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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販賣毒品既遂案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92號 

 

【實務選擇題】 
 

有關國家對於販賣、製造毒品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之規定，依司法院解

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該規定無違憲法第23條之規定，與憲法第15條生存權保障亦無牴觸 

(B)該規定已違背罪刑相當原則 

(C)該規定仍符合比例原則 

(D)若僅藉由長期自由刑措置，難以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 

答案：B 
 

 

【裁判要旨】 

1.按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

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為限，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

可能性（本院釋字第602號解釋參照）。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就犯罪構成要

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法院組織法108年

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4日施行前，於違憲審查上，視同命令予以審查之刑事

判例，尤應如此，否則即有悖於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2.按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之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

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俾能避免恣意入人民於罪，而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

旨相符。前開條文構成要件中所稱之「販賣」一詞，根據當前各版本辭典所載，

或解為出售物品，或解為購入物品再轉售，無論何者，所謂販賣之核心意義均在

出售，均非單指購入物品之行為。 

3.再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4條本身之體系著眼，該條第1項

至第4項將販賣毒品與製造、運輸毒品之構成要件併列，並對該三種犯罪態樣，科

以相同之法定刑。由此推論，本條所指之「販賣」毒品行為嚴重程度，應與製造

及運輸毒品相當。所謂製造毒品係將毒品從無至有，予以生產，進而得危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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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運輸毒品係從一地運至他地，使毒品流通於他地，產生危害。基於同一法

理，販賣毒品罪，應在處罰「賣出」毒品，因而產生毒品危害之行為，蓋販賣須

如此解釋，其嚴重程度始與上述製造與運輸毒品之危害相當。 

4.次就毒品條例整體體系觀之，本條例第5條及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

「『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意圖販賣而持有』罌粟種子、古柯種子或

大麻種子罪」，如該二條文所稱販賣一詞之理解得單指購入，勢必出現僅意圖購

入即持有毒品之不合理解釋結果。基於同條例散見不同條文之同一用詞，應有同

一內涵之體系解釋，益見毒品條例第4條所稱之販賣，非得單指購入之行為。 

5.另本條例第4條第6項及第5條，分別定有「販賣毒品未遂罪」及「意圖販賣

而持有毒品罪」；而就「單純購入而持有」毒品之犯罪態樣，本條例於第11條亦

定有「持有毒品罪」之相應規範。亦即，立法者於衡量不同態樣之毒品犯罪行

為，及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

後，於本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第5條及第11條，將販賣毒品、持有毒

品之行為，建構出「販賣毒品既遂」、「販賣毒品未遂」、「意圖販賣而持有毒

品」及「持有毒品」四種不同犯罪態樣之體系，並依行為人對該等犯罪所應負責

任之程度，定其處罰。是依據前開規定所建構之體系，毒品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4

項所定之「販賣毒品既遂」，解釋上，應指銷售賣出之行為已完成者而言，不包

含單純「購入」毒品之情形。 

【爭點說明】 

大法官解釋第792號依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中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的要求，對於

刑罰規定用語的解釋適用，要求法院應以「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的標

準」解釋之。在可預見不久的將來，我國將施行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國民法官

法」，由非法律專業背景的一般人民與法律專業背景的法官組成審判庭，共同進

行刑事案件的審理與判決，有關刑罰法規用語的解釋，更應以普羅大眾、市井小

民等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的標準，來解釋、適用之。是以本解釋的作

成，為將來人民參與審判的解釋適用刑罰規定用語，提供一項前瞻性且具憲法保

障人權意旨的標準，意義特別重大！ 

該解釋公布後，法院對「販賣」用語的解釋適用，允宜依本解釋意旨（販賣

的核心意義在出售，非單指購入行為）及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且可預見的標

準，另有全新的詮釋。關於「買、入、賣、出」毒品的行為，依其行為階段，似

可分別處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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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購買毒品（尚未取得）的階段：購買者尚不成立犯罪，僅處罰出售者

的出售行為，即可達成毒品條例防制毒品危害的目的。 

（二）買「入」毒品而持有（尚無任何出售行為）的階段：持有毒品行為，

可能成立毒品條例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或第11條持有毒品罪。 

（三）買入並著手「賣（出售）」毒品（尚未交付）的階段：可能成立販賣

未遂罪。 

（四）買入毒品並賣「出」（交付）毒品的階段：可能成立販賣既遂罪。 

至於因其他原因（施用剩餘、受贈、搶得、拾得、竊得等）而持有毒品，一

時興起販賣意圖，似應成立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進而著手賣（出售）毒品行

為，未交付者，似應成立販賣毒品未遂罪；已交付者，似應成立販賣毒品既遂

罪。如此處理及認定，方無違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之意旨。 

【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第5條、第11條、第14條第1項

及第2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