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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檔案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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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案件遭判刑者財產亦須沒收

• 懲治叛亂條例第8條

• 犯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

款之罪者，除有第九條第一項情形外，沒收其全部財產。但應酌留其家

屬必需之生活費。

•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14條：

• 沒收匪諜之財產，得提百分之三十作告密檢舉人之獎金，百分之三十五

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













政治檔案解讀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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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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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讀：張燕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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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讀：徐會之案







案例解讀：周國偉案



•周國偉連續以演說為

有利於叛徒之宣傳，

處有期徒刑八年，褫

奪公權五年。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

灣警備總司令部更為

審理







解讀政治檔案要注意的事情





政治檔案是威權統治下的產物，反映國家視角，運用時宜審慎以對

注意檔案的完整性與產生脈絡

多方參考其他來源資料，與檔案之間互相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