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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智勇雙全的現代專業警察官

以警察合法使用警械方法適當為例

臺灣高等法院退休法官施俊堯
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博士

開場白-講在前面-前言

鼓勵、肯定、信心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Walt Disney從一隻米老鼠建立的王國
治安救災救難倚賴基層員警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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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 dream, I hope will come true

將希望種子種在各位學長心裡
盼望警察能有尊嚴且平安執行勤務
能熟悉法規且有精湛執行勤務技術
智勇雙全依法執行職務且方法適當
在有受危害或突襲之虞時使用警械
對現在不法侵害用警械至原因消滅
不用擔心刑事民事責任與訴訟壓力
盼將上課所得與警察同仁分享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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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肩膀看得更遠

使用谷歌能看到全世界

各種學科用心學習均同
確認資料專注理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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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通訊設備查詢法規
�在Google下使用關鍵詞「警械使用條例」
�選擇「全國法規資料庫-法務部」
�出現三個藍色方塊，內有白色字體，所有條文
、條文檢索、條號查詢。點選條文檢索，分別
以「關鍵詞」查詢。出現紅色字體。

�「情形」有第2、3、4、10條，四個條文。
�「警棍」有第2、3、10條，三個條文。
�「之虞」，有第4條第1項第5款後段、第6款、
第5條，三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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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白紙寫班級姓名學號作答
� 01、請在白紙一面畫上九宮格並寫字
� 02、另一面請寫01至20並且依序作答
� 03、簡報上共有01至20個問題請作答
� 04、每個問題都需要上網查法規作答
� 05、結束前先抽籤後再核對答案頒獎
� 06、頒獎條件需繪九宮格與正確答案
� 07、各班抽一組三位另抽三位或酌增
� 08、獎品警械使用條例解析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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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紙上畫九宮格寫上文字
在合法情形下以適當方法使用警械
先說合法
再論方法

合法情形 違法情形

方法適當 合法情形
方法適當

違法情形
方法適當

方法不當 合法情形
方法不當

違法情形
方法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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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警械使用條例方法關鍵詞
�第2條至第5條，規定「合法」。關鍵詞「遇
有」、「情形」，先後規定「遇有」得使用
警棍指揮、警棍制止、槍械、警械的法定「
情形」。

�第6條至第9條，規定「方法」。關鍵詞「警
察人員使用警械」，第6條，合理使用不得逾
越必要程度。第7條，原因消滅立即停止使用
。第8條，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第9條，如
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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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何種法定情形得使用「槍械」
� 01、請使用關鍵詞「槍械」查詢警械使用條
例。

�總共有幾個條文規定有「槍械」?

�實務所見這種警察使用槍械「情形」是否合
法？

�警察A酒精測試攔檢，甲被攔停後不熄火，
拒絕下車，並加油門離去，警察A對車後輪
胎射擊，制止甲離去。

� 01、第O條、第O條。合法、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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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第1項、第6條規定有「槍械」
�第4 條第1項：「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

�第6條：「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
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行政解釋：警政署72 年 9 月 7 日警署刑司字第
32220號，不服交通稽查而逃逸之單純交通違
規事件，不得任意開槍，以免造成人車危險。

� 01、第4條第1項、第6條。不合使用槍械規定
10

願與各位學長共同勉勵
�每個人在人生每段歷程盡力而為
�專注用心為習得各領域專業方法
�因知而能從容應對擁有信心希望
�知難行易法律千萬條記都記不牢
�知易行難說與看不如起而行實踐
�被動聽講不如主動思考查閱資料
�警察執勤所使用法規不超過百條
�警械使用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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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刑事警察使用法條為例
�交通警察：實體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所屬轄區常見十大違規法條。程序法，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約二十個條文。

� 02、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行為從一重舉
發？

�刑事警察：實體法，刑法或特別法，常見犯
罪十個法條。程序法，刑事訴訟法，約二十
個條文。

�常思考使用法規能熟記，其他則查詢法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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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行為從一重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

�第3條第1項前段：「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之行為，應分別舉發、處罰。」

�第14條：「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
為，應於通知單之「違規事實」欄分別填
記。但處罰機關不同或應處罰對象不同時
，均應分別填製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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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行為，不得從
一重或從一輕舉發舉發。

�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行為，為「數行為
」，並非「一行為」。一行為如超速闖紅燈
。數行為如闖紅燈未繫安全帶。

�行政罰法第24 條第1項前段：「一行為違反數
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
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第 25 條：「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
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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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警察A見到通緝犯甲回家，能否無搜索票
，直接開門進入甲住處，搜索逮捕甲？

�請警佐班第 3類學長回答：
�通緝犯是應逮捕或得逮捕？

�請查刑事訴訟法，關鍵詞「逮捕」、「搜
索」。

� 03、刑事訴訟法第0條。可以、不可以。
15

�第 87 條第1項：「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檢
察官、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
。」

�第131條第1項第1款（逕行搜索）：「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
住宅或其他處所：一、因逮捕被告、犯罪嫌
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

�第 144 條第1項：「因搜索及扣押得開啟鎖扃
、封緘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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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通緝犯抗拒搜索、逮捕應如何處理？

請警佐班第 3類學長回答：
警察A抓住通緝犯甲，甲的女友乙以皮包毆打
A，讓甲脫逃，A能否對乙開槍制止？出勤是
否攜帶槍械與警棍？帶手槍與十發彈匣，備
用彈匣，穿防彈背心？
�請查刑事訴訟法，關鍵詞「逮捕」、「抗
拒」。警械使用條例，關鍵詞「逮捕」。

� 04、刑事訴訟法第0條。警械使用條例第0
條。防衛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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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 90 條：「被告抗拒拘提、逮
捕或脫逃者，得用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但
不得逾必要之程度。」第 132條：「抗拒搜
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
程度。」

�警械使用條例第 4 條第1項第3款前段：「警
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三、依法應逮捕、
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脫
逃時。」

�攜帶警棍、槍械、穿防彈背心、備用彈匣、
通訊器材、帶鎖匠。防衛執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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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能熟悉法規執勤有信心
�法規不難了解，專注常用，即能記住原則。
�熟悉法規與實務見解，執行勤務時有信心。
以專注態度熟悉法規，多做情境思考判斷，
從研究案例累積經驗，鍛鍊健康身體，練習
執行勤務技術，知法守法執法。

� 05、警察A逮捕通緝犯甲，將甲上銬送入巡
邏車，因疏忽，甲推開車門脫逃，警察A追
趕不上，射擊技術又沒有把握，A應如何處
理？請查刑法，關鍵詞「脫逃」、「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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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法規正確選擇與判斷
�刑法第163條第2項：「 (公務員)因過失致前
項(職務上依法逮捕拘禁之人)之人脫逃者，處
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

�第276 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從事
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
以下罰金。」

� 05、刑法第163條第2項之罪，實務常緩起訴
或不起訴。第276條第2項之罪常判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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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思考與與因應對策
傳統常年教育能否跟得上時代脈動與需求
改進警察教育與智勇雙全現代專業警察官

為何要依法行政智勇雙全?

依法行政規定與重要性
�法律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4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
法律原則之拘束。」

�重要性：刑事阻卻違法：
�警械使用條例第12 條：「警察人員依本條例使
用警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

�刑法第 21 條第1項：「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刑法第 23 條（正當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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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通緝犯甲對制服警察A開槍，警察A對甲
開槍，擊中甲致死，警察A是否犯殺人罪？

請查警械使用條例，關鍵詞「槍械」、「法
令」
請查刑法，關鍵詞「故意」、「不罰」
06、警械使用條例第0條、刑法第0條。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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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條第1項第5款前段：「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
或槍械：五、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
、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

�第6條：「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
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第9 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
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第7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
，應立即停止使用。」

�第12條。刑法第21條第1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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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3條第1項（直接故意）：「行為人對
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
為故意。」

�警察，滿十四歲(第 18 條第 1項)，行為時沒有
第19條第1項，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情形。

�第271 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23 條（正當防衛）：「對於現在不法之侵
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
。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25

民事對當事人第三人均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對當事人，民法第149 條（正當防衛）：「對
於現時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
所為之行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已逾越必
要程度者，仍應負相當賠償之責。」

�對第三人，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第1項：「警
察人員依本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
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
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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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正視的問題與對策
�得合法使用警械卻仍會殉職受傷
�警察說依警械使用條例卻被論罪
�警察稱依所受警察教育然被判刑
�是否熟悉警械使用條例正確解釋
�執勤是否知悉能使用槍械之情形
�總是射擊攔查不停衝撞警察車輛
�認為應先符合比例原則不論合法
�能否說出警械使用條例各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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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熟悉警械使用條例正確解釋
�警察是否熟悉法規舉例
� 07、甲酒後騎機車載乙，雖未肇事但闖紅燈
，被警察A攔下，警察A聞到甲與乙均有酒味
，要求甲與乙出示證件，且對甲與乙酒精測
試，二種作為的法律依據？

� 07、00法第00條。
� 08、甲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如達每公升0.10、

0.15、0.17、0.25警察依法對甲如何處理？
� 08、0.10，法第0條。0.15，法第0條。0.17，
法第0條。0.25，法第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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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身分酒測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
�得要求甲與乙出示證件，但只能對甲酒精
呼氣測試。

�第8條第1項第1、3款：「警察對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
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
分。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
檢定。」

� 07、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1、3款
� 0.15、0.17、0.25這些數字的規定在哪裡？

29

警察酒精測試相關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 條第2款：「汽車
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0.03以上。」

�因為呼氣酒精測試器有檢定公差。
�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
範7.1，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公差
± 0.020 mg/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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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02=0.17的法律依據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 12 條第1項第12款：「行為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
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
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
毫克。

31

0.15或0.17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35 條第1項第1款（酒醉駕車之處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
其駕駛執照一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
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
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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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的法律效果
�刑法第185-3條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一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
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
上。」

�未審酌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
技術規範7.1，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
定公差± 0.020 mg/L。立法執法的疑問。

33

09、甲酒後騎機車如果肇事致人傷亡或未肇事
，但均拒絕酒配合酒精呼氣測試，A依法如何處
理？

09、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0條、刑事訴訟法第0條。

34

�未肇事或肇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 19-2 條第5項：「汽車駕駛人拒絕
配合實施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檢測者，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告知拒絕檢測之法律效果，依本條例
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製單舉發。

�二、有肇事者，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
測試檢定。」

35

�刑事訴訟法
�第 205-2條：「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
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
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
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
時，並得採取之。」

�第 204-1條第1項檢察官聲請發鑑定許可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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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先符合比例原則不論合法
�不合法即無必要論符合比例原則。
� 30年上字第1040號判例：「正當防衛必須對
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
，即無正當防衛可言。」

� 29年上字第317號判例要旨參照：「防衛過
當，以有防衛權為前提，甲先以棍毆打乙，
乙持斧頭反擊砍傷甲，甲受傷逃避，則甲對
乙不法侵害業已過去，乙猶復持斧追往，砍
殺甲多傷，自非防衛行為，更無過當之可言
。」 37

警械使用條例應先合法再論方法
� 19年上字第1174號判例：「預料有侵害而侵
害尚屬未來，其加害行為，無正當防衛可言
。」

�警械使用條例賦予警察：在受侵害之當下，
得使用警械。在受有危害「之虞」、受到突
襲「之虞」，危害未發生之前，得使用警械
。但危害已經過去，原因消滅，依據第7條
規定，即應停止，不得將危害消滅後的非「
反擊」正當防衛行為，解釋為合法。

38

39

綱要
一、前言警察變遷社會挑戰
二、警械使用條例解釋分析
包括基本原則以及重要
觀念、解釋警械使用條
例方法、警械使用條例
解釋分析。

三、警械使用條例案例研究
包括不起訴書、無罪、
有罪、民事判決摘要。

四、警械使用條例問題研究
包括傷亡妨害公務奪槍
案例、從判決看警察使
用警械問題。

五、結論依法智勇雙全警察

一、前言警察變遷社會挑戰

警察需要跟得上社會快速變遷的腳步

也宜配合社會變遷提供適當教材教法

40

警察如何因應快速變遷社會
�產業發展通訊設備法律知識普及
�社會環境電腦化與民情快速變化
�違法槍械不服攔停駕車衝撞警察
�養成教育在職訓練需要學以致用
�傳統警察教育能否提供執勤需求
�學校畢業能否合法製作詢問筆錄
�如何合法適當駕駛警備車消防車
�合法製單舉發交通違規適當裁量

41

警詢筆錄是學校學習製作或學長教的？
�筆錄為陳述證據，警察需依法製作與事實相
符的筆錄，該筆錄才得為認定事實依據。

� 10、筆錄最後，簽名或蓋章「警員張明德」
？筆錄最後一個問句是甚麼？筆錄最後面要
求被詢問人簽名，有沒有法律依據？

�請警佐班第1、3類小隊長或偵查佐學長回答
。學號01-70、01-10。

�在刑事訴訟法用關鍵詞筆錄查詢
� 10、刑事訴訟法第0條、第0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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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詢問筆錄刑事訴訟法規定
�第 39 條：「文書由公務員制作者，應記載
制作之年、月、日及其所屬機關，由制作人
簽名。」

�第 41 條第2、3、4項：「前項筆錄應向受訊
問人朗讀或令其閱覽，詢以記載有無錯誤。
」「受訊問人請求將記載增、刪、變更者，
應將其陳述附記於筆錄。」「筆錄應命受訊
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第 43-1 條第1項準用規定。

43

如何合法適當駕駛警備、消防車
� 11、警備車、消防車駕駛人執行任務時
�駕駛人行駛道路能否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
電話，法律依據？能否超速？闖紅燈？

�臨時停車及停車地點，能否停在車道上或
紅線上？右轉是否需要注意右側機車？

�請消佐班學長回答。學號01-55

�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用關鍵詞消防車查詢
� 1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0條、第0條。

44

執勤所需知悉道路安全規則
�第90條第2項(使用行動電話)。第93條第2項(
行車速度限制)(後段闖紅燈)。第113條(臨時停
車及停車地點)。

�第93條第2項：「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執
行任務時，得不受前項行車速度之限制，且
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
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第94條第2項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45

合法製單舉發交通違規適當裁量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稽查交通違規是警察職務之法律依據？
�警察要求違規駕駛出示證件法律依據？
�舉發交通違規態度和藹可親法律依據？
�警察原諒闖紅燈從一重舉發法律依據？
�要求違規者在罰單上簽名之法律依據？
�警察需否告知違規行為及違反之法規？
�要求在酒精呼氣測試單上簽名之依據？
�請警佐班第1類的學長回答。學號01-70

46

請查詢交通實體法與程序法
�實體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 條稽查
。

�程序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處理細則第6 條稽查。第 17 條當場
查記駕照。第4條態度和藹言語懇切。第12
條第1項第1款無裁量權、無從一重舉發規
定。第11條第1項第1款簽名收受。第2項告
知違規行為及違反之法規。第 19-2 條酒精
檢測單簽名。

47

安全駕駛與防衛駕駛觀念
社會變遷與警察防衛執法

�請上網查詢Defensive driving定義
�過去警察執法以警察為思考重點
�現在警察執法以週遭環境為中心
�訓練不佳造成傷亡未對問題補救
�事先防範未然執勤預做各項準備
�持槍在手穿防彈背心攜備用彈匣
�熟悉法規精進體能技術累積經驗
�更新裝備適當解釋法律有效訓練
�事後賠償金額多於事前預防教育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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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械使用條例解釋分析

包括
基本原則以及重要觀念、
解釋警械使用條例方法、
警械使用條例解釋分析。

49

警械使用條例

基本原則以及重要觀念

50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使用警械基本原則

� 先論合法→遇有得使用警械法定情形
� 再說方法→合理使用不逾越必要程度
� 使用限制→使用原因已消滅立即停止
� 例外情形→情況急迫得傷及致命部位

51

警察使用槍械司法審查原則警察使用槍械司法審查原則警察使用槍械司法審查原則警察使用槍械司法審查原則

52

先問是否合法再論方法是否適當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的條文規定順序，即
�第2至5條，規定「合法」情形。
�第6至9條，規定使用「方法」。
�可知使用法定強制力與警械，宜循先論合
法，再說方法的順序執行。

�刑事訴訟法第 90 條：「被告抗拒拘提、逮
捕或脫逃者，得用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
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先合法再方法。

53

在合法情形下以適當方法
執行各種警察法定職務

說法律規定的話做法律許可動作
先論合法
再說方法 合法情形 違法情形
方法適當 合法情形

方法適當
違法情形
方法適當

方法不當 合法情形
方法不當

違法情形
方法不當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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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警械基本原則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適當蒐集舉證，
�「說法律規定的話，做法律許可動作」、「先
論合法，再說方法」、「在合法情形下，以適
當方法」使用法定強制力或警械，縱致使人傷
亡，仍免負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責任。

�警械使用條例第12 條：「警察人員依本條例
使用警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刑法第
21 條第1項：「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55

審查是否合法使用警械方法有無適當

使用警械審查 遇有得使用警械情形 未遇有得使用警械法定情形

使用方法適當
未逾必要程度
合乎比例原則

合法情形且方法適當
通緝犯掙脫逮捕脫逃
單純脫逃情況非急迫
傷及非致命部位逮捕
阻卻違法行為係不罰

違法情形方法適當未逾必要
通緝犯未被逮捕見警察就跑
對空鳴槍喝令不要動繼續跑
從後面射擊非致命部位逮捕
業務傷害實務寬認合法案例

使用方法不當
逾越必要程度
違反比例原則

合法情形但方法不當
通緝犯掙脫逮捕脫逃
單純脫逃情況非急迫
槍傷及致命部位致死
實務認業務過失致死

違法情形方法不當逾越必要
通緝犯未被逮捕見警察就跑
對空鳴槍喝令不要動繼續跑
從後開槍擊中致命部位致死
實務寬認業務過失致死案例

56

重要觀念
� 使用法定強制力與警械多為得使用而非應使用
� 對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得使用強制力或警械制止
� 使用警械前提應兼備法律知識與精湛警察技術
� 被動用強制力警械決定時間短暫時機稍縱即逝
� 改善法律技術教育做妥用槍準備減少襲警傷亡
� 改變環境不易加強教育與執勤技術為積極作法
� 警察需舉證證明使用法定強制力警械過程合法
� 12、警械使用條例有無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
務時，應同時攜帶警棍與槍械?

57

警械使用條例間接規定
執行職務應攜帶警棍與槍械

�第3條第3款：「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棍制止：三、
發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得使用槍械)情形之一
，認為以使用警棍制止為適當時。」

�第4條第1項第7款：「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
：七、有前條第一款、第二款(得使用警棍)之
情形，非使用警刀、槍械不足以制止時。」

� 12、第3條第3款、第4條第1項第7款。
58

警械使用條例

解釋警械使用條例方法

59

為何需要解釋警械使用條例
�依據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程序
�過去警察用槍事實不明現在相當明確
�過去警察證詞用槍報告為證據有疑問
�現代警察用槍多有監視錄影作為證據
�只餘依確定事實解釋與適用法律問題
�相同錄影警察說用槍正確法官認違法
�問題在於何者為有權解釋並適用法律
�以學說為準或法院實務通說見解為據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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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法律者與解釋方法
�解釋法律：法律為何需解釋，立法技術與用
語問題。

�解釋法律者：有權解釋者與無權解釋者。
�有權解釋法律者：立法、司法、行政解釋。
�解釋法律主要方法：文義、論理(擴張、限縮
、當然、反面、補正、體系、歷史、比較、
目的解釋)。

�反面解釋範例：第 9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
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
之部位。」請反面解釋 61

法律為何需要解釋立法技術問題
�以「警銬」在法定情形使用與「腳銬」為例。
�警械使用條例未規定「遇有得使用警銬」、「
腳銬」各種法定情形。

�警械使用條例第1 條第3項：「第一項警械之
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其他器械
、應勤器械，有「警銬」，但無「腳銬」

� 13、有無法律規定使用「警銬」、「腳銬」法
定情形？

62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0條第1項
�警察依法留置、管束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
定之戒具：「一、抗拒留置、管束措施時。
二、攻擊警察或他人，毀損執行人員或他人
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三、自
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 13、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0條第1項。腳銬無。
�還有哪些法律規定使用「警銬」情形？

63

使用警銬相關規定要點
�解送人犯辦法第11條第1款：「解送人犯之
員警，於解送途中應注意左列事項：一、
執行解送，應顧及人犯之名譽及安全，使
用戒具，應儘量避免暴露，但須注意應有
適當之防備，以防人犯有加害之行為。」

�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
要點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候詢期間使用警銬注意
要點

64

法律為何需要解釋用語問題
�以「深夜」、「夜間」之立法解釋為例。
�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6項：「前項但書(法官
訊問)所稱深夜，指午後十一時至翌日午前
八時。」第100-3條第3項（准許司法警察夜
間詢問之情形）：「稱夜間者，為日出前
，日沒後。」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9條：
「本法(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深夜，係指凌
晨零時至五時而言。」(深夜遊蕩)

65

解釋警械使用條例方法
�立法解釋：直接解釋、間接解釋、授權由
司法、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解釋法律。

�司法解釋：司法院與大法官解釋、司法審
判機關就相同案件適用法律之通說解釋、
司法院秘書長函解釋、司法解釋有拘束行
政機關執行法律之效力。

�行政解釋：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
令，解釋法律、主管該法規行政機關作行
政解釋、執行職務公務員解釋法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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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解釋舉例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2條第1、2項（名詞定義）：
�「本法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
之總稱。」

�「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
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
、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離
、直接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
、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進入住宅
、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
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

67

司法解釋舉例之一「所謂」「係指」
� 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依法應逮捕
、拘禁之人拒捕、脫逃」。

� 最高法院44年台非字第76號刑事判例：「刑法
第163條第2項所謂公務員因過失致職務上依法
逮捕拘禁之人脫逃，係指因過失致已經逮捕置
於拘禁力支配下之人脫逃者而言，如其人僅經
通緝尚未逮捕在拘禁力支配中，自無脫逃之可
言。」

� 44年台上字第400號判例：「刑法第161條之脫
逃罪，以依法拘禁之人而不法脫離公之拘禁力
為構成要件。」 68

司法解釋舉例之二
�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29號刑事判例：
�上訴人某甲充任某糖廠警察，於某日夜
間在廠內巡邏，發覺宿舍被竊，向前追
查，黑暗中聞籬笆處有人聲響，對之開
槍，致廠工某乙中彈身死，此項事實之
發生，既為上訴人所預見，且不違背其
本意，依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仍應認有殺人之故意。

69

司法解釋舉例之三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09號刑事判例：
�「防衛是否過當，應以防衛權存在為前提，若
行為與正當防衛要件不合，僅係錯覺防衛，不
生是否過當問題。A緝捕盜匪，正向甲盤問，
見甲伸手撈衣，疑為取搶抗拒，誤為具有正當
防衛權，向甲槍擊，係出於錯覺防衛，難認為
有犯罪故意，惟A目睹甲伸手撈衣，究竟是否
取槍抗拒，應注意又非不能注意，A貿然開槍
，致甲受傷身死，係過失致人於死。」

70

警政署行政解釋舉例
� 100年5月 18 日台內警字第1000890243號：
「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之「第
三人」，須為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對象以
外之無辜善意第三人，倘同車之駕駛與乘客
間並無意思聯絡，警察因對駕駛使用槍械致
乘客受害時，乘客即屬第三人，惟若駕駛與
乘客間成立拒捕、脫逃之犯意聯絡時，即難
認乘客屬第三人。」

�警察需要證明第三人與駕駛有無意思聯絡。
71

內政部警政署行政解釋舉例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

�內政部警政署105年8月4日警署刑司字第
1050005258號函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行政規則「指上級機關對
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
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
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
、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
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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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解釋舉例
� 警察能否使用辣椒噴霧器、Taser泰瑟電擊槍？
� 依警械使用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警
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7條第3項：
「申請許可購置電擊器屬拋射式者，以運送保
全人員為限。」

�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第3項：「第一項警械
之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定之。」訂定之「警
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其他器械、瓦
斯器械，有「瓦斯噴霧器（罐）」。電器器械
，有「電氣警棍（棒）（電擊器）」。

73

警械使用條例

警械使用條例解釋分析

74

第4條第1項第3款司法解釋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三、依法應逮捕、
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脫逃
時。」

�依法「得」逮捕，而非「應」逮捕之人。
�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拒捕、脫逃之定義，應以
法院見解為準。

� 14、警察「應」或「得」逮捕通緝犯、現行犯
？以關鍵詞「逮捕」查詢刑事訴訟法條文。

75

「應」逮捕或「得」逮捕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9條第1項：「警察人員發
現家庭暴力罪之現行犯時，應逕行逮捕之，並
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規定處理。」

�刑事訴訟法第 90條：「被告抗拒拘提、逮捕
或脫逃者，得用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第
132條：「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
」第138條：「應扣押物之所有人..無正當理由
…抗拒扣押者，得用強制力扣押之。」

� 14、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88條第1項「
得」逮捕通緝犯、現行犯。

76

誤解為「應」逮捕造成警察傷亡案例
�警察A、B逮捕騎贓車現行犯甲，將甲上銬
於偵防車後座載回警局，警察A在前座開車
，警察B騎甲機車回警察局，甲在後座從背
包取出槍，先擊毀手銬，警察A放倒座椅，
轉身擬與甲奪槍，甲對警察A連開三槍，警
察A殉職。

� 15、這個案例與哪二個刑事訴訟法條文有
關？且與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有關？

77

為何「得」而非「應」逮捕
� 96年度台上字第5765號刑事裁判：使用警械
「須綜合全部之主、客觀情況資以判斷。」

� 15、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規定現行犯「得
」逮捕。第130條（附帶搜索）：「司法警察
官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
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
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
觸及之處所。」

�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法「應
」逮捕之人拒捕、脫逃。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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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緝犯甲對警察A、B開槍
警察A、B依法宜如何處理

�出示警槍高聲喝令趴下命不要動
�先就地掩蔽後視情況再開槍反擊
�對空鳴槍嚇阻無效後再開槍反擊
�勸導甲棄槍投降不要做無謂抗爭
�看有無傷及警察視情況開槍反擊
�快速上前撲倒甲並與甲奪槍制伏
�使用警棍打落甲手持槍械或奪槍

� 16、請依序寫出警察依警械使用條例處理的條文。
79

警察對甲開槍至原因消滅為止
�第4條第1項第5款前，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遇有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遭受強暴或脅迫
情形，得使用槍械。

�第6條，使用槍械，係基於急迫需要。
�第9條，因情況急迫，不需要注意勿傷及甲人
致命之部位。

�第7條，使用警械至原因消滅為止。
� 16、第4條第1項第5款前段、第6條、第9條、
第7條。

80

對不法侵害得使用警械但時間短暫
�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對於現在不法之
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
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係對現在不法之侵害。不法侵害已經過去、
未來之不法侵害，都不得正當防衛。

�警械使用條例第7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
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歹徒開槍擊中警察後，棄槍投降，警察不得對
之使用槍械。

� 17、在有受侵害突襲之虞即得使用警械條文？
81

在有受侵害突襲之虞即得使用警械
�第4條第1項第5款後段：「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
或槍械：五、有事實足認為(警察人員之生命
、身體、自由、裝備)有受危害之虞時。」

�第5條後段：「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盤
查等勤務時，如有必要得命其停止舉動或高
舉雙手，並檢查是否持有兇器。如遭抗拒，
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得依本條例規定使用
警械。」

� 17、第4條第1項第5款後段、第5條後段。
82

使用警械方法限制與例外
�第6 條：「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
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第7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
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第8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
傷及其他之人。

�第 9 條：「警察人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
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反面解釋，情況急迫時，應如何?
83

三、警械使用條例案例研究

包括
不起訴書、無罪、
有罪、民事判決摘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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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警械不起訴處分案例
�甲騎機車擦撞乙計程車，甲打開電擊棒恐嚇
乙，要求乙離去，交通警察A途經見狀，持
槍要求甲繳出電擊棒，出示證件，甲繳出，
轉身逃跑，A追捕逮捕甲後，被甲掙脫，甲
跑入路旁民宅，A尾隨進入，甲轉身持槍要
求A繳械，A對甲大腿接續開四槍，甲倒地
送醫不治，甲之槍鑑定為無殺傷力。

� 18、請依序寫出本案警察使用槍械所依據之
條文？

85

使用警械不起訴處分案例
�臺北地檢察署不起訴處分書91年度偵字第

13625號
� (一)、事實摘要：
�交通大隊員警A巡邏時，見甲騎機車，與乙
駕駛營業用小客車擦撞，言語糾紛，甲自腰
間取出電擊棒恐嚇乙，警察A見狀趨前處理
，同時請求支援，要求甲放下電擊棒，取出
證件身分證件供查驗，甲開始不從，警察A
將手槍上膛後，甲始將電擊棒交予警察A，

86

�因甲所提出證件無法核對身分，且腋下挾有
黑色皮包顯然形跡可疑，警察A請甲交出該皮
包以受驗，甲拒絕以肚痛上廁所為由，欲逃
離現場，警察A從後將其拉住，雙方拉扯間，
A順勢扯下甲外套，甲掙脫後往內江街逃跑，
A自後追上，將甲制伏於地上，適有一名不明
所以婦人見狀指責A欺侮市民，A於辯解時，
不留神讓甲掙脫，甲直奔內江街某屋內，向
屋主佯稱借廁所，屋主答應。甲卻進入屋主
房間而非廁所，屋主欲向甲說明，即與追趕
而來的A進入房間。

87

�甲突自黑色皮包取出手槍對A作射擊狀，脅迫
A應繳出身上配槍，屋主見狀退出房間至門外
，A右手按住配槍在甲進逼下慢慢後退，因該
屋室內空間狹小，A被甲逼至牆邊，警察A在
生命安全受危害及配槍裝備有受搶奪之虞下
，即時取出警用手槍，朝甲下肢射擊四發子
彈，分別擊中甲之右鼠蹊部、右腰際(此二發
子彈均留在體內)、貫穿左手腕及擦中大腿(此
二發無明顯之彈著點)，甲送醫不治，甲所持
手槍鑑定結果為不具殺傷力。告訴人因認警
察A犯有殺人罪嫌。

88

� (二)、理由摘要：
�警察A對於甲所為之盤詰，乃基於警察勤務
條例第11條：「警察於進行巡邏任務時，並
得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
務」規定之執行公務行為，

� A於追隨甲進入屋內，因甲從黑色皮包取出
槍枝對準，要脅將警槍交出，A為保護自己
生命安全與裝備，不得不開槍射擊甲，當時
A係受甲持槍逼迫，在空間狹小地方退到無
路可退，不得已只得取槍於近距離內向甲開
四槍。 89

�甲所持槍械嗣後經鑑定為不具殺傷力，惟當
甲於狹小室內突然掏出未具殺傷力槍械情形
下，實難期執勤員警能不考慮先採取反制行
動，以確保性命安危甚明。

�在相同情境下，如要求執勤員警要先以肉眼
辨識該槍是否為不具殺傷力之槍械後再採取
行動，無異置執勤員警於高度喪命風險之下
，難認符合勤務合理規範要求，且將使有心
挑戰執法人員之徒，隨時持假槍以喝阻執法
人員，妨害國家公權力之行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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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員警因無從辨認槍枝真偽而執行公權
力，即讓不法之徒反而可以以其持假槍竟
遭受員警執行公權力為由，指摘員警不法
執行公權力，此顛倒錯亂社會秩序莫此為
甚，將使第一線執勤員警對執法標準及公
權力行動準則無所適從，不合事理及法秩
序要求甚明。

�從而甲所持之槍械縱係無殺傷力之槍械，
但其在此情境下之掏槍舉措，已經使A可以
合理認知到生命安全會遭受極大危害，

91

� A具此認知而依槍械使用條例之規定進行槍械
之使用，當認係屬依法令之行為，依刑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其行為自屬不罰。

� (三)、解釋分析：
�制服警察A執行職務，在光線不佳屋內甲突然
取出槍枝相向，要求交出警用手槍之際，已經
符合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5款前段：「警察人
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使用警刀或槍械：五、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
、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
為有受危害之虞時。」規定情形，

92

�警察人員如繳出警用手槍，生命更有受危害
之虞，此時，警察A使用槍械，係基於急迫需
要，當時情況急迫，警察A不需要注意勿傷及
其人致命之部位，本案警察A係朝甲下肢射擊
，在情況急迫下，已經特別注意勿傷及甲致
命之部位，雖仍致使甲死亡，但警察A係於被
取槍相向，要求繳出警用手槍之急迫需要下
，合理使用槍械，且當時情況急迫，亦並未
逾越必要之程度。

�警察A所為係依據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之行
為，為依據法令之行為，依據刑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係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93

�至於甲所持之手槍，在事後經鑑定結果雖為不
具殺傷力，但依據常理，無從要求警察A在此
急迫情況下，先辨別是甲所者為真槍或假槍，
或該槍有無殺傷力後，或有無裝填子彈等等，
再作成是否使用槍械，與如何使用之決定。甲
既然持槍指向警察，要求警察繳出警用手槍，
從客觀形式上觀察，甲之行為已經對警察A之
生命、身體為強暴或脅迫。

�警察A對甲使用槍械，依據第7條規定，應至
原因消滅始停止使用，即至甲不再持槍相向為
止。

94

�本案係寶貴之案例，警察養成與在職教育，
得以本案為教材，讓警察明確知悉，只要持
槍對準警察，警察不需要刻意或特別辨別該
槍是否為真槍或假槍，或有無殺傷力，或有
無裝填子彈，即能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
5款前段：「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五、
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強
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時
。」規定，對該人使用槍械，且屬於情況急
迫，不需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直到
原因消滅為止。

95

�內政部警政署更應在網頁、媒體上，清楚讓
民眾知道，只要對執行職務警察人員的生命
、身體等為直接強暴、脅迫、危害等，在有
急迫需要時，警察人員得對之使用槍械，且
情況急迫時，警察得射擊其人致命部位，直
到原因消滅為止。

�所以，故意駕車衝撞警察倒地受傷、對警察
開槍、以槍枝瞄準警察、持刀刺殺警察之際
等，均屬於前述警察人員合法使用槍械法定
情形。簡言之，只要歹徒對警察開槍，警察
應開槍反擊，射擊歹徒致命部位，直到原因
消滅為止。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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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請依序寫出本案警察使用槍
械所依據之條文？

警械使用條例與刑法條文

97

18、本案警察使用槍械所依據警械使用條例
與刑法條文

�第4條第1項第4款：他人之生命、身體遭受
危害或脅迫時。

�第4條第1項第3款：甲為被逮捕後脫逃。依
法應逮捕之人脫逃。

�第4條第1項第5款前段：警察人員之生命、
身體遭受危害或脅迫時。

�第6條急迫需要、第9條情況急迫、第7條使
用至原因消滅為止。

�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
98

有監視錄影證據之使用槍械有罪判決
因併排需倒車離去並非衝撞警察

99

先對空開一槍。再對甲腿部接續開三槍。

只有單純倒車離去未衝撞警察

100

19、本案警察使用槍械符合那些規定？

只是倒車後再前進離去

101

使用警械之有罪判決書
�高院刑事判決104年度上訴字第787號
� (一)、事實摘要：
�警察A依法令從事治安維護、犯罪偵查工作
，為從事業務之人。其時輪值巡邏勤務，接
獲通報資源回收場前疑似有人變賣贓物，前
往上址後，發現車號0號小客車停放該處，
無人在車上，經以電腦查知車主為甲，且甲
因竊盜案件通緝中。A遂向附近丁探詢是否
見到甲，丁示意甲剛返回車上，A基於逮捕
通緝犯意思，趨前至該小客車左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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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警槍上膛警戒，惟此際甲已發動引擎並倒
車準備離去，A見狀旋衝上駕駛座旁將該車
前左側車門打開，甲見身著員警制服之A開
其車門，立即將車門拉回關上，A再度打開
該車門，喝令甲「停車」、「不要動」，甲
不聽制止，A遂對空鳴開一槍示警，甲仍不
理，續踩油門迅速倒車。A見情況緊急，有
用槍阻止甲停車依法令加以逮捕之必要，且
因站立於甲所駕駛小客車之左側車門旁，該
車門猶在開啟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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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誤認假若直接倒車拒捕，該開啟之車門
有因倒車而直接撞擊到其身體之虞，已危
及自身身體、生命之安全，而誤認此際開
槍射擊甲腿部合乎上述比例原則而為法律
所容許，乃基於防衛自身及制止甲脫逃之
意思而對甲之腿部開槍。

�然而，實際上甲雖有倒車拒捕之舉動，卻
並無對其衝撞或攻擊之動作，且過程中甲
以順時針方向倒車僅欲往聯外道路行進，
繞過左側車門旁之A，急速駕車駛離現場，

104

� A站立於開啟之駕駛座車門左側外，事實上
並無遭碰撞或拖行之情形，其生命、身體
並未遭受實際之傷害，但依當時在客觀上
確屬急迫需要之情境下，A因上開誤認，致
生正當防衛之意思，且其因對鳴槍後甲仍
拒捕，而得依法使用槍械，惟開槍時仍須
注意應合理使用之，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以當時甲駕自用小客車，A近距離站立於駕
駛座外已經開啟之車門旁，手握車門之上
緣，若射擊甲腿部並非侵害最小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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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所欲達成逮捕竊盜通緝犯之行政目的亦
非相當，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上情，貿然從已開啟之駕駛座車門外，近距
離朝車內駕駛座下方即甲之腿部於5秒鐘內接
續射擊三槍，三槍子彈貫穿甲左大腿，其二
次槍擊子彈再進入右腿貫穿，致雙下肢貫穿
傷達十個傷口。

�甲受槍傷後，持續倒車拒捕，倒車後加速駛
離現場逃逸，A騎警用機車追捕，在距離上址
約560公尺外，發現甲所駕車輛偏離道路墜側
田埂間，甲坐在駕駛座內陷入昏迷狀態，甲
送醫院急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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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由摘要：
� A於案發當時對甲倒車逃離之行為，應採何種
緝捕並防止危害之行為，自應注意選擇侵害人
民法益最小之方式，並非謂一見甲有駕車拒捕
之舉動，即可對其開腿部槍射擊。

�依本案當時之情況，雖事屬緊急，但A並非不
能注意上情，其卻未加以注意，在誤認甲之倒
車拒捕行為已危及其安全，且誤認開槍射擊甲
之腿部合乎法律規定，而貿然朝甲腿部連續射
擊三槍，致甲因傷重不治死亡，其具有過失甚
明，且其過失與甲之死亡間具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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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A在誤想防衛及依法令執行逮捕而用槍之
情形下，應注意、能注意採侵害人民法益最小
之方式為之，卻未注意，貿然對被害人之下肢
連開三槍，致甲下肢動靜脈血管出血致死，警
察A應負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人於
死罪。

� (三)、解釋分析：
�警察A使用槍械過程事實，因有監視器錄影為
證據相當明確，不需再調查，所餘爭點，警察
A在此種情形下使用槍械，又連續開槍，雖是
朝甲大腿射擊，然是否合法、方法有無逾越必
要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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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A使用槍械之過程，因為甲只是單純駕
車倒車逃逸，並沒有抗拒逮捕，也因為還沒
有被警察A抓住，置於公權力支配下，所為
與刑法第161條第1項脫逃罪要件不符，甲也
沒有對警察A有任何侵害之行為，所以，警
察A對甲使用槍械，不符合警械使用條例第4
條、第5條規定。

�如果法院不採信警察A誤想防衛之辯解，為
警察A有利之認定。而認定警察A違法使用
槍械，警察A即不能有阻卻犯罪之故意，會
被認為是故意殺人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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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院如此認定，是對警察A有利，並非
不利。至於警察A連續對甲開槍，從經驗與論
理法則判斷，都屬於過當於不必要，如果被
認為是違法使用槍械，與逾越必要之程度，
亦即違法且方法過當，則有更重之刑事法律
責任。

�本件檢察官起訴與法院判決結果，引起警察
實務機關與警察學術工作者，以及警察實務
工作者對法院判決，有許多不同意見。客觀
的說，是時代在劇烈變化，任何人都可以表
示意見，但卻宜根據事實與法律規定表示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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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警察使用槍械的經過，沒有辦法呈現在
世人面前，只有靠使用槍械警察事後的用槍
職務報告，與警察證人的陳述，現在卻有完
整的監視錄影，可以知悉全部過程。

�本件有監視錄影可以明確認定事實，理性回
歸法律面，就這樣使用槍械事實，是符合警
械使用條例那一條規定，連續開槍有無逾越
必要之程度，客觀的就適用法律問題探討，
才能對警察人員有正確法律觀念，確實知悉
法律規定，且能依法行政免受法律追訴有正
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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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本案警察使用槍械符合那些規定？

警械使用條例與刑事訴訟法那些規定？

112

19、本案警察違反警械使用條例與刑事訴訟
法下列規定

�違反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條
規定之使用槍械法定情形。第9條並非
情況急迫。第6條未合理使用槍械，逾
越必要之程度。

�違反刑事訴訟法第90條（強制拘捕）：
「被告抗拒拘提、逮捕或脫逃者，得用
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但不得逾必要之
程度。」

113

四、警械使用條例問題研究

包括
傷亡妨害公務奪槍案例、

從判決看警察使用警械問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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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未循法定程序殉職案例
�警察A巡邏盤查逮捕通緝犯甲，請派出所派
警察B駕巡邏車前來解送，A、B將甲置於巡
邏車後座，B開車載甲回派出所，A騎機車
先回派出所，巡邏車抵派出所前，甲從背包
取出刀，從後面左手勒住B，右手持刀接續
刺殺B頸部、胸部，共24刀，A見狀開啟車
門無效，持槍朝後座底盤射擊，擊破玻璃將
甲拉出逮捕，B殉職。

� 20、本案警察違反刑事訴訟法與警械使用條
例規定？

115

警察未循法定程序殉職案例
�高院刑事判決99年度上重訴字第44號
� (一)、事實摘要：
�甲通緝犯晚上牽自行車行經巷弄口時，適警
察A防竊防搶巡邏勤務，騎乘巡邏機車經過
該處，A見甲看見其時，將自行車牽至人行
道上往路邊走，覺得甲可疑，上前盤查，請
甲出示身分證件，查詢發現甲通緝，乃打電
話回派出所，請派出所值班員警派支援協助
帶人返所，備勤警員B單獨駕巡邏車到場，
與A共同逮捕甲，帶回派出所，

116

�二人見甲態度配合，疏未依執行勤務相關規
定，對甲進行搜身上銬程序，由甲自行攜帶
其隨身黑色雙肩後背包（未扣案）坐進由警
員B單獨駕駛之巡邏車後座，被載回派出所，
警員A騎乘機車跟隨在後；警員B駕巡邏車載
甲回到派出所前之停車格，甫停妥巡邏車，
甲自其背包取出水果刀，自後座將警員B至駕
駛座與副駕駛座中間，以左手勒住B脖子，右
手則持水果刀朝B頭部、肩、胸、頸部等處猛
刺，致警員B受有全身頭、頸胸部共有二十四
道穿刺傷口(其中二道為共同一刀之出入口、
五道致命穿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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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機車跟隨在後之警員A停妥機車，走向巡邏
車，目睹甲以左手勒住B脖子，右手持刀朝B
猛刺，出聲喝止，並動手開車門，因巡邏車反
鎖，車門無法開啟，甲持續持刀刺B，A見情
況危急，立即持槍自該巡邏車左後車窗外向車
內底盤射擊一槍，並打破左後車窗玻璃，持槍
指著甲，喝令其將刀放下、不要動，甲置之不
理，持水果刀揮舞，並高喊「你開槍把我打死
好了」，接著伸手欲取警員B之配槍，其他警
員上前支援逮捕，A送醫不治。

� 20、本案警察違反刑事訴訟法與警械使用條例
規定？

118

� (二)、分析說明：
�警察A逮捕甲時，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30條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
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
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
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
即可觸及之處所。」附帶搜索規定，搜索甲
及其隨身攜帶隨身黑色雙肩後背包，就可以
發現甲所攜帶的水果刀，不致於由甲持之殺
害警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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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A停妥機車，走向巡邏車，目睹甲以左
手勒住B脖子，右手持刀朝B猛刺，乃出聲喝
止，並動手開車門，因巡邏車反鎖，車門無
法開啟，甲持續持刀刺B，A見情況危急，立
即持槍自該巡邏車左後車窗外向車內底盤射
擊一槍，並打破左後車窗玻璃，持槍指著甲
，喝令其將刀放下、不要動，甲置之不理。
」警察A使用槍械，合於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
第1項第5款規定，但是方法錯誤，違背警械
使用條例第6條、第7條、第9條規定，因為警
察A目睹甲正在刺殺警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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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A應該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規定，使用槍械，而使用槍械方法，因為基於
急迫需要，而且情況非常急迫，警察A應直接
射擊甲致命部位，制止甲正在刺殺警察B的行
為，直到甲停止刺殺警察B的行為，警察A「
持槍自該巡邏車左後車窗外向車內底盤射擊一
槍，並打破左後車窗玻璃，持槍指著甲，喝令
其將刀放下、不要動」，是錯誤的做法，也是
警察養成教育與在職訓練出錯誤的地方，亟待
了解在職警察是否均有正確警械使用條例觀念
，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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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錯誤，如：
�甲持槍瞄準警察A，警察A只對甲腿部開槍；
�或甲已經連續持刀刺破警察A防彈背心外層布
質部分，警察A仍只對甲腿部開槍；甲搶奪
得警察A之警槍，對警察A射擊擊中警察A左
大腿，警察B亦只對持警槍之甲左大腿開槍；

�甲已經持刀朝警察A左頸部刺入，致警察A受
有左頸部穿刺傷之傷害(深度約3公分)，警察A
卻持槍對空擊發一槍，並喝令甲放下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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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警匪槍戰過程被錄影下來，警察
將之做為教材，然依據當場錄影資料，歹
徒開槍擊中穿防彈背心警察，子彈嵌在防
彈背心胸口位置，但警察卻均朝歹徒腿部
射擊。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歹徒對警察開
槍的情形，歹徒係對警察致命部位開槍，
如警察卻只開槍射擊歹徒非致命部位，是
違背常理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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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警察當作是普通民眾，歹徒開槍射擊民
眾，民眾可以依據刑法第23條：「對於現在
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
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
免除其刑。」正當防衛規定，防衛自己權利
，而警察不因未執行職務，就被剝奪得主張
正當防衛的權利。

�警察執行職務時，遇有歹徒對警察開槍，且
已經擊中警察防彈背心胸部位置，警察人員
應有清晰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第7條、第9條
規定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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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急迫下，直接射擊歹徒致命部
位，直到原因消滅為止，而不是只能對歹
徒腿部射擊，更不宜把此嚴重違背法律的
錯誤警匪槍戰錄影，作為警察在職訓練教
材。

� 20、本案警察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30條附帶
搜索規定，警察A使用槍械，合於警械使用
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但是方法錯誤
，違背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第7條、第9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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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依法行政智勇雙全
現代專業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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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智勇雙全現代專業警察官
有智慧有經驗
知法守法合法

無智慧缺經驗
不知法或違法

有技術有勇氣
無技術有勇氣

智勇雙全
完成任務

有勇無謀
造成傷亡

有技術無勇氣
無技術無勇氣

有智無勇
造成傷亡

無勇無謀
造成傷亡

127 128

完畢

謝謝聽講

警械使用條例問題練習

請查詢法規列出法條

129

�問題01-03

� 01、現行犯甲對警察A開槍，A開槍還擊，
擊中甲致命部位致死，A對甲之家屬不需要
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是依哪一條法律規定
？

� 02、警察需要依法行政，是規定在哪一條法
律規定？

� 03、警察執行職務時使用警械需要合法，不
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也規定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幾條？

130

�答案01-03

� 01、現行犯甲對警察A開槍，A開槍還擊，擊
中甲致命部位致死，A對甲之家屬不需要負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是依哪一條法律規定？民法
第149條前段。

� 02、警察需要依法行政，是規定在哪一條法律
規定？行政程序法第4條。

� 03、警察執行職務時使用警械需要合法，不得
逾越必要之程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也規
定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幾條？第3條第1項。

131

�問題04-06

� 04、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依警械使用條例
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
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
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規定於警械使用
條例第幾條？

� 05、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
立即停止使用，規定於警械使用條例第幾條
？

� 06、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警察人員得使用槍械
之條文，是哪幾個條文？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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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04-06

� 04、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依警械使用條例
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
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
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規定於警械使用
條例第幾條？第11條第1項。

� 05、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
立即停止使用，規定於警械使用條例第幾條
？第7條。

� 06、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警察人員得使用槍械
之條文，是哪幾個條文？第4條、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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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07-08

� 07、警械使用條例哪幾個條文，讓警察人
員在危害尚未發生之「有受危害之虞時」
、「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即得使用警械
，保護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免受危害？

� 08、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時，需要同時攜帶警棍與槍械之規定，是
哪幾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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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07-08

� 07、警械使用條例哪幾個條文，讓警察人
員在危害尚未發生之「有受危害之虞時」
、「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即得使用警械
，保護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免受危害？
第4條第1項第5款後段、第5條後段。

� 08、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時，需要同時攜帶警棍與槍械之規定，是
哪幾個條文？第3條第3款、第4條第1項第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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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09-10

� 09、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盤查等勤
務時，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
得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之條文，
是哪個條文？

� 10、警察A逮捕通緝犯甲後，將甲上手銬，
置於巡邏車後座，甲推開車門逃跑。警察A
得在甲背後，對甲非致命之部位開槍，是
規定於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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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09-10

� 09、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盤查等勤
務時，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
得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之條文，
是哪個條文？第5條後段。

� 10、警察A逮捕通緝犯甲後，將甲上手銬，
置於巡邏車後座，甲推開車門逃跑。警察A
得在甲背後，對甲非致命之部位開槍，是
規定於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第4條第
1項第3款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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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1-12
� 11、甲攜帶毒品駕車，見警察A、B攔檢酒
測，甲停車後，迅速倒車離去，在甲車前方
的警察A，得從正面對甲車輪胎射擊，制止
甲倒車離去，是規定於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
條文？

� 12、通緝犯甲在車上，見制服警察A開啟車
門要甲下車，甲倒車離去，A在車門打開狀
態下，先對甲大腿開二槍，再接續對甲大腿
開三槍後，甲仍開車離去，A是依據警械使
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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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1-12
� 11、甲攜帶毒品駕車，見警察A、B攔檢酒
測，甲停車後，迅速倒車離去，在甲車前方
的警察A，得從正面對甲車輪胎射擊，制止
甲倒車離去，是規定於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
條文？沒有條文依據。

� 12、通緝犯甲在車上，見制服警察A開啟車
門要甲下車，甲倒車離去，A在車門打開狀
態下，先對甲大腿開二槍，再接續對甲大腿
開三槍後，甲仍開車離去，A是依據警械使
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沒有條文依據
。 139

�問題13

� 13、甲將竊得車輛停在路旁，警察A、B
、C在車旁埋伏，見甲進入車內，B、C
分別在甲車兩側，出示證件並打開車門
要甲下車，甲高速前行，雖拖倒B、C，
然於B、C倒地後，已經離去數公尺，A
自甲車後面，連續開9槍制止甲，A是依
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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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3

� 13、甲將竊得車輛停在路旁，警察A、B
、C在車旁埋伏，見甲進入車內，B、C
分別在甲車兩側，出示證件並打開車門
要甲下車，甲高速前行，雖拖倒B、C，
然於B、C倒地後，已經離去數公尺，A
自甲車後面，連續開9槍制止甲，A是依
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沒有條文依據。
141

�問題14

� 14、警察A、B駕車尾隨強盜嫌犯甲所駕
車輛，見甲停於路旁，遂將車停於甲車
左前方，A、B分立於甲車左右前門，要
求甲下車，甲快速倒車打方向盤，再往
左前離去，A不顧B站在甲車右前門，A
朝甲車輪胎連開三槍制止，A是依據警械
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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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4

� 14、警察A、B駕車尾隨強盜嫌犯甲所駕
車輛，見甲停於路旁，遂將車停於甲車
左前方，A、B分立於甲車左右前門，要
求甲下車，甲快速倒車打方向盤，再往
左前離去，A不顧B站在甲車右前門，A
朝甲車輪胎連開三槍制止，A是依據警械
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沒有條文依據。
143

�問題15-16
� 15、甲對警察A開槍，擊中A，A倒地，警
察B見狀，先對空鳴槍，再朝甲腿部連續射
擊，B先對空鳴槍，再朝甲腿部連續射擊，
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規定？

� 16、竊盜現行犯甲，與據報前來的制服警
察A、B扭打，甲奪下A的配槍，拉滑套對
準甲，警察B直接開槍射擊甲致命部位頭部
，B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
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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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5-16
� 15、甲對警察A開槍，擊中A，A倒地，警
察B見狀，先對空鳴槍，再朝甲腿部連續射
擊，B先對空鳴槍，再朝甲腿部連續射擊，
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規定？沒
有條文依據。

� 16、竊盜現行犯甲，與據報前來的制服警
察A、B扭打，甲奪下A的配槍，拉滑套對
準甲，警察B直接開槍射擊甲致命部位頭部
，B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
械？第4條第1項第5款、第6條、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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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7-18
� 17、槍擊要犯甲拒捕，對警察A、B開槍，
警察應射擊甲致命部位至原因消滅為止，
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

� 18、強盜現行犯甲對警察A開槍，警察A將
甲擊斃，警察A是故意殺人既遂犯罪者，但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與刑法哪一條規定，是
依據法令之行為阻卻違法，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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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7-18
� 17、槍擊要犯甲拒捕，對警察A、B開槍，
警察應射擊甲致命部位至原因消滅為止，
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第4條第1項第5款、第6條、第7條、第9
條。

� 18、強盜現行犯甲對警察A開槍，警察A將
甲擊斃，警察A是故意殺人既遂犯罪者，但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與刑法哪一條規定，是
依據法令之行為阻卻違法，不罰？警械使
用條例第12條，刑法第2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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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9-20

� 19、持槍現行犯甲對警察A開槍，警察A
開槍反擊，擊中甲大腿，甲雖倒地，手
仍握著槍，警察A應停止射擊，趨前與甲
肉搏並逮捕甲，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
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 20、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
，應立即停止使用，規定於警械使用條
例第7條，此條規定與刑法哪一條規定意
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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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9-20

� 19、持槍現行犯甲對警察A開槍，警察A
開槍反擊，擊中甲大腿，甲雖倒地，手
仍握著槍，警察A應停止射擊，趨前與甲
肉搏並逮捕甲，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
一個條文使用槍械？沒有條文依據。

� 20、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
，應立即停止使用，規定於警械使用條
例第7條，此條規定與刑法哪一條規定意
旨相同。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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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1

� 21、警察人員穿制服執行職務，攔檢
車輛，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
知事由，如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
時，須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
件，不得僅高喊：「警察、停車」或
僅出示警槍。是分別規定於哪二個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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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21
� 21、警察人員穿制服執行職務，攔檢車
輛，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
由，如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時，須
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不得
僅高喊：「警察、停車」或僅出示警槍
。是分別規定於哪二個條文？

�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第1項
� 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第2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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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2-23
� 22、歹徒甲對警察開槍，已經擊中警察A，
警察B仍與甲喊話談判，希望甲拋棄槍械投
降，警察B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
？

� 23、警察A、B解送通緝案甲到檢察署，甲
趁A下車，B不注意時，推開車門脫逃，B
在後面追趕不上，得從甲背後，開槍射擊
甲非致命部位，制止甲脫逃，是依據警械
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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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22-23
� 22、歹徒甲對警察開槍，已經擊中警察A，
警察B仍與甲喊話談判，希望甲拋棄槍械投
降，警察B是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
？沒有條文依據。

� 23、警察A、B解送通緝案甲到檢察署，甲
趁A下車，B不注意時，推開車門脫逃，B
在後面追趕不上，得從甲背後，開槍射擊
甲非致命部位，制止甲脫逃，是依據警械
使用條例哪一個條文使用槍械？第4條第1
項第3款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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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4

� 24、警察A、B解送通緝案甲到檢察署
，甲趁A下車，B不注意時，推開車門
脫逃，B在後面追趕不上，讓甲脫逃成
功，警察B構成刑法哪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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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24

� 24、警察A、B解送通緝案甲到檢察署
，甲趁A下車，B不注意時，推開車門
脫逃，B在後面追趕不上，讓甲脫逃成
功，警察B構成刑法哪個罪名？

�刑法第163條第2項，因過失致職務上
依法逮捕之人脫逃罪。處六月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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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5
� 25、警察A、B解送通緝案甲到檢察署，甲
趁A下車，B不注意時，推開車門脫逃，B
在後面追趕不上，得從甲背後，開槍射擊
甲非致命部位，制止甲脫逃，但卻擊中甲
致命部位致死，A因為違反警械使用條例哪
一條規定，構成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
失致人於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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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25
� 25、警察A、B解送通緝案甲到檢察署，甲
趁A下車，B不注意時，推開車門脫逃，B
在後面追趕不上，得從甲背後，開槍射擊
甲非致命部位，制止甲脫逃，但卻擊中甲
致命部位致死，A因為違反警械使用條例哪
一條規定，構成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
失致人於死罪？

�警械使用條例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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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6
� 26、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人於死
罪，法定本刑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63條第2項因過失致職務上依法逮
捕之人脫逃罪，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警察A因疏忽致使被
逮捕之通緝犯甲脫逃，警察A追趕不上，又
射擊技術不佳，警察A應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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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26
� 26、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人於死
罪，法定本刑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63條第2項因過失致職務上依法逮
捕之人脫逃罪，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警察A因疏忽致使被
逮捕之通緝犯甲脫逃，警察A追趕不上，又
射擊技術不佳，警察A應如何選擇？

�刑法第163條第2項因過失致職務上依法逮
捕之人脫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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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

謝謝聽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