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王泓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原易字第9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41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

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

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

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

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

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

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

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

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

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

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查被告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陳述：僅就原審判決刑度之

部分提起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0頁、第124頁），業

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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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訴之原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如原判決書所

載）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

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

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

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

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詳

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

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

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

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

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

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

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

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

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詳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㈠被告張○○提起上訴意旨以：

　⒈本件原審判決以被告張○○涉犯傷害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

見。但被告認為判太重，雖原審判決以「惟被告竟因細故對

告訴人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

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

惟查本件肇因係始「告訴人以三字經辱罵被告之母親，被告

才出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請能衡酌被告犯案動

機係因護母心切而致，情有可原，被告才跟告訴人講說不能

這樣，後來雙方才有拉扯」，被告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

心切，原審判決未審酌上情而判刑3個月，量刑亦有違誤。

　⒉原審判決以「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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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然查被告張○○於民國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

鞠躬道歉，此觀當時辯護人向法官陳稱：「被告說他願意認

罪，也願意當庭起立跟被害人道歉敬禮這樣子」，但告訴人

一口回絕。顯見被告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

人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犯後態度僅為普通而已，認定

事實及量刑，顯有違法。

　㈡查原審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於案發

時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被告張○○為有相當社會閱歷之成年

人，當知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應本諸理性處世，惟被告張○

○竟因細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

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告訴人陳○○，導致告訴人陳○○受有

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張○○前有傷

害、業務過失致死、施用毒品、詐欺、偽造文書、竊盜等前

案紀錄，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且

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

坦承，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普

通，並斟酌被告張○○之犯罪動機、行為時所受刺激，以及

被告張○○患有憂鬱性疾患、解離性疾患等精神疾患之健康

情況（見原審卷第381頁），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

識程度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362頁），乃量

處被告張○○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張○○之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兒子張○○

晚上10點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廳與他的乾爹聊天，大概15分

鐘，陳○○就自房間衝出來，就罵說「張○○，你為什麼不

進來」，我兒子就說他跟乾爹聊天不行嗎，陳○○就對著張

○○謾罵，張○○就跟陳○○說，我媽媽也在這邊，妳怎麼

能這樣謾罵，對我母親不尊重，陳○○就叫張○○說「你給

我進來」，張○○就進去房間，之後就把門關起來。我就聽

到張○○對陳○○說「是怎樣？你怎樣，有什麼事嗎」，然

後就吵起來了，吵一吵後陳○○就要衝出去，張○○就想拉

住她、壓制她，她還是一直要走，我就跟張○○說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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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讓她走，陳○○罵三字經是「幹你老母」、「張○○你

不進房間，幹你老母」、「幹你老母」，我們家從沒有人講

三字經，也不曾如此謾罵，我家有0個小孩，一個00歲、一

個00歲、一個小朋友，我家總共0個小孩，我家不可以有人

這樣謾罵三字經，會教壞小孩子，所以我不能容忍有人這樣

謾罵三字經，所以我就請警察來把她趕出去，她這樣的行為

我忍受不了，陳○○叫張○○進房間，張○○不進去的那時

候，陳○○謾罵三字經時是在罵張○○。張○○回說我母親

在這裡，為什麼妳要這樣罵三字經等語（見本院卷第135頁

至第136頁），足證案發當時告訴人陳○○係對被告張○○

罵三字經而非對被告張○○之母親罵三字經，可知被告張○

○前揭上訴之內容，核非事實，況縱本案係告訴人陳○○先

以三字經辱罵被告張○○之母親，被告張○○出言制止，而

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被告張○○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

心切，然原審判決量刑時所述之「被告張○○竟因細故對告

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並非記載錯誤，被告

張○○的確僅因上開細故即對告訴人陳○○訴諸暴力，是被

告張○○此部分之上訴自無理由。

　㈣至被告張○○上訴以其於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陳

○○鞠躬道歉，但告訴人陳○○一口回絕，顯見被告張○○

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陳○○道歉，原審

判決卻認定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云云，然查被告張

○○確實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

程序時方坦承，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此為

被告張○○所不爭執，原審判決基此認被告張○○犯後態度

僅為普通，亦難認為有何記載錯誤，並依此作為量刑之基

礎，是被告張○○此點之上訴亦無理由。

　㈤茲原審判決已詳予審酌認定被告張○○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

傷害犯行所依憑之證據、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

兼以被告張○○犯罪情節、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一切情

狀，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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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

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

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

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

張○○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

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是原審判決量刑並無濫

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

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自不容任意指為違

法；另本院衡酌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

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審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兼具一

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目的，且量刑仍應以行為人責任為基

礎，本於責任之不法內涵為主要準據，反映本案犯行之可非

難性與侵害法益程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被告張○○

與告訴人陳○○就和解或調解金額之洽談，於刑事案件審理

中，法院本不得強勢介入或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

結，是被告張○○上訴意旨認其犯後態度良好，並非基於細

故而係因告訴人陳○○以三字經辱罵其母親，認原審判決量

刑顯然過重云云，係對原審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

之事項，再為爭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陳君彌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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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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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王泓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9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4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被告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陳述：僅就原審判決刑度之部分提起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0頁、第124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詳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詳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㈠被告張○○提起上訴意旨以：
　⒈本件原審判決以被告張○○涉犯傷害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見。但被告認為判太重，雖原審判決以「惟被告竟因細故對告訴人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惟查本件肇因係始「告訴人以三字經辱罵被告之母親，被告才出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請能衡酌被告犯案動機係因護母心切而致，情有可原，被告才跟告訴人講說不能這樣，後來雙方才有拉扯」，被告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心切，原審判決未審酌上情而判刑3個月，量刑亦有違誤。
　⒉原審判決以「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云云，然查被告張○○於民國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此觀當時辯護人向法官陳稱：「被告說他願意認罪，也願意當庭起立跟被害人道歉敬禮這樣子」，但告訴人一口回絕。顯見被告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犯後態度僅為普通而已，認定事實及量刑，顯有違法。
　㈡查原審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於案發時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被告張○○為有相當社會閱歷之成年人，當知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應本諸理性處世，惟被告張○○竟因細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告訴人陳○○，導致告訴人陳○○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張○○前有傷害、業務過失致死、施用毒品、詐欺、偽造文書、竊盜等前案紀錄，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且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坦承，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並斟酌被告張○○之犯罪動機、行為時所受刺激，以及被告張○○患有憂鬱性疾患、解離性疾患等精神疾患之健康情況（見原審卷第381頁），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362頁），乃量處被告張○○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張○○之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兒子張○○晚上10點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廳與他的乾爹聊天，大概15分鐘，陳○○就自房間衝出來，就罵說「張○○，你為什麼不進來」，我兒子就說他跟乾爹聊天不行嗎，陳○○就對著張○○謾罵，張○○就跟陳○○說，我媽媽也在這邊，妳怎麼能這樣謾罵，對我母親不尊重，陳○○就叫張○○說「你給我進來」，張○○就進去房間，之後就把門關起來。我就聽到張○○對陳○○說「是怎樣？你怎樣，有什麼事嗎」，然後就吵起來了，吵一吵後陳○○就要衝出去，張○○就想拉住她、壓制她，她還是一直要走，我就跟張○○說不要管她、讓她走，陳○○罵三字經是「幹你老母」、「張○○你不進房間，幹你老母」、「幹你老母」，我們家從沒有人講三字經，也不曾如此謾罵，我家有0個小孩，一個00歲、一個00歲、一個小朋友，我家總共0個小孩，我家不可以有人這樣謾罵三字經，會教壞小孩子，所以我不能容忍有人這樣謾罵三字經，所以我就請警察來把她趕出去，她這樣的行為我忍受不了，陳○○叫張○○進房間，張○○不進去的那時候，陳○○謾罵三字經時是在罵張○○。張○○回說我母親在這裡，為什麼妳要這樣罵三字經等語（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足證案發當時告訴人陳○○係對被告張○○罵三字經而非對被告張○○之母親罵三字經，可知被告張○○前揭上訴之內容，核非事實，況縱本案係告訴人陳○○先以三字經辱罵被告張○○之母親，被告張○○出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被告張○○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心切，然原審判決量刑時所述之「被告張○○竟因細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並非記載錯誤，被告張○○的確僅因上開細故即對告訴人陳○○訴諸暴力，是被告張○○此部分之上訴自無理由。
　㈣至被告張○○上訴以其於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陳○○鞠躬道歉，但告訴人陳○○一口回絕，顯見被告張○○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陳○○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云云，然查被告張○○確實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坦承，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此為被告張○○所不爭執，原審判決基此認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亦難認為有何記載錯誤，並依此作為量刑之基礎，是被告張○○此點之上訴亦無理由。
　㈤茲原審判決已詳予審酌認定被告張○○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傷害犯行所依憑之證據、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兼以被告張○○犯罪情節、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張○○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是原審判決量刑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另本院衡酌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審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兼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目的，且量刑仍應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本於責任之不法內涵為主要準據，反映本案犯行之可非難性與侵害法益程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就和解或調解金額之洽談，於刑事案件審理中，法院本不得強勢介入或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是被告張○○上訴意旨認其犯後態度良好，並非基於細故而係因告訴人陳○○以三字經辱罵其母親，認原審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係對原審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陳君彌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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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王泓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原易字第9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41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
    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
    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
    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
    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
    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
    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
    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
    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
    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
    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
    被告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陳述：僅就原審判決刑度之部分
    提起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0頁、第124頁），業已明
    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
    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
    訴之原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
    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
    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
    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詳最
    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
    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
    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
    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
    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
    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
    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
    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
    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詳最
    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㈠被告張○○提起上訴意旨以：
　⒈本件原審判決以被告張○○涉犯傷害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見。
    但被告認為判太重，雖原審判決以「惟被告竟因細故對告訴
    人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告訴
    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惟查
    本件肇因係始「告訴人以三字經辱罵被告之母親，被告才出
    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請能衡酌被告犯案動機係
    因護母心切而致，情有可原，被告才跟告訴人講說不能這樣
    ，後來雙方才有拉扯」，被告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心切
    ，原審判決未審酌上情而判刑3個月，量刑亦有違誤。
　⒉原審判決以「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云
    云，然查被告張○○於民國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鞠
    躬道歉，此觀當時辯護人向法官陳稱：「被告說他願意認罪
    ，也願意當庭起立跟被害人道歉敬禮這樣子」，但告訴人一
    口回絕。顯見被告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
    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犯後態度僅為普通而已，認定事
    實及量刑，顯有違法。
　㈡查原審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於案發時為
    男女朋友關係，且被告張○○為有相當社會閱歷之成年人，當
    知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應本諸理性處世，惟被告張○○竟因細
    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
    方式傷害告訴人陳○○，導致告訴人陳○○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
    勢，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張○○前有傷害、業務過失致死、
    施用毒品、詐欺、偽造文書、竊盜等前案紀錄，有其本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且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
    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坦承，迄未與告訴人
    陳○○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並斟酌被告張○○之犯
    罪動機、行為時所受刺激，以及被告張○○患有憂鬱性疾患、
    解離性疾患等精神疾患之健康情況（見原審卷第381頁），
    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見原審卷第362頁），乃量處被告張○○有期徒刑3月，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張○○之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兒子張○○晚上10
    點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廳與他的乾爹聊天，大概15分鐘，陳
    ○○就自房間衝出來，就罵說「張○○，你為什麼不進來」，我
    兒子就說他跟乾爹聊天不行嗎，陳○○就對著張○○謾罵，張○○
    就跟陳○○說，我媽媽也在這邊，妳怎麼能這樣謾罵，對我母
    親不尊重，陳○○就叫張○○說「你給我進來」，張○○就進去房
    間，之後就把門關起來。我就聽到張○○對陳○○說「是怎樣？
    你怎樣，有什麼事嗎」，然後就吵起來了，吵一吵後陳○○就
    要衝出去，張○○就想拉住她、壓制她，她還是一直要走，我
    就跟張○○說不要管她、讓她走，陳○○罵三字經是「幹你老母
    」、「張○○你不進房間，幹你老母」、「幹你老母」，我們
    家從沒有人講三字經，也不曾如此謾罵，我家有0個小孩，
    一個00歲、一個00歲、一個小朋友，我家總共0個小孩，我
    家不可以有人這樣謾罵三字經，會教壞小孩子，所以我不能
    容忍有人這樣謾罵三字經，所以我就請警察來把她趕出去，
    她這樣的行為我忍受不了，陳○○叫張○○進房間，張○○不進去
    的那時候，陳○○謾罵三字經時是在罵張○○。張○○回說我母親
    在這裡，為什麼妳要這樣罵三字經等語（見本院卷第135頁
    至第136頁），足證案發當時告訴人陳○○係對被告張○○罵三
    字經而非對被告張○○之母親罵三字經，可知被告張○○前揭上
    訴之內容，核非事實，況縱本案係告訴人陳○○先以三字經辱
    罵被告張○○之母親，被告張○○出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
    衝突，被告張○○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心切，然原審判決
    量刑時所述之「被告張○○竟因細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
    諸暴力手段」，並非記載錯誤，被告張○○的確僅因上開細故
    即對告訴人陳○○訴諸暴力，是被告張○○此部分之上訴自無理
    由。
　㈣至被告張○○上訴以其於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陳○○
    鞠躬道歉，但告訴人陳○○一口回絕，顯見被告張○○犯後態度
    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陳○○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
    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云云，然查被告張○○確實於偵查
    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坦承，
    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此為被告張○○所不爭執
    ，原審判決基此認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亦難認為有
    何記載錯誤，並依此作為量刑之基礎，是被告張○○此點之上
    訴亦無理由。
　㈤茲原審判決已詳予審酌認定被告張○○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傷
    害犯行所依憑之證據、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兼
    以被告張○○犯罪情節、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依
    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
    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
    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
    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
    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張○○相
    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
    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是原審判決量刑並無濫用量刑權
    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
    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另本院
    衡酌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行為人刑罰
    感應力之衡量，審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兼具一般預防及特
    別預防之目的，且量刑仍應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本於責任
    之不法內涵為主要準據，反映本案犯行之可非難性與侵害法
    益程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就
    和解或調解金額之洽談，於刑事案件審理中，法院本不得強
    勢介入或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是被告張○○上訴
    意旨認其犯後態度良好，並非基於細故而係因告訴人陳○○以
    三字經辱罵其母親，認原審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係對原
    審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陳君彌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
                    
                    
選任辯護人  王泓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易字第9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4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被告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陳述：僅就原審判決刑度之部分提起上訴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0頁、第124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予以審理，至於未上訴之原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如原判決書所載）非本院審判範圍。
二、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詳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參照）。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詳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㈠被告張○○提起上訴意旨以：
　⒈本件原審判決以被告張○○涉犯傷害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見。但被告認為判太重，雖原審判決以「惟被告竟因細故對告訴人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惟查本件肇因係始「告訴人以三字經辱罵被告之母親，被告才出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請能衡酌被告犯案動機係因護母心切而致，情有可原，被告才跟告訴人講說不能這樣，後來雙方才有拉扯」，被告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心切，原審判決未審酌上情而判刑3個月，量刑亦有違誤。
　⒉原審判決以「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云云，然查被告張○○於民國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此觀當時辯護人向法官陳稱：「被告說他願意認罪，也願意當庭起立跟被害人道歉敬禮這樣子」，但告訴人一口回絕。顯見被告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犯後態度僅為普通而已，認定事實及量刑，顯有違法。
　㈡查原審判決於量刑時審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於案發時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被告張○○為有相當社會閱歷之成年人，當知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應本諸理性處世，惟被告張○○竟因細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徒手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傷害告訴人陳○○，導致告訴人陳○○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張○○前有傷害、業務過失致死、施用毒品、詐欺、偽造文書、竊盜等前案紀錄，有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且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坦承，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犯後態度普通，並斟酌被告張○○之犯罪動機、行為時所受刺激，以及被告張○○患有憂鬱性疾患、解離性疾患等精神疾患之健康情況（見原審卷第381頁），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362頁），乃量處被告張○○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張○○之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兒子張○○晚上10點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廳與他的乾爹聊天，大概15分鐘，陳○○就自房間衝出來，就罵說「張○○，你為什麼不進來」，我兒子就說他跟乾爹聊天不行嗎，陳○○就對著張○○謾罵，張○○就跟陳○○說，我媽媽也在這邊，妳怎麼能這樣謾罵，對我母親不尊重，陳○○就叫張○○說「你給我進來」，張○○就進去房間，之後就把門關起來。我就聽到張○○對陳○○說「是怎樣？你怎樣，有什麼事嗎」，然後就吵起來了，吵一吵後陳○○就要衝出去，張○○就想拉住她、壓制她，她還是一直要走，我就跟張○○說不要管她、讓她走，陳○○罵三字經是「幹你老母」、「張○○你不進房間，幹你老母」、「幹你老母」，我們家從沒有人講三字經，也不曾如此謾罵，我家有0個小孩，一個00歲、一個00歲、一個小朋友，我家總共0個小孩，我家不可以有人這樣謾罵三字經，會教壞小孩子，所以我不能容忍有人這樣謾罵三字經，所以我就請警察來把她趕出去，她這樣的行為我忍受不了，陳○○叫張○○進房間，張○○不進去的那時候，陳○○謾罵三字經時是在罵張○○。張○○回說我母親在這裡，為什麼妳要這樣罵三字經等語（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足證案發當時告訴人陳○○係對被告張○○罵三字經而非對被告張○○之母親罵三字經，可知被告張○○前揭上訴之內容，核非事實，況縱本案係告訴人陳○○先以三字經辱罵被告張○○之母親，被告張○○出言制止，而後雙方才有肢體衝突，被告張○○之犯罪動機，係基於護母心切，然原審判決量刑時所述之「被告張○○竟因細故對告訴人陳○○不滿，即訴諸暴力手段」，並非記載錯誤，被告張○○的確僅因上開細故即對告訴人陳○○訴諸暴力，是被告張○○此部分之上訴自無理由。
　㈣至被告張○○上訴以其於113年5月20日願意當庭向告訴人陳○○鞠躬道歉，但告訴人陳○○一口回絕，顯見被告張○○犯後態度良好，不但認罪也願意向告訴人陳○○道歉，原審判決卻認定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云云，然查被告張○○確實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程序時方坦承，迄未與告訴人陳○○達成調解或和解，此為被告張○○所不爭執，原審判決基此認被告張○○犯後態度僅為普通，亦難認為有何記載錯誤，並依此作為量刑之基礎，是被告張○○此點之上訴亦無理由。
　㈤茲原審判決已詳予審酌認定被告張○○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傷害犯行所依憑之證據、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兼以被告張○○犯罪情節、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依上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量刑之基礎，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審酌科刑，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關於科刑資料之調查，業就犯罪情節事項，於論罪證據調查階段，依各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進行調查，另就犯罪行為人屬性之單純科刑事項，針對被告張○○相關供述，提示調查，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允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自無科刑資料調查內容無足供充分審酌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是原審判決量刑並無濫用量刑權限，亦無判決理由不備，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另本院衡酌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審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兼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目的，且量刑仍應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本於責任之不法內涵為主要準據，反映本案犯行之可非難性與侵害法益程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被告張○○與告訴人陳○○就和解或調解金額之洽談，於刑事案件審理中，法院本不得強勢介入或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是被告張○○上訴意旨認其犯後態度良好，並非基於細故而係因告訴人陳○○以三字經辱罵其母親，認原審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係對原審判決就刑之量定已詳予說明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陳君彌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李殷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