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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法務部長王清峰上周的閃電去職，是

否令反對死刑人士感到既錯愕又挫折？又或

者，她的下台會成為催化劑，促使這個島嶼進

一步邁進全球廢除死刑的道路？ 

     問題的答案主要有賴於總統馬英九在這個

戲劇性事件中如何收場。與前總統陳水扁審判

中的案件相比，這場風波引發台灣民眾對刑事

司法關注的程度，實有過之無不及。 

     對支持廢死刑人士而言，馬總統在事件後

的第一反應並不怎麼振奮人心。 

     目前的風波，始於法務部次長黃世銘在立院審查其檢察總長資格時的答覆，他

說，雖然他支持修法廢除死刑，但目前四十四名已定讞待處決的死刑犯不應再拖延執

行。黃世銘的聲明立刻登上報紙標題。 

     這番話似乎暗示對兩任法務部長的批評，因為王清峰從未簽署過任何一張槍決

令，而過去陳水扁政府贊成在「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的配套措施下廢死刑，扁政府所

指派的前法務部長施茂林從二○○五年十二月後就已經停止批准執行。台灣低調地在超

過四年的期間未處決任何犯人，實際上已構成停止執行。 

     聽到黃世銘的立院答覆後，各家媒體趕忙採訪當時還是部長的王清峰。她過去常

因政治不正確的言論給自己惹麻煩。 

     這次，她聳動的聲明再度幫了媒體一個忙，讓他們有大肆報導的機會。她誓言，

基於憲法對生命的尊重，她不會執行任何死刑。身為一個佛教徒，也是長期推動反死

刑的人士，還組成一個法務部廢死刑的研究小組，王清峰女士戲劇性地說，她寧可離

開部長職務也不會簽執行令，甚至為了停止處決，她願意代替死刑犯被執行。她大膽

的拿部長職位做賭注，顯然是認為馬政府絕不可能允許她因為反對死刑而下台，她還

說，如果她因此下台，台灣將成為國際笑柄。 

     但王清峰過度自信而錯估情勢。行政院長吳敦義和馬總統隨後反駁她的主張，表

示法務部長在法律上並無權力無限期地停止所有死刑案的執行，並迅即接受了王的辭

呈。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舉行「廢除死

刑祈福靜走」活動，聯盟成員手拿寫

著廢除死刑的白紙繞行法務部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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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院長宣布，只要是經過判決定讞，法律程序已用盡的案件，法務部長必須批准

執行死刑，除非案件還有「爭議」。吳院長不得不指出「爭議案件除外」，因為馬總

統在一九九○年代中任法務部長時，也曾果敢地停止三個死刑案的執行，理由在於那

些案件的司法程序明顯有瑕疵，這也是台灣司法史上首次停止死刑執行。但即便如

此，他在法務部長任內也核准了超過七○個死刑犯的處決！ 

     總統府發言人則不願表態政府是否將對四十四名死刑犯減刑。他表示，是否廢除

死刑端視國內「理性討論」的結果而定，因為目前台灣社會對此議題尚存在許多歧

見。 

     他還說，台灣未來應盡量減少死刑刑罰的適用，應採取的措施包括適用更為嚴謹

的審判程序以保障被告權益、減少法定刑為死刑的犯罪、增加更可靠的替代刑罰，如

延長重大犯罪的有期徒刑和提高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 

     這些措施，對中國大陸倡議改革人士而言想必很耳熟，他們面臨的挑戰遠比台灣

改革人士嚴峻。總統府的聲明馬上被台灣支持廢除死刑者批評為太過怯懦。大法官會

議過去雖曾確認某些法條的死刑合憲，現在許多死刑犯和民間團體正以新的理由再度

聲請大法官釋憲，另外，關於法務部長是否簽署執行令的權限到底有多大，無疑也值

得大法官的關注。 

     馬總統仍可藉需要大法官釋憲為由進一步暫緩執行，而且他也可以動員修法明定

繼續暫緩執行，或者以法律明確授予法務部長簽署執行令之裁量權，或者甚至立法廢

除死刑。再者，馬總統也可以動員立法，設置一獨立委員會逐一審查死刑犯的案件。 

     但是民意調查顯示，主張廢死刑的陣營不可能在十二月重要的五都選舉中贏得許

多選票，馬政府雖然在兩岸關係、處理經濟問題和反貪汙的議題上取得一些成就，還

是得全力設法提振低迷的民意支持。 

     幾乎在每個社會，包括美國在內，死刑在廢除之前總是受到民眾高度歡迎，即使

很少有證據顯示死刑能有效嚇阻殘暴的犯罪。傳統的觀念根深柢固，認為有必要給尋

求報復的被害人和對犯行深惡痛絕的社會提供一個 大的宣洩管道。這種觀念壓倒了

對司法程序是否完美無缺的疑慮，以及政府殺人所衍生的道德爭議。 

     在這些阻力下，如歐洲幾乎已全面廢死的過程所示，一個國家需要堅定、有力、

及富想像力的政治領袖，才能永遠停止處決。而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在廢死刑後，民意

大多轉向贊成廢除。 



     我衷心祝福王清峰女士在她廢死刑的號召下能激發更多台灣民眾和政治人物的良

心。她若成功，台灣 近批准並納入國內法的兩個主要國際人權公約之精神將獲實

現，台灣也將在與中國大陸「軟實力」的競爭中大有斬獲。然而無論反死刑的努力未

來是否會開花結果，此刻由於王清峰的下台，政府殺人可能迫在眉睫。（孔傑榮 Jero

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紐約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

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陳玉潔譯。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siala

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