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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法悍將

一、前言

行政執行係依行政執行法職掌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債權之徵起，凡有滯納公法

上金錢債權行政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即移

送機關)，於依法定程式送達、取證，獲

得執行名義，義務人逾期未繳納，均得移

送案件至義務人戶籍或財產所在地之各分

署執行。成立之因原地方法院財務法庭執

行成效不彰，為求行政效率，養成百姓繳

納稅金、健保費、公法罰鍰、勞保費等守

法習慣，及租稅公平、充裕國庫等因素，

乃設立行政執行署、全國13個分署以為徵

起。

早年公法上金錢債權徵起成效不彰，係國人法治觀念欠缺，普遍有遇事怠惰及貪小便宜等

心理作祟，明知納稅乃國民應盡之義務，仍有以身試法、得過且過情形；各公家機關經管局處

雖具專門知識，但就相關程序、法令亦有欠缺，自行政執行署成立迄今，配合各機關增設法制

人員，修、增訂相關法令，就個案執行名義先經各執行分署形式審查，再憑調查所得財產積極

追徵，輔以人身自由間接(限制)執行，不單執行績效已充裕國庫達數千億元，另於無形教化、

敦促國民守法繳稅之無形成效更不可計。

二、本文

不同於非公法債權之地方法院民事執行，債權人為一般銀行法人或自然人，程序發動係採

債權人陳報聲請為主，行政執行程序除個別動產、不動產須債權人(即移送機關)負指封責任，

就所有財產或相關金融資料調查程序，承辦人員可依職權進行，其主動、積極、迅速性較強，

尤以鉅額欠稅大戶更為明顯，查獲義務人有出境、行蹤、財產不明及奢華等特殊情形，執行人

員即自為層報依法聲請限制出境、拘提及管收，運用法定強烈干預人身自由之執行手段，達到

徵起目的為眾所週知，經媒體廣為報導亦有相當嚇阻惡意逃漏者之作用。故各案依情狀不同可

有不同因應之執行程序或技巧，常賴執行人員經驗累積，避免執行不當、不必要之抗爭或產生

一般人民及媒體法感不佳等情形，相關特定案例執行技巧之興利除弊，理應彙整登列供傳承參

考。

因應各地區義務人特性不同，常須有相異之處理方式，例台北市為首都、金融商業中心，

義務人滯納金額常較大，偶遇名人或公眾人物，可設戶籍或經營公司、商號，多有相當財產及

經濟能力，可分二類：一、營業中或具財產可供執行者，相當注重財務信用，扣押存款即有成

效，徵起較易、較無須複雜技巧。二、義務人積欠巨額稅金移送時已逾數年，個人或公司所有

鐵 腕 II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丁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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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均已處分完畢，執行分署常查無可供執行之財產，只能就限制出境(人身自由)方面著手，

函調出入境紀錄，對法定清算人經法定程序予限制出境，促使實際負責人出面處理、繳納、清

償;例台中、高雄地區則雖屬都會區、金融交易熱絡，唯多特種行業(小吃店、飲料店)滯欠巨

額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現場仍更換名稱(商號及負責人)繼續經營，其拒不納稅行為明顯

挑戰公權力，不見近期新聞報導之金錢豹酒店，即大規模執行動作亦難有相當成效;另雲嘉地區

為農業縣，義務人多於農漁會及郵局開戶，不習慣複雜金融交易，且所欠繳以地價稅、房屋稅

等小額案件居多，一般扣押金融帳戶程序徵起有限，須注重執行追徵技巧個案較少，現場執行

時常遇親友關心，但部分案件可造成義務人壓力，使予

完納情形時有可見，最常見者為外出都會地區工作、營

業，財務不良致繼承祖產(持分田地)遭查封，及有囑託

執行拍賣不動產。

如上述強制執行程序以限制出境、拘提管收、獎勵

檢舉公告及禁止命令等四者為最，分就詳載於下：

(一)限制出境：對義務人個人無財產或雖有財產但無執

行實益者，經調查發現有出境紀錄，且滯納總額逾

新台幣30萬元，應命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於

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顯有履行義務之可

能，故不履行」、「顯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

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於調查執

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經命其

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經

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限制住居

(出境)。義務人如有出國需要，無論旅遊、探親、

就學、工作等因素，均造成相當程度限制人身自由

之壓力，迫使其設法處理、清償、擔保分期；另就

法人之負責人(即董事)、前任負責人、法定清算人

等，亦可依同法第17條、第24條辦理。

(二)拘提管收：依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3項符合同

法同條第1項命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

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顯有逃匿之虞」、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等情形，得

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依同法同條第6項規定，有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顯有逃匿

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

情事」、「已發現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

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

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

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等情形，認

有管收必要者，應自拘提時起24小時內聲請法院裁

定管收之。執行人員可會同員警採取必要之強制措

▲限制出境函

▲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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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拘提義務人、移送法院聲請管收，將義務人戒護至管收所，造成欠稅者類同刑事案件

之限制人身自由，實為所有強制執行程序作為之最，一般僅滯納稅款之當事人多不堪此等

壓力，除少數實無財產或金額龐

大者，至少會尋得擔保、辦理分

期清償。

(三)獎勵檢舉公告：分就義務人財

產、行蹤及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

程度等三類，行政執行署自92

年5月制定「法務部獎勵檢舉作

業要點」，並逐年配合社會現況

修正，編列預算支應，各執行分

署依個案累積金額達100萬元，

經層報審核出具檢舉獎金，以媒

體或其他方式對外揭示、公告辦

理，期經全民參與、提供相關資

訊，以輔作為限制出境、聲請拘提、管收、核發禁止命令等認定之依據。

(四)禁止命令：99年6月新修正施行之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對義務人為自然人，滯欠合計達

一定金額，已發現財產不足清償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核發禁止命令：「禁止購

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禁止為

特定之投資」、「禁止進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消費」、「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金額以

上之財物」、「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等，行政執

行署並頒訂處理原則詳列相關細節，期能限制義務人金融往來及財產處分等權利，俾防止

義務人於脫產後仍藉他人名義得享有、使用財產之可能。

(五)其他：除不動產查封、拍賣外，可扣押存款、銷項貨款及保固金，以現場執行如勸繳、查

封動產、調查詢問住居情形等，對義務人及親友

造成相當壓力，尤以農業縣市鄉里多親族共居，

義務人不希望聲張、認有礙名譽，將招致親鄰側

目、歧視，但於都會區此方式則較無具體成效，

僅能提供義務人有無於該址營業之參考。

三、相關實例

下就限制出境、拘提管收、獎勵檢舉公告及禁止

命令等程序執行所獲實例列舉：

(一)限制出境：承辦移送機關自93年移送勝達營造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勝達公司)案件16筆計450萬

元，勝達公司96年已廢止營業、未聲請清算，所

有財產僅餘汽車乙部(車齡逾15年)，該車95年已

遭查封但明顯不足受償，全體股東均列法定清算

人，經命全體清算人到場報告財產、限期履行，

均未交付該車供拍賣取償或提供擔保，調查股東

兼清算人中有出境頻繁者，於100年6月間依法將 ▲管收票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公告(103年獎檢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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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制出境，其一清算人立即繳納現金300萬元，

所餘辦理擔保、每月分期繳納3萬元迄未中斷，現

尚欠83萬餘元。顯見勝達公司本無可供執行之財

產，但轉對法律負予對相關清算人自由進行之執

行程序手段，仍可為公法債權獲得可觀之徵起。

(二)拘提管收：94年於台中地區聲請拘提義務人林○

德(自然人，曾任縣議員，滯欠個人綜合所得稅)

獲准拘得，因無財產可供執行，當年(修法前)以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為事由逕

送管收所，隔日林子即攜現金清償全額75萬元釋

回；97年高雄地區義務人李○蘭(自然人，李之

女曾任市議員，滯納個人綜合所得稅，家族經營

建設公司)，所有不動產均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

移送機關無執行拍賣之實益，查獲欠稅期間已將

不動產(公告價值83萬餘元)移轉贈與弟，經命到

場陳報(聲稱抵償債務，但無資金證明)、限期履

行，予以留置後移送法院聲請管收獲准，隔二日

女婿即攜同額現金繳納後釋回；嘉義地區義務人嘉華停車場負責人林○榮(獨資商號，妻、

子現營飲料店)因滯納鉅額稅款，以「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為事由，向法院

聲請拘提獲准，原查無可供執行之財產，但拘得林員時當場逃跑，經執行同仁即時追捕，

並會同警察以警車押回，並告知符合法定「顯有逃匿之虞」之管收事由，現場留置林員，

而林妻與於兩小時後覓得現金50萬元，到場請求辦理分期、擔保，經審核同意予以釋回。

查一般非曾因刑事案件入監之義務人，除滯納金額龐大實無力清償，於管收限制行動自由

後已獲至嚴重精神壓力，均積極設法處理、清償，且急迫效率異常迅速，不若平常協商時

拖延、討價還價。

(三)獎勵檢舉公告：因行政執行署編列預算、提供檢舉獎金，多年均查獲相當比率之義務人行

蹤，經即時聲請拘獲，且部分案件檢舉甚至到場引導、協助拘提；惟就檢舉財產及近期實

施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之情形，較無彰顯之成效，整體配套措施應再研討、增修。就

僅公告於法務部或行政執行署相關網站，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於公告效率與個人權

益間求得平衡，除使全民參與監督滯欠大戶生活、行蹤及財產，亦藉以警惕、宣導守法觀

念，無形中教化國民。

(四)禁止命令：名人孫道存即為催生修法之案例，雖無可供執行之財產，卻可生活逾越一般人

通常程度，居住豪宅、乘名車、穿戴奢華，嚴重影響一般人法感情，促使針對立法杜絕，

該案確亦徵獲欠稅數億元，證實對少數處心積慮蓄意脫產者，可達制裁效果，惟仍稍嫌消

極，淺見認應於查獲、蒐證確實，並以損害債權之刑事案件移送偵辦、起訴，始能懲戒現

行犯者、足能防範後有傚尤。

(五)其他：就現營業之義務人商號、公司扣押往來廠商銷貨帳款或保固金，致欠稅事實使同業

周知，對商譽造成相當程度影響，迫使營業往來斷續，出貨及資金調度嚴重停滯，且具規

模公司多不願繼續往來，因恐遭稽查有無買賣發票、逃漏稅捐之嫌；會同移送機關現場查

訪，遇有財產可供執行即行查封動產(車輛或機具)，造成義務人營運流程之嚴重影響，迫

▲嘉義看守所釋放管收人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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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雇員工通告負責人出面處理；會晤義務人、負責人及親屬，要求積極處理；調查通訊

地、居所，訪視住居情形，據以判定有無繳納能力、徵起可能，為核發債權憑證參考。前

述多項措施係主動調查、積極進行，明顯與民事執行程序不同，但藉此可獲徵起之案例不

勝枚舉。

四、結論

行政執行因係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故債權人均為移送機關即公法人，多編制專門科、

股，配置有專屬人員以協助執行、追蹤成效，並定期查列財產，掌控各項執行程序之進度，與

各地區執行分署間應密切聯繫、溝通，共同調查義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研擬執行方式、對象

及程序，妥適運用法律所定之執行工具，鍥而不捨地依法貫徹公權力，或透過機關間之通力合

作，共同打擊惡意的滯欠大戶。

如眾所皆知之孫道存案，滯欠大戶經多年追徵未得，義務人已具相當程度警覺，並完成

隱匿或移轉財產，今科技資訊日新月異，手法已不斷更新、方式更漸綿密，且可能聘有相關專

門職業人員如會計師、律師協助，顯日趨不易查獲可供執行者，需待執行人員與移送機關戮力

發現，有時須調取龐雜之金融往來明細資料，抽絲剝繭以發覺其隱匿財產之證明，據以聲請拘

提、限制出境或核發禁止命令等措施，但我輩任公職本應為公庫充裕，督促國民依法納稅乃責

無旁貸，自應不斷研擬具體、有效之作為，持續建議修法杜絕心存僥倖之徒，以彰政府執法威

信。

▲動產查封-封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