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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了有效遏止電信詐欺，我國立法者於 2018 年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 2 條，將詐騙集團犯罪納入規範。司法實務上，提款車手往往居於經

濟弱勢，但因為負責提領詐騙款項，而被認定成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後段之罪。試問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對抗詐騙集團犯罪（尤

其是針對取款車手的部分）在刑事政策上會有何問題？（25 分）

二、刑法第 91 條之 1 乃是國家針對性犯罪者實施刑後強制治療之法定依據。

請說明刑後強制治療之目的與現行規定之爭議，以及與此議題相關的司

法院釋字第 799 號解釋之主要論據為何？（25 分）

三、依刑法第 58 條規定：「科罰金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審酌犯罪行為

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

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法官決定罰金範圍時，得在犯罪所得之範

圍內加重罰金數額。請說明罰金刑與沒收犯罪所得之規範目的為何，並

且由此評析此一規定是否合理。（25 分）

四、從近年的修法結果來看，例如刑法第 276 條之過失致死罪、刑法第 185

條之 3 之不能安全駕駛罪，以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第 1 項之

攙偽假冒罪，均可看到重刑化的立法趨勢。請說明重刑立法的立論依據，

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為何？（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