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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識 

【司法常識】 

怎可任意竊聽？ 
 

 

 
 

 

 

 
 葉雪鵬（      ） 

 

案例說明： 

去（98）年三月間媒體接連報導有關查獲販售竊聽手機與軟體的新聞：台中地

檢署的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進行第一波搜索與緝捕動作，在台中市查獲由林姓負

責人經營的通信器材公司，查扣大批名稱為「萬里通」的監聽手機、器材與賬冊等

等。並將負責人及公司工程人員共五人逮捕，涉案者對監聽手機的軟體來源都不願

吐實。目前這五人已被起訴，林姓負責人且被羈押。同時期該署又展開同步搜索轄

境內台中縣市的徵信社、通訊器材業者的動作。並協調其他縣市警察單位先後調查

有關的涉案人與被害人達六十餘人之多。據初步估計，該項監聽手機、軟體出售範

圍已遍布各地，被害人應已逾千。目前仍在清查中。所查獲的「萬里通」監聽手機

，功能超強，只要具備 S60 作業系統的手機，知道手機的出廠序號，就可以輸入監

聽軟體，直接進入監聽，被監聽者渾然不知。 

台北縣的新店警察分局同時進行網路巡查，發現有業者在網路上出售在徵信界

暴紅的捉姦器材「GPS 竊聽器」及「GSM 監聽器」。警方佯稱購買釣出業者，結

果破獲蔡姓男子設在桃園的裝組工廠，查扣各式監聽器材近百組。蔡姓男子以土法

煉鋼方法組裝的監聽器材，雖然外觀陽春，但監聽功能強大。只要將 GSM 監聽器

裝入 SIM 卡，不問將監聽器放在任何地方，撥打 SIM 卡的門號，就像雙方對講普

通電話一樣，收聽到現場所有聲音。另外將 GSM 監聽器結合 GPS 衛星定位功能後

放在汽車上，不論汽車開到何處，都不受地域地形的限制，照常可以收聽到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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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 

另外刑事警察局日前也對月前破獲的監聽手機買方進行詢問，據說已經問了十

多人，他們都坦承買監聽手機主要目的，是供作捉姦或處理感情糾紛的蒐證。 

案例分析： 

從新聞報導中，我們可以得知目前破獲的各式監聽器材，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且購買者也可以自備手機，付費要求業者灌裝軟體使用。監聽的功能也進化到不

只限於竊聽聲音，連傳輸無聲的「簡訊」，也會偷傳一份給主人存檔。 

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新科技的產物手機剛被引進台灣，不但價格昂貴

，而且門號難求，許多人排隊申請裝機，都要等候一年左右才有機會擁有。想不到

時至今日，連小學生胸前都掛個小手機，晃來晃去！這豈是活在那個年代的人所能

想像的！不過，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科技精進的結果，不但手機的價格直直落，功

能反而日趨完善，現在竟然升級為超級的監聽工具。使人覺得好像生活在電影「人

民公敵」的場景裡，一點隱私都沒有？現在要問的是面對這些超級的監視利器，難

道我們沒有一點點保持自己隱私的空間嗎？其實保護自己隱私的空間是有的。問題

是我們用什麼;心態去面對？如果發現問題就積極採取強硬的態度，有決心要將主其

事的人繩之以法，法律就會站在你這一方，與你共同對付邪惡的一方！我們綜看這

些逐然明朗的案件，可以發現操縱監聽手機的人，除了一些見錢眼開，以獵錢為目

的職業性犯罪者外，幾乎都與被害者有相當關係，所涉犯罪部分又屬於「告訴乃論

」，只要被害人表明不願追究或撤回告訴，檢警機關只好眼睜睜地放過一馬。不能

作進一步追查。難怪目無法紀的人，越來越多！ 

利用電信器材監聽他人通信，究竟要成立那些犯罪？歸納這些新聞報導，可能

觸及三種法律，第一、是違反電信法的犯罪：電信法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侵犯他人通信秘密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法條中所提到的電信法第六條第一項，則是這樣規定

的：「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處理之通信，他人不得盜接、盜錄或以其他非法之方法

侵犯其秘密。」所保護的就是通信祕密。電信用戶所使用的手機，雖然都是用戶自

己所購備，要與其他用戶通信時，必需插入向電信事業單位申請門號時所發給的

SIM 卡，透過 SIM 卡才能經由電信事業單位的設施，與遠端用戶通信。所以手機雖

然是自己的，不論在手機上裝入竊聽軟體，或者使用手機以及有線的通常電話，以

其他不當手法取得竊聽資料，都是利用電信事業的設備，侵犯他人通信的秘密，這

種行為都要成立這一項法條所規定的犯罪。犯這罪依同條第三項的規定，須「告訴

乃論」。沒有被害人提出告訴，檢察官不會主動偵辦的。 

第二、是涉及刑法的犯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增訂，又於九十四年間

修正的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妨害秘密罪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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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

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利用手機竊聽他人非

公開的談話，應該與這法條的第一款所定的犯罪要作相當。而這罪有關竊聽部分的

要件，又與電信法所定的犯罪要件相同，屬於法條競合的的關係，電信法是特別法

，所定刑度又重於刑法，自應優先適用特別法。 

第三、是否涉及違反通訊保障監察法的問題，這法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利用手機違法監聽，也發生法條

競合問題，要適用較重的電信法處斷。使用非利用電信設備的違法監聽，才能依這

罪處斷！  

〔〔〔〔本文原登載日期為本文原登載日期為本文原登載日期為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9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仍請仍請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