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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有幸從事警察實務與教學工作，一路走來有感於國內現有鑑

識、刑案現場與證物處理等資料，內容具高度專業性，但較偏重於

刑事鑑識專責人員或實驗室工作應用範圍，惟服務單位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為培育基層員警之搖籃，身負全國所有基層執法員警教育訓

練之重責大任，為使每一位基層員警在刑案現場處理時更臻完善，

因此集思編寫一套適用於基層員警及各分局偵查隊鑑識小隊（組）

成員參考使用的現場與鑑識教材，目的在於使員警於勤務中，遇有

刑案現場等案件，能具有初步且完整概念，有助於後續鑑識工作進

行。 

而一般社會大眾、法律界、保險業等實務工作者，也會因為對

於現場實務操作程序不熟悉，常對執法人員有所誤解，甚至演變成

相互對抗的情況，而模糊了追求真相的焦點，為能達成執法人員教

育及相關知識推廣目的，本書的編寫，結合理論及實務工作重點，

由基層員警及各分局偵查隊刑事人員需求的角度出發，除能使本書

閱讀者具有完整的刑案現場、證物處理、鑑識知識等概念外，並加

入各種實際經驗、案例，提供讀者參考。由於本書系專門針對國內

執法人員需求所撰寫，因此另輔以刑事訴訟相關法規、作業手冊等

內容，解說刑案現場處理思維邏輯等重點工作。 

以證據為基礎的刑事司法過程是建立民眾對政府信賴感的重要

基礎，也是國家樹立執法威信的重要憑據，本書撰寫盡可能收集各

種的刑案現場狀況，希望能將所學與讀者研究探討，以落實「保障

人權」的普世價值，惟刑案現場千變萬化，法令不斷變更，犯罪手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84



 

 

法亦隨著科技與時俱進，個人才疏學淺，能力有限，無法將所有情

況逐一清楚說明，若有疏漏或不解之處，歡迎讀者於閱讀過程中，

隨時與筆者聯繫討論，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本書所列資料，為個人從事犯罪調查實務與教育過程中所得，

每一個刑案背後都有一個悲傷的故事，本書能夠完成付梓，誠摯的

感謝各位學者的研究智慧與被害者的付出，為國家長遠的人權保障

犧牲奉獻，所舉案例或資料已儘可能將相關刑案背景資料加以去

除，若當事人仍覺不妥或有冒犯之處，仍請體諒包涵，並與筆者聯

繫，若有幸再版，定當加以修訂改正。 

感謝警察這個大家庭，讓筆者有今日安穩的工作，逐步學習與

成長的機會，感恩之情，無法以言詞形容。刑案現場處理是團隊的

工作，無法由筆者獨自完成，藉此感謝各界長官、師長、前輩的厚

愛、工作夥伴的體諒與付出，尤其每當對於現場意見有相異時，更

能容忍筆者無意的言語冒犯，最終能讓筆者吸收到寶貴的現場經

驗，對此，僅能藉此表達個人由衷的感激之情。 

最後，感謝那些一路走來，默默在背後支持我的父母、家人、

朋友們，因為有你們的支持，個人才能完成這本書籍，大家的協助

太多，無法一一言謝，有些親人甚至為了讓筆者有更好的工作環

境，奉獻生命，油盡燈枯，再也無法聽到我的一聲感謝，但我仍想

對你們大聲的說，謝謝你們！ 

 

 

曾春僑、莊忠進 

2014年1月6日 

序於興隆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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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刑案現場及證物 

刑案現場為犯罪者計畫、準備及著手實施犯罪行為過程之處所，因

此除了最終結果地外，相關人員住所、犯罪地、經過地等，均為現場處

理之重點，涉嫌人及被害人可能在這些處所遺留許多相關物證，故從事

犯罪偵查工作人員，均認同刑案現場係證據寶庫之觀念，更是破案關鍵

所在，現代各種偵查的基礎，均從現場出發。犯罪偵查實務上，能讓歹

徒俯首認罪的最有力要素，就是物證，「物證不會講話，物證也不會說

謊」，多一分現場處理的努力，就少一分犯罪偵查的辛勞。 

宋代鄭克編著之《折獄龜鑑》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案例彙編，該書提

出「重證據，輕口供」的現代刑事訴訟精神，係我國自秦代以來一直注

重口供之訴訟理論的重大變動。宋慈《洗冤集錄》序言提到「獄事莫重

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直枉

屈伸之機括，於是乎決。」即是不斷告誡審案人員不能輕信口供，更提

出檢驗官吏必須親臨現場，參加勘驗及填寫驗屍報告，落實現場勘查精

神。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不得

推定其犯罪事實」，故對於刑事鑑識證據審查標準及要求日益嚴格，為

落實人權保障，使犯罪偵查程序均能符合程序正義要求，各階段處理現

場之執法人員，更應以最嚴格標準自我要求，以達毋枉毋縱之境界。 

面對日益增多的刑案與犯罪的多元化，加上各種媒體報導日益詳

盡，可以預見未來刑案現場蒐證倍加艱難，如何利用科學的證據或科學

方法驗證，以證明犯罪，釐清責任，亦是執法人員共同努力的目標。本

章就刑案現場及證物相關概念作詮釋，建立執法人員對於刑案現場及證

物之基礎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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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節所述之證

已知犯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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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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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8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刑案現場處理與採證／曾春僑, 莊忠進 
合著.  -- 四版. -- 臺北市：元照,   
2020.09 

面； 公分 
ISBN 978-957-511-413-8（平裝） 

 
1.刑事偵察  2.鑑識 
 

    548.61                   109013490 
              

 

 

 
 
刑案現場處理與採證 

     作    者 曾春僑、莊忠進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650 元 

     專    線   (02)2375-6688 

     傳    真   (02)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4 年 4 月  初版一刷 

  2020 年 9 月  四版一刷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957-511-413-8 

5U005RD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