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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廢　你的立場堅定嗎？
記者 胡書瑜 報導  

2020年2⽉15⽇，新北市⼀名單親媽媽將兩名幼⼦迷昏，再將其勒斃；同年11⽉
25⽇法院判決出爐，這名⺟親被判處死刑，立刻引起社會譁然。⼤眾抓住了「單
親」、「經濟困頓」等關鍵字，批評法官冷⾎無情、不理解為⼈⺟的辛苦，甚⾄
有公眾⼈物公開對此項判決提出⽤詞頗重的質疑。

值得注意的是，11⽉27⽇這位⺟親的友⼈發表了⼀篇文章，提到她雖⾃⼰扶養兩
個孩⼦很辛苦，但接受過許多⼈的幫助後卻也沒有好好把握，甚⾄揭露她其實沒
有善待孩⼦。隨後，原先抨擊法官的公眾⼈物也發表新的聲明，承認⾃⼰「有失
公允、情緒過⾼」，並強調本意是想讓社會⼤眾思考悲劇事件背後的意義。

由此可知，沒有任何⼈能夠隨意斷定⼀個犯罪者「該不該死」，因為⼈是有「情
緒的」，⽽且看待事件的⾓度不夠全⾯。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放下偏⾒，
站在不同的立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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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隨機殺⼈案雙⽅家屬⼼聲。（圖片來源／胡書
瑜製）

撫慰疼痛傷⼝　犯罪被害⼈保護
死刑⽀持者常常會問廢死聯盟：「等你的家⼈被殺了，你還能夠⽀持廢死嗎？」
這是⼀個訴求「同理⼼」的問句，並且可以很有效的讓廢死⽀持者反思，可惜⽤
了情緒性的表達⽅式。很多時候，廢死團體第⼀時間太過強調加害者的權益，⽽
沒有顧慮到事件發⽣時，⺠眾的反應都是憤慨的，這麼做會造成反效果，容易導
致⼈們認為廢死團體只在乎加害者的故事，⽽忽視了被害⼈傷痛。

但是，有誰真正在乎被害⼈？⾼喊著「判殺⼈犯死刑還給受害者家屬⼀個公道」
的⼤眾，多數在媒體熱度冷卻之後就會淡忘當初的憤慨，等待下個類似事件發⽣
時再出來湊熱鬧。⽽且，台灣的被害⼈保護也⼀直缺乏友善的機制，我們的司
法，甚⾄是社會，對被害⼈及其家屬，尚缺乏⼀定程度的同理。財團法⼈犯罪被
害⼈保護協會表⽰：「被害事件發⽣後，很多⼈來關⼼被害⼈，也有⼈僅憑少數
案例就⼤肆提出很多主張，甚⾄是批評，但是多年後，還在關⼼這個家庭的有多
少？陪伴是⼀條⻑遠的路，都是底層⼯作⼈員默默付出，希望社會可以給犯保協
會更多⽀持，讓犯保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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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保護法》仍有許多不⾜之處待改善。（圖片來源／胡書瑜
製）資料來源：財團法⼈犯罪被害⼈保護協會、法務部

其實廢死⽀持者⼀直致⼒於犯罪被害⼈保護，他們寫書、辦演講、倡議，希望讓
社會關注被害⼈權益。其中較著名的是召集「被害⼈⼯作⼩組」的林作逸。林作
逸本⾝是兩起殺⼈案的受害者家屬，但他不像外界以為的希望加害者償命，⽽是
將⼼⼒集中在「被害⼈保護」，積極推動相關事務，並⽀持廢死。雖然他是少數
持此立場的被害⼈，但這也提醒我們：「不要將⾃以為的正義加諸在別⼈⾝上。
」

悲劇的兩⾯　「為甚麼是我?」
「隨機殺⼈案，死的為什麼是我的家⼈？為什麼是我必須承受這種傷痛？」這個
問題沒有解答，卻是許多受害者家屬⼼中過不去的坎。⾄親好友驟然離世，巨⼤
的疼痛是外⼈無法體會的；⽽媒體不斷檢視這個悲劇、重複播放，使傷⼝無法癒
合；甚⾄在申請賠償時，繁雜的程序與可能不如預期的結果使⼈⼼⼒交瘁。

「為什麼是我必須遭遇這個世界的不公平？我也想當正常⼈。」案⼦的另⼀邊，
加害者或許在犯案前的無數個夜晚，這樣想著。據調查，台灣2005-2014年定讞
的44名死刑犯中，有⾼達68%的⼈只有國中⼩畢業，僅9%有⼤學學歷；78%的
⼈為藍領和⼯⼈階級，且6%為無業。這些⼈⼤部分⽣活在社會中的邊陲地帶，曾
擔任過多次以「死刑存廢」為題的辯論賽評審的湯雅惠跟我分享了這則資訊，並
說道：「我覺得他們在⼈⽣的很多岔路上⼀直被迫⾛錯路，可能從⼩沒有⼀個好
的家庭教他如何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對比他們，⾝為既得利益者的我們，真的能
全然去指責犯罪者的錯誤嗎？」她認為，制定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在這些⼈墜落
的時候接住他們，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才能夠真正減少重刑犯。如此⼀來，受害
者也會減少，社會上將不再會有那麼多破碎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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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深刻表現案件雙⽅家屬⼼中的疼痛及無助很類
似。（圖片來源／Facebook）

有這麼明確的死刑犯背景數據、如此清晰的可努⼒⽅向，為何⼤家還是周旋在
「死刑對減少犯罪率有無幫助」上？儘管國外有研究指出死刑無益於降低犯罪
率，但每個國家⺠情不同，將外國調查得出的結論，直接套⽤在台灣的廢死議題
上，是缺乏說服⼒的。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府、乃⾄⼀般⼈都沒有⾜夠
資源或努⼒去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因此死刑成了⼀個最⽅便的做法。但是，這並
不代表我們可以漠視、卸責。網路作家⼦藝說：「殺⼈不該成為解決問題的選
項，因為如果國家可以在『想不出其他解決法的時候』殺⼈，等於在教育國⺠
『如果你覺得事情沒有解⽅，那就只好殺⼈』。」

當死刑犯伏法，他以⽣命還了罪；那麼從未在他們鑄下⼤錯前伸出援⼿的政府和
社會，是否從此卸責了？案⼦就此終結，對於受害者家屬，就賠錢了事，不需要
再多做解釋了嗎？不合理，但死刑的結果就是如此。

誰在操控死刑討論？

《兩公約施⾏法》通過，代表政府同意逐步廢死。（圖片來源／胡書瑜
製）資料來源：國家⼈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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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2009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公約施⾏法》，《兩公約》正式具有國內法
效⼒，⽽此公約規定未廢除死刑之國家，應限制死刑執⾏，審查更加謹慎，並暗
⽰各國逐步廢死。然⽽，隔年4⽉30⽇，法務部卻⼀次槍決了四名死刑犯，打破
了四年未執⾏死刑的紀錄。由於台灣法律並沒有對死刑執⾏時間有明確規範，犯
⼈在死刑定讞後，可能隔天就被槍決，也或許⼆⼗年後仍待在監牢裡。

那麼，為何要在此時槍決四名死刑犯？

研究指出當時立委吳育昇爆出性醜聞，且之後新聞不斷，為了掩蓋此新聞，他在
立法院質詢法務部⻑死刑議題，⽽部⻑也做出⾼度爭議性的回應（願為死囚下地
獄）；加之美⽜疑慮、疫苗風險等，執政黨受到質疑，因此「執⾏死刑」成了執
政者轉移焦點的⼯具。此外，太陽花學運後、九合⼀⼤選前、鎮壓反核遊⾏後都
執⾏了死刑，讓⼈不禁懷疑這些時間點的意義。因為台灣⺠眾普遍反廢死，因此
執⾏死刑不但可以有效消除那些執政黨不想讓社會繼續關注的新聞，也能拉抬⺠
調。

成功⼤學法律系教授李佳玟指出：「即便背後有法律⽀持，死刑本質上還是國家
殺⼈。因此執政者會否利⽤這種暴⼒形式保護其政權，將會直接影響死刑制度的
運作。」《兩公約施⾏法》是國⺠黨執政時期通過的，那為何其黨員仍要不斷批
判死刑不執⾏？廢死是⺠進黨黨綱之⼀，那為何已執政五年，卻仍不⾒其對廢死
的努⼒，甚⾄官員直接點名「該死」的死刑犯？

社會的安定需求　不可忽視
死刑攸關⼈類不可輕易讓渡之⽣命權，因此相關法律不該以⺠意為制訂準則。但
是，不可否認，死刑或許可以達到⼀定程度的嚇阻作⽤，也能夠杜絕重刑犯再犯
案的機會，⽽這些可能的保障是⼤眾最主要的反廢死理由。儘管，在停⽌執⾏死
刑的2006到2009年，暴⼒犯罪率沒有如⼤眾所擔⼼的上升，死刑對犯罪率的影
響仍無定論。如果以廢死為⽬標，該如何向⺠眾保障社會安全、被害⼈權益？⺠
間組織正在努⼒推動各種配套措施，期許政府也該堅定其立場，不要再持曖昧不
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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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執⾏死刑的年份，暴⼒犯罪率無上升。（圖片來源／胡書瑜重製）資料
來源：TAEDP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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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來源：胡書瑜製

      

 記者 胡書瑜

編輯 ⽯采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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