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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 

壹、評議規則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科刑」、「沒收」

三階段。第一階段（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評議規則，參考

國民法官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對被告不利的判斷（即「有罪

判決」），須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達 3 分之 2 以上同意」

始得決定。 

貳、舉例說明 

意見 說明 

有罪：國民法官 6、 

法官 0 

無罪：國民法官 0、 

法官 3 

有罪票數，雖合計達 3 分之 2 以上，但並未同時

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同意票，應判決無罪或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1、 

法官 3 

無罪：國民法官 5、 

法官 0 

有罪票數，雖然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但合計未

達 3 分之 2 以上之票數，無法形成有罪評決，應

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4、 

法官 2 

無罪：國民法官 2、 

法官 1 

有罪票數，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且合計票數達

3 分之 2，應判決有罪。 

 

  



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壹、被告是否具有殺人之犯意？ 

 

□是 

 

 □否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 

壹、科刑之說明 

一、法定刑 

所謂「法定刑」是指，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針對特定犯罪行為，

最高、最低可以處罰的範圍，預先加以規範，使一般人可以知道

犯什麼罪，會受到的處罰是什麼。在本案中，若認為被告成立刑

法第 271 條第 1 項的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如果認為被告犯罪，就要依照被告成

立之殺人罪，而在上述的法定刑範圍內，討論被告應受何種處

罰。 

二、處斷刑 

前述「法定刑」是針對一般情況設計，但是，法律會針對特殊情

況制定加重或減輕的規定。本案中，被告可能涉及的加重、減輕

事由，應為刑法第 62 條「自首」。 

三、宣告刑 

（一）確認本案被告有罪時可以判處的刑度範圍後，接著要依照刑法第 57

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詳後述)，決定本案要宣告被告應受

的刑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

表示的意見，僅供法院科刑時之參考，法院最終之科刑不受

到此等意見的拘束。 

（二）另因本件被告被起訴之罪名，法定刑有「死刑」之刑度，依公民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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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包含法院）行使職權，

應符合兩公約相關規定，此規定在國民參與審判案件進行評

議時，亦應有其適用。再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



第 2 項之規定，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可知

被告所涉犯罪情節，亦應列入是否量處死刑之考量因素，所

謂「情節最重大之罪」，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

限定於極端嚴重且涉及故意殺人之犯罪。 

  



貳、科刑評議規則之說明 

一、規則說明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科刑」及「沒

收」三階段。第二階段（科刑）之評議規則，參考國民法官法

第 83 條第 3 項規定，「科刑事項」及「刑度輕重」之評議以「包

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其中關於「刑

度輕重」，若國民法官與法官意見歧異，而未達「包含國民法官

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依本法第 83 條第 4 項規定，

則以最不利被告之刑度票數計入次不利於被告之刑度票數，直

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時，以

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但死刑之科處，應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雙方意見在內達 3 分之 2 以上之同意決定之。 

二、舉例說明 

就「刑度輕重」之評議程序中，國民法官、法官之意見如下表

所示： 

國民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 5 年、7 年、8 年、8 年、10 年、11 年 

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 8 年、9 年、11 年 

由於各刑度均無法達成「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過半數意

見」之評議條件，此時，以最重刑度票數計入次重刑度票數，

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半數意見」時，以該刑

度為科刑評議結果。流程說明如下表： 

 國民法官 法官 

意見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10 年 ◎11 年 ○8 年 ○9 年 ○11 年 

各刑度意見均未過半數，最重刑度（11 年）票數 2 票，並未過半，計入第二重

刑度（10 年）意見計算。 

Ⅰ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10 年 ◎10 年 ○8 年 ○9 年 ○10 年 

將最重刑度（11 年）計入第二重刑度（10 年）意見計算後，第二重刑度（10 年）

意見票數 3 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見計算。 

Ⅱ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9 年 ◎9 年 ○8 年 ○9 年 ○9 年 

將前述第二重刑度（10 年）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見計算後，第三重刑度



（9 年）意見票數 4 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算。 

Ⅲ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將前述第三重刑度（9 年）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算後，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票數 7 票已過半。 

 

  



參、本案科刑之意見 

一、法定刑範圍之確認 

（一）本案可能適用之法律條文 

1.殺人罪（刑法第 271條第 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力之槍枝罪嫌（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 8條第 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枝者，處 3年以

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7百萬元以下罰金。 

3.非法持有子彈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2條第 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 3百萬元以下罰金。 

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

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 2分之 1。 

5.過失致人於死罪（修正前刑法第 276條第1項前段）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2千元以下罰金。 

（二）除依上述法條之法定刑度外，又依刑法第 33條第 3款之規定，有期徒

刑之範圍，為 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 2月未滿，

或加至 20年）。 

二、有無刑之加重或減輕之事由 

（一）說明 

1.刑法及其他法律上，規定了許多加重、減輕刑度的事由，本案可能適用



之加重、減輕事由詳後述。 

2.法條規定「得減輕其刑者」，非必然應減輕刑度，而是在審酌

本案各項情形後，決定是否要減輕其刑度。 

3.至於加重或減輕之程度，依刑法第 64、65、66 條之規定，簡

列如下： 

(1) 法定刑為死刑 不得加重 

                減輕→減為無期徒刑 

(2) 法定刑為無期徒刑 不得加重 

                    減輕→減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法定刑為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者 

        加重：依各刑種類定之，如有期徒刑可加至20年 

        減輕 原則上：得減輕其刑至1/2 

             同時有免除其刑規定者，可減至2/3 

   ※有期徒刑之加重減輕，最高刑度及最低刑度同時加重減輕。 

4.同時有加重及減輕事由者，先加重後減輕。有二種以上刑之加

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 

（二）本案可能適用之刑之減輕事由 

1.自首（刑法第 62 條）：得減輕其刑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 

2.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酌減（刑法第 59 條）：得減輕其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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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給予宣告法定



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三、科刑因子之相關法規及說明—兩公約施行法及刑法第 57條 

    經過前面的步驟，確定了刑度的上限及下限之後，科刑時應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

不得科處死刑。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

關解釋，限定於極端嚴重且涉及故意殺人之犯罪。亦即，除非自

犯罪行為人所犯之罪行、罪質、所造成之損害…等因素綜合考量，認為

犯罪行為人所犯之罪行確實屬於情節嚴重之犯罪以外，否則不應量處死

刑。 

（二）刑法第 57條 

1.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10)犯罪後之態度 

2.關於刑法第 57條第 1款至第 10款所例示事項的內容及意義，與本案相

關之具體內容，建議參考附件一（科刑資料參考表）。 

3.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刑度表示的意見，

法院原則上不受到拘束。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壹、 處斷刑 

一、被告是否自首（刑法第 62條）？ 

 □是 

 

 

 □否 

（刑法第 62 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

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二、犯罪之情狀是否顯可憫恕？ 

 □是，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否，不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刑法第 59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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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壹、宣告刑 

一、請依刑法第 57條審酌下列各款情狀，量處被告應受之刑度。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10)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殺人罪，應處： 

 □死刑 

 □無期徒刑 

 □有期徒刑   年   月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貳、 宣告刑 

二、請依刑法第 57條審酌下列各款情狀，量處被告應受之刑度。 

(11)犯罪之動機、目的 (1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13)犯罪之手段 (1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1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1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1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1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1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20)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過失致人於死罪，應處： 

 □有期徒刑   年   月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參、 宣告刑 

三、請依刑法第 57條審酌下列各款情狀，量處被告應受之刑度。 

(21)犯罪之動機、目的 (2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23)犯罪之手段 (2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2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2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2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2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2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30)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非法持有子彈罪，應處： 

 □有期徒刑   年   月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四、褫奪公權 

（一）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結果，認被告應處 1 年以上有期徒刑，

是否依刑法第 37條第 2項宣告褫奪公權？ 

 □是，依犯罪性質有宣告褫奪公權之必要 

 

 □否，依犯罪性質無宣告褫奪公權之必要 

（刑法第 37 條第 2 項：宣告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

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 1 年以上 10 年以

下褫奪公權。）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二）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結果，認被告應處 1年以上有期徒刑，

且有褫奪公權之必要，則宣告褫奪公權之期間？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7 年  □8 年  □9 年  □10 年 

（刑法第 37 條第 2 項：宣告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

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 1 年以上 10 年以

下褫奪公權。）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評議程序第三階段 

-沒收- 

壹、刑法第 38條第 1項、第 2項 

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犯

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

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貳、刑法第 38條之 2第 2項 

依規定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之情形有： 

一、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 

二、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三、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四、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參、欠缺刑法上重要性 

是否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之判斷標準： 

一、應沒收物之價值低微。 

二、對於沒收所欲達成之社會防衛目的無任何助益。 

三、開啟沒收程序之勞費。 

  



評議程序第三階段－ 

沒收評議意見書 

壹、 供被告犯罪所用之槍枝是否沒收？ 

 □是，應沒收 

 

 □否，不沒收 

 

貳、 供被告犯罪所用之子彈是否沒收？ 

 □是，應沒收 

 

 □否，不沒收 

 

法官簽名、國民法官簽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附件一 

科刑資料參考表 
 

刑法第57條 犯罪事實暨科刑事實 提出之證據  

犯罪之動機、目的 □犯罪之動機、目的： 

  （例如：一時貪念） 

 

□詳卷內資料：（例如：偵查卷第ｘ

頁被告訊問筆錄）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略述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例如遭受被害人辱罵）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之手段 

備註： 

行為人實行犯罪行

為所使用之手段、方

法、伎倆是否具公共

危險性、泯滅人性。 

□略述犯罪之具體方法： 

 

 

 

 

 

 

 

□如為數人共同犯罪之情形，行為

人與共犯間之分工及參與程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生活

狀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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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述犯罪是否有生理或病理之因

素：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是否屬於慣性或癮性

犯罪：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風險因

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保護因

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無犯罪紀錄 

□有犯罪紀錄 

   □同類型犯罪 

   □不同類型犯罪 

□參加公益服務： 

 

□其他：（例如好人好事代表） 

 

□前案紀錄表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智識

程度 

備註： 

1.教育程度與職業

技能。 

2.犯罪行為人利用

其專門之學識或

綜合下列因素，以判斷行為人對犯

罪之認知程度： 

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畢業證書 

□同等學力證明文件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職業技能從事犯

罪，宜作為從重

量刑之依據。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2. 略述生活經驗及工作歷練：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 

備註： 

在審酌犯罪行為人

與被害人之關係

時，應同時注意被害

人對於犯罪行為是

否與有責任。 

單一被害人：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複數被害人： 

1.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2.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3.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教

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務。 

□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往來郵件、簡訊、社交工具之留言 

 

□被害人及其家屬之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 

備註： 

如果被告違反注意

義務的項目很多

時，可能會被從重量

刑。例如：被告酒

駕、超速、闖紅燈、

違規左轉、又沒有注

意到車前狀況時，發

生車禍，造成人員傷

亡的話，會比被告單

純未注意車前狀況

發生車禍所違反義

務的程度高，往往會

被加重處罰。 

□略述行為人應遵守義務之之內

容： 

 

 

 

□略述行為人遵守義務之期待可能

性： 

 

 

 

□略述行為人違反該義務之情節：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 

備註： 

犯罪行為對公私法

益所形成之危險性

之大小、程度、範

圍，量刑時宜審酌行

為形成之危險程度

大小。 

犯罪行為所生之危險： 

□略述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範圍：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危險係持續性。 

 

□危險係一時性。 

 

犯罪行為所生之損害： 

□略述可歸責於犯罪之直接或間接

財物損害： 

 

□略述被害人生理及心理之傷害： 

 

□略述被害人受此損害之影響輕重

程度： 

 

□略述犯罪之時間：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犯罪之地點： 

 

□損害係持續性。 

 

□損害係一時性。 

犯罪後之態度 

備註： 

1.犯罪被害人對法

院表達科刑範圍

之意見，包括被害

人因犯罪而受

害，產生之情緒及

對該案件之意

見，均屬被害情

感。究其實質，可

再細分為「被害情

感」及「處罰情感」

二種。 

2.被害情感：例如被

害人失竊之手錶

雖非高檔之手

錶，但係亡夫之遺

物，妻子因手錶失

竊，感到絕望，致

罹患憂鬱症；或遺

族因被害人之死

亡，造成精神及日

常生活上之困

頓、悲傷、創傷或

財物之損失等。 

3.處罰情感：例如被

害人表示從重、從

輕等科刑意見，則

屬於處罰情感之

一種。 

是否坦承犯行： 

□保持緘默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坦承部分犯罪事實 

□雖具體情狀有差異，但整體而言

認罪 

□否認犯罪 

 

是否和解： 

□和解並完全履行 

□和解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已賠償若干款項，但無法達成和

解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並完全履行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但未履行或未

完全履行 

□無法達成和解 

 

是否得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宥

恕： 

□是 

□否 

□詳卷內資料：（例示同前） 

 

□和解資料 

 

□匯款證明 

 

□被害人及其家屬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其他 是否有覺得冤屈或不得已之處： 

□是 

□否 

 



附件二 

常見問答 

壹、什麼是緩刑？ 

一、被判刑的被告，暫時不用執行刑罰，這就是「緩刑」。只要在緩

刑的這段期間內，被告沒有再故意犯罪，原本宣告的刑罰就可

以不用再執行。因此，台語將緩刑稱做「寄罪」，簡單的說，就

是一種類似「留校察看」的制度。 

例如：張三因為打傷人被法院判刑 8 個月，因為法院同時判他

緩刑 2 年，所以張三可以暫時不用去服刑，等到 2 年經過，張

三都沒有再故意犯罪，那之前的 8 個月就不用關了，而且也不

算有前科。 

二、緩刑的目的是要鼓勵犯罪情節沒有再犯可能性的被告自新。因

此，必須符合下面條件，法院才能判緩刑： 

 

 

                        或 

 

 

                        且 

 

 
 

                        且 

 

 

三、如果不具備①或②的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一定不能判緩刑，具

備①或②後，還必須有③及④才行。其中④是由法院依照個案

 
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到法院宣
告有期徒刑以
上的刑罰 

 
最近 5年內，沒
有因為故意犯
罪，受到法院宣
告有期徒刑以
上的刑罰 

 
判刑 2年以下，或是拘役、罰金 

 
暫時不執行刑罰是適當的 



的情況加以考量。實務上，法官會考慮的情況如下（但不限於

這些），總而言之，就是要考慮被告的再犯可能性高不高： 

（一）是不是過失犯罪 

（二）是不是因一時思考欠周才犯罪（偶發性） 

（三）是不是已經脫離原來的犯罪環境 

（四）讓被告坐短時間的牢，是不是反而因此結交更多犯罪人 

（五）引發犯罪的原因是不是已經不存在 

（六）是不是已經跟被害人和解 

（七）是不是已經得到被害人或告訴人的原諒 

（八）有沒有其他讓被告不會再犯罪的因素存在：例如：生重病小

孩剛出生、有很穩定的工作等等 

（九）檢察官的意見 

四、在諭知緩刑同時，也可以附帶一些條件，包括：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寫悔過書 

（三）賠償被害人 

（四）捐款給國庫 

（五）提供 40 小時到 240 小時的勞動服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 

（七）遵守由法院訂出保護被害人的命令（例如：不能與被害人見

面、打電話等） 

（八）遵守由法院訂出預防再犯的命令（例如：必須按時前往警局

報到） 

貳、什麼情況下緩刑可以被撤銷？ 

緩刑期間最短是 2 年，最長為 5 年，被告如果在緩刑期間內又

故意犯罪，或是沒有履行緩刑所附的條件，緩刑就有可能被法

院撤銷。通常判的刑越重，緩刑的時間就越長。另外，若緩刑

條件是要分期賠償被害人，法院通常把緩刑期間與分期賠償的



期間相配合，例如：被告與被害人和解，約定要在 3 年內分期

付清賠償，此時，法院會把緩刑期間訂為 3 年或更長，目的是

要為了讓被告不敢不履行賠償。 

參、什麼是假釋？ 

刑法第 77 條： 

（第1項）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 25 年，

有期徒刑逾 2 分之 1、累犯逾 3 分之 2，由監獄報請

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 

（第2項）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

之： 

一、有期徒刑執行未滿 6 個月者。 

二、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假

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免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者。 

三、犯第 91 條之 1 所列之罪，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

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

降低者。 

（第3項）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 1 年部分之羈押日數算入第 1

項已執行之期間內。 

肆、什麼是相驗 

相驗，就是指檢驗屍體，找出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的過程。一

般而言，在醫療院所（醫院）內因疾病因素治療過程中死亡者

（不包含外力傷害，比如刀傷、槍傷等），這種單純的情況，就

會由醫院直接開立死亡證明書。反之，便進入「相驗」程序。

而「相驗」又分為「行政相驗」和「司法相驗」兩種。 

一、行政相驗 



有些人長期臥病，不在醫院、療養院而是在自己的家裡，跟民

間的傳統習俗有很大的關係，總希望自己在生命的最後燭火，

是在自己最熟悉、最溫暖的地方靜靜熄滅。這種在家裡病死或

自然死亡的情形，因為過世地點不在醫院，所以不會由醫院開

立死亡證明書。 

【相驗流程】 

（一）家屬可以親自打電話到地方衛生所（或請地方警察機關或村里

長代為聯繫），衛生所會遴派醫師到場相驗，確認為病死或自

然死亡時，由該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 

（二）倘若醫師到場相驗的結果，認為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

的可能，就會依照醫師法第 16條的規定，轉報檢察機關進行司

法相驗。 

二、司法相驗 

只要是屬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的情形，舉凡他殺、自殺、車

禍死亡及其他意外死亡，都要司法相驗。司法相驗的目的，在於釐清

死亡事件有無刑事犯罪嫌疑，對於死亡，以最慎重的態度待之。而依

據刑事訴訟法第 218條的規定，司法相驗，由檢察官會同法醫師、醫

師或檢驗員行之。 

【相驗流程】 

（一）由發現人通報警察機關到場，警察人員初步對現場進行勘察及

拍照，並請相關人等（發現人、家屬）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二）現場經警察人員初步認定沒有他殺嫌疑後，死者遺體可由家屬

委託殯葬業者移置地方殯儀館冰存，等待司法相驗。 

（三）警察人員（派出所）將相關筆錄、照片等資料彙整後，報給分

局偵查隊，再由偵查隊人員報請地方檢察署進行司法相驗。 

（四）地檢署收到通報後，由檢察官率領書記官及檢驗員到殯儀館或

自宅進行相驗（轄區派出所員警及分局偵查隊刑警也要到場），

經檢驗員勘察屍體整體狀況後，判定致死原因，檢察官會對家

屬進行訊問，了解死者身分、雙方關係、死者平常作息、有無

用藥習慣、病史等問題，若家屬對於死因沒有意見，則由檢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01&flno=16


官及檢驗員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效力等同醫療院所開立

的「死亡證明書」）。 

伍、被告最多可以請幾個律師？ 

刑事訴訟法第 28 條： 

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 3 人。 

陸、為什麼不寫出被害少年全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 

（第1項）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

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

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遭受第 49 條或第 56 條第 1 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

健康之物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

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

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第2項）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

第 3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

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