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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社會犯罪率節節高升,而犯罪者須有所處分,才不會使犯罪猖獗,因此,我國刑

法對於觸犯法律者最輕處以罰金,重則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要處以死刑才能

加以約束。 

 

古巴比倫王國頒布漢摩拉比法典,其應報理論「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此種殺人償

命的想法在台灣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因此,要將死刑廢除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近年來,受到國際許多國家紛紛廢除死刑趨勢壓力下,台灣漸漸意識到死刑存在所

引發的爭論,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討死刑存廢的意義與價值。 

 

台灣是個民主的國家,人權問題備受重視,導致現今死刑的存廢與否備受關注。 

因此經由此篇論文探討人權與死刑之間相互關係,以理性的思考模式、多方面的

看法,及社會大眾的角度去切入,再由受害人的心理與被害人的心理去探討，死刑

到底該不該廢除?也應當去思考死刑背後所代表的意涵究竟是為了報復、預防或

教化？ 

 

貳●正文 

 

前十八世紀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中出現「以牙還牙」的實質應報觀,奠定死刑

的合法地位。經過了幾十世紀,死刑是否該廢除的議題,在現今社會中爭論不休,因

此,以同理心與尊重人之生命價值看待這個問題,透過以下幾點加以探討: 

 

一、 主張保留死刑者之觀點 

 

1、 具遏止犯罪的作用   

                                                                               

生命是一切發展的基礎，沒有生命就等於失去發展的機會,因此,人在面對死亡時,

都會產生恐懼。所以死刑對多數人而言是有威嚇的作用,當死刑廢除時,欲犯罪的

人將會為所欲為,做出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卻無法得到應有的制裁。若缺乏死刑

的嚇阻作用,犯罪率必會升高,由此可見,適當運用死刑是必要的! 

 

2、 穩定社會秩序 

 

社會環境是可以被塑造的,在現代社會中,”殺人償命”已經是既定印象,國家不

處死殺人凶手，將會得到治安敗壞的「報應」,所以若廢除死刑,將難以維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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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倫理與秩序,對人民的價值判斷也會受影響。(註一) 

 

3、 法律的規定 

 

在法律當中,”一命抵一命”的想法,是人類復仇的本能,對人民來說此理念才合

乎正義, 也藉此實現國家保護國民重大法益以及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義務,如果

廢除死刑,法律的信賴度將會受會質疑。 

 

二、主張廢除死刑者之觀點 

 

1、 民主國家的人權捍衛 

 

死刑並不是最好的懲治措施，更不是唯一的可能選擇，刑罰作為制裁的行動，必

須與其背後的人權理念相稱。民主國家便是以民意為主要考量,死刑是一個違反

人民生命權的刑法,因此,許多人不支持死刑的存在。簡言之，死刑的存在與人權

立國的理念幾乎無法並存。 

 

2、 司法的誤判 

 

人不可能死而復生,司法若誤判了死刑將會使一條生命無辜的喪失,也會使被誤判

的家屬無法接受,人民亦將對司法失去信心。司法體系作為人為控制社會手段，

並不能免於犯錯。為避免無辜生命遭殺害，在道德上,司法系統不應當採取事實

上有死刑，且未來也持續可能會誤判而造成不可挽救後果。不允許別人犯錯卻同

意自已可以犯錯，顯然不是那麼的「正義」！(註二) 

 

3、 法條上的矛盾 

 

關於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

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註三)，在憲法第23條有

明文之規定，才可以用法律來「限制」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從文意上而言，有「權

利」才可以限制。即使把生命當作「權利」之一，就可以受憲法第23條規範，但

該條文意係指可以「限制」，而並非「剝奪」，換言之，可以限制的事項才可以限

制，不能剝奪，立法例上規定絕對死刑或相對死刑，都是違背憲法。『對於死刑，

無論施用的手段如何，剝奪罪犯的生命的本質從未改變，故稱為「生命刑」(註

四),蓄意奪走他人性命都是不對的，「法律表現出對生命的默然關懷，即使是重

刑犯生命也一樣；法律不鼓勵使用暴力，即使是無辜的可能受害者也不應隨意使

用。」(註五)由此可見，要尊重生命，先得要廢除死刑！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人權與死刑---探討台灣死刑的存廢與否 

 3 

4、 社會環境的影響 

 

社會環境可以被塑造。在一個廢除死刑的社會生活久了，價值判斷慢慢會改變。

當社會生活在沒有死刑的狀況下，大眾其實並不是那麼在乎沒有死刑這件事，除

了有重大社會案件發生的時候，通常最在乎的還是被害者跟他的家屬。不過，我

們要想一想：對加害者施以刑罰，是對被害者唯一且最好的交代嗎? 其實死刑根

本沒有處罰到犯罪人，是處罰到他最親近的人，被害人什麼都沒得到。真正的罪

與罰，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平衡，什麼都談不上。(註六) 

 

4、 易得到寬恕與原諒 

 

只有沒有死刑時，才能讓人超越生與死的迷思去看待寬恕和原諒。要被害者或家

屬去原諒，很困難，但是，沒有死刑才比較有機會，才比較有環境讓這樣的寬恕

和超越發生。(註七) 

 

三、台灣法學界對於廢除死刑的看法 

 

在台灣法學界，積極推動此一議題的，首推基督宗教界。天主教台灣區樞機主教

單國璽，2000 年 4月 28日拜訪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時，就對即將就任的總統提出

了廢除死刑的建議。台南神學院教師陳文珊女士編撰的《基督宗教死刑議題研究》

也對廢除死刑的議題加以討論。在政府及民間人權人士積極推動廢除死刑運動的

過程中，佛教作為台灣主要的宗教之一，廢除死刑推動者亟欲聽取佛教界的意

見，爭取佛教界意見領袖的支持。以下即對針對這些佛教意見領袖的回應，作一

初步的整理: 

1、佛光山星雲法師--站在佛教的立場，可以希望減少死刑，儘量不用死刑，但不

主張廢除死刑。 

星雲法師:「對於廢除死刑這點，我稍有異議。我認為特赦不一定要反對死刑，

因為佛教重視因果，殺人不處罰是違背因果原則的做法。佛教首重戒殺，但其中

亦有多種層次，小乘的羅漢以慈悲寬恕敵人，也有的因自衛而殺死對方；大乘的

菩薩卻以殺少救多，殺壞救好擔當起殺人的責任，這也要視其內心起念的不同去

衡量。」 

星雲法師對此相當堅持，在其著作中再三提出。如《星雲日記》（1995年 1月

22日）再次提到他對人權組織「主張廢除死刑」的不以為然：「臺灣的柏楊先

生，他發起世界特赦組織，主張廢除死刑。可是廢除死刑在佛教因果法則上是無

法成立的。如是因招感如是果，造因不受果是不對的。我們身為佛教徒可以希望

減少死刑，儘量不用死刑，改用其他方法來代替死刑，但不主張廢除死刑。」 由

此可見，雖然星雲法師主張儘量少用死刑，但認為不能廢止。《星雲日記》（1994

年 4月 16日）：星雲法師為了「加強佛光會員們的正知正見，加強大家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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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堅定不移」，特別在佛光會幹部講習會中，又講述了他對廢除死刑的看法。他

說：「社會上某些人要求廢除死刑，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死刑雖然殘忍，但合

乎佛教因果報應的原則。所謂：『殺人者人恒殺之』。佛陀在因地中曾經殺死過

一個害死五百人的罪人，這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菩薩精神。」 

 

2、 法鼓山聖嚴法師—如果只單純地根據佛教的立場，他會主張廢除死刑。 

佛教徒相信，天下沒有不能感化的壞人。如果能夠給犯錯的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

會，這個人可能會是『浪子回頭金不換』，變成社會大善人。因此，站在一位佛

教法師的立場，聖嚴法師主張廢止死刑。(聖嚴法師曾言：)「就我個人對佛教的

理解，佛教應該是反對死刑的。我個人會視各國廢除死刑的社會機制是否成熟，

再進行存廢的決定。因為一個社會如果還沒有成熟到廢除死刑的程度，貿然廢除

死刑可能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與後遺症。但假若一個社會中人民的教育、政治制

度、法律、法治等各方面已經普及健全，這時候就應該廢除死刑。」 (註八) 

 

台灣是否廢除死刑,關於此議題,真的就如聖嚴法師所說的:「一個社會如果還沒有

成熟到廢除死刑的程度，貿然廢除死刑可能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與後遺症。」若

社會各方面普及健全,真的可以考慮將死刑廢除。 

 

 四、台灣近期執行死刑概況 

 

台灣地區執行死刑概況，依據法務部的資料顯示，則已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同時

基於世界人權發展的要求，台灣政府當局也公開宣布「準備廢除死刑」，即可能

採取兩項措施，其一擬仿照國際案例，法律上不立即廢除死刑，但準備長期不予

執行；其二則是引進「死緩刑制」，及對死刑確定者暫緩執行，以觀察有無悔悟

情事；若確有證據，則可獲減刑而免於處死，如此，就以不廢除死刑下對生命權

之保障而言，仍不失為可行之途徑。(註九)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吳佳臻參加世

界廢除死刑大會在分組討論會上發言，說明在台灣廢除推動死刑的概況。她表

示，目前促朝全面停止死刑執行進行，讓民眾瞭解，沒有執行死刑並不會提高犯

罪率，執行死刑與治安問題無關，沒有執行死刑並不會導致天下大亂。然後同時

推動相關人權教育觀念，逐漸達成廢除死刑目標。(註十)  

 

現任法務部長王清峰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說：「目前社會反對廢除死

刑高達百分之八十，但如果有配套措施，例如處無期徒刑、提高假

釋門檻等，反對比例則降到百分之四十，所以這個社會也並非堅持

非要有死刑不可，比較重要的是使社會治安良好，讓人民有免於恐

懼的自由。  

 

她指出，聯合國大會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通過停止執行死刑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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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灣被摒除於聯合國門外，但總不能置外於國際社會，截至今

年一月止，事實上於法律上廢除死刑的國家已有一百三十五個。  

 

她說，法務部目前的政策是逐步廢除死刑，至於未執行死刑的死刑

犯，執行與否都是兩難，還需要時間審慎考量。另外，法務部也必

須加強犯罪被害人的補償與輔導。」 (註十一 )  

 

國際廢除死刑 NGO代表團今年六月訪台，此行的目的在於向台灣朝野傳達國際

間對於廢除死刑議題的重視。相較於美國、日本等實際上仍在執行死刑的民主國

家，台灣在廢除死刑的進程上受到國際人權團體的矚目和期待。大家對於台灣

兩年半沒有死刑執行，以及 NGO 在推動廢除死刑上的努力非常讚

賞。代表團成員希望於這次訪問中能拜會馬英九總統、司法院賴英照院長、立

法院曾永權副院長、法務部王清峰部長及相關單位，向中華民國政府說明國際廢

除死刑運動的現況與展望及表達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期待。(註十二)他們也非常

期待台灣的政府能夠做出更明確的宣示，這樣會對亞洲其他國家的

廢除死刑運動，有非常大的鼓舞。  

 

由此可知，台灣已漸漸邁向廢除死刑之目標前進，盡量尋求有效替代方案，使

人權更受保障。 

 

五、人權與死刑 

 

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這是西方學界公認最為基本的自然權利，任何人或政

府不得任意加以立法侵犯。而台灣出於過去政治戒嚴的鉗制，且是受到中國儒家

封建思想的影響，以致於國家福祉、社會需要隨時可以淩駕於個人權利之上，動

不動就要「視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但在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

民有生命權，憲法第二十三條只允許國家以法律「限制」生存權，國家能否據以

「剝奪」人民的生存權是值得再行商榷的。(註十三) 。 

 

人之享有生命權是因著創造的上主，而不是自己的好行為。這樣看來，人權，是

「本乎信，也屬乎恩的」。人權既是先天的價值信念，不能為後天的經驗所否證，

那我們可以說死刑犯也是有人權的!聯合國 199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的《公民權

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正是有見於此，深信死刑的廢除是生命權的發揚，才於

第六條明文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

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註十四) 

 

為維護人權，廢除死刑是勢在必行，但其配套措施需完善，且須使人民可以接受。

在德國，替代死刑的作法是受刑人在服滿一定刑期例如十五年後，由專業人士來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人權與死刑---探討台灣死刑的存廢與否 

 6 

評估假釋的可能，進行嚴格的審查；犯人出獄後是否能適應社會是假釋決定的條

件，因此監獄存在的目的即在幫助受刑人重返社會，避免再犯。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德國的法務部門在被告發監執行後，就會召集心理醫師、典

獄長等專家透過觀察和訪談的方式，在三到四個月內提交報告，根據每位受刑人

的狀況決定不同的服刑方式，其中包括在醫院接受心理治療和開放性的監獄。 

值得注意的是，幫助受刑人獲得更生的民間組織，獲得司法或社會福利等政府部

門的補貼，非政府組織、監獄與政府單位構成密集的網路，合作關係相當密切。

(註十五) 德國對人權的高度重視，值得台灣借鏡，未來將可成為推動廢除死刑

時重要的參考依據。 

 

 

 參●結論 

 

經過了暑假一個多月的找尋有關是否要死刑的議題,再將它整理成資料,以方便寫

小論文，在這段期間,我看了許多有關死刑該不該廢除的資料,真的覺得這個議題

是需要人民好好省思及關心的。死刑的存廢與否對於社會的影響是非常重大且深

遠的,然而要廢除死刑也不是那麼的簡單,要有配套措施及面對人民可能的反彈,

因此,政府一時之間說廢除就廢除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還沒做這篇論文之前,我總是站在不廢除死刑的那一邊,因為我覺得若沒有死刑

那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可能會是犯罪率極高的國家,或者是連續殺好幾條

人命卻都不會怎樣的國家,或許在我的觀念裡,就是”殺人償命”吧!在寫完這篇

小論文後,我發現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需以同理心與尊重人之生命價值看待這

個問題,死刑犯他雖然做錯事,但他還是具有人民所享有的權利,我們不該侵犯他

的權利。 

 

贊成廢除死刑的論點在於人權及死刑不能嚇阻犯罪等，另外，死刑配套措施及真

正地輔導受刑人，不只讓受刑人重生也是尊重生命的方式。一個國家沒有死刑其

實治安也不會像想像中的差,例如香港已經十多年沒有執行死刑了，儘管社會秩

序沒有很好，但也沒有很差，並沒有遍地盜匪。就這樣，香港成為華人社會中第

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民眾也逐漸接受了。最重要的是，香港的社會並沒有因為

廢除死刑而崩解。所以說,台灣是否也能像香港一樣勇敢的踏出那一步,是值得期

待的。 

 

不管死刑廢除與否,任何政策皆是要使社會進步、使人民安居樂業,但在一個民主

國家中,政府與人民若能一起向廢除死刑積極邁進,且提出廢除死刑之配套措施及

漸進方法能讓人民接受，並有效實施，將會使社會更祥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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