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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相當因果關係之審查？ 

判決字號：108台上127決 
 

爭 點 核 心 

相當因果關係是日派學者作為解決「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備可責

性」，相對而言，德派即是使用「客觀歸責理論」，因此不論採取何種

理論，其實都是在建立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歸責橋樑，簡單來說都是一種

透過規範的角度來檢討一個行為是否足以承載法益受侵害的結果。 
  
  

  

(一) 我國刑法實務上關於因果關係理論，向採「相當的因果關係說」，其

目的係為防止「條件說」不當擴大刑事責任。因相當的因果關係可以

將「偶然的事實」或「偶然發生的結果」從刑法評價上予以摒除，即

原則上得將不尋常或異常因果連結關係視為偶然發生的條件，以不具

相當性而加以排除。換言之，「相當性」理論是以條件因果關係為前

提，認為並非所有造成結果的條件均係犯罪構成要件相當的條件，而

是對於結果的發生具有一定程度或然率的條件，始被認為結果發生的

相當條件。 

(二) 至何謂「相當性」，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的一切事

實，為客觀地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的

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的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的發生即具相當

性，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

 
2 如果行為人藉由侵害行為1.對行為客體製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2.這個不法

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且3.這個結果存在於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之內，由這個

行為引起的結果，才可以算作行為人的成果，而歸責給行為人。參照自林鈺

雄，新刑法總則，第8版，2020年9月，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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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地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

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的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

因果關係。是關於「相當性」的判斷，雖不要求行為之於結果的發生

必達「必然如此」或「毫無例外」的程度，惟至少具備「通常皆如

此」或「高度可能」的或然率。 

學說名言堂    

(一) 早期見解【76台上192例】： 

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

成立，其乃立於事後客觀第三人的角度觀點而為審查。所謂相當因果關

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

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

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

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

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二) 學說見解3： 

「通常」會產生結果的行為，有時候會被其他行為「介入」，此時，

結果究竟應歸屬於最初的行為，還是應歸屬於後來介入的行為？條件關係

無法給予滿意的解答，於是發展出相當因果關係予以補充，而俗稱的「通

常」就是此處的「相當因果」。又細分為「廣義相當性」及狹義相當性： 

1. 廣義相當性：其要判斷的是行為必須具有引起法益侵害的可能性，

若該行為根本不可能引發法益侵害，那麼即可在判斷是否存在廣義

相當性的步驟中，將該行為排除於歸責範圍中。例如：對人開槍通

 
3 以下整理自王皇玉，刑法總則，第6版，2020年8月，頁186-192；李茂生，

2012年刑法總則講義第一冊，頁140-151；山口厚，刑法總論（補定版），

2005年，頁53-63。 

【相當因果關係的古往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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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殺死人的危險。 

2. 狹義相當性：即因果歷程之相當，其要判斷的是將各個因果歷程中

所介入的因子類型化，來檢視該介入的因子，是否足以影響因果歷

程的自然發展。介入的因子有：(1)第三人介入、(2)被害人介入、

(3)行為人介入。再將類型化後的因子透過「貢獻度」與「經驗上的

稀有性（異常性）」兩項要素檢視，便會得出介入的因子是否會影

響最初行為與結果間的相當性。 

主題二：累積因果關係？ 

判決字號：109台上3578決★ 
  

案例思考 

甲、乙兩人早就看辦公室同事Ａ不爽，某日，甲趁著Ａ裝完水去上廁

所時，將尚未足以致命的一公克氰化物加入Ａ剛裝好的咖啡，想讓他拉肚

子，隨即離去，乙剛好也經過茶水間，不知道甲已經下毒的乙，也偷偷放

入一公克的氰化物後離去。Ａ喝完該杯咖啡後半小時內，隨即暴斃身亡。

後經法醫解剖證明，甲、乙兩人各下一公克的氰化物不足以致命，惟在結

合後變成兩公克而為致命毒藥。試問：甲、乙的可罰性為何？ 

考前筆記 
(一) 多數人在不知情的行為下，發生數個獨立條件而共同造成結果，

必須條件合在一起才能產生一個結果，雖個別侵害行為不足致結

果發生，然其加總後即得致結果發生之情形。 

(二) 依此情形，在一般來說的條件發生結果之情形，僅在完成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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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充分下，才能導致死亡結果之發生，若任何一個條件都未能

達到100%，其單獨條件就不會造成死亡結果，而累積加總起來達

到100%或超過，才會發生死亡之結果。 

(三) 公式如下：若無A之50%行為必不生C死亡結果；若無B之50%行

為也必不生C死亡結果，其兩者皆屬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而

具有條件關係；惟在是否可歸責之情形？通常50%之行為製造了

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但此風險因為只有50%行為故通常情形並不

生死亡之結果，而未實現在規範構成要件效力範圍內，僅屬於欠

缺常態關聯。兩人50%之行為皆僅能成立殺人未遂犯。 
  
  

  

(一) 刑法第294條第2項之遺棄致死罪，以行為人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

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致該無自救力之人發生死亡之結

果為成立要件。故遺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須有因果關係存在。

即被害人之死亡須導因於行為人之不作為，始足當之。如被害人遭他

人傷害之傷勢，已足獨立為其死亡之原因，則行為人雖有遺棄行為，

然因與被害人之死亡間，並無因果關係，自難以遺棄致人於死罪相

繩。 

(二) 又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

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

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

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

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之，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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