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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審判基本原則 

 

(一) 緘默權 

   

在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二款所規定 「得保持沉默，無須

違背自己之意思而陳述」，指被告在檢、警、調人員或法官

等司法人員問話時，有拒絕回答或保持沉默的權利如。所

以果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犯罪，法院無法因被告保持沉默或

拒絕陳述，就主張被告犯罪。 

並且司法人員問話前須與被告告知可以主張緘默權，否則

被告即便在該次對話自白犯罪或不利於自身的的話，也不

能作為證據。 

 

(二) 被告不自證己罪 

   

被告不論是否有犯罪，都沒有承認的義務，並且可以積極

為自身辯護或保持沉默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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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被告選擇為自己辯護選擇說謊，除非牽扯到其他犯罪

行為，例如:誣告或毀謗他人，應負相關罪責外，也不能加

以處罰。 

 

(三) 無罪推定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一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

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就是「無罪推定原則」。所以

法官在案件審理結束前，不能先入為主認定被告有罪；且

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四) 證據裁判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二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

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意思為刑事審判必須要

根據證據才能認定犯罪有關的事實，不能遂意猜測或僅憑

推論。 



 

8 

 

 

(五) 自由心證 

 

  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一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

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反經驗法則及理論法則」;

「自由心證」是指對於證據的評價與事實的認定，應不該

受到其個人利害、恩怨、立場、主觀價值所拘束，而是依

據學識、經驗、良知自由判斷，並非指法官可以任意為

之，法官判斷證據是否足夠證明被告犯罪，必須符合一般

人的常識與經驗，不能僅依照個人的意思隨便判斷。「A 型

的父母親無法生出 B型的子女」，法官不可以任意認定；否

則其判斷顯然違反一般人的經驗及常識，就是違背自由心

證。 

 

(六) 罪疑唯輕 

 

 「罪疑唯輕原則」，指法院調查證據並且整體評價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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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據後，如果就特定事實仍然無法形成確實的心證，就

應作對被告有利的事實認定。 

例如某案件審理過程中，雖然在被告家中找到失竊的物

品，但現存的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告就是去行竊的人，那

依照罪疑唯輕原則，法官就不能認定被告成立竊盜罪。 

 

(七) 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證明之程

度 

 

  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為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程序中判斷被告有罪或無罪，

並非單純判斷檢察官或被告（辯護人）何者的主張較為正

確，而是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有罪的事實負證明責任，如檢

察官無法成功為此證明，法院即應宣告被告無罪。 至於檢

察官要證明到何種程度，才算是成功證明被告有 罪呢？就

此，一般認為檢察官應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的程度，

而所謂「毫無合理懷疑」，又稱「超越合理懷疑」，是 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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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理性人依照知識經驗，參照審判中的證據資料後，就足

以斷定被告有犯罪行為。如果依照一般人的知識經驗仍無

法斷定被告有罪，也就是對於被告犯罪仍存有合理的懷

疑，檢察官即未成功證明被告犯罪，法院只能宣告被告無

罪。至於為何要賦予檢察官如此嚴格的證明責任，這是因

為一旦被告被法院認定為有罪，即會被科以刑罰，這對被

告是非常大的不利益，為了避免無辜的人遭刑罰處罰的冤

獄發生，就不能僅以「被告有高度的可能為犯罪行為人」，

認定被告有罪，從而，負有代表國家追訴犯罪職責的檢察

官被要 求必須證明被告犯行到「毫無合理懷疑」的程度。 

 

(八) 直接審理原則 

 

  法官在審判當日親自直接眼觀耳聞的證據，例如:證人當

庭所說的證詞，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因為如此法官才能

一當庭觀察證人舉止神態，判斷證言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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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訴訟用語 

 

(一) 證據 

 

  犯罪事實應依照證據來認定，用來證明犯罪事實的資

料，就是「證據」。所謂證據包括:證人證詞、被告陳述、

書證(如偵查筆錄、DNA 鑑定報告書)、物證(扣案凶器)等。

需注意的是，只有經過法院許可於法庭上提出調查資訊才

是證據；至於在法庭外獲得的資訊，或檢察官、辯護人在

法庭的主張、意見，都不是「證據」。另證人證詞指證人對

於問題的回答，原則上只有回答內容才是證據。甚麼樣的

資料才可以當作證據使用，都會由審判長詳細說明。 

 

(二)「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可以直接證明我們想知道的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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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待證事實）者，稱為「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其他事

情，再運用常識或經驗來進行推理，以證明待證事實者，

就是「間接證據」。例如：如待證事實是「戶外有無下雨」

這件事，證人 A 說「看到外面下雨」，如果我們相信證人 

A 說的，就可以認定外面在下雨；證人 B 則說：「看到有

人帶著雨進到大廳，而且雨傘是濕的」，如果我們相信證人 

B 說的，可以經由推論認定外面在下雨。證人 A 的證詞即

是直接證據，證人 B 的證詞是間接證據。 

 必須注意的是，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區別，是基於證 

據內容可否直接證明待證事實存否，而不是根據證據的可

信度高低。換言之，就「證據是否可信」的判斷，與該證

據屬於直接或間接證據無關，直接證據並不一定比間接證

據有較高的證明力。以上面的例子來說，證人 A 雖說外面

有下雨，但如果我們結合其他事證判斷，認為證人 A 沒有

說實話，也可能認定外面未下雨；反之，如果結合其他事

證判斷後，認為證人 B 所說是實話，則可經由推論認定外

面有下雨。法院審理刑事案件進行事實認定時，通常都必

須綜合整體呈現的各種證據（包含「直接證據」與「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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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運用一般人的常識及生活經驗進行推理，以作成

最終的判斷。 

 

(三) 交互詰問 

 

  「交互詰問」，是指刑事案件在法院開庭調查證據時，可

以由被告 (或辯護律師)、檢察官分別對證人直接問話，使

證人講出對自己一方有利的陳述；或是質問對自己一方不

利的陳述。因為進行問話時，必須遵守一定的順序，一方

問完才輪到另一方發問，所以稱為「交互詰問」。透過「交

互詰問」的程序，可以檢驗證人說的話是否可信，事實的

真相比較容易呈現。 

 

(四) 測謊 

 

  「測謊」是指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情緒上的反

應，本質上不是針對「謊言」加以偵測，而是紀錄說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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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生理變化，以研判受測人所說是否屬實。但測謊中

的生理反應不一定全部來自說謊，而是施測者施測時的緊

張情緒、疾病等，都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反應，因此是

否說謊與生理反應的變化間，有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是有

疑慮的；並且某些特殊的人格特質，有無可能說謊，都不

會產生不同情緒的波動反應，另外若受測者情緒平復，或

降低負罪感，測謊的準確性也會受影響。因此，測謊在具

備一定嚴格的條件下，可以作為證據，但不可以作為定罪

的唯一證據 

 

三、法律用語參考資料(刑法總則) 

 

(一) 故意與過失之一 

 

  「無責任及無刑罰」為刑法的重要基本原則，亦即行為

人只為自己應負責任的行為承受處罰。所以，於刑法上，

不是行為人所為導致侵害他人結果時，即當然要加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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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原則僅對有意實施犯罪的行為(即「故意」行為)加以

非難，給予刑罰制裁；但當行為導致侵害他人結果較嚴重

的情形，對於行為人不注意(過失)行為，則例外於法律有

明文規定情形下，也加以處罰(刑法第 13條)。 

1、故意 

  行為人對其行為內容及可能造成的結果均明知，卻還有

意去做，就是「故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縱使行為人

對法律是否處罰並不知情，亦不影響故意的認定。 

  依照刑法第 13條第 1項，若是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明白清楚的知道，並且有意要讓它發生，叫做「直接

故意」。 依照刑法第 13 條第 2項，若是行為人對於構成犯

罪之事實，可以預測到會發生，而且這件事的發生並不違

反自己心中的意思，叫做「間接故意」。 

  以「故買贓物罪」為例，如行為人明知是偷來的物品， 

仍然購買，就是有故買贓物的直接故意；若行為人以極廉

價或與市價顯不相當的價格購買他人所兜售的貨品，其雖

應該物品價格遠低於市價或來源不明而懷疑是贓物，但仍

因貪小便宜予以收購，也在是存著「就算該物品是贓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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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 的心態，其故買贓物的故意僅屬間接故意，但仍

構成故買贓物罪。 

2、過失 

   行為人應注意，並且能注意，但不注意者(刑法第 14 條

第 1項)，為過失。簡單來說，因為行為人的不注意，導致

他的行為造成侵害他人的結果，即屬於「過失」。實務見解

認為，過失的判斷，主要為以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

且對於結果的發生有無預見可能性為標準。 

  若行為人雖然預見到他的行為會發生侵害的結果，但因

太過自信，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避免而去做，因不小心仍

然導致侵害結果的發生，稱為「有認識過失」(刑法第 14

條第 2項)；「有認識過失」與「未必故意」的主要差別在

於，行為人心理是否覺得發生結果也沒有關係(就是不違反

行為人自己的意思)，如果已經到達此程度，在法律上及評

價為「未必故意」(刑法第 13條第 2項)，應依故意犯刑責

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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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意與過失之二 

 

1.故意 

  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內容及可能造成的結果均明知，卻

還有意去做，就是「故意」；縱使行為人對法律是否處罰該

行為及如何處罰並不知情，亦不影響故意的認定。 

2.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這就是所謂的

「直接故意」，也就是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及結果的發生，

都有 確定的認識，並促使其發生。 

同條第 2 項則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則是所

謂的「不確定故意」，又稱為「間接故意」、「未必故意」，

指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或結果的發生，並沒有確定的認

識，但如果發生，也符合行為人本來的意思。 

  3.過失 

    因為行為人的不注意，導致自己的行為造成侵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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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即屬於「過失」。即按情節行為人應注意，並且能

注意，但不注意者(刑法第 14條第一項)，依實務見解認 

為，主要以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且對於結果的發生

有無預見可能性，以為判斷。  

  4.有認識過失與間接故意 

     若行為人雖然預見到他的行為會發生侵害的結果，但

因太過自信，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避免而去做，因不小心

仍然導致侵害結果的發生，稱為「有認識過失」（刑法第 14

條第 2項）；「有認識過失」與「不確定故意」的主要差別

在於，行為人心裡是否覺得發生結果也沒有關係（不違反

他的意思），如果已經到達此程度，在法律上即評價為「不

確定故意」（刑法第 13 條第 2項），應依故意犯刑責論處。 

  5.殺人未遂與傷害的區別 

    刑法上的殺人未遂罪與傷害罪，外觀上一樣都是行為

人 攻擊被害人，致被害人身體受有傷害。二者主要的區別

為， 行為人是基於殺人或傷害的意思去攻擊被害人的，如

果可以 認為行為人有殺人的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就有

可能評價為殺人罪；如果沒有，行為人單純只有傷害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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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體的意思，就只能評價為傷害罪。  

  例如：被告持木棍毆打被害人，過程中用木棍猛力毆擊 

被害人頭部，導致被害人顱內出血，經過送醫急救後，才

倖免一死。被告辯解稱只是要傷害被害人，並沒有明確要

致被害人死亡的意思，如果被告的辯解是可採的，被告就

只成立「傷害罪」；但因為一般具有正常智識程度的人應該

都能知道頭部是人體重要而脆弱的部位，如果可認為被告

已經知道持棍棒大力毆擊被害人頭部，會有極大的可能導

致被害人發生死亡的結果，仍猛力毆打被害人頭部，則法

院有可能會認定被告具有殺人的「不確定故意」，成立殺人

罪。 

 

(三) 既遂與未遂 

  既遂是指行為人故意犯罪，已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並完 

成，或已發生結果，其犯罪就屬於既遂。例如，甲因乙欠

錢 不還而忿忿不已，心生痛毆乙一頓的念頭，甲於是在乙

下班回家的途中，躲在路旁，一看見乙立刻上前痛毆乙，

乙被毆打後全身是傷，構成「傷害既遂」；反之，甲基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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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犯意，打乙一拳後，隨即被警察制止，乙並未受傷，

構成「傷害未遂」。 

 

(四) 共同正犯與共犯 

  任何犯罪都可能有兩人以上參與，參與者，有核心人

物，有邊緣人物，核心人物是「正犯」，邊緣人物是「共

犯」。正犯有「單獨正犯」（只有一人犯罪）及「共同正

犯」（兩人以上共同犯罪），共犯則包括教唆犯與幫助犯。

「共同正犯」是「正犯」，而非「共犯」。以下分別說明： 

１、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的行為者，都是共同正犯（刑

法第 28條）。所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須具備下列要

件： 

⑴決定一起犯罪的意思。  

⑵一起實施犯罪行為或分工合作。  

  如果不具備上述要件，不會構成共同正犯。 

  如果講好要一起去犯罪的數人當中，有參與事前共同犯

罪的計畫，並且決定要一起犯罪，只是推由其他人去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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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行為，這種情形也屬於共同正犯，稱為「共謀共同正

犯」。 共同正犯之間雖然有分工，各自從事部分的犯罪行

為，但仍然必須對講好的犯罪負全部的責任，亦即各人須

對所有人的行為及犯罪的結果負責。  

２、共犯  

    指教唆犯及幫助犯。  

    教唆犯是故意挑起他人犯罪意念的人，挑起的方法可

能金錢收買（例如僱用殺手），可能是請託、哀求、激將

法、誘惑等（刑法第 29 條）。處罰教唆犯的罪名從屬於正

犯，亦即依其教唆正犯實行的犯罪罪名處罰，例如甲教唆

乙殺丙，乙果真下手殺死丙，乙犯殺人罪，甲則犯教唆殺

人罪。  

    幫助犯是指協助他人實施犯罪構成要件的人（刑法第

30 條）。幫助犯必須有幫助故意及幫助行為，例如，甲知乙

將前往某豪宅行竊，甲為幫助乙竊盜，先毒死豪宅內的狼

犬，以利行竊，甲成立幫助竊盜罪。如果沒有正犯的犯罪

行為存在，就不會成立幫助犯。由於幫助犯的惡性較正犯

及教唆犯為輕，故在處罰上可以按正犯的處刑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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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體錯誤 

  當行為人行為時心裡所認知的事實與實際客觀事實不一

致，就是刑法上所稱的「錯誤」。當行為人對於侵害對象本

身的性質認知錯誤時，一般稱為「客體錯誤」。如果行為人

所誤認侵害對象價值，與實際侵害對象的價值在法律上的

評價相同，也就是他的認識錯誤，不會影響對他構成何種

犯罪的判斷，就稱為「等價客體錯誤」；反之，如果行為人

所誤認侵害對象價值，與實際侵害對象的價值，在法律評

價上不同，會影響到行為構成何種犯罪的判斷，就稱為

「不等價客體錯誤」。例如：刑法第 271 條故意殺人罪的要

件為「殺人」，行為人必須對於殺害的對象為「人」有所認

識，倘甲欲殺仇家乙，卻將丙誤認為乙，而殺死了丙，此

時因為甲所殺害的對象仍然為「人」，都是侵害他人的生命

法益，刑法上評價相同，故仍應論以殺人罪，此為「等價

客體錯誤」。又如：甲欲獵殺山豬，卻將正彎腰採集野菜的

乙誤認為山豬予以殺害，因為甲行為時心理上並沒有認識

到殺害的對象為「人」，故不能論以故意殺人罪，僅能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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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過失致人於死罪的問題，此為「不等價客體錯誤」。 

 

(六)正當防衛 

  本人或第三人由於他人當前的不法侵害或攻擊，處在無

法立即得到公權力的保護的情況下，而基於人類的本能，

以個人力量為必要的防衛，以避免受到現在正在進行的違

法侵害或攻擊，屬於「阻卻違法事由」，防衛行為縱使符合

犯罪的構成要件，若具備阻卻違法事由，就不成立犯罪，

不須處罰（刑法第 23 條）。 

   正當防衛的成立，須有客觀要件即「現時不法的侵

害」，與主觀要件即「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的意思」。分別

說明如下： 

１、現在不法的侵害 

    必須是現在正在進行中的不法侵害或攻擊行為，如果

不法侵害行為已經結束，就不能主張正當防衛。例如，乙

基於傷害的故意，先出拳攻擊甲，在乙傷害甲的動作進行

中，甲為抵擋而推乙撞牆，乙因此頭部受傷，甲可主張正

當防衛，不須因乙受傷負刑責。但若乙出手打甲一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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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轉身要離開，甲為報復，撿起地上的磚塊砸乙的頭，

因乙已經停止攻擊甲，甲用磚塊砸乙的行為不能主張是正

當防衛。 

２、防衞的意思 

    行為人必須是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的意思而反

擊，才屬於正當防衛。相反地，若行為人基於侵害他人權

利，非出於防衛意思而攻擊，就算客觀上剛好有不法侵

害，仍不能主張正當防衛。例如，仇家甲乙狹路相逢，甲

開槍擊斃乙，甲開槍前，乙雖先以槍口對準甲，雖有不法

侵害（甲有迫切的生命危險），但甲並無防衛意思，因此仍

成立殺人罪。 

   防衛的手段不能逾越必要程度。所謂必要程度，視具體

情況判斷，例如，行竊的小偷並未攜帶兇器而且體形弱

小，屋主則身材魁梧，赤手空拳即可趕走小偷，竟持刀反

擊猛砍，導致小偷受傷或死亡，屬於「防衛過當」，其防衛

的傷害或殺人行為不能合法化，只能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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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責任能力 

 

  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有辨別自己行為的對錯，以及控制

自己行為的能力。行為人因未滿 18 歲及滿 80歲以上、或

因身體的缺陷、精神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無法認知

自己行為的對錯或控制自己行為時，就屬於欠缺責任能

力，刑法規定對此種不具備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有所欠缺

的人所作的行為可以減輕或免除刑罰（刑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0條）。 

 

(八)加重結果犯 

 

  刑法上的「加重結果犯」，指行為人行為時只想讓比較輕

的結果發生，其行為卻造成原來沒有認識到的嚴重後果，

法律特別規定需就嚴重的後果來加重處罰，如「傷害致重

傷罪」、「傷害致死罪」等。這類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該嚴重

後果是行為人行為所造成，也就是行為與嚴重後果間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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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再者，依刑法第 17條規定，如行為人行為時依

常情應能知道有發生這個加重結果的可能性，但因個人疏

失而沒有注意，導致加重結果發生時，才可以加重處罰，

這是因為如果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沒有任何故意、過失，

就加重處罰，就是讓他為自己沒有辦法預期的後果承擔罪

責，違反「無責任即無處罰」的精神，將有過度侵害他基

本人權的疑慮。 

  例如：甲基於傷害的故意攻擊乙，導致乙死亡的結果，

如果甲在行為時，依他下手的輕重、乙的身體狀況等客觀

情事，可以知道乙可能因此死亡的話，就可論加重結果犯

的傷害致死罪，否則只能論處基本罪責的傷害罪。 

  當客觀事實為「毆打他人致死」時，基於行為人行為時

為「傷害或殺人故意」，及「對死亡結果有無故意、過失」

的不同情狀，會有的不同刑罰評價，可以參見以下面附

表： 

 行為 結果  故意 對於死亡是否有無故意、過失 罪責 

1. 毆打 死亡 傷害故意 無過失 傷害(不構成

傷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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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毆打 死亡 傷害故意 有過失 傷害致死 

3. 毆打 死亡 殺人故意 有故意 殺人 

 

(九) 結合犯 

 

  「結合犯」為立法者將兩個獨立的故意犯罪，合成一罪

而加重處罰的犯罪類型，是立法者考量這兩重犯罪伴隨出

現的機率甚高，危害至鉅、惡性更深，而於考量國民法感

情後，予以結合加重處罰。結合犯只需要基本的犯罪與相

結合的犯罪之間互有關聯，也就是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

點上具有關連性，不論行為人於實施基本犯罪行為前就計

畫好一併做相結合的犯罪行為，或是在實施基本犯行時才

臨時起意做相結合的犯行，都會成立結合犯。  

  例如：刑法第 332 條第 1項「強盜而故意殺人罪」，為強

盜罪與殺人罪的結合犯，是將原本各別獨立的強盜及殺人

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強盜為基本犯罪，殺

人則為相結合的犯罪，只須行為人利用強盜的犯罪時機故

意殺害被害人，都會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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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累犯 

  累犯是指曾受刑罰執行的行為人，於執行刑罰完畢後五

年內，再故意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刑法第 47

條）。比方說，甲因傷害罪經法院判處 7個月有期徒刑確

定，甲入監服刑 7個月後執行完畢出獄。沒想到在出獄當

天，甲看到仇人乙，一時控制不住情緒一拳打上去，之後

甲再度被扭送警局並移送地檢署，若甲被認定犯傷害罪，

就屬於刑法的累犯，法官必須依法加重判刑，最多可加重

到本刑的二分之一。以甲再犯的傷害罪為例，依累犯加重

後，最重可以判到有期徒刑 4 年 6 個月（原來最重本刑是

3年以下有期徒刑）。 

 

(十一)刑法第 59 條的「酌量減輕其刑」 

  刑法第 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是指犯罪另有特殊

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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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然過重者，才有適用。 

 這裡所說的「法定最低度刑」，原則雖為法定最低本刑；

但如被告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的情形，則指「適用其他法

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也就是說，如果被

告有未遂、自首等其他的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法定減

輕事由減輕法定刑度後，認為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

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才可適用刑法第 59 條規

定酌量減輕其刑。 

 

(十二) 量刑 

  所謂量刑，係指法官在法定刑度範圍內，依循一定的裁

量標準來決定刑的種類以及輕重。刑法第 57 條規定量刑

時，法官應審酌的事項，有以下 10 類： 

 ⑴犯罪的動機與目的：  

  指行為人犯罪的動機與目的是出於善意、惡意或不得

已，例如出於貧困無法度日而偷竊，或是出於嫉妒而偷

竊，在一般人認知上，判刑的輕重有所不同，法官在量刑

時必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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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犯罪時所受的刺激：  

  指行為人在犯罪時是受到被害者或外在環境的刺激或影

響，例如受到他人言語重大羞辱，憤而傷害他人。 

⑶犯罪的手段：  

  對於不同的手段，刑度亦會有所不同，例如殺人，有殘

酷的凌虐他人致死，亦有使用不具痛苦性的手段使人死亡

的方式，於量刑時也要考慮犯罪手段。  

⑷犯罪行為人的生活狀況：  

行為人所處社會環境有時會引發犯罪，例如行為人處於社

會底層，有眾多親屬需其照顧撫養時，其犯竊盜、強盜

罪，與家境富裕者犯竊盜、強盜罪，量刑上可能就有所不

同。  

⑸犯罪行為人的品行：  

指犯罪行為人的品德、個性。若行為人以往都是品德良好

無不良素行時，對其宣告一定的刑可能已足以收警惕、教

育的功效，此時量刑上即有差異。  

⑹犯罪行為人的智識程度： 

指犯罪行為人所受的教育程度或對事物的理解程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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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並不識字或對法律並不熟悉，所為的犯罪行為，即

與受過高等教育，熟悉法律的人所為的犯罪行為，量刑上

有所不同。 

⑺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也是量刑上必須審酌的重點，

至親好友、老師學生或者毫無關係，都可能影響犯罪行為

的評價。  

⑻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的程度： 

某些犯罪行為屬於違反義務的義務犯，例如過失傷害罪

中，行為人所違反的注意義務程度，即係相關案件量刑的

審酌重點。  

⑼犯罪所生的危險或損害： 

行為人所為犯罪行為，縱使都產生既遂的犯罪結果，也可

能有輕重程度的差異，例如竊盜罪中，行為人所偷取的財

物僅是生活必需用品，或者是偷竊大量珠寶首飾，在量刑

評價上也會有所差異。  

⑽犯罪後的態度： 

行為人在犯罪後可能有不同的態度或應對模式，有立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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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賠償被害人、給予被害人救助者，也有立即離去、不

願反省或偽造證據意圖隱瞞犯行者，量刑時也必須考量這

些因素。 

 

(十三) 緩刑 

所謂緩刑，就是法院認為被告有罪，而且判被告一定的刑

度（刑期不能高於 2年有期徒刑），但是考量被告的狀況，

認為暫時不讓被告進入監獄執行是比較妥當的，這時，法

院可以定一段期間（2至 5年期間）為緩刑期間，被告可以

暫時不用入監執行刑罰。為了讓被告確實改過自新、防止

再犯，或為彌補被害人損失、修復被告行為所造成的損壞

等目的，法院可以定一定事項，命被告在緩刑期間內遵

守，例如：立悔過書、賠償被害人、接受心理輔導、服 40

小時以上 240 小時以下的義務勞務等。如果緩刑期間內，

被告因為其他犯罪被判刑，或違反法院命令應遵守的事

項，緩刑宣告可能被法院撤銷；如果緩刑期滿而未被撤銷

的話，法院判被告的刑就失效，也就是被告不用再執行被

判的刑。緩刑制度如善加運用，可以讓願意反省的被告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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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回歸正常社會生活，達到鼓勵自新的效果。 

 

 

四、法律用語說明參考資料 

 

 

(一) 殺人罪(刑法第 271 條) 

  所謂殺人，其行為不拘任何的形式、方法、手段，例

如，用槍射擊、用刀砍殺或下毒等均可。只要基於殺人的

犯意，且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都構成殺人罪。 

  「殺人既遂」與「殺人未遂」的區別，在於是否導致被

害人死亡，如行為人基於殺人的犯意，並已動手殺被害

人，但並沒有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構成殺人未遂，反

之，即構成既遂。 

  「殺人未遂」與「普通傷害」都沒有發生被害人死亡的

結果。二者的區別，在於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犯

意」，即其下手時有無決意要殺死被害人，視其行為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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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被害人次數及部位、犯罪後態度及被害人傷勢程度等

綜合判斷。 

 

(二) 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刑法第 272

條第一項) 

  「直系血親尊親屬」指具有直接血緣關係，且輩份較長

的親屬，例如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故

意殺直系血親尊親屬，其罪質與殺人相同，但因行為人殺

害自己的直系血親尊親屬，違背倫常，故與普通殺人區

別，並加重刑責。   

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既遂」與「未遂」的區別，在於是否

導致被害人死亡，如行為人基於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的犯

意，並已動手殺被害人，但並沒有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

構成殺人未遂，反之，即構成既遂。 

 

(三) 強盜結合罪 

  本條是強盜罪與殺人、放火、強制性交、擄人勒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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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重傷等罪結合的規定，著眼在強盜與各結合的犯罪間

接連發生，造成嚴重危害，乃依法律規定，結合強盜罪及

另一罪名，成為一個新罪名，並加重其刑。結合的兩個罪

名，並不須要都出於被告的預定計畫，只須兩個犯罪行為

的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有關連性即可，不管

是先強盜後殺人、或殺人後強盜，都構成本條的結合犯。              

  強盜結合殺人罪、使人受重傷罪（刑法第 332 條第 1

項、第 2 項 4款）與前述的強盜致人於死、致重傷罪（刑

法第 328 條第 3項），雖然最終都發生被害人死亡、受重傷

的結果，但二者在被告的主觀犯意及處罰有所差異，被告

兼具強盜及殺人、重傷的故意時，構成強盜結合罪；若被

告僅有強盜的故意，並無使被害人死亡、受重傷的故意，

則屬於強盜致人於死、致重傷罪。 

 

（四）強盜致人於死、致重傷罪（刑法

第 328 條第 3 項）  

  被告犯強盜罪，因而發生被害人死亡或受重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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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加重處罰。所謂「重傷」，指使被害人喪失或嚴重減損 

其視力、聽力、說話、味覺、嗅覺、四肢、生殖的功能 

  本罪的被告並非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受重傷，如被告 

對於死亡、受重傷的加重結果有犯罪故意，則非屬本罪，

而 應構成處罰較重的強盜結合罪。 

 

（五）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罪

（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 ） 

  喝酒後已經不能安全開車，卻仍開車上路，就是通稱的 

「酒駕」。每個人體質不同、酒量有異，有些人一杯就倒、 

26 有些人卻千杯不醉，如何認定行為人在喝酒後是否已經

達到 「不能安全開車」的程度？刑法規定當酒測的呼氣酒

精濃度 達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或血液酒精濃度達 0.05%

以上時，就屬於「不能安全開車」。除酒測之呼氣或血液酒

精濃度外，法院還可以依照其他事證來具體認定行為人肇

事當時是否已經不能安全開車。如果行為人故意酒駕，肇

事而導致被害 人死亡的結果，構成不能安全駕駛致人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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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六）傷害致人於死罪（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前段） 

  指行為人基於傷害犯意，造成被害人的身體或健康受到 

傷害並因而死亡。「傷害致人於死」與「殺人」雖然都會發 

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但行為人的主觀犯意並不相同，「殺 

人」的行為人一開始就有「殺人犯意」，「傷害致人於死」

的 行為人則一開始只有「傷害犯意」，沒有「殺人犯意 

  行為人基於傷害犯意，對被害人的傷害行為，與被害人

死亡結果間必須有因果關係，若被害人受到的傷害不足發

生 死亡結果，或另有其他跟行為人的傷害行為無關的因素

介入而造成被害人死亡，死亡結果和傷害行為間沒有因果

關係，就不構成本罪。例如，甲基於傷害的犯意，毆打乙

成傷，乙經送醫救治後，因傷勢惡化而死亡，甲構成傷害

致人於死罪；但若乙送醫後，完全是醫生的疏忽導致乙的

傷口惡化而死亡，乙的死亡結果與甲的傷害行為無關，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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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構成傷害致人於死罪。 

 

（七）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的住宅或現

有人所在的處所或交 通工具罪（刑法

第 173 條第 1 項、第 3 項） 

 

  行為人主觀上須具備放火的「故意」，若是因「過失」 

而引起燃燒的行為，則為「失火」。行為人放火燒燬的住

宅、 建築物或交通工具，不論屬於他人或行為人所有，由

於危及 公共安全，都構成本罪。 

  行為人是否已「著手」放火行為，涉及是否構成本罪。 

例如，行為人基於放火燒燬住宅的故意，攜帶柴油乙桶，

至 被害人住宅，將柴油自客廳門縫傾倒入內，而柴油係一

易燃性的物品，其予引燃，足以釀成災害，要為行為人其

所能認識，乃猶決意為之，則其當已表現放火行為的外

觀；其倒入 的柴油，復可隨時引燃，客觀上應已具備燒燬

住宅的危險之可能性，亦即已顯現「放火」構成事實的危

險，已達於著手 放火的實行階段；又例如，行為人手持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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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潑灑被害人經 營的商店地上，並取出打火機，即已著

手放火。 

 

（八）加重強制性交罪（刑法第 222 
條） 

 

  犯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而有第 222 條第 1 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構成加重強制性交罪。 

  所謂「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是指「對於男女以 

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 

交」，分別解釋如後：  

１、「性交」的定義: 

  刑法第 10 條第 5 項規定「所謂性交，指非基於正當目 

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1）以性器進入他人的性器、

肛 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的行為。（2）使性器以外的其他

身體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的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的行

為。包 括口交、肛交、異物插入口腔或肛門，且不以「男

對女」為限，即女對男、男對男、女對女為上述性侵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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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均屬之。 

２、必須使用強制手段： 

  「強制手段」是指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意願的方法。所謂「強暴」是指對被害人使用有形的不

法 暴力，例如毆打、捆綁被害人。「脅迫」是指以立即的

危害 告知被害人或其親屬，使被害人心生恐懼，例如對被

害人恫稱「再動、再叫，就讓你好看」，致被害人心生畏怖

而為性交。「恐嚇」是指以將來的危害告知被害人，使其心

生恐懼，例如利用被害人宗教信仰，以被害人若不服從會

遭天譴，致被害人心生畏怖而為性交。「催眠術」，是指使

被害人喪失知 覺進入昏睡狀態而為性交。「其他違反意願

的方法」是指除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以外，其他足

以使被害人不能或難以自由行使性自主權的方法，不以類

似於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的強制方法足以壓抑被害

人的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例如，以身體緊壓被害人（未

達強暴程度），使被害人無法掙脫，而違反其意願為性交，

或念咒作法，使被害人害怕，而違反其意願為性交。 

  第 222 條第 1 項共列舉 8 款加重條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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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２、對未滿 14 歲之男女犯之。本款加重條件針對「未滿 

14 歲」的被害人，被害人若剛好「14 歲」即不適用。因

被害人年齡幼稚，發育尚未完全，且無力抵抗，故加重處

罰。 

３、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４、以藥劑犯之。 

５、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所謂「凌虐」是指行為人使用之強制方法，達到侮辱、 

虐待、非人道的程度，例如，以性變態行為侵害、迫使被

害 人為性表演等。  

６、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 

之。 

  所謂「駕駛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例如駕駛公共汽 

車、火車、捷運等，「供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例如

計 程車。  

７、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之。 

８、攜帶兇器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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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款將攜帶兇器列為加重處罰條件，乃因攜帶兇器犯強 

制性交罪，隨時有行兇的可能，被害人很難防禦，所生危

害較大之故。行為人只須犯罪時攜帶兇器就構成本款的加

重條件，並不以使用兇器強制被害人性交為必要。 

 

（九）強制性交猥褻致被害人於死、致

重傷、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

致重傷罪（刑法第 226 條） 

 

  犯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 

罪、第 224 條強制猥褻罪、第 224 條之 1 加重強制猥褻

罪、第 225 條乘機猥褻罪，而致被害人於死、致重傷、致

被害人 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等加重結果，構成本

罪。 

  第 224 條強制猥褻罪，是指以前述強暴、脅迫、恐嚇、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對被害人為猥褻的行為。

所 謂「猥褻」，是指是指性交以外，行為人基於滿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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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慾而為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的行為，例如出於色

慾而撫摸他人胸部。而猥褻行為的客體，不以異性為限，

同性之間 亦屬猥褻行為的對象。 

  第 224 條之 1 加重強制猥褻罪，係指犯第 224 條強制

猥 褻罪而有第 222 條第 1 項各款加重強制性交罪的加重

事由 時，法定刑予以加重處罰。 

  第 225 條乘機性交猥褻罪，是指行為人利用被害人有精 

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的情形，處於不能或

不知抗拒的狀態，而對其進行性交或猥褻行為。所謂「其

他相類的情形」，是指本條所列舉的事由以外其他一切不能

或不知抗拒的情形，例如酒後熟睡。 

  第 226 條第 2項強制性交猥褻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

自殺而致重傷罪，是指行為人犯強制或乘機性交猥褻行

為，導致被害人為此羞忿而自殺或意圖自殺致重傷。又本

罪行為人所犯的強制或乘機性交猥褻行為，只須達未遂即

可，例如行為人強制性交未遂，被害人為此感到羞忿而自

殺，亦可成立本項罪名，不以性交猥褻行為既遂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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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強制性交猥褻等罪的殺人與重傷

害結合罪 

 

  犯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

罪、 第 224 條強制猥褻罪、第 224 條之 1加重強制猥褻

罪、第 225 條乘機猥褻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或使被害人

受重傷者，構成刑法第 226 條之 1 強制性交猥褻等罪殺

人或重傷罪的結合犯。 

  本罪是將強制或乘機性交猥褻行為（前行為）與故意殺 

害被害人或使被害人受重傷的行為（後行為）結合成為一 

罪。前行為只須行為人著手實行而達未遂程度，即可成立

本 罪，不以既遂為必要；但因為本罪並未處罰未遂犯，所

以後 行為需達既遂程度才會成立本罪的結合犯。例如行為

人著手 為強制性交未得逞，卻故意將被害人殺害，成立本

罪的結合 犯；若行為人為強制性交得逞，欲殺害被害人，

卻為被害人 逃脫而未果，就不成立本罪的結合犯，而應該

分別依強制性 交罪與普通殺人未遂罪予以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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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圖利強制使人性交猥褻罪(刑法第 

231 條之 1 第 1 項) 

 

  所謂「強制」，指施用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的方法，使被害人與他人為性

交或猥褻行為。若未發生被害人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

之結果，僅能以未遂論處。若使他人與自己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者，應成立強制性交或猥褻罪，而非本罪。行為人除

須對犯罪行為有認識並決意犯罪外，並須主觀上具營利的

意圖始可構成本罪。 

 

(十二)擄人勒贖罪、擄人勒贖未遂罪、

準擄人勒贖罪 (刑法 第 347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348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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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347 條第 1 項擄人勒贖罪，是指行為人客觀上有

擄人行為，主觀上有勒贖的意圖。所謂「擄人」，是指行 

為人違反被害人的意思，控制被害人使喪失行動自由的行

為。擄人的手段並無限制，凡是以強暴脅迫、詐術等其他

非法的方法，將被害人置於自己的實力支配之下而喪失行

動自由均屬之。 

  主觀上，行為人除了須有擄人故意之外，還必須有勒贖 

的意圖。所謂「勒贖」，是指勒索被擄人或第三人提出金

錢、其他財物或其他財產利益，以贖回被擄人的人身自 

由。而被勒贖的對象，不以被擄人為限，第三人亦屬之，

例如行為人綁架某甲，並向某甲的母親勒贖新台幣 200 萬

元，即成立本罪。另外，由於「勒贖」是規範在主觀意圖 

要件，所以只要行為人在擄人行為之初，有勒贖的意圖， 

就已成立本罪，即使擄人後勒贖未果或並未進行勒贖，仍

成立本罪。 

  本罪有處罰未遂犯，規定於刑法第 347 條第 3 項，本

罪的著手時點，是以擄人行為是否開始為準。至於如何判 

斷既遂或未遂？關鍵在於擄人行為是否已完成，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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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被擄人是否已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之下而喪失行動自

由，即是判斷行為人的擄人行為究為既、未遂。例如行為 

人以勒贖為目的將被害人擄走綁於屋內，其行為已達既遂 

程度，即使之後被害人解開繩索破窗逃出，仍應成立本罪 

的既遂犯；又例如行為人以勒贖為目的綁架被害人，尚未

將其架走之際，被害人不斷掙扎而逃脫，此時僅能論以本 

罪的未遂犯。 

  刑法第 348 條之 1 的「準擄人勒贖罪」，是指「擄人後 

意圖勒贖」，視同為擄人勒贖。本罪與刑法第 347 條擄人

勒 贖罪的區別在於，擄人勒贖罪的行為人是基於勒贖為目

的進 行擄人行為，即擄人行為時已有勒贖意圖；而準擄人

勒贖罪 是擄人時並無勒贖意圖，而是擄人後另行起意產生

勒贖意 圖，例如行為人基於妨害自由目的將被害人關於房

間內，嗣後臨時起意萌生勒贖意圖而向被害人家屬進行勒

贖，則成立 刑法第 348 條之 1 的準擄人勒贖罪。 

 

（十三）擄人勒贖致死或致重傷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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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47 條第 2 項) 

 

  刑法第 347 條第 2 項加重結果的規定，是指被害人因

行為人的擄人行為或後續妨害自由的拘禁行為，致生死亡 

或重傷的結果，成立本罪的加重結果犯。也就是說，被害

人的死亡或重傷結果，必須與行為人的擄人行為或之後繼

續妨害自由的拘禁行為間有因果關係，始論以本罪的加重

結果犯。 

（十四）擄人勒贖結合罪（刑法第 348 

條） 

 

  刑法第 348 條擄人勒贖結合罪，是指行為人涉犯擄人勒 

贖罪，而同時有故意殺人、強制性交或使人受重傷者，成

立本罪的結合犯。 

  本罪成立的客觀要件較有疑義的地方在於，擄人勒贖行 

為與上述結合的行為（故意殺人、強制性交或使人受重

傷） 是否須達既遂或未遂始能結合？一般認為，擄人勒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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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無論為既遂或未或皆可，惟結合的行為（故意殺人、 

強制性交或使人受重傷）須以既遂為必要，例如行為人擄

人勒贖未遂，卻故意將被害人殺害，則仍成立本罪的結合

犯。 

  而本罪的主觀要件，須行為人實施擄人行為後而被害人 

尚未回復自由前，主觀上即有故意殺人、強制性交或使人

受 重傷的概括故意，若是釋放被害人後臨時起意將其殺

害，則不成立本罪的結合犯。 

 

（十五）妨害公眾往來安全致死罪（刑

法第 185 條第 2 項） 

 

  刑法第 185 條第 2 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致死罪，是指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的設備或以

他法致生往來的危險，因而致人於死者。 

  本罪的行為客體有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的 

設備，所謂「其他公眾往來的設備」，泛指陸路、水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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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以外一切供不特定多數人往來的設備，無論為公有或私

有均屬之，例如百貨公司的電扶梯、大廈的樓梯、登山的

石階或空中的纜車等。 

  本罪之行為態樣有損壞、壅塞或他法，本罪所謂「損 

壞」，是指對物質為全部或一部的毀損破壞；「壅塞」是指

以有形障礙物堵塞：「他法」是指損壞、壅塞以外其他對公

眾往來設備破壞致生往來危險的行為，例如在道路上飆

車、蛇 行、堆置易燃物或於橋面上潑灑油料等。又上述行

為態樣，均須有致生不特定多數人往來的危險結果，始為

構成要件該當，且以造成公眾往來的危險狀態已足，不以

實際發生車禍、沉船等實害結果為必要。又若因而致人於

死，即行為人為上述危險行為與他人死亡結果間有因果關

係，則行為人成立本罪的加重結果犯。 

  主觀上，行為人於行為時必須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與 

未必故意，且對於致人於死的加重結果須有預見可能性，

始符合本罪的主觀要件。 

 

(十六)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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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人的行動自由致人於死罪(刑法第 302 

條第 2 項前段) 

 

  刑法第 302 條第 2 項前段是屬於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的加重型態，也就是行為人以妨害

他人行動自由的意思進而實施私行拘禁或是以其他方法達

到剝奪行動自由的行為，而最後基於這個行為而產生了被

妨害人死亡結果的犯罪類型，例如：行為人基於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的故意，為防止其女友外出玩樂，而將其女友反

鎖於家中房間，在經過幾天後，該女因缺乏營養而餓死，

此種情形即是本條所欲規範的犯罪類型，它所要保護的法

律上利益，是一般人基於主體地位的個人意思決定自由與

身體動作自由，不被他人非法的剝奪。 

  所謂私行拘禁，就是說行為人並非有法律上的依據而剝 

奪他人的行動自由，使被害人難以逃離該一定的空間而

言。其實行犯罪的手段，除了有形的物理方法之外，也可

能以無形的精神方法(例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的恐懼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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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敢離開一定空間)或是不作為的方式(例如：行為人在

未查看是否有人仍在店內即拉下鐵門，其後雖然聽到被害

人的呼救，卻仍不開門)達成。而所謂以其他非法的方法剝

奪人的行動自由，是屬於概括的行為態樣，用意是在彌補

私行拘禁的不足，以防止其他相類似的行為態樣依法不能

訴追的窘境。 

  應注意的是，構成本罪的前提是，行為人從一開始至犯 

罪結果發生時的主觀犯意就是要剝奪他人的行動自由，如

果在犯罪的過程中臨時變更犯意，就有可能變成同時其他

罪和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應該

以刑法上數罪併罰處理，而不是本條所規範的加重結果

犯。 

  此外，行為人私行拘禁或是以其他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 

由的行為必須和最後出現的致死結果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才能夠成立本罪。若死亡結果與行為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之行為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即不成立刑法第 302 條第 

2 項前段的加重結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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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剝奪直系血親尊親屬行動自由罪

(刑法第 303 條) 

 

  刑法第 303 條規定：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ㄧ。刑法第 303 條的

行為，和第 302 條第 1 項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基本

上是相同的，只是法律基於倫常以及社會風俗考量，若此

時被害人的身分是行為人的直系血親尊親屬，則加重其罪

刑至二分之ㄧ。 

  在行為主體的部份，行為人必須是被害人的直系血親卑 

親屬才符合法律所要規範的對象，例如：子女或是孫子。

而 本條犯罪的客體，亦限於行為人的直系血親尊親屬，例

如；父母或是祖父母。若是繼父或繼母，因其於法律上僅

是姻親關係而沒有本條的適用，不在加重的範圍內。 

  構成本條犯罪的態樣，有以下四種：1.直系血親卑親屬 

私行拘禁直系血親尊親屬。2.直系血親卑親屬以其他方法

剝 奪直系血親尊親屬的行動自由。3.直系血親卑親屬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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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直系血親尊親屬行動自由，因

而致死。4.直系血親卑親屬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

奪直系血親尊親屬行動自由，因而致重傷。 

 

(十八)搶奪致人於死罪(刑法第 325 條

第 2 項前段) 

 

  本條所規範的對象是行為人基於違犯第 325 條第 1 項

搶 奪罪的犯意，而遂行犯罪卻發生致人於死的情形，屬於

加重 結果犯的犯罪類型。所謂的搶奪罪，是指行為人以當

場直接 侵害持有人自由意思的手段，破壞持有人對其物的

監督支 38 配，而尚未達到剝奪持有人自由意思程度的犯

罪行為而言，也就是說，行為人的行為並沒有因而使被害

人達到至使不能抗拒的程度，而此一自由意思侵害的程度

也就成為決定行為是搶奪罪或是強盜罪的主要區別。 

  構成本罪的行為客體，必須是他人的動產，而行為人的 

主觀犯意必須是意圖為自己或為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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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全債權或是其他目的，就不構成本條的犯罪。此

外，本罪所要保護的法律上利益，是持有人或是所有人對

於該動產的支配監督以及自由意思，因為行為人的行為介

入，而破壞並建立了另一個新的持有支配關係而言。而所

謂搶奪，就是說行為人乘他人不及防備，而公然掠奪他人

財物。至於該行為是否需要「使用不法腕力」，實務有不同

的見解，但多數認為並不需要。也就是說，就算是以和平

方法破壞他人對財物的持有關係，也可能成立搶奪罪。舉

例而言：某甲進入手機專賣店佯裝購買手機，趁店員轉身

拿其它手機的時候，將櫃台上的手機取走並奪門而出，此

時，其行為應如何論處？我國實務多數則認為，搶奪罪就

算是以和平方法取得財物，若該財物尚在被害人實力支配

下而公然持物逃跑，仍不失為搶奪罪。 

 

（十九）準強盜（致死、致重傷）罪

（刑法第 3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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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329 條規定：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 

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準強

盜罪和強盜罪的區別，在於行為人實施強暴脅迫的時間點

不同，若是在奪取財物之前施以強暴脅迫，應成立強盜

罪。反 39 之，若是在竊盜或搶奪財物後才施以強暴脅

迫，則應以準強盜罪論處，因為此等行為升高了原本犯罪

對於他人的生命、身體產生了高度危險性，所以被法律規

定為類似強盜的行為而以強盜論處。 

  在主觀上，行為人除了對於其實施足以壓抑被害人反抗 

的強暴脅迫手段有所認識之外，其仍必須出於防護贓物、

脫 免逮捕及煙滅罪證的主觀意圖使足當之。就防護贓物而

言， 行為人須於竊盜或搶奪既遂後始有防護贓物可言，若

係在未取得贓物前即對於被害人行使強暴脅迫，並非準強

盜罪。就脫免逮捕的部份，則不論既遂或未遂均可能成立

本罪，且其原因不以為自己脫免逮捕的情形為限，為脫免

其他共犯被逮捕，而實施強暴脅迫行為者，亦包括在內。

而在第三種湮滅罪證的類型下，不問竊盜或搶奪是既遂或

未遂均可成立。此外，所謂的「罪證」，即指實施竊盜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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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奪行為的犯罪證 據而言，例如：指紋、工具等等。且湮

滅罪證亦不以自己的 罪證為限，湮滅其他共犯的犯罪證據

也包括在內。 

  本罪的行為客體並沒有限制，凡是具有潛在干預行為人 

行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因此，對象可以是原被竊盜或搶

奪的被害人，也可以是其他第三人。而在行為主體方面，

本罪的行為人必須是實施竊盜或搶奪的行為人，但應注意

的是，基於整體法律體系的解釋，「竊盜」應包含第 320 

條第 2 項的竊佔罪，且不論竊盜或搶奪是既遂、未遂，亦

或是加重結果犯均有適用。此外，本罪實施強暴脅迫必須

是在當場實施者為限，也就是在時間、地點上和竊盜或搶

奪行為之間有緊密的關連性而言，若是離開該犯罪場所後

才實施者，即不屬準強盜罪的範圍。準強盜罪的強暴脅迫

行為和強盜罪一樣必 須達到「至使不能抗拒」的程度才符

合法律規定。所謂「不 能抗拒」，使被害人處於不能或難

以抗拒之狀態均屬之，而是否達到不能或難以抗拒，應依

行為的性質、行為當時客觀存在的具體狀況，例如犯罪的

時、地、犯人的人數等，予以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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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加重強盜罪及加重強盜未遂罪

（刑法第 330 條第 1 項、第 2 項）  

 

  加重強盜罪，是指在行為人違犯強盜罪的情形下，同時 

又有刑法第 321 條第一款加重的情形而言，其具體加重情

狀如下：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

其內 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

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者。五、 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六、在

車站、埠頭、 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例如：行為人基於強盜犯意攜帶

水果刀侵入被害人住宅並以刀威脅使其交付家中財物的情

形即屬之。 

  若犯罪已經著手實行並完成者，成立加重強盜既遂罪。 

例如，行為人攜帶水果刀於車站脅迫被害人交付財物，而

被害人因不能抗拒而交付，此時犯罪行為即已完全實現，

應論以加重強盜罪。反之，若行為人已著手實行，但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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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尚未交付財物之前，該犯罪行為即結束者，因尚未完

全實現，就應論以未遂。例如，上例中的被害人在交付財

物之際因為警察介入而讓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財物的情

況，就應該以加重強盜未遂罪加以處斷。 

 

(二十一)妨害公務執行及職務強制致人

於死罪(刑法第 135 條第 3 項前段) 

 

  本罪處罰的是妨害公務的行為，行為人不限於公務員執 

行職務之相對人，縱使是無關的第三人，如果以暴力妨害

公務的執行，亦可成立本罪。 

  行為人必須對於對方是公務員有認識，且有意實施暴力 

行為妨害公務員依法執行的職務，才能構成，如果是無意

識 的舉動，例如：警察逮捕嫌犯，自嫌犯背後以手抓住其

肩，嫌犯無意識的反射舉動，而導致警察手指扭傷的情

形，則不成立本罪。又例如警察喬裝成乞丐、或平民模樣

混入賭場捉賭，賭徒不知其為警察，加以抗拒者，亦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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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的故意。 

  所謂「職務」，是指公務員於其職權內所應為或是得為 

的事務而言，其具體的類型可能有具備公權力性質的職務 

（例如：開罰單）、涉及私經濟行為的事務（例如：採買辦 

公室設備文具)以及屬於機關內部的單純事務（例如：送公 

文)。而本罪所規範保護的對象以具公權力性質的職務為 

限，而不包括私經濟行為以及機關內部的事務。 

  「職務強制」的意思是故意以暴力強迫公務員執行一定 

的職務，例如：強迫稅務人員無故免除繳稅義務，或者強

迫建管人員限期核發合法的建築執照等。 42 以暴力方式

妨害公務或迫使公務員執行職務，若因此導 致公務員死亡

的加重結果，依本條規定可處罰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

徒刑。 

 

（二十二）首謀聚眾妨害公務致人於死

（致人重傷）罪、聚眾妨害公務施強暴

（脅迫）致人於死（致人重傷）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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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36 條第 2 項） 

 

  所謂「公然」，是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聚眾，則是指集合不特定多數人，且處於可能增加的狀

態，而聚眾的方法，不論是事前的約定或是偶然的聚集，

均包括在內。此外，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是以公然聚眾而

施暴力或脅迫妨害公務而造成公只限於一人，也不以實際

下手為必要，只需在場指揮統率群眾就會成立。又本罪的

聚眾，是以首謀者的指揮聚集眾人的情況，和群眾自動聚

集的犯罪類型並不相同，因此，首謀的存在是成立本罪的

必要條件。而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乃指對於公務員實施

強暴脅迫行為而非首謀的人而言，只務員死亡，才會成立

本罪的加重結果犯。而在主體方面，行為人必須基於首謀

的地位或是實際下手的人，才會構成本罪。所謂「首謀」，

就是指第一個提議謀畫的人，首謀並不要有著手的行為，

不論是在中途參加或是一開始即參與，均為本罪所欲規範

的行為主體。 

  行為人主觀上須有聚眾犯的共同意思才會構成本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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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共同意思指的是，共同為實施強暴脅迫及妨害公務秩序

的故意，反之，如果行為人認識到群眾開始為暴力行為而

立即脫離者，或者其主觀上已經有脫離群眾的意思並努力

脫離者，應認為不具備本罪的故意，而不應以本罪論處。 

 

(二十三)重傷致人於死罪(刑法第 278 

條第 2 項) 

 

  本罪的行為只要是使人受重傷，不論所採用的方法為 

何，亦不問有形無形、作為或不作為。而所謂的重傷，依

照 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的規定，只要毀敗或嚴重減損人

類五官、生殖機能或是其他身體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

傷害者，就會符合重傷的定義。例如：毆打他人眼睛，致

其視神經受損，雖然依稀可以看見物體的輪廓形狀，但已

經無法清晰地看見事務的情形，即屬於嚴重減損的情況。

所謂重大不治，係指終身無法治療回復；所謂難治，則是

指醫療費用過於龐大或 是醫療技術的困難而言。此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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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除須有被害人的重傷結 果外，亦須有致人於死的加重結

果，且被害人死亡加重結果 與行為人的重傷行為間須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 

  而在主觀要件上，行為人必須有重傷的故意才能成立， 

也就是對於其行為有認識並決意行之，並且行為人對於因

而致人於死的結果在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性，才能成立本罪

加重結果犯。 

 

(二十四)違背法令契約遺棄致死罪(刑法

第 294 條第 2 項) 

 

  刑法第 294 條第 2 項違背法令契約遺棄致死罪，是指

對於無自救力的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

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的扶助、養育或保護者，因

而致人於死者，成立本罪。 

  本罪的行為主體限定於依法令或契約，負有扶助、養 

育、保護義務的人。依法令負有義務的人，例如：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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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條規定，父母對於子女有保護教養義務，此時父母即

為依法令負有義務的人；而依契約負有義務的人，例如：

褓姆基於受託契約對於所看護的對象，即有義務存在。在

行為客體的部份，必須是「無自救力之人」，指其人無法維

持生存所必要的能力而言，例如：年事已高的病人，因中

風而癱臥在床，無行動能力者即屬之。在行為方面，行為

人必須有遺棄的行為；而何謂生存所必要的扶助、養育、

保護，則應綜合一切客觀因素判斷，只要義務人不履行其

義務，於無自救力人的生存有危險者，就屬於這種情形。

而在犯罪結果的部份，必須義務人違背義務遺棄的行為發

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即遺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結

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才能成立本罪的加重結果犯。 

  而在主觀要件上，行為人必須具有遺棄故意乃屬當然， 

且對於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具有預見可能性。 

 

(二十五)毀壞建築物、礦坑、船艦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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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死罪(刑法第 353 條第 2 項前段) 

 

  刑法第 353 條第 2 項前段毀壞建築物、礦坑、船艦致

人於死罪，是指毀壞他人建築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

用者，且因而致人於死者，成立本罪。 

  本條的行為客體為他人的建築物、礦坑或是船艦。而行 

為人的行為必須毀壞或是致令不堪使用，所謂毀壞，依照

實 45 務見解認為，必須破壞毀損建物的重要部分，足致

其全部或一部喪失其效用，始能成立。至於致令其不堪使

用，則是使用了毀壞以外的方法所達成的狀態而言，其並

未對於客體的外觀外型有所破壞，而是對於其用途效用加

以侵害而言。例如：引水將礦坑或建築物淹沒。此外，由

於本罪屬於加重結果犯的犯罪類型，必須因為毀壞或致令

不堪使用的行為，進而產生致他人死亡的結果（即兩者間

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才會成立。而在主觀要件部份，本

罪為故意犯，行為人若出於過失就不會成立本罪。因此，

行為人必須認識並有意欲實現毀壞或致令不堪使用的行

為，至於加重結果的部份，行為人只要對致人於死的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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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有預見可能性即可。 

 

  （二十六）利用職務上機會詐財財物

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是指行為人身為公務員， 

利用職務上的機會，以詐騙的手段來騙取財物，不限於利

用 其有決定權的「職務」，利用其執行職務「衍生」出的

機會，也包括在內。例如：公務員出差到國外開會，竟捏

造不實理由，向機關詐領差旅費，雖然「出國開會」不是

其本身的職務，但屬於執行職務而「衍生」的機會，仍構

成本罪。 

 

（二十七）違背職務要求賄賂罪（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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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 

 

  公務員基於違背職務要求賄賂之犯意，對於違背職務的 

行為要求相對人交付賄賂以為對價，構成違背職務要求賄

賂罪。 

  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不應為而為或應為而不為或不 

當為之，而與其職務上的義務責任有所違背時，都屬於

「違背職務」。「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的不法報

酬。飲宴或性服務的招待，則屬於「不正利益」而非「賄

賂」。另違背職務的行為與所要求的賄賂必須具有「對價關

係」，即要求相對人交付賄賂，作為違背職務行為的代價。 

 

（二十八）放火燒燬他人所有非現住建

築物及交通工具罪 （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 

 



 

68 

 

  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規定，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

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礦坑、

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

機者，處以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凡是行為人放火燒燬「他人所有」且「非供人使用」的 

住宅、「未有人所在」的建築物或交通工具者，都構成本

罪。本罪的規範目的，不只在於處罰行為人破壞他人財產

的行為，也因為這種行為具有高度公共危險，而予以非

難。 

  如果行為人放火的對象為現在有人居住、使用的住宅， 

或有人所在的建築物或交通工具的話，導致他人傷亡的危

險蓋然性較高，所生危害更大，因此，應適用法定刑較重

的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的放火燒毀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工

具罪。 

  另一方面，如果行為人所放火燒燬的非供人使用住宅、 

未有人所在的建築物或交通工具，是行為人「自己」所有

的話，因為這種行為雖然危害公共安全，但僅毀損自己財

產，就只有在因此會產生公共危險的情況下，才適用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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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較輕的放火燒燬自己所有非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

（第 175 條 第 2 項）。 

  又行為人主觀上須具備放火的「故意」，若行為人並沒 

有故意，只是因不注意（「過失」）而燒毀上述的住宅、建

築物或交通工具，則為「失火」，因為這時可責難行為人的

程度更低，只會構成法定刑更輕的「失火燒燬非現住建築

物及交通工具罪」（第 175 條第 3 項、第 4 項）。  

 

（二十九）加工自殺罪、受囑託或承諾

殺人罪（刑法第 275 條第 1 項）  

 

  依刑法第 275 條規定，教唆他人自殺、幫助他人自殺， 

或受他人囑託或承諾而殺害他人的行為，處 1 年以上 7 

年下有期徒刑。 

  所謂「教唆自殺」為他人原無自殺的意思，行為人勸 誘

使他人起意自殺者；「幫助自殺」則是他人自行起意自殺 

後，對他的自殺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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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囑託或承諾而殺人」則與前兩者不同，本質上仍是 

行為人有殺人的行為，只是因受到被害人囑託或同意，法

律上特別予以減輕處罰。實務曾有見解認為，因為這是攸

關「生命法益」的重大事項，所以就被害人是否有囑託行

為人殺害 48 自己的表示，應嚴格認定，且所謂「囑託」

必須是被害人「直接、主動、明確、真摯」的表示。 

  本條第 2 項規定未遂犯應處罰，也就是行為人著手實施 

上述犯行後，無論自殺的他人或被殺的被害人是否死亡，

都應處罰。第 3 項則規定行為人「謀為同死」而為上述犯

行者，可以免除其刑。 

  應注意的是，其實本條規定在立法目的與法理上都有值 

得深入探討、省思的地方。既然法律不處罰自殺行為，但

為何會認為「教唆或幫助自殺行為」具有可非難性，而應

該加以處罰？又如果被害人可以自由處分、支配自己的生

命，為何還要處罰「受囑託而殺人」者？對此，刑法研究

者有許多的解釋及討論，試圖說明本條立法的基礎。其中

一種較普遍的觀點為，立法者欲建立一個維護生命的普遍

性規範秩序，在此法秩序尊重生命權的要求下，生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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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為個人可以自行處分、支配的利益，侵害自己生命的

行為仍牴觸法規範所宣示的價值。 

 

（三十）強盜罪（刑法第 328 條第 1 

項） 

 

  強盜是使用暴力或脅迫等方法，強行奪取他人財物的犯 

罪行為。依法律規定，必須要是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 不法所有，使用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其他方

法，至使他人不能抗拒，而取走他人的財物或使之交付

者，才會構成強盜罪。所謂的「意圖不法所有」，是指行為

人明知非法，仍有把財物據為己有或他人所有的意思。所

謂「至使不能抗拒」，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已經達到讓被害

人沒辦法抵抗的程度，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尚未讓被害人達

到沒辦法抵抗的程度，則依照個案情節，有可能會成立

「搶奪罪」或「恐嚇取財罪」。 

  例如，行為人將被害人打倒在地而待其無法抵抗後，搜 



 

72 

 

刮被害人身上的金錢離去；或行為人用手槍抵住被害人頭 

部，喝令交出金錢，都有可能構成強盜罪（第二種情形因

為行為人使用兇器，成立的是加重處罰的攜帶兇器強盜

罪）。 

 

五、法律用語說明參考資料（特別

法部分） 

 

（一）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貪

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者，構成違背職務要求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

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對於職務上的行為收受賄賂罪，只須所收受的金錢或財 

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就會成立。所謂「對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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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所交付的賄賂或不正利益，與公務員為職務行為之 

間，具有原因、目的的對應關係；而所謂「職務上行為」， 

則為公務員職務範圍內特定行為，為行賄請求的對象。 

  此外，是否具有「相當對價關係」，應就職務行為的內

容、交付者與收受者的關係、賄賂的種類、價額、贈與的

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判斷，個案中行為人可能會假借其他

名目，「贈與」、「借款」或「政治獻金」等等，提供利益給

公務員，但不能夠僅以有這些名目，就認為與職務無關而

沒有對價關係，仍然必須實質認定。 

 

（二）「槍砲」（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槍砲」指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

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 槍、空氣槍、魚槍及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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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力的各式槍砲。 

  依據上述規定，需行為人持有、轉讓、製造、運輸、販 

賣的槍砲「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且有「殺傷力」，才會分別 

依本條例相關規定科以刑事處罰，這是因為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是對可以輕易傷害人體而具有高危

險性的武器加以嚴格管理，防止因為可任意製造、持有、

移轉，使此類武器氾濫，對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財產造

成潛在危害。所謂「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

槍砲」，主要指具有適於發射金屬或子彈的正常結構與功

能，對「人體」有殺傷力而言，其認定是以「在最具威力

的適當距離，以槍砲彈丸可穿入人體皮肉層」為標準，據

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研究結果，每平方公分動能達 20 焦

耳以上的彈丸，即可穿入 11 人體皮肉層，我國司法實務一

般採取此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