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無照駕車，兩人受罰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一位小名「阿吉 」的石姓男子，目前在一家貿易公司擔任總務主管的石

姓男子，每天忙進忙出都依賴一輛可稱作「阿公」級的老摩托車代步，車老脾

氣可不小經常在用車的緊要關頭就大發脾氣，費盡心力發不動就是發不動，只

好坐計程車趕路花了不少冤枉錢！今年初，公司裡一位同事被派往大陸擔任主

管，他有一輛車齡已有10年，里程還不到10萬，車況保持不錯的要賣掉。 

同事們知道阿吉很需要一輛車代步，都鼓勵阿吉買下，並在旁替他殺價，結果，

阿吉只花了3萬元買到一 輛狀況很好的二手車，真是買到賺到！ 

    升為有車階級以後的阿吉，不但沒給自己増加樂趣，反而添加了無限煩惱。

原因是他那位還不滿18歲唸高工的寶貝兒子，一直纏著老爸把車子讓他開看看，

熟練以後考駕照一次就可過關，會替你省下不少錢！阿吉則搬出未滿18歲的人

不可以開車子來擋。上個星期天，阿吉在家 午飯後想上床休息一下，兒子竟

站在床前，不發一語，只是伸出手來傻笑，阿吉看懂兒子的意思是在討汽車的

鑰匙，看那樣子有點可憐， 一時心軟便把隨身攜帶的鑰匙交給他，兒子人就

不見了！ 

    阿吉在床上睡沒多久，就被電話吵醒，原來是轄區派出所打的說他兒子在

派出所，要他快去領回來。阿吉原以為兒子出了車禍，急忙趕到派出所，看見

兒子好端地在裡面的椅上坐著，心中的大石頭才放下來！ 問了兒子，才知道

在停車的地方將車開到大馬路上，迎面就遇到轄區派出所的警員騎車過來，想

躲也躲不掉！ 

    這位警員認得阿吉的兒子，知道他去年才考上高工警員認得阿吉的兒子，

知道他去年才考上高工短短幾月，不可能考取駕照，懷疑他是無照駕車，就迴

轉機車自後趕上將他攔住，一問果然是無照駕車，因 此就被帶進派出所。值

班員警看到車主阿吉來到，就直問汽車鑰匙是 不是你交給兒子？阿吉只能硬



  

著頭皮點頭應聲。警員也沒有多說話，就要阿吉把車開回去並交代阿吉，下次

千萬不要再讓小孩開車了！ 

    阿吉將車開回家後，以為此事就此結束。怎知十多天以後，忽然收到公路

監理機關發出的兩張罰單，每張都是處罰新臺幣6000元，其中一張受罰人是阿

吉的小孩無照駕駛小客車，第二張受罰人是汽車所有人阿吉，指他允許無駕照

的人駕駛小客車，還要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處罰的內容都為事實，阿吉認

為自己的確有錯，沒有什麼可以爭辯，被罰也是應該的，要主管機關不罰，只

是強人所難，想想也就算了！不過要他拿出這大把鈔票來繳納罰款，總是有點

心痛，因此在繳罰款以前，每天都是悶悶不樂去上班，阿吉心事重重很快就被

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林先生發現，直問阿吉招牌笑臉怎麼不見？有什麼事讓他這

麼煩惱？阿吉便把兒子無照駕車，被警查獲，導致兩人受罰的事情細說一遍。

見多識廣，人人尊稱為林老的人，不但沒替他分憂，反而哈哈大笑起來，阿吉

覺得奇怪，便問林老有什麼值得高興嗎？林老就說那天如果是你兒子出了大車

禍，除了你兒子車毀人傷以外，還撞倒行人與車輛，賠起來可讓你沒完沒了，

那時候真是欲哭無淚！有了這次被罰事件，你絕對不會再輕易將鑰匙交給兒子，

也就是免掉你的大災難，這不是喜事一件嗎？本來愁眉苦臉的阿吉，這時也忍

不住擠出一點笑容來！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其中

的第1款就規定「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60條第1項規定，申請普通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必頇年滿十八歲。阿吉的兒

子未滿18歲，連考照的資格都沒有，主管機關只處以最低的新臺幣6000元的罰

鍰，可說是已經體諒他們的處境從輕處罰了。阿吉甘願受罰，不作無益的法律

上異議，算是明智之舉！ 

    至於阿吉跟著受罰，是因為同法條第5項規定：「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款

至第五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外，並記該

汽車違規紀錄一次。」所以，汽車所有人是不可以在沒問清楚借用人的底細以

前，就胡亂將汽車交給他人駕駛，除了受罰以外，還有可能招致法定代理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的民事官司。另外阿吉還有一件上面沒有提到的事情需要面對，



  

那就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3項規定：「未滿十八歲之人，違反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者，汽車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此項公路主管機關基於轄區交通管理之必要，公告應接

受講習者參與講習，以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阿吉與兒子都為法定接受講習的

人，必頇準時出席，如果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依同法第24條第3項的規定，要處

新臺幣1800元的罰鍰，再改期通知參加。如半年內抽不出時間參加此項講習的

話，甚至要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作為懲罰，所以想躲是躲不掉的！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6年10月17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案例） 

 

 

 

 

 

 

 

 

 

 

 

 

 

 

 

 



  

 

別傻傻當人頭，小心當成冤大頭 

 

提醒您： 

1、遺失存摺或提款卡，立即卦失。 

2、不因求職而交出帳戶。 

3、不將個人帳戶借給親友使用。 

4、不出售個人帳戶、提款卡、密碼給他人。 

5、不因申辦貸款，任意把帳戶、提款卡、密碼交給陌生人代辦。 

 

 

 



  

 



  

 

更多訊息，請參考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http://www.amlo.moj.gov.tw/mp8004.html 

洗錢防制宣導影片--洗錢防制大使陳美鳳篇(90秒版) 

http://www.amlo.moj.gov.tw/HitCounter.asp?xItem=529356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網頁) 

 



  

 

 

談空軍陳姓退役上尉洩密案 

劉財志 

去（105）年10月間，由我國國防部軍情局主動發掘、反映，我國前空軍陳姓上尉

於退伍後至大陸地區經商失利，遭中共國安單位吸收；中共要求陳員返臺蒐集國防情

資，並透過以往軍中同袍、舊識，吸收現役、退役軍方人員發展情蒐組織，伺機擴大

在臺情報蒐集網絡。然而陳員異常舉動引起軍情局反情報體系察覺並截獲相關情資，

確定陳員為中共蒐集情資後，會同法務部調查局偵辦，於時機成熟時逮捕陳員及獲取

相關事證，後由高等法院裁定禁見，並於今年５月判處3年6個月徒刑。 

 

成因研析 

此次陳姓上尉透過個人私交關係，使用一般民眾常用之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聯

絡，進而試圖洩漏相關國防機敏訊息，讓我們瞭解，不只在可見的未來，甚至當下諸

多的通訊、新型傳播工具，已被大量利用於情報蒐集的工作。另國防部自104年11月試

行開放官兵限制性使用手機以來，仍見官兵違規使用智慧型手機、數位裝置等情形。

常見的案例，除了在不合規定的地點、區域使用外，更有甚者，少數保密警覺性不佳

人員，公開在網路、社群媒體談論公務機密，無疑對國防與社會安全產生極大風險。 

時下通訊科技、傳播功能的進步，加上中共情蒐、刺密手段複雜多變，將使國家安全

面臨更大威脅和挑戰。全體官兵除應貫徹「保密十要項」，亦應該經常自我審查，遠

離可疑分子、高風險營外活動、不良嗜好。各級幹部更應秉持「毋枉毋縱，除惡務盡」

的原則主動查察，落實檢查責任內人、事、地、物，保障內部純淨。 

 

持衡貫徹保防教育 深化危機敏感力度 

本次案例中，涉案空軍陳姓退役上尉儘管已經退伍將近十年，然而陳員所認識的

舊識、軍中友人在接受部隊一定時間歷練後，案發時現階多半已成為國軍中、上校級

幹部，其所接觸的相關國防事務，如負責國軍部隊戰訓、情報、通信等重要機敏單位

接密人員，向來皆為中共滲透、竊密之重要目標，對於敵人具有相當價值。 

 



  

所幸本次案件中，陳員所接觸的人員察覺異常，進而迅速透過建置內管道向上反

映，及時阻止洩密案件範圍的擴大，可見個人的保密習性與危機敏感度，是國軍各級

防杜機密外洩的重要關鍵。本案偵破亦顯示平日軍民保防教育觀念的建立已達相當成

果。「礎潤而雨，月暈而風」，但凡各種危機發生必有其徵候，對於危機的防杜，有

賴長期教育、宣導，唯有持衡貫徹與有效落實各級保防安全教育，深化危機敏感力度，

方能於關鍵時刻發揮有效戰力。 

 

 

 

 

(本文摘自轉載自清流雙月刊 106年９月號) 

 

 

 

 

 

 

 

 

 

 

 

 

 

 

 

 

 

 

 

 

 

 

 

 



  

 

《保持專注，世界才會為你讓路！》 

 

前幾天看了一部紀錄片，很有感觸。 

 

紀錄片講的是一位古鐘錶修復師的故事。 

 

王師傅的專長是修復文物鐘錶，他曾遇到過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務：修復“變魔術人

鐘”。 

 

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它的內部結構有如迷宮一般複雜；而且僅此一件，許多零件

只能修不能換；甚至有的微小的部件只有一毫米長。 

 

這項不可思議的工作在王師傅的專注下，順利完成了，整整耗時一年。 

 

王師傅十六歲入行，從事鐘錶文物修復事業四十多年。 

 

記者問如何才能四十年如一日地專註一件事，王師傅是這樣回答的： 

 

幹的時間長了，慢慢就磨出來了； 

 

要是真坐不住那你就得改行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得喜歡它，喜歡才能長久專注。 

 

實在覺得煩躁，出去走幾圈再回來幹。 



  

 

簡單的事重複做，你就是行家；重複的事用心做，你就是專家。 

 

他用自己的專注，成為了時間的修復師。 

 

你有多專注，就有多專業。 

 

有時候並不是你水平太業餘，而是你太貪心，精力太過分散，耗掉了你通往專業的潛

力。 

 

李小龍曾說：我不怕練一萬種招式的人，只怕一種招式練一萬遍的人。 專業不在於多，

而在於精，往往這就需要枯燥地重複，和漫長地等待。 

 

一件事無論你覺得多枯燥，一旦投入，立刻會變得生動起來，愉悅也就隨之而來。 

 

心無旁騖能加快你前行的速度，只要你敢專注，再遙遠的目標都能實現。 

 

這個時代讓專注能力越來越稀缺，所以掌握它的人就越容易脫穎而出。 

 

什麼是最難的事情？ 大概是沉下心做一件事，並且一做就是一輩子。 

 

（本文摘自海灣國際開發網站文章） 

 

 

 

https://www.facebook.com/HAIWAN.TW/photos/a.146001772252782.1073741827.136324203220539/9308072237722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HAIWAN.TW/photos/a.146001772252782.1073741827.136324203220539/930807223772229/?typ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