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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7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認為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系爭規定一）有關累

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但

就該規定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部分，認為不符罪刑相

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本席贊同本號解釋之結

論，但認本號解釋之意旨有闡明之必要，且認本號解釋尚有不

足之處，爰提出協同意見如下。 

 

壹、 本號解釋應闡明之處 

一、累犯規定是否違憲，有多層問題應加考慮，本號解釋宣示

其中之一部分違憲： 

  系爭規定一有關累犯之規定是否違憲，至少有如下層次之

問題應予探究： 

（一）累犯制度是否違憲： 

  有論者認因累犯加重涉及行為人刑法而非行為刑法，且違

反罪責原則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因此不應有累犯之一般性規

定，而主張系爭規定一違憲者。本號解釋認定系爭規定一「不

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本號解釋理由認「因累

犯者之主觀惡性較重，故所違犯之後罪應加重本刑至二分之

一。是系爭規定一所加重處罰者，係後罪行為，而非前罪行為，

自不生是否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雖簡潔地論

述了累犯加重之理由，但本席認為尚難說服上開論者。 

 

（二）累犯制度之存在尚不違憲，但累犯之構成要件「受徒刑

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部分，涉及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2 
 

而違憲： 

    有論者主張系爭規定一不分前、後罪之罪質是否相同，不

問前罪為故意或過失，亦不論後罪之犯罪情節、輕重、動機，

一律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違反比例原則。另「受徒刑之執行

完畢」規範亦不明確，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因而違憲。 

    本號解釋就累犯之定義是否過於寬泛或不明確而涉違憲，

並未加置論，但於解釋文認定系爭規定一「不分情節，基於累

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

最低本刑」而違憲，可認本號解釋對累犯之構成要件亦有所指

摘，但未明確宣示構成要件有上開問題而違憲。 

 

（三）系爭規定一對累犯加重其刑之部分即「加重本刑至二分

之一」之規定，未給法官衡量之權限而「應」加重，是否違憲： 

  因刑法第 67 條規定「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

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符合系爭規定一者，其最高度及最低

度刑均應加重至二分之一。本號解釋認就加重最低本刑部分因

系爭規定「⋯⋯一律加重最低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

害」，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且牴觸比例原則而違憲。 

     

    本號解釋是大法官為獲法定可決人數求取最大公約數下

之折衷決定。本席同意本號解釋，並認為本號解釋檢討累犯制

度以追求罪刑相當並兼顧人權保障，有其意義，但仍嫌為德不

卒。 

 

二、本號解釋稱系爭規定一「不分情節」一律須加重最低本刑

而違憲，其意旨為何？ 

    本號解釋要求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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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釋意旨修正系爭規定一。於修正前，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

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本席認為本號解釋之意旨

得闡明如下： 

（一）依情節考量對行為人之處罰是否過苛，應考量行為人是

否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 

  本號解釋理由稱「系爭規定一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

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本席

認為其意旨即指若依系爭規定一對累犯之定義，其情節尚不具

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時，即可能過苛。至於如何依其

情節判斷行為人不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特質，

本號解釋並未就此申論。本席認為不能以系爭規定一之要件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 年以內故意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之機械式之適用，即可認定行為人

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仍應就其「情節」為

判斷是否過苛，即為本號解釋之意旨。其「情節」自然包括前

罪是否為過失犯，前後兩罪之罪質是否相近、有無關聯等因素

綜合判斷之。就此本席認為德國刑法 1969 年增設一般累犯之

加重規定有值得參酌之處1。值得注意的是該規定於 1986 年刑

法修正時已全部刪除2。 

  德國 1969 年刑法之規定至少有幾項與我國目前有關累犯

之規定不同之處，包括 1、前罪限於至少兩次因故意犯罪而受

刑之科處，而系爭規定一下之前罪不限於故意犯，而包括過失

                                                      
1 德國 1969年刑法增設一般累犯加重之規定，其要件為（1）行為人在過去至少兩

次因故意犯罪而受刑之科處；（2）其中一次或數次犯罪曾受三月以上自由刑之執行；

（3）現在所為者係法定自由刑之故意犯罪，且其法定自由刑之最高度為一年以上；

（4）依犯罪之種類及情況堪稱認為以前科刑對行為人未收警戒之效。參見許福生，

累犯加重之比較研究，刑事法雜誌第 47卷第 4期，頁 5-6，2003年 8月。 
2 德國刑法分則在個別條文規定累犯之最低刑度，如刑法第 176 條之 1 規定，5 年

內對兒童觸犯嚴重性侵害者，應處不低於 1 年之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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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2、後罪限於法定自由刑之最高度為一年以上之罪，而系爭

規定一無此要求。3、法官得依犯罪之種類及情況堪稱認為以前

科刑對行為人未收警戒之效，判斷是否構成累犯，而系爭規定

一並未賦予法官如此之裁量權限。本號解釋所指摘系爭規定一

「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即是賦予法官就犯罪之情

節予以衡量之權力，其衡量之基準應是行為人是否有「特別惡

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 

  至於本號解釋所舉的例子，即最低刑加重之後，產生不得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例子，已產生刑罰種類變更之效

果，而有過苛之情形。該類型為過苛之例示，法官於個案衡量

時，自不以此類型之過苛為限，而應就累犯構成要件之情節綜

合判斷之。 

 

（二）若依情節裁量後認為不須加重最低本刑，而應科處法定

最低刑度者，本質已非累犯，得不為累犯之宣告 

  法院為裁量時如認為依其情節加重最低本刑仍屬過苛而

不加重最低本刑，亦即科處法定最低刑度，於此情形下，本席

認為，法院應已認定行為人不符合累犯「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之立法理由，其本質已非累犯。法院既科處法定最

低刑度，而不加重最低本刑，自得不為累犯之宣告。因為當法

院不加重最低本刑，卻仍認定被告為累犯時，兩者有矛盾。受

累犯之宣告縱未加重最低本刑，行為人於日後受徒刑之執行與

假釋時，其權益將受重大不利之影響。受刑人於入監後適用累

進處遇分類時，累犯與初犯、再犯為不同之分類，累犯者於適

用累進處遇時，其責任分數亦較表列標準逐級增加其責任分數

三分之一（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1 條及第 19 條參照）。故累

犯要進級至合乎假釋門檻之第二級受刑人已較非累犯者困難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76條參照）。且累犯假釋之門檻亦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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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受刑人高（刑法第 77 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

者，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得報請假釋；累犯則須逾三分之二，

始得報請假釋）。 

 

三、本號解釋所指之過苛與刑法第 59 條之過苛酌量減輕有何

差別？ 

  本號解釋特別指明系爭規定一違憲之情形為「一律加重最

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59 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

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本號解釋特別指

明因累犯而加重最低本刑而致過苛，是指刑法第 59 條所定「犯

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以外的情形。申言之，也就是論以累犯而

加重最低本刑，從而過苛之情形，本席認為此時應考量者包括

行為人是否「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效，其對於

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形，換言之，行為人縱符合累犯

之構成要件者，但是否符合立法理由對累犯之立法目的，屬本

解釋所稱「過苛」應衡量之因素。刑法第 59條之顯可憫恕與本

號解釋所稱之過苛為不同層次之問題。 

 

貳、本號解釋有所不足之處 

一、本號解釋既確認累犯加重並非「極為重要之公共利益」，又

承認累犯之存在不違憲，其中有無矛盾？ 

  本號解釋認刑法第 48 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

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系爭規定二）因違反憲法一

事不再理原則而違憲，且認定系爭規定二「其目的僅係為審酌

原未發覺之累犯資料，更定其刑、加重處罰，非為維護極重要

之公共利益。」 

    「累犯」存在之事實對科罰之重要性遠不及犯罪之證據。

依刑法第 48 條後段規定，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為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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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再更定其刑；而刑罰執行完畢後，或已不受執行時，如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其有應受有罪或重刑判決之犯罪事實

者，仍得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 422條

及第 423 條參照），足見「累犯」之事實於論罪科刑之重要性實

遠不及「犯罪證據」。然而就此科刑考量之事實，系爭規定一卻

規定本刑之最高度及最低度刑均加重至二分之一之規定，未讓

法官有評量空間，即有輕重失衡之虞。 

    本號解釋就系爭規定一「一律須加重最低本刑部分」，認為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然而就累犯身分之存在以

及「最高本刑部分亦加重至二分之一」，對受裁判人之權益亦為

增加負擔，未加以深入討論。尤其是累犯之身分對於受刑人於

刑之執行期間所受之待遇及假釋門檻，均有重大不利之影響，

已如前述。本號解釋肯認累犯應加重其刑之規定「並非為維護

極重要之公共利益」，但另一方面本號解釋又稱累犯「不生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而未宣告累犯制度違憲，這中間存有必

須說理之空間。申言之，本號解釋認為累犯加重並非「極重要

的公共利益」，但似乎認仍屬「一般公共利益」或屬「普通重要

的公共利益」，因此累犯制度尚不違憲。究竟「極重要」與「一

般」或「普通」重要的公共利益，其間差距何在？本號解釋只

給結論，並未闡述足以說服反對方之理由。本席認為本號解釋

未對累犯之規定溯源探究是否符合立法意旨，反而在寬泛與不

明確的累犯定義之下，就累犯加重究竟屬何種公共利益，以模

糊的用語帶過，實為本號解釋有所不足之處。本號解釋可說是

解除了長期困擾院、檢之間的累犯更定其刑所產生非常上訴的

問題。但本席認為，僅因審判過程中法院是否發現被告為累犯

之資料，就有加重或不加重之結果，就相同犯行，相同前科之

二位被告而言，僅因法院審理時，因累犯資料齊全與否，而有

不同的判決結果與命運，其中判決結果與入監後處遇不平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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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讓人民對司法產生不公平之感，是否非屬「極重要的公共

利益」而得忽略？本號解釋並未闡述，就此，本席認為有所不

足。 

  本席認為本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一就累犯加重本刑部分

不違憲，但同時宣告系爭規定二違憲，中間存有灰色地帶。本

號解釋一方面讓法院得依情節裁量累犯最低本刑加重是否過

苛，另一方面讓法院未就累犯之存在加以考量而告裁判確定

時，又不須再重加考量，這中間游移之態度，追本溯源應該是

因為系爭規定一累犯之要件過於寬泛與不明確之故。符合系爭

規定一者未必皆為惡性重大與刑罰反應力薄弱之人，但另外一

方面如果確有惡性重大與刑罰反應力薄弱之人，如最明顯的例

子為多次酒駕、屢罰不改，顯見其自我控制力薄弱，又如多次

犯對兒童猥褻性侵之罪者，顯見有特殊之性癖好之徒，或有多

次家暴、虐兒前科者，縱於審理時未發現其前科而經判決確定，

仍應准予更定其刑，始符罪刑相當原則。就此本席認為探討累

犯是否違憲之問題，根本溯源之道應該重新定義「累犯」之要

件，一方面將其限縮於顯有重複犯罪危險傾向者，如酒駕、性

侵犯、虐童等，於刑法分則各罪分別規定累犯加重，在此範圍

內之累犯，縱於裁判確定後始發覺其為累犯亦得更定其刑，或

針對其危險傾向施以保安處分，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維繫

人民對於司法公平之感情。 

 

二、累犯之構成要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亦涉違憲 

    本號解釋有多位聲請人，其中有幾份釋憲聲請書主張系

爭規定一所定累犯之要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於適用時滋生

眾多疑義，有多種態樣，如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再犯經

撤銷假釋、感訓處分折算刑期等。本席認為根本的問題在於累

犯要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之定義不明確，致究應以被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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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之日起算或於判決確定之日起算有爭議。在實務上有許多

情況，被告已受一部之執行（如假釋），或已執行完畢（如感

訓處分折算刑期，或數罪併罰而定應執行刑）而後判決始確定

之情形，此時當事人是否應認係累犯，依不同處境之當事人就

有幸與不幸之分，這界線偏離累犯規定之意旨（對刑罰反應力

薄弱之人加重其刑），即可能產生對刑罰有反應力者被認累犯

而遭加重其刑，反之亦有對刑罰缺乏反應力者卻不被視為累

犯（如假釋期間再犯、數罪併罰而先執行部分之刑），如此之

嚴重缺失已足以動搖累犯制度存在之基礎，而不僅僅是對受

處分人自由權之侵害而已。本號解釋就此未加置論，實未盡嚴

格審查之旨。 

 

參、 未來立法之考慮 

一、本號解釋雖未宣告累犯之規定違憲，亦未指摘累犯之構成

要件不明確，但本席認為就本號解釋所稱加重最低本刑涉及

過苛部分，實亦包括對累犯之構成要件是否過於寬泛之指摘，

亦應一併檢討。同時應對「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作清楚之界定，

以符合累犯加重之意旨。 

 

二、進一步，可考慮廢止累犯之一般規定。依實證研究之結果

重新設計累犯之要件，另參考德國刑法針對有重複犯罪習性

而有侵害公益疑慮者，如酒駕、性侵、虐童等於刑法分則個別

規定累犯加重，於此情形，縱於裁判確定後始發現，亦應許 

可更定其刑，以達罪刑相符，並符國人對司法公平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