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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巷直群請書

確 定終 局

裁判案號 g〡
φ 野 二雀更ω 字第

〦∫劫點

聲請人承放萬d欲

茲依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1項之規定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審查客娃

《中華民國刑法》第79之 1條第5項 (下稱 「系爭規定」)

主要爭砝

一 、系爭規定是否侵害 《憲法》第8條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

二 、系爭規定是否牴觸 《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

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
A S 1

兞受判決事項之掙明

一 、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二 、又本判決事項之原因案件 ,及適用系爭規定之案件 ,於本解釋公

布之日尚在救濟程序中之其他案件 ,法院及相關機關應依本判洪

意旨辦理 。

事女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 、#請法規範忠法審查之目的 :

為聲請人受假釋若遭撤銷假釋 ,按系爭規定須入監服其原來因假

釋而未執行完之殘刑 ,認所適用之系爭規定 ,侵 害人民受《憲法》

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 ,並牴觸第23條之比例原則 ,爰 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 。理由如下 :

一 、按系爭規定 ,受假釋者若道技銷假群時 ,須人監服其原來因假

︴●?. B. η｛

ㄐ史法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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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而未執行完之殘研l︳ ．因而令產生對其按《忠法》、<公民與政

治權才l︳ 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棒才l｜ 國際公約》所享有的

若干重要基本權才l︳ 之球ll李或相當限制 ．

二 、按大法官解釋意旨(司 法院群字第471號 、58尼 號、669號 、

777號解群參照),限制人身自由應與所故維豉之法益權衛 ,

以符合比例原則 :且照 鈞院歷來解群 (司 法院第 641號 、

669號 、777號 、790號 、796號解釋參照),如法令之浩律

效果過於畢一而求ll令法院或行政機關之我量稚 ,造成個朵預

然過奇而無合理例外排除之情形時 ,則 亦屈遠反比例原貝ll 而

逮忠．

三 、糸爭規定所定「前罪無期徒毋ll,假群期間因犯其他有期徒研l︳ 道

撤銷假群之當事人 ,一律從頭起算 25年殘研l︳ 」之法律效果過

苛 ,進反比例原則 ．

式 、基本權道受不法侵害之寧才及所涉之怎法上權才ll:

一 、案情摘要 :

9

帆人$ →

o

啪眸鰗 闊孻器肥休︸赫敢妳雖,出滋P身測次≠n劦商琪出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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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涉及之基本權 :

《憲法》第8條第 1項及第 23條 。

三 、按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2項規定 ,本案應於於不利確定終

局裁判送達後 6個 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聲請人爰於法定期間內

向 鈞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參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法規我避忠之情形 :

聲請人辨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如下 :

一 、刑法第 79之 1條第 5項所涉及之忠法上基本權才l｜

受假釋者若遭撤銷假釋時 ,則 須人監服其原來因假釋而未執行完

之殘刑 。也就是受假釋者必須從自由社會再次入監服刑 ,因 而會

產生下列幾項重要的基本權利之朱ll奪或相當限制 :

1.人身自由、居住及避徙自由以及一般行劫自由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條第1項 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

自由及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

由及程序 ,不得球ll奪任何人之自由」。人身自由是身為人民最起

碼 、最基本的權利 ,是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及享受其他權利的先洪

條件 。我國釋字 708號解釋有謂 「人身自由係基本人權 ,為人類

一切自由、權利之根本 ,任何人不分國籍均應受保障 ,此為現代

法治國家共同之準則」。撤銷假釋後 ,受假釋者必須從自由社會

再次入監服刑 ,監 禁的環境使人身自由當然受到剝奪 。

其次 ,憲法第 l0條規定 :「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我國釋

字 454號解釋有謂 :「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徒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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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 、遷徙 、旅行 ,包括出境或入境

之權利。對人民上述自由或權利加以限制 ,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 ,並以法律定之」．撒鋪假釋後 ,受假釋者必

須進入某一監獄 ,即無法自由地設定佳居所 、遙從 、旅行 ,監 第

的環境當然使其居住及遷從之自由受到剝奪 。

再者 ,我國釋字第 689號解釋有謂 「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 ,個 人

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 ,應受憲法保障 (本院釋字第六0三號

解釋參照 )。 為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 ,除憲法已保障

之各項自由外 ,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 ,人民依其

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 ,亦 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

障」。撤銷假釋後 ,受假釋者必須從自由社會再次入監服刑 ,監禁

的環境當然使其依自主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受到

剝奪 。

2.婚姻與家庭權才l︳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l0條規定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

本團體單位 ,應盡力給予保護與協助 ,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

育受扶養之兒童時 ,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我國釋字第 712號

解釋有謂「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 ,個 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 ,

應受憲法保障 (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參照 )。 婚女因與家庭為社會

形成與發展之基石楚,受 憲法制度性保障 (釋字第三六二號 、第五

五二號 、第五五四號及第六九六號解釋參照 )。 家庭制度才直基於

人格自由 ,具有繁衍 、教育、經濟 、文化等多重功能 ,乃提供個

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 ,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亦即 ,

婚女因與家庭是一個人的人格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基礎與支持所

在 ,是故一旦受假釋者因撤銷假釋而人監 ,縱使有接見機會 ,但

仍形成其與配偶 、子女相當時間的分離 ,不 利於婚女因的維持與子

女的教養 ,同 時也造成受假釋者與社會之連結基礎的斷裂、影響

第 4頁 ,共 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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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格完整 ,侵害其人性尊嚴 。

3.工作與職業自由

憲法第 15條規定 「人民之工作權應子保障」,依我國釋字第 649

號解釋 ,工作權之保障係指人民有從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由。

而監獄行刑法第 31條第 1項前段規定 「受刑人除罹患疾病 、入

監調查期間、戒護安全或法規別有規定者外 ,應參加作業」。第 2

項規定 「監獄對作業應斟酌衛生 、教化 、經濟效益與受刑人之刑

期 、健康 、知識 、技能及出獄後之生計定之 ,並按作業性質,使

受別人在監內、外工場或其他特定場所為之」。亦即 ,一 旦受假釋

者因撤銷假釋而入監 ,即 有勞動的義務 ,並且原則上應依監獄的

指定從事特定工作項目。因此 ,入監者其工作與職業自由會受到

相當的限制 。

二 、大法官解群之意旨,限制人身自由應與所放維談之法益權街 ,以

符合比例原只ll

(一 )之宜告應允分衡量受封l｜ 人所為行為之及重性 ,始合乎比例

原貝l︳之規我

1.大法官解釋第 471號解釋文謂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

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 。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 ,其內容須符合

蕊 法 銘 十 條所定要件 。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

險性所為才句東其身體 、自由等之處置 ,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

的 ,為刑罰之補充制度 。本諧法治國家保時人球之原理及刑

法之係談作 用 其法律規定 內容 ,應受比例原則之規先 ,9

使保安處分之宣告 ,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及重性 、行為人所

基現之危險性 ,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符性相當。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

性之必要 ,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 ,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

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 、自由部分 ,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

年 5頁 ,共 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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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 ,不 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ㄘ匕例

原則 。⋯」

大法官解釋第 582號解釋文謂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

第三碩 :『 犯第一項之罪者 ,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令

人勞動場所 ,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三年 ;犯前項之罪者 ,其

期間為五年 。』該條例係以三人以上 ,有 內部管理結構 ,以

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 ,具有集團性 、常習性 、

毋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組織為規範對象。此類犯罪組織成員

問雖有發起 、主持 、操縱 、指揮 、參與等之區分 ,然 以組織

型態從事犯罪 ,內 部結構階層化 ,並有嚴密控制關係 ,其所

造成之危害、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 ,遠甚於一

般之非組織性犯罪 。是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三項乃

設強制工作之規定 ,藉以補充刑罰之不足 ,協助其再社會化 ;

比就一般預防之研ll事政策目標言 ,並具有防制組織犯罪之功

能 ,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權益所必要 。至於針對個別

受處分人之不 惜狀 ,認無強制工作必要者 ． 同條 第四項 、

第五項已有免其執行與免子出鎮執行之規定 十足供法院斟酌

保陣人摧 名適當 、必要其合理之 我 吾 與 意法貝l︳

十 例原 貝心之 意 旨第八條人民身 自由之保陣及 第 稻竹t匕

不相描﹉獨 。」

3.大法官解釋第 669號解釋文謂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其中以未經許可製造 、販賣、運輸具殺傷

力之空氣槍為處罰要件部分 ,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 ,

均以無期徒研l︳ 或五年以上 出發 女lj之琶皮 自由介lj相 絕 , 對違

法情節輕微 、顯可憫恕之個案 ,法院縱適用毋ll法 第五十九條

規定酌減其刑 ,最低刑度仍達二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 ,無

從具體考一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 ,為 易科罰金或緩刑之

宣告 ,尚嫌情輕法重 ,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 。首揭規定有

第 6頁 ,共 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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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空氣槍部分 ,對犯該罪而情離輕微者 ,未併為得減輕其刑

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 ,對人民受忠法第八條保陣人身自由

權所為之限制 ,有連忠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貝l｜ ,應 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一年屆滿時 ,失其效力 。」

4.大法官解釋第 777號理由書謂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子保障 ,

憲法第 8條定有明文 。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 ,嚴重限制人民

之基本權利 ,係不得已之最後手段 。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

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

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 ,

雖得以升l︳ 罰規先限制人民多 。自由 ,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

限制與其所扶維故之法益 ．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 ,尤其法定

并l︳ 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扭重相嗧 ,

始符合忠法罪毋l︳相當原貝ll,而 與忠法第 23條出例原貝ll無遊

(本院釋字第 544號 、第 551號 、第 646號 、第 669號及

第 775號解釋參照 )。 」

(二 )且照 鈞院歷來解釋 ,如法令之法律效果過於單一而球ll李

法院或行政找開之我量權 ,造成個案顯然過苛而無合理例外排

除之情形時 ．貝l｜ 亦屈違反比例原則而達怎 :

1.鈞 院釋字第 641號解釋理由書 :「 至於處以罰鍰之方式 ,於符

合貴罰相當之前提下 ,立法者得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受

責難之程度 ,以及維護公共利益之重要性與急迫性等 ,而 有

其形成之空間。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乃 以「瓶」為計算

基石楚 ,使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該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者 ,每

出售一瓶 ,即處以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 ,受處罰者除有行政

罰法減免處罰規定之適用者外 ,行政機關或法院並無綜合個

案一切違法情狀以裁量處罰輕重之權限 ,立法固嚴 ,揆諸為

平穩米9酉價格及維持市場供需 ,其他相關法律並無與菸酒稅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達成相同立法目的之有效手段 ,＿日一上開規

第 7頁 ,共 13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上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定之違法行為態樣及法律效果明確 ,易 收過阻不法之效 ,是

尚屬維護公益之必要措施 。但該條規定以單一標準區分違規

情節之輕重並據以計算罰鍰金額 ,如 此劃一之處罰方式 ,於

特殊個案情形 ,難免無法兼顧其實質正義 ,尤其罰鍰金額有

無r艮擴大之虞 ,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 ,多文有嚴重侵

害人民財產權之不當後果 ,立法者就此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 ,

其對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所為r艮制 ,顯 不符要

當性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貝ll,有 關機關應儘速子

以修正 ,並至遲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

2.鈞 院釋字第 71生 號解釋理由書 :「 ．l任 藥師依法本得執行各種不

同之業務 (藥師法第十五條參照),社會對執行不同業務藥師

之期待因而有所不同 ,且 因執業場所及其規模之差異而應有

彈性有效運用藥師專業知識之可能 。又於醫療義診 ,或於缺

乏架師之偏遠地區或災區 ,配合巡迴醫療工作及至安養機構

提供藥事諮詢服務等活動 ,由 執業之藥師前往支援 ,並不違

反前揭立法目的 ,實無限制之必要。且參諸現行實務 ,主 管機

關於有上揭情形時皆辨系爭條文為彈性解釋 ,有條件允許之。

足見就藥師執業處所僅限於一處之規範 ,設置一定條件之例

外確有其必要 。系爭條文於藥師不違反前揭土法目的之情形

下 ,或於有重大公益或緊急情況之需要時 ,一律禁止架師於

其他處所執行各種不同之藥事業務 ,未設必要合理之例外規

定 ,已對藥師執行職業自由形成不必要之限制 ,有違憲法第

二十三條比例原則 ,而 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工作權之意旨相

牴觸 。┘

3.鈞院釋字第 754號解釋理由書 :「 國家基於不同之租稅管制目

的 ,分別制定法規以課徵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於行為人

進口貨物未據實申報時 ,固 得依各該法律之規定併合處罰 ,

以達成行政管制之目的 ,惟於個案併合處罰時 ,對人民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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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負擔亦不應過苛 ,以符合憲法第 23條 比例原則之精神 ,併

比︴旨明．」

4.又鈞院釋字第 790號理由書謂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子保障 ,

憲法第8條定有明文。人身自由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 ,

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 ,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 ,雖非

憲法所不許 ,惟 因毋ll罰 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 ,具有最後手段

之特性 ,應受到嚴格之限制 (本院釋字第 646號 、第669號

及第 775號解釋參照),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

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 ,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而

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無達 (本院釋字第 544號 、第 551

號、第 646號、第 669號、第 775號及第 777號解釋參照 )。 」

三 、刑法第 79之 1條第 5項造成前罪無期徒刑 ,假群期問因犯其他

有期徒并︳︳造技銷假釋之當事人 ,一律從頭起算 26年殘刑 ,造成

過苛之研l｜ 罰效果 ,違反比例原則

(一 )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96號解釋 ,宣告刑法第78條因違反

比例原則而違憲 ,惟女虹雯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中指出 :

「本件原聲請意旨係以過苛違反比例原則為由提出釋憲聲請 ,而

最高法院等法官所掛心者為無期徒刑假釋者之假釋撤銷。但所謂

過苛與其說是假釋撤銷條件過苛 ,毋寧為考量若撤銷假釋 ,則 無

期徒刑之殘刑為 25年 ,於心不忍 。惟此種有無過苛情事 ,並非

刑法第 78條規定之問題 ,而應是 79條之 上所衍生問題 ,原 即

不應頭痛醫腳 ,不 面辨處理刑法第 79條之 1規定 ,而取巧以賦

與法官准否撤銷假釋裁量權方式處理 。而且若依聲請意旨,賦與

法官或其他機關裁量權 ,則 除了沒有裁量標準 ,將再滋生目前已

常見之等者不等、因法官或裁量者不同而准否守故銷假釋結果不同

之不公外 ,更可能另生對原被處無期徒刑之重罪者撤銷假釋令服

殘刑 25年過苛 ,故裁量不撤銷假釋 ,但對原犯輕罪所餘殘刑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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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幾年者不過苛 ,而撤銷假釋之情形 ,反生輕重失衡更大不公

平 !」 、

「除 了刑法第 79 條之 1才 求件原 因無 應併納入考

量 ,才 能公平解決問題外 ,另 假釋制度最為人詬病者在相關程序

不透明 ,同樣地 ,監獄行研ll法 、外役監條例規定下之縮短研ll期制

度之公平性、透明度也顯然非為外人所能知 ,當 然更達論受公評。

又撤銷假釋後之殘丹l1年數規定 ,因修法而由 10年延長為 25年 ,

實務上概以撤銷假釋時點為判斷基準是否要適 ,也很值得檢討 ,

並可能是本件原因案件爭議形成之因素之一 。」

由此知 ,縱然刑法第 78條宣告違憲後 ,將原屬 「法定應撤銷事

由」的法條結構 ,變 更為得裁量是否撤銷假釋 ,然 而就撤銷假釋

後的法律效果 ,在刑法 79之 1條之規定仍有效存在情況下 ,同

會造成輕重失衡之問題 。

(二 )無期徒刑假釋之個案 ,如後罪係犯 6個月以上之罪 ,或係因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之 3條而遭撤銷假釋 ,不 分犯案情節

輕重、當事人年齡 、態度 ,貝ll仍 一律服殘刑 25年 ,法律效

果過於單一 ,違反罪辨ll相 當性

1.守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41號 、669號 、777、 790號等解

釋可知 ,若規定之處罰效果 ,並未給予主管機關或法院衡量

之空間 ,大法官則認為 ,違反罪毋ll相 當性 ;原 查民國 88年 04

月 21日 前舊刑法第 77條規定 :「 受徒毋ll之執行而有性悔實

據者 ,無期徒研ll逾十五年 、累犯逾二十年 ,有期徒刑逾二分

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獄。

但有期徒毋ll之執行未滿六個月者 ,不在此限 。」亦即 ,若於

撤銷假釋後應執行殘餘丹ll期 ,原經判處無期徒刑者報請假釋

之年限由舊法的執行滿 15年改為 25年 ,幾乎造成了終身監

禁之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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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者 ,就比較法觀點而言 ,德 國之假釋制度 ,受無期徒刑宣

告之人 ,於執行 15年後即可聲請假釋 (8tGB57a)、 日本更

一

堇須執行 10年即可聲請 (參 日本刑法第 28條 ),然德國刑

法及 日本刑法中 ,對假釋中再犯之人 ,對執行殘毋l｜ 皆無特別

規定 ,是以 ,遭撤銷無期徒刑假釋之人於執行殘刑分別逾 15

年及 10年後 ,自 得繼縷報請假釋 ,爭取再次復歸社會之機

會 ,而經比較德國及日本之規定後 ,更顯見我國刑法第 79之

1條第 5項規定 ,對受刑人過於嚴厲 。

(三 )長期監禁造成受研l︳ 人身心之侵害 ,恐有避背《公民與政治權

才可田際公約>(InteHmtionalCoveⅢm七 °nCiviland

Po王itical民i出ts,下稱 「公政公約」〉之女

1.按公政公約第7條明文 :「 任何人不得施以西告刑 ,或予以殘忍、

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非經本人自願同意 ,尤不得對

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且才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

第 2條規定 :「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

之效力 。┘、第 3條 :「 適用兩公約規定 ,應參照其立法意旨

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第 4條 :「 各級政府機

關行使其職權 ,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 ,避免侵

害人權 ,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 ,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

實現 。」、第 5條 :「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令規定之

業務職掌 ,負 責等劃、推動及執行兩公約規定事項 ;其涉及不

同機關業務職掌者 ,相互問應協調連繫辦理 。(第 1項 )政府

應與各國政府 、國際問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 ,以

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係障各項人權之實現 。(第 2項 )」

2.查刑法第 78條第 1項於本案適用之結果 ,使原於假釋期間

之抗告人 ,僅 因不明究理 、認事用法顯有問題之後案判決 ,無

分刑責輕重情節 ,對人身自由逕予以剝奪 ,且一律必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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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殘刑 ,沒有任何裁量空間 ,致大部分被告於人監後幾乎

等同老死於監所之內。按民間團體訪視之觀察 ,有部分受刑

人因對出監了無希堂 、否定自身存在之價值 ,兩 有嚴重愛鬱

之情形 ,由 此知 ,如果過苛且無教化意義之毋ll罰 ,不僅無助協

助被告 「．l笈．l每實據」,更可能帶來被告身心健康嚴重之打擊 ,

而有該當公政公約所定義之酷研ll及殘忍 、不人道或侮辱之處

過或懲罰之疑慮 。

3.復查人權事務委員會和各國法院已確認待死現象所包含之長

期監禁與惡劣的監所條件 ,可能違反 工CCP民 第 7條禁止酷

刑之要求 。比乩七andMorganv.Jamaica(1993〉案 ,英 國樞

密院認定監禁期問超過五年 ,即推定構成待死現象 ,這樣的

標準在其後的 Guerrav.Bap七主8te(1996)案 與 H㏄出eldv.

Bahamas(1997)案 ,則 分別下降為 4年 10個 月與 3年半 。

烏干達最高法院在 A七七oΥneyGene士 alV.8usanmgula(2009》

架認定死丹ll執行前之監禁期間長達 3年 ,已構成殘忍 、非人

道或侮辱待遇 。人權事務委員會也認為惡劣之監所條件本身

即可能違反 ICCP民 第 7條禁止殘忍、非人道或侮辱 ,以及

第 10條要求符合人性尊嚴之監所處過 ,包含探視 、通信 、監

禁處所大小、食物、運動、極端氣候、通風不足以及缺乏放風

時間 。且值得注意的是 ,死刑犯長期對於死亡預知之不確定

所產生之心理焦慮與精神痛苦 ,實足已構成殘忍 、非人道或

侮辱待遇。禁止西告刑委員會即認定待死現象之所以構成酷刑 ,

不單係因為惡劣之監所條件 ,更可能是長期監禁所造成之精

神痛苦。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W且liamJ.BrΘ nnan則

以死刑犯於執行前漫長等待所造成之精神痛苦 ,構成死刑不

可分割之一部分 ,作為認定死研l｜ 制度違憲之理由。

4.本案及其他遭到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雖並非死丹ll犯 ,

實務上長期監禁之情況 ,卻猶如讓這群無期徒刑受別人在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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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待老死、病死。對未來毫無希望感的監禁狀態 ,在死刑犯

t身 上 3到 4年就已經被視為酷刑 ,更何況是對於面臨 25年

殘毋l｜ 之受刑人 ,其心理及生理健康之侵蝕 ,更不容忽視 。

肆 、結論

此  致

憲法法庭 公吞

中 華 民 國 11工 年 8

綜上 ,因 假釋期間犯罪遭撤銷假釋 ,並 因刑法第 79之 1條第 5

項規定之法律效果 ,而 需服過長毋l〡 期 ,有違司法院大法官前開釋

字揭桀之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貝ll,則聲請人認為 ,應給予法院

裁量走否應執行受刑人「全告r」 殘刑之必要 ,否貝ll,現行第79之

1條第 5項有違憲法揭示之比例原貝ll及罪刑相當性原則 。

月

具狀人 :

日

i

證據清單 :

聲證1:確定終局裁判書之影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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