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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詐欺電腦犯罪中之不正方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154號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以下何者行為，得適用刑法第339條之1「不正利用自動收費設備罪」之處罰規

定？ 

(A)以偽幣投入自動販賣機，藉此獲得自動販賣機所販售之商品 

(B)以偷來之真幣投入自動販賣機，藉此獲得自動販賣機所販售之商品 

(C)將自動販賣機之門板撬開，從機器中取出所販賣之商品 

(D)翻越捷運車站驗票口之閘門，未以車票或儲值卡等支付乘車費用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所稱「收費設備」係指藉由使用人支付一定費用而提

供對價商品或服務之機器裝置，而該規定所保護者，主要係設置該收費設備者之

財產法益，或信賴該收費設備判讀之結果而交付財物、提供服務者之財產法益。

又實務認為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

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

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

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

人之物等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依體

系解釋而言，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之「不正方法」亦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意

圖規避給付對價，而以不合該收費設備之使用規則、或使該收費設備對儲值金額

之判讀發生錯誤等類似詐欺之方法，而取得他人之財產或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時，

即該當刑法第339條之1規定之構成要件。 

【爭點說明】 

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

「不正方法」，有下列不同看法：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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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使用規則理論 

 所謂不正方法，係指違反自動付款設備使用規則，進而影響該設備程式運

作。若係出於自動提款機內部程式設計有誤，則該程式錯誤已成為設備使

用規則之一部分，只要行為人使用真正提款卡並輸入真正密碼，已屬依照

設備使用規則提領現金，不該當本罪之不正方法。 

 另外，若是行為人盜用他人提款卡提領他人存款，只要行為人輸入真正的

提款卡密碼，以及使用真正的提款卡提款，縱使是他人的提款卡，也是符

合提款機設備的使用規則，提款機本來就是插入提款卡以及輸入真正密碼

即可提錢（認卡不認人），亦不該當本罪之不正方法。 

2. 主觀理論 

 所謂不正方法即使一切違反處分權人明知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使用付款

設備者。亦即，此說以處分權人主觀意思決定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屬於無

權、不正當行為。 

 惟有學者認為，此說之致命缺點在於，究竟要以誰的主觀意思作為處分權

人之意思？金融機構還是持卡人呢？如果以金融機構之主觀意思為準，將

導致本罪處罰界線操之在金融機構與存戶間的約定條款，處罰界線將因約

定條款不同而有不同；若以持卡人之主觀意思為準，將使得單純的民事違

約行為都可能違反持卡人主觀意思而受到本罪之處罰。 

3. 詐欺特性理論 

 因為機器不會陷於錯誤，但如果將機器比擬為人，行為人之方法具有類似

詐術特性時，則屬不正方法。有學者認為，本罪之制定係為彌補詐欺罪要

求必須有「人」發生錯誤之處罰漏洞，因此本條之不正方法解釋應以具備

類似詐欺特性為妥。 

4. 實務見解：不限於施用詐術之一切不正當方法 

 實務見解認為，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

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

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

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等，均屬之。 

【相關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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