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80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高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陳德高與少年乙○○間素不相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

籍詳卷)。陳德高於民國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2分許，行經臺北

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建國南路橋下人行道時，見身穿高中制服之

乙○○迎面走來，其先以左手臂碰觸乙○○，於通過馬路後又回

頭尾隨乙○○，於同日下午4時44分許，陳德高尾隨乙○○至臺

北市○○路0段000號前，其明知乙○○為未成年人，竟基於成年

人故意對未成年人傷害之犯意，利用身體自後方衝撞乙○○，致

乙○○之身體左側撞到旁邊之騎樓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

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被告並爭執其於警詢中證詞之證據能力，而告訴人於本院審

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其於警詢時所為之

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告訴人於警詢時之

證述無證據能力。

二、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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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

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

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

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

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

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

可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

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告訴人於檢察官面前之偵訊筆錄，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

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告訴人於本案偵

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作成之筆錄，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被

告未指出檢察官在偵訊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告訴人

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作證，已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

基本權利，被告辯稱告訴人偵訊時之證詞無證據能力，尚非可

採。

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均具有證據

能力：　

㈠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

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再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

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該項病歷資料係屬醫師於醫療業務

過程中依法所必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每一醫療行為雖屬可分，

但因其接續看診行為而構成整體性之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

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之治療，惟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

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

製作之紀錄文書。依據該病歷資料而製成之診斷證明書，就被

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之證明

之特定目的使用，惟以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

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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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當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

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按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

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

療輔助行為。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

之；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前項紀錄應由該護理

人員執業之機構依醫療法第70條辦理，護理人員法第24條、第

2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

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

依護理人員法之規定製作紀錄，該等紀錄之製作，均屬護理人

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縱係出於訴訟目

的，對護理人員而言，亦係其業務行為之一部分，應屬刑事訴

訟法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㈡準此，前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醫師為告訴人診

療、護理人員為告訴人護理所作成之證明、紀錄文書，為醫

師、護理人員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製作之證明、紀錄文書，足

認該等資料在客觀上均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復無證據顯示

上開資料存有詐偽或虛飾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法自有

證據能力，故被告爭執前述病歷資料之證據能力，自無足採。

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

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

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

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被告答辯：

　告訴人沒有撞到柱子，她沒有受傷，也沒有跌倒，她做的警詢

筆錄不實在，且提供不實的驗傷單給檢察官云云。

㈡本案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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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

前，被告明知告訴人為未成年人，以身體從後方衝撞告訴人等

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

之情節相符（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第101頁至103頁），並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

翻拍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

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在

卷可參（見偵卷第25頁至35頁、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第

49頁至54頁、第65頁至88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告訴人之歷次證詞如次：

　⒈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案發當天我下課後去補習，有穿學校

運動服，沿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我跟被告

是對向走，他用他的左手肘撞擊我的左肩膀。我感覺他是故

意的，我有回頭看他，他就繼續往他的方向前進，我也繼續

往我的方向走。到信義路3段104號騎樓時，有人從後面撞我

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往前，我的手擦撞到騎樓的柱子，我

當下有對旁邊的人說這個人撞我第二次了，但是被告很快的

離開現場，被告沒有說什麼就直接跑走，我不認識被告，這

是第一次遇到他等語（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

　⒉告訴人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從大安森林公園沿著信

義路三段南側人行道步行往東要過建國南路口，一開始在馬

路上，我跟被告面對面路過，一開始有肢體碰撞，他撞到我

的左側肩膀，我以為是不小心撞到，我就繼續往前走，後來

我走到路易莎前面時，突然有人從後面很用力的衝撞我，導

致我往前跌，我的左手手臂撞到旁邊的柱子，後來被告就馬

上跑走。我先打電話給媽媽，跟她說這件事情，接著有路人

幫我報警，我在警局等媽媽到了後，就去醫院驗傷等語（見

本院易字卷第101頁至103頁）。

　⒊質諸告訴人上開證詞，其就案發當日先在信義路三段步行通

過建國南路路口時，與對向走來之被告發生肢體擦撞，不久

後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路易莎咖啡廳前，遭被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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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衝撞，其左手臂因此撞到旁邊之柱子等情節，告訴人於

偵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前後相符，並無矛盾、齟齬

之處，倘非其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

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告訴人前開證詞

之可信度甚高。再參以告訴人與被告間素不相識，其於本院

審理時具結擔保其證詞之憑信性，其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

險，蓄意構陷被告入罪之理。況被告於本院中自承其於案發

當時確實有以身體碰撞告訴人，此部分亦可補強告訴人所證

述之內容為真。

㈣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　

編號 勘驗內容

1 檔案一：

(2024/05/06 16：43：06至16：43：37)

影像拍攝於建國南路與信義路路口，被告沿信義路三段

往畫面右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1】，並

消失於畫面右側。

（2024/05/06 16：43：38至16：43：58）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

南路路口【截圖2】，後消失於畫面左側。

（2024/05/06 16：43：59至16：44：08）

被告折回沿信義路三段（與告訴人同方向）小跑步移動

【截圖3】，並穿越建國南路路口而消失於畫面左側。

2 檔案二：

(2024/05/06 16：42：52至16：43：34)

告訴人走至信義路三段與建國南路路口停下，等待交通

號誌，再朝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

路路口【截圖4】。

(2024/05/0616：43：35至16：44：04)

被告出現於畫面左側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

越建國南路路口，中途回頭看了一眼，後繼續向前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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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開勘驗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

44頁），並有勘驗影片之截圖照片足佐（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

至54頁），上揭勘驗內容亦與告訴人指述之情節吻合，自足以

補強告訴人前述證詞。由上可知，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

行人穿越道時，被告以左手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被告過馬路

後，又折返往告訴人之方向跑去，再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前，

被告從後方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之身體再撞擊左側

之柱子，被告主觀上顯然具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至為明確。

㈤復參以告訴人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上開地點遭被告

衝撞後，旋於同日下午6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聯合醫院急診就

醫，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

傷害，並於同日下午7時51分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行人穿越道盡頭，轉身往反方向注視，隨即以小跑步折

返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5】，消失於畫面左側。

3 檔案三：

(2024/05/06 16：43：10至16：44：09)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至建國高架

橋下之紅磚道，與自對向走來之被告交會時，被告伸出

左手肘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並繼續向前走【截圖6】，

告訴人轉頭看被告一眼後繼續往前走，被告行走至行人

穿越道中途亦轉頭看，接著走至行人穿越道對面後轉

身，折回原來路徑朝告訴人行走方向小跑步【截圖7】。

4 檔案四：

(2024/05/06 16：44：06至16：44：39)

鏡頭架設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店內，告訴人行經店外時，

被告自後方跑來，並以身體右側衝撞告訴人之背部，導

致告訴人整個身體突然快速衝撞左側的柱子，左手撞到

柱子【截圖8、9】，並因此重心不穩踉蹌幾步【截圖1

0】，待告訴人站定，轉身注視被告，被告則離開現場，

並朝反方向跑步消失於畫面【截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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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街派出所報案等情，有臺北市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

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調查筆錄上記載之詢問時間存卷可

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5頁至88頁、偵卷第13頁），足認告訴人

就醫、報警之時間緊接連貫，其所述遭被告傷害之身體部位亦

與醫師依專業診斷後，認其受有上開傷勢相契合。復對照告訴

人之傷勢情形，與其指述遭被告以後方撞擊導致其左手臂撞到

柱子之傷口部位一致，益徵告訴人指述其所受之傷害係被告之

行為所致一事為真，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㈥被告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告訴人於上開時、地遭被告從後方撞擊，造成告訴人之左手臂

撞到旁邊之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

腫等傷害，有上述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足

以證明告訴人確因被告之行為受有傷害，被告執稱告訴人沒有

受傷云云，顯非可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確以前述方式傷害告訴人，並

致告訴人受有上揭傷勢等事實，堪予認定，被告之辯詞均屬臨

訟卸責之詞，非可信取。準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

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而告訴人為97年2月間生，於案發時係未滿1

8歲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

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加重其刑。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互不相識，其因不明原因，以身體衝撞告

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顯見被告之法治觀念薄弱，

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亦有不足，復未能尊重他人身體法

益，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

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損失，並不斷指責告訴人，犯後態度難認

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倉儲管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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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約3萬多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108

頁），併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情

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被告所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結果，法定最重本刑已達有期徒刑7年6

月，故被告縱受有期徒刑6月之宣告，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前

段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自不得易科罰金，無從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繼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林奕宏

　　　　　　　　　

　　　　　　　　　　　　　　　　　　法　官　林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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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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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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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高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8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高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陳德高與少年乙○○間素不相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德高於民國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2分許，行經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建國南路橋下人行道時，見身穿高中制服之乙○○迎面走來，其先以左手臂碰觸乙○○，於通過馬路後又回頭尾隨乙○○，於同日下午4時44分許，陳德高尾隨乙○○至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其明知乙○○為未成年人，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未成年人傷害之犯意，利用身體自後方衝撞乙○○，致乙○○之身體左側撞到旁邊之騎樓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並爭執其於警詢中證詞之證據能力，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二、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告訴人於檢察官面前之偵訊筆錄，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告訴人於本案偵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作成之筆錄，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被告未指出檢察官在偵訊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作證，已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基本權利，被告辯稱告訴人偵訊時之證詞無證據能力，尚非可採。
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再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該項病歷資料係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依法所必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每一醫療行為雖屬可分，但因其接續看診行為而構成整體性之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之治療，惟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依據該病歷資料而製成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之證明之特定目的使用，惟以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要與通常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當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前項紀錄應由該護理人員執業之機構依醫療法第70條辦理，護理人員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依護理人員法之規定製作紀錄，該等紀錄之製作，均屬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縱係出於訴訟目的，對護理人員而言，亦係其業務行為之一部分，應屬刑事訴訟法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㈡準此，前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醫師為告訴人診療、護理人員為告訴人護理所作成之證明、紀錄文書，為醫師、護理人員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製作之證明、紀錄文書，足認該等資料在客觀上均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復無證據顯示上開資料存有詐偽或虛飾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法自有證據能力，故被告爭執前述病歷資料之證據能力，自無足採。
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被告答辯：
　告訴人沒有撞到柱子，她沒有受傷，也沒有跌倒，她做的警詢筆錄不實在，且提供不實的驗傷單給檢察官云云。
㈡本案客觀事實：
　被告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被告明知告訴人為未成年人，以身體從後方衝撞告訴人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第101頁至103頁），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5頁至35頁、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第49頁至54頁、第65頁至88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告訴人之歷次證詞如次：
　⒈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案發當天我下課後去補習，有穿學校運動服，沿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我跟被告是對向走，他用他的左手肘撞擊我的左肩膀。我感覺他是故意的，我有回頭看他，他就繼續往他的方向前進，我也繼續往我的方向走。到信義路3段104號騎樓時，有人從後面撞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往前，我的手擦撞到騎樓的柱子，我當下有對旁邊的人說這個人撞我第二次了，但是被告很快的離開現場，被告沒有說什麼就直接跑走，我不認識被告，這是第一次遇到他等語（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
　⒉告訴人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從大安森林公園沿著信義路三段南側人行道步行往東要過建國南路口，一開始在馬路上，我跟被告面對面路過，一開始有肢體碰撞，他撞到我的左側肩膀，我以為是不小心撞到，我就繼續往前走，後來我走到路易莎前面時，突然有人從後面很用力的衝撞我，導致我往前跌，我的左手手臂撞到旁邊的柱子，後來被告就馬上跑走。我先打電話給媽媽，跟她說這件事情，接著有路人幫我報警，我在警局等媽媽到了後，就去醫院驗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1頁至103頁）。
　⒊質諸告訴人上開證詞，其就案發當日先在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與對向走來之被告發生肢體擦撞，不久後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路易莎咖啡廳前，遭被告從後方衝撞，其左手臂因此撞到旁邊之柱子等情節，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前後相符，並無矛盾、齟齬之處，倘非其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告訴人前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再參以告訴人與被告間素不相識，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擔保其證詞之憑信性，其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蓄意構陷被告入罪之理。況被告於本院中自承其於案發當時確實有以身體碰撞告訴人，此部分亦可補強告訴人所證述之內容為真。
㈣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　
		編號

		勘驗內容



		1

		檔案一：
(2024/05/06 16：43：06至16：43：37)
影像拍攝於建國南路與信義路路口，被告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右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1】，並消失於畫面右側。
（2024/05/06 16：43：38至16：43：58）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2】，後消失於畫面左側。
（2024/05/06 16：43：59至16：44：08）
被告折回沿信義路三段（與告訴人同方向）小跑步移動【截圖3】，並穿越建國南路路口而消失於畫面左側。



		2

		檔案二：
(2024/05/06 16：42：52至16：43：34)
告訴人走至信義路三段與建國南路路口停下，等待交通號誌，再朝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4】。
(2024/05/0616：43：35至16：44：04)
被告出現於畫面左側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中途回頭看了一眼，後繼續向前行至行人穿越道盡頭，轉身往反方向注視，隨即以小跑步折返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5】，消失於畫面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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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三：
(2024/05/06 16：43：10至16：44：09)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至建國高架橋下之紅磚道，與自對向走來之被告交會時，被告伸出左手肘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並繼續向前走【截圖6】，告訴人轉頭看被告一眼後繼續往前走，被告行走至行人穿越道中途亦轉頭看，接著走至行人穿越道對面後轉身，折回原來路徑朝告訴人行走方向小跑步【截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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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四：
(2024/05/06 16：44：06至16：44：39)
鏡頭架設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店內，告訴人行經店外時，被告自後方跑來，並以身體右側衝撞告訴人之背部，導致告訴人整個身體突然快速衝撞左側的柱子，左手撞到柱子【截圖8、9】，並因此重心不穩踉蹌幾步【截圖10】，待告訴人站定，轉身注視被告，被告則離開現場，並朝反方向跑步消失於畫面【截圖11】。







　前開勘驗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並有勘驗影片之截圖照片足佐（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至54頁），上揭勘驗內容亦與告訴人指述之情節吻合，自足以補強告訴人前述證詞。由上可知，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時，被告以左手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被告過馬路後，又折返往告訴人之方向跑去，再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前，被告從後方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之身體再撞擊左側之柱子，被告主觀上顯然具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至為明確。
㈤復參以告訴人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上開地點遭被告衝撞後，旋於同日下午6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聯合醫院急診就醫，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並於同日下午7時51分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報案等情，有臺北市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調查筆錄上記載之詢問時間存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5頁至88頁、偵卷第13頁），足認告訴人就醫、報警之時間緊接連貫，其所述遭被告傷害之身體部位亦與醫師依專業診斷後，認其受有上開傷勢相契合。復對照告訴人之傷勢情形，與其指述遭被告以後方撞擊導致其左手臂撞到柱子之傷口部位一致，益徵告訴人指述其所受之傷害係被告之行為所致一事為真，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㈥被告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告訴人於上開時、地遭被告從後方撞擊，造成告訴人之左手臂撞到旁邊之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有上述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足以證明告訴人確因被告之行為受有傷害，被告執稱告訴人沒有受傷云云，顯非可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確以前述方式傷害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有上揭傷勢等事實，堪予認定，被告之辯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非可信取。準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而告訴人為97年2月間生，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互不相識，其因不明原因，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顯見被告之法治觀念薄弱，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亦有不足，復未能尊重他人身體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損失，並不斷指責告訴人，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倉儲管理業、月薪約3萬多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108頁），併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被告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結果，法定最重本刑已達有期徒刑7年6月，故被告縱受有期徒刑6月之宣告，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自不得易科罰金，無從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繼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林奕宏
　　　　　　　　　
　　　　　　　　　　　　　　　　　　法　官　林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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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高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80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高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陳德高與少年乙○○間素不相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
詳卷)。陳德高於民國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2分許，行經臺北市
大安區信義路3段建國南路橋下人行道時，見身穿高中制服之乙○
○迎面走來，其先以左手臂碰觸乙○○，於通過馬路後又回頭尾隨
乙○○，於同日下午4時44分許，陳德高尾隨乙○○至臺北市○○路0段
000號前，其明知乙○○為未成年人，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未成年
人傷害之犯意，利用身體自後方衝撞乙○○，致乙○○之身體左側撞
到旁邊之騎樓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
腫等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被告並爭執其於警詢中證詞之證據能力，而告訴人於本院審
    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其於警詢時所為之
    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告訴人於警詢時之
    證述無證據能力。
二、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屬
  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
  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
  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
  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
  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
  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
  不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告訴人於檢察官面前之偵訊筆錄，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
  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告訴人於本案偵
  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作成之筆錄，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被
  告未指出檢察官在偵訊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告訴人
  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作證，已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
  基本權利，被告辯稱告訴人偵訊時之證詞無證據能力，尚非可
  採。
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均具有證據
    能力：　
㈠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
  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再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
  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該項病歷資料係屬醫師於醫療業務
  過程中依法所必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每一醫療行為雖屬可分，
  但因其接續看診行為而構成整體性之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
  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之治療，惟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
  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
  製作之紀錄文書。依據該病歷資料而製成之診斷證明書，就被
  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之證明
  之特定目的使用，惟以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
  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要與
  通常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當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
  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按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
  輔助行為。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前項紀錄應由該護理人員
  執業之機構依醫療法第70條辦理，護理人員法第24條、第25條
  分別定有明文。是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
  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依護
  理人員法之規定製作紀錄，該等紀錄之製作，均屬護理人員於
  執行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縱係出於訴訟目的，對
  護理人員而言，亦係其業務行為之一部分，應屬刑事訴訟法所
  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㈡準此，前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醫師為告訴人診療
  、護理人員為告訴人護理所作成之證明、紀錄文書，為醫師、
  護理人員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製作之證明、紀錄文書，足認該
  等資料在客觀上均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復無證據顯示上開
  資料存有詐偽或虛飾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法自有證據
  能力，故被告爭執前述病歷資料之證據能力，自無足採。
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
    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
    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
    ，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被告答辯：
　告訴人沒有撞到柱子，她沒有受傷，也沒有跌倒，她做的警詢
  筆錄不實在，且提供不實的驗傷單給檢察官云云。
㈡本案客觀事實：
　被告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
  ，被告明知告訴人為未成年人，以身體從後方衝撞告訴人等事
  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
  情節相符（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第101頁至103頁），並有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
  拍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1
  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在卷
  可參（見偵卷第25頁至35頁、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第49
  頁至54頁、第65頁至88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告訴人之歷次證詞如次：
　⒈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案發當天我下課後去補習，有穿學校
    運動服，沿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我跟被告
    是對向走，他用他的左手肘撞擊我的左肩膀。我感覺他是故
    意的，我有回頭看他，他就繼續往他的方向前進，我也繼續
    往我的方向走。到信義路3段104號騎樓時，有人從後面撞我
    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往前，我的手擦撞到騎樓的柱子，我
    當下有對旁邊的人說這個人撞我第二次了，但是被告很快的
    離開現場，被告沒有說什麼就直接跑走，我不認識被告，這
    是第一次遇到他等語（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
　⒉告訴人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從大安森林公園沿著信
    義路三段南側人行道步行往東要過建國南路口，一開始在馬
    路上，我跟被告面對面路過，一開始有肢體碰撞，他撞到我
    的左側肩膀，我以為是不小心撞到，我就繼續往前走，後來
    我走到路易莎前面時，突然有人從後面很用力的衝撞我，導
    致我往前跌，我的左手手臂撞到旁邊的柱子，後來被告就馬
    上跑走。我先打電話給媽媽，跟她說這件事情，接著有路人
    幫我報警，我在警局等媽媽到了後，就去醫院驗傷等語（見
    本院易字卷第101頁至103頁）。
　⒊質諸告訴人上開證詞，其就案發當日先在信義路三段步行通
    過建國南路路口時，與對向走來之被告發生肢體擦撞，不久
    後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路易莎咖啡廳前，遭被告從後
    方衝撞，其左手臂因此撞到旁邊之柱子等情節，告訴人於偵
    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前後相符，並無矛盾、齟齬之
    處，倘非其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
    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告訴人前開證詞之可
    信度甚高。再參以告訴人與被告間素不相識，其於本院審理
    時具結擔保其證詞之憑信性，其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蓄
    意構陷被告入罪之理。況被告於本院中自承其於案發當時確
    實有以身體碰撞告訴人，此部分亦可補強告訴人所證述之內
    容為真。
㈣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　
編號 勘驗內容 1 檔案一： (2024/05/06 16：43：06至16：43：37) 影像拍攝於建國南路與信義路路口，被告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右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1】，並消失於畫面右側。 （2024/05/06 16：43：38至16：43：58）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2】，後消失於畫面左側。 （2024/05/06 16：43：59至16：44：08） 被告折回沿信義路三段（與告訴人同方向）小跑步移動【截圖3】，並穿越建國南路路口而消失於畫面左側。 2 檔案二： (2024/05/06 16：42：52至16：43：34) 告訴人走至信義路三段與建國南路路口停下，等待交通號誌，再朝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4】。 (2024/05/0616：43：35至16：44：04) 被告出現於畫面左側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中途回頭看了一眼，後繼續向前行至行人穿越道盡頭，轉身往反方向注視，隨即以小跑步折返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5】，消失於畫面左側。 3 檔案三： (2024/05/06 16：43：10至16：44：09)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至建國高架橋下之紅磚道，與自對向走來之被告交會時，被告伸出左手肘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並繼續向前走【截圖6】，告訴人轉頭看被告一眼後繼續往前走，被告行走至行人穿越道中途亦轉頭看，接著走至行人穿越道對面後轉身，折回原來路徑朝告訴人行走方向小跑步【截圖7】。 4 檔案四： (2024/05/06 16：44：06至16：44：39) 鏡頭架設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店內，告訴人行經店外時，被告自後方跑來，並以身體右側衝撞告訴人之背部，導致告訴人整個身體突然快速衝撞左側的柱子，左手撞到柱子【截圖8、9】，並因此重心不穩踉蹌幾步【截圖10】，待告訴人站定，轉身注視被告，被告則離開現場，並朝反方向跑步消失於畫面【截圖11】。 
　前開勘驗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
  44頁），並有勘驗影片之截圖照片足佐（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
  至54頁），上揭勘驗內容亦與告訴人指述之情節吻合，自足以
  補強告訴人前述證詞。由上可知，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
  行人穿越道時，被告以左手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被告過馬路
  後，又折返往告訴人之方向跑去，再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前，
  被告從後方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之身體再撞擊左側
  之柱子，被告主觀上顯然具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至為明確。
㈤復參以告訴人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上開地點遭被告
  衝撞後，旋於同日下午6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聯合醫院急診就
  醫，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
  傷害，並於同日下午7時51分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瑞安街派出所報案等情，有臺北市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
  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調查筆錄上記載之詢問時間存卷可
  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5頁至88頁、偵卷第13頁），足認告訴人
  就醫、報警之時間緊接連貫，其所述遭被告傷害之身體部位亦
  與醫師依專業診斷後，認其受有上開傷勢相契合。復對照告訴
  人之傷勢情形，與其指述遭被告以後方撞擊導致其左手臂撞到
  柱子之傷口部位一致，益徵告訴人指述其所受之傷害係被告之
  行為所致一事為真，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㈥被告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告訴人於上開時、地遭被告從後方撞擊，造成告訴人之左手臂
  撞到旁邊之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
  腫等傷害，有上述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足
  以證明告訴人確因被告之行為受有傷害，被告執稱告訴人沒有
  受傷云云，顯非可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確以前述方式傷害告訴人，並
  致告訴人受有上揭傷勢等事實，堪予認定，被告之辯詞均屬臨
  訟卸責之詞，非可信取。準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
  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而告訴人為97年2月間生，於案發時係未滿18
  歲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
  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加重其刑。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互不相識，其因不明原因，以身體衝撞告
  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顯見被告之法治觀念薄弱，
  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亦有不足，復未能尊重他人身體法益
  ，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
  達成調解，賠償其損失，並不斷指責告訴人，犯後態度難認良
  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倉儲管理業、月
  薪約3萬多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108頁），
  併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情形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被告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
  之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加重其刑之結果，法定最重本刑已達有期徒刑7年6月，故被告
  縱受有期徒刑6月之宣告，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易
  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自不得易科罰金，無從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繼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林奕宏
　　　　　　　　　
　　　　　　　　　　　　　　　　　　法　官　林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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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高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8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高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陳德高與少年乙○○間素不相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德高於民國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2分許，行經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建國南路橋下人行道時，見身穿高中制服之乙○○迎面走來，其先以左手臂碰觸乙○○，於通過馬路後又回頭尾隨乙○○，於同日下午4時44分許，陳德高尾隨乙○○至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其明知乙○○為未成年人，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未成年人傷害之犯意，利用身體自後方衝撞乙○○，致乙○○之身體左側撞到旁邊之騎樓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並爭執其於警詢中證詞之證據能力，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二、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告訴人於檢察官面前之偵訊筆錄，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告訴人於本案偵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作成之筆錄，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被告未指出檢察官在偵訊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作證，已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基本權利，被告辯稱告訴人偵訊時之證詞無證據能力，尚非可採。
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再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該項病歷資料係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依法所必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每一醫療行為雖屬可分，但因其接續看診行為而構成整體性之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之治療，惟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依據該病歷資料而製成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之證明之特定目的使用，惟以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要與通常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當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前項紀錄應由該護理人員執業之機構依醫療法第70條辦理，護理人員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依護理人員法之規定製作紀錄，該等紀錄之製作，均屬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縱係出於訴訟目的，對護理人員而言，亦係其業務行為之一部分，應屬刑事訴訟法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㈡準此，前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醫師為告訴人診療、護理人員為告訴人護理所作成之證明、紀錄文書，為醫師、護理人員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製作之證明、紀錄文書，足認該等資料在客觀上均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復無證據顯示上開資料存有詐偽或虛飾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法自有證據能力，故被告爭執前述病歷資料之證據能力，自無足採。
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被告答辯：
　告訴人沒有撞到柱子，她沒有受傷，也沒有跌倒，她做的警詢筆錄不實在，且提供不實的驗傷單給檢察官云云。
㈡本案客觀事實：
　被告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被告明知告訴人為未成年人，以身體從後方衝撞告訴人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第101頁至103頁），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5頁至35頁、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第49頁至54頁、第65頁至88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告訴人之歷次證詞如次：
　⒈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案發當天我下課後去補習，有穿學校運動服，沿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我跟被告是對向走，他用他的左手肘撞擊我的左肩膀。我感覺他是故意的，我有回頭看他，他就繼續往他的方向前進，我也繼續往我的方向走。到信義路3段104號騎樓時，有人從後面撞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往前，我的手擦撞到騎樓的柱子，我當下有對旁邊的人說這個人撞我第二次了，但是被告很快的離開現場，被告沒有說什麼就直接跑走，我不認識被告，這是第一次遇到他等語（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
　⒉告訴人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從大安森林公園沿著信義路三段南側人行道步行往東要過建國南路口，一開始在馬路上，我跟被告面對面路過，一開始有肢體碰撞，他撞到我的左側肩膀，我以為是不小心撞到，我就繼續往前走，後來我走到路易莎前面時，突然有人從後面很用力的衝撞我，導致我往前跌，我的左手手臂撞到旁邊的柱子，後來被告就馬上跑走。我先打電話給媽媽，跟她說這件事情，接著有路人幫我報警，我在警局等媽媽到了後，就去醫院驗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1頁至103頁）。
　⒊質諸告訴人上開證詞，其就案發當日先在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與對向走來之被告發生肢體擦撞，不久後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路易莎咖啡廳前，遭被告從後方衝撞，其左手臂因此撞到旁邊之柱子等情節，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前後相符，並無矛盾、齟齬之處，倘非其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告訴人前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再參以告訴人與被告間素不相識，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擔保其證詞之憑信性，其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蓄意構陷被告入罪之理。況被告於本院中自承其於案發當時確實有以身體碰撞告訴人，此部分亦可補強告訴人所證述之內容為真。
㈣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　
		編號

		勘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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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一：
(2024/05/06 16：43：06至16：43：37)
影像拍攝於建國南路與信義路路口，被告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右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1】，並消失於畫面右側。
（2024/05/06 16：43：38至16：43：58）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2】，後消失於畫面左側。
（2024/05/06 16：43：59至16：44：08）
被告折回沿信義路三段（與告訴人同方向）小跑步移動【截圖3】，並穿越建國南路路口而消失於畫面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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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二：
(2024/05/06 16：42：52至16：43：34)
告訴人走至信義路三段與建國南路路口停下，等待交通號誌，再朝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4】。
(2024/05/0616：43：35至16：44：04)
被告出現於畫面左側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中途回頭看了一眼，後繼續向前行至行人穿越道盡頭，轉身往反方向注視，隨即以小跑步折返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5】，消失於畫面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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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三：
(2024/05/06 16：43：10至16：44：09)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至建國高架橋下之紅磚道，與自對向走來之被告交會時，被告伸出左手肘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並繼續向前走【截圖6】，告訴人轉頭看被告一眼後繼續往前走，被告行走至行人穿越道中途亦轉頭看，接著走至行人穿越道對面後轉身，折回原來路徑朝告訴人行走方向小跑步【截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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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四：
(2024/05/06 16：44：06至16：44：39)
鏡頭架設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店內，告訴人行經店外時，被告自後方跑來，並以身體右側衝撞告訴人之背部，導致告訴人整個身體突然快速衝撞左側的柱子，左手撞到柱子【截圖8、9】，並因此重心不穩踉蹌幾步【截圖10】，待告訴人站定，轉身注視被告，被告則離開現場，並朝反方向跑步消失於畫面【截圖11】。







　前開勘驗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並有勘驗影片之截圖照片足佐（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至54頁），上揭勘驗內容亦與告訴人指述之情節吻合，自足以補強告訴人前述證詞。由上可知，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時，被告以左手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被告過馬路後，又折返往告訴人之方向跑去，再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前，被告從後方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之身體再撞擊左側之柱子，被告主觀上顯然具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至為明確。
㈤復參以告訴人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上開地點遭被告衝撞後，旋於同日下午6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聯合醫院急診就醫，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並於同日下午7時51分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報案等情，有臺北市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調查筆錄上記載之詢問時間存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5頁至88頁、偵卷第13頁），足認告訴人就醫、報警之時間緊接連貫，其所述遭被告傷害之身體部位亦與醫師依專業診斷後，認其受有上開傷勢相契合。復對照告訴人之傷勢情形，與其指述遭被告以後方撞擊導致其左手臂撞到柱子之傷口部位一致，益徵告訴人指述其所受之傷害係被告之行為所致一事為真，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㈥被告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告訴人於上開時、地遭被告從後方撞擊，造成告訴人之左手臂撞到旁邊之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有上述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足以證明告訴人確因被告之行為受有傷害，被告執稱告訴人沒有受傷云云，顯非可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確以前述方式傷害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有上揭傷勢等事實，堪予認定，被告之辯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非可信取。準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而告訴人為97年2月間生，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互不相識，其因不明原因，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顯見被告之法治觀念薄弱，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亦有不足，復未能尊重他人身體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損失，並不斷指責告訴人，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倉儲管理業、月薪約3萬多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108頁），併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被告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結果，法定最重本刑已達有期徒刑7年6月，故被告縱受有期徒刑6月之宣告，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自不得易科罰金，無從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繼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林奕宏
　　　　　　　　　
　　　　　　　　　　　　　　　　　　法　官　林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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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高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8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高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陳德高與少年乙○○間素不相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德高於民國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2分許，行經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建國南路橋下人行道時，見身穿高中制服之乙○○迎面走來，其先以左手臂碰觸乙○○，於通過馬路後又回頭尾隨乙○○，於同日下午4時44分許，陳德高尾隨乙○○至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其明知乙○○為未成年人，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未成年人傷害之犯意，利用身體自後方衝撞乙○○，致乙○○之身體左側撞到旁邊之騎樓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並爭執其於警詢中證詞之證據能力，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二、告訴人於偵訊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告訴人於檢察官面前之偵訊筆錄，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告訴人於本案偵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作成之筆錄，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被告未指出檢察官在偵訊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作證，已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基本權利，被告辯稱告訴人偵訊時之證詞無證據能力，尚非可採。
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㈠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再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該項病歷資料係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依法所必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每一醫療行為雖屬可分，但因其接續看診行為而構成整體性之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而尋求醫師之治療，惟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依據該病歷資料而製成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之證明之特定目的使用，惟以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要與通常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當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前項紀錄應由該護理人員執業之機構依醫療法第70條辦理，護理人員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依護理人員法之規定製作紀錄，該等紀錄之製作，均屬護理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縱係出於訴訟目的，對護理人員而言，亦係其業務行為之一部分，應屬刑事訴訟法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㈡準此，前開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為醫師為告訴人診療、護理人員為告訴人護理所作成之證明、紀錄文書，為醫師、護理人員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製作之證明、紀錄文書，足認該等資料在客觀上均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復無證據顯示上開資料存有詐偽或虛飾情事而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法自有證據能力，故被告爭執前述病歷資料之證據能力，自無足採。
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被告答辯：
　告訴人沒有撞到柱子，她沒有受傷，也沒有跌倒，她做的警詢筆錄不實在，且提供不實的驗傷單給檢察官云云。
㈡本案客觀事實：
　被告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臺北市○○路0段000號前，被告明知告訴人為未成年人，以身體從後方衝撞告訴人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第101頁至103頁），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5頁至35頁、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第49頁至54頁、第65頁至88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告訴人之歷次證詞如次：
　⒈告訴人於偵訊時證述：案發當天我下課後去補習，有穿學校運動服，沿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我跟被告是對向走，他用他的左手肘撞擊我的左肩膀。我感覺他是故意的，我有回頭看他，他就繼續往他的方向前進，我也繼續往我的方向走。到信義路3段104號騎樓時，有人從後面撞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往前，我的手擦撞到騎樓的柱子，我當下有對旁邊的人說這個人撞我第二次了，但是被告很快的離開現場，被告沒有說什麼就直接跑走，我不認識被告，這是第一次遇到他等語（見偵卷第55頁至56頁）。
　⒉告訴人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從大安森林公園沿著信義路三段南側人行道步行往東要過建國南路口，一開始在馬路上，我跟被告面對面路過，一開始有肢體碰撞，他撞到我的左側肩膀，我以為是不小心撞到，我就繼續往前走，後來我走到路易莎前面時，突然有人從後面很用力的衝撞我，導致我往前跌，我的左手手臂撞到旁邊的柱子，後來被告就馬上跑走。我先打電話給媽媽，跟她說這件事情，接著有路人幫我報警，我在警局等媽媽到了後，就去醫院驗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1頁至103頁）。
　⒊質諸告訴人上開證詞，其就案發當日先在信義路三段步行通過建國南路路口時，與對向走來之被告發生肢體擦撞，不久後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路易莎咖啡廳前，遭被告從後方衝撞，其左手臂因此撞到旁邊之柱子等情節，告訴人於偵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前後相符，並無矛盾、齟齬之處，倘非其親身經歷，自無可能就上述情節，始終為詳實、一致之陳述，無渲染、誇飾之處，堪認告訴人前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再參以告訴人與被告間素不相識，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擔保其證詞之憑信性，其應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蓄意構陷被告入罪之理。況被告於本院中自承其於案發當時確實有以身體碰撞告訴人，此部分亦可補強告訴人所證述之內容為真。
㈣案發地點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　
編號 勘驗內容 1 檔案一： (2024/05/06 16：43：06至16：43：37) 影像拍攝於建國南路與信義路路口，被告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右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1】，並消失於畫面右側。 （2024/05/06 16：43：38至16：43：58）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往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欲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2】，後消失於畫面左側。 （2024/05/06 16：43：59至16：44：08） 被告折回沿信義路三段（與告訴人同方向）小跑步移動【截圖3】，並穿越建國南路路口而消失於畫面左側。 2 檔案二： (2024/05/06 16：42：52至16：43：34) 告訴人走至信義路三段與建國南路路口停下，等待交通號誌，再朝畫面左側方向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4】。 (2024/05/0616：43：35至16：44：04) 被告出現於畫面左側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穿越建國南路路口，中途回頭看了一眼，後繼續向前行至行人穿越道盡頭，轉身往反方向注視，隨即以小跑步折返穿越建國南路路口【截圖5】，消失於畫面左側。 3 檔案三： (2024/05/06 16：43：10至16：44：09) 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至建國高架橋下之紅磚道，與自對向走來之被告交會時，被告伸出左手肘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並繼續向前走【截圖6】，告訴人轉頭看被告一眼後繼續往前走，被告行走至行人穿越道中途亦轉頭看，接著走至行人穿越道對面後轉身，折回原來路徑朝告訴人行走方向小跑步【截圖7】。 4 檔案四： (2024/05/06 16：44：06至16：44：39) 鏡頭架設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店內，告訴人行經店外時，被告自後方跑來，並以身體右側衝撞告訴人之背部，導致告訴人整個身體突然快速衝撞左側的柱子，左手撞到柱子【截圖8、9】，並因此重心不穩踉蹌幾步【截圖10】，待告訴人站定，轉身注視被告，被告則離開現場，並朝反方向跑步消失於畫面【截圖11】。 
　前開勘驗內容，有本院勘驗筆錄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至44頁），並有勘驗影片之截圖照片足佐（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至54頁），上揭勘驗內容亦與告訴人指述之情節吻合，自足以補強告訴人前述證詞。由上可知，告訴人沿信義路三段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時，被告以左手觸碰告訴人之左手臂，被告過馬路後，又折返往告訴人之方向跑去，再於信義路三段104號前，被告從後方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之身體再撞擊左側之柱子，被告主觀上顯然具有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至為明確。
㈤復參以告訴人於113年5月6日下午4時44分許在上開地點遭被告衝撞後，旋於同日下午6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聯合醫院急診就醫，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並於同日下午7時51分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報案等情，有臺北市聯合醫院114年1月2日北市醫仁字第1133082730號函暨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街派出所調查筆錄上記載之詢問時間存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65頁至88頁、偵卷第13頁），足認告訴人就醫、報警之時間緊接連貫，其所述遭被告傷害之身體部位亦與醫師依專業診斷後，認其受有上開傷勢相契合。復對照告訴人之傷勢情形，與其指述遭被告以後方撞擊導致其左手臂撞到柱子之傷口部位一致，益徵告訴人指述其所受之傷害係被告之行為所致一事為真，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㈥被告之辯詞不可採之理由：
　告訴人於上開時、地遭被告從後方撞擊，造成告訴人之左手臂撞到旁邊之柱子，而受有左前臂背側5*1公分擦傷及6*2公分血腫等傷害，有上述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業經本院說明如前，足以證明告訴人確因被告之行為受有傷害，被告執稱告訴人沒有受傷云云，顯非可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確以前述方式傷害告訴人，並致告訴人受有上揭傷勢等事實，堪予認定，被告之辯詞均屬臨訟卸責之詞，非可信取。準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為成年人，而告訴人為97年2月間生，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互不相識，其因不明原因，以身體衝撞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顯見被告之法治觀念薄弱，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亦有不足，復未能尊重他人身體法益，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損失，並不斷指責告訴人，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倉儲管理業、月薪約3萬多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108頁），併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情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被告所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結果，法定最重本刑已達有期徒刑7年6月，故被告縱受有期徒刑6月之宣告，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自不得易科罰金，無從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繼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解怡蕙
　　　　　　　　　
　　　　　　　　　　　　　　　　　　法　官　林奕宏
　　　　　　　　　
　　　　　　　　　　　　　　　　　　法　官　林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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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俶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