增
，
而
徒

 

增

困

擾

。

乙
說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之
規
定
，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應
處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
罰
鍰
或
没
入
之
部
分
，
仍
依
本
法
規
定
處
罰
。
明
定
同
時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及
本
法
之
行
爲
，
而
符
合
前
揭
但
银
之
規
定
.
仍
可
兩
罰
併
存
。
本
件
被
移
送

 

人
就
其
賭
博
行
爲
，
雖
因
裁
判
上
一
罪
而
獲
不
起
訴
處
分
，
然
核
該
被
移
送
人
之
行

 

爲

，
顯
除
有
賭
博
犯
行
外
，
亦
併
有
陳
列
上
開
査
禁
物
之
行
爲
，
則
其
陳
列
査
禁
物



f

自
仍
屬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
而
得
就
此
部
分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予
以
裁
處
。
況
若

 

採
甲
說
而
不
就
行
爲
人
之
後I

行
爲
依
本
法
予
以
裁
處
*
則
瞀
察
機
關
所
査
扣
之
査

 

禁
物
電
動
玩
具
，
勢
必
陷
於
是
否
應
予
發
還
或
是
否
得
單
獨
聲
請
宣
告
没
入
之
窘
境

 

，
故
自
應
再
予
依
本
法
規
定
裁
處
爲
宜
。

座
談
結
論
：
採

乙

說

。

司
法
院
刑
事
®
研
究
意
見
：

一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前
段
規
定
「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者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或
少
年
法
庭

 

依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

件
處
理
法
規
定
辦
理
。J

本
題
某
甲
之
行
爲
旣

 

已
觸
犯

刑

貴

，
依
上
開
規
定
應
移
送
偵
査
，
不
得
再
移
送
簡
易
庭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處
罰
。
否

則

，
有

違

「一

事
不
兩
罰
」
之

法

理

。
至
於

 

後
一
行
爲
如
査
扣
有
電
動
賭
博
機
具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之
規
定-

仍
可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處
没
入
。

二

、
本
題
應
採
甲
說
。
惟
硏
究
意
見
甲
說
中
「
簡
易
庭
應
予
簽
結
」

一
句
修
 

正

爲

「
簡
易
庭
應
予
裁
定
不
罰

。J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一

〇
三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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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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谡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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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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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编

 

|
〇
四

I

第
三
則

提
案
機
關
：
内
政
部
蹵
政
署

問
題
説
明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告
訴
乃
論
罪
，
而
其
犯
罪
部
分
未
經
合
法
告
訴
或

 

撤
回

£h
a
訴

者

，
可
否
逕
就
違
反
本
法
部
分
予
以
處
罰
，
不
受
本
法
紫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之
限
制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四
十I

案

)

研
究
意
見
：
按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亦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者
-
其
違
反
本
法
部
分
應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處

理

，
固
無
疑
義
。
惟
因
實
務
上
常
見
之
違
反
本
法
行
爲
並
無
勒
令
歇
業
、
停
止
營
業

 

没

入

之

適

用

(
關
於
罰
鍰
部
分
，
允
宜
規
避
不
予
適
用
，
iBIJ
已
說
明
)

，
而
告
訴
乃
論
之
罪

 

未
經
合
法
告
訴
致
欠
缺
訴
追
條
件
，
造
成
行
爲
人
利
用
較
長
之
告
訴
期
間
(
本
法
追
酥
時
效

 

僅
二
個
月
)
或
藉
告
訴
使
他
人
逃
避
本
法
之
處
罰
後
，
又
不
行
使
告
訴
權
或
撤
回
告
訴
，
逃

 

避
刑
罰
之
制
裁
，
顯
有
違
本
條
規
定
之
意
旨
。
因

此

，
遇
有
此
種
情
形
時
，
似
可
逕
就
違
反

 

本
法
部
分
先
予
處
理
而
不
受
本
條
但
書
之
限
制
。
如
事
後
刑
事
案
件
又
經
告
訴
時
-
則
將
本

 

法
處
理
情
形
，
依

「
檢
察
官
與
司
法
替
察
機
關
執
行
職
務
聯
繫
辦
法
」
第
十
九
條
後
段
規
定

 

，
隨
案
通
知
檢
察
官
以
爲
偵
査
案
件
之
參
考
。



—

結
論
：
同
总
硏
究
意
見
。

司
法
院
刑
事
廳
研
究
意
見
：
同
意
座
談
結
論

d

 n
^
^.
f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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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則

提
案
機
關
：
内
政
部
罾
政
署

問
題
説
明
：
刑
事
案
件
或
少
$

件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或
免
訴
、
不

受

理

、
無
罪
之
判
決
，
或
不
付
管
訓
' 

不
付
審
理
之
裁
定
者
，
可
否
再
依
本
法
予
以
處
罰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三
十

 

九

案

)

研
究
意
見
：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
免

訴

'
不
受
理
或
無
罪
之
判
決
，
 

或
不
付
管
訓
、
不
付
審
理
之
裁
定
確
定
部
分
，
如
係
不
構
成
犯
罪
或
非
少
年
處
犯
者
，
其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部
分
，
若
迄
未
處
理
，
亦
未
i

時

效

者

，
自
仍
得
依
本
法
規
定
予
以

 

處

理

。
惟
已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規
定
併
處
勒
令
歇
業
、
停
止
營
業
或
没
入
之
案
件
，
 

則

不

得

再

處

以10
鍰

。

座
談
結
論
：
同
意
硏
究
意
見
。

司
法
院
刑
事
政
研
究
意
見
：
同
意
座
談
結
論
。
但
硏
究
意
見
「
惟
已
依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

.
則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一
0

五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法
規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稿
彙
編
 

一
〇
六

‘ 

不
得
再
處
以
罰
鍰
。
」

一
句
，
應
予
刪
除
。

第

五

則

提
案
機
關
：
臺
谮
雲
林
地
方
法
院

問
題
説
明
：
未
經
許
可
，
亦
無
正
當
理
由
攜
帶
槍g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所
定
之
刀
械
，
 

警
察
機
關
除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或
少
年
法
庭
依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規
定
處
理
外
，
 

是
否
尚
應
認
行
爲
人
構
成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I

項

第

I

款

r

無
正
當
理
由
擷

 

帶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器
械
」-

有
處
罰
鍰
之
必
要
，
而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處
(
不
包
括
没
入
部
分

 

)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四
十
案
)

研
究
意
見
：
甲
說
：
依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
第
^
-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謖
法
之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者
，
替
察
機
關

 

應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定
之
案
件
，
限
於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所
規
定
處

 

罰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
罰
鍰
或
没
入
部
分-

而
同
時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項
第
一
 

款
旣
有
處
罰
「
拘

留

」
明

文

，
因

「
拘

留j

不
在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所
規
定
應
移
送

 

案
件
範
圔
内
，
故
認
不
應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定
。

乙
說
：
依
甲
說
雖
不
應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定
，
但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規
定



尚
包

括

有r

罰
鍰
」
之

處

罰

，
而
該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I

款
亦
有
處
罰r

罰

 

鍰

」
之

明

文

，
故
認
應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定
。

丙
說
：
如
認
本
件
所
爲
係
以
同
一
行
爲
觸
犯
丙
說
所
述
犯
罪
外
-
尚
違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I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則
該
條
款
雖
有
處
罰
「
罰

鍰

」
之

明

文

，
但
該

 

受
處
罰
行
爲
與
受
處
刑
行
爲
同一

，
而

r

罰

鍰

」
與

r

刑

罰

」
性
貢
上
並
無
不
同
，
 

只
不
過
處
罰
之
輕
重
而
已
，
自
不
因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有
處
罰
「
罰

鍰

」
 

而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畨
應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處
者
亦
包
含
有
應
處
罰
「
罰

鍰

」
者

，
即
認

 

應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處
。

丁
說
：
未
經
許
可
亦
無
正
當
理
由
擷
帶
槍
磁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所
定
之
刀

 

械

，
已
構
成
該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款
所
定r

未
經
許
可
無
故
持
有
刀
械
」
罪

，
所

 

持
刀
械
係
違
禁
物
，
並
依
刑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I

款
宣
告
没
收
，
則
本
件
所

 

爲
純
屬
犯
罪
行
爲
，
不
再
成
立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行
爲
。
蓋
按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立
法
，
旨
在
明

 

示
刑
法
優
先
於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而
適
用
。
但
書
之
規
定
在
防
止
行
爲
人
故
藉
較
輕

 

之

刑

罰

，
逃
避
有
關
停
止
營
業
、
勒
令
歇
業
等
之
處
罰
。
是
以
當
行
爲
同
時
觸
犯
刑

 

罰
及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時
，
除
有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之
情
形
外
-
即
不
應
移
送
簡
易

社
會
秩
序

维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一

〇
七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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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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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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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彙

编

 

一
o

八

、

庭

裁

處

，
以
免
一
事
二
罰
。

座

談

結

論

•
•
採

乙

說

。

司
法
院
刑
事
胞
研
究
意
見
：

一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行

爲

，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者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依
刑
事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
避

免r

 
一
事
兩
罰
」

，
除
有
刑
事
法
律
之
處
罰
不
能
達
到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相
同
或
可
代
替
之
功
能
-
如
勒
令
歇
業
、
停
止
營
業
或
没
入
等

 

情

形

，
可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書
規
定
處
理
外
，
不
得

 

再
移
送
簡
易
庭
裁
處
。

二

、
本
題
應
採
丁
說
。
 

,

/

提
案
機
關
：
内
政
部
箬
政
署

問
題
説
明
：
同
一
行
爲
之
併
罰
有
無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但
魯
「
罰

鍰

」
之
適
甩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四
十
二
案
)

研
究
意
見
：
按
違
反
本
法
行
爲
涉
嫌
違
反
刑
事
法
律
或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者
，
依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柒

件

處

理

辦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包

括

同

I

行

爲

、
或
牽
連
之
行
爲
二
種
情
形
。
 

於
牽
連
之
行
爲
*
就
違
反
本
法
部
分
不
處
以
罰
鍰
尚
無
疑
義
。
但
於
同
一
行
爲
有
無
罰
鍰
之

 

適

用

？
法
雖
無
明
文
禁
止
，
惟
爲
免
牴
觸r

I

事
不
二
罰j

原

則

，
其
併
罰
以
刑
罰
不
能
達

 

到
相
同
或
可
代
替
之
功
能
，
始
得

爲
之
，
故
對
於
同
一
行
爲
違
反
本
法
部
分
之
處
罰
，
自
以

 

勒

令

歇

業

'
停
止
營
業
或
没
入
爲
限
。

座
談
結
論
：
同
意
硏
究
意
見
。

司
法
院
刑
事
軀
研
究
意
見
：
同
意
座
談
結
論
。

第
七
則

提
案
機
關
：
臺
灣
臺
東
地
方
法
院

問
題
説
明
：
警
察
機
關
於
某
遊
樂
場
内
查
獲
當
時
已
插
電
開
機
，
且
内
有
新
台
幣
五
百
元
硬
幣
之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吃
角
子
老
虎I
台

，
惟
因
現
場
未
發
現
賭
徒
，
乃

將

負
貴
人
(
成
年
人
)
以
公
然

 

陳
列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査
禁
之
器
械
之
行
爲
，
移
送
法
院
簡
易
庭
。
經
法
院
調
查
後
，
認
定

 

前
已
有
人
以
投
鄕
硬
幣
方
式
，
利
用
該
吃
角
子
老
虎
與
負
資
人
睹
博
財
物
，
此
際
法
院i

間
易
 

庭
應
如
何
處
理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四
十
三
案
)

杜
會
秩
序
維
擭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I

〇
九



杜
會
秩
序
維
謾
法
法

规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稿
棠
編
 

一 

一

〇

研
究
意
見
：
甲
說
：
簡
易
庭
依
其
情
節
對
負
責
人
裁
處
拘
留
或
罰
鍰
，
並
没
入
其
器
械
及
器
械
内
之
現
金

 

後

，
將
其
涉
有
刑
法
賭
博
罪
嫌
之
卷
證
，
移
送
該
管
檢
察
官
辦
理
。

理
由
••按
行
爲
人
因
其
行
爲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
所
受
之
處
罰
乃
行
政
罰
，
與
因
犯
罪

 

所
受
之
刑
事
處
罰
性
質
不
同
，
惟

同

一

行
爲
非
不
可
同
時
受
行
政
罰
及
刑
事
處
罰
，
 

故
本
件
旣
然
該
負
貴
人
確
有
公
然
陳
列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査
禁
之
器
械
之
行
爲
，
法

 

院
簡
易
庭
自
應
依
其
情
節
，
對
之
裁
處
拘
留
或
罰
鍰
，
並
没
入
其
器
械
及
器
械
内
之

 

現

金

。
又
另
依
調
查
結
果
，
發
現
負
資
人
已
有
賭
博
行
爲
，
涉
有
睹
博
罪
嫌
，
自
應

 

將
此
部
分
卷
證
移
送
該
管
檢
察
官
辦
理
。

乙
說
..簡
易
庭
應
將
扣
案
之
器
械
及
器
械
内
之
現
金
沒
入
後
，
將
全
案
移
送
檢
察
官
辦
理
。

理
由
：
本
件
遊
樂
場
負
貴
人
旣
有
以
此
器
械
與
人
睹
博
財
'‘物
之
行
爲
，
已
非
單
純
公
然
陳
列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査
禁
之
器
械
，
此
公
然
陳
列
之
行
爲
及
其
賭
博
財
物
之
部
分
疗
爲
，
 

自
應
將
全
案
移
送
檢
察
官
追
訴-

依
照
性
質
上
更
嚴
重
之
刑
事
法
令
予
以
處
罰
，
不

 

宜

就

同一

行
爲
予
以
割
裂
，
同
時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謨
法
及
刑
法
處
罰
。
惟
扣
案
之
器

 

械
及
器
械
内
之
現
金
，
仍
應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謖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二
條
第I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規
定
，
裁
定
没
入
之
。

座
談
結
論
：
採

甲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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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刑

琪

廑

研

究

意

見

：

i

、
行
爲
人
之
行
爲
旣
已
觸
犯
刑
法
賭
博
罪
嫌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偵
査
。
故
本
題
簡
易
庭
應
裁
定
不
罰
-
將

 

案

卷

(
影
印
)
及
扣
案
之
器
械
睹
資
移
送
檢
察
官
偵
査
或
通
知
缝
察
機

 

關

移

送

。

二

、
扣
案
之
賭
博
器
械
及
賭
資
，
法
院
刑
事
庭
可
依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判
決
没
收
，
故
硏
究
意
見
乙
說
主
張
由
簡
易
庭
先
將
上
述
器
械

 

賭
資
裁
處
没
入
後
再
移
送
偵
査
，
將
該
行
爲
割
裂
分
段
處
罰
，
尚
有
未

 

洽

。

第

八

则

提
案
機
關
：
臺
鹆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問
題
説
明
：
某
甲

經

營m
動
玩
具

店

，
公
然
陳
列
經
主
管
機
關
教
育
部
公
告
査
禁
之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十

 

五
<R
~
於
餐
方
査
獲
時
，
其
中
五
台
有
客
人
遊
玩
與
其
對
賭
-
另
十
台
則
否
-
問

：
甲
之
行

 

爲
應
如
何
處
罰
？

(
第
二
十
期
司
法
業
務
硏
究
會
第
七
十
三
案
)

研
究
意
見
：
甲
說
：
應
依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第I
項
之
賭
博
罪
處
罰
，
蓋
甲
之
行
爲
已
非
單
純
陳
列

社
含
秩
序

维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一
二



社
會
秩

4

维
镬

法
法
規
函
令
法
律
問
題
文
書
例
搞
索
編
 

一
1

二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査
禁
之
睹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
其
陳
列
十
台
睹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部
分

 

之
行
爲
，
實
爲
其
賭
博
行
爲
之I

部
分
，
兩
者
不
可
割
裂
，
因

之

，
其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之
低
度
違
法
行
爲
，
應
爲
違
反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賭
博
罪
之
高
度
違
法
行
爲
所
吸
收
-
不
另
處
罰
e 

乙
說
••有
客
人
對
賭
之
五
台
部
分
應
依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
六
條
第一

項
賭
博
罪
處
罰
，
無
客
 

人
對
睹
之
十
台
部
分
，
應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規
定
處

 

罰

，
蓋
陳
列
之
十
台
賭
博
性
電
動
玩
具
部
分
之
行
爲
*
因
無
客
人
對
賭
，
自
不
構
成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第|

項
之
賭
博
罪
，
應
與
有
客
人
對
賭
之
五
台
部
分
區
別
，
 

另
依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規
定
處
罰
。

丙
說
：
甲
之
全
部
行
爲
應
視
爲
|
行

爲

，
不
可
割
裂
，
f l
應
分
別
依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第

|

項
及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一

項
第
八
款
規
定
，
就
其
全
部
行
爲
予

 

以
處
罰
，
蓋
刑
法
之
處
罰
爲
刑
罰
性
質
，
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之
處
罰
爲
行
政
罰
性

 

質

，I

行
爲
觸
犯
刑
法
及
行
政
法
之
規
定
*
應
採
兩
罰
主
義
，
分
別
就
其
全
部
行
爲

 

處
以
刑
罰
及
行
政
罰
。

座
談
結
論
：
採

丙

說

。

司
法
院
刑
事
頗
研
究
意
見
：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
某
甲
之
行
爲
同
時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及
刑
事
法
律
，
應
移
送
檢
察
官
偵
査
，
不
得
再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處

罰

，
本
則
應
採
甲
說
。
但
甲
說
理
由
中
「
因

之

，
其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

.
不
另
處
罰

。J

 1

句

，
應
予
刪
除
。

第

三

十

九

條

警

察

機

関

因

《
察
人
員
發
現
'
民

衆

舉

報

、
行
爲
人
自
首
或
其
他
情
形
知
有
違
反
本
法
行

 

爲
之
嫌
疑
者
，
應
即
開
始
調
査
。

【函
令
】

◎
瞀
察
人
員
因
發
現
、
受
理
民
衆
舉
報
、
行
爲
人
自
首
或
其
他
情
形
知
有
違
反
本
法
行
爲
之
嫌
疑
者
-
除

 

應
經
必
要
調
查
者
外
，
應
即
塡
具
違
反
本
法
案
件
報
告
單
，
報
諳
有
管
轄
權
之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處
理
。
 

前
項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爲
人
應
隨
案
送
交
者
，
以
其
現
行
違
反
本
法
行
爲
經
逕
行
通
知
到
場
或
強
制
到
場

 

，
且

其

姓

名

、
住
所
或
居
所
不
明
，
或
有
逃
亡
之
處
者
爲
限
。

(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第1
1

士

一

條

)

◎
違
反
本
法
行
爲
之
事
贾
，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

前
項
行
爲
經
黎
察
人
員
當
場
發
現
者
，
其
書
面
報
告
得
爲
證
據
。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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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 社畲秩序維逯法
社色陕评維

•但共?7為有迚顷成拟納之狀您者•0 行為 

終了之H 起谅.

〇按社色铁序雄颂法第二+ 三晓係射於「物 

j 所為荜獨直吿沒入之枳定：冏法第三 I - 

—煤第一項係S 4於 「行?為人之行為j 成罚 

之時效規定•二者祝範對象各衍不间•台 

先敘明•又前揭同法第二十三炫丨3/H f 第三 

款既規&进龄物捋叩筠立齿设入•啮不以 

有行為人存在為肋提，亦个以W 描反杜迓 

抉序行為為必毖*说令無f /旮人成迠反社 

仿佚序疔為，均扮就逬禁物m 筠宜告沒入 

•&無同法第= 卜-烧笫一項就行為人h f  
朽噬別丨$效規定之洇用■(法彷部8 ] 年 （； 

月丨2 R d i f 丨昨第08卵8 號）

(執行之時效）

第三+ 二條逾 反 本 &行 IV之丨孩沏•■!!：•為丨十:上 

溶莱•前和，沒入•中» 者 •丨_丨故觇硪近之 

H起•逾.v:MH未執f/ fi •免予fAh;: UJfJ 
租•勒，肽泼f l * 1:1谀吡碰定之L:ljHi *逾六

分M f l級納：?谢丨f l i M I R  t t  • i l时 i 之 W I
m i ，l i l K 赳誤常W I 到j!)|U 之翌1:1起I T * K 热 

\4以 押 衍 • [i i y ;似炔记衫以佝衍_定之11 

起 ，逾亦明米執行 W  •免f *謝卜

第二縝處罰程序  

第 一 章 管 轄  

(土地轾輅）

第三十三倏沿反本沈•之案I I: • 山 地 成 W  

h 人之f K I ?i ，f e i 所成所 f r:地之地方法阽咬 U : 

分 院 脒 说 丨 竹 姑 *

(船腾、航空器之岱锊）

第三+ 四 你 “:屮#;1>!闽诏域外之屮诉 

壏戏杭空;5;内迎灰本法竹•船懢凇功地■吭 

•空as!ii發地成行杻浚f« r丨地之池力法院成i t 

分院戍r?拐极说H:/t?姑m  - 

(拽察摁關之管路枢）

第三+ 五 條 H 沒丨,J %.!f.:r j _̂; • 就 臥 域 内  

之迪反本法茶汴打巧怙讹•

在地域迫⑶父讪不他地w  •丨1•川11:极，柺 

换明授桅技宵，!如 卜 ？T 祭 W S K l V f i W i  K T ? 

麵 .

功:荧f f 察银!i i l • f:l 辟内政部 m f l •:就 

域内之遥反本y ;•龙件行W i 枓穴f t w .，

O 本部b ;i 核准行使逯反社件佚屮推I搜法卒t r - 
岱钴愐之珥亲3 察機關•W 哫飢抑：改处泠

m分攒關全銜紱史，发配合炫正•

准予行此迪反社會秩序維迹法案件符枯嵇 

之 讎 掷 機 _ | 下 ..

-•、內政部譽政辨K安S 洛 ®二總隊，

二•内政邡•行政勞航空苕察局，

二 • w政 政 -7?Naa公路巧赛尚••

四•內政部？？政老域路Sf察局.

乜 ‘内政部rf政片坫险进務?？察總隊，

六•内政部Ff政艿台中港務符察松隊- 

t •A 政部符政射以排处杜符察緦隊•

八•内政邡打政逍花迎沿彷贽穿總隊.

|内政部丨〇3外：]丨月丨丨卜丨台内?n •:谅 

lOUOĤ DRnn m \̂)

(瞄易庭及普通庭之設s )

第三十六條地力’法院成;丨t分院以成现沿反本 

法案fT •碳，®钴丨V〔及W饴$ •边•分设饨W 
陆及斯iM  •

(朋易/S及普通庭之組織）

第三+七條地方认院戍 Jt•分PS何 4 好 （以下 

间MIKj.Wfe> •以y:-竹 *人茁丨T:Tf之，

地 //法院成Jt•分哚故妯胞（以m i i i m s m  

娃 ）• 臟 •_;-三人細技之•

購之恼形及例外）

第三+ 八 條 迪 k V U :•之f f M  ' i!t•蝴炖反刖小 

洲 I城 ，v v 'k h :屯叫決行*峡:丨秘檢s m 戍 ： 

少屮丨上也如fi|_l f i .>训成少屮训1•■如H l U i W 屯 

埘 叫 • f u m m 晚:S K <i i:只龙•刊 

加鉍戌汶人之服卜仍依本法坩龙幽3;卜 

〇迪反社仵伙丨^«雑龙法之f f U 涉W 迪反内J f 巧 

以之邪，丨丨li 消 • : ⑽ ㈣ 冊丨_!1

_ __l i *挪就应 k ’4：i j t 部分]‘*以说別• 

■1M 本y 3 ，: i 火财丨.,1?之關 h ?

w. ： \m u ^ j：̂ \ n ^ m m u i \'\

•I fA f lw V 丨!；成k’木 认 邱 分 处 茁 ■:

I•八條丨UJ丨嵯柙•闽無踨&， I-. 
ViUA之 成 办 祕 肤 勒  芜•丨A I: .

« 芡及设人之汹川（關呤训切部分•允以 

w i t 丨：丨•-通川• iwni说明 > • ift_’r;和 w i  
之:丨in讲 /r t i iU 战欠 r n a i ^ f n ::成 

h a认和丨川較m之A / f则丨丨I < <1*•‘如〇•扣iv 
效m --w n ) 诚仿以麻敁他人丨Mq/:之 

|包3 後 _ ( 卜？州 猶 • 逃  

iISJPDI之制從.敗m 迫木炫miii之总矜- 

I科此•遇fHlt饨hV肜峙•（Uiimiit迪从本 

法部分m i s i f i n :受本峙m,1?之阳制“

如氺後刑氺案伴又裡吿訴卟•則將本法妪 

刊[怙肜•皎「檢察宮與司法-*r 泰傲w 執汀 

職枋聯骚辦法」笫卜九烧後段規定• K 1案 

通知喻格'1:1以為侦杏案件2 ；•考，

唑戠結说：丨司立研究泛兒•

滾二疤研究意W  : N S W 談結谄- (  

内政郎f f 政艿81尔 G 月 i H 座战旮迸）

-• 第二章調査
(開始調査之原因）

策三+ 九 焰 a 饬 拽 丨 怒 人 t l 资汉1 K 眾 

册银•「成人丨'伯或J t • 他 通 以 本 法

• i s i i u n a ^. i w ^  -

(證拇或沒入物之盅理）
第 四 十 條 十 k {入之怍*眧设 p

m  - \  rt
• b 乂谢s f l m 人 *捋仃人或f游 人 ：如無所 

f 】u m 人i A i f t听人打_丨船:•丨设I卜
ota m  ̂ n A M i m . r - w

Jl!攻必保穴及沿叫切作紀约•除f i b A j担 
逸 ifiirfMYm叫片外 ►扣紀錄®焚作…八 

6> •舨 以 也 交 人 • 丨 m 保竹人 

!!tJ t他祝nsffiw之人-社矜佚厂/•雄苫土沿 

叫丨•條丨W段及设丨iVt f t杈邝排迹法省(1构 

|-/L l l S K :f r i P J !5c « i j i i  • i f t i^ k f l ：
内佚吓雑,.咳沾別t -A i 几制« K i A  •办拙木 

波於八•卜部:/⑴十：丨1以?r w i _w •花 

六八六躲执i f /l• : 案 部 汽 政 7 U 〗 “: 

S U M  I l f f W f i l - l i 1̂  'fm'Htm >
( m s 人 、證人、關係人之逝知手給）

第四+ —歧 ，饬搲關?-V W 作迩k 似』:付L v i  

W f  •跆i f i»脒捉尺•並 m u 加诹人成明说 

人，

I削 ⑽ 知 i1滟 :

•，敁汕知人之i t  r , • % 別.出±年-«丨:1 *

t s r m i K r t r ^ ' H i f  •
.::，川|卜

: .晚刊之丨丨•丨丨1啦川•

四 、/K f t 沿削 I I I : 刺 叫 匕 從  

n  .

/卜 i U l知肢(如之况芯“

被通知人之W .1V R !成 W K 他沾形<i必奴 

ii.卜 丨 t w o 辨別之竹m : i n 丨! w j  

11 ■ 1i » ' l  * I l i^ i i-U X -r t H ^ I  n • f !J '：G .ii!4) i *

2I I卿 i 财人•雎先;”似通加之屮山•丨7訊 

叫姓名‘ i M i 叫 11丨•砵戊所!_.叫:•所，

»J!11

並袷予中辯之极锌•

嫌疑人於辨冏中或抑资中晬姿任代J?E人利 

圾•但法院或符察m i谢認為必要時• jiin命 

本人到冯*

(逕行通知及強制到堪）

第四十二炫妇於现行迪反本法之行為人 • n  

找人的斟即_i$ 制止共行^ •也得®行通知到 

: JE不服M -知名■•卩強制K 到 確 ；S  
K -4fkft，此所成居所ifiT照逃亡之设打 . B 依 

i i m说定辦巩! •

第 三 章 裁 處  

(盅分咨之製作）

第四十三炫犯列各汶來卟•，格敗叫於加!:J 
抟 *眯f (凇消,刹办必埤片外盹丨!丨丨昨成趄分

i1} •

• *说叹似J i m w i c 他:喇丨|;成之対卜

: •逋反本让「/>4遝邝幽:丨1丨傾戍巾滅之絮沖

乂 •砍?rs a  *茁….a 之谥分，併 

.*?■

V'\ • msiivcr'j-j^ A, ^ »

7i • _;flU列 彷 •；?： . m u 水(1袍免防組

• * " u 人n ㈣ . i m 川 卜 w

找 诹 奶 _哚 货 • |I;J_糾 a 册卜

■• • n
• • hVftti'Kili • (H |'Ti.：L!W l f S f W - 

i»'i • m i i i j m  •

7卜说分彳和《I及《丨: *丨卜I卜 

人 ‘ n 应分i w .f於说分/r边述之K 丨丨起 

./i n 内•以J:狀紋;dumii •轾wif总分之ff 
怒敗w m t 竹 而 饯 明 與 邡 -  

<逕行處分之35件）
第四+ 四 焰 ，衫惝關趵於怊㈤ 钓防㈨ 小竹明 

_ 之递反釦法絮怵• n 不轵iu〇知 *讯冏迸行 

说分 K J E 嵫诎以斩從帘• r-/"ii:f元以下3U 
M成屮4 為限*

(案件之移送及间易庭之S 定）

第四+ 五 歧 茁 叫 U 睇笫一伯所列各款以外 

之卞JT •竹怒I圾HW於,以問梭•應即移m沾穴 

i f i j y ^ ^ i i  -

TiTTH??拐拨關移:^狭定之案丨牛•

妊認為f 嗯處別或以不丨财攸/、仂令取艾• 

沙 IBS龙為逋常有•饵扭為不:iiM代他成: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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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Ki明丨丨丨I •向迪反本法行為成立之曰起兗 

liillhlVfi•迚續或挝肋之狀烟者■自行為 

參？ 1 / 1 嶋 .

〇心丨帘佚序雜珑法第二+三烧係對於f物 

< f W H S J S 吿沒入之规定：同法第三+  

KKiV•项係對於「行 為 人 之 行 逞 汉  

广丨丨?|%跗定 > 二者規範對柒各有不同•合 

UVID丨•又W 描同法笫二十三條但S 第三 

査禁物抖犁獨宜告沒入睡不以 

丨I h 人存在ft前提*亦不以有逭反社會 

II,K h U 以必要*縱令無行為入S2迎反社 

打 丨 為 • 均 得 就 ？E禁物萆獨宜告沒入 

• I’丨埘Mii第三十--條35—明就行為人行 

八似*丨i丨丨IS效規定之通用M 法務部8〗 年 S 

1|丨:：1】法律字55 08668盼）

(蚧朽之時效>

•n 丨二攸述反本法行為之處细•其為睜止 

•;穸 H 沒入、中滅者•自狱處確定之 

I I 扣 ‘扃 ：.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乜拘 

私/ *杣 >歇龙者•自鈕處確定之□起•逾六 

骷i m w / s  •免予執行•

4 wi敢钠油鈸而迎誤者，前职三個月之期 

mi _「丨丨(《說 ®?ra到期曰之8日起苡*其理 

“.IlNWff > !?1法院裁定易以拘留砘定之F1 

机•衲：.IW月未軌行者•免予枘行■

钔二提處罰程序  

的 一 章 管 轄  

1 1 :地 _)

w  攸沿反本法之菜件•由行為地或行 

Ml:所 ，K 所或所在地之地方或其 

_»fV叫??#形,胡笟栝*

<骱喵*肮空器之贷輅）

•r 丨in丨片办:屮葙民國勒域外之中镝民 

•吨峡，淠内違反本法者*船ffi本箱地、 

,::i|l!州 11诚行為後职Tl地之地方法院或其

K f ■
<*穿丨WKS之管餘椹）

爭 I /丨阼！*?络猫及其分局•就：•咝域内 
i.KM-a萊汴布惊轄柚•
II丨丨丨!丨七<2以丨交通不使地11£，得由上級咎密 

察所、咨祭分贴所行使其带

叫 V K M 卸W ，搿裆内政部核准就孩質區 

嶒i*丨说丨夂+:法菜丨中行使其管蛣描•

M ;嘯 准 " M i r  命株序雄讁法菜件

管《描之W 奕符察饯關■因雎糾砘改i!•，技 

部分W 肫全街g 更 ，发配合修正•

准予行使逆反社窃秩序維35法杰件.於粘沏 

之辑業笞察機關如下：

一 •内政部If政筘K 安荇察第二拽隊，

二•內政部吞政署航空芬察局*

三 ，內政瓿S 政署阈道公路S 格局•

四、 内政部笆政砮錢路S 费局•

五 、 內政部荇政茗驻除港伤符察總隊. 

六 ‘內政部笞政署台中港菝© 察进隊•

七 、內政部特政*|55雄港務咎察拽隊•

八 *内政部2 政迫7G迎港柺7?察控隊•

(內政部丨0 3 年 1〗 月丨丨b 台內疗宇第 

1030890653 諕函）

(簡易庭及班通遐之設S )

第三十六條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為處理迸反木 

法案件*視荇察輅區及垃際盛嬰•分S 簡易 

琚及普逝庭，

(闸易庭及普舰之議 >

第三十七條地方法院或；H:分院節易歴（以下 

疝偁疝岛庭〉，以法帘一人镅任行之- 

地方法院或rt分院酋通庭（以下面撾拽迎 

睦广以法官三人合菰行之•

(移》 悄形及例外）

第三十八條通反本法之行為•涉雉迎反刑m  

法泮或少年半件處理法者•雎移送檢察宦或 

少年法庭依刑单法律或少年讲件處理法規定 

辦埋•但其行為踎阖俘止舒槊*勒令欺菜• 

釗钣或设入之部分，仍依本法坺定璲間• 

〇述反社&秩序維遨法之行為沙嫌逋反告訴乃 

論之罪•而其犯罪邡分未理合法告跅成撤回 

吿跅者•可否巡就迎反本法部分予以處胡• 

不受本法第三十八烊但迟之限制？

研究:s 見 ：按边反本法之行為亦涉嫌遂反刑 

琪法课者•其逬坟本法部分應肤本法第三 

十八战但扭氓晔•固無疑效*惟闽苡務上 

常見之逬反本法行為並無勒令歇茉、睜it 
贷栾及沒人之適丨丨](剁於前鈸部分•允这 

坩避不予適m •前已說明）•而吿訴乃品 

之卯未拽合法告卵：致欠缺訴追躲件•边成 

行為人利ra校员之吿訴期間（本法迫讲w 
效辦二肺片）或is告跅使他人逃避本法之 

IMS;丨後•又不行使吿訴椎或掀冋•?;•，诉 ，逃 

避刑前之制戧•顯有違本眩织定之.S行 ， 

因此•遇苟此忡洁形時•似li丨速就通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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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二 條 Ai列之物沒入之：

•.醜反本法行為所触所W之物♦

二，總 物 .

油項茁-软沒入之物•以®於行為人所有 

哲h 限 ；？B二获之物•不間阳於行為人與否 

•沒入之.

供迸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 

者為限• W沒入之• I旦沒入• i® 符合比例原

(沒入之宣告）

第二十 三 他 ；3入與其他處剀阱宜告之.但有 

紗 J各麵多之L 贿 雜 入 ：

— 免除其他處罰者•

二 、行為人逃逸者• •

三 ，疔禁物•

OIB!於诏反社會抉序雄汲法案件睜沒入之物 

• 3P银機關作成凼分未汫予沒人•除 

冇符合社啓秩Fr:迸羝法第二十三條®« 規 

定w m ® 宜告汶入之悄形外•不另為 

沒入之處分•（司法院刑眾酞81年 S 月 29 

曰昀刑二字第丨3702敗函）

<数罪併罰、連級犯、牽連犯）

第二十四炫迪反本法之迪行為•分刖由別• 

但於灼察機關迎知坩送逑成35行迎知的•逄 

反同蛘饮之規定者•以一行為说•並以加爪 

其《拥 •

•"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锫粜者•從一屯飽 

罚 ：其泣反同味款之規定者，從 處 羽 •

(数罪併S 之方法）

第二十五條逍反本法之败 f f為 ，分別裁鹿旭 

分別伙"•位執行刖之數確定裁處•依左列 

各款炽定软行之：

一 *狡咆多趑拘留者_ W轨行之•合計不砑

m i B  *
二 ，？A晓多敝勒令纸笼•其哲業闼所相R -者 

.钠行其一 ；软浆成所不ra老 •阱執行之

三•裁豳多汹呤止总柒者‘肿執行之：同一 • 

贷衆虛所淖止资槊之wi刖•合計不珩逾二 

十日•

丨fM |分別拨埯枘令呔滚及淖ih營楽典兑淤 

屯所相同者，僅狄勒令耽栗執行之：贷萊 

出所不向者♦併執行之•

/i .谀_ 多数邡《3 «  • WfA行之•合計不Kf 
六沉疋：如易以拘留‘合扑不捋

六 贫 18多 敝 沒 人 者 ， 附 A f U  *
七 ， 弑 媒 多 勑 丰 誠 者 •讲 一 次 谢
八 、 裁處不两種a n 之庞沉者•併钠h 之 . u  
中有勒令®荬及降± 3 茉宵•讷.V •丨"U .1 n  ; 

行之.

(再 犯 之 加 重 處 罰 ）
第 二 十 六 條 裡 依 本 法 處 31執 rf^M< • in it

内 再 有 述 反 本 法 行 為 者 ， 耵 加 仙 奴 别 *
(目 首 之 滅 免 ）

第 二 十 七 條 逾 反 本 法 之 行 為 人 • 於 』I n  _•_ I 
被 發 ％ 以 前 自 酋 而 受 & 處 背 . 減 钎 〇 丨 1 卜 
咖 .
( S 思 10$胞 蒋 酌 之 一 《 情 狀 ）

第二+ 八 條 ® 反本法之菜件• H ii i i im 扣 

一切19狀•尤應注E 左列市项_ tW«!丨ill. *•
之 獅 ：
一 、  迎 反 之 釉 扱 . 目 的 -
二 、  5泣 反 0?所 受 之 剌 激 •
三 •違 反 之 手 段 •
四 、 行 為 人 之 生 活 狀 況 •
五 * 行 為 人 之 品 行 •
六 ， 行 為 人 之 §識 桴 度 •
七 、 行 為 人 與 被 杳 人 之 關 係 •
八 * 行 為 人 描 反 孩 務 之 程 K •
九 .  行 為 所 生 之 危 險 或 描 復 ，
卜 •行 為 後 之 您 度 •
(怊 節 可 憫 恕 之 滅 免 ）

辑 二 十 九 條 逯 反 本 法 行 為 之 丨 flDTi__Mr_l::" f.
佟減■免除其處3D - 
依法令加® 或減《者 ，仍饨択iHMif丨.‘ Hi 

*減輕其谣诎*

(加 £ 或 滅 輕 之 樣 维 ）
第 三 十 條 本 法 處 51之 t o S 或 減 枵 彻 々 嗍 丨 A ，
… *拘 留 或 荊 铽 之 加 ® 或 減 钗 _ M M h  彳

至 本 問 之 二 分 之 ―
二 > 闪闽:初之加或減經•致拘 f i Y f i  ! .’:i 

口 •茄娀不滿新朵幣H 百元之岑烛 I ， ， H  .' 

職 不 铒 .

= • 闽 谥 罚 之 減 輕 .致 拘 留 不 滿 ’丨 丨 •孙 H  
滿 新 娜 三 取 漸 .易 卿 贼 鼠 V :養

第 四 章 時 效  
u r p j ) 、 庞 汨 之 時 m 期 問 計 $ n

第三十一炫涩反本法行為逾 . i w 丨丨~％ - 

I舰丨不t  卜 d 並 仰 凇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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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M、 -

!wvn!f 之 13 作〉

*#丨丨Att ;太•院受珲畀察機關侈送之逾反本 

vM:n A  ‘除拟審冏成調査者外，瞍迅速狀

I W ;1: -
加㈨丨m i f t e m明左列牢項:

• U 八、之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曰、國 

iv n a 轨-莰碼•職荥、住所成 ®所，

\ X '

*小竹坨叫山•杩面記w 其要領* 

m 冲丨丨之让條•

. /丨. J.W K I W及年、月 、曰 *

■•'丨'11丨;.《疋1? •得於驻定没送速之翌H 起 

s /i丨丨㈧•以,U 狀戗述理由•經原软定之而 

[■ t如‘《 AMUi院-答通超提起抗告- 

_ | U V  (B9 除） 

nuTiWiR)

臂屮I丨八蚱 ff察拔關對於逸反本法之煉疑人 

U ;i咖•無正當埋由不到坳者•洛逕 

“姚 . >

之2 示及送这）

M M 丨）丨.朴说反本法案件之裁定杏或丨蓮分杏 

II fl‘K•丨• 9 找定人或受皑分人在場者•應安 

, n :V _:，並當場交付较定2 或谣分彷_

丨 HiV[示或过告或不經訊問而盌行驻 

I巇 _ 1TI •丨t软定进或處分古.廠由S察极 

W ，“暖 速 之 •

讪|«_|之战定杏並應送達原移送之笤察桫

W
»»?::畋叫谢吨法院较託送逨之遂反钍旮秩 

ff:“I J i人•名件裁定进，應依規定於II曰内 

•>.i •收於送述浚三□內將逆達證逬班职 

|  <內政部费政游83年 8 月2 4日

彆7:丨|1丨“]宇访432"?眺函）

. *  泊 四 草 執 行  

咖 眞 1>

V », I W  I阳;丨之執行*由符察棣關為之•

•I //ivhi:矜找序雄遝法案丨t »s m 辦法第h  

I 吖叫七力】切及沒人款項之收撖•肤 

•P U t 丨7卬辦理• j 依中央政府各铵《« 

叩i m u 执rr̂ «〇 i —二十三一 （一）規 

a :m !iUlTrf收納之各饪收入•除法令另 

IH_ ill>H K外應一刺}I!用抚一收掸■另收 

吻則 I1 扑符饮序維现法案件之3铥•

哫依上w 規定芘用铳一收拟•扑盹wm,‘-i
该矜怒梭關所53之公邱• W数戗糾之AV t
辦理•（內政部抒政老8丨年1 月丨8 u rrw
刑司字第7412號）

(執行之時棟）

第五+ —條逯反本法某件之嗞間•於裁幽碗 

定後執行•

(強制到場）

第五十二條战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f? •無 

『當埋由不到塌者，強制K•到坳•

(拘留之執行處所）

第五十三條拘留•哑.往拘留所内執污之* 

(執行拘留期間之計簏）

第五十四條拘留之執行•即時起舁•並以二 

+ 四小時為一日•

前項執行■期滿辟放•但於枣時至八時間期 

滿者.得钱本人冏怠於當E1八時釋放之•

第 五 章 救 濟  

C聲明異諾之期間及稃式）

第五十五倏被逛罰人不服笤察抜M之战分者 

•抒於虔分3 送违之翌日起五□內迓明異猫

致明異諺_應以忍狀敘明理由•裆DR眩分 

之!3=察描阴向該管茆易庭為之•

(原處分機關對異IS之處理）

第五十六條原涅分之笤察槪關訖為® 明玛疏 

有理由者 > 應撤鉑或铤更其處分：認為不台 

法定程式或致明異斑椎已辁斑央或全部或一 

部無理由者•嗯於收受钱明異IT占狀之翌曰 

起三曰內•送交1ST易瓱•並得添R弦見古• 

( R 9易庭w s e 明異浇之處埋>

第五十七條（01易庭認為®叨界謎不合法定拐 

式或强明異談權已經喪欠-者•應以狱定K 回 

之 *但其不合法定程式可袖正者•皤定肋先 

命描正.
丽舄庭K h 钱明界謎無理由者，聦以战定 

钗KJ之•認场行理由者•以裁定將顷皞分撖 

銷 或 舰 之 •

對於而易庭说1於锊明興狨所為之裁定•不 

得抗吿爭

(對逕行教處裁定之抗吿）

第五十八條受拔定人或原移送之？?察战WIK 
於砘品庭就第四十五條移送之案件所為之抜 

定 < 有不服者•扣向同法院普麵提起抗告： 

對於普通联之拔定，不丨3K 行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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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分先十闷丨1而+受本條但古之限制• 

如牟後刑氺案件又經告訴時，則將本法處 

埋坫肜 *依「檢祭茛興司法S 察機關執行 

瞄伐晚繫辦法J 第十九榇後段规定1防本 

汕知檢察官以為偵査菜件之參考》

匪談結諂：同恝研究竞見*

刁法除第二!16研究窓見：同S 座該結論•（ 

內政部行政•?？ 81年 6 月 1 □匣談會讁）

第 二 章 調 查  

(開始調査之原因）

第三十九條办察搲關因3 察人员發現，民眾 

银锫 *行為人自苜或其他情形知有逡反本法 

行為之姚疑者_應即閲始調杳《

(IS捣或沒入物之虛理）

第四十條可為證拖或 I® 予沒入之物•應妥予 

保锭■但在狱菡確定後•保宙物未經沒入者 

.予以發iS所有人.持有人成保昔人；如無所 

有人★持有人或保行人者•依法處理■

〇按进搜可為證拟或應予沒A 之彷應帶案晓 

理S 為保管及當場製作紀錄，除行為人逃 

逸而迪留現埸者外_其紀録應製作一式二 

份 *並以一份交所有人•持有人•保笪入 

或艽他在埸有關之人•社畚秩序維级法第 

四十烊前段及違反社會秩序雑鹄法案件處 

理辦法笫十九條茗有明文規定•时途反社 

贫抶序維銀法案丨I•現場紀跺格式■亦裆本 

署於八•卜一年五月+ 二日以行署刑司字第 

六八六號函訂在案》(内政部荇政砮8 1 年 

S 月 4 ID菩署刑司字第7787跗函）

(饼疑人、證人•明係人之通知手斑）

第四+ —修 9 察极BH為 調 *述 E 本法行為之 

琪W  •蚜通知姘疑人 *並得通知3!人或制係 

人 •

前項©知祗®脏明左列率項：

~  •被通知人之姓名*丨生別.出生年《曰 ， 

筇迓及住所或居所.

二 .  車由•

三 . IS到之R '時 .庖所•

四 .  無1E岱理山不到圾者•朽逕行裁宓之S  

苜 。

五 ，通知機關之署名。

被通知人之姓名不明或阪其他情形符必要 

IW •羝記脏其足矜辨別之特® :其出生年片 

丨:1 • 箝 住 所 成 J2•所不明者•掙免記賊* 

訊冏娥疑人•晚先告以迎知之事由*再 iR

明姓名*出生年H  t丨•软戈，丨丨Jii砍〇{)，■ 

並給予申辯之极抒《

嫌挺人於彬問中或别崁屮以戏!K V , n U  j  

場•但法院软抒察槻NH32劼必Win) •丨吻!-•■ 

本人到場，

(逕行通知及強制到堪）

第 四 十 二 倏 對 於 現 行 迢 反 本 从 卜 鬌  

察人员浔即時制止其行為•並丨V.<5W | JlI ” |， 

場 ：其 不 眼 通 知 者 • 得 强 ，|«丨丨m  
其姓名 '住所或居所而無迆亡之丨ft ft i n 卢 

前炫規定沏现•

第 三 章 裁 處  

(處分老之袈作）

第四+ 三條左列各款案丨中•押狖丨《丨腸- i r  * 

後.除有瓶销賙查必耍者外.谀«丨丨〗 i*v 山 

咨 ：

一 •迫反木法行為専谥前鈸成|丨11

二 、 迎反本法行為遝擇處;ii丨笾戒i|i敁/ + a ,

三•依第一歆.第二饮之铤分■丨丨丨i_f ■ 

裝 -

四•叩®實告沒入考*

五 、2£為對第一软，第二款之本丨1舻t 丨，嘞 

継 •
前項廣分挝Mi脏明左列屯項：

一 *行為人之姓名、（4別 * !丨他丨彳:1川由 

J S 旮分發統一諕B 、嫌雄、丨J ;l‘1i •似训■

二 *主文•

三 、 毕W 及理由.屏阁記耻扣处知*

四 i濟 之 法 晓 ，

五■鹿分懐關及年、月 • FI <

六 • 不 服 處 分 者 • 得 於 谥 分 V 丨I蝌 

五13內.以古狀故述理山_鞔|1;1巇.)1?3| 

察機關•向該管商易庭钙明汍A  _

(運行GE分之要件）

第四+ 四條矜察機關對於训印《撕1仏丨| m  
確之違反本达案件*协不劫.如知• „丨(|阶， 

® 分•怛其越而以析2 幣H iVm W I 4  

绍或中誠為限•

(案件之移送及肋易庭之裁定）

第四+五條笫四十三味茁“拟叫邛似丨丨卜T 
之案件_啓察梭ittmsR丨■*:】拔 .晰 

ra易庭致定•

汹项钤察抜明移筘K 定之准ff • 1/ rtra*»
速說為不哫丨远；U丨成以成扒w .勒 讹 >





社备秩序維通法 1009

••吣研究！s 見 ：同哲庵談結論> ( 

年 (3 冃 1 曰座談© ill)

心 二 頌 調 查  

< iSIMfiW査之原因〉

^ 丨 & PY. 3 察枏趿因迓稱人员發現、民眾 

 ̂ OH; • i/h 人自首或其他情形知有通反本法 

!S,‘:叫疑脔.P£K(l|jfl始調奔*

汶入物之處理）

_ |  I fV dfelSL拇政睬予沒人之物1 © 妥于 

|' (U作软璀i«定崁• 物朱雄沒入者

 ̂ • H 哝..如丨有人*持布人戎配它人：如鳅所 

，！》，丨1iff人玫阽这人者•依法I返扯*

> 杉 iM(5"r為詩拟戒眶予沒入之物座帶某斑 

冲哲及茁垠製作紀沒•除行為人逃 

‘fcrfii，?!fi7现坳者外，其紀娣應製作•-式二 

(•f M IH—份交所有人，待有人•保这人 

.々丨|丨丨:(,‘丨:埸冇阴之人*社灼秩rj•:迸■;;?：芾 

^丨吒 n!iK 及途I乂;rtC!仪序挑迟法案件锯 

.叩叱•访十九陆潘葡明文規定•而違反社 

wl:U’i••雄通法某阡現极紀跺格式' 亦过本 

v a v u •…年五月•l-：：:日以荇赞刑和字55 

_..’、.•_、跋函玎在案• C内政部芑政酱8丨年 

111! i 丨:卜2 f遊刑可宇钫778T號函)

<丨1【以 人 、13人、關係人之通知手柘） 

cu'i丨丨•攸3 备W 為調逬逆反本法行為之 

^屮|:| •嘥通知嫌疑人. 3l?f射ffi知轮人或關R
r‘ I

叫“％〖丨知古跶报明_々 :列所项：

把通知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n 、 

匕|，|收所或■  •

,• T_lll ，
><'. V'!；> 13 ' IJ：i ' i-Sftr ̂

i"i 也il•:常瑰山不到校名• • i.!f迓行位處之这 

li* •
:，• .,|_1驰丨之科名*

UNllI丨人之姓名不明戎因艿他诮形有必耍 

:!) • 收:j t足资辨别之特估：艽出也汗-月

;卜 f.Wt • f t所或E ff丨不明者•沿免記诹。

..lll."_|Afc纪入•稆先告以通知之耵由•丙汛 

wWt. “ •山生年月日•睬漤 '住所或居所• 

A 之愤位。

<h M 、於带冏中或脚奋中得娄ffifWII人到 

' " 丨丨1法陡洗技签战肌 12為必装時• PiW命

「人.V料 ‘

f斤'丨1通知及強制到埸v

第四"I■二饶對於現行逄反本法之行為人•恐 

察人炅?3印時制止K •行為•並捽逕行通知到 

哚 ：其不脰通知者*抖強制其到埸*但確悉 

:K 蛀名、住所或居所而脓逃亡之防者1裕依 

前_锐定辦现*

第 三 竜 裁 處  

(£2分3 之製作）

第四+ 三條左列各饮 -:名[牛• ff察丨绞關於讯問 

段•除有網松調iS必要治外• 即作戍凼分

i f：

•—，通反本法行為逬處邡活莰中誠之东件‘

二•迪反本法行為锶擇成：I〗活kff!拽之案伴

三'依迅一菽、第二款之I退分，W K 告沒入 

者 2

四 、單 ®2 告沒人者*

五•認為對第一駄' 55二汶之菜件啮免除丨起 

2 賭 《

前項處分如逝胺明左列祺項：

一 、 行為人之姓4fr，性別，出生年只日.瞬 

扠身分逍統一摊嗎 .Oc樂 . 丨主所或居所

二 、 主文*

三 ，诅'0及现由.肖敁;IEL脏_K耍领*

四•適招之法烧•

71、哉分拔關及年*片 • fcl "

六•不服钽分者‘得於尚分U 迗迖之翌U 起 

7乂卩内•以也狀紋述？lUtl •铨姐啦分之U  

察®脱•向該管而场歧押明码通‘

(逕行湓分之要件）

第四+四絛捋蔡骰那妁於防節拉微而小W W  

_ 之逆反本法菜伴•得不轵沥知■ mnniffiff 

也分•但與丨运前以新级幣一 n 百元以下剀 

檢或中敁為限*

(案件之移送及R9易丨哀之戣定）

第四+ S 忮第四十三烊窮…；?_丨所列各叙以外 

之桌件•矜察拔丨说5$訊丨〔:1後•哫即移送該W  

*

前項3 怒機叨移誚敌定之案伴•該管四砧 

涯認巧不啮處況成以不崧拘切*勒令馱榮1 

掙止远装粍巡说者• w i s為不凹或其池戍m  

之故定《

(戠定咨之袈作）

第四十六條•:去院受涅??察摄阅移送之逯反本 

法案ft•後■除須蕃問或詢奄者外，©迅速制 

作故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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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晓染一項係判於「厅為人之行；fe」应前 

之時效規定，二者设範對泼各充不时*台 

先鈥明*又前丨S3冋法®二十三谋但©笫三 

址既規定丧茇物抖招獨•!£尜沒入•應不以 

有行h 人存在為油榀•亦不以有速反社伤 

抶!行為為必要 *凇令無行為人或谅反社 

岔饫序行為*均行就迕蜞物边砌 ŝr古设入 

•自無冋法第三十一晓第…項就行％入行 

為越罚時效規定之涪用•（法孩部81邙 （i 

月 I Hd 法掸宇ig〇86G8 IK)

C執行之時效）

第三+ 二炫遂反本法行巧之嗌罚‘其為除止 

•这费、凋级、沒人•申试者• S 软處確定之 

n f f i•逾三涸片未執行者•龟予執行：$ 拘 

留 、勒令妝業者• 3 锥氓確定之FI起•逾六 

闽月来執行者‘免予執行•

分期镦納剖超而速誤者*前項三丨&^之IW 

問 • 逛誤：期到期日之翌曰起贷，其經 

砧以佝衍冇•0法阬奴疋秘以柯留随定之B  

起•渝三例月米執f7 ff • & 予执行，

第二镅處罰程序  

第一S 管 辖  

(土地管铊)

第三+ 三焰垛反本法之案丨中•山行為地成行 

h 人之往所• ® 所成所({{•:地之地方法院或其

y m ^ m m r n ^ «
<旭05、舫空器之特好）

第三+ 四條在中琅民 R 領域外之屮雜尻圆奶 

檻戎钪空器内迚反本法•留•扔搭本轺地，钪 

空;S；山發地或rr為後阼if-i地之地方注晓戎W  

分院戌??孩睹叫有辽柁油- 

(3 祭機四之管姑抱）

第三+ £ 俺 ？?察阏及其分R  •狄； 域内 

之連反本法來ft贫碎站啪•

在地>t凉既交通不便地缸•捋由上极啓尜 

设間抆捆M 筲苕察所* ?f泛分K 所 行 货  

賴 ，

W •萊巧察很蒯|柯經内政部核;f̂ itK管远 

域内之速反本泫案忭行陡其苣诏描•

C •本部职技准行使掐反社©秩序描M ?去菜If- 

它钻楣之s 菜rf?u陡關•因©褙織改钯後

拖-下行叻違反社旮仅序雄腿法案件访钱愤 

之铒芜?‘?拐极關如下：

一，內政部3 改苫保安?•?察涪之砭隊*

二 、内政部？?政署航:识的 

三 *内政拟；》•?政署國rtiiH w 吩w •

四 ，内政部t?K者战路符衫丨;,)"

五•內政部咎政茗迖p衆那孩f r w ;.1丨v 

六 ，内政部符政怒台中进 

七 *內K 部？*:‘?政逋岛雄港徬V T C m V  

八•內政部抒政署花逋港務神权iH卜V 

(內政部 ]〇3年1 1 月 11 i m ,': 

1030890653^)

CRH另庭及S 通庭之泣25 >

第三+ 六修地方法院或其分陡UKdlt心;t . 

法芏件•祝畀察梂M及W際而处• •:旧潘令 

柽 及 过 醜 .

(职易庭及咨通遐之組樹）

第三+ 七條地方法院成;R:分皖fii1 4 i’f_' |丨/1 

四稱的思雄〉•以法官一人拓ttfl•之■!
地方法院茯其分浼普!I 迪 （以Tfnllih 

阵）•以法官三人台謎行之‘

(移送之1S形及例外)

第三十八條迫反本;i；-之行為*涉她 i7M ‘i i 

法淖莰少年氺PI:啮埋法吉■ J® 移达H U  i 

少 #法庭 KJK$ 法9成少年氺丨1••丨 

辦g p 但其行為©电(？止觉為*仙.V丨::h 

沏賴成沒入之邡分• pi依本法《i记邮II 

O 逑反社矜佚序雄逖法之行為渉雉通反；丨;；7| 

論之罪，而托犯罪部分未裆台法 

沿肌亡 < 可否S 就逾反木；±部分 r 以i^l 

下受本法筇三十八烷洱也之限制？

6J F 究泣W  :按涩反本法之行為亦t财 K I 8 

讲法沛者，艽遴反本法部分姐依:彳冰¥ 

十八降但芯疱理• I)S1無疑雄* 丨丨 

•/»兄之逄反本法行?4並無勒令收菜•作通 

贷菜及设入之趙m  ( M 5)於罚铊部分_九 

規避不予迪用，裥巳銳明） * I 丨V ;•版乃1 

之恥宋裆台法告跅致欠缺跅追昤M  

R 為人利/目f c m 之告跅期問 < 本汰i l l ! ®  

效舫二個月）或箱告訴陡他人逃避本|,! 

斑罚後•又不行他缶訴描或撤四办加_

避刑荊之M 故 •翊轲湓本睇规范之n W  

因此，迆仿t t M话形時•似可迤就iiWtM 

法部分先于丨兹现而+嗳本條丨S仍之丨扒丨>1 

如取後IPJ祺窠ft又搜告拆時•刖盼丨:么级: 

现惜形1故 f險察莨興司法铰怒愧IW軌P  

临務聯赞辦法」沱+九降後段规)1! • Mi令 

通知險察货以為俏杏案件之#芍*

萜战站益 〈叼究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