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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2年5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643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定宇、陳歐珀等 20 人，針對日前發生現役陸軍步

兵訓練指揮部作戰研究發展室上校主任向德恩，遭中共對台

統戰組織成員滲透利誘，簽立誓約書予與我敵對之中共勢力

，對敵人表示效忠乙案，社會各界對政府部門如何因應中國

之滲透破壞極為關切。案經法務部於 2023 年 2 月 18 日邀集

國家安全局、大陸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及各地檢察署等單

位研商，多數表示為周延國家安全之維護，禁止效忠中共之

行為不限於現役軍人，建議於國家安全法研議增訂相關刑事

處罰。本席等認為，近年中國對我軍事威脅越趨強硬與頻繁

，各式滲透活動更甚以往，除民間人士之外，對於公務體系

及現役或退除役軍人，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對於有關危害國

家安全之行為，法制上於個案發生後，若不予以回應，實難

達到防止敵人滲透、嚇阻任何人投敵之效，現行法律之漏洞

，實有補正之必要。爰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及第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現役軍人向德恩歷任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金門守備大隊上校大隊長、陸軍步兵第 206 旅

上校副旅長、陸軍裝甲第 564 旅上校副旅長、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作戰處上校副處長，陸

軍步兵訓練指揮部作戰研究發展室上校主任研究教官等陸軍部隊重要職務，為國軍高階軍

官，對國家負有忠誠義務及帶領軍隊作戰、維護國防安全之責（國防法第五條參照），合

先敘明。 

二、經查，向德恩身為國軍現役高階軍官，明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中華民國在軍事上仍屬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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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峙狀態，陸海空軍刑法明定之「敵人」（陸海空軍刑法第十條參照），竟受中國對台

統戰組織成員邵維強金錢及協助升遷之利誘，貪圖獲得職務升遷及財產上之利益（每月收

受新台幣 4 萬元合計 14 個月 56 萬元整），109 年 1 月 12 日在安全旅行社內，應邵維強之

要求，簽署：「本人向德恩，在此宣誓，本人支持兩岸和平統一，未來也會在自己的工作

崗位上盡力為祖國為組織效力，早日完成和平統一神聖光榮的使命。立誓人向德恩」等內

容之誓約書，並身著軍常服、手持該誓約書與邵維強合照，明確許諾將來若發生戰爭即效

忠中共，並提供其載有「陸軍裝甲五六四旅上校戰訓副旅長向德恩」官銜之名片 1 紙，供

邵維強持至廈門交與四辦官員「陳大勝」以覆命，許諾將來若發生戰爭將為中共效力，而

違背其身為現役軍人對國家忠誠義務、帶領軍隊作戰抵禦敵人及忠實維護國防安全職務之

行為。 

三、該案為近年破獲首見現役軍人對敵人宣誓效忠之叛國行為，顯見中國對我國現役軍人之滲

透已見破口。向員長期在作戰部隊服務，時任軍中重要職務上校主任，被吸收為中國統戰

細胞之後，不只可能在軍中偷渡消極不抵抗的躺平思想，更恐重創軍心士氣，然這種「約

定期約投降」的行為發生在非戰時，遍查現行陸海空軍刑法及相關法律，對該等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之行為，得據以刑事處罰之規定付諸闕如。最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於 2022

年 11 月 18 日僅能以貪汙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賄罪起訴（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 111 年度軍偵字第 181 號、第 242 號起訴書參照）。2023 年 2 月 24 日經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以違背職務收賄罪判處七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 4 年。近年中國對我軍事

威脅越趨強硬與頻繁，間諜活動滲透更甚以往，若不嚴懲現役軍人前述違反對國家之忠誠

義務、背叛國家之行為，實難達到嚇阻投敵之效，現行刑法第 106 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19

條規定，均限於行為人提供敵國（人）「軍事」之利益或以「軍事」不利益危害國家或其

同盟國者，始得處罰。對於前述向員受中國統戰組織成員利誘後簽訂未來效忠敵人之誓約

書之行為，究屬以「軍事」之利益或「非軍事」利益提供與國（人）？或應認定為陸海空

軍刑法第 24 條第 3 項投敵之預備或陰謀犯？又是否該當刑法第 106 條第 3 項之預備或陰謀

犯？於個案之適用仍屬有疑。 

四、本席等認為，現行國家安全法第 2 條第 1 款僅禁止任何人為境外敵對勢力發起、資助、主

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然受吸收參與組織活動或為其成員者卻漏未規定，如前引向

員身為現役軍人，受中共統戰組織吸收為其成員且違反國家忠誠義務犯行明確，現行相關

法律卻漏未規定，國家安全之維護顯有疏漏，應予以補正。且前引危害國家安全之行為人

非限於現役軍人始能為之，爰國家安全法修正第 2 條第 1 款規定，並於第 7 條增訂第 5 項

規定，針對現役軍人及公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者，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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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分之一之。 

五、修正條文第 7 條增訂第 4 項加重結果犯之規定。行為人洩漏、交付、刺探或收集第 2 條所

規範之資訊，有可能使從事國安工作人員之人身安全或任務執行受到威脅，致生國安全或

利益危害之結果，甚或致情報人員被逮捕、財產被沒收、設施被少毀或組織被破獲等加重

結果，爰增訂第 4 項之加重處罰；另為期明確，將須採取刑罰加重處罰之標準，明定在致

生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危害結果，或致情報人員被逮捕、財產被沒收、設施被少毀或組織

被破獲等加重結果，以限縮其範圍。 

 

提案人：王定宇  陳歐珀   

連署人：林岱樺  陳靜敏  湯蕙禎  王美惠  陳素月  

羅致政  鍾佳濱  陳培瑜  吳思瑤  何欣純  

林楚茵  余 天  邱泰源  吳玉琴  莊瑞雄  

趙天麟  許智傑  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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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任何人不得為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

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

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

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

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或

為組織之成員或參與組織

活動。 

二、洩漏或交付或關於公務

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

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

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

錄。 

第二條 任何人不得為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

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

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

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

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

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影像、消息、物品或

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

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

錄。 

一、日前檢察機關偵辦國軍現

役高階軍官於中國對台統戰

組織成員利誘下，簽立誓約

書予與我敵對之中共勢力，

表示對其效忠；且允諾敵人

犯台時配合其統一行動之叛

國行為，案經高雄地方法院

以貪汙罪判處七年有期徒在

案。 

二、近年中國對我軍事威脅越

趨強硬與頻繁，間諜活動滲

透更甚以往，若不嚴懲現役

軍人前述違反對國家之忠誠

義務、背叛國家之行為，實

難達到嚇阻投敵之效。現行

國家安全法第二條第一款僅

禁止任何人為境外敵對勢力

發起、資助、主持、操縱、

指揮或發展組織。然受吸成

為其成員或參與組織活動之

行為卻漏未規定，如前引向

員身為現役軍人，受中共統

戰組織吸收為其成員且違反

國家忠誠義務犯行明確，國

家安全之維護顯有疏漏，應

予以補正，爰如修正條文第

一款所示。 

三、現行刑法、陸海空軍刑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

報工作法等有關洩密行為之

刑罰規定，其構成要件行為

均規定為「洩漏或交付」，

實務與學說均認「洩漏」係

使不知其秘密之人知悉之義

，現行條文第二款規定「洩

漏或交付」增加「傳遞」，

其解釋與「洩漏」是否一致

，未臻明確，為避免法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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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義，並與其他法律規定

體例一致，爰刪除「傳遞」

態樣，以杜爭議。 

第七條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

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

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

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

反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第二款規定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二項、第三項之罪

，致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危

害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員被

逮捕、財產被沒收、設施被

少毀或組織被破獲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 

現役軍人、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以故意犯第二條各款之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其刑

，且刑度較高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至第五項之未遂

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前七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第七條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

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

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

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

反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第二款規定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前五項之罪而自首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五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

一、新增第四項規定。現行條

文第二項及第三項，為單純

之洩漏、交付、刺探或收集

公務上應秘密文書之行為，

雖侵害國家法益，惟屬抽象

危險犯，不一定發生實害。

然該行為有可能使從事國安

工作人員之人身安全或任務

執行受到威脅，致生損害國

家利益之寪害結果，甚或致

情報人員被逮捕、財產被沒

收、設施被少毀或組織被破

獲等加重結果，爰增訂第四

項之加重處罰；另為期明確

，將須採取刑罰加重處罰之

標準，明定在致生國家安全

或利益受到危害結果，或致

情報人員被逮捕、財產被沒

收、設施被少毀或組織被破

獲等加重結果，以限縮其範

圍。 

二、新增第五項規定，對於現

役軍人、公務人員違反第二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依前

三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現役軍人與公務人員身分

及職務關係，其違反第二條

各款規定之行為對於國家安

全或利益之危害甚於非軍公

職人員，並補正國家情報工

作法罪刑失衡之疏漏。爰參

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之

規定，如修正條文第五項

所示。 

三、第十項為新增。按犯修正

條文第一項之罪者，其行為

有：發起、資助、主持、操

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或為

組織之成員或參與組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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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七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犯第一項之罪，情節輕

微者，得減輕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參

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外，應

予沒收。 

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 

予沒收。 

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

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 

等不同樣態，個案上，對於

國家安全或利益之侵害因情

節不同而輕重有別，應允許

法官於審判時得視該情節

輕重，科以不同之刑罰之

裁量權，以免刑罰過於嚴峻

，爰如修正條文增訂第十項

所示。 

四、第六項以下各項文字配合

第四項新增調整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