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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101 年 10 月份 

※詐騙手法－佯稱高人解厄 大陸「祈福
黨」專騙中高齡婦人 

※貪瀆不法宣導-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案例 

※法治教育宣導－婚姻生活，財產宜分
明！ 

※消費者保護宣導－拒買標示異常商品，勇敢
檢舉 保障自身消費權益 

※165－佯稱高人解厄 大陸「祈福黨」專騙中高齡婦人 

由大陸人士來台組成的「祈福黨」，在市場專挑中高齡婦人下手詐騙，以高

人可為人、為財加持解厄等，跟一名有千萬存款的危姓婦人相約提款後再找高

人；危婦家人發現後報警，全黨十二人被埋伏警方一網打盡。  

台北市內湖警分局表示，危姓婦人（五十六歲）星期天前往湖光市場買菜。

大陸女子陳小玲向她搭訕求助，表示有人指她會有血光之災，必須到內湖找一名

百歲高人作法化解，但不知高人住處拜託危婦指點。  

危婦說不知道高人住處，另名大陸女子朱瑞珍佯裝聽到談話，趨前表示附近

確有這名高人，她還認識高人孫女。朱吹噓高人已經百歲但法力高強，陳小玲拜

託危婦一同陪她找人。  

三人在附近繞圈不久就「巧遇」假扮高人孫女的黃小蓮，黃表示爺爺閉關，

已給她符咒，只要將現金、金飾拿給她以符咒過運就能度過災厄。  

三嫌不斷說服危婦回家拿財物交給黃小蓮過運，準備伺機以麵粉調包；危婦

還自曝在銀行有千萬存款，三嫌聞後大喜，改約星期一到銀行提款後再作法。  

危婦回家後和家人提到此事，家人感到奇怪勸危婦報警。第二天警方埋伏湖

光市場，發現「祈福黨」竟有十二人。警方逮捕陳小玲等六人時，其他人趁隙逃

逸，警方趕到飯店再逮捕逃逸的六人。  

警方調查發現，這批「祈福黨」以大陸男子陳木旺（四十八歲）為首，十二

名嫌犯全是廣東人，以六人一組、分兩次來台下榻同家飯店。  

陳嫌等人於八月中旬以商務參訪名義來台，多數人今年六月就來過台灣並待

半個月，少數人是第一次來。他們專挑傳統市場中高齡婦人下手，女子負責搭訕

行騙、男子負責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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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黨」成員因聽聞危婦有千萬存款而全員出動，不料卻因此被一網打

盡。警方在飯店搜出現金一百四十餘萬元、金飾卅八件，儘管「祈福黨」全否認

犯案，但已有兩名被害人出面指證，警方依詐欺罪嫌移送偵辦。 

（聯合報╱記者廖炳棋／台北報導） 

※婚姻生活，財產宜分明！ 

  先前報紙報導：屏東縣有一位陳姓婦人與她的張姓丈夫離婚已經兩年多了，

卻因前夫在離婚後犯了殺人罪，被判刑 15 年，被害人的家屬要求張某損害賠償

新臺幣 430 萬元，惟張某名下除了 30 萬元存款外，別無其他財產。經過打聽，

張某前妻名下卻有不少財產，便將求償的矛頭轉向張某前妻，一狀告到法院裡，

要求判決陳姓婦人替前夫賠償所要求的金額。  

  這件看起來怪怪的要前妻替前夫賠償的民事求償官司，被害人那一方居然打

贏了！原來法院受理這案件後，法官詳細調查，陳姓婦人三十多年前與張某結

婚，雖然已經在兩年多前離婚，但在婚姻存續期中，夫妻沒有訂立財產制的契約，

依民法規定要適用「法定財產制」，除了夫妻各自所有的財產以外，其餘財產都

是夫妻雙方所共有。陳姓婦人所住的房屋是她父親遺留給她的，不屬共有財產。

共有財產部分合計有 660 萬元，要分一半也就是 330 萬元給前夫賠償被害人家

屬。陳姓婦人當然不願，抗辯說：她與前夫結婚後，前夫一直都是好吃懶做，賺

多少花多少，根本沒有所謂剩餘財產；這些財產都是自己胼手胝足努力賺來的，

怎可以由前夫拿去賠償。乃要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  

  陳姓婦人這些理直氣壯的話，法官不是沒有聽進去，只是礙於法律的規定，

不得不依法行事，最後還是依照原告的請求，作出陳姓婦人敗訴的判決。其實這

不能錯怪法官不會判斷家務事，陳姓婦人要怪就得怪自己在婚姻生活中，只知拚

命賺錢，卻沒有為自己的財產作好妥善的規劃，才會落到這一地步。  

  營造婚姻生活不只是你儂我儂，僅將雙方的精神生活結合成一體，其實在財

產上也成為一個不可分的經濟體。過去女性在經濟上很少獨當一面，大多全心全

意奉獻給夫妻共同建立起來的家，從沒有去計較彼此的財產；一旦婚姻生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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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兩手空空被踢出門，這時候除了無語問蒼天，還能做什麼呢？現在時代不同

了，處處都是女強人，不少傑出的女性不但婚前就擁有自己的不動產和事業，個

人的收入也可能遠超過丈夫。本件案例中並不顯眼的陳姓婦人向法官所述，財產

都是憑她的雙手賺來的，說的該是實情。否則兩年前與前夫離婚時，前夫一定會

主張自己的財產權益，怎會默默地離開呢？  

  民法為了保障夫妻間的財產權利，減少財產的紛爭，規定有法定財產制與約

定財產制供民眾選用。依照民法第 1004 條規定：「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

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目前可供夫

妻選擇的約定財產制，有民法第 1031 條所訂的「共同財產制」與第 1044 條所

訂「分別財產制」兩種：共同財產的內容，是以夫妻的財產以及所得，除特有財

產外，合併組成共同財產，屬於夫妻「公同共有」。不屬於公同共有的「特有財

產」，依民法第 1031 條之１的第１項規定，共有下列三種：  

一、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  

二、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  

三、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以書面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公同共有的財產，原則上是由夫妻共同管理，但也可以約定由夫或妻的一方

管理。至於特有財產，則適用關於分別財產制之規定，由特有財產的所有者自行

管理。夫或妻婚前或婚姻關係存續中負有債務，原則上是由各人的特有財產清

償；如果動用到共有財產，則另一方有補償請求權。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第 1040 條規定：「夫

妻各取回其訂立共同財產制契約時之財產。」「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

同財產，由夫妻各得其半數。」這只是原則，如果夫妻之間曾有特別約定分配的

比率，也是法之所許的。  

  分別財產制民法規定得很簡單，一共只有２條法條，第 1044 條規定的是定

義，指出：「分別財產，夫妻各保有其財產之所有權，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

處分。這對名下擁有相當財產，日進斗金的女強人來說最是適合。夫妻之間你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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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我賺我的，雙方互不過問，誰也占不了誰的便宜。只有在發生債務清償問

題時，依第 1046 條規定，要適用法定財產制中的第 1023 條規定來解決。也就

是「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

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  

  夫妻財產制契約的訂立、變更或廢止，依民法第 1007 條的規定，要以「書

面為之」，所以是一種要式契約，而且要向地方法院的登記處辦理登記。沒有經

過登記的夫妻財產制契約，依民法第 1008 條規定，「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夫妻沒有用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除民法有特別規定以外，依民法第 1005

條規定，不須任何動作，法定財產制就當然成為夫妻間的財產制。法定財產制依

民法第 1017 條的定義：是將「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

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

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  

前述陳姓婦人的問題就出在「共有」兩個字上，因為民法第 1030 條之１的規定，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的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

後，剩餘財產「應平均分配」。而且請求權最長可達５年。陳姓婦人如果採用「分

別財產制」，就沒有這些後遺症了！（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1 年６月１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案例宣導 

案情摘要： 

    ○○市政府職司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林○○等人，係依法服務於政府機關且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於○○年至○○年間，藉辦理火化遺體業務之機會，

利用喪家急於火化亡者大體、骨灰安放納骨塔，或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妥善

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向殯葬業者或喪家收取「紅包」，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3 千萬餘元，案經檢察官偵辦後，依貪污罪嫌起訴。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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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公務員林○○等人對於職務上遺體火化之行為，向殯葬業者或喪家收取

「紅包」，依法應受法律制裁無疑。 

 二、另殯葬業者或喪家雖非公務員，若為使火葬場公務員就喪葬事宜加以「關

照」而送「紅包」，依其行為時點，可分為下列二種情況，論究其責： 

  １、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前者，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

職務行賄罪」尚未正式生效，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精神，自不會成立不

違背職務行賄罪。 

 ２、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後者，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

職務行賄罪」已正式施行生效，如符合下列要件，即有觸法之虞： 

 （１）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以本例而言，如殯葬業者或喪家為使喪葬事宜能順利進行，希望火

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關照」，而表示要給「紅包」，或雙方

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紅包」，在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不違背職務行

賄罪」之構成要件。 

 （２）行為人在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假若火葬場公務員濫用職權，而強行賄，

殯葬業者或喪家因害怕其權勢而同意或交付「紅包」的話，則因其乏行

賄的故意，故不會構成犯罪。因此，民眾只要守法，則毋須擔心觸犯相

關法令。 

三、此外，民眾如不慎違反「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規定，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

審中自白，均有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自新機會。 

本署叮嚀事項 

    公務部門致力處理各項公務、提升行政效率、簡化與透明行政程序，係屬對

人民之承諾。因此，本署呼籲民眾於洽辦公務時，依相關行政作業程序申請

即可，「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給公務員，以免反而誤

觸法網，得不償失。（本資料摘自於法務部廉政署） 

※拒買標示異常商品 勇敢檢舉 保障自身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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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防範進口異常商品藉產地標示不實進入國內市場銷售，造成消費者權益

受損，經濟部於99年5月間結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現為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處）等機關，成立跨部會「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持續

針對進口異常商品執行稽核及複查。目前以織襪、鞋類、內衣、毛衣、毛

巾、寢具、袋包箱、泳裝、成衣、陶瓷、石材及家電等12項傳統產業商品

為重點查核對象，並以偽標、剪標等原產地標示不實為稽核重點。 

（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呼籲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除注意品質、價格外，

應詳細檢視商品標示是否完整，產地標示是否虛偽不實，拒絕購買標示異

常之商品。 

（三）消費者如發現涉及產地標示不實或偽標、剪標、仿冒商品，可向經濟部聯

合稽查大隊檢舉專線0800-029123電話檢舉，以保障自身權益。 

（四）諮詢服務：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轉載於行政院保護處101年消費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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