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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雪鵬（　　　 　　　 ）
曾任前最高法院
主 任 檢 察 官

【司法常識】

案例說明：

前些日子，一位居住在基隆市的陳姓男子，不滿吳姓友人積欠他四千元的債務屢

討不還，竟想出惡招要損害吳姓男子的信用，冒用吳姓男子名義打電話給當地一家享有

名氣，門前經常有人排隊的飲料店，要訂購一百四十杯的飲料，請店家在指定時間內送

到吳某的住處，並留下吳某的手機號碼。打過電話後自以為詭計得逞，在家靜待主導的

鬧劇上演。陳姓男子意料不到的是這家經營得法的飲料店並沒有隨著那通大訂單的電

話起舞，他們仍然按照店內所訂的規矩：接受電話訂購十杯以上的飲料，必先用電話向

訂購人查證無誤以後才會將飲料送去，以免受騙上當！這筆找上門的大生意當然沒有

例外。一通查證的電話，馬上拆穿陳某整人的謊言。一百四十杯的飲料並沒有照著電話

約定送出去，不只是阻止店家自身損失的發生，也解除了陳某被惡整的窘狀。不過，事

情並沒有因此而打住，那位被人冒名訂購飲料的吳姓男子當然不願就此甘休，向店家查

出訂飲料者的電話號碼，知道那是友人陳姓男子搞的鬼，一紙書狀告進檢察官那裡去。

檢察官偵查中，到案的陳某面對證據，知道無法抵賴，就認了冒名打電話訂購飲

料的事！檢察官告知陳某：所作所為，已觸犯刑法第三百十三條的以詐術妨害他人信用

罪。不過這罪屬於「告訴乃論」的犯罪，雙方可以和解。在檢察官勸說下，陳某拋棄了

惡整他人，惹上損害他人信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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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吳某的四千元債權的請求權，吳某也原諒了陳某，撤回對本案的告訴。四千元債務引

起的風波，至此才正式宣告落幕！

案例分析：

什麼是檢察官所說的以「詐術妨害他人信用罪」？有關處罰這犯罪的刑法第

三百十三條，訂在刑法分則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中，條文是這樣規定

的：「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一千元以下罰金。」法條所定的刑罰「罰金」的數額，依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總
統公布增訂的《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的規定，應就罰金數額，「提高為三十倍」。

貨幣單位則改為「新臺幣」，目前這法條中的罰金正確數額，應該是新臺幣三萬元以

下。依這犯罪的法條文字來分析，構成這罪的行為共有二種：第一、「散布流言」：散

布，就文字的字義來說，是指分散傳布的意思，也就是說將某些不實事實，廣為傳播與

不特定的人，使大眾週知有這麼一樁事。傳播的方法不問是直接或間接，也不問是不是

單純用口頭來傳播，或藉由其他工具來傳達，只要是可以達到傳播目的動作，便是散

布。「流言」指的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無稽之談的意思。流言的內容，並不以完全虛構為

必要，對於部分真實的事情，加油添醋，刻意加以擴大渲染，也是流言，像聽聞外界傳

述某某商店經營不穩，卻揚言老闆「走路」，該店已經倒閉便是。但可以證實的事情，

就不是法條所稱的「流言」。

第二、施用「詐術」：詐術的範圍廣泛，凡是用不正當方法，欺騙他人的行為都包

括在內。像對人施以欺罔、給予誘惑、利用他人的錯誤或無知，讓人以假作真的動作都

算得上是「詐術」。

第三、散布流言，施用詐術，目的是在損害他人的信用，就要成立「妨害信用罪」。

法條中所稱的「他人」，並不以自然人為限，凡是依法律規定成立的「法人」，也都包

括在內，像依「公司法」設立各種不同名稱的公司、依一些公會法或工會法成立的「公

會」或「工會」，都是法律上所稱的「法人」。至於一些非法人團體，像獨資或合夥經

營的商號，在某些條件下，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的規定，在進行民事訴訟

的時候有「當事人能力」，可以作為訴訟的主體，但仍然算不上是「法人」。

法條中的「信用」二字的含義，一般說來是指社會上對一個人在經濟方面的評價，

也就是這個人在經濟上的支付能力與履行義務的能力，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信用好的

人在社會上到處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歡迎；反之，沒有信用的人在社會上是難以立足的，

處處受到別人的輕視與排斥。「損害他人之信用」，就是打擊他人在經濟上的地位。所

打擊的如果無關於他人的經濟地位，除了符合其他犯罪的罪名，可以用其他犯罪來處罰

外，不成立「損害他人信用罪」。另外，本罪所稱的「損害」，並不以有實際發生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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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為必要，只要是用「散布流言，施用詐術」作為手段，足以減損他人的信用狀態，

犯罪便告成立。而損害的如果是已死的人信用，因人死了就沒有經濟上價值可供評價，

也不成立「妨害信用罪」。

「妨害信用罪」的最重法定本刑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刑法上算是一種情節輕微

的犯罪，如果事實不是很嚴重，被害人對於犯罪行為並不介意，也不想與犯罪者在公開

法庭上對簿，避免事情被公開以後隱私不保，會為被害人帶來更多痛苦，因此刑法在第

三百十四條中規定，第三百十三條的犯罪「須告訴乃論」，也就是將「告訴」列為這罪

的追訴條件。沒有經過有告訴權人的「告訴」，就不能對犯罪者進行追訴與處罰。並在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中規定，已經提出告訴的案件，在第一審法院辯

論終結以前，告訴人可以撤回告訴。這件惡意整人的陳姓男子涉案的證據雖然明確，但

被害人原諒了他，在偵查中撤回對他的告訴，檢察官也只有作出告訴經撤回的不起訴處

分來終結案件。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3 年 6 月 30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

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