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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詠晴的生活原本平靜而美好，她是一名賢惠的家庭主婦，每天忙碌

著照顧丈夫柏翰和他們兩個可愛的孩子。柏翰則是一名上班族，工作充

實而忙碌，但每天回到家中，總是帶著微笑和滿滿的愛。他們的家庭充

滿了歡笑、愛意和幸福。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改變了一切。有一個晚上，柏翰受邀參

加了一場工作應酬，那是一個看似平常的晚上，但隨著酒杯不斷地注入，

餐桌上的氛圍漸漸變得喧鬧。沒想到隔壁桌的客人因為過度飲酒，情緒

變得極度不穩定，不僅和同桌的人發生口角，突然也對坐在旁邊的柏翰

越看越不順眼，在一瞬間，他便發瘋似地對柏翰施暴，造成了不可挽回

的傷害。詠晴的摯愛、孩子的父親，就這樣被奪走了生命。

「一通電話傳來消息，家人就在瞬間不見了」，這是被害人心痛的

時刻，然而還來不及悲痛，就得忙碌於喪葬後事、司法訴訟、面對被告

態度等，種種事件讓詠晴無以招架甚為徬徨不安。

「為什麼是我？接下來我該怎麼辦？」這句話道盡所有犯罪被害人

家屬的心聲。

隨著柏翰的離世，詠晴的生活頓時陷入了深淵。家庭的主要經濟來

源被截斷，她需要繼續照顧兩個孩子，但卻無法再倚賴丈夫的支持。司

法訴訟的程序對詠晴來說似乎是另一個無法跨越的高牆。她感到無力，

對法律的不確定性感到迷茫。她需要面對法庭、律師、證人，這些她從

未接觸過的領域，讓她感到深深的恐懼。在失去丈夫的同時，她似乎也

失去了未來的方向，不曉得還有誰可以拉她一把？還有誰可以陪她度過

這段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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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點
     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可以依據《經社文公約》所賦予之社會保障權利，

向國家請求犯罪被害補償金或其他經濟協助？

　　人權結構指標
│ 01 │ 《經社文公約》第 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

障，包括社會保險。

│ 02 │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 22條規定：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

權享受社會保障」，將社會保障確認為一種人權。

│ 03 │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 25條第 1項規定：人人在遭到失業、疾

病、身心障礙、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

時，有權享受保障。

　　國家義務
│ 01 │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構成較為綜合全面的一個整體的三個相互聯繫

的組成部分。不同的組成部分，又與公民和政治權利相聯。社會權利的

核心是適當生活水準權，享有此項權利，至少要求每個人得以享有必要

的生存權：適當的食物和營養權、穿衣、住房和必要的關愛照管的條

件。與此項權利密切相關的是家庭獲得幫助權。為能夠享有這些社會權

關鍵詞：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國家責任、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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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還有必要享有某些經濟權利，如財產權、工作權和社會保障，即社

會保障權。

│ 02 │ 有關《經社文公約》第 9條「社會保障的權利」部分，根據第 2條第 1

項，締約國必須就可得資源的最大能力採取有效措施，並定期作出必要

的修訂，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充分實現所有人的社會保障權，其中包括

社會保險。《經社文公約》第 9條的措詞表明，為提供社會保障津貼，

而採用的措施的定義不能過於狹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確保所

有人享有最低度的人權。這些措施可以包括繳費性計畫或非繳費性計

畫，後者例如：普及計畫（原則上向所有遭到某種風險和突發情況的人

提供津貼）或者有針對性的社會援助計畫（向處於困境的人提供津貼）

（經社文委員會第 19號一般性意見第 4段意旨）。

│ 03 │ 社會保障權具有再分配的性質，社會保障在減少和減緩貧困、防止社會

排斥以及促進社會包容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會保障的權利包括

現有的社會保障涵蓋範圍（無論是取自政府或民間）不受任意和無理限

制的權利，以及在遭受社會風險和突發情況時享有充分保護的權利。在

人們面臨無法充分實現公約所賦予的權利的困境時，社會保障權對於確

保所有人的人性尊嚴是極為重要的，且已為國際法強烈地確認。後來，

這項權利被納入了廣泛的國際人權條約和區域性人權條約（經社文委員

會第 19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第 3段、第 9段意旨）。

│ 04 │ 締約國還必須確保在享有社會保障或領取養老金權利的養家活口的人去

世以後向其遺屬和孤兒發放津貼。這種津貼應該包括喪葬費用，特別是

在那些喪葬費用非常昂貴的締約國之中；無論是現金還是實物的津貼必

須要有適當的數額和領取時間，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實現《經社文公約》

第 10條、第 11條及第 12條中所載的關於享有家庭保護和援助、適當

的生活水準以及適當健康照護的權利。締約國還必須充分尊重《經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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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前言中所規定的人性尊嚴的原則以及不歧視的原則，以避免對津

貼的水準和提供方式造成不利的影響。使用的方法應確保津貼的適當性

（經社文委員會第 19號一般性意見第 21段、第 22段意旨）。

│ 05 │ 我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下稱《犯保法》）第 1條明定：「為

保障犯罪被害人與其家屬之權益，提供支持服務及經濟補助，以修復因

犯罪造成之傷害，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而《犯保法》於 112

年之修法參採聯合國「犯罪與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的精神，由以往的

「補償」及「保護」，提升為強調對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尊嚴」、

「同理」，並透過公私協力，擴大深化服務內涵，落實其各項權益保

障，以彰顯我國人權立國的精神。

　　案例解析
│ 01 │ 國家為何要代替犯罪者（加害人、被告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對犯罪被

害人提供金錢補償？事實上，每一起犯罪行為的背後並不是只有一位被

害人，被害人的家庭往往可能因驟然喪失親人或家庭重要成員受重傷而

頓失依靠，迫使家庭角色重新分配，導致功能喪失、角色危機或心理調

適問題，而犯罪被害補償金，指國家依《犯保法》第 3條第 5款規定，

對於因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遺屬、致重傷及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所為

之金錢給付。

│ 02 │ 本案例詠晴全家人，即為犯罪被害人之家屬，此時如同身心障礙者、幼

兒或老人等，均屬社會中之弱勢族群，國家自應提供適當協助，視為社

會福利或社會救助體系之一環，並基於國家責任，維護人民基本權益，

亦如上開《經社文公約》及其第 19號一般性意見所揭示，係屬非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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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針對特定對象之社會援助措施，詠晴因犯罪事件使她須轉變角色功

能，變成新的家庭經濟支柱。此外，面對司法訴訟程序的無力、媒體過

度報導而導致被害人及其家屬二度心理傷害等困境，都會讓人對於未來

茫然失措，彷彿落入無盡黑暗中。

│ 03 │ 所以，地方檢察署人員經判斷認定詠晴屬於《犯保法》的保護服務對

象，便於第一時間將這個案件轉介由「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下稱犯保協會）提供後續協助，不僅有「犯保協會」當地分會專任人

員與志工關心慰問、發放緊急資助金，還有專業的律師提供法律協助、

心理師給予情緒支持及梳理創傷，分會團隊一路相伴陪著家屬找回遺失

的力量，重新拾起對生命的掌握權。於此同時，詠晴也在犯保協會同

仁的說明下，第一次聽到了「犯罪被害補償金」制度，並透過同仁的協

助，向犯罪發生地之地方檢察署所組成的「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會」，

由詠晴和兩個孩子共同提出「遺屬補償金」的申請。

│ 04 │ 因為罪證確鑿，案件很快就被檢察官起訴並請法院從重量刑，該地方檢

察署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會」也依據檢察官調查的事證資料，採書

面審查，迅速審議通過詠晴的申請，決定核發「遺屬補償金」共新臺

幣 180萬元，並由詠晴代表領取。有了這筆政府核發的「犯罪被害補

償金」，解決詠晴與孩子日常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並在犯保協會的幫忙

下，詠晴慢慢學會了勇敢地面對後續的挑戰。她開始接受心理諮詢，尋

求專業的幫助，逐步走出了陰霾；她也努力尋找工作機會，努力維持家

庭的生計。在法庭上，詠晴與檢察官、律師一同奮戰，她堅定地追求公

平，為丈夫伸張正義。雖然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她不再害怕，因為

她知道她不再孤單，有人在背後支持著她。她相信與孩子們一起，絕對

能努力建立起新的生活，度過這段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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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 112年《犯保法》修正的重要課題，即在於以被害人家庭為中心，關注

被害人及其家屬的生理與心理層面需求，協助撫平心靈創傷，促進自我

身心調適，即時提供社會補償，並讓被害人從第一個接觸的專業人員起

皆能充分獲得資訊、在各階段均可獲得專人協助，並透過犯保協會專業

團隊及相關跨部門的網絡合作，一路相伴其走過訴訟流程與生活困境，

重新面對生命再次懷抱希望，積極面對未來人生。

│ 06 │ 其中，《犯保法》第五章「犯罪被害補償金」之修法，係依據《憲法》

第 152條至第 157條及增修條文第 10條揭櫫之社會國原則，基於社會

安全、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原則及社會連帶理論之精神，爰將「犯罪被

害補償金」之定位捨棄舊法時期之民事代位求償性質，改採國家責任主

義，對於人民因犯罪行為所受之損失給予補助，以實現社會正義及《經

社文公約》精神，故新法補償金性質改為「社會福利補助」之授益行政

處分。此外，本案例中審議會之審議流程及效率亦較舊法時期快，是因

為新法將各類補償金改行「單筆定額給付制」，朝向簡化調查項目及申

請文件之目標，增進審議效率，減少被害人期待落空之傷害或長期等待

之心理負擔；認定時點則改以檢察機關「起訴為犯罪行為時」為主，與

刑事審判之有罪或無罪判決結果脫鉤，力求「從優、從速、從簡」核發

補償金，以解決舊法實務運作上衍生之爭議，落實《經社文公約》相關

規定並更加充分保障人民權益。

│ 07 │ 又依據《犯保法》第 52條第 1項及第 54條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共分

成四類，包括遺屬補償金一案 180萬元，重傷補償金依據重傷程度等級

核發 80萬元至 160萬元不等，性侵害補償金則為 10萬元至 40萬元，

境外補償金為 20萬元。本案例中，該犯罪被害事件屬死亡案件，以被害

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為第一順位申請人，得申請遺屬補償金共 180萬

元，除可直接向「犯罪地」的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會」提

出申請外，民眾也可以透過犯保協會當地分會協助完成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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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 此外，《犯保法》更增訂保護機構得依其對個案之需求評估結果，即時

核發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下列經費補助，包含緊急生活扶助及喪葬費

用；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與身心治療、諮商及輔導費

用；訴訟、非訟費用及律師費用；安置費用及房屋租金；生活費用、教

育費用、托育及托顧費用；其他必要費用等六大類更多元化、更公平且

更符合個案需求之經費補助。

│ 09 │ 綜上所述，新法透過「保護服務之經費補助」與「單筆定額補償金」之

雙軌併行制，對犯罪被害人（馨生人）家庭的經濟支持可謂更完整、更

貼近民眾需求、更具個案彈性，也更符合《經社文公約》第 19號規定及

其一般性意見所強調「社會保障的權利」與相關避免歧視、人性尊嚴等

要求。

主筆者 法務部保護司科長 張哲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