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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罰之後行為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621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甲殺乙後看到屍體上的名貴手錶，臨時起意將手錶帶走，帶走手錶之行為為

不罰之後行為。 
(B) 甲竊盜乙之鑽表後加以變賣，變賣行為為不罰之後行為。 
(C) 甲殺乙後棄屍，棄屍行為為不罰之後行為。 
(D) 甲侵占他人之汽車鑰匙後，又竊走汽車，竊走鑰匙之行為為不罰前行為。 
答案：A 
 

 

【裁判要旨】 

行為人於完成犯罪行為後，為確保或利用行為之結果，而另為犯罪行為時，倘

另為之犯罪行為係前一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

侵害，按之學理上所謂之「不罰之後行為」（或稱與罰後行為），固應僅就前一行

為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惟若前後之行為已分別侵害數法益，後行為之不法內涵並

已逾越前行為所該當犯罪不法內涵之範圍時，則另為之後行為顯具一般預防之必要

性，而非屬不罰後行為之範疇，自應加以處罰，否則即違反充分評價原則。 

【裁判分析】 

一、不罰之前、後行為――不法內涵的涵蓋 
當事實上行為人形式上之行為，可能構成數次構成要件時，就必須透過競合

來對行為人所有行為，做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以達到罪刑相當、禁止過度評價

或評價不足之目的。而行為人之行為事實若屬複數，且實現了多數構成要件，但

在刑法評價上主行為之不法內涵，即足以涵蓋非主要行為時，只要適用主要行為

的刑罰，就足以宣示所有行為的全部非價，此種情形下，由於非主要行為並未作

為犯罪宣告的處罰依據，故稱為不罰之前或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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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與）罰之後行為之要件 
（一） 前行為必須滿足犯罪成立要件：即前行為必須具備構成要件該當、違法及罪責。 
（二） 主體同一性：前後行為必須屬同一人所為，若非同一人所為，國家對不同人本

有數個刑罰權存在，故無法主張不罰後行為。 
（三） 複數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至於不罰之後行為，是否應以該複數行為侵害同一法

益為限，仍有爭議，通說認為應必須是數行為，侵害同一法益的狀況下，才符

合不罰之後行為之要求。 
（四） 由是可知，與罰後行為之關鍵在於不法與罪責的涵蓋關係。若行為人純為確保

或利用因前犯罪所得之地位，並未明顯擴大原來損害且未造成新的法益侵害，

則可認定具有此涵蓋關係。 
三、實務看法 

實務認為所謂「不可罰之後行為」「不可罰之前行為」，依其情節內容之不

同，大部分分屬法條競合之吸收關係、補充關係或擇一關係，如行為屬繼續犯而

貫穿持有與寄藏，固可認為一行為之法條競合，然狀態犯為即成犯，其不可罰之

後行為乃前行為完成後之另一行為，顯與法條競合之單一行為屬性不同，似較符

合吸收犯之理論，總而言之，實務甚少出現不罰之前、後行為之用語，皆以法條

競合來處理。不過，於此學界見解不一，實務上亦甚少加以明確區分（一般常見

如吸收、當然結果、預備行為、階段行為、部分行為、行為之一部、本含有另一

罪之性質等）。而本判決明確承認不罰之後行為，值得注意。 

【關鍵字】 

競合、與罰後行為、不可罰之後行為、法條競合、不法內涵。 

【相關法條】 

刑法第50、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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