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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廢的爭議多年未果，是台灣司法的一大難題。〈圖片來源／素材
天下〉

 

死刑存廢經過多年以來爭論未果，近日更因前法務部長王清峰拒絕簽署死刑執行令而成為新聞焦

點。一直以來，死刑制度的複雜層次缺乏嚴肅的正視，更缺乏必要的公共辯論，不但造成相關知

識和資訊缺乏，深思熟慮的政策或替代措施也無從形成。

台灣廢除死刑運動歷經三十多年，社會各界以不同的角度詮釋死刑議題，根據法務部於民國九十

九年公布的民調資料，民國九十七年發放問卷調查民意趨向，有八成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廢除死刑

，「台灣還沒有發展出寬恕的文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柯朝欽認為文化因素是關鍵，

「因果思想的文化觀，民情直覺上認為廢除死刑有疑慮。」交通大學憲法通識教授蘇子喬也呼應

文化影響的說法。對此，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人性才是重點！與其

說文化問題，倒不如說資本主義、醫學科技的衝擊。」

關於死刑，台灣法律學界權威李茂生表達與眾不同的價值觀：「敢做、敢殺、敢當是人性最極致

的表現，別人殺人，自己也應當可以殺人，但受限於道德標準，人們不敢殺人，因此製造出法律

機制來殺人。」他說明死刑的出現來自於人性對於死亡的恐懼，因此利用合理化進行責任分散。

他對於大眾以西方廢除死刑觀念為現代國家進步的象徵感到不以為然：「基督教國家害怕死亡卻

殺人無數，從十字軍東征、白人殺害黑人等歷史就能證明。」他接著提出質疑：「動物會為了生

存而殺害同類，反觀人類，誰是為了生存而殺人？」 

 

應報司法觀應報司法觀 人權向前走人權向前走

根據台灣的刑罰思維認定死刑有應報功能和一般預防功能，「對很多人而言，以命償命理所當然

，這是一種等價補償。」柯朝欽表示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報復性處罰深植人心，但他隨後補充：「

台灣應學會不以殺人當做嚇阻。」說明雖然死刑達到預防意義，卻無法彌補受害人家屬的傷痛，

因為生命無法等價交換。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許維德則以功利主義的觀點剖析死刑的成效

：「就效果而言，死刑無助於社會提升，是不恰當的。」李茂生解釋人們誤用「應報」的意義：

「兇手殺人，應該是被殺的人來殺兇手，而不是由被害人家屬或國家要求加害人償命。」邏輯上

的正確與現實上的矛盾，讓死刑的應報作用無法得知正解。

廢除死刑的焦點從最初司法制度完備性的質疑，轉移到生命權的捍衛，如此脈絡能夠窺見人權觀

念變遷的趨勢，其爭議來自於我國憲法並未明文保障生命權，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志光於台灣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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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人權促進會報春季號中寫道：「生命權係屬於無待明文之不成文『基本權利』。」清楚表達生命

權在我國憲法體系中最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權可受限制，但死刑是人權剝奪。」蘇子喬一語道

破人權的模糊界線，「當人們共同讓渡某些權利形成國家這個集合體時，並不包含生命權，這個

最高的國家是否該釋出一點善意？」許維德以社會契約的論述來表達個人的看法。

死刑存廢之外，相關配套措施也是不可忽視的課題，法務部在民國九十七年的民調提示「以終生

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刑」，贊成廢除死刑者超過五成，顯示合理的替代刑能提高民眾廢除死刑的

意願，但是，學界對於以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為替代刑有極端的見解，柯朝欽認為：「終生監禁至

少他還活著。」但李茂生提出反駁：「終生監禁比死刑還恐怖！」他表示將一個人終生囚禁在斗

室中，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更沒有未來，如同一具行屍走肉生活在納粹集中營，「把人關到死

，真的會反省自己的錯誤嗎？」李茂生無法認同地說，同時也提出對替代刑的建議：「只要關個

二、三十年，當他失去能力發揮人性的殘暴和卑劣的那一面，至少在最後讓他呼吸自由的空氣。

」他說明一般刑法替代死刑就能達到預防的效果，「我們應該反省司法制度，而不是直接跳躍到

死刑。」再一次顯示台灣司法制度依舊存在值得檢討的問題。

 

死刑存廢死刑存廢 爭議待抉擇爭議待抉擇

面對死刑存廢的爭論，四個學界教授各有其觀點，「這是道德上的兩難。」蘇子喬沒有正面回應

，而許維德以管教小孩為例表達立場：「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個爸爸，但我從來沒有打過我的

小孩，因為暴力的效果很短暫。」柯朝欽則呼應文化概念表示：「台灣還沒發展到那種程度，不

夠文明，強求沒有用。」他認為廢除死刑是最高理想，但仍有待台灣社會共同努力。「合法的殺

人是最殘酷的！可以有死刑，但不要用國家機器殺，用個人來殺！讓支持死刑的人來執行，讓菁

英份子來執行。」李茂生堅信如果不是體驗過真正的苦痛，談死刑都是虛假的，因此他更強調：

「如果人不能殺人，國家機器也不能！」

近日再度掀起的死刑風波尚未平息，兩方立場各自表述，卻無法理出誰是誰非，在理性的對話之

後，更應該面對的是民眾「法感情」的修復問題，「死刑距離我們太遙遠，要到何種程度，人們

才能感同身受？」許維德感嘆地說。而柯朝欽也感性地發問：「為什麼不是受害者學習寬恕？而

是要求以死刑撫慰受害者？」四個專精於法學和社會學的學者，分別對此議題表達個人觀點，死

刑存廢的抉擇，正考驗台灣司法與民眾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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