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臨時

提案第2號

壹、法律問題：

    甲為從事貨車駕駛業務之人，於民國100 年11月1 日飲酒

後，已達酒醉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仍故意駕駛貨車送貨，

因駕車不慎，撞死行人乙。100 年11月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刑法修正案，修正、增訂刑法第185 條之3 ：「服用毒品、

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

以下罰金（第1 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項）。」上開法條施行後，法院裁判時應如何論處？

貳、研討結果：採乙說

參、乙說內容如下：

    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係屬修正前同法第185條之

3及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法律變更，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

定比較適用新舊法。

㈠按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

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而言。100年11月8日立法院三讀通

過修正增訂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罪，係加重結果

犯，以行為人對於基本（酒駕）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

（致死）部分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乃結合服用

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死罪之構

成要件，而變更法定刑度。故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

前段之規定，對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之服用酒類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

致死罪而言，乃屬法律變更範圍，自應比較新舊法而予適

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㈡甲為從事業務之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因業務上之過失致

人於死，於其行為時，適用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刑法第

276條第2項（依道交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規定

處斷，所犯二罪分論併罰。甲行為後，刑罰法律既有變更，

而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依道交條例第86條

第1項規定加重後，其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並

與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1

年），二罪分論併罰（行為時法），而修正後刑法第185條

之3第2項前段之罪（裁判時法），其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

刑7年，且為一罪，兩相比較，以裁判時法之刑罰較輕，應

適用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01

02

11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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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律問題：
    甲為從事貨車駕駛業務之人，於民國100 年11月1 日飲酒後，已達酒醉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仍故意駕駛貨車送貨，因駕車不慎，撞死行人乙。100 年11月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案，修正、增訂刑法第185 條之3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上開法條施行後，法院裁判時應如何論處？


貳、研討結果：採乙說
參、乙說內容如下：
    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係屬修正前同法第185條之3及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法律變更，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適用新舊法。
㈠按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而言。100年11月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增訂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罪，係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對於基本（酒駕）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死）部分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乃結合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而變更法定刑度。故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對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之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而言，乃屬法律變更範圍，自應比較新舊法而予適用。
  ㈡甲為從事業務之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於其行為時，適用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刑法第276條第2項（依道交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規定處斷，所犯二罪分論併罰。甲行為後，刑罰法律既有變更，而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依道交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後，其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並與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二罪分論併罰（行為時法），而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罪（裁判時法），其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且為一罪，兩相比較，以裁判時法之刑罰較輕，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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