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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緣 起 

全球化之不可擋趨勢，提供跨國犯罪日益猖獗的條件，使個

別國家難以有效對抗，欲有效對抗跨國犯罪必然需要國際合作。

國際社會早即發展對抗跨國犯罪的策略及機制，我國則於民國50

年以中華民國中央局名義成為國際刑警組織會員國，民國68年7月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擴編時將國際刑警科納入編制，其職掌

為：「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會員國及外國治安機關聯繫與合作事

項；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會員國及外國治安機關來往函件、資料

等處理事項；協助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會員國及外國治安機關各

種請求調查事項；偵辦跨國刑案及協助配合辦理國內重大涉外案

件事項；國際犯罪情報蒐集、傳遞及運用事項。」是以，刑事警

察局國際刑警科依其職掌為我國警察機關與國外治安機關進行國

際執法合作的唯一窗口，可以說刑事局國際科的國際執法合作經

驗就是我國警察的國際執法合作經驗，而且幾乎是完全透過國際

刑警組織管道進行。然而由於國際形勢使然，中國大陸以排我為

條件加入國際刑警組織，其實只是遲早的事情。當時刑事局長盧

金波深知我國警方如過渡依賴國際刑警組織，將使我國在國際警

察合作上受到限制，因此，除盡力維護我國的會籍外，更加強國

際科陣容，主動積極擴展國際執法合作工作。 

民國73年7月國際科一次增加了5人，使承辦人員層級人數一

次加倍，盧局長希望國際科由原先僅負責公文承轉的內勤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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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主動出擊能獨立作戰的單位，尤其是追緝潛逃海外要犯更

為首要工作之一。民國73年9月中國大陸果然取代我國成為國際刑

警組織會員國，面對此一挫折，盧局長親自指揮督導的國際科，

與各國治安機關之往來合作反而更加密切。民國75年國際科逐漸

展現出海外緝逃成果，連續主動跨海出擊，當年3月及5月分別自

日本和泰國緝捕遣返竹聯幫第一殺手劉○榮及殺警奪槍強盜集團

林○誠等要犯，獲得國人的認同肯定及媒體的喝采。尤其是當年

12月，盧局長親率國際科幹員親征菲律賓緝捕遣返十大槍擊要犯

之首的軍火販子許○德等要犯，更是我國警方海外緝逃的極致表

現，媒體報導的程度可謂空前，將刑事警察局的聲望推向另一波

高峰，盧金波局長的遠見令人敬佩，對國際科定位的發展影響深

遠，可說是我國警察開展國際執法合作的先驅。 

作者於民國73年7月進入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服務迄今，三

度進出國際科，前後在國際科服務約十二年，從最基層的偵查

員、警正偵查員、組長、秘書、科長，國際科的每一個層級的職

位都擔任過。國際科從僅僅層轉公文之內勤單位，轉變成跨海主

動出擊尋求國際執法合作之具外勤屬性的內勤單位；民國94年5月

起陸續派駐海外警察聯絡官，運用駐外警察聯絡官網絡進行國際

執法合作，將治安前線推到國境外；民國96年7月警政署外事警官

隊移撥納入國際刑警科成立任務編組之國際刑事偵查隊，成為我

國警方追緝外逃、偵辦跨國案件以及擔任國際執法合作工作的專

責警力。我國警察之國際執法合作重點，則從過去以跨海追緝要

犯為主，到目前的追緝外逃與偵辦跨國刑案並重，且因應跨境多

地犯罪挑戰，經常派員跨境進行聯合偵查。作者有機會參與見證

我國警察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國際執法合作工作，並且在諸多

不利於我國參與國際合作的環境中，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都獲

致豐碩的國際執法合作成果，並且累積豐富的國際執法合作經

驗。因為這方面的經驗，甚至作者在第二度調離國際科擔任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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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二組組長期間，還奉派率員遠赴美屬薩摩亞偵辦我國漁船喋血

案及赴澳門緝捕遣返劉○友公館血案重要關係人槍擊要犯宋○

榮。 

至少50次以上遠赴海外的執法合作任務，在歐、亞、非、北

美、加勒比海、南太平洋及南美等地都曾留下執法合作的痕跡。

與日本、泰國、菲律賓、澳門警方合作緝捕遣返我國外逃要犯都

是開啟雙邊執法合作的破冰之旅；依據金門協議執行遣返大陸經

濟犯吳○鵬是兩岸警務合作的首例；與美國、泰國合作成功執行

我國首次控制下交付之緝毒行動；首次在美國境內（洛杉磯聯邦

法院）由美國檢察官在場見證偵訊我國籍走私安非他命嫌犯並製

作筆錄；首度前往越南偵訊兩岸電信詐騙集團我國籍嫌犯；規劃

兩岸首次至第三地執行「0310」打擊電信詐騙集團之海外查緝工

作，並首次前往印尼執行專案工作；與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及

外交部共同完成臺美簽署「強化雙邊預防及打擊重大犯罪協定」

等，每一案件的執行，都為我國警察在擴展國際執法合作的道路

上樹立一個里程碑，亦均極具歷史意義。 

海外執法合作的任務中，經常遭遇到無法預期及掌控的意

外，例如自奧地利押解外逃經濟犯阮○生返國途中，在泰國曼谷

機場追回乘過境時奪門逃逸的阮犯、在菲律賓馬尼拉圍捕槍擊要

犯林○順的過程中，林犯為脫逃墜樓身亡、已緝獲之殺人逃犯於

遣返前在芭達雅警察局拘留所自殺身亡、已緝獲之槍擊殺人要犯

楊○伍於遣返前一刻在泰國移民局自殘受傷、已緝獲留置於菲律

賓刑事調查處之槍擊殺人要犯李○明企圖行賄期約縱放、已緝獲

留置於菲律賓馬尼拉西區警察局的貪瀆逃犯余○峰經行賄為菲警

私自縱放、自南美烏拉圭押解涉嫌我國漁船喋血案之大陸籍兇嫌

返國遭烏拉圭航空拒載及遭美國拒絕過境紐約、自美屬薩摩亞押

解我國漁船海上喋血案之大陸籍兇嫌返國被美國拒絕過境夏威

夷，甚至國安局曾獲報我國在泰逃亡毒梟廖○福因受作者緝捕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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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而擬對作者不利，因而函請刑事局提醒作者注意赴泰執行任務

時人身之安全，一次次突如其來的挑戰及無法預期的變數，使作

者獲致最難得、最豐富的國際執法合作經驗以及最深刻的體驗。

此外，作者有機會參與美國緝毒局在香港舉辦的研習與美國聯邦

執法人員訓練中心之訓練、前往日本東京及美國夏威夷出席國際

執法合作會議以及參與制訂及洽簽《臺美強化雙邊預防及打擊重

大犯罪合作協定》、《臺越合作預防及打擊犯罪協定》與《臺泰

共同打擊跨國經濟及相關犯罪協議》等經驗，都開擴作者在國際

執法合作領域方面的視野，也提升了此領域的專業素養。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刑事局國際科的國際執法合作歷史就是

我國警察的國際執法合作歷史，可是當筆者第三度重返國際科

時，發現幾乎所有國際科同仁，對於國際科前輩過去創造的很多

空前的國際執法合作歷史均無所悉，驚覺許多對我國警察極具意

義的國際執法合作歷史似乎已在逐漸消逝，乃興起必須要有傳承

及記錄的念頭，而環顧曾經參與過國際執法合作之人員，作者在

這方面的經歷最豐富與最完整，因而在民國101年3月離開國際科

的最後一個職位後，基於使命感即投入資料蒐集、整理、記錄及

撰寫的工作，希望以個人的國際執法合作經驗為主軸，傳承工作

經驗以及為我國警察記錄下國際執法合作的重要歷史，此為作者

撰寫本書的初心。然而著手撰寫後，隨著不同執法合作案件的回

憶，不斷浮現各種不同的議題，隨著不斷衍生的議題逐漸擴大蒐

集參考相關文獻資料，原先的構思遂不斷修改，最後轉變成全面

性的探討國際執法合作之機制與實踐，並以個人親身參與的國際

執法合作的案件及體驗來印證與檢驗，再就其中可能衍生的爭議

與問題深入探討，本書之撰寫於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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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書採用文獻探討、比較研究、個案分析及參與觀察等研究

方法，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所謂文獻探討，是指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持續蒐集與其有關的

重要圖書文物資料，並加以整理、分析歸納，評鑑與彙整歷程。1

本書蒐集相關之國內外學術著作、期刊論文、聯合國報告、宣

言、決議、相關公約及條約、歐洲相關公約、條約及架構決定、

研究報告、出國報告書、法院判例、雜誌、報紙及相關文獻，加

以整理、歸納及分析，作為撰寫全球化與跨國犯罪、國際合作對

抗跨國犯罪之策略、國際執法合作之機制與困境、國際執法合作

之趨勢與實踐面向以及探討國際執法合作衍生的問題等論述之基

礎。 

二、案例研究法（Case Study） 

案例研究法常常是一個研究單元（unit of study）—如：個

人、機構、團體或社區等—有關層面的探討。2電信網路詐欺犯

罪可說是犯罪全球化最典型的犯罪型態，本書以電信詐欺犯罪為

案例，由兩岸及與第三地合作打擊電信詐騙集團的過程，分析其

由臺灣西進中國大陸，再蔓延、流竄至東南亞國家及未來可能發

展成為「全球公敵」之原因，並以兩岸與第三地執法合作掃蕩電

信詐騙集團之成果雖然豐碩，然而詐騙集團在第三地之運作依舊

猖獗，提出在既有合作之基礎上持續加強跨境合作提升查緝成果

                                                        
1 周文欽，研究方法概論，空大學訊，第393期，2008年3月，頁96。 
2 許春金，（2007），犯罪學，臺北：三民，修訂五版，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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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如何有效防範電信詐欺犯罪持續蔓延、擴散成為「全球公

敵」之省思及建議。 

三、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 

比較研究法是對相同事物的不同方面或同一性質事物的不同

種類，透過比較而找出其中的共同點或差異點，來深入認識事物

本質的一種方法，其基本原理有二：「比相同」與「比差異」。3

當必須在兩個或多個事件間，建構出一種關係時，便需要採取一

種提綱挈領式的觀點，這便需要採用比較研究的方式。4打擊跨國

犯罪必須發展司法互助與加強執法合作，此兩個不同的領域，在

實踐中，往往相互聯繫並且相互交織，既有一些相似之處，也有

著區別，有時候很難將它們截然區分，本書由合作主體、合作的

目的和對象、所採取程序以及合作依據的法律文件效力等方面加

以分析比較，探討司法互助與執法合作之異同以及兩者運作之原

則。另比較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刑事事件司法互助示範

條約》及《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與《反腐敗公約》、《臺

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及《臺美強化雙邊預防及打擊重大犯罪協

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臺越合作

預防及打擊犯罪協定》、《臺泰共同打擊跨國經濟犯罪及相關犯

罪協議》、日本《國際偵查互助法》與韓國《國際刑事司法共助

法》等內容及立法例，提出較符合我國現實環境之立法及推動與

各國洽簽司法互助與打擊犯罪條約或協定之建議。 

                                                        
3 王玉民，（199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洪葉文化，頁

247。 
4 Arnold Joseph Toynbee著，陳曉林譯，（1984），歷史研究，臺北：遠

流，頁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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