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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民

航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試別：原住民族特考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法警 

科 目：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若告訴乃論之罪，無人告訴時，檢察官能否開始偵查？（25 分） 

【擬答】 

告訴乃論之罪，無人告訴時，檢察官仍得開始偵查，惟欠缺告訴此訴追條件，檢察官依法應為

不起訴處分： 

按犯罪以告訴是否為訴訟要件為分類基準，可區別為「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

而告訴乃論之罪，欠缺合法之告訴，國家無法追訴與處罰，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判

決。反之，在非告訴乃論之罪，告訴僅為偵查發動之原因。 

又，偵查之開始依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

罪嫌疑者，即應開始偵查。因此檢察官僅需主觀上之簡單開始懷疑即可發動偵查，有無告訴

僅是發動偵查之原因之一，告訴乃論之罪雖無人告訴，檢察官仍得發動偵查。 

惟告訴乃論之罪，若欠缺告訴此訴追條件，依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規定，偵查終結時，檢察

官應為不起訴之處分。 

二、刑事訴訟法中，於偵查程序，對於犯罪嫌疑人的「傳喚」與「通知」意義為何？二者的法律效

果有何不同？試說明之。（25 分） 

【擬答】 

 

傳喚：傳喚係指法院或檢察官命令被告或一定之訴訟關係人，在一定期日，親自到一定的

場所接受訊問，所為之通知行為。此被傳喚者負有到場的義務，此種義務，在本質上係對

國家命令的服從。 

通知：通知係指依刑事訴訟法第 71條之 1第 1項前段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

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

通知之程式，依同條第 2項，在程序上通知書須經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簽名，其應記載

事項，準用傳票之記載。在效力上，依同條第 1項前段，受通知者若經合法通知，無正當

理由不到場者，可以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但在通知書之應記載事項，並未準用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之規定。 

傳喚與通知法律效果之不同 

核准機關不同。傳票由檢察官與法官簽發，通知書由司法警察機關的主管長官（分局長以

上者）簽發。 

場所不同。即到場接受訊問的地方（傳喚之場所）基本上是檢察署，但也有些例外情形係

由檢察官傳喚被告等到司法警察機關接受司法警察人員的訊問。約談或通知書到達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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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司法警察機關。 

在內容之記載上，通知書，本身無類似刑事訴訟法第 71條第 2項第 4款之記載（刑訴法§

71-1Ⅱ參照），傳票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71條第 2項第 1至 4款的方式製作。 

在效果上，接受通知者，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71條之 1第 1項後段規

定，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接到傳票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75條規

定，直接得加以拘提。 

三、居住在臺北的甲前往臺南、高雄旅遊；在臺南時，竊取路邊機車代步，一路騎往高雄。甲準備

返回臺北時，通知高雄友人乙，表示機車在臺南竊得，並將機車贈與乙，乙聞之竟也欣然接受。

爾後，乙騎乘該台機車前往臺南時，遭遇臨檢，當場人贓俱獲，案件隨即進入司法程序。試問：

臺南地方法院對於甲竊盜機車、乙收受贓物的案件，有無管轄權？（25 分） 

【擬答】 

臺南地方法院對於甲竊盜機車、乙收受贓物的案件，均有管轄權： 

為避免案件發生後，始定管轄法院，恐影響裁判之公平性，故乃事先以法律對法院之管轄為

一般性之規定。法定管轄即指以犯罪類型或土地之區分為標準，由法院依法律抽象規定之法

院管轄。本法所規定之法定管轄類型有事物管轄、土地管轄、牽連管轄（合併管轄）與競合

管轄（併案管轄）。另有依法院之裁定而取得管轄權之指定管轄與移轉管轄二種裁定管轄。 

另按刑事訴訟法第 5條規定，取得土地管轄之原因有三： 

犯罪地：即犯罪事實發生之地，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不以行為地為唯一標準。即成犯、

單一犯，其犯罪事實發生地因極明顯；即如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等，其犯罪事實一部

發生之地，亦均為犯罪地。不作為犯，以應作為之地，為犯罪地，因不作為發生結果時，

其結果發生地，亦為犯罪地。 

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稱住所，指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不以意定住所

為限，並及法定住所。居所，係無久住之意思，而居於一定之地域之謂。所在地，即現時

身體所在之地，不問任意或強制均可。以被告為對象，與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害人之住所、

居所或所在地無關，並以起訴時為準。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機內犯罪者，船艦本籍地、航空機出發地或犯罪

後停泊地。法院因該案件具有一定之地域關係，為其取得土地管轄權之原因，但其原因，

必發生在該法院管轄區域內，始有土地管轄權。 

又按相牽連案件之類型依刑事訴訟法第 7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

一人犯數罪者。 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 數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犯與本罪

有關係之藏匿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 

本題中甲係違犯竊盜罪，依刑事訴訟法第 4條本文，應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復依

土地管轄之規定，甲犯竊盜罪之犯罪地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自有管轄權。 

另乙違犯之收受贓物罪，係犯與本罪（即甲所犯之竊盜罪）有關係之贓物罪，係屬刑事訴訟

法第 7條第 4款之相牽連案件，復依刑事訴訟法第 6條規定，相牽連案件為達訴訟經濟之要

求，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固本件乙所犯之收受贓物罪與甲在台南所犯之竊盜罪，均得

合併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管轄審判，殆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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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涉嫌竊盜銀樓鑽石，在偵查庭時坦承不諱，並表示自己經濟無虞，只是一時貪念，相當後悔；

對本案，檢察官依法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在簡易程序中，甲向審判長表示自身的原住民身分。

試問：審判長是否應指定律師為甲辯護？（25 分） 

【擬答】 

為提升原住民族之司法人權，按民國 102年 1月 23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31條第 1

項第 4款之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查本件甲雖

具原住民身分，惟非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按文義解釋，即與前開強制辯護之

要件有所不符，是審判長並無為甲指定辯護之必要。 

惟此法律適用之結果顯有悖於提升原住民族司法人權之目的，於修法完善此立法疏漏前，應

許其類推適用前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由審判長為其指定辯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