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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實務

最高法院就刑法55條但書想像競合輕罪釐清作用形成見解
【本刊訊】最高法院刑事第 6庭受理 111年度台上字
第 977號違反期貨交易法刑事案件，就以下法律爭議：
被告以一經營行為同時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經理事業

及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

論以較重之期貨交易法非法經營期貨經理事業罪，在量

刑時應否一併考量輕罪即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7
條第 1款所規定之「應併科」罰金刑？亦即，刑法第 55
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即

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輕罪釐清作用」或「輕罪封鎖作

用」），是否應結合輕罪所定法定最輕應併科之罰金刑？

承辦庭認該院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有否定說及肯定說之

積極歧異，依大法庭相關程序提出徵詢。

徵詢結果，因該院有表示見解之裁判係採肯定說，受

徵詢庭均未認先前裁判存在「法律見解歧異」之情形。

承辦庭經評議後亦採取尚無「法律見解歧異」之見解，

並於 2月 8日作成該案判決，其理由略以：
一、刑法第 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
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

刑」。前段規定，係指想像競合所犯輕罪之較低法定刑被

吸收，惟所犯輕罪仍成立，判決理由仍須同時敘明行為

人所犯均該當各輕、重罪名，且科刑時併審酌輕罪之量

刑因素，始能充分評價行為人侵害「數法益」行為之不

法與罪責內涵。但書之規定則為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之

「輕罪釐清作用」，係提供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外，亦

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最輕本刑」作為形成宣告刑之依據。

【本刊訊】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第 9條
之 4於 2月 8日經總統修正公布。本次修正，係鑑於數
位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之發達及運用，及利用電腦合成

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不實性影像，嚴重侵害他人之隱私

與人格權，對於被害人之傷害極大，僅依現行相關處罰

規定不足以全面評價行為人之罪質及行為之實害性，故

增訂刑法第 28章之 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
透過專章保護、加重罪責等方向，將有助於性別暴力防

護網絡之建立，並更加完善犯罪被害人之保護及權益保

障。相關修正重點包括：

（一）修正第 10條，增訂第 8項，明訂「性影像」之
4款定義。
（二）增訂第 28章之 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
章」及第 319條之 1至第 319條之 6：（1）增訂未經他人
同意攝錄性影像罪，最重處 3年有期徒刑；若有散布之
行為，處 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有意圖營利而
散布之行為，處 9月以上 7年 6月以下有期徒刑。（2）
增訂以強暴、脅迫攝錄性影像罪：最重處 5年有期徒
刑；若有散布之行為，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新法律修正

刑法增訂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 加重罪責、建立防護網絡

二、實務上如重罪及輕罪之最輕本刑均只有「單主刑」

時，不能科以輕罪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此無爭議。

然遇有重罪或輕罪之最輕本刑存在自由刑及併科罰金之

「雙主刑」時，因想像競合之結合原則，非使輕罪「較

重法定最輕本刑」封鎖或限制重罪「較輕法定最輕本

刑」之適用，而係擴大提供另一重罪所未設的較重法律

效果，使科刑下限不受制於重罪相對較輕之法定最輕本

刑，而可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法定最輕本刑列為形成宣告

刑之依據。則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無罰金刑，或僅

係選科罰金刑，而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係應併科罰金刑

時，在量刑上，宜區分「從一重處斷」及「具體科刑」：

（一）從一重處斷：數罪均成立，僅係從一重罪之「法

定刑」處斷，故原則上以重罪之所有法定本刑（包括最

重及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框架。

（二）在具體科刑上，為使想像競合犯所成立之數罪

名的不法及罪責內涵，均能獲得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

價，輕罪相對較重之法定最輕本刑即應併科之罰金刑，

例外被納為宣告雙主刑（徒刑及罰金）之依據，以填補如

僅適用重罪法定最輕本刑，不足以評價被告全部犯行的

不法及罪責內涵之缺憾，此與類推適用或雙重危險之禁

止等原則無涉。

三、法院如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

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

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

「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

臺北高行舉辦法官與轄區律師座談
提升司法行政效能

【本刊臺北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日前舉辦法官與轄

區律師座談會，由侯東昇院長主持，臺北律師公會包國

祥律師等與會。

侯院長首先簡介院務，接著說明 112年 8月 15日施行
的行政訴訟堅實第一審新制，將原本由各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審理的事件，集中於 3所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審理，並透過「巡迴法庭」、「遠距審理」、「調

解制度」等配套措施，兼顧人民訴訟便利性且健全紛爭

解決機制，請各律師公會多向所屬律師宣導。

經充分交換意見，就臺北律師公會之 4則提案，臺北
高行均詳予回應：（1）將督促行政機關提出書狀繕本與
對造時，應一併檢附書證影本，希冀兩造當事人共同協

力提升訴訟效率並維護他造訴訟上權益。（2）為保障兩

造攻擊防禦之權利，關於卷宗閱覽權及訴訟資料機密維

護之對立情形，如何於個案中就當事人之資訊獲取權及

正當保密利益加以衡平審查，臺北高行將就此議題邀請

專家學者演講並與法官交流，以供法官辦案參考。（3）
考量稅務事件所爭執者多為法令適用之疑義，或為法

律見解之歧異；且原處分卷內課稅申報資料大多由原告

（納稅義務人）提出，常為頁數龐大、尺寸不一，製作電

子卷證確有困難，故將稅務事件之原處分卷排除於掃描

範圍。（4）將於聯合服務中心設置不連接網路之電腦及
列印設備，便利民眾列印，並依規定徵收費用。

翠     鳥
攝影／張夜明（臺東地院退休同仁）

若有意圖營利而散布之行為，處 1年 6月以上 10年 6月
以下有期徒刑。（3）增訂未經他人同意散布性影像罪：
最重處 5年有期徒刑。（4）增訂製作或散布他人不實性
影像罪：最重處 5年有期徒刑；若有意圖營利之行為，
最重處 7年有期徒刑。
（三）修正第 91條之 1：就性侵犯之強制治療期間採
定期延長而無次數限制，維護社區安全並兼顧治療權益。

（四）配套修正施行法第 9條之 4：明定刑法第 91條
之 1強制治療之施行日期，與施行前受強制治療之宣告
應繼續執行、強制治療之期間等規定。

因應國民法官新制施行 
司法院啟用 AI量刑系統

【本刊訊】為回應各界對於量刑妥適性的期待，並

因應國民法官新制上路，司法院 2月 6日全面啟用 AI
量刑資訊系統，希望透過資訊技術，協助整理大量裁

判資料，並即時更新，提供法官與國民法官查詢，讓

量刑更公正透明。

司法院自 109年 9月開始建置量刑資訊系統並持續
新增及改善系統。本次啟用之 AI量刑資訊系統，係藉
由人工智慧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在判決原始文字中

標註相關量刑事由，並以自動擷取關鍵字的方式，搜

尋及判讀加重、減輕法條的適用，且在標註過程中，

作為機器學習的訓練資料，取代人工標註的方式，達

到即時更新資料庫的效果，包含事實型、評價型 2種
模式：（1）事實型模式：從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內容
中，揀選出量刑因子進行歸納整理，使用者可以用個

案的事實內容進行查詢。此模式的犯罪類型包括不能

安全駕駛案件、詐欺案件、竊盜案件、傷害案件、肇

事逃逸案件。（2）評價型模式：從判決說明的量刑審
酌事由，歸納係說明刑法第 57條哪一款的量刑審酌
事由，並研判係屬對被告有利、對被告不利或中性的

量刑因子，並進行歸納整理，使用者可以用個案的量

刑情狀進行查詢。此模式的犯罪類型包括槍砲案件、

毒品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

AI量刑資訊系統具有 4大優點：（1）資料即時更
新，並可陸續更新至最新判決資料。（2）因應需要機
動調整：設有增加判決資料或減少量刑因子的選項，

列出判決常使用的量刑因子，減少因量刑因子區分過

細而導致搜尋結果過少或查無搜尋結果的情形。（3）
提供進階搜尋：查詢後可看出選取量刑因子影響下的

量刑分布區間，並可直接查詢判決書內容。（4）智慧
學習、聰明標註：具自動發展標註功能並能及時修改

標註內容的後台，有助於資料不斷更新及減少錯誤。

AI量刑資訊系統目前僅供法官使用，未來將陸續開
放予檢察官、律師及一般民眾使用。司法院亦將持續

利用數位科技更新、優化量刑資訊系統，以提升量刑

的公平性、妥適性、透明性及可預測性，增進國民對

於司法的信賴。

量刑資訊再進化

Ｅ化服務再提升

◎司法院民事廳徵科員 3名
法律系所畢，熱忱務實，擅溝通協調，意者請於 2

月 23日前（郵戳為憑）郵寄相關資料至臺北市重慶南
路 1段 124號，詳細資訊請見司法院網站，或電（02）
2361-8577轉 739李小姐。

徵　人

智慧客服小幫手新版上線  功能更便民
【本刊訊】司法院新版「智服小幫手」於 111年 12
月試營運，經廣泛蒐集多方意見與優化後，於 2月
8日正式上線，新加入民眾最常查詢的「庭期表」及
「開庭進度」項目，以人工智慧對話方式提供查詢服

務，讓民眾可以簡單、快速查詢各法院庭期表及開庭

進度資訊。

司法院智慧客服小幫手自 110年 10月正式上線，透
過文字方式提供民眾即時問答服務，頗獲好評。營運

以來每日服務超過 300位民眾詢問，且回答滿意度達
9成以上。為進一步提升便民服務品質，司法院新版
智慧客服小幫手增加「庭期表」及「開庭進度」功能，

並升級人工智慧對話能力，民眾可用自然口語對話方

式詢問，民眾提供的資訊越多，就可以更精準地找到

查詢的庭期資料；如要查詢開庭進度，只要輸入法院

名稱、案件類別、法庭別，就可以掌握目前開庭的進

度，不用再像以往需提早到達法院等待開庭。

民眾可至司法院官網，點選「智慧客服」，或是

Google搜尋「司法院智慧客服小幫手」即可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