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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上之預備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80號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下列何者有預備犯的處罰規定？ 

(A)殺人罪（刑法第271條） 

(B)傷害罪（刑法第277條） 

(C)有義務者遺棄罪（刑法第294條） 

(D)強制罪（刑法第304條） 

答案：A 
 

 

【裁判要旨】 

基於近代刑法之個人責任原則及法治國人權保障思想，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

之刑法第28條，將共同正犯之範圍，修正限縮於共同實行犯罪者，始成立共同正

犯，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而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

之行為者，為該條所規定之共同正犯，固不待言。至刑法上之幫助犯，固以幫助

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成立，惟所謂以幫助他人犯罪

之意思而參與者，指其參與之原因，僅在助成他人犯罪之實現者而言，倘以自己

共同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縱其所參與者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仍屬共同正

犯。苟已參與構成要件行為，即屬分擔實行犯罪之行為，雖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

意思而參與，亦仍屬共同正犯。亦即共同正犯與從犯之區別，係採主觀（是否以

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而參與）、客觀（是否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擇一標準說，此

為現行實務上一致之見解。 

【爭點說明】 

在犯罪階段上，主要可分為犯意、陰謀、預備、著手實行、未遂與既遂等五

個階段。其中預備階段係指行為人為了實現某一犯罪行為的決意而從事的準備行

為，以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的條件或排除、降低犯罪實現的障礙。刑法原則上不

處罰預備犯，但為了積極地保護某些重大法益（如生命）的目的，亦設有例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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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預備犯的規定（如刑法第271條第3項，處罰殺人罪之預備犯）。而有些犯罪的

準備行為，因本身危險程度相當高，因此刑法將規定為一個獨立的犯罪型態，例

如刑法第199條收受偽造或變造有價證券之器械原料罪。 

1. 過失犯之成立要件，除有結果之出現外，行為與結果之間須具有相當之因果

關係，且行為人亦違反了注意義務。從法條上觀之，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不注意者，為過

失」、第14條第2項則規定「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見其能發生，

而確信其不發生者，以過失論」。無論是14條第1項之無認識過失抑或第2項

之有認識過失，兩者之前提均在於行為人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並無使其發生之

決意或容認。而從上述預備犯之定義可知，行為人係基於實現其犯罪之決意

而為犯罪行為之準備，故過失犯不能成立預備犯。 

2. 而所謂加重結果犯，係指行為人因犯某罪致生某較重結果，而該結果之發生

係在其可能預見之範圍，則須依法律之規定加重其刑。故加重結果犯須具

備：(1)行為與加重結果之發生有因果關係；(2)行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係

能預見；(3)行為人對於基本行為有犯罪故意，而對於加重結果無犯罪故意；

(4)刑法上設有加重處罰之規定。由上述加重結果犯之成立要件可知，加重結

果犯本質上是綜合故意與過失之構成要件之特別犯罪類型，行為人對於加重

結果之發生係能預見，依向來實務之見解，所謂能預見乃指客觀情形而言，

既然行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主觀上並無故意，故加重結果犯無法成立預備犯。 

【相關法條】 

刑法第14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