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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113年度

上訴字第964號），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簡佳慧（下稱被告）涉犯毒

品危害條例案件，偵查中經警方扣押聲請人所有之三星廠牌

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蘋果廠牌手機（灰

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在案，但該扣押物業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及鈞院113年

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述該物並未經諭知沒收，為此依

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聲請發還云云。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

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

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

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

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

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

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

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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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

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

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

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中壢分局警員分別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2月11日執行搜

索，扣得三星廠牌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1

支、蘋果廠牌手機（灰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此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33至49頁）。嗣被告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

之製造第三級毒品罪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3年7月，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現被告不服再提起

第三審上訴，有刑事上訴聲明狀、上訴抗告查詢清單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51、53頁）。

　㈡被告聲請意旨固主張扣案之上開手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及本院判決並未諭知沒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

聲請發還云云，惟上開扣案手機雖未經第一審判決諭知沒

收，然被告亦未就沒收部分上訴本院(非本院刑事案件審理

之上訴範圍)，故其聲請意旨稱本院未予沒收云云，似有誤

會。又上開扣案手機與案情存有一定關聯性，為本案之證

據，依前揭規定，自得扣押之，且本件業經被告不服提起上

訴，有被告刑事上訴聲明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最

高法院審理之裁判結果是否撤銷原判決另為判決或駁回上訴

亦尚未確定，則於本案確定前，尚難逕予認定被告聲請發還

之物與被告涉犯之犯罪事實或量刑之輕重、沒收之標的有無

關係。茲為確保日後審理之需要及保全將來執行之可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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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繼續留存之必要，不宜先行裁定發還，應俟案件確定

後，如未宣告沒收，再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理為之。從而，

被告本件聲請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黃翰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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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964號），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簡佳慧（下稱被告）涉犯毒品危害條例案件，偵查中經警方扣押聲請人所有之三星廠牌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蘋果廠牌手機（灰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在案，但該扣押物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及鈞院113年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述該物並未經諭知沒收，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聲請發還云云。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警員分別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2月11日執行搜索，扣得三星廠牌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1支、蘋果廠牌手機（灰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1支，此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3至49頁）。嗣被告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製造第三級毒品罪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7月，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現被告不服再提起第三審上訴，有刑事上訴聲明狀、上訴抗告查詢清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53頁）。
　㈡被告聲請意旨固主張扣案之上開手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本院判決並未諭知沒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聲請發還云云，惟上開扣案手機雖未經第一審判決諭知沒收，然被告亦未就沒收部分上訴本院(非本院刑事案件審理之上訴範圍)，故其聲請意旨稱本院未予沒收云云，似有誤會。又上開扣案手機與案情存有一定關聯性，為本案之證據，依前揭規定，自得扣押之，且本件業經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有被告刑事上訴聲明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最高法院審理之裁判結果是否撤銷原判決另為判決或駁回上訴亦尚未確定，則於本案確定前，尚難逕予認定被告聲請發還之物與被告涉犯之犯罪事實或量刑之輕重、沒收之標的有無關係。茲為確保日後審理之需要及保全將來執行之可能，自仍有繼續留存之必要，不宜先行裁定發還，應俟案件確定後，如未宣告沒收，再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理為之。從而，被告本件聲請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黃翰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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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113年度
上訴字第964號），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簡佳慧（下稱被告）涉犯毒
    品危害條例案件，偵查中經警方扣押聲請人所有之三星廠牌
    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蘋果廠牌手機（灰
    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在案，但該扣押物業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及鈞院113年
    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述該物並未經諭知沒收，為此依
    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聲請發還云云。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
    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
    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
    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
    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
    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
    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
    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
    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
    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
    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
    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中壢分局警員分別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2月11日執行搜
    索，扣得三星廠牌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1支
    、蘋果廠牌手機（灰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1
    支，此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33至49頁）。嗣被告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
    製造第三級毒品罪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
    訴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3年7月，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
    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現被告不服再提起第
    三審上訴，有刑事上訴聲明狀、上訴抗告查詢清單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51、53頁）。
　㈡被告聲請意旨固主張扣案之上開手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及本院判決並未諭知沒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
    聲請發還云云，惟上開扣案手機雖未經第一審判決諭知沒收
    ，然被告亦未就沒收部分上訴本院(非本院刑事案件審理之
    上訴範圍)，故其聲請意旨稱本院未予沒收云云，似有誤會
    。又上開扣案手機與案情存有一定關聯性，為本案之證據，
    依前揭規定，自得扣押之，且本件業經被告不服提起上訴，
    有被告刑事上訴聲明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最高法
    院審理之裁判結果是否撤銷原判決另為判決或駁回上訴亦尚
    未確定，則於本案確定前，尚難逕予認定被告聲請發還之物
    與被告涉犯之犯罪事實或量刑之輕重、沒收之標的有無關係
    。茲為確保日後審理之需要及保全將來執行之可能，自仍有
    繼續留存之必要，不宜先行裁定發還，應俟案件確定後，如
    未宣告沒收，再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理為之。從而，被告本
    件聲請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黃翰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705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張簡佳慧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964號），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簡佳慧（下稱被告）涉犯毒品危害條例案件，偵查中經警方扣押聲請人所有之三星廠牌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蘋果廠牌手機（灰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在案，但該扣押物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及鈞院113年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述該物並未經諭知沒收，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聲請發還云云。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警員分別於110年12月30日、111年2月11日執行搜索，扣得三星廠牌手機（IMEI碼：000000000000000號）1支、蘋果廠牌手機（灰色，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1支，此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3至49頁）。嗣被告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製造第三級毒品罪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7月，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964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現被告不服再提起第三審上訴，有刑事上訴聲明狀、上訴抗告查詢清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53頁）。
　㈡被告聲請意旨固主張扣案之上開手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本院判決並未諭知沒收，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聲請發還云云，惟上開扣案手機雖未經第一審判決諭知沒收，然被告亦未就沒收部分上訴本院(非本院刑事案件審理之上訴範圍)，故其聲請意旨稱本院未予沒收云云，似有誤會。又上開扣案手機與案情存有一定關聯性，為本案之證據，依前揭規定，自得扣押之，且本件業經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有被告刑事上訴聲明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最高法院審理之裁判結果是否撤銷原判決另為判決或駁回上訴亦尚未確定，則於本案確定前，尚難逕予認定被告聲請發還之物與被告涉犯之犯罪事實或量刑之輕重、沒收之標的有無關係。茲為確保日後審理之需要及保全將來執行之可能，自仍有繼續留存之必要，不宜先行裁定發還，應俟案件確定後，如未宣告沒收，再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理為之。從而，被告本件聲請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黃翰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董佳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