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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方檢察署管轄區域圖臺灣

第廿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第一節  沿革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源起於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成立之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檢察局。1940

年「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檢察局」改制為「高雄地方法院檢察局」。臺灣光復後，政府於 34 年

12 月 24 日接收完成，更名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78 年 12 月 24 日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

名稱改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7 年 5 月 25 日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檢察機關名稱去

法院二字，爰改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第二節  管轄區域 第三節  辦公廳舍

一、暫借高雄商業職業學校時期（34 年 12 月至

35 年底）

 臺灣光復，政府接收完成後，因舊址（高

雄市鼓山區山下里）已殘破不堪使用，故向當

時之高雄商業職業學校借用部分教室，充作共

同辦公處所。

二、河東路時期（35 年底迄今）

 35 年 6 月 25 日，向高雄市政府洽借位於高

雄川（今稱愛河）東岸之原「高雄州廳廳舍」

（即現址）之「主棟樓房」充作辦公廳舍，並

加以初步整修，至同年底正式遷入辦公。55 年

間，因州廳建築已年久破敗且原有空間不敷使

用，需全棟整修及增建，於同年 6 月間開工，

2010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160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161



第四節  歷任首長

任別 職稱 姓名 任職期間 備註 

1 首席檢察官 姜元良 35年 7月 18日至 36年 7月 9日  

2 首席檢察官 方石坡 36年 7月 10日至 38年 1月 16日  

3 首席檢察官 焦沛澍 38年 1月 17日至 39年 6月 15日  

4 首席檢察官 梁挹清 39年 6月 16日至 44年 4月 30日  

5 首席檢察官 田濟棨 44年 5月 1日至 48年 2月 14日  

6 首席檢察官 吳兆濂 48年 2月 15日至 52年 2月 10日  

7 首席檢察官 李鐘聲 52年 2月 11日至 59年 11月 6日  

8 首席檢察官 史錫恩 59年 11月 7日至 62年 6月 24日  

9 首席檢察官 張耀海 62年 6月 25日至 70年 9月 29日  

10 首席檢察官 呂玉介 70年 9月 30日至 71年 2月 4日  

11 首席檢察官 陳涵 71年 3月 1日至 71年 11月 8日  

12 首席檢察官 翟宗泉 71年 11月 9日至 74年 3月 14日  

13 首席檢察官 柴啟宸 74年 3月 15日至 74年 7月 1日  

14 首席檢察官 劉景義 74年 7月 2日至 76年 5月 18日  

15 首席檢察官 鍾曜唐 76年 5月 19日至 79年 9月 18日 

78 年 12 月 24 日

起 職 稱 更 名 為

「檢察長」 

16 檢察長 張順吉 79年 9月 19日至 85年 1月 16日  

17 檢察長 鄭增銅 85年 1月 17日至 89年 6月 26日  

18 檢察長 施茂林 89年 6月 27日至 90年 4月 26日  

19 檢察長 朱楠 90年 4月 27日至 94年 3月 15日  

20 檢察長 凌博志 94年 3月 16日至 96年 4月 11日  

21 檢察長 劉惟宗 96年 4月 12日至 98年 6月 30日  

22 檢察長 江惠民 98年 7月 1日至 99年 7月 27日  

23 檢察長 邢泰釗 99年 7月 28日至 100年 7月 19日  

24 檢察長 蔡瑞宗 100年 7月 20日至 104年 5月 6日  

25 檢察長 周章欽 104年 5月 7日至 109年 3月 12日  

26 檢察長 莊榮松 109年 3月 13日迄今  

同年 10 月底工程結束，從原有之「山」字型建築改成「日」字型建築。嗣因高雄院、檢轄區人口

日增，案件數量隨之急遽上升，有新建辦公廳舍之必要，故於 74 年 6 月間，奉准編列預算於原址

興建地下 2 層、地上 6 層之辦公大樓，於 76 年 8 月 10 日開工，79 年 6 月 1 日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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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別 職稱 姓名 任職期間 備註 

1 首席檢察官 姜元良 35年 7月 18日至 36年 7月 9日  

2 首席檢察官 方石坡 36年 7月 10日至 38年 1月 16日  

3 首席檢察官 焦沛澍 38年 1月 17日至 39年 6月 15日  

4 首席檢察官 梁挹清 39年 6月 16日至 44年 4月 30日  

5 首席檢察官 田濟棨 44年 5月 1日至 48年 2月 14日  

6 首席檢察官 吳兆濂 48年 2月 15日至 52年 2月 10日  

7 首席檢察官 李鐘聲 52年 2月 11日至 59年 11月 6日  

8 首席檢察官 史錫恩 59年 11月 7日至 62年 6月 24日  

9 首席檢察官 張耀海 62年 6月 25日至 70年 9月 29日  

10 首席檢察官 呂玉介 70年 9月 30日至 71年 2月 4日  

11 首席檢察官 陳涵 71年 3月 1日至 71年 11月 8日  

12 首席檢察官 翟宗泉 71年 11月 9日至 74年 3月 14日  

13 首席檢察官 柴啟宸 74年 3月 15日至 74年 7月 1日  

14 首席檢察官 劉景義 74年 7月 2日至 76年 5月 18日  

15 首席檢察官 鍾曜唐 76年 5月 19日至 79年 9月 18日 

78 年 12 月 24 日

起 職 稱 更 名 為

「檢察長」 

16 檢察長 張順吉 79年 9月 19日至 85年 1月 16日  

17 檢察長 鄭增銅 85年 1月 17日至 89年 6月 26日  

18 檢察長 施茂林 89年 6月 27日至 90年 4月 26日  

19 檢察長 朱楠 90年 4月 27日至 94年 3月 15日  

20 檢察長 凌博志 94年 3月 16日至 96年 4月 11日  

21 檢察長 劉惟宗 96年 4月 12日至 98年 6月 30日  

22 檢察長 江惠民 98年 7月 1日至 99年 7月 27日  

23 檢察長 邢泰釗 99年 7月 28日至 100年 7月 19日  

24 檢察長 蔡瑞宗 100年 7月 20日至 104年 5月 6日  

25 檢察長 周章欽 104年 5月 7日至 109年 3月 12日  

26 檢察長 莊榮松 109年 3月 13日迄今  

第五節  歷任書記官長伍伍、、歷歷任任書書記記官官長長 
任別 職稱 姓名 任職期間 備註 

1 主任書記官 張玉祥 60年至 62年 5月 25日  

2 主任書記官 黎進華 62年 5月 26日至 68年 1月 17日  

3 書記官長 諶定正 68年 1月 18日至 70年 10月 22日  

4 書記官長 林亦沖 70年 10月 23日至 71年 12月 16日  

5 書記官長 陸毅民 71年 1月 18日至 74年 3月 18日  

6 書記官長 劉克儉 74年 3月 19日至 74年 7月 1日  

7 書記官長 張尚達 74年 7月 2日至 76年 6月 8日  

8 書記官長 李隆義 76年 6月 9日至 79年 9月 1日  

9 書記官長 徐應欽 79年 12月 1日至 85年 5月 31日  

10 書記官長 林天岸 85年 6月 1日至 90年 2月 28日  

代理 書記官長 蔡崇漢 90年 3月 1日至 91年 3月 6日  

11 書記官長 蔡崇漢 93年 3月 7日至 95年 6月 1日  

代理 書記官長 林明賢 95年 6月 2日至 95年 12月 7日  

12 書記官長 林明賢 95年 12月 8日至 96年 5月 27日  

13 書記官長 詹中堅 96年 5月 28日至 98年 7月 31日  

14 書記官長 林明賢 98年 8月 1日至 99年 12月 29日  

15 書記官長 葉淑文 99年 12月 30日至 100年 8月 31日 主任檢察官兼辦 

16 書記官長 林順來 100年 9月 1日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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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重大案件選錄

一、青果運銷社違反《國家總動員法》案 

 臺灣省青果運銷社（以下簡稱青果合作社），經營香蕉、鳳梨等青果運銷業務；該

社為人民團體，由吳○瑞擔任理事主席，邱○銀擔任監事主席，李○鎮擔任經理，蔡○

山擔任副理兼總務部主任，楊○池擔任會計課長，羅○源則為總務課長。 

 該社以運銷社員產品、改進運銷技術，並增進社員收益為目的，惟吳○瑞就任理事

主席後，先於民國 52、3 年間，就輸日香蕉採取報價辦法，由日本青果商競購我國香蕉，

因此吳○瑞私下向日商索取每簍美金 1 元至 2 元之回扣，2 年下來回扣數額以千萬計。吳

○瑞又於 55 年 6 月間，將向農民收取之包裝材料集運管理等費用，未經理事會通過而擅

自提高，迄 57 年 2 年間，浮收 2 千 406 萬 8 千 70 元。其私利已達，卻不思改善包裝與運

輸工具，以致輸日香蕉品質破損低落，多次發生

裝船輸日香蕉因不合規格或腐爛被大量廢棄之情

事。 

 在青果合作社成立 20 週年紀念，吳○瑞明知

該社理事會及社務會議，並無贈送政府官員金器

之決議，且明知黃金禁止買賣，仍假該社理事主

席辦公室，召集蔡○山、楊○池、羅○源等人，

共同謀議購置金器事宜，並由羅○源擬妥購買物

品贈送「對於本社業務有幫助人士」之簽呈，經

李○鎮核可後，於臺北榮○銀樓訂購金盤、金碗、

金杯等物，分別贈送理監事、幹部及政府相關承

辦人員。 

 案經高雄地檢署主動偵查，復奉最高法院檢

察署令，發下交由高雄市調查站移送偵辦，並派

員搜索青果合作社，扣押該社帳冊及金器等物，經檢察官訊問後計收押吳○瑞、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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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檢察機關概述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162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163



等 12 人。後高雄地檢署以其等涉犯刑法背信、業務侵占、偽造文書、違反國家總動員懲

罰暫行條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起訴相關被告等人。一審高雄地方法院判決吳○瑞

八年徒刑，上訴後二審以查無舞弊違法事由，改以違反政府依《國家總動員法》所發禁

止黃金買賣之命令判刑。61 年 5 月 10 日經最高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2 年 6 個月確定。 

二、徐○志連環殺人案 

 徐○志結識生活清苦之寡婦張○熟，並與張○熟發生男女關係。但因 2 人個性不合，

金錢關係複雜，常有口角。民國 65 年 1 月 29 日下午，在臺北市三元街住處，2 人又起爭執，

徐○志遂將張○熟頭部連續重擊地面，待張○熟氣絕後，翌日再運至臺中市郊空地埋屍。 

 66 年 6 月間，徐○志與原為酒女之江○雲認識後同居，但江○雲與鄔○暗通款曲。

66 年 8 月 14 日晚間，徐○志返回板橋文化路 2 段同居處，見鄔○、江○雲相擁而眠，竟

用 220 伏特電源電殛殺害鄔○、江○雲二人，又在翌日將二人運埋至上開張○熟埋屍處

附近。 

 71 年底，徐○志與林○壽對郭○、郭○成、吳○榮等人佯稱：臺

東太麻里地區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人留下之寶藏，致郭○等人

信以為真，陸續交付金錢予徐○志進行挖寶事宜。惟徐○志恐訛詐伎

倆遭拆穿，決定將林○壽等人均殺人滅口，並先打造 1 個大型鐵桶裝

在馬達三輪車上，並謊稱如挖到寶藏，該鐵桶可為裝載工具，且必要

時，人亦可藏進鐵桶躲避治安單位查緝。72 年 1 月 4 日下午，一行人

前往太麻里地區探勘時，恰有轎車疾駛而過，徐○志趁機向林○壽等

人謊稱係治安人員查緝，吆喝林○壽等 4 人進入鐵桶後，關上鐵桶門、

插上門栓，並將瓦斯注入鐵桶內，造成林○壽等 4 人呼吸窘迫而死，

再將屍體運至臺南關廟掩埋。 

 72 年 2 月間，被害人吳○榮之家屬將徐○志扭送警局，稱其向吳

○榮斂財，最後吳○榮竟告失蹤。警詢後，徐○志供承殺害林○壽、

郭○、郭○成、吳○榮，並於 72 年 3 月間，帶檢警人員至臺南關廟

挖出屍體 4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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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徐○志犯罪過程遍及全臺，經當時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 ( 現改稱檢察長 )

召集相關轄區檢警人員成立聯合專案小組，並於 72 年 4 月在臺中市郊陸續挖出鄔○、江

○雲、張○熟等人屍體，且相驗遺體結果與徐○志所述吻合。又經專案人員扣得其所有

之名片、發票、記事等，均與案情相符。 

 後檢察官起訴徐○志殺人等罪，法院最終判處 3 個死刑，禠奪公權終身，合併應執

行死刑，禠奪公權終身定讞，並於 73 年 5 月 14 日執行完畢。

三、彭○如命案 

 民國 85 年 11 月 30 日，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如至高雄市參加民進黨臨時全國

黨代表大會，在高雄市尖美大飯店為婦女參政條款進行遊說；當晚因為飯店房間太擠，

彭○如臨時決定回到高雄縣圓山大飯店投宿過夜，在當天晚間搭乘計程車離開高雄市尖

美大飯店後旋告失蹤；直到同年 12 月 3 日，警方才在高雄縣鳥松鄉（現改制為高雄市鳥

松區）某處倉庫旁草叢發現彭婉如的屍體。 

 本案深受社會各界矚目，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警方組成專案小組調查，發現彭

○如確實沒有抵達目的地圓山大飯店，但調閱彭○如離開尖美大飯店時的監視器畫面，

影像也只錄到在飯店門口「彭○如舉起一隻手來」的畫面，因此無法判斷「彭○如到底

是舉手在招計程車？還是向熟人打招呼？」。又因當時目擊證人即尖美大飯店保全人員

證稱，他親眼看到彭○如攔下疑似福特天王星的計程車，往大豐二路方向駛去；另有附

近理容院監視器錄到疑似該計程車的影像，種種跡象，讓專案小組合理懷疑「彭○如搭

上計程車，並遭到計程車司機殺害」。檢警隨即展開高屏地區 5 縣市計程車司機的指掌

紋比對。按照警方作業規定，高屏地區 5 縣市持有小客車營利事業登記證的人，都必須

經過指掌紋的清查比對。惟至 98 年間，專案小組詳查發現，當時尖美飯店保全人員其實

只看到彭婉如拖著行李過馬路，並沒有看見其是否上了計程車，故本案兇手是否為計程

車司機又屬可疑。另因案發後，當時刑案現場管制並不嚴謹，造成現場跡證遭到破壞，

專案小組雖盡力在屍體發現地及相關車輛內，採集可疑血跡、毛髮、組織等，冀望透過

這些微物證據的 DNA 比對，能早日查明真相，但均因物證不足且不明確，致本案無法偵

破。惟日後一旦有新事證，高雄地檢署仍會即刻啟動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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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市議會第 6 屆議長賄選案 

 民國 91 年 12 月，朱○雄當選高雄市議員，夫婦 2 人即積極籌劃競選議長，並於

同年 12 月 15 日，與時任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局長王○正在高雄市霖園飯店內餐敘，

共謀以賄選方式獲取議員支持，朱○雄夫婦旋向親友借款，並透過吳○美之妹吳○

芳挪用旗下公司資金，以籌措賄款。同年 12 月 18 日晚間，吳○美、王○正在高雄

市光華路、青年路口水舞咖啡廳研議賄選對價，並由朱安雄夫婦親信黃○中、賢○

禹二人負責交付賄款。 

 嗣後，王○正協助朱○雄夫婦完成與詹○龍、蔡○根、鄭○助、章○琇、吳林

○敏及曾○發等人約定投票支持朱○雄，並由吳○美、賢○禹、黃○中等人交付賄

款。另朱○雄夫婦自行或指示賢○禹、黃○中與朱○慶、簡○城、陳○靜、林○山

等人接洽，並均達成以每票 500 萬元交換該等於議長選舉投票支持朱○雄之意思合

致，由黃○中、賢○禹實際負責交付賄款事宜。 

 然 91 年 12 月 23 日，時任民進黨主席之陳○扁在民進黨中常會中明確指稱高雄

市議長選舉賄選非空穴來風，翌日經各大報大篇幅披露後，原決意支持朱○雄之民

進黨籍市議員，改投票給其黨提名之高○英，但朱○雄雖流失多張選票，仍獲得 25

票而當選。 

 高雄地檢署於媒體披露賄選消息之初，即剪報分由檢肅黑金專組檢察官承辦，

至投票結果出爐後，高雄地檢署旋檢具相關資料，向法院聲請搜索票 40 張獲准，該

日下午即調集多位檢察官分別前往市議員及樁腳住

處或服務處執行搜索。 

 檢察官於同年 12 月 28 日上午先行約談市議

員詹○龍夫婦，複訊後認詹○龍犯嫌重大，當

庭逮捕並聲請羈押獲准。同日朱○雄夫婦訊後

亦遭逮捕並獲合議庭裁准羈押朱○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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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經檢視扣案之帳冊，發覺部分鉅款自振安公司流向黃○中等人戶頭，檢察官

遂約談黃○中釐清資金來源，再訊問賢○禹及吳○芳後均聲請羈押，吳○芳在羈押

審查庭轉為污點證人，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連之調集資金及交付賄款予重要樁腳、

議員之賄選網絡，連帶使法院裁定羈押賢○禹，之後賢○禹於提訊時供出轉交賄款

予王○正及議員之名單。 

 為能速偵速結，高雄地檢署發布新聞督促涉案議員自動投案並繳出賄款，後有

鄭○助、蔡○根、高○英、楊○國、吳○敏等人陸續投案，連同在押之詹○龍均繳

出收受之賄款。另因多位涉案議員之指認及朱○雄夫婦、賢○禹之供述，已可認定

王○正涉嫌重大，故經檢察官訊問王○正後聲押獲准。

 朱○雄夫婦賄選案件於 92 年 4 月 4 日偵結起訴，其中受賄議員部分，林○山、

詹○龍、蔡○根、鄭○助、章○琇等 21 人均被法院判處有罪判決確定；朱○雄於歷

審均判決有罪，於更一審判決有期徒刑 3 年 6 月後未上訴而確定。但其於案件審理

中即潛逃出境而未到案執行，由高雄地檢署通緝迄今。高雄市第 6 屆議員當選人因

賄選案件判刑確定（且未獲緩刑）遭解職者多達 17 人，並因而舉辦補選，創下地方

自治史之紀錄。 

五、井○博貪汙案

 高雄地檢署民國 99 年偵辦井○博辦理中醫診所違反藥事法查出：馬來西亞商Ｓ

ＵＮ公司的股東兼財務主管孫○慧涉嫌將含有禁藥的減肥咖啡輸入臺灣；在友人黃

○信牽線下，又得知孫之夫梁○基在馬國投資礦產，孫○慧、梁○基遂透過黃○信

贈送井○博幹細胞製劑，並主動調降投資採礦簽約金至 1500 萬元，且保證獲利 1 倍；

井○博於 98 年除收受孫○慧價值 18 萬元的 70 支幹細胞外，並出資 1200 萬元（黃○

信出資 300 萬元），在馬來西亞成立礦產公司，由妻子彭○美（現改名彭禾○）當

負責人，井○博收受賄賂後，遂於同年 7 月將孫○慧所涉案件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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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高雄的王○林與友人吳○萍合資投標臺灣金融資產公司辦理的亞太隆剛公司

不良債權標售案，得標後，王○林與吳○萍懷疑亞太隆剛負責人邱○玄涉有將法院查封

的機具、設備隱匿變賣之行為，遂控告邱○玄毀損債權，並透過曾任報社記者的呂○勳

介紹，找上曾任司法官的律師黃○銘，黃○銘接受委任後，表示可以請配合的檢察官儘

速偵辦並起訴邱○玄，但需在律師費外另支付 200 萬元，王○林與吳○萍遂同意先交付

50 萬元給黃○銘。後王○林等人又請呂○勳牽線找上井○博，表示願支付 150 萬元，井

○博允諾可協助起訴邱○玄，但須再收取 15 萬元分案費，呂○勳因此先後交付共計 165

萬元給井○博。井○博收賄後，即與黃○銘共同謀議，利用地檢署相同被告「後案併前案」

的分案規則，先由井○博挑選自己現偵辦中的被告「楊○水」，讓黃○銘將詐害債權告

訴狀的被告姓名年籍寫成「楊○水」，製作內容不實的刑事告訴狀向高雄地檢署遞狀，

案件即順利分到井○博手上，翌日黃○銘再以繕打錯誤為由具狀向高雄地檢署聲請更正

被告姓名為「邱○玄」，但因已分案並未再改分，仍由井○博承辦偵查，不久，井○博

依約定起訴邱○玄。

高雄地檢署於 101 年將井○博、其妻彭禾○等人起訴，一審時高雄地院依違背職務收

賄罪處井○博徒刑 12 年，又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祕密罪處徒刑 4 月，可易科罰金；

井妻彭禾○因罪證不足，獲判無罪；黃○信於 101 年 7 月墜樓身亡，故其公訴不受理；

孫○慧因在偵查中坦承犯行獲判免刑；梁○基則依共同行賄罪判處徒刑 6 月、緩刑 2 年、

褫奪公權 1 年。經上訴二審後，法院改判井○博 11 年 6 月有期徒刑，然井○博趁交保期

間棄保潛逃海外，經高雄地檢發布通緝，目前仍然在逃。

 而曾與井○博共同收賄之黃○銘，於 105 年遭高雄地檢署起訴，一審依不違背職務收

賄罪遭判 8 年徒刑，褫奪公權 4 年；二審高雄高分院於 110 年 3 月 31 日結案，仍維持相

同刑度，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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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雄大氣爆偵辦實錄 

 民國 103 年 7 月 31 日深夜 11 時 57 分，高雄市前鎮、苓雅區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工安

氣爆事件，造成 32 人死亡、321 人受傷。當時凱旋三路、二聖路、三多一路一帶發生連環

氣爆，人孔蓋炸飛，數百公尺的柏油路被炸毀，爆炸火焰衝上 15 層樓高，稍早先到達現場

約 20 多名警消、義消，首當其衝，消防車或遭焚毀或墜入炸毀塌陷的路面，有民眾在爆炸

中從路面被拋至 4 樓樓頂，也有汽車被炸飛到 3 樓樓頂，總計氣爆事故波及範圍達 6 公里，

其中有 4.4 公里的市區道路被摧毀，影響範圍達 3 平方公里。 

 氣爆當時高雄地檢署立即分成相驗組與調查組，分工處理相關事務。相驗組部分，由

主任檢察官負責調度，力求於最短時間內完成屍體相驗，並協助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

分會在市立殯儀館開設服務據點，以撫慰及服務家屬。調查組部分，案件指分專案檢察官

負責，並由主任檢察官負責調派同仁協助調查管線使用業者之責任；另就公務員當晚處理

流程及當初埋設管線部分，由黑金專組之主任檢察官調派同仁負責釐清責任，堪稱高雄地

檢署有史以來參與人力最多的單一事件。 

 三位主任統籌組成相驗及偵辦團隊，分成 8 組逐步勘察，終在凱旋路與二聖路口炸開

的箱涵內，發現分屬中油、中石化與李長榮化工 3 條管線其中 1 條管線上有破洞，由於石

化氣體（丙烯）沿著市區雨水下水道系統逸散，蔓延區域甚廣，導致災害影響範圍如此之

大，後進行吹驅程序，證明這是所有管線唯一破孔之處。 

經過 140 天的審慎奮戰，總計動員 29 位檢察官參與，相驗了 32 位罹難者，並訊問被告、

證人、告訴人等多達 510 人，最後在各司法警察及義務贊助鑑定的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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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協助之下，於 103 年 12 月 9 日偵查終結，共起訴 12 人，

後經法院判決，3 名市府官員有罪：趙○喬判處 3 年 6 月、楊○仁 2 年 6 月、邱○文 3 年 6

月有期徒刑；9 家廠商判無罪定讞。

七、高雄監獄暴力脫逃事件 

 在高雄監獄服刑的鄭○德、黃○勝、魏○穎、靳○生、黃○晏、秦○明等 6 名受刑人，

於民國 104 年 2 月 11 日下午 4 點多，利用監獄主管未詳實搜身及受刑人可在監所內衛生科

就診之機會，夾帶在裁縫工場施作使用之利剪及事先藏放之鋼筋，持以脅持提帶主管，並

在戒護科內破壞械彈室門鎖，奪得 65 式 K2 步槍、步槍子彈等，再脅持到場協調之典獄長、

副典獄長及戒護科長，而引爆了一場震撼全臺的奪槍暴力脅持典獄長之越獄事件。 

 高雄地檢署獲報後，旋即由主任檢察官等人趕赴現場。在溝通協調過程中，6 人家屬

亦到場溫情喊話，鄭囚更與媒體連線受訪，獲媒體報導 5 大聲明，在獲知其要求無法獲得

全盤接受後，改要求遞送高粱酒並釋放戒護科長。而鄭囚在溝通中，一再表達輕生之意，

雖經相關人員善意勸說，仍未見鬆動，實則彼等在警力火網包圍下，已知脫逃無望，更不

願面對剩餘刑期而老死監所，早已堅決自我了斷之心意。迄至隔日上午 5 時許，「碰！碰！

碰！碰！」，4 聲槍響劃破寂靜的夜空，負責監控之警方通報 4 囚持槍自戕，主嫌之鄭囚、

秦囚再朝自戕之靳囚等 4 人補槍後，嗣後亦於同日上午 5 時 36 分許舉槍自盡身亡，典獄長

自此自行脫困。 

 儘管上述事件發生時在場多人見證，對鄭囚等人持槍自戕乙事本無可懷疑，然相關事

證仍須盡力保全，儘速完成相驗、複驗等各項鑑定報告，以給社會大眾一個合理明確的事

實交代。雖事後有人質疑鄭囚等 6 人死因，乃至典獄長是否共犯？有無殺人滅口？或是受

賄而內神通外鬼？高雄監獄是否存在共謀脫逃之第 7 囚等各種政治化或抹黑式質疑，但檢

方憑藉詳盡的查證及說明，戳破各種似是而非的言論。在經過鑑驗鄭囚等人奪得之槍械、

現場詳盡之勘查採證、法醫研究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比對調閱所得之資料、勘驗監視器影

像等偵查作為，已讓證據說明本件事實之真相，更在刑事局鑑識中心主任及鑑識專家李昌

鈺博士提供專業細膩之專家意見，證明各種質疑僅係空穴來風之流言。

八、永富升漁船走私海洛因磚案件 

 海巡署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於民國 105 年年底接獲線報，指稱高雄市旗津區漁民「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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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即蔡○章，計畫利用高雄籍漁船永富升號前往柬埔寨運送毒品返臺販售圖利，並表示

永富升漁船即停放於高雄市旗津區漁港南邊處，高雄地檢署接獲情資後隨即與海巡署第五

海巡隊成立專案小組共同偵辦。 

 專案小組先調閱永富升號船舶所有權登記申請書及漁船進出港紀錄明細，並開始 24 小

時監控永富升號漁船動靜情形，發現永富升號漁船在 105 年 9 月 22 日已買賣漁船所有權並

辦理變更登記，自此該船即無正常出海捕魚之進出港口紀錄，直至 106 年 2 月 1 日，永富

升號漁船始有出海紀錄。但經調閱該次出海紀錄發現船主即為蔡○章，在出航後短短 3 日

即返回旗后港，專案小組研判該航次目的在監測有無查緝單位在監控注意，另一方面也在

測試漁船本身的設備、儀器，是否適合遠程航行。 

 106 年 4 月 17 日，專案小組再次發現永富升號漁船自高雄旗后港報關出港，經調閱該

漁船進出港紀錄明細資料，出海者有 5 人，船長蔡○章、漁航員郭○得、邱○通、代理輪

機長郭○生、輪機員許○助。永富升號漁船出海近一個月後，依據永富升號漁船的噸位數、

海象及載運毒品地點，專案小組研判永富升漁船約需 40 天航程始能返回臺灣，故向法院聲

請對永富升號漁船及船上 5 人搜索。 

 5 月 24 日，專案小組人員發現永富升號漁船出現於臺灣海峽，然因海象不佳，海巡署

第五海巡遂聯繫海巡署海洋總局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金門艦艦長，請求協助執行搜索，翌

日上午，金門艦海巡人員登船檢驗永富升號漁船並執行搜索，成功控制船上人員，同日共

同押解永富升號漁船返回第五海巡隊公務碼頭，經專案小組實施清艙搜索後，自永富升號

漁船駕駛室船頂及後艙船頂扣得 15 個碰墊，發現每 1 碰墊內均有黃色麻布袋 2 只，每 1 黃

色麻布袋內有海洛因磚 60 塊，共計扣得 1800 塊海洛因磚（毛重約 693 公斤）。 

 該案被告 5 人於 106 年 7 月 18 日遭高雄地檢署以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名起訴，一審法院判處蔡○章無

期徒刑，其餘四人均判處 17 年至 18 年 6 月不等；

二審法院除邱○通遭改判 19 年以外，其餘 4 人皆

改判無期徒刑；上訴三審後，最終蔡○章遭判無

期徒刑，其餘四人應執行 17 年至 18 年 6 月之有

期徒刑。

示意圖示意圖 -pexels-michael-nunzio-4189458(www.-pexels-michael-nunzio-4189458(www.
pexels.comzh-twphoto4189458)pexels.comzh-twphoto418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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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署史封面暨全球資訊網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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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六十六週年史實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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