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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與德國學者Prof.Dr.Arndt Sinn座談
　【本刊訊】法務部於103年12月9日
假二樓簡報室舉行「與Prof.Dr.Arndt 
Sinn有約」座談會，由德國奧斯納
布魯克大學歐洲及國際刑法研究中

心Prof.Dr.Arndt Sinn與檢察官對談交
流。本次座談會由政務次長吳陳鐶主

持，討論議題包括德國刑法有關沒收

之法制及實務、偵查中案件資訊公開

或揭露之德國法制及實務運作情形、

監聽及通聯紀錄調取之德國法制情

形，座談會中，與會人員提問踴躍，

與主講人Prof.Dr.Arndt Sinn及與談人
玄奘大學法律學系主任葛祥林教授交

流熱烈，獲得許多德國法制上值得參

考的寶貴資料。

法務部新增環保資訊連結系統提升辦案效能
　【本刊訊】邇來各類環保案件逐年

遞增，為協助檢察官於偵查犯罪及執

行案件時，更有效率的取得環保相關

資訊，法務部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

互惠合作及資源共享原則下，自104
年1月1日起於法務部對外連線系統新
增環保資訊連結系統。

　新增之環保資訊連結系統，包含六

大子系統⑴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系

統：可查詢許可工廠操作或設置內容

（污染排放及控制方式）及定期檢測

申報等資料。⑵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

理系統：可查詢事業單位管制名單、

許可申請及定檢申報資料。⑶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提供各事業單

位基本資料、營運過程、污染源關聯

表及污染流向流程圖等資料。⑷事業

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可查詢

該事業申報所有每一項廢棄物，異常

或無異常之情形及申報量合法性勾稽

顯示異常項目之廢棄物等資料。⑸環

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可查得行為人

戶籍地址、舉發稽查處分及欠款執行

等資料。⑹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

統：可查列管廠家之詳細毒化物證件

資料，包括公司名稱、地址、負責人

及毒化物核准名稱、濃度、運作行為

等資料。透過資訊系統線上查詢、回

覆機制，大幅提升案件偵辦查調資料

之便利性與即時性。

　上揭連結作業自104年1月1日起，
提供法務部及所屬檢察機關檢察官及

專責查詢人員透過對外連線系統查詢

環保資訊，以利檢察官偵辦環保案件

使用，提升辦案效能。

APEC反貪腐執法合作網國際罪犯遣返及資產返還研討會
　【本刊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反貪腐執法合作網（Anti-
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Network, 
ACT-NET）「國際罪犯遣返及資產
返還」第一屆研討會於今（103）年
12月17日至19日在大陸地區北京市舉
行，本次會議係反貪腐執法合作網於

今年8月成立後，首次針對國際司法
合作能力建構所舉辦之研討會。會

議主題為「國際罪犯遣返及資產返

還」，並分別就「司法互助」、「引

渡與罪犯遣返」及「資產返還』等三

項子議題進行討論及分享各國執法經

驗。本次會議與會者有來自於APEC
各會員體執行司法互助、反貪業務等

機構代表及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

院、公安部與監察部各省市官員與

會。我國則由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

司司長陳文琪及檢察官戴東麗、劉仕

國、游儒倡、粟威穆與殷玉龍等人出

席。

　由於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反貪腐及透明化工作小組（A n t i -
C o r r u p t i o n  a n d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WorkGroup，ACTWG）之會員體認
只有澈底打擊貪腐犯罪，方能擁有健

康完善經貿環境之理念，並為加強亞

太地區各國在打擊貪腐上之合作，於

APEC反貪腐及透明化工作小組102
年年度會議上決議成立反貪腐執法合

作網（ACT-NET），希藉由此工作
網絡加強APEC各會員體間之司法互
助，進而加強打擊貪腐犯罪之速度與

強度。

　有鑒於我國以往偵辦貪腐犯罪，往

往只專注於調查國境內之證據及查扣

境內之不法所得，當罪犯潛逃或資產

流向境外時，常陷入無法繼續偵辦之

窘境。現今在人員、金融交易跨國往

來頻繁，除貪腐犯罪行為人容易逃逸

海外，相關證據與不法所得亦常藏匿

於境外。因此查扣與調查境外資產與

證據以及追緝逃亡海外之貪腐行為

人，遂為澈底打擊貪腐犯罪必要之

務。故法務部近來已將加強國際司法

合作以有效在境外「追逃、追贓」，

列為我國打擊犯罪之努力方向。惟要

能成功境外取證、查扣資產，甚或追

緝逃亡之犯罪行為人，非賴各國間之

協助合作，無法克竟其功。而要搭起

司法互助之橋樑，除傳統之簽署雙邊

或多邊司法互助協定方式外，藉由實

質參與國際組織（網絡），亦能達成

類似的合作成效。

　陳司長一行於會議期間，亦與各與

會代表充分交流，維繫舊友、開拓新

誼，介紹我國司法制度及實務作為，

深化國際司法交流與合作關係；表達

我履行國際社會成員義務之誠意。因

法務部刻正研擬《刑事司法互助法草

案》及研修《引渡法草案》，本次會

議之討論內容，將有助於掌握國際趨

勢與瞭解各國法制及實務運作，可供

我國建構完善司法互助法制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