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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社會上部分關心刑法與社會脈動的學者與民眾，都在憂心忡忡

關注立法院審議中的一件法案，這法案是立法委員的提案，要修正刑法第四十一

條的條文，修正草案的重點，是要大幅擴大現行刑法總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易科

罰金的適用範圍，不只限於「犯最重本刑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即

使犯的是重罪，只要法院判決宣告的刑期是六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一律都

可以易科罰金。修法的消息傳開後，社會上稍具正義感的人士莫不一片譁然，因

為果真修法成功，未來在監獄執行短期自由刑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窮人，富人在

監獄中將會成為「稀有動物」，這話怎麼說呢？原因是依現行刑法第四十一條易

科罰金的價碼，最高的是新臺幣三千元折算一日；最低的是一千元折算一日。通

常刑事法院的判決，都是採取高標準的新臺幣三千元折算一日。用三千元就可換

得一日自由，對吃一餐飯就得花費好幾千元的有錢人來說，真是便宜透頂，怎麼

會為三千元去坐一天牢，當然是趕快繳清罰金了事！但是目前大學剛畢業的新鮮

人，想找個月入三萬元的工作，已經並不容易，一般需要養家活口的上班族，要

他日繳三千元，也是困難重重。恐怕需要舉債才能脫困。對於一些無穩定收入的

人更是無力負擔，只好咬緊牙根，進牢去吃免費牢飯。這樣對貧富作不同的處罰，

怎能算是公平呢？主管機關的法務部，對社會大眾這種看法，也非常認同，所以

對修法工作一直持反對態度！ 

現行的刑法第四十一條，係立法院於九十四年一月七日三讀通過，經   總

統於同年二月二日公布，於九十五年七月一日施行，這條修正的新法共有二項，

其中第一項係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六個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

日，易科罰金。但確因不執行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

不在此限。」修正前的法條，除所犯之刑之罪與所宣告之刑都屬相同以外，另附

有「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行顯有困難者」等情

形，才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易科罰金。」由於徒刑易科罰金制度

的設立，目的是在救濟短期自由刑發監執行，難以達到教育刑的效果，且容易產

生感染惡習的弊端，性質上屬於易刑處分，故在裁判宣告的條件上，不宜過於嚴

苛。因此，修法將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行顯有困

難諸規定全都刪去，至於個別受刑人如有不宜易科罰金的情形，則由檢察官審

酌：「但確因不執行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不在此

限。」的情形，作出是否准予易科罰金或駁回易科罰金的聲請的決定。如受刑人

或其法定代理人或其配偶，認為檢察官不准易科罰金的決定為不當者，可以依刑

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第四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向諭知該裁判的法院聲明異

議。由受理異議的法院來裁定，法院如認為檢察官的不准易科罰金的決定確有不

當，也可以用裁定變更檢察官的決定，准許易科罰金。 



刑法第四十一條的條文，這是第二次的修正，立法委員的提案，算是第三

度修法。第四十一條的原始的條文，對於易科罰金的條件，係規定「犯最重本刑

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於九十年一月十日公布，將「犯最重本刑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擴大修正為「犯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之

罪」，雖只是一個「三」修正為「五」字，一字之差，影響可就大了，刑法上若

干最重本刑為五年以下有期徒刑的財產上犯罪，像最常見的竊盜、詐欺、背信等

犯罪，如果宣告刑是六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修正後統統都可以易科罰金。

由於修法時間不長，尚未見有人對此提出評估得失的研究。至於立法委員提案不

問法定刑的輕重，只問宣告刑在六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一律准予易科罰金。所能受

惠者應只及於所犯為最重本刑七年以下而無下限規定的有期徒刑，部分法定刑為

七年以下一年以上有期徒刑者，並不適用，除非另有法定減輕原因，法院於減輕

後才能判處六個月的有期徒刑。此種刑期的犯罪，以九十三年間政府為整頓金融

秩序而立法的金融七法，例如證券交易法等居多，這些經濟犯罪者多以財力宏厚

著稱，要他們以罰金換取自由，有如九牛一毛，不痛不癢，失去刑罰制裁的意義。

所以愈擴大適用範圍，愈顯得不公平。在眾多反對聲中，修法工作恐難順利完成。 

易科罰金既已出現貧富差異的不公平現象，未來修法重點似應參酌大企業

家張忠謀先生倡議的「富人應多繳稅」的構想，將達到一定標準的富人易科罰金

的折算金額大幅提高，讓富人也感受到刑罰所加之痛，不再自恃多金，恣意犯罪。 

（本文登載日期為 97 年 8 月 1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