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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1725號 

違反銀行法案件新聞稿 

要  旨 

最高法院經由徵詢程序，就銀行法第 136條之 1規定的犯罪所得，「除

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如何適用的法律爭

議，達成統一見解，作成判決認為：犯銀行法之罪的犯罪行為人，有犯

罪所得，並有應發還之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法院無須先行確

定其等的求償數額，並予扣除後，始為沒收、追徵的宣告，逕於判決主

文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

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

旨即可。 

說  明 

一、 上訴人賴月女等 5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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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 105 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 27 號判決，提起上訴，分由

本庭以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725 號審理。本庭經評議後，認為涉

及裁判基礎的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關於：「犯本法之罪，犯罪所

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的規定，適用於犯銀行法之罪的被告，

有犯罪所得，該案並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即潛在被

害人），是否須先行確定其等之求償數額，並予扣除後，始就餘額

為沒收、追徵之宣告？本院先前裁判有採肯定說，也有採否定說

的見解，已經產生積極歧異，而有統一法律見解的必要。 

二、 本庭擬採否定說的見解，依法於民國 109年 6月 3日以徵詢書徵

詢本院其他刑事庭的意見，於徵詢 1個月期滿，本院其他刑事庭

均同意本庭見解即採否定說。上開法律爭議，經由徵詢程序，已

達成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無須提案給大法庭裁判，即應

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判決。 

三、 本判決認為： 

（一） 銀行法第 136條之 1，係於 107年 1月 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

年 2 月 2 日生效），是在刑法沒收規定修正生效後，屬於刑法

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所稱的特別規定。因此，關於違反銀

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除刑法沒收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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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還有「應發還被

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

施行後，沒收已不是從刑，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

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的規定，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的犯罪所得，

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的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

罪前的財產秩序，而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

的條件，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的例外規定，自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的結果，違背

了沒收規定的立法本旨。從而，事實審法院既查明犯罪行為人

的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的部分，不能僅因仍有

「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被害人、賠償數額

尚欠明瞭，即認無需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的宣告，才能夠跟

刑法第 38 條之 1 揭示的立法意旨相契合。又為貫徹銀行法第

136 條之 1 的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請求損害賠

償之人」，否則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

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

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使被害人或得請

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

還或給付；也可避免已保全扣押的財產，因法院未宣告沒收，

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而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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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法律爭議，採用否定說見解，被告犯銀行法之罪，如有犯罪

所得，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情形，

法院無須於審判程序先行確定其等求償之數額，除扣除已實際

合法發還者外，僅於主文中諭知如前述「要旨」的記載即可。

俟判決確定後，於執行程序中，由執行檢察官依規定辦理沒收

物及追徵財產的發還或給付，對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

的保障，將更為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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