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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居住在台北縣的楊先生，幾個月前的一個早晨，為了趕火車南下處理

事情，在月台上撿到一個薄薄的牛皮紙信封，還未細看信封中裝的是什麼，火車

已經進站了，就匆匆地把這信封帶上車去，在車上抽出信封裡的東西來看，原來

是兩張已經由發票人蓋上印章，還沒有填好支票金額和發票日期的空白支票。再

左瞧右瞧都找不到空白支票主人的線索，想歸還也無從還起，只好暫時收進自己

的公事皮包裡保管。 

這位撿到空白支票的楊先生經營的事業近來並不順遂，雖然南北奔波風塵

僕僕，手頭還是經常捉襟見肘，常常為了張羅開出支票的票款，要趕「三點半」

而苦惱萬分。這天楊先生又要與客戶簽訂一件營業上的合約，對方非常清楚楊先

生財務不是很健全，怕他無能力履行契約，堅持要他提供第三人的支票也就是客

票作為履約擔保才願簽約。楊先生手頭沒有這些客票，又不想失去這筆能為自己

增加財富的交易，苦思應對之策而不得，突然想到前陣子被他塞進公事包中那兩

張撿到的空白支票，如果拿出來填上金額和日期，就是一張道地的客票。反正支

票只是作為保證使用，只要順利履行契約，對方就要退回，不會發生拿支票去銀

行兌現的問題。左思右想覺得這個方法值得一試，只是提筆書寫支票金額以前，

執筆的手突然緊張發起抖來，才警覺到自己對於支票萬一「穿幫」，引發法律問

題都沒有考慮，還是停下來多想想再說吧！ 

***         ***         ***         ***         *** 

一點都不錯，在撿來的他人支票上填上金額，的確會帶來讓行為人焦頭爛

額的法律問題。還好，這位楊先生在動筆之前有了萬一事情曝光，將如何去面對

法律問題的想法，因而及時踩下煞車。這裡針對這位楊先生想要知道下筆以後會

引發那些法律問題作一些說明，希望他看到以後能改變一下原先的想法，或許可

以免去一場牢獄之災。 

在路上撿到他人遺失的動產，可別以為這是天上掉下的禮物，高高興興馬

上據為自有。因為撿到的物件，在民法上稱作「遺失物」，遺失物的意義是指這

物件原屬於他人所有，並非基於所有人自己的意思而喪失占有，或被他人侵奪而

失去占有，也不知道這物件失落在何處。拾得遺失物依民法第八百零三條的規

定：「應通知其所有人。不知所有人，或所有所在不明者，應為招領之揭示，或

報告警署或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付。」由這法條來看，拾得遺失

物的人並非當然取得遺失物的所有權，必須要歸還所有人或者送交警局辦理招領

的手續。招領後經過六個月所有人未出面認領，警局才能將遺失物交給拾得人歸

其所有。沒有經過這層手續將遺失物據為自有，就觸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的侵

占遺失物罪，要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金。這位楊先生想在撿來的空白支

票上填上金額，一旦有填寫的動作，據為自有的侵占行為，便很明顯呈現出來。 

支票是認票不認人的支付工具，所以循法定程序收取支票原則上是可以與



票據債務人之間的抗辯脫鉤，因此廣受各界歡迎。這位楊先生做生意的對手，深

知楊先生財力不健全，卻表明如有客票作為擔保，還是願意與他進行交易，這就

是深諳支票認票不認人的支付功能。如果楊先生答應對方的要求，提供一紙第三

人簽發的支票作為擔保，萬一楊先生無法按照所訂的契約履行，有支票在手的人

便可將支票向銀行提示要求付款，這個時候開出支票給楊先生供作擔保的人，是

不可以將自已與楊先生之間的事由用來對抗提示支票的人。由於支票具有這種認

票不認人的特性，票據法對於支票應記載的事項，在第一百二十五條中規定得特

別清楚，像應記載表明其為「支票」的文字，因為沒有這項記載就無從辨別所簽

發的票據就是支票。其實目前發票人要簽發支票都使用空白支票，空白支票是由

擔任付款人的銀行印妥由使用人領用，一般支票應記載的事項都已印妥在內，不

會發生遺漏的問題，只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應記載的「一定之金

額」和第七款的「發票年、月、日」兩款，發票人必須加以記載，否則簽發的支

票即屬無效。這位楊先生是準備在已由發票人簽名的空白支票上，填上支票的金

額和發票日期，使欠缺這兩項記載不成為支票的空白支票成為支票，便是偽造支

票。支票因為認票不認人，持有支票的人就可以實行票面所載的權利，所以是有

價證券。偽造有價證券依刑法第三百零一條第一項的規定，要處三年以上十年以

下有期徒刑的重罪，千萬不可輕忽視為兒戲。 

［本文登載日期為 96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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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