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9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永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6283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

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孫永光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扣案杜忠誥書法作品影本壹張、李轂摩書法作品貳張、行動電話

壹支（廠牌：iPHONE13）均沒收，未扣案偽造「杜忠誥印」、

「轂」、「摩」印章各壹個、未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

「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欄處偽造該附表編號1至17「偽造

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署名」、「印文」合計共肆

拾壹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

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頁第1至5行：孫永光為書法作家，莊增福（本院另行

審結）為販售、拍賣玉器、磁器、茶壺、書法、國畫等作

品業者，並利用通訊軟體LINE成立名稱「藏古雅集LINE群

組收藏拍賣」群組，負責張貼欲販售上述商品供群組成員

出價購買，並因此與暱稱「孫小光」之孫永光往來，均明

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分別

為杜忠誥、李轂摩2位書法藝術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

著作，並明知上開欄所示書法作品，均為孫永光自行摹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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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及在各書法作品上分別

偽造「杜忠誥」、「李轂摩」、「轂摩」之署名，及蓋用

偽造「杜忠誥印」、「轂」、「摩」之印文，竟共同基行

使偽造準私文書之接續犯意聯絡（孫永光、莊增福違反著

作權法部分，經撤回告訴，經不起訴處分）。

　 2、第1頁第12行：足以生損害於杜忠誥、李轂摩。　　

（二）證據名稱：

　 1、被告孫永光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2、證人即不知情購買者王茂森、施明輝等人之陳述。

　 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78號搜索票（被告孫永

光）、扣案物照片。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1、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

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依刑法第220條第1項

規定，應以文書論。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之書

法作品，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2、4、6至8所示杜忠

誥之書法作品落款處上偽造「杜忠誥」之署名，於起訴書

附表編號1至8並蓋用偽造「杜忠誥印」之印文，及於起訴

書附表編號9至17所示李轂摩之書法作品落款處偽造「李

轂摩」、或「轂摩」之署名，亦蓋用表示為李轂摩而偽造

之「轂」、「摩」等印文，均用以表示相關書法作品分別

為書法藝術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而據以辨

識該等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所創作，

依習慣或特約，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應屬刑法第220

條第1項規定之準文書。

　 2、復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目的，除保護文書名義

人之法益外，並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行使偽造私文

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罪即應成立（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販

賣仿冒之光碟片（屬偽造之準私文書），是否成立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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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因其態樣不一，販賣者是否以

偽作真之意思販賣？有無本於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

有所主張？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事實認定問

題，應依販賣者主觀之意思及客觀之行為，以資審斷。所

稱「販賣者主觀上並無以偽作真之意思」，係指販賣者主

觀上不知上開具準文書屬性之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係偽造

或變造者，或不知依該偽造準文書（仿冒或盜版光碟片）

之用法，得以之充為真正文書加以使用而言。如販賣者知

悉其所販賣者為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且知買受者一經藉

機器或電腦之處理，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必當顯

現，仍予以出售，將該偽造之準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功

能之狀態下，應認係對偽造準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

行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至買受者是否知悉其為

仿冒品，或仿冒光碟片販售價格之或高或低，並非所問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96年台上字第1387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主觀上知悉其所販

賣、散布之物品上有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且知悉買受

者、收受者得以藉由該等仿冒品上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瞭

解其所欲表達之內容者，苟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

應成立行使偽造準文書罪，至於買受者或收受者是否知行

為人所散布之物品為仿冒品，並非所問。

（二）查被告孫永光明知其所散布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

書法作品，均屬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其上除起訴書

附表編號3、5之書法作品外，其餘分別有「杜忠誥印」，

及表示為「李轂摩」之「轂摩」、「轂」或「摩」等之偽

造署名、印文等落款，竟仍將該等書法作品予以散布，自

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核被告孫永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第22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公訴意

旨於論罪欄僅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

印文罪，然觀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孫永光與同案被

告莊增福均明知本件書法作品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摹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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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其作品上落款處均蓋有被告孫永光偽造杜忠誥、李轂

摩2人之署名及印文，並由被告莊增福使用其創立LINE

「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內利用記事本功能刊

登拍賣而行使，致王森福等人下標購買等內容，且偵查中

訊問被告孫永光時，即告知其行為並構成偽造文書等犯

行，被告孫永光亦陳述認罪等語之情，顯已就被告孫永光

所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行起訴，論罪欄僅為漏載甚

明，應予補充。

（三）吸收關係：

　　　被告孫永光偽造署押、印文部分均為偽造準私文書之部分

行為，其偽造準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則

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四）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刻印業者偽造告訴人杜忠誥之印文，及示

意為告訴人李轂摩之「轂」、「摩」之印章，均為間接正

犯。

（五）共同正犯：

　　　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為共犯。　

（六）接續犯：

　　　被告於分別摹擬書法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

法作品，並在上開作品落款處分別偽造署名、印文，並交

予同案被告莊增福張貼在其設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供

群組內特定多數人觀看、下標購買所為，均係於密切接近

時地接續為之，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同

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均應僅

以一罪論。

（七）數罪：

　　  被告本件犯行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法

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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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孫永光為圖小利，明知

所摹擬告訴人書法作品均係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

物，以在作品落款處蓋用偽造印文、署押，示意為告訴人

2人之書法作品，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刊登在群組內標

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2人，造成告訴人2人之損失，欠缺

尊重智慧財產權益之正確觀念，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孫永

光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

畢，告訴人2人均表示撤回告訴等犯後態度，有和解書、

刑事撤回告訴狀、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等在卷可按，併

審酌被告本件犯行處查獲侵害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數量，及

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所獲得

之利益，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二）定應執行刑：

　　　按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

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

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

求，是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時，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

規定外，並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

限，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

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

性，妥適定其執行刑。審酌被告本件所為上開2罪，均為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犯行，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

機等均相同，犯罪時間近接，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高，復

衡酌刑罰經濟，被告回歸社會需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

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其應

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諭知：

 　1、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

告後，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如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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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

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

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

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執行刑罰之心理強制作

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法院是否宣告緩刑，

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

所定之條件，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法院即得宣告

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

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36

47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孫永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其個人為

書法作家，竟圖小利，而以本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方式侵

害告訴人2人之權益，犯後被告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

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履行完畢，有被告提出和解書、

所刊登道歉聲明之聯合報，及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在卷

可按，本院審酌上情，足認被告孫永光因一時失慮而為，

犯後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

信無再犯之虞，前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惕勵自

新。　　　　　　　　　　

四、沒收：

（一）偽造印章、署名、印文：

　　  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孫永光利用不知情

刻印店偽造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印文」欄所示

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章共3個，依上開

規定諭知沒收；另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

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

即偽造準私文書，分別為附表編號1至17「得標人」欄所

示之人購買，已非屬被告孫永光、同案被告莊增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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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違禁物，自不予宣告沒收，惟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

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處分別有如起訴書附表編

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杜忠

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印文共41枚部分，均應依刑法第2

19條之規定，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用之物：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

影印杜忠誥書法作品1張、告訴人李轂摩書法2張、被告孫

永光持用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13）等物，均為被告

孫永光所有，並用來摹擬告訴人2人書法作品使用，及以

該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與同案被告莊增幅聯繫、傳

送本件偽造準私文書之物品使用，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

卷（偵查卷第83至90頁），均為供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使

用之物，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三）不另為沒收諭知（犯罪所得）：

　 1、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

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

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沒收或酌

減，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益定有明文。

　 2、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成

交價格」欄所示金額出售，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分別以9

0％、10％比例分配出售款乙節，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

卷（偵查卷第161頁），核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所述相同

（偵查卷第10頁），可徵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

得，但被告孫永光分別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

協議給付款項，並在聯合報刊登道歉啟事，如前所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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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被告孫永光將部分犯罪所得歸還告訴人，且並刊登道歉

啟事，如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及追

徵，顯有過苛之虞，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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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

　　被　　　告　孫永光　男　7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莊增福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號2樓

　　　　　　　　　　　　　之8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永光、莊增福（上2人所涉違反著作權法及詐欺取財等罪

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明知附表所示之書法其上有偽簽杜忠

誥、李轂摩如附表所示之署名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杜忠誥

印」、「轂」、「摩」等印文，屬刑法上之署押及印文，仍

共同基於偽造署押、印文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111年

間，由孫永光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7樓住

處摹寫重製杜忠誥、李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後，再偽

簽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將其於刻印行偽刻之杜忠誥、李轂

摩如附表所示姓名之印文，蓋用於上開書法作品上，以此方

式偽造杜忠誥、李轂摩之落款，再委由LINE暱稱為「藏古山

房」之莊增福，使用其創立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

賣」群組拍賣前開作品而行使之，致附表所示之王茂森等

人，以附表所示之價格下標購買，並依莊增福之指示匯款至

其名 下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

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由莊增福抽取得標價

格之10﹪作為佣金，其餘均歸孫永光所有。嗣經警於網路巡

邏時發覺有異，於111年10月30日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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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含運費80元）拍得附表編號8之書法作品，並針對上開

拍賣群組刊登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併送請杜忠誥、李轂

摩鑑定結果，確認前揭書法作品均非真跡，遂於112年1月4

日上午10時50分許，前往莊增福位於新北市○○區○○街00

0巷0號2樓住處搜索，扣得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不詳姓名之

印章53個；另於112年1月13日上午10時15分許，前往孫永光

之上址住處搜索，扣得杜忠誥之作品影印紙1張、李轂摩之

書法作品2幅，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杜忠誥、李轂摩告訴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孫永光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莊增福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坦承時上開時間，受被告孫

永光之委託，以「藏古雅集

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

賣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如

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並從

得標金額抽取10﹪作為佣

金，其餘均歸被告孫永光所

有之事實。

3 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於

警詢中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4 附件之告訴人杜忠誥、李

轂摩被偽造之書法作品及

「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

拍賣」群組拍賣照片共65

張

證明被告莊增福經營之「藏

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

群組，拍賣如附件所示告訴

人2人遭偽造之書法作品，

其上均有偽簽告訴人2人如

01

02

11

12

13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二、核被告孫永光、莊增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

押、印文罪嫌。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至扣案之偽造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

3幅及影印紙1張、李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均為被告等供犯

罪所用之物，併請依法宣告沒收；被告在附表書法作品上，

偽簽如附表所示告訴人2人署名共15枚、印文共26枚，請依

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陳國安

附表所示之署名，並蓋有偽

刻 之 「 杜 忠 誥 印 」 、

「轂」、「摩」等落款，用

以表示該作品係告訴人2人

親自書寫之書法原件之事

實。

 5 附表所示告訴人杜忠誥書

法作品交易列表1張、LIN

E暱稱「Wbmr」之手機翻

拍照片4張、富邦銀行社

子分行111年12月6日北富

銀社子字第1110000101號

函所附被告莊增福帳戶交

易明細

證明被告莊增福提供其名下

之富邦銀行帳戶，供買受附

表所示偽造書法作品之買家

王茂森等人匯款之事實。

 6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二總隊搜索、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

目錄表各2份

證明被告2人偽造告訴人2人

之書法作品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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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雅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拍賣

編號

品名 成交價格

（新臺幣）

得標人

（被害人）

偽造署名 偽造印文

1 55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

枚

2 6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

枚

3 111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5,500元 施明輝 無 「杜忠誥印」1

枚

4 123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劉尚志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

枚

5 85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2,500元 不明

（委託下標）

無 「杜忠誥印」1

枚

6 50 杜忠誥款

書法

1,000元 劉建宏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

枚

7 5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藏古山房

（委託下標）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

枚

8 40 杜忠誥款

書法

1,500元 張世傑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

枚

9 36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000元 王茂森

（Wbmr）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0 5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1萬1,0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1 78 李轂摩款 8,0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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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 「摩」各1枚

12 45 李轂摩款

書法

3,0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3 6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4 73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5 80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6 87 李轂摩款

書法

3,500元 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17 115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500元 李轂摩1枚 「 轂 」 、

「摩」各1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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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9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永光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孫永光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扣案杜忠誥書法作品影本壹張、李轂摩書法作品貳張、行動電話壹支（廠牌：iPHONE13）均沒收，未扣案偽造「杜忠誥印」、「轂」、「摩」印章各壹個、未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欄處偽造該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署名」、「印文」合計共肆拾壹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頁第1至5行：孫永光為書法作家，莊增福（本院另行審結）為販售、拍賣玉器、磁器、茶壺、書法、國畫等作品業者，並利用通訊軟體LINE成立名稱「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負責張貼欲販售上述商品供群組成員出價購買，並因此與暱稱「孫小光」之孫永光往來，均明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2位書法藝術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並明知上開欄所示書法作品，均為孫永光自行摹擬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及在各書法作品上分別偽造「杜忠誥」、「李轂摩」、「轂摩」之署名，及蓋用偽造「杜忠誥印」、「轂」、「摩」之印文，竟共同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接續犯意聯絡（孫永光、莊增福違反著作權法部分，經撤回告訴，經不起訴處分）。
　 2、第1頁第12行：足以生損害於杜忠誥、李轂摩。　　
（二）證據名稱：
　 1、被告孫永光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2、證人即不知情購買者王茂森、施明輝等人之陳述。
　 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78號搜索票（被告孫永光）、扣案物照片。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1、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依刑法第220條第1項規定，應以文書論。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之書法作品，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2、4、6至8所示杜忠誥之書法作品落款處上偽造「杜忠誥」之署名，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8並蓋用偽造「杜忠誥印」之印文，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9至17所示李轂摩之書法作品落款處偽造「李轂摩」、或「轂摩」之署名，亦蓋用表示為李轂摩而偽造之「轂」、「摩」等印文，均用以表示相關書法作品分別為書法藝術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而據以辨識該等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所創作，依習慣或特約，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應屬刑法第220條第1項規定之準文書。
　 2、復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目的，除保護文書名義人之法益外，並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行使偽造私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罪即應成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販賣仿冒之光碟片（屬偽造之準私文書），是否成立刑法第216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因其態樣不一，販賣者是否以偽作真之意思販賣？有無本於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有所主張？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事實認定問題，應依販賣者主觀之意思及客觀之行為，以資審斷。所稱「販賣者主觀上並無以偽作真之意思」，係指販賣者主觀上不知上開具準文書屬性之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係偽造或變造者，或不知依該偽造準文書（仿冒或盜版光碟片）之用法，得以之充為真正文書加以使用而言。如販賣者知悉其所販賣者為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且知買受者一經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必當顯現，仍予以出售，將該偽造之準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下，應認係對偽造準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行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至買受者是否知悉其為仿冒品，或仿冒光碟片販售價格之或高或低，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96年台上字第13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主觀上知悉其所販賣、散布之物品上有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且知悉買受者、收受者得以藉由該等仿冒品上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瞭解其所欲表達之內容者，苟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準文書罪，至於買受者或收受者是否知行為人所散布之物品為仿冒品，並非所問。
（二）查被告孫永光明知其所散布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書法作品，均屬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其上除起訴書附表編號3、5之書法作品外，其餘分別有「杜忠誥印」，及表示為「李轂摩」之「轂摩」、「轂」或「摩」等之偽造署名、印文等落款，竟仍將該等書法作品予以散布，自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核被告孫永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公訴意旨於論罪欄僅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印文罪，然觀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孫永光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均明知本件書法作品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摹寫重製，其作品上落款處均蓋有被告孫永光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及印文，並由被告莊增福使用其創立LINE「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內利用記事本功能刊登拍賣而行使，致王森福等人下標購買等內容，且偵查中訊問被告孫永光時，即告知其行為並構成偽造文書等犯行，被告孫永光亦陳述認罪等語之情，顯已就被告孫永光所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行起訴，論罪欄僅為漏載甚明，應予補充。
（三）吸收關係：
　　　被告孫永光偽造署押、印文部分均為偽造準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偽造準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四）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刻印業者偽造告訴人杜忠誥之印文，及示意為告訴人李轂摩之「轂」、「摩」之印章，均為間接正犯。
（五）共同正犯：
　　　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為共犯。　
（六）接續犯：
　　　被告於分別摹擬書法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並在上開作品落款處分別偽造署名、印文，並交予同案被告莊增福張貼在其設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供群組內特定多數人觀看、下標購買所為，均係於密切接近時地接續為之，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均應僅以一罪論。
（七）數罪：
　　  被告本件犯行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孫永光為圖小利，明知所摹擬告訴人書法作品均係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以在作品落款處蓋用偽造印文、署押，示意為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刊登在群組內標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2人，造成告訴人2人之損失，欠缺尊重智慧財產權益之正確觀念，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孫永光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告訴人2人均表示撤回告訴等犯後態度，有和解書、刑事撤回告訴狀、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等在卷可按，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處查獲侵害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數量，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所獲得之利益，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定應執行刑：
　　　按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是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時，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定外，並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其執行刑。審酌被告本件所為上開2罪，均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犯行，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均相同，犯罪時間近接，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高，復衡酌刑罰經濟，被告回歸社會需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諭知：
 　1、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執行刑罰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孫永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其個人為書法作家，竟圖小利，而以本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方式侵害告訴人2人之權益，犯後被告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履行完畢，有被告提出和解書、所刊登道歉聲明之聯合報，及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在卷可按，本院審酌上情，足認被告孫永光因一時失慮而為，犯後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前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惕勵自新。　　　　　　　　　　
四、沒收：
（一）偽造印章、署名、印文：
　　  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孫永光利用不知情刻印店偽造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印文」欄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章共3個，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另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即偽造準私文書，分別為附表編號1至17「得標人」欄所示之人購買，已非屬被告孫永光、同案被告莊增福所有，亦非違禁物，自不予宣告沒收，惟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處分別有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印文共41枚部分，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用之物：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影印杜忠誥書法作品1張、告訴人李轂摩書法2張、被告孫永光持用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13）等物，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有，並用來摹擬告訴人2人書法作品使用，及以該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與同案被告莊增幅聯繫、傳送本件偽造準私文書之物品使用，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偵查卷第83至90頁），均為供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使用之物，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三）不另為沒收諭知（犯罪所得）：
　 1、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益定有明文。
　 2、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成交價格」欄所示金額出售，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分別以90％、10％比例分配出售款乙節，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偵查卷第161頁），核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所述相同（偵查卷第10頁），可徵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但被告孫永光分別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給付款項，並在聯合報刊登道歉啟事，如前所述，可認被告孫永光將部分犯罪所得歸還告訴人，且並刊登道歉啟事，如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
　　被　　　告　孫永光　男　7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莊增福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號2樓
　　　　　　　　　　　　　之8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永光、莊增福（上2人所涉違反著作權法及詐欺取財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明知附表所示之書法其上有偽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署名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文，屬刑法上之署押及印文，仍共同基於偽造署押、印文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111年間，由孫永光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7樓住處摹寫重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後，再偽簽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將其於刻印行偽刻之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姓名之印文，蓋用於上開書法作品上，以此方式偽造杜忠誥、李轂摩之落款，再委由LINE暱稱為「藏古山房」之莊增福，使用其創立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前開作品而行使之，致附表所示之王茂森等人，以附表所示之價格下標購買，並依莊增福之指示匯款至其名 下之台北富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由莊增福抽取得標價格之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孫永光所有。嗣經警於網路巡邏時發覺有異，於111年10月30日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未含運費80元）拍得附表編號8之書法作品，並針對上開拍賣群組刊登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併送請杜忠誥、李轂摩鑑定結果，確認前揭書法作品均非真跡，遂於112年1月4日上午10時50分許，前往莊增福位於新北市○○區○○街000巷0號2樓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不詳姓名之印章53個；另於112年1月13日上午10時15分許，前往孫永光之上址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之作品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杜忠誥、李轂摩告訴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孫永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莊增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時上開時間，受被告孫永光之委託，以「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並從得標金額抽取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被告孫永光所有之事實。



		3

		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於警詢中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4

		附件之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被偽造之書法作品及「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照片共65張

		證明被告莊增福經營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如附件所示告訴人2人遭偽造之書法作品，其上均有偽簽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蓋有偽刻之「杜忠誥印」、「轂」、「摩」等落款，用以表示該作品係告訴人2人親自書寫之書法原件之事實。



		 5

		附表所示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交易列表1張、LINE暱稱「Wbmr」之手機翻拍照片4張、富邦銀行社子分行111年12月6日北富銀社子字第1110000101號函所附被告莊增福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莊增福提供其名下之富邦銀行帳戶，供買受附表所示偽造書法作品之買家王茂森等人匯款之事實。



		 6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

		證明被告2人偽造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孫永光、莊增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印文罪嫌。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至扣案之偽造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及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均為被告等供犯罪所用之物，併請依法宣告沒收；被告在附表書法作品上，偽簽如附表所示告訴人2人署名共15枚、印文共26枚，請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陳國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雅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拍賣
編號

		品名

		成交價格
（新臺幣）

		得標人
（被害人）

		偽造署名

		偽造印文



		1

		55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2

		6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3

		111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5,500元

		施明輝

		無

		「杜忠誥印」1枚



		4

		123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劉尚志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5

		85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2,500元

		不明
（委託下標）

		無

		「杜忠誥印」1枚



		6

		50

		杜忠誥款
書法

		1,000元

		劉建宏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7

		5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藏古山房
（委託下標）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8

		40

		杜忠誥款
書法

		1,500元

		張世傑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9

		36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000元

		王茂森
（Wbmr）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0

		5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1萬1,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1

		78

		李轂摩款
書法

		8,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2

		45

		李轂摩款
書法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3

		6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4

		73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5

		80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6

		87

		李轂摩款
書法

		3,500元

		


		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7

		115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5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9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永光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6283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
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孫永光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扣案杜忠誥書法作品影本壹張、李轂摩書法作品貳張、行動電話
壹支（廠牌：iPHONE13）均沒收，未扣案偽造「杜忠誥印」、「
轂」、「摩」印章各壹個、未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
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欄處偽造該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
」、「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署名」、「印文」合計共肆拾壹
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
    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頁第1至5行：孫永光為書法作家，莊增福（本院另行
      審結）為販售、拍賣玉器、磁器、茶壺、書法、國畫等作
      品業者，並利用通訊軟體LINE成立名稱「藏古雅集LINE群
      組收藏拍賣」群組，負責張貼欲販售上述商品供群組成員
      出價購買，並因此與暱稱「孫小光」之孫永光往來，均明
      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分別
      為杜忠誥、李轂摩2位書法藝術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
      著作，並明知上開欄所示書法作品，均為孫永光自行摹擬
      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及在各書法作品上分別
      偽造「杜忠誥」、「李轂摩」、「轂摩」之署名，及蓋用
      偽造「杜忠誥印」、「轂」、「摩」之印文，竟共同基行
      使偽造準私文書之接續犯意聯絡（孫永光、莊增福違反著
      作權法部分，經撤回告訴，經不起訴處分）。
　 2、第1頁第12行：足以生損害於杜忠誥、李轂摩。　　
（二）證據名稱：
　 1、被告孫永光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2、證人即不知情購買者王茂森、施明輝等人之陳述。
　 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78號搜索票（被告孫永
      光）、扣案物照片。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1、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
      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依刑法第220條第1項
      規定，應以文書論。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之書
      法作品，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2、4、6至8所示杜忠
      誥之書法作品落款處上偽造「杜忠誥」之署名，於起訴書
      附表編號1至8並蓋用偽造「杜忠誥印」之印文，及於起訴
      書附表編號9至17所示李轂摩之書法作品落款處偽造「李
      轂摩」、或「轂摩」之署名，亦蓋用表示為李轂摩而偽造
      之「轂」、「摩」等印文，均用以表示相關書法作品分別
      為書法藝術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而據以辨
      識該等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所創作，
      依習慣或特約，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應屬刑法第220
      條第1項規定之準文書。
　 2、復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目的，除保護文書名義
      人之法益外，並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行使偽造私文
      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罪即應成立（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販
      賣仿冒之光碟片（屬偽造之準私文書），是否成立刑法第
      216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因其態樣不一，販賣者是否以
      偽作真之意思販賣？有無本於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
      有所主張？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事實認定問
      題，應依販賣者主觀之意思及客觀之行為，以資審斷。所
      稱「販賣者主觀上並無以偽作真之意思」，係指販賣者主
      觀上不知上開具準文書屬性之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係偽造
      或變造者，或不知依該偽造準文書（仿冒或盜版光碟片）
      之用法，得以之充為真正文書加以使用而言。如販賣者知
      悉其所販賣者為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且知買受者一經藉
      機器或電腦之處理，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必當顯現
      ，仍予以出售，將該偽造之準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功能
      之狀態下，應認係對偽造準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行
      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至買受者是否知悉其為仿
      冒品，或仿冒光碟片販售價格之或高或低，並非所問（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96年台上字第1387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主觀上知悉其所販賣、散
      布之物品上有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且知悉買受者、收受
      者得以藉由該等仿冒品上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瞭解其所欲
      表達之內容者，苟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應成立行
      使偽造準文書罪，至於買受者或收受者是否知行為人所散
      布之物品為仿冒品，並非所問。
（二）查被告孫永光明知其所散布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
      書法作品，均屬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其上除起訴書
      附表編號3、5之書法作品外，其餘分別有「杜忠誥印」，
      及表示為「李轂摩」之「轂摩」、「轂」或「摩」等之偽
      造署名、印文等落款，竟仍將該等書法作品予以散布，自
      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核被告孫永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第22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公訴意
      旨於論罪欄僅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
      印文罪，然觀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孫永光與同案被
      告莊增福均明知本件書法作品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摹寫重製
      ，其作品上落款處均蓋有被告孫永光偽造杜忠誥、李轂摩
      2人之署名及印文，並由被告莊增福使用其創立LINE「藏
      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內利用記事本功能刊登拍
      賣而行使，致王森福等人下標購買等內容，且偵查中訊問
      被告孫永光時，即告知其行為並構成偽造文書等犯行，被
      告孫永光亦陳述認罪等語之情，顯已就被告孫永光所犯行
      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行起訴，論罪欄僅為漏載甚明，應予
      補充。
（三）吸收關係：
　　　被告孫永光偽造署押、印文部分均為偽造準私文書之部分
      行為，其偽造準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則
      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四）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刻印業者偽造告訴人杜忠誥之印文，及示
      意為告訴人李轂摩之「轂」、「摩」之印章，均為間接正
      犯。
（五）共同正犯：
　　　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為共犯。　
（六）接續犯：
　　　被告於分別摹擬書法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
      法作品，並在上開作品落款處分別偽造署名、印文，並交
      予同案被告莊增福張貼在其設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供
      群組內特定多數人觀看、下標購買所為，均係於密切接近
      時地接續為之，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同
      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均應僅
      以一罪論。
（七）數罪：
　　  被告本件犯行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法益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孫永光為圖小利，明知
      所摹擬告訴人書法作品均係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
      ，以在作品落款處蓋用偽造印文、署押，示意為告訴人2
      人之書法作品，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刊登在群組內標售，
      足生損害於告訴人2人，造成告訴人2人之損失，欠缺尊重
      智慧財產權益之正確觀念，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孫永光犯
      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告
      訴人2人均表示撤回告訴等犯後態度，有和解書、刑事撤
      回告訴狀、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等在卷可按，併審酌被
      告本件犯行處查獲侵害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數量，及本件犯
      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所獲得之利益
      ，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二）定應執行刑：
　　　按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
      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
      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
      ，是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時，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
      定外，並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
      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
      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
      適定其執行刑。審酌被告本件所為上開2罪，均為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犯行，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均
      相同，犯罪時間近接，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高，復衡酌刑
      罰經濟，被告回歸社會需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
      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
      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諭知：
 　1、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
      告後，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如認行為
      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
      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
      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
      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執行刑罰之心理強制作
      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法院是否宣告緩刑，
      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
      所定之條件，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法院即得宣告
      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
      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36
      47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孫永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其個人為書法作家，竟圖小利，而以本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方式侵害告訴人2人之權益，犯後被告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履行完畢，有被告提出和解書、所刊登道歉聲明之聯合報，及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在卷可按，本院審酌上情，足認被告孫永光因一時失慮而為，犯後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前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惕勵自新。　　　　　　　　　　
四、沒收：
（一）偽造印章、署名、印文：
　　  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孫永光利用不知情刻印店偽造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印文」欄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章共3個，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另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即偽造準私文書，分別為附表編號1至17「得標人」欄所示之人購買，已非屬被告孫永光、同案被告莊增福所有，亦非違禁物，自不予宣告沒收，惟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處分別有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印文共41枚部分，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用之物：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
      影印杜忠誥書法作品1張、告訴人李轂摩書法2張、被告孫
      永光持用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13）等物，均為被告
      孫永光所有，並用來摹擬告訴人2人書法作品使用，及以
      該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與同案被告莊增幅聯繫、傳
      送本件偽造準私文書之物品使用，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
      卷（偵查卷第83至90頁），均為供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使
      用之物，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三）不另為沒收諭知（犯罪所得）：
　 1、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
      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
      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沒收或酌
      減，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益定有明文。
　 2、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成
      交價格」欄所示金額出售，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分別以90
      ％、10％比例分配出售款乙節，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
      偵查卷第161頁），核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所述相同（偵查
      卷第10頁），可徵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但
      被告孫永光分別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給
      付款項，並在聯合報刊登道歉啟事，如前所述，可認被告
      孫永光將部分犯罪所得歸還告訴人，且並刊登道歉啟事，
      如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及追徵，顯
      有過苛之虞，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
　　被　　　告　孫永光　男　7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莊增福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號2樓
　　　　　　　　　　　　　之8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永光、莊增福（上2人所涉違反著作權法及詐欺取財等罪
    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明知附表所示之書法其上有偽簽杜忠
    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署名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杜忠誥
    印」、「轂」、「摩」等印文，屬刑法上之署押及印文，仍
    共同基於偽造署押、印文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111年間
    ，由孫永光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7樓住處摹寫
    重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後，再偽簽如附
    表所示之署名，並將其於刻印行偽刻之杜忠誥、李轂摩如附
    表所示姓名之印文，蓋用於上開書法作品上，以此方式偽造
    杜忠誥、李轂摩之落款，再委由LINE暱稱為「藏古山房」之莊
    增福，使用其創立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
    前開作品而行使之，致附表所示之王茂森等人，以附表所示
    之價格下標購買，並依莊增福之指示匯款至其名 下之台北富
    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帳號 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由莊增福抽取得標價格之10﹪作為佣金，其餘
    均歸孫永光所有。嗣經警於網路巡邏時發覺有異，於111年10月3
    0日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未含運費80元）拍得附表編
    號8之書法作品，並針對上開拍賣群組刊登如附表所示之書
    法作品，併送請杜忠誥、李轂摩鑑定結果，確認前揭書法作
    品均非真跡，遂於112年1月4日上午10時50分許，前往莊增福
    位於新北市○○區○○街000巷0號2樓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書法作
    品3幅、不詳姓名之印章53個；另於112年1月13日上午10時15
    分許，前往孫永光之上址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之作品影印
    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杜忠誥、李轂摩告訴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孫永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莊增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時上開時間，受被告孫永光之委託，以「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並從得標金額抽取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被告孫永光所有之事實。 3 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於警詢中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4 附件之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被偽造之書法作品及「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照片共65張 證明被告莊增福經營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如附件所示告訴人2人遭偽造之書法作品，其上均有偽簽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蓋有偽刻之「杜忠誥印」、「轂」、「摩」等落款，用以表示該作品係告訴人2人親自書寫之書法原件之事實。  5 附表所示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交易列表1張、LINE暱稱「Wbmr」之手機翻拍照片4張、富邦銀行社子分行111年12月6日北富銀社子字第1110000101號函所附被告莊增福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莊增福提供其名下之富邦銀行帳戶，供買受附表所示偽造書法作品之買家王茂森等人匯款之事實。  6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 證明被告2人偽造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孫永光、莊增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
    、印文罪嫌。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請論以共同正犯。至扣案之偽造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3
    幅及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均為被告等供犯罪
    所用之物，併請依法宣告沒收；被告在附表書法作品上，偽
    簽如附表所示告訴人2人署名共15枚、印文共26枚，請依刑
    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陳國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雅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拍賣 編號 品名 成交價格 （新臺幣） 得標人 （被害人） 偽造署名 偽造印文 1 55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2 6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3 111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5,500元 施明輝 無 「杜忠誥印」1枚 4 123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劉尚志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5 85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2,500元 不明 （委託下標） 無 「杜忠誥印」1枚 6 50 杜忠誥款 書法 1,000元 劉建宏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7 5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藏古山房 （委託下標）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8 40 杜忠誥款 書法 1,500元 張世傑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9 36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000元 王茂森 （Wbmr）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0 5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1萬1,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1 78 李轂摩款 書法 8,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2 45 李轂摩款 書法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3 6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4 73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5 80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6 87 李轂摩款 書法 3,500元  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7 115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5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9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永光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孫永光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扣案杜忠誥書法作品影本壹張、李轂摩書法作品貳張、行動電話壹支（廠牌：iPHONE13）均沒收，未扣案偽造「杜忠誥印」、「轂」、「摩」印章各壹個、未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欄處偽造該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署名」、「印文」合計共肆拾壹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頁第1至5行：孫永光為書法作家，莊增福（本院另行審結）為販售、拍賣玉器、磁器、茶壺、書法、國畫等作品業者，並利用通訊軟體LINE成立名稱「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負責張貼欲販售上述商品供群組成員出價購買，並因此與暱稱「孫小光」之孫永光往來，均明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2位書法藝術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並明知上開欄所示書法作品，均為孫永光自行摹擬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及在各書法作品上分別偽造「杜忠誥」、「李轂摩」、「轂摩」之署名，及蓋用偽造「杜忠誥印」、「轂」、「摩」之印文，竟共同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接續犯意聯絡（孫永光、莊增福違反著作權法部分，經撤回告訴，經不起訴處分）。
　 2、第1頁第12行：足以生損害於杜忠誥、李轂摩。　　
（二）證據名稱：
　 1、被告孫永光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2、證人即不知情購買者王茂森、施明輝等人之陳述。
　 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78號搜索票（被告孫永光）、扣案物照片。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1、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依刑法第220條第1項規定，應以文書論。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之書法作品，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2、4、6至8所示杜忠誥之書法作品落款處上偽造「杜忠誥」之署名，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8並蓋用偽造「杜忠誥印」之印文，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9至17所示李轂摩之書法作品落款處偽造「李轂摩」、或「轂摩」之署名，亦蓋用表示為李轂摩而偽造之「轂」、「摩」等印文，均用以表示相關書法作品分別為書法藝術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而據以辨識該等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所創作，依習慣或特約，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應屬刑法第220條第1項規定之準文書。
　 2、復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目的，除保護文書名義人之法益外，並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行使偽造私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罪即應成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販賣仿冒之光碟片（屬偽造之準私文書），是否成立刑法第216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因其態樣不一，販賣者是否以偽作真之意思販賣？有無本於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有所主張？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事實認定問題，應依販賣者主觀之意思及客觀之行為，以資審斷。所稱「販賣者主觀上並無以偽作真之意思」，係指販賣者主觀上不知上開具準文書屬性之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係偽造或變造者，或不知依該偽造準文書（仿冒或盜版光碟片）之用法，得以之充為真正文書加以使用而言。如販賣者知悉其所販賣者為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且知買受者一經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必當顯現，仍予以出售，將該偽造之準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下，應認係對偽造準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行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至買受者是否知悉其為仿冒品，或仿冒光碟片販售價格之或高或低，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96年台上字第13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主觀上知悉其所販賣、散布之物品上有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且知悉買受者、收受者得以藉由該等仿冒品上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瞭解其所欲表達之內容者，苟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準文書罪，至於買受者或收受者是否知行為人所散布之物品為仿冒品，並非所問。
（二）查被告孫永光明知其所散布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書法作品，均屬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其上除起訴書附表編號3、5之書法作品外，其餘分別有「杜忠誥印」，及表示為「李轂摩」之「轂摩」、「轂」或「摩」等之偽造署名、印文等落款，竟仍將該等書法作品予以散布，自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核被告孫永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公訴意旨於論罪欄僅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印文罪，然觀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孫永光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均明知本件書法作品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摹寫重製，其作品上落款處均蓋有被告孫永光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及印文，並由被告莊增福使用其創立LINE「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內利用記事本功能刊登拍賣而行使，致王森福等人下標購買等內容，且偵查中訊問被告孫永光時，即告知其行為並構成偽造文書等犯行，被告孫永光亦陳述認罪等語之情，顯已就被告孫永光所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行起訴，論罪欄僅為漏載甚明，應予補充。
（三）吸收關係：
　　　被告孫永光偽造署押、印文部分均為偽造準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偽造準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四）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刻印業者偽造告訴人杜忠誥之印文，及示意為告訴人李轂摩之「轂」、「摩」之印章，均為間接正犯。
（五）共同正犯：
　　　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為共犯。　
（六）接續犯：
　　　被告於分別摹擬書法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並在上開作品落款處分別偽造署名、印文，並交予同案被告莊增福張貼在其設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供群組內特定多數人觀看、下標購買所為，均係於密切接近時地接續為之，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均應僅以一罪論。
（七）數罪：
　　  被告本件犯行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孫永光為圖小利，明知所摹擬告訴人書法作品均係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以在作品落款處蓋用偽造印文、署押，示意為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刊登在群組內標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2人，造成告訴人2人之損失，欠缺尊重智慧財產權益之正確觀念，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孫永光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告訴人2人均表示撤回告訴等犯後態度，有和解書、刑事撤回告訴狀、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等在卷可按，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處查獲侵害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數量，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所獲得之利益，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定應執行刑：
　　　按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是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時，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定外，並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其執行刑。審酌被告本件所為上開2罪，均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犯行，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均相同，犯罪時間近接，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高，復衡酌刑罰經濟，被告回歸社會需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諭知：
 　1、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執行刑罰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孫永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其個人為書法作家，竟圖小利，而以本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方式侵害告訴人2人之權益，犯後被告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履行完畢，有被告提出和解書、所刊登道歉聲明之聯合報，及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在卷可按，本院審酌上情，足認被告孫永光因一時失慮而為，犯後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前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惕勵自新。　　　　　　　　　　
四、沒收：
（一）偽造印章、署名、印文：
　　  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孫永光利用不知情刻印店偽造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印文」欄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章共3個，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另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即偽造準私文書，分別為附表編號1至17「得標人」欄所示之人購買，已非屬被告孫永光、同案被告莊增福所有，亦非違禁物，自不予宣告沒收，惟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處分別有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印文共41枚部分，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用之物：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影印杜忠誥書法作品1張、告訴人李轂摩書法2張、被告孫永光持用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13）等物，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有，並用來摹擬告訴人2人書法作品使用，及以該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與同案被告莊增幅聯繫、傳送本件偽造準私文書之物品使用，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偵查卷第83至90頁），均為供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使用之物，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三）不另為沒收諭知（犯罪所得）：
　 1、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益定有明文。
　 2、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成交價格」欄所示金額出售，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分別以90％、10％比例分配出售款乙節，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偵查卷第161頁），核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所述相同（偵查卷第10頁），可徵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但被告孫永光分別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給付款項，並在聯合報刊登道歉啟事，如前所述，可認被告孫永光將部分犯罪所得歸還告訴人，且並刊登道歉啟事，如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
　　被　　　告　孫永光　男　7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莊增福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號2樓
　　　　　　　　　　　　　之8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永光、莊增福（上2人所涉違反著作權法及詐欺取財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明知附表所示之書法其上有偽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署名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文，屬刑法上之署押及印文，仍共同基於偽造署押、印文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111年間，由孫永光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7樓住處摹寫重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後，再偽簽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將其於刻印行偽刻之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姓名之印文，蓋用於上開書法作品上，以此方式偽造杜忠誥、李轂摩之落款，再委由LINE暱稱為「藏古山房」之莊增福，使用其創立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前開作品而行使之，致附表所示之王茂森等人，以附表所示之價格下標購買，並依莊增福之指示匯款至其名 下之台北富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由莊增福抽取得標價格之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孫永光所有。嗣經警於網路巡邏時發覺有異，於111年10月30日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未含運費80元）拍得附表編號8之書法作品，並針對上開拍賣群組刊登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併送請杜忠誥、李轂摩鑑定結果，確認前揭書法作品均非真跡，遂於112年1月4日上午10時50分許，前往莊增福位於新北市○○區○○街000巷0號2樓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不詳姓名之印章53個；另於112年1月13日上午10時15分許，前往孫永光之上址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之作品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杜忠誥、李轂摩告訴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孫永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莊增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時上開時間，受被告孫永光之委託，以「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並從得標金額抽取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被告孫永光所有之事實。



		3

		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於警詢中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4

		附件之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被偽造之書法作品及「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照片共65張

		證明被告莊增福經營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如附件所示告訴人2人遭偽造之書法作品，其上均有偽簽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蓋有偽刻之「杜忠誥印」、「轂」、「摩」等落款，用以表示該作品係告訴人2人親自書寫之書法原件之事實。



		 5

		附表所示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交易列表1張、LINE暱稱「Wbmr」之手機翻拍照片4張、富邦銀行社子分行111年12月6日北富銀社子字第1110000101號函所附被告莊增福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莊增福提供其名下之富邦銀行帳戶，供買受附表所示偽造書法作品之買家王茂森等人匯款之事實。



		 6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

		證明被告2人偽造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孫永光、莊增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印文罪嫌。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至扣案之偽造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及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均為被告等供犯罪所用之物，併請依法宣告沒收；被告在附表書法作品上，偽簽如附表所示告訴人2人署名共15枚、印文共26枚，請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陳國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雅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拍賣
編號

		品名

		成交價格
（新臺幣）

		得標人
（被害人）

		偽造署名

		偽造印文



		1

		55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2

		6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3

		111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5,500元

		施明輝

		無

		「杜忠誥印」1枚



		4

		123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劉尚志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5

		85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2,500元

		不明
（委託下標）

		無

		「杜忠誥印」1枚



		6

		50

		杜忠誥款
書法

		1,000元

		劉建宏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7

		5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藏古山房
（委託下標）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8

		40

		杜忠誥款
書法

		1,500元

		張世傑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9

		36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000元

		王茂森
（Wbmr）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0

		5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1萬1,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1

		78

		李轂摩款
書法

		8,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2

		45

		李轂摩款
書法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3

		6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4

		73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5

		80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6

		87

		李轂摩款
書法

		3,500元

		


		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7

		115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5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9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孫永光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孫永光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扣案杜忠誥書法作品影本壹張、李轂摩書法作品貳張、行動電話壹支（廠牌：iPHONE13）均沒收，未扣案偽造「杜忠誥印」、「轂」、「摩」印章各壹個、未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欄處偽造該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署名」、「印文」合計共肆拾壹枚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更正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1頁第1至5行：孫永光為書法作家，莊增福（本院另行審結）為販售、拍賣玉器、磁器、茶壺、書法、國畫等作品業者，並利用通訊軟體LINE成立名稱「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負責張貼欲販售上述商品供群組成員出價購買，並因此與暱稱「孫小光」之孫永光往來，均明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2位書法藝術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並明知上開欄所示書法作品，均為孫永光自行摹擬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及在各書法作品上分別偽造「杜忠誥」、「李轂摩」、「轂摩」之署名，及蓋用偽造「杜忠誥印」、「轂」、「摩」之印文，竟共同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接續犯意聯絡（孫永光、莊增福違反著作權法部分，經撤回告訴，經不起訴處分）。
　 2、第1頁第12行：足以生損害於杜忠誥、李轂摩。　　
（二）證據名稱：
　 1、被告孫永光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2、證人即不知情購買者王茂森、施明輝等人之陳述。
　 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78號搜索票（被告孫永光）、扣案物照片。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1、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依刑法第220條第1項規定，應以文書論。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之書法作品，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2、4、6至8所示杜忠誥之書法作品落款處上偽造「杜忠誥」之署名，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8並蓋用偽造「杜忠誥印」之印文，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9至17所示李轂摩之書法作品落款處偽造「李轂摩」、或「轂摩」之署名，亦蓋用表示為李轂摩而偽造之「轂」、「摩」等印文，均用以表示相關書法作品分別為書法藝術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而據以辨識該等書法作品分別為「杜忠誥」、「李轂摩」所創作，依習慣或特約，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應屬刑法第220條第1項規定之準文書。
　 2、復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目的，除保護文書名義人之法益外，並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行使偽造私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罪即應成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販賣仿冒之光碟片（屬偽造之準私文書），是否成立刑法第216條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因其態樣不一，販賣者是否以偽作真之意思販賣？有無本於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有所主張？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事實認定問題，應依販賣者主觀之意思及客觀之行為，以資審斷。所稱「販賣者主觀上並無以偽作真之意思」，係指販賣者主觀上不知上開具準文書屬性之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係偽造或變造者，或不知依該偽造準文書（仿冒或盜版光碟片）之用法，得以之充為真正文書加以使用而言。如販賣者知悉其所販賣者為仿冒或盜版之光碟片，且知買受者一經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仿冒光碟內容之偽造準文書必當顯現，仍予以出售，將該偽造之準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下，應認係對偽造準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之行使行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至買受者是否知悉其為仿冒品，或仿冒光碟片販售價格之或高或低，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96年台上字第13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行為人主觀上知悉其所販賣、散布之物品上有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且知悉買受者、收受者得以藉由該等仿冒品上偽造或變造之準文書瞭解其所欲表達之內容者，苟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應成立行使偽造準文書罪，至於買受者或收受者是否知行為人所散布之物品為仿冒品，並非所問。
（二）查被告孫永光明知其所散布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書法作品，均屬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其上除起訴書附表編號3、5之書法作品外，其餘分別有「杜忠誥印」，及表示為「李轂摩」之「轂摩」、「轂」或「摩」等之偽造署名、印文等落款，竟仍將該等書法作品予以散布，自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核被告孫永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公訴意旨於論罪欄僅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印文罪，然觀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孫永光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均明知本件書法作品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摹寫重製，其作品上落款處均蓋有被告孫永光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及印文，並由被告莊增福使用其創立LINE「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內利用記事本功能刊登拍賣而行使，致王森福等人下標購買等內容，且偵查中訊問被告孫永光時，即告知其行為並構成偽造文書等犯行，被告孫永光亦陳述認罪等語之情，顯已就被告孫永光所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行起訴，論罪欄僅為漏載甚明，應予補充。
（三）吸收關係：
　　　被告孫永光偽造署押、印文部分均為偽造準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偽造準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四）間接正犯：
　　　被告利用不知情刻印業者偽造告訴人杜忠誥之印文，及示意為告訴人李轂摩之「轂」、「摩」之印章，均為間接正犯。
（五）共同正犯：
　　　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為共犯。　
（六）接續犯：
　　　被告於分別摹擬書法家「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書法作品，並在上開作品落款處分別偽造署名、印文，並交予同案被告莊增福張貼在其設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供群組內特定多數人觀看、下標購買所為，均係於密切接近時地接續為之，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同一法益，各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均應僅以一罪論。
（七）數罪：
　　  被告本件犯行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孫永光為圖小利，明知所摹擬告訴人書法作品均係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以在作品落款處蓋用偽造印文、署押，示意為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刊登在群組內標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2人，造成告訴人2人之損失，欠缺尊重智慧財產權益之正確觀念，所為實不足取，被告孫永光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告訴人2人均表示撤回告訴等犯後態度，有和解書、刑事撤回告訴狀、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等在卷可按，併審酌被告本件犯行處查獲侵害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數量，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所獲得之利益，及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定應執行刑：
　　　按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是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時，除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定外，並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其執行刑。審酌被告本件所為上開2罪，均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犯行，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等均相同，犯罪時間近接，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高，復衡酌刑罰經濟，被告回歸社會需受矯治之程度，以及定執行刑之恤刑本旨等一切情狀，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諭知：
 　1、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執行刑罰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孫永光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其個人為書法作家，竟圖小利，而以本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方式侵害告訴人2人之權益，犯後被告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履行完畢，有被告提出和解書、所刊登道歉聲明之聯合報，及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在卷可按，本院審酌上情，足認被告孫永光因一時失慮而為，犯後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前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惕勵自新。　　　　　　　　　　
四、沒收：
（一）偽造印章、署名、印文：
　　  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孫永光利用不知情刻印店偽造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印文」欄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章共3個，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另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所示分別侵害告訴人杜忠誥、李轂摩2人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即偽造準私文書，分別為附表編號1至17「得標人」欄所示之人購買，已非屬被告孫永光、同案被告莊增福所有，亦非違禁物，自不予宣告沒收，惟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品名」欄所示書法作品落款處分別有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偽造署名」、「偽造印文」欄所示偽造杜忠誥、李轂摩2人之署名、印文共41枚部分，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用之物：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影印杜忠誥書法作品1張、告訴人李轂摩書法2張、被告孫永光持用行動電話1支（廠牌iPHONE13）等物，均為被告孫永光所有，並用來摹擬告訴人2人書法作品使用，及以該行動電話下載通訊軟體LINE與同案被告莊增幅聯繫、傳送本件偽造準私文書之物品使用，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偵查卷第83至90頁），均為供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使用之物，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三）不另為沒收諭知（犯罪所得）：
　 1、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益定有明文。
　 2、被告孫永光就本件犯行，以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7「成交價格」欄所示金額出售，並與同案被告莊增福分別以90％、10％比例分配出售款乙節，業據被告孫永光陳述在卷（偵查卷第161頁），核與同案被告莊增福所述相同（偵查卷第10頁），可徵被告孫永光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但被告孫永光分別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協議給付款項，並在聯合報刊登道歉啟事，如前所述，可認被告孫永光將部分犯罪所得歸還告訴人，且並刊登道歉啟事，如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故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26283號
　　被　　　告　孫永光　男　7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莊增福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號2樓　　　　　　　　　　　　　之8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孫永光、莊增福（上2人所涉違反著作權法及詐欺取財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明知附表所示之書法其上有偽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署名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杜忠誥印」、「轂」、「摩」等印文，屬刑法上之署押及印文，仍共同基於偽造署押、印文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111年間，由孫永光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7樓住處摹寫重製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後，再偽簽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將其於刻印行偽刻之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姓名之印文，蓋用於上開書法作品上，以此方式偽造杜忠誥、李轂摩之落款，再委由LINE暱稱為「藏古山房」之莊增福，使用其創立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前開作品而行使之，致附表所示之王茂森等人，以附表所示之價格下標購買，並依莊增福之指示匯款至其名 下之台北富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由莊增福抽取得標價格之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孫永光所有。嗣經警於網路巡邏時發覺有異，於111年10月30日以新臺幣（下同）1,500元（未含運費80元）拍得附表編號8之書法作品，並針對上開拍賣群組刊登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併送請杜忠誥、李轂摩鑑定結果，確認前揭書法作品均非真跡，遂於112年1月4日上午10時50分許，前往莊增福位於新北市○○區○○街000巷0號2樓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不詳姓名之印章53個；另於112年1月13日上午10時15分許，前往孫永光之上址住處搜索，扣得杜忠誥之作品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杜忠誥、李轂摩告訴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孫永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莊增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時上開時間，受被告孫永光之委託，以「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如附表所示之書法作品，並從得標金額抽取10﹪作為佣金，其餘均歸被告孫永光所有之事實。 3 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於警詢中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4 附件之告訴人杜忠誥、李轂摩被偽造之書法作品及「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照片共65張 證明被告莊增福經營之「藏古雅集line群組收藏拍賣」群組，拍賣如附件所示告訴人2人遭偽造之書法作品，其上均有偽簽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之署名，並蓋有偽刻之「杜忠誥印」、「轂」、「摩」等落款，用以表示該作品係告訴人2人親自書寫之書法原件之事實。  5 附表所示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交易列表1張、LINE暱稱「Wbmr」之手機翻拍照片4張、富邦銀行社子分行111年12月6日北富銀社子字第1110000101號函所附被告莊增福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莊增福提供其名下之富邦銀行帳戶，供買受附表所示偽造書法作品之買家王茂森等人匯款之事實。  6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 證明被告2人偽造告訴人2人之書法作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孫永光、莊增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7條偽造署押、印文罪嫌。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至扣案之偽造告訴人杜忠誥書法作品3幅及影印紙1張、李轂摩之書法作品2幅，均為被告等供犯罪所用之物，併請依法宣告沒收；被告在附表書法作品上，偽簽如附表所示告訴人2人署名共15枚、印文共26枚，請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陳國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雅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拍賣 編號 品名 成交價格 （新臺幣） 得標人 （被害人） 偽造署名 偽造印文 1 55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2 6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王茂森 （Wbmr）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3 111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5,500元 施明輝 無 「杜忠誥印」1枚 4 123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3,500元 劉尚志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5 85 杜忠誥款 書法立軸 2,500元 不明 （委託下標） 無 「杜忠誥印」1枚 6 50 杜忠誥款 書法 1,000元 劉建宏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7 58 杜忠誥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藏古山房 （委託下標）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8 40 杜忠誥款 書法 1,500元 張世傑 杜忠誥1枚 「杜忠誥印」1枚 

9 36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000元 王茂森 （Wbmr）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0 5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1萬1,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1 78 李轂摩款 書法 8,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2 45 李轂摩款 書法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3 62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4 73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3,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5 80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2,0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6 87 李轂摩款 書法 3,500元  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17 115 李轂摩款 書法對聯 7,500元  李轂摩1枚 「轂」、「摩」各1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