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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特別助理 顏秀慧

     刑法上對於犯罪行為之處罰，重在罰其

所當罰，也就是講究罪刑相當。在科刑上所

審酌之因素依刑法第57條  規定，除了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外，並應考量一切情狀，

尤其是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均應作為量

刑之考慮因素。

     另一方面，行為人的身分，有時候也會

影響刑罰的加減甚至牽涉到犯罪的成立與

否，這就是法律上所稱之「身分犯」規定，

此處所謂「身分」指行為人本身所具之身

分、地位、資格。「身分犯」係認為在構成

要件上，行為人需具備一定之資格或條件，

始得成立之犯罪；其類型，通說分為「純正

身分犯」與「不純正身分犯」兩種。純正身

分犯指該種犯罪之性質，只有在行為人具有

一定之資格或條件時，才可能實施犯罪，如

瀆職罪之公務員身分、偽證罪之證人身分、

墮胎罪之懷胎婦女身分、背信罪之為他人處

理事務身分等；不純正身分犯則指該犯罪類

型之性質，雖行為人在未具有一定資格或條

件之情況下仍可實施犯罪，但因行為人具有

特定之資格或條件，故對其刑罰酌予加減，

如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生母殺嬰罪等。 

     我國環境刑法中之身分犯規定，如刑法

第190條之1第2項：「廠商、事業場所負責

人或監督策劃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

罪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即屬於刑罰

加重之層面，該等特定身分關係之具備與

否，並非決定犯罪是否成立之要件，故屬於

「不純正身分犯」  。此種科刑考量即近似

於常見之「業務過失」概念，如刑法第284

條  中規定，犯過失傷害罪之有期徒刑刑期

為六個月以下，但若屬從事業務之人（常見

案例如：營業車輛駕駛人所造成之車禍事

件），則其有期徒刑刑期為一年以下。

     在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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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

務。」未遵守此規定者，可依同法第46條 

之規定，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若造成加

重結果，如致人死傷疾病者，並可依同法第

45條第1項 之規定加重處罰，其處罰不可謂

不重。

     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所規範者，是為防

止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相關證照者，

因任意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業務，而造

成環境污染之後果，同時也有維護環境行政

管制制度之用意。然以刑法的最後手段性 

而言，如屬偶一為之或義務協助之行為，是

否也應受到如此嚴厲之處罰，則有商榷餘

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26號刑事判

決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342號刑事

判決中均指出：「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

人基於其社會地位反覆繼續所執行之事務，

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

務在內。此項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

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者，

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而認其屬業務之範

圍。」故而如案例中之家長會委員協助學校

清運廢棄裝潢材料及營造工程區之土方回填

等，法官均認為在犯罪構成要件上需更深入

研求。

     在環境犯罪中，還有一個與普通刑法規

定有所不同之特點，即是法人犯罪。法人犯

罪是指以公司企業等法人（應係兼指營利性

法人與非營利性法人）為媒介而損及內外眾

人之行為。刑法所關心的是有人格表現之行

為，先肯定為有心理／精神現象之行為，再

經過成立要件之檢驗，才能確認是否成立犯

罪。法人（如公司）不能自己有人格表現，

其意思決定全經由代表人（自然人）為之，

法人既不能自主決定意思，便不具犯罪能

力，不成為犯罪主體，故在一般傳統核心刑

法中並無處罰法人之規定。 

     但在我國附屬刑法中，卻可見到處罰法

人之規定。如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0條：「法

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四十六

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或第四

十九條第二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

條之罰金。」或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法

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

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環境犯罪造成之後果具有廣泛性、嚴重

性和難以修復性等特點，故突破了以往對其

他犯罪構成要件之必然要求，而明確地表明

對易引起某種危險之犯罪行為必須予以嚴懲 

，因此相關刑罰均量刑頗重。在歐美日等先

進國家均確立環境犯罪之刑法管制後，我國

之環境法制步上以刑法保護環境亦屬無法避

免。

     然而刑罰係對於過去侵害行為的回顧，

就保護環境之目的而言，這些實施於行為人

身上的「報應」，似乎對環境的回復原狀並

無真正的幫助，而是對於一般大眾具有「嚇

阻」作用及對於行為人產生「矯正」作用。

然刑法是否就是解決違反社會秩序行為之萬

靈丹？以我國為例，我國票據法原於第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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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一位女性申請職業時，老闆問：「妳有幾個小孩？」 

她回答：「五個。」 

老闆問：「那他們叫甚麼名字？」 

她回答：「曉明、曉明、曉明、曉明、曉明。」 

老闆問：「都叫曉明，那妳要叫他們吃飯時怎麼辦？」 

她說：「那很簡單，我只要叫曉明，他們都會來。」 

老闆又問：「但是如果妳只要叫某一特定小孩時，怎麼辦？」 

她說：「那更簡單，我只要叫他的姓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