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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審査言詞辯論意旨補充書

案 號 ：1 0 9年度憲二字第3 3 3號

相 對 人 ：法 務 部 設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 段 130號

電 話 ：02-21910189

代 表 人 ：蔡 清 祥 與 相 對 人 之 關 係 ：法務部部長

地址/ 電話同上

訴訟代 理 人 ：郭 永 發 稱 謂 / 職 業 ：法務部檢察司司長

地址/ 電話同上

簡 美 慧 稱 謂 / 職 業 ：法務部檢察司副司長

地址/ 電話同上

劉 怡 婷 稱 謂 / 職 業 ：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

地址/ 電話同上

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謹就言詞辯論期日相關爭點，提出言詞辯論意旨補 

充 書 事 ：

壹 、 現行裁量撖销假释決定的審查過程，已將假释期間長短、再犯情節輕  

重 、振假後之殘刑期間等因素，併同納入決定撤銷假釋舆否之考量

一 、裁量撤銷假釋之辦理依據



(一) 1 1 1年 1 月 1 3 日 以 前 ，依司法院釋字第 7 9 6 號 解 釋 意 旨 ，受 

假 釋 人 故 意 更 犯 之 罪 係 受 緩 刑 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 

情 形 ，就該更犯之罪，或暫不執行，或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 動 ，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改為入監執行之機構處 

遇 ，自應再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 

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 

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於 此 範 圍 内 ，其所採 取 之 手 段 ，就 

目的之達成言，評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

(二) 1 1 1年 1 月 1 4 日以後，依 刑 法 第 7 8 條 第 2 項 規 定 ，鑑於原假 

釋中故意更犯罪，不論罪名及所受有期徒刑宣告之刑度輕重， 

均撤銷其假釋，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因觸犯輕微罪 

名 ，致撤銷原重刑之假釋，實有輕重失衡之虞，而不利更生。 

況 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犯罪之 

再犯次數、有無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審酌有無： 

於 特 別 預 防 考 量 ，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 '' 

具 體 情 狀 （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 

等 事 由 ，綜 合 評 價 、權 衡 後 ，作為裁量撤銷之審認標準。

二 、 本部矯正署審查裁量撤銷假釋之案件，係 參 考 本 部 1 0 9年 1 1 月 

1 7 曰法檢字第10904533110號函附會議紀錄之具體情狀審查表 

(詳附件一 ：1 0 9 年 1 1 月 1 7 日法檢字第 10904533110號 函 ） 

所 列 各 點 ，依照地方檢察署所填選之項目進行審查。茲針對本 

案爭點題綱一所列考量因素說明如下：

(一)再犯情節輕重：於 「對社會危害程度」面 向 之 「犯 罪 目 的 、 

手 段 、情節輕重之考量」項 目 ，評估再犯罪質之犯罪原因為 

何 、實施手段造成之損害、案件情節輕重、有無造成人身危



害 、犯後是否進行損害修補等情，綜合判斷其對社會危害程 

度 。

(二)考量假釋期間長短（是否是在快屆滿前發生撤假事由）：於 

「再犯可能性」面 向 之 「假 釋 出 監 後 6 個月内再犯罪」項 

目 ，評估是否甫假釋出監旋即犯案，對於假釋期間保持善良 

品行越久之個案，認遵循規範程度較高，其再犯可能性應屬 

較 低 。

(三)撤銷假釋後之殘刑期間：於 「比例原則考量」面 向 之 「後案 

宣告刑與前案殘刑比較」項 目 ，綜 合 「對社會危害程度、再 

犯可能性、悛悔情形及假釋後動態」面 向 ，判斷相關具體情 

狀是否合於特別預防考量，有入監之必要，並考量所犯之罪 

與入監執行殘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小結

自 10 9年 1 1 月 6 日司法院釋字第 7 9 6號解釋公布及11 1年 1 月 

1 2 日刑法第 7 8 條 第 2 項修正施行後，由於無期徒刑撤銷假釋 

後殘刑須執行 2 5年 ，倘個案於假釋期間所犯之罪均屬6 個月以 

下 刑 期 ，撤銷其假釋入監執行殘刑顯有失衡情形者，基於比例 

原 則 考 量 ，將經裁量後決定是否不撤銷假釋。

贰 、 假釋係附條件暫時停止自由刑之執行，一旦撤銷假釋，即應執行殘刑， 

不應將原先假釋經過之期間折抵刑期，此舆緩刑或緩起訴處分經撤銷  

後 ，不問期間經過之久暫，均須執行原宣告刑或重啟偵查之法理相同

一 、 在 立 法 例 上 ，依照德國刑法第 5 7 條 第 3 項 、第 57a 條 第 3 項規 

定 ，假釋係準用緩刑規定，均屬暫緩宣告刑之執行，促使犯罪行 

為 人 自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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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依照我國刑法第 7 6條 規 定 ，僅在缓刑期滿未經撤銷者，刑之宣 

告 方 失 其 效 力 。若 在 緩 刑 期 間 内 ，緩 刑 因 刑 法 第 7 5 條 或 第 75 

條 之 1 規 定 撤 鎖 者 ，原 受 緩 刑 宣 告 之 人 ，必須執行原確定判決 

宣告之刑罰。在撤銷緩刑前，已經經過之缓刑期間，在撤銷缓刑 

後 ，並不會折抵宣告刑之刑期。同 理 ，依 照 刑 法 第 7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僅在未經撤銷假釋之情形，未執行之刑期方以已執行論。 

在 撤銷假釋前，已經經過之假釋期間，在 撤 銷假釋後，自不應折

抵 殘 刑 刑 期 。

五 、

若 認 為 撤 銷 假 釋 後 ，原假釋經過時間仍得折抵殘刑刑期，將使 

受假釋之人無論撤銷假釋與否，均可獲得假釋出監期間折抵刑 

期 之 利 益 ，對於在假釋期間恪守保護管束事項，避免再犯之假 

釋 中 受 刑 人 ，更顯不公，違反平等原則，且無助於社會安全之維

持 。

再 者 ，殘刑之長短應取決於原確定判決所定之刑期，並考量 

進處遇之縮刑日數。無論是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之撤銷假釋

其殘刑計算均有明確標準可循。再 犯 情 節 輕 重 ，乃再犯之罪於 

量刑時之考量因素。再 犯 情 節 輕 重 、假釋期間與撤銷假釋後之 

殘 刑 期 間 ，要屬裁量撤銷假釋與否之考量因素，應與殘刑期間 

長短之計算無關。

若在認定無期徒刑受刑人撤銷假釋之殘刑期間再予考量上開因 

素 ，對於有期徒刑受刑人撤銷假釋之殘刑期間認定卻為相異之 

處 理 ，顯與平等原則不符。若容許無期徒刑判決確定後，再調整 

應 執 行 之 殘 刑 期 間 ，更將直接撼動法官已做成之前案確定判決 

既 判 力 ，法安定性恐將蕩然無存，且造成檢察官決定殘刑及核 

發指揮書欠缺可資依循之認定標準，後續實務上勢將出現大量 

聲請定殘刑案件及相關聲明異議或抗告案件，徒生對法律明確 

性及信賴保護原則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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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綜上所述，無論^假釋期間、緩刑期間、缓起訴期間，均係法律課 

予行為人應遵守之誡命期間，只要行為人達反應遵守事項而經 

撤 銷 時 ，相 應 之 法 律 效 果 ，不應該因行為人是在期間前階段或 

後階段而有不同。如果認為無期徒刑受假釋人，於假釋期間後 

階段方經撤銷假釋而依法入監執行 2 5 年殘刑，違反憲法保障之 

基本人權；則緩刑期間、缓起訴期間後階段方遭撤銷者，亦須執 

行 原 宣 告 刑 、重啟偵查程序，行為人得否據此主張上開規定未 

區分撤銷原因之期間，亦屬違蕙？若 採 此 等 解 釋 ，恐動搖我國 

刑事制度相關規定。

參 、 目前並無依照現行刑法第7 9條 之 1 第 5 項 規 定 ，無期徒刑經撤銷假  

懌 執 行 2 5 年殘刑執行完畢之受刑人（包含期滿釋放及現仍接續執行  

ffc刑 ）

痤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其撤銷假釋之原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 

洁果之發生在9 4年 1 月 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者（即 9 5年 7 月 1 日施 

行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2 5 年 後 ，再接續執行他刑，刑法施行法第 7 

條 之 2 但書及刑法第 7 9 條 之 1 第 5 項 定 有 明 文 。是 以 ，9 5 年 7 月 1 

曰之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個案，縱 於 9 5 年 7 月 1 日入監執行，尚須執 

行 於 2 5 年 （即 1 2 0年 後 ）始可能執行完畢，故目前並無依照現行刑 

法 第 7 9條 之 1 第 5 項 執 行 2 5年殘刑完畢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肆 、 8 6 年 1 1月 2 6 日修正公布前，假釋中之無期徒刑受刑人，如因再犯他  

罪遭撤銷假釋，入監執行殘刑舆接續執行他刑之方式：

一 、 刑法第 7 9 條 之 1 第 5 項 增 訂 前 ，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後，因其本 

質 乃 「無期」徒 刑 ，故無刑期終結日。實務上為處理接續執行他 

开|J，故依舊刑法第 4 5 條 （即現行刑法第 3 7 條 之 1 ) 之 規 定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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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另犯之他罪裁判確定日，作 為 他 刑 之 刑 期 起 算 日 ，以此方式 

插 接 執 行 。

二 、  於 此 情 形 ，經撤銷假釋後入監服刑之無期徒刑受刑人，應適用 

刑 法 第 7 9 條 之 1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二以上徒刑 併 執 行 ，併執 

行 無 期 徒 刑 者 ，適用無期徒刑假釋之規定。」依 照 8 6 年 1 1 月 

2 6 曰修正前刑法有關無期徒刑得報請假釋之規定為1 0年 。

三 、  有關刑法第 7 7條 及 第 7 9 條 之 1 、刑法施行法第 7 條 之 1 、第 7 

條 之 2 之歷次修正條文、修 正 理 由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請 

參 考 附 件 二 。

伍 、 現行矮正機構對於老邁、失 智 、身 罹 疾 病 ，或達不能自理生活情形之

受 刑 人 ，已規劃特殊處遇方式舆照護機制，說 明 如 下 ：

( 一 )  依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13條 規 定 ，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八 

缺 辨 識 能 力 ，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現 罹 患 疾 病 ，因執行 

而不能保其生命者，以 及 衰 老 、身 心 障 礙 ，不能於監獄自理 

生 活 者 ，監獄應拒絕收監。

(二 ) 依監獄行刑法第 1 9條 規 定 ，適用累進處遇之受刑人，而患 

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長期療養；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 

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或其辨識能力顯著減 

低 ；衰 老 、身 心 障 礙 、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監獄得給 

予 和 緩 處 遇 。

(三 ) 監獄行刑法第 2 0 條則規範受刑人和緩處遇之方式，包 含 ：

1 .  教 化 ：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身心之方法行之。

2 .  作 業 ：依 其 志 趣 ，並斟酌其身心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 

每月所得之勞作金並得自由使用。

一 、處 遇 方 式 ：拒絕收監或和緩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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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監 禁 ：視其個別情況定之。為維護其身心健康，並得與 

其他受刑人分別監禁。

4• 接 見 及 通 信 ：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得許其與 

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人接見及發受書信，並得於適當 

處所辦理接見。

5 .  給 養 ：罹患疾病者之飲食，得依醫師醫療行為需要換發 

適當之飲食。

6 .  編 級 ：適用累進處遇者，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 

以編級，編級後之責任分數，依同條例第 19條 之 標 準 8 

成 計 算 。

(四)若受刑人屬於高齡受刑人者，處遇計晝如下：

1 .  依個案健康情形調整處遇空間，並安排增進身心健康之 

娛樂性或保健性等多元適性活動。

2 .  針對高齡受刑人之特殊問題(如 失 落 、無 意 義 、社交疏 

離 、依 賴 、失能或死亡恐懼等心理議題），聚焦安排支持 

性或治療性團體，如促進情感支持、認知功能訓練、敘 

事治療或生命回顧等團體，以增加自尊、歸屬感及安全 

感 ，減緩衰退並促進在監適應。

3 .  依高齡受刑人的需求，由心理人員進行個案關懷，經評 

估有需要心理諮商之個案，依其實際狀況持續進行心理 

諮 商 ；無 需 者 ，則轉介其他志工進行認知輔導。

4 .  安排生命教育課程，或依其宗教信仰加以引導，使其對 

生命歷程均能肯定其存在的意義並接納自我價值，達到 

對未來生命的期望，而選擇配合及正向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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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結合社會資源辧理高齡受刑人關懷活動，鼓勵家屬參與 

機關辦理之家庭曰或三節懇親活動，提高社會與家庭支 

持 力 量 。

(五)若受刑人屬於身心障礙受刑人者，處 遇 計 晝 如 下 ：

2.

3.

透過入監調查及新收健康檢查了解其健康狀況，審酌其 

障別及個別需要合理調整在監處遇，例如提供適當之辅  

具 、調 整 收 容 空 間 ，促其達到最大程度之自立。

依各類型身心障礙收容人之障別及需求，安排適性團體 

課 程 ，例 如 人 際 互 動 、自我成長、生命態度等課程，以 

提升其自我覺察、壓力調適及自我肯定等能力，促進其

在 監 適 應 。

溝通障 礙 受 刑 人 （如語聽障）參 與 之 團 體 課 程 ，得依 

實際需求安排手語專業人員於課程中提供手語翻  

務 ，提升溝通及處遇成效，以保障其平等參與教化活

之 權 利 。

4 . 除 教 輔 人 員 個 別 晤 談 外 ，由專業心社人員進行個案關 

懷 ；經心理師評估有需要進入諮商程序之個案，依其實 

際狀況進行諮商；無 需 者 ，則轉介其他志工持續給予支

持 。

二 、矯正機構對於收容人之照護機制如下：

( 一 ) 經本部矯正署與衛生福利部積極合作下，矯正機關收容人自 

1 0 2年 1 月 1 日起納入全民健康保險，使收容人與一般民眾 

共 同 享 有 健 保 醫 療 資 源 ，以提升收容人之醫療品質與可近 

性 ，並於收容人罹患疾病時，協助渠等於矯正機關内就醫， 

並依醫囑安排後續醫療事宜，以維護收容人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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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高齡收容人易罹患高 j k壓 、糖尿病與心臟病等慢性疾病，各 

矯正機關均依收容對象之特性及就醫需求，與健保合作醫院 

協調所需門診之科別及診次；又本部矯正署刻正推動健康監 

獄推動及實踐計晝，將 「健 康 」概念導進矯正機關，並與「醫 

療 」結 合 ，以適能運動、健康飲食及口腔保健等面向，規劃 

具有可行性之指引，使高齡收容人於矯正機關内獲得妥適之 

醫 療 照 護 。

(三) 收容人倘有罹患疾病或失智，依監獄行刑法第6 1條 至 第 63 

條 、羈 押 法 第 5 3條 至 第 5 6條 等 規 定 ，以及遵照國際公約意 

旨，矯正機關提供之醫療資源包含全民健保門診、公醫門診、 

戒護外醫、自費延醫診治、解送醫療機構及病監醫治等多元 

醫療辦理方式，以保障收容人醫療權益。

(四) 依據監獄行刑法第6 3條 第 1 項所稱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 

治中病情符合「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衰老或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障礙嚴重而 

無法自理生活，在監難獲適當醫治照護，矯正機關得報請監 

督機關參酌醫囑後核准保外醫治。

陸 、 對於假釋付保護管束之人，觀護人至少每月訪視或約談受保護管束人  

1 次 ，如發現其生活動態有違常現象時，得增加每月報到之次數，並 

於約談時進行法治與新修法令宣導，確保受保護管束人明瞭應遵守事  

項

一 、 觀 護 人 於 約 談 、訪視受保護管束人後，參酌矯正機關提供執行 

期間之 相 關 資 料 ，應先行評估其再犯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擬 

定觀護處遇措施，並依照分類分級結果調整監督及輔導策略（附 

件 3-1: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觀護案件分類分級暨處遇報告書）。 

針對保護管束期間 5 年以上之長刑期保護管束案件，觀護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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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重新檢視保護管束之執行有無拘泥或僵化於既有輔導監督 

模 式 ，致使受保護管束人產生敷衍、虛應之態度與行為，並應依 

受保護管束人生活情狀調整觀護處遇措施，以達保護管束防衛 

社 會 之 目 的 。

二 、 此 外 ，經分級為中高再犯危險之案件或是觸犯重大刑事案件之 

假釋出獄人，應由觀護人列管「核心個案」。以下為應列管為「核 

心案件」之 對 象 ：

(一)假釋重大刑事案件（包含性侵、殺 人 、強 盜 、盜 匪 、擄人勒 

索 、製造販賣運輸槍砲）及 毒 品 案 件 ，於 假 釋 後 前 2 個月應 

列管為核心案件，加強約談、訪視及驗尿。列管為核心案件，

每 月 至 少報到兩次，必要時得再增加報到次數。

(二)保護管束期間再犯他案之受保護管束人，除遭羁押或經觀 

人評估無列管核心個案必要者，其餘均應列為核心案件 

月至少報到兩次，必要時得再增加報到次數。

三 、  除上開有關觀護人之約談、訪 視 以 外 ，自 1 0 9 年 起 ，本部已規 

劃於各地方檢察署以多元管道逐步進用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與社會工作師（下合稱專業心社人力），受保護管束人於保護 

管束期間除須接受觀護人監督、考 核 ，若 有相關需求，會轉介該 

署 專 業 心 社 人 力 ，於保護管束期間由專業輔導與外部資源來協 

助 受 保 護 管 束 人 ，力求其情緒及生活狀態之穩定。

四 、  受保護管束人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居 住 現 況 、工作環境等 

事 項 ，每月應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 1 次 。依現行之保護 

管束人於報到時應填寫之約談報告表内容，其約談報告事項包 

含戶籍及居住現況、連 絡 電 話 、工作與就業情形、收 支 、交友與 

休 閒 、家庭婚姻與身心健康、未來計晝與重大事件報告、離開戶



籍地報告、生活困擾與特殊報告等項目（附 件 3-2 :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

五 、 受假釋人於保護管束期間，觀護人將進行多面向之約談，其内 

容包括新修法規及政令宣導，使個案確實瞭解報到及約談内容

(一) 除上開受保護管束人應報告事項外，觀護人依照保安處分執 

行 法 第 7 4 條 之 2 之 規 定 ，並須諭知受保護管束人應遵守： 

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服從檢察官及執 

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及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 

等應行遵守事項。

(二) 觀護人於初次受理保護管束個案報到時，會特別針對再犯、 

違反保護管束之法律效果、撤銷無期徒刑假釋後可能面臨的 

刑期等之規定詳加說明，逐條反覆確認其有無疑問，確認受 

保護管束人知悉後做成書面資料命其閱畢後具結簽名（附件 

3-3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諭知受保護管束人應遵守事項具 

結 書 ）。

(三) 在歷次約談中，約談時教材規劃並包括新修法規及政令宣導 

事 項 。在保護管束期間内，亦經常透過各項法治教育、生活 

輔導等團體課程，重複宣導生活中容易觸法之陷阱、再犯或 

違反保護管束規定之法律效果及面臨刑期。多數課程亦會配 

合相關主題設計學習單，於課程後命保護管束人填寫、簽名 

後繳回，以確認個案能確實理解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事項之 

内容及違反效果。

附 件 1 :本 部 1 0 9年 1 1 月 1 7 日法檢字第10904533110號函

附 件 2-1 : 刑 法 第 7 7 條 及 第 7 9 條 之 1 、刑法施行法第 7 條 之 1 、第 7 條之

2 之歷次修正條文、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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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2 :刑法施行法第 7 條 之 1 立法院第三屆第四會期第二次會議議案關 

係 文 書 （8 6 年 9 月 1 3 日院總第2 4 6號 委 員 提 案 186 9號 ）

附 件 2-3 :刑法施行法第 7 條 之 2 立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第十次會議議案關 

係 文 書 （9 1 年 1 1 月 1 6 日院總第2 4 9號政府提案第 88 5 4號 ）

附 件 3-1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觀護案件分類分級暨處遇報告書

附 件 3-2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

附 件 3-3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諭知受保護管束人應遵守事項具結書

撰 狀 人 郭 永 發

簡美慧

劉怡婷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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