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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犯意擴張」與「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 
 

 

 編目：刑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04 期，頁 241~250 

作者 鄭逸哲教授 

關鍵詞 教唆犯、犯意擴張、法條競合、罪名從屬性 

摘要 

1.為遵守「一事不二罰」和「充分評價」，而有「法條競合」理論。 

2.被教唆人「犯意擴張」時，「構成要件該當性」依「法條競合」原理決定，如果擴

張至與原構成要件間不具有「法條競合」關係的構成要件，則稱為「另行起意」，

並非犯意擴張的問題。 

3.依現行法教唆犯構成要件的結構，即使以教唆行為而使被教唆人形成犯意，教唆行

為人是否成為教唆犯仍屬未知，必須進一步判斷被教唆人是否著手而犯既遂或未遂

之罪。 

4.「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乃指以被教唆人於其行為終了時為準，其所具有的故意

範圍大於教唆行為人的教唆範圍，但只有在教唆範圍內，其才具有「被教唆人」的

身分，超出範圍的部分，其以「非被教唆人」的身分實現構成要件。 

5.而就「非被教唆人」的部分，既然不存在被教唆人，自然也無所謂教唆犯。最精確

的理解是：實現構成要件者，於被教唆範圍內而產生的可罰性，才是教唆犯的成立

範圍。 

為遵守「一事不二罰」

和「充分評價」，而有

「法條競合」理論 

1.「法條競合」乃指一個構成要件「整個」做為另一個構成要

件的「部分」而存在於其中。 

2.依「以全足以概偏」原理，若後者構成要件被實現時，則前

者構成要件也必然被實現。 

3.刑法上之所以發展出法條競合的概念，目的就在於就具體事

實判斷行為人具有何種「構成要件該當性」時，不致和「禁

止一事二罰」原則相抵觸，另一方面又符合充分評價的要求。重點整理 

「犯意擴張」時，「構

成要件該當性」依「法

條競合」原理決定 

1.「犯意擴張」應是「犯意擴張而實行之」的簡稱，就單純犯

意，刑法並不處罰，必以著手實行後，才會發生犯意擴張的

問題。所以擴張不單純指犯意擴張，亦兼及實行擴張。一般

所謂的犯意擴張，最精確的說法，應指「構成要件實現擴

張」。 

2.犯意擴張時，行為人事實上已著手實行某個構成要件，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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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擴張」時，「構

成要件該當性」依「法

條競合」原理決定 

行為終了前(注意，不是既遂前)，將原已著手實行的構成要

件的「犯意」，擴張至該構成要件整個作為其一部分的更大

型構成要件的「犯意」，並以原構成要件的「著手」作為該

更大型構成要件的「著手」，並循原構成要件的「實現」，而

繼續就該更大型構成要件而繼續加以「實現」。 

3.因為原構成要件「整個」乃作為該更大型構成要件的一部

分，若行為人實現該更大型構成要件，原構成要件也當然亦

被實現。所以該更大型構成要件和原構成要件間具有「法條

競合」關係。因此只有在「法條競合」範圍內，才有犯意擴

張的可能。如果擴張至與原構成要件間不具有「法條競合」

關係的構成要件，則稱為「另行起意」，並非犯意擴張的問

題。 

4.由於在法條競合範圍內才有犯意擴張的可能，行為人於實現

更大型的構成要件時，必然亦使原構成要件被實現，但此二

「構成要件實現性」，不得同時作為構成要件該當性，否則

將與「禁止一事二罰」原則相牴觸。而若屬「另行起意」，

則一般會發生「數罪併罰」的問題。 

「殺人構成要件」之

於「重傷害構成要件」

和「傷害構成要件」

均構成法條競合關係 

1.從刑法上存在「傷害而過失致死構成要件」和「重傷害而過

失致死構成要件」來看，身體法益受到攻擊是有可能質變為

生命法益受到攻擊。 

2.事實上，若將死亡理解成為生理機能的全部喪失，則其他部

分喪失不就是傷害或重傷害嗎？所以不能想像「殺人構成要

件」中不存在「傷害構成要件」和「重傷害構成要件」，亦

即「傷害構成要件」和「重傷害構成要件」乃均整個作為「殺

人構成要件」的一部分而存在於其中。「殺人構成要件」之

於「重傷害構成要件」和「傷害構成要件」均構成法條競合

關係。 

3.因此行為人一旦實現「殺人構成要件」，則「傷害構成要件」

和「重傷害構成要件」也必然為其所實現，但僅以殺人構成

要件實現性作為其構成要件該當性，而僅犯殺人一罪，如此

方不牴觸「一事不二罰」，也符合「充分評價」。 

重點整理 

教唆行為人並不當然

是教唆犯 

教唆行為人並不當然

是教唆犯 

1.2005 年，刑法為限縮教唆犯的可罰性範圍，就刑法第 29 條

第 1 項進行修法，而使教唆行為人和教唆犯成為不同的概

念：教唆犯一定是教唆行為人，但教唆行為人卻未必是教唆

犯。 

2.教唆犯構成要件的結構，其構成要件行為要素仍為「教唆行

為」，構成要件結果要素亦仍為「被教唆人形成犯意」，於此

之外，新增「被教唆人著手」和「被教唆人犯既遂或未遂之

罪」二項「客觀處罰條件」。 

3.因此，即使以教唆行為而使被教唆人形成犯意，教唆行為人

是否成為教唆犯仍屬未知，必須進一步判斷被教唆人是否著

手而犯既遂或未遂之罪。 

重點整理 

只有罪名從屬性而無

犯罪從屬性 

1.在個人罪責主義下，任何人是否犯罪，不可能從屬於他人犯

罪。行為人的犯罪性在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完全保留舊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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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行為使被教唆人形成犯意」這個判斷標準，只不過為了

緩和刑法的嚴厲性，以「被教唆人著手」和「被教唆人犯既

遂或未遂之罪」二項客觀處罰條件，將可罰性加以限縮。 

2.行為人是不是教唆犯，仍以事實為準，即使有客觀處罰條件

規定，但其是否實現仍以事實為準，法律並無置喙的餘地。

3.依現行規定，刑法上只有教唆既遂犯，而無教唆未遂犯，應

將傳統的「正犯既遂，教唆犯既遂；正犯未遂，教唆犯未遂」

與 29 條第 2 項規定銜接，並正確解讀為：「正犯成立既遂罪

名，教唆犯成立教唆既遂罪名；正犯成立未遂罪名，教唆犯

成立教唆未遂罪名」，就可清楚看出刑法就教唆犯的犯罪獨

立性與罪名從屬性是有層次加以嚴格區分的。 

「形式上單數提問」

卻「實質上複數提問」 

1.若不知被教唆人是否犯既遂或未遂之罪，即無從判斷教唆行

為人是否成立教唆犯；若不知被教唆人所成立之罪名，即使

知教唆人成立教唆犯，亦無以判斷其成立如何之罪名。換言

之，不知被教唆人如何論處，就不知教唆行為人如何論處。

2.所以即使在形式上僅以問教唆人如何論處而單數提問，實質

上不得不優先處理被教唆人如何論處的問題。 

3.這種形式上單數提問，卻屬實質上複數提問的現象，就所有

共犯問題均會出現，但於共同正犯乃因數人共同實現單獨正

犯構成要件和個人罪責主義所致；而於教唆犯和幫助犯，則

因二者均成立取決於正犯犯既遂或未遂之罪的客觀處罰條

件，以及其均採罪名從屬性所致。 

被教唆人如何論處，

自始與被教唆人逾越

教唆範圍的問題無關 

1.優先處理被教唆人如何論處的問題，是基於其後教唆人如何

論處的考量，但並不會涉及被教唆人其犯意何以形成的問

題，因被教唆人如何論處，以正犯處理，根本不涉及其被教

唆人之身分，當然不會有「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的問題。

2.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是行為人同時涉及以「被教唆人」

和「非被教唆人」的身分而實現構成要件的問題，但此二身

分於其判斷自身犯罪時並不會浮現，而但其後要進一步處理

被教唆人如何論處的問題時，才會浮上檯面。 

「被教唆人逾越教唆

範圍」屬於成立「教

唆犯」範圍的問題 

1.「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乃指以被教唆人於其行為終了時

為準，其所具有的故意範圍大於教唆行為人的教唆範圍，但

只有在教唆範圍內，其才具有「被教唆人」的身分，超出範

圍的部分，其以「非被教唆人」的身分實現構成要件。而就

「非被教唆人」的部分，既然不存在被教唆人，自然也無所

謂教唆犯。 

2.即實現構成要件之人的犯意，一部分由教唆行為人所形成，

另一部分卻非由其所形成，則僅就其以被教唆人身份實現構

成要件的部分，才有可能發生教唆犯的問題。 

3.最精確的理解是：實現構成要件者，於被教唆範圍內而產生

的可罰性，才是教唆犯的成立範圍。 

重點整理 

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

圍時，教唆犯的罪名

於被教唆範圍內而成

立的可罰性所得成立

的罪名而從屬之。 

1.一旦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教唆行為人僅於實現構成要件

者於被教唆範圍內而產生的可罰性範圍內，才成立教唆犯。

2.而罪名從屬性，乃教唆犯的罪名從屬於正犯的罪名，若欠缺

教唆犯和正犯的關係，自無發生所謂罪名從屬性。 

3.因而，被教唆人逾越教唆範圍時，教唆犯的罪名於被教唆範

圍內而成立的可罰性所得成立的罪名而從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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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趨勢 
本篇文章詳細的區分教唆人與被教唆人間的關係，以及論罪時應評價的範圍，並且

釐清犯意擴張與法條競合等概念在適用上的關係，對於現行刑法共犯體系的學習，

可說是十分重要的導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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