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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調查小組第二度至菲律賓調查時，取得菲艦上人員當時以手

持攝錄影機所拍兩船遭遇、追逐及射擊過程之錄影光碟，經播放檢視，

上述刑事警察局鑑定之結論與影片所顯示之追逐、射擊情形相符，可

見刑事警察局鑑識人員對槍彈之鑑識的精確度，令人信服。 

(三)航跡位置研判 

案發當時，菲律賓各大媒體均指廣大興漁船越界捕撈，因此廣大

興號究竟有無越界進入菲律賓領海，或超出我國 200 海浬經濟海域，

為本案調查重點。所幸 VDR 的客觀紀錄，證明廣大興號既未進入菲

律賓領海內，且作業範圍全程均在我國經濟海域內。 

 

 

【資料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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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資訊記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下稱VDR)係由成功大

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系副教授林忠宏所研發，VDR 每 3 分鐘發

出訊號 1 次，由衛星接收訊號並紀錄、儲存，藉此即可掌握漁船

航程資訊，漁船裝設 VDR 後，於漁船加油站加油時，藉由電腦

連結其儲存的航程資訊，以作為政府補助該漁船用油數量之憑

據。 

是 VDR 當初設計之目的係用於查核漁船是否確有出海作業

及航程油耗，惟間接亦可證明該漁船有無越界捕魚。因廣大興號

裝設有 VDR 設備，該船於 5 月 11 日入港後即取下 VDR，為早

日釐清廣大興號案發時之海域位置，檢察官即指示第五海巡隊人

員將廣大興號船上裝設之 VDR 務必於當日(5 月 11 日)晚上送到

成功大學交由相關人員解讀。解讀後之資訊上傳至漁業署，再由

漁業署將航跡圖、衛星接收訊號所儲存之紀錄(每 3 分鐘紀錄 1

次時間、該船所在經緯度及航速)及研判結果函覆本署。 

藉由VDR的紀錄，證明廣大興號根本未侵入菲國領海，此外，

由 VDR 紀錄顯示的廣大興號船速、時間及航向，可得知廣大興

號何時突然加速疾駛及何時失速漂流，亦足佐證廣大興號遭槍擊

及被追逐的時間。 



24 
 

 

紙本列印之 VDR 紀錄，確認廣大興號受菲律賓船艦追逐之時點及位置 

 (欄位由左而右依次為日期時間、航速、經度及緯度) 

 

VDR 紀錄，確認廣大興號確實有失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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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DR 顯示廣大興號 5 月 4 日出海至 5 月 11 日返回琉球之全程航跡圖 

   

 

 

 

在 Google earth 上測量案發地點距鵝鑾鼻約 163.43 海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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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案發生於我國與菲律賓均主張為專屬經濟海域之處，涉及對

外關係，且因船員遭槍擊死亡而倍受國人關注以及國際矚目，為澄清

媒體錯誤報導，維護國家利益，在檢察官同意下，由漁業署將航跡圖

對外公布，以釋群疑。論者有謂此舉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惟按

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固規定「偵查，不公開之」，然同條第 3

項亦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

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

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

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因此，

檢察官就偵查中之案件，基於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

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中之證據，並不違反偵查不公開之規定。 

本署檢察官所偵辦之廣大興號案件，因案發地點在我國與菲律賓

重疊之經濟海域內，涉案嫌犯為菲律賓政府的海巡執法人員，案件內

容又是開槍殺人重罪，我國政府在案發後為要求菲律賓能道歉、懲兇、

賠償、談判漁權，也立即對菲律賓實施制裁措施，故此案與單純的國

內一般刑事案件有別，為涉及我國與菲國間的刑事司法管轄、漁權、

人民往來之涉外案件，不只國人關心，國外媒體亦大幅報導，因此，

可謂是國際爭端事件，其間所牽涉者為比一般公共利益更高階的國家

利益。由於國際間關注此案，故本署在發現媒體報導內容有所誤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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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引述菲律賓國內媒體之錯誤報導，為及時澄清，以免國際間對

我國的作為或對被害人有所質疑，不得不對外界揭露相關證據，例如

部分屍體解剖報告、廣大興號漁船勘驗結果及漁船航跡資料等，以正

視聽。此均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有關維護公共利益必要之規

定，未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本署就本案之偵辦涉及國際爭端事件，為維護國家利益，俾得使

我國外交單位有效掌握訊息維護國家權益，在案件之處理上，須迅與

外交等單位合作，實為重要之檢察機關處理國際事件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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