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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

113年度六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67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9月22日10時10分許，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前，

徒手竊取羅○○（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無證據

證明甲○○知悉為未成年人所有）所有之自行車1輛及置物

籃中之雨衣1件，得手後離去。嗣經羅○○發現失竊，報警

循線查獲。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

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次按對

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上開規定，同法第455條

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甲○○經合法傳

喚，於本院114年1月21日之第二審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

到庭等情，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臺灣高

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各1份附卷可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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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簡上卷第77至78頁、第93頁），依上開規定，爰不

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條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被告就本案所引用之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

部分（詳後引證據），未曾表明其對證據能力是否有所爭

執，至本院進行審判程序期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未到庭就

證據能力部分陳述意見，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未於本案言詞

辯論終結前就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亦已放棄此權

利。而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就上

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查無

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

力。

三、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

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不諱（偵卷第173至174

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羅○○、證人廖水永證述情節大致

相符（偵卷第13至20頁、第185至186頁），並有現場照片、

監視器畫面照片（偵卷第21至47頁）、門號0000-000000查

詢單明細（偵卷第49至51頁）、門號0000-000000持有人之

個人資料查詢結果（偵卷第53至55頁）、何正岳診所病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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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偵卷第61至6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雲警六偵

字第1120026087號函照片（偵卷第65頁）、雲林縣警察局斗

六分局斗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偵卷第67至6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6

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偵卷第177

至182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183頁）、遭竊經扣案

並發還之自行車、雨衣照片（偵卷第187頁）在卷可稽，綜

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

之依據。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㈡又查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

竊取本案自行車，於113年4月16日偵查訊問程序，被告始坦

承將本案自行車棄置在雲林縣斗六市等語，並於同日由被告

向員警陳報本案自行車位置，員警於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88

號扣得本案自行車及雨衣1件等情，有偵訊筆錄、雲林縣警

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筆錄各1份在卷可認（偵卷第173至174

頁、第177至181頁），被告自竊取之日至員警尋獲本案自行

車前，相隔半年以上，且棄置地點與竊取地點相隔一定距

離，致被害人難以尋獲被竊取之物品，被告亦未於員警發覺

前主動歸還，顯見被告自始即無將上開車輛主動歸還之意

思，而具不法所有意圖，成立竊盜罪。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敘及被告竊取本案之自行車，

可認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認被告所竊取之物品亦

包括自行車置物籃內之物品即雨衣1件，並經本院於審判程

序中向檢察官確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範圍，檢察官表示：

一併補充竊取之物品包含雨衣1件等語（本院簡上卷第140

頁），足認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範圍包含自行車上之

雨衣1件。又被告於偵查中自行向員警陳報自行車位置，亦

在扣押物品目錄表上之自行車1部、雨衣1件等項目上均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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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確認等情，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在

卷可認（偵卷第181頁），可認被告自認本案犯行所竊取之

物品除自行車外，亦包含在自行車置物籃內之雨衣1件，而

未妨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三、上訴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被告於刑事聲明上訴狀中表明就本案一審判

決全部提起上訴等語，但並未敘明上訴理由（見本院簡上卷

第47頁）。

  ㈡本案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犯行，共1罪，罪

證明確，審酌被告因一時貪念任意行竊，造成被害人受有財

產損失，顯見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守法之觀念，所為誠

屬不該；且被告前有竊盜、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藥事法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是認其素行非

佳。惟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所竊得之物已

返還被害人；兼衡其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

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就被告所

犯竊盜罪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參以

被告因竊盜、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

2年度聲字第631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入監

執行，於112年5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5年內），有其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於執行完畢1年內，又涉

犯本案竊盜案件，審酌被告本案竊取財物之價值、犯罪情節

等情，本院認原審所為之量刑妥適，本案被告提起上訴，難

認有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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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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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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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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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113年度六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67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2日10時10分許，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前，徒手竊取羅○○（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無證據證明甲○○知悉為未成年人所有）所有之自行車1輛及置物籃中之雨衣1件，得手後離去。嗣經羅○○發現失竊，報警循線查獲。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上開規定，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1月21日之第二審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等情，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各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77至78頁、第93頁），依上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本案所引用之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詳後引證據），未曾表明其對證據能力是否有所爭執，至本院進行審判程序期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未到庭就證據能力部分陳述意見，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亦已放棄此權利。而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不諱（偵卷第173至174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羅○○、證人廖水永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3至20頁、第185至186頁），並有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照片（偵卷第21至47頁）、門號0000-000000查詢單明細（偵卷第49至51頁）、門號0000-000000持有人之個人資料查詢結果（偵卷第53至55頁）、何正岳診所病歷表照片（偵卷第61至6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雲警六偵字第1120026087號函照片（偵卷第65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斗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67至6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6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偵卷第177至182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183頁）、遭竊經扣案並發還之自行車、雨衣照片（偵卷第187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又查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竊取本案自行車，於113年4月16日偵查訊問程序，被告始坦承將本案自行車棄置在雲林縣斗六市等語，並於同日由被告向員警陳報本案自行車位置，員警於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88號扣得本案自行車及雨衣1件等情，有偵訊筆錄、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筆錄各1份在卷可認（偵卷第173至174頁、第177至181頁），被告自竊取之日至員警尋獲本案自行車前，相隔半年以上，且棄置地點與竊取地點相隔一定距離，致被害人難以尋獲被竊取之物品，被告亦未於員警發覺前主動歸還，顯見被告自始即無將上開車輛主動歸還之意思，而具不法所有意圖，成立竊盜罪。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敘及被告竊取本案之自行車，可認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認被告所竊取之物品亦包括自行車置物籃內之物品即雨衣1件，並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向檢察官確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範圍，檢察官表示：一併補充竊取之物品包含雨衣1件等語（本院簡上卷第140頁），足認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範圍包含自行車上之雨衣1件。又被告於偵查中自行向員警陳報自行車位置，亦在扣押物品目錄表上之自行車1部、雨衣1件等項目上均簽名確認等情，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認（偵卷第181頁），可認被告自認本案犯行所竊取之物品除自行車外，亦包含在自行車置物籃內之雨衣1件，而未妨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三、上訴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被告於刑事聲明上訴狀中表明就本案一審判決全部提起上訴等語，但並未敘明上訴理由（見本院簡上卷第47頁）。
  ㈡本案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犯行，共1罪，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一時貪念任意行竊，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顯見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守法之觀念，所為誠屬不該；且被告前有竊盜、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藥事法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是認其素行非佳。惟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所竊得之物已返還被害人；兼衡其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就被告所犯竊盜罪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參以被告因竊盜、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31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入監執行，於112年5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5年內），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於執行完畢1年內，又涉犯本案竊盜案件，審酌被告本案竊取財物之價值、犯罪情節等情，本院認原審所為之量刑妥適，本案被告提起上訴，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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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耿瑞

                    住○○市○○區○○里○○街00巷00號0    樓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
113年度六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67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
    月22日10時10分許，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前，徒手竊
    取羅○○（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無證據證明甲○○
    知悉為未成年人所有）所有之自行車1輛及置物籃中之雨衣1
    件，得手後離去。嗣經羅○○發現失竊，報警循線查獲。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
    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次按對
    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上開規定，同法第455條
    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甲○○經合法傳喚，
    於本院114年1月21日之第二審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等情，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
    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各1份附卷可佐（見
    本院簡上卷第77至78頁、第93頁），依上開規定，爰不待其
    陳述，逕行判決。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條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被告就本案所引用之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
    部分（詳後引證據），未曾表明其對證據能力是否有所爭執
    ，至本院進行審判程序期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未到庭就證
    據能力部分陳述意見，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未於本案言詞辯
    論終結前就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亦已放棄此權利
    。而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就上開
    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
    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
    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不諱（偵卷第173至174頁
    ），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羅○○、證人廖水永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偵卷第13至20頁、第185至186頁），並有現場照片、監視
    器畫面照片（偵卷第21至47頁）、門號0000-000000查詢單
    明細（偵卷第49至51頁）、門號0000-000000持有人之個人
    資料查詢結果（偵卷第53至55頁）、何正岳診所病歷表照片
    （偵卷第61至6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雲警六偵字第
    1120026087號函照片（偵卷第65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
    局斗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偵卷第67至6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6日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偵卷第177至182
    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183頁）、遭竊經扣案並發
    還之自行車、雨衣照片（偵卷第187頁）在卷可稽，綜上，
    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
    據。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又查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竊取本
    案自行車，於113年4月16日偵查訊問程序，被告始坦承將本
    案自行車棄置在雲林縣斗六市等語，並於同日由被告向員警
    陳報本案自行車位置，員警於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88號扣得
    本案自行車及雨衣1件等情，有偵訊筆錄、雲林縣警察局斗
    六分局扣押筆錄各1份在卷可認（偵卷第173至174頁、第177
    至181頁），被告自竊取之日至員警尋獲本案自行車前，相
    隔半年以上，且棄置地點與竊取地點相隔一定距離，致被害
    人難以尋獲被竊取之物品，被告亦未於員警發覺前主動歸還
    ，顯見被告自始即無將上開車輛主動歸還之意思，而具不法
    所有意圖，成立竊盜罪。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敘及被告竊取本案之自行車，可
     認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認被告所竊取之物品亦包
     括自行車置物籃內之物品即雨衣1件，並經本院於審判程序
     中向檢察官確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範圍，檢察官表示：一
     併補充竊取之物品包含雨衣1件等語（本院簡上卷第140頁
     ），足認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範圍包含自行車上之雨
     衣1件。又被告於偵查中自行向員警陳報自行車位置，亦在
     扣押物品目錄表上之自行車1部、雨衣1件等項目上均簽名
     確認等情，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
     可認（偵卷第181頁），可認被告自認本案犯行所竊取之物
     品除自行車外，亦包含在自行車置物籃內之雨衣1件，而未
     妨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三、上訴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被告於刑事聲明上訴狀中表明就本案一審判
    決全部提起上訴等語，但並未敘明上訴理由（見本院簡上卷
    第47頁）。
  ㈡本案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犯行，共1罪，罪證
    明確，審酌被告因一時貪念任意行竊，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
    損失，顯見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守法之觀念，所為誠屬
    不該；且被告前有竊盜、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藥事法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是認其素行非佳。
    惟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所竊得之物已返還
    被害人；兼衡其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
    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就被告所犯竊
    盜罪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參以被告
    因竊盜、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
    度聲字第631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入監執行
    ，於112年5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5年內），有其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於執行完畢1年內，又涉犯本
    案竊盜案件，審酌被告本案竊取財物之價值、犯罪情節等情
    ，本院認原審所為之量刑妥適，本案被告提起上訴，難認有
    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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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呂耿瑞

                    住○○市○○區○○里○○街00巷00號0    樓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113年度六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67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甲○○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2日10時10分許，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前，徒手竊取羅○○（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無證據證明甲○○知悉為未成年人所有）所有之自行車1輛及置物籃中之雨衣1件，得手後離去。嗣經羅○○發現失竊，報警循線查獲。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準用上開規定，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1月21日之第二審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等情，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各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77至78頁、第93頁），依上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本案所引用之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詳後引證據），未曾表明其對證據能力是否有所爭執，至本院進行審判程序期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未到庭就證據能力部分陳述意見，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亦已放棄此權利。而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就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查無依法應排除證據能力之情形，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不諱（偵卷第173至174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羅○○、證人廖水永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3至20頁、第185至186頁），並有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照片（偵卷第21至47頁）、門號0000-000000查詢單明細（偵卷第49至51頁）、門號0000-000000持有人之個人資料查詢結果（偵卷第53至55頁）、何正岳診所病歷表照片（偵卷第61至6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雲警六偵字第1120026087號函照片（偵卷第65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斗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67至6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6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偵卷第177至182頁）、贓物認領保管單（偵卷第183頁）、遭竊經扣案並發還之自行車、雨衣照片（偵卷第187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又查被告於112年9月22日，在雲林縣○○市○○路0段00號竊取本案自行車，於113年4月16日偵查訊問程序，被告始坦承將本案自行車棄置在雲林縣斗六市等語，並於同日由被告向員警陳報本案自行車位置，員警於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88號扣得本案自行車及雨衣1件等情，有偵訊筆錄、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筆錄各1份在卷可認（偵卷第173至174頁、第177至181頁），被告自竊取之日至員警尋獲本案自行車前，相隔半年以上，且棄置地點與竊取地點相隔一定距離，致被害人難以尋獲被竊取之物品，被告亦未於員警發覺前主動歸還，顯見被告自始即無將上開車輛主動歸還之意思，而具不法所有意圖，成立竊盜罪。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敘及被告竊取本案之自行車，可認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認被告所竊取之物品亦包括自行車置物籃內之物品即雨衣1件，並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向檢察官確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範圍，檢察官表示：一併補充竊取之物品包含雨衣1件等語（本院簡上卷第140頁），足認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範圍包含自行車上之雨衣1件。又被告於偵查中自行向員警陳報自行車位置，亦在扣押物品目錄表上之自行車1部、雨衣1件等項目上均簽名確認等情，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認（偵卷第181頁），可認被告自認本案犯行所竊取之物品除自行車外，亦包含在自行車置物籃內之雨衣1件，而未妨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三、上訴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被告於刑事聲明上訴狀中表明就本案一審判決全部提起上訴等語，但並未敘明上訴理由（見本院簡上卷第47頁）。
  ㈡本案原審認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犯行，共1罪，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一時貪念任意行竊，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顯見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守法之觀念，所為誠屬不該；且被告前有竊盜、妨害自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藥事法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是認其素行非佳。惟考量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所竊得之物已返還被害人；兼衡其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就被告所犯竊盜罪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參以被告因竊盜、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31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入監執行，於112年5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5年內），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其於執行完畢1年內，又涉犯本案竊盜案件，審酌被告本案竊取財物之價值、犯罪情節等情，本院認原審所為之量刑妥適，本案被告提起上訴，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士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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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