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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法第354條普通毀損罪之構成要件行為，法條明定有「毀棄」、「損

壞」及「致令不堪用」三者，實務見解以「致令不堪用」作為最終決

定毀損罪是否成立之補充判斷依據，亦即毀損罪之成立，以物喪失全

部或一部效用為構成要件，僅實行毀棄或損壞行為尚不足以認定行為

人是否成罪。惟多數學說及部分實務見解則認為「毀棄」、「損壞」

及「致令不堪用」三者均為獨立的構成要件行為類型，期間並不具有

互為補充之規範關係。 

案件事實 

甲、乙為鄰居，互有嫌隙，某日甲潛入乙之豬舍，將老

鼠藥置入豬槽中，企圖毒死乙飼養之豬隻五隻。豬隻食

毒後，為乙之妻發覺，及時挽救，豬隻方倖免於死。 

法院判決 

1.原審法院認為普通毀損罪（刑法第 354 條）不以有實

際損害為必要，只須有發生損害之危險為已足，判處

甲成立本罪。 

2.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以普通毀損罪未設處罰未遂

之規定為由，認為豬隻既未死亡，即無喪失全部或一

部之效用，甲應不成立本罪，於判決確定後提出非常

上訴。 

3.最高法院認為毀損罪之成立，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

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非常上訴有理由，故

將原判決撤銷，並以普通毀損罪沒有處罰未遂之規定

另行判決，諭知甲無罪。 

爭點 
1.普通毀損罪之構成要件行為態樣內涵。 

2.構成要件行為間之關連性。 

重點整理 

本罪成立

要件分析 

1.普通毀損罪（刑法第 354 條）之保護法益，在於保全文

書與建築物、礦坑、船艦以外之物，並因而享有行為

客體自身所存在的持有利益。 

2.本罪的構成要件行為，依法條規定有「毀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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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成立

要件分析 

「致令不堪用」之三種態樣。條文既明白並列「毀棄」

與「損壞」為不同侵害行為類型，自有闡述其內涵意

義差別之必要。 

3.所謂「毀棄」係專指對於物品存在性的銷毀。而「損壞」

則指改變物品的外形，進而使物的持有利益發生不良

變化的行為。「致令不堪用」所強調的是行為在無形面

上對於物品造成功效減損的情形。 

4.另對於法益侵害的結果要件，則須符合「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之規範要素。 

重點整理 

構成要件

行為之 

態樣關連 

1.實務見解： 

按最高法院認為「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

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如此闡釋方式使「毀

棄、損壞」與「至令不堪用」合而為一，且以後者作

為最終決定毀損行為是否成罪的補充判斷依據。如此

一來，當行為人只是實行毀棄或損壞行為時，即非當

然足認為構成要件合致，尚須進一步視其行為是否使

物品之功能全部或一部喪失，才可認定其犯罪是否成

立。 

2.本文評析： 

(1)以功能全部或一部喪失作為毀損行為是否成罪的判

斷依據，其實是忽略了構成要件中「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的結果要件，實務見解不僅混淆本罪

構成要件行為與構成要件結果的區隔，甚至壓縮了

關於「足以生」的文字規定所存在之特別規範目的。

(2)自條文的結構邏輯觀之，對於行為態樣關連的闡

釋，應避免不同規範要素對案例事實重複涵攝的可

能，若已肯定毀棄、損壞、至令不堪用三者皆為構

成要件行為態樣，則對於行為人至令不堪用的行

為，強調必須使物至令不堪用，實為一種反覆、多

餘的主張。 

(3)目前多數學說及部分實務見解均主張條文所明定毀

棄、損壞、至令不堪用為不同實行行為方式，且皆

為獨立的行為類型，並不具有互為補充的規範關

係，行為人只要實行其中的任何一種行為，均足認

定為構成要件行為的滿足。 

考題趨勢 

相較於其他財產法益犯罪，毀損器物罪在命題中以主要考點出現的機

率較低，且構成要件簡單，屬於非常容易掌握的分數，考生一定要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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