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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的便利促使經濟犯罪活動的擴

張，也讓追緝外逃罪犯的行動日益艱鉅。大

陸地區因在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與台灣

相似，乃成為我國經濟罪犯逃亡的「首選」。

而政府如無法執行追緝外逃罪犯，將有違公

平正義原則及人民的期待。

貳、追緝外逃大陸地區經濟
         罪犯歷史沿革
一、金門協議階段：1990 年 9 月 ~2009 年 4 月。

( 一 ) 金門協議緣起：我方於 1990 年遣返大

陸偷渡客，連續發生兩次意外，造成數

十人死亡，兩岸紅十字會乃於 1990 年 9

月簽署「金門協議」，商談遣返事宜。

( 二 ) 金門協議內容： 

１、遣返原則： 

應確保遣返作業符合人道精神與安全

便利的原則。 

２、遣返對象： 

（１）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

民（但因捕魚作業遭遇緊急避風等不

可抗力因素必須暫入對方地區者，不

在此列）。 

（２）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 

３、遣返交接地點： 

雙方商定為馬尾 <---> 馬祖，但依被

遣返人員的原居地分佈情況及氣候、海象

等因素，雙方得協議另擇廈門 <---> 金門。 

４、遣返程序： 

（１）一方應將被遣返人員的有關資料

通知於對方，對方應於二十日內核查鳳頭燕鷗 / 林顯堂 /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從 1990 年「金門協議」談外逃
大陸地區罪犯之緝解 連江調查站

馬祖地區



答復，並按商定時間、地點遣返交接，如核查對象有疑問者，亦應通知對方，以便複查。 

（２）遣返交接雙方均用紅十字專用船，並由民用船隻在約定地點引導，遣返船、引道船

均懸掛白底紅十字旗（不掛其它旗幟，不使用其它的標誌）。 

（３）遣返交接時，應由雙方事先約定的代表二人，簽署交接見證書

二、兩岸協商階段：1993 年 12 月 ~2009 年 4 月。

時 間 會 談 名 稱 主 談 人 地 點 主 題 成 果

1993.12.18~

1993.12.22

辜汪會談後

續第三次事

務性協商

許惠祐

孫亞夫
臺北

就「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協助」等議

題交換意見

由於大陸方面迴避我方管

轄權，致無結果

1998.10.14~

1998.10.18
辜汪會晤

辜振甫

汪道涵
上海北京

與汪道涵、陳雲林、

錢其琛與江澤民等人

進行對話

達成「雙方同意就涉及人

民權益之個案，積極相互

協助解決」之共識

2009.04.17~

2009.04.19

第三次江陳

會談預備性

磋商

高孔廉

鄭立中
臺北

磋商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等議題

確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

文本主要內容及架構

2009.04.25~

2009.04.29

第三次江陳

會談

江丙坤

陳雲林
南京

協商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議題

4.26 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三、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階段：2009 年 4 月迄今 1。 

四、「金門協議」與「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比較表

項 目 金 門 協 議 海 峽 兩 岸 共 同 打 擊 犯 罪 及 司 法 互 助 協 議

簽定機構 兩岸紅十字會組織 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實施範圍 個案協商 制度化管道

遣返原則 人道、安全、便利 人道、安全、迅速、便利

合作範圍
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刑事嫌疑犯

或刑事犯
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為

聯繫主體 兩岸紅十字會組織

各方主管部門指定之聯絡人

陸方：公安部

我方：法務部

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得指定其他單位進行聯繫

交接地點 馬尾 - 馬祖廈門 - 金門 無規定

遣返方式 海運 海運或空運直航

1. 法務部依該協議訂定「海峽兩岸緝捕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業要點」， 2011 年 1 月 3 日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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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作現況
一、運作現況表

二、追緝對象除經濟罪犯外，尚包括
貪瀆、毒品、槍械、組織性犯罪
及其他重大案件。

三、追緝流程如下：
1. 提列追緝、2. 蒐集資料、3. 規劃追緝、

4. 發掘行蹤、5. 提出遣返請求書、6. 押解歸

案

四、執行情形
經濟罪犯外逃地區人數整理表 (100.1.2)

項 次 外 逃 地 區 人 數

1 大陸地區 50

2 美國 49

3 越南 2

4 日本 1

五、運作現狀及分析

( 一 ) 歷年緝解外逃經濟罪犯歸案情形整理表 2 

年

度

菲

律

賓

越

南

紐

西

蘭

大

陸

地

區

美

國

日

本

馬

來

西

亞

總

計

2005 1 1 3 1 2 8

2006 1 1 2 4

2007 2 3 1 6

2008 1 3 4

2009 2 1 3

2010 1 8 1 10

2011 5 1 6

總計 1 3 1 24 4 7 1 41

( 二 ) 自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後，截至 100 年 8 月底止，

大陸遣返我方人員 135 名，包括地方議

會前議長、前法官，前立委、臺中廣三

SOGO 槍擊犯陳００等通緝要犯；兩岸

並合作偵破毒品、詐欺、擄人勒贖計 41

案，逮捕犯罪嫌疑人 2,189 人，尤其是

電信詐欺案件 99 年發生數較 98 年下降

25.73%，民眾損失金額減少達新臺幣

2. 國際追緝外逃經濟罪犯之引渡原則

一、引渡之定義：引渡乃國與國之間，為達追緝外逃之犯罪行為人目的，所進 行之一種司法互助形式。

二、引渡之原則：

（一）雙重犯罪原則：

又稱「雙重歸罪原則」，指只有被請求引渡者的行為，依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之法律，均構成犯罪時，才能引渡。

 ( 二 ) 政治犯不引渡原則：

係基於各國主權平等與保障國際司法合作不因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而面臨危機。

 ( 三 ) 特定主義原則：

將罪犯引渡回國後，只能針對當時引渡請求書上所載罪名進行追訴或處罰。

 ( 四 ) 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

為避免本國國民在外國接受不公正的審判，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

 ( 五 ) 一事不再理原則：

指對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再行起訴或受理起訴 ，此一原則亦擴大適用在罪犯引

渡上。



41 餘億元，效果顯著 3 。

肆、強化追緝作為
一、建立定期聯繫會報機制 

司法互助最重要的就是兩岸司法人員的

情感與交流，兩岸若能各自設立專門機構，

將目前不定期會面、參訪、交流等模式，提

升到定期聯繫會報制度，透過不斷的交流與

會面，陸方確實會主動釋放善意，增加彼此

互信。

二、建立兩岸司法人員交換學習制度
兩岸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不同之司

法體制，易成為兩岸協商之絆腳石，甚至造

成誤解，若能建立交換學習制度，熟悉彼此

的司法制度、刑事政策及作業規範，學習其

中差異，相信在相岸協商共同打擊犯罪議題

上，更容易取得共識。

三、向下拓展聯繫管道 
追緝外逃罪犯講究時效與速度，同時要

兼顧國家主權尊嚴與對等問題；目前本局已

與大陸公安部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及最高人民

檢察院建立中央層級聯繫管道，對於其所屬

業務局及第二層省級相關部門則正在積極建

立聯繫管道中。

四、增加專責查緝人力 
目前我國「經濟罪犯緝逃小組」之秘書

單位為「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

該業務由第四科負責 (5 人專責 )，金門 ( 福

建處 )、馬祖 ( 站 ) 則各設置兼辦業務一人，

專責人力顯然不足，難以因應外逃大陸經濟

罪犯愈來愈多的需求。

五、對外勤檢調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追緝外逃經濟罪犯在偵查階段已屬後端

行為，在龐大積案壓力下，司法人員對於如

何緝逃一事常漠不關心，且對此業務亦欠缺

教育訓練，熟悉緝逃業務者少之又少，因此，

實施教育訓練，使之明瞭追緝外逃的重要

性，亦可強化整體辦案思維。

六、加強宣傳鼓勵檢舉 
多數民眾只知檢舉賄選有獎金，卻很少

人知道提供外逃罪犯線索也有獎金，依「法

務部調查局獎勵提供線索緝獲外逃通緝犯實

施要點」規定，提供線索之民眾，按通緝書

所載罪名法定刑之不同，可獲 5 至 100 萬元

不等之獎金，若加強宣傳，可提高檢舉誘因。

( 奉行政院核定，自 98 年 3 月 2 日生效 )。

伍、結論 
4

我國經濟罪犯外逃至大陸地區之情形嚴

重，許多具指標性的經濟罪犯目前仍逍遙法

外，無法追緝到案，國家應對犯罪行為人施

予一定之制裁，增加查緝人員辦案能量，建

立人民對政府維護法律公信力之信心。

3.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100 年 9 月 29 日行政院第 3266 次會議院長提示暨院會決定決議事項。

4.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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