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75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文廣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

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其他上訴駁回。

前項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是科刑及沒收事項已可不

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

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

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

認原審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僅上訴人即被告文廣智（下稱被

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

示：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均無意見，僅

就量刑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本院

卷第88、110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及沒收事項提

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及沒收妥適

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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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故本院係依原審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

罪之犯罪事實據以審查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並逕予引用第

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本案係依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及

沒收妥適與否：　　

　㈠原審認定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其所犯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

33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同院以10

9年度簡上字第867後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民國110年3月24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復因竊盜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以111年度基簡字第46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2年3

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31至62頁），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並審酌被

告故意犯竊盜罪，與前案中之竊盜案件同罪質，且執行徒刑

完畢未幾，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節制控管，卻再犯相同

罪質之犯罪，顯見其漠視法規秩序，對刑罰執行未生警惕、

教化之法效果，仍反覆為同一類型之犯罪，守法意識及對刑

罰反應力較薄弱，經審酌其前科情形及本案犯罪情節，權衡

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達成

和解，並依條件履行，希望從輕量刑，並請求不予宣告沒收

犯罪所得等語。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

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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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

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

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

年，卻不思循正途獲取所需，反企圖不勞而獲，恣意竊取賣

場貨架上之酒類，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

該；惟念及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因

告訴人未到庭而無法協商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

動機、目的、手段、各次所竊得之財物價值、前有多次竊盜

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不包括構成累犯之前案），暨其

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餐飲業、月薪約3萬5000

元、已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有期徒刑4月、3月，併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綜上各節，足認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量刑審酌原則而為裁量

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

形，且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經以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

重後，原審所為之量刑已屬量處低度刑，縱令被告於本院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與原審量刑情狀有所不同，而應

於量刑時將此情事予以一併考量，仍無從更易原審就本案所

量處之刑度。據上，被告以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

量刑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諭知沒

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高粱特

優5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固屬卓見。惟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

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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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

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

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

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

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

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查本案被告所犯前開2罪，均為

竊盜罪，犯罪型態、手段、動機及所侵害法益相類，責任非

難重複程度高；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並依和解筆錄內容給付告訴人3萬元，有本院和解筆

錄、付款明細及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

第85、115及117頁），是原判決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

稍嫌過重，稍有未洽。又被告給付告訴人之賠償金額3萬

元，已高於其因本案竊盜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

盒、金門高粱特優5瓶之價值1萬1147元（7497元+3650

元），如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仍予以沒收及追徵，有過苛之

虞，而無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是被告此部分上

訴，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

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罪質相同，犯罪情節、行為態

樣、手段與動機同一，以數罪方式量刑，對其責任重複非難

之程度較高，且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全部

履行完畢，均如前述，經考量被告此部分所犯數罪之罪質、

犯罪時間之間隔、非難程度之異同，暨上揭犯罪反應出之人

格特性，權衡其行為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等

因素，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諭知有期徒刑

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㈢本院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其給付告訴

人之金額3萬元，已逾竊盜所得物品之價值1萬1147元，如再

命沒收被告之犯罪所得，不無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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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子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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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其他上訴駁回。
前項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是科刑及沒收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僅上訴人即被告文廣智（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均無意見，僅就量刑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本院卷第88、110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及沒收事項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故本院係依原審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之犯罪事實據以審查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並逕予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本案係依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　　
　㈠原審認定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其所犯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33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同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867後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民國110年3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復因竊盜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基簡字第46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2年3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1至62頁），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並審酌被告故意犯竊盜罪，與前案中之竊盜案件同罪質，且執行徒刑完畢未幾，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節制控管，卻再犯相同罪質之犯罪，顯見其漠視法規秩序，對刑罰執行未生警惕、教化之法效果，仍反覆為同一類型之犯罪，守法意識及對刑罰反應力較薄弱，經審酌其前科情形及本案犯罪情節，權衡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並依條件履行，希望從輕量刑，並請求不予宣告沒收犯罪所得等語。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循正途獲取所需，反企圖不勞而獲，恣意竊取賣場貨架上之酒類，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因告訴人未到庭而無法協商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所竊得之財物價值、前有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不包括構成累犯之前案），暨其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餐飲業、月薪約3萬5000元、已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4月、3月，併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綜上各節，足認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量刑審酌原則而為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且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經以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後，原審所為之量刑已屬量處低度刑，縱令被告於本院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與原審量刑情狀有所不同，而應於量刑時將此情事予以一併考量，仍無從更易原審就本案所量處之刑度。據上，被告以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諭知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高粱特優5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固屬卓見。惟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查本案被告所犯前開2罪，均為竊盜罪，犯罪型態、手段、動機及所侵害法益相類，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高；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筆錄內容給付告訴人3萬元，有本院和解筆錄、付款明細及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5、115及117頁），是原判決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稍嫌過重，稍有未洽。又被告給付告訴人之賠償金額3萬元，已高於其因本案竊盜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高粱特優5瓶之價值1萬1147元（7497元+3650元），如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仍予以沒收及追徵，有過苛之虞，而無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是被告此部分上訴，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罪質相同，犯罪情節、行為態樣、手段與動機同一，以數罪方式量刑，對其責任重複非難之程度較高，且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全部履行完畢，均如前述，經考量被告此部分所犯數罪之罪質、犯罪時間之間隔、非難程度之異同，暨上揭犯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權衡其行為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等因素，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㈢本院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其給付告訴人之金額3萬元，已逾竊盜所得物品之價值1萬1147元，如再命沒收被告之犯罪所得，不無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子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75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文廣智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
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其他上訴駁回。
前項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是科刑及沒收事項已可不隨
    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
    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
    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
    原審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僅上訴人即被告文廣智（下稱被
    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
    示：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均無意見，僅
    就量刑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本院
    卷第88、110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及沒收事項提
    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及沒收妥適
    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故本院係依原審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之犯罪事實據以審查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並逕予引用第一
    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本案係依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及
    沒收妥適與否：　　
　㈠原審認定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
    1項之竊盜罪。其所犯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3
    3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同院以109
    年度簡上字第867後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民國110年3月24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復因竊盜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以111年度基簡字第46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2年3
    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31至62頁），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並審酌被
    告故意犯竊盜罪，與前案中之竊盜案件同罪質，且執行徒刑
    完畢未幾，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節制控管，卻再犯相同
    罪質之犯罪，顯見其漠視法規秩序，對刑罰執行未生警惕、
    教化之法效果，仍反覆為同一類型之犯罪，守法意識及對刑
    罰反應力較薄弱，經審酌其前科情形及本案犯罪情節，權衡
    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達成
    和解，並依條件履行，希望從輕量刑，並請求不予宣告沒收
    犯罪所得等語。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
    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
    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
    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
    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
    年，卻不思循正途獲取所需，反企圖不勞而獲，恣意竊取賣
    場貨架上之酒類，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
    該；惟念及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因
    告訴人未到庭而無法協商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
    動機、目的、手段、各次所竊得之財物價值、前有多次竊盜
    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不包括構成累犯之前案），暨其
    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餐飲業、月薪約3萬5000
    元、已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有期徒刑4月、3月，併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綜上各節，足認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量刑審酌原則而為裁量權
    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
    ，且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經以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
    後，原審所為之量刑已屬量處低度刑，縱令被告於本院與告
    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與原審量刑情狀有所不同，而應於
    量刑時將此情事予以一併考量，仍無從更易原審就本案所量
    處之刑度。據上，被告以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
    刑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諭知沒
    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高粱特
    優5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固屬卓見。惟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
    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
    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
    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
    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
    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
    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
    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查本案被告所犯前開2罪，均為
    竊盜罪，犯罪型態、手段、動機及所侵害法益相類，責任非
    難重複程度高；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並依和解筆錄內容給付告訴人3萬元，有本院和解筆錄、
    付款明細及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5
    、115及117頁），是原判決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稍嫌
    過重，稍有未洽。又被告給付告訴人之賠償金額3萬元，已
    高於其因本案竊盜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
    高粱特優5瓶之價值1萬1147元（7497元+3650元），如就被
    告之犯罪所得仍予以沒收及追徵，有過苛之虞，而無再予宣
    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是被告此部分上訴，非無理由，
    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
    判。　
　㈡審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罪質相同，犯罪情節、行為態樣
    、手段與動機同一，以數罪方式量刑，對其責任重複非難之
    程度較高，且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全部履
    行完畢，均如前述，經考量被告此部分所犯數罪之罪質、犯
    罪時間之間隔、非難程度之異同，暨上揭犯罪反應出之人格
    特性，權衡其行為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等因
    素，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諭知有期徒刑易
    科罰金折算標準。
　㈢本院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其給付告訴
    人之金額3萬元，已逾竊盜所得物品之價值1萬1147元，如再
    命沒收被告之犯罪所得，不無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
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子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75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文廣智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其他上訴駁回。
前項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是科刑及沒收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僅上訴人即被告文廣智（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均無意見，僅就量刑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本院卷第88、110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及沒收事項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故本院係依原審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之犯罪事實據以審查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並逕予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本案係依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及沒收妥適與否：　　
　㈠原審認定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其所犯2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33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同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867後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民國110年3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復因竊盜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基簡字第463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2年3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1至62頁），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並審酌被告故意犯竊盜罪，與前案中之竊盜案件同罪質，且執行徒刑完畢未幾，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節制控管，卻再犯相同罪質之犯罪，顯見其漠視法規秩序，對刑罰執行未生警惕、教化之法效果，仍反覆為同一類型之犯罪，守法意識及對刑罰反應力較薄弱，經審酌其前科情形及本案犯罪情節，權衡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並依條件履行，希望從輕量刑，並請求不予宣告沒收犯罪所得等語。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量刑部分）：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循正途獲取所需，反企圖不勞而獲，恣意竊取賣場貨架上之酒類，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因告訴人未到庭而無法協商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所竊得之財物價值、前有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不包括構成累犯之前案），暨其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餐飲業、月薪約3萬5000元、已婚、無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4月、3月，併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綜上各節，足認原審於量刑時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量刑審酌原則而為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且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經以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後，原審所為之量刑已屬量處低度刑，縱令被告於本院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與原審量刑情狀有所不同，而應於量刑時將此情事予以一併考量，仍無從更易原審就本案所量處之刑度。據上，被告以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諭知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高粱特優5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固屬卓見。惟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查本案被告所犯前開2罪，均為竊盜罪，犯罪型態、手段、動機及所侵害法益相類，責任非難重複程度高；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和解筆錄內容給付告訴人3萬元，有本院和解筆錄、付款明細及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5、115及117頁），是原判決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稍嫌過重，稍有未洽。又被告給付告訴人之賠償金額3萬元，已高於其因本案竊盜犯罪所得約翰走路XR21年禮盒3盒、金門高粱特優5瓶之價值1萬1147元（7497元+3650元），如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仍予以沒收及追徵，有過苛之虞，而無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是被告此部分上訴，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定應執行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罪質相同，犯罪情節、行為態樣、手段與動機同一，以數罪方式量刑，對其責任重複非難之程度較高，且於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全部履行完畢，均如前述，經考量被告此部分所犯數罪之罪質、犯罪時間之間隔、非難程度之異同，暨上揭犯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權衡其行為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等因素，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㈢本院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其給付告訴人之金額3萬元，已逾竊盜所得物品之價值1萬1147元，如再命沒收被告之犯罪所得，不無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子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