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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準中止犯之成立要件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關於刑法第27條中止犯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中止犯為未遂犯。 
(B) 成立中止犯必須是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 
(C) 其處罰是按既遂犯之刑，減輕或免除其刑。 
(D) 結果之不發生，非防止行為所致者，即不適用。 
答案：D 
 

 

【裁判要旨】 

依據刑法第27條前段規定之中止犯，係以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

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因己意中止，在著手未遂（未了未遂）

之情形，行為人僅須消極放棄實行犯罪行為為已足；於實行未遂（既了未遂）之

情形，行為人尚須以積極之舉止防止結果之發生，始足當之。 

【學說速覽】 

一、準中止未遂之意義 
（一） 在中止未遂的成立上，是以行為人的中止行為與犯罪結果不發生之間具有因

果關係，作為成立要件之一。但是，在某些情形下，由於外力的介入，雖然

最後犯罪仍然未達既遂，但卻與行為人所為的中止行為之間並不具有因果關

係時，若認為行為人不得減免其刑，在處理上似乎過苛。 
（二） 因此，向來學界多數見解認為，在中止行為與犯罪未遂之間欠缺因果關係的

情形中，如果行為人的中止行為已經符合一定要件時，得將其類推適用中止

未遂之效果做等同之處理，對此，學說上稱之為「準中止未遂」。在2005年2
月的刑法修正當中，立法者接受學界之看法，在刑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中增列

後段「結果之不發生，非防止行為所致，而行為人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亦

同。」之規定，而將準中止未遂的概念加以明文化。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39  

  

 

 4

二、準中止未遂在成立上，通說認為行為人需要符合以下要件 
（一） 犯罪行為未達既遂： 
 準中止未遂亦屬未遂犯的型態之一，因此，行為人必須已經著手於犯罪行為

之實行，但其行為事實尚未滿足犯罪客觀構成要件中的所有要素。如果行為

人已經完全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亦即已達到既遂之階段時，則不能論以準中

止未遂。 
（二） 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中止意思：即行為人是出於自主之意願，而產生完全、

永久放棄犯罪計畫的意思，至於是否要出自於具有倫理價值的動機，並非所

問。如果行為人是出於外在不利因素之壓力，不得已而放棄犯行時，則不能

論以準中止未遂。 
（三） 行為人必須已盡力為防止行為： 
 對此，學說上稱之為「真摯努力之防果行為」，需具備以下兩個要素： 

1. 積極性：即行為人必須將主觀上的中止意思，積極的以外在行為表現出

來，亦即必須有一定防止結果之作為。 
2. 相當性：即行為人所實施的防果行為，從個案情形加以觀察，在通常情形

之下，是屬於一個有可能達成防止結果發生的有效、適當之行為。至於條

文中所謂「行為人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在解釋上，只要是在一般觀念

中，能夠有效達成防止結果發生之方式，即為已足，而不必去要求是一個

「最有效」能防止結果發生之方式。 

【選擇解析】 

行為人已盡力防止之行為亦適用中止犯。 

【相關法條】 

刑法第27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