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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98年 5月 19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 

連 絡 人：楊秀枝 

連絡電話：23146871#2310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184    
    

立法院於立法院於立法院於立法院於 98989898 年年年年 5555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三讀通過三讀通過三讀通過三讀通過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 42424242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及相關配套條文及相關配套條文及相關配套條文及相關配套條文，，，，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罰金刑罰金刑罰金刑罰金刑亦可亦可亦可亦可易服社會勞動易服社會勞動易服社會勞動易服社會勞動，，，，完善完善完善完善易服社會勞動制度易服社會勞動制度易服社會勞動制度易服社會勞動制度    

應執行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屬於短期自由刑，因刑期甚

短，執行難收懲戒教化之效，且易沾染惡習，入監被貼上標籤，出獄

後產生社會復歸及再社會化困難等問題，屬於一種「弊多於利」的刑

罰手段。國際刑事政策潮流或國內刑法學者，皆認應減少短期自由刑

的執行，使用其他替代措施。勞動或服務雖非有形財產，但亦具有經

濟價值。外國之「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制度，即係以提供

無酬勞動服務做為一種刑罰或刑罰之替代措施。經參酌外國社區服務

制度與我國緩刑及緩起訴處分附帶義務勞務制度，於刑法增訂社區服

務制度，並定名為「社會勞動」，讓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之宣

告者及罰金易服勞役者，得以易服社會勞動的方式，替代入監執行。 

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中，刑法第 41 條徒刑拘役易服社會勞動之規

定，業經立法院於 97 年 12 月 30 日三讀通過，總統於 98 年 1 月 21

日公布，將於 98 年 9 月 1 日施行。本次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三讀通過

之內容重點如下：    

一、增訂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刑法第42條之1) 

罰金為一種財產刑，以執行受刑人之財產為原則。對於無財產可

繳納或執行者，現行刑法第42條雖規定有易服勞役之制度，但須

入監執行，故亦有規定罰金准許易服社會勞動之必要。考量特別

法就高額罰金易服勞役之期限訂有可逾1年之特別規定，此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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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若准許易服社會勞動，不僅與國民法律感情不符，減弱罰金刑

之嚇阻作用，同時期限過長造成履行困難，故排除易服勞役期限

逾1年案件之適用。又對於應執行逾6月有期徒刑所併科之罰金

刑，由於所應執行者已非6月以下之短期刑，且須入監執行，犯

罪情節較為嚴重，多屬槍砲或毒品案件，且其執行，除完納罰金

之外，多以易服勞役接續徒刑之執行。是考量社會之接受度及社

會勞動執行面之困難度，亦不宜給予社會勞動，故亦將之排除適

用。再者，社會勞動必須親自提供勞動或服務，與入監執行不同，

須考量勞動者之身心健康因素是否足堪勝任。故規定因身心健康

之關係，執行社會勞動顯有困難者，由執行檢察官於個案認定是

否適合准予易服社會勞動。 

二、明定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亦以已執行論

(刑法第44條) 

三、擴大緩刑義務勞務之執行機關(構)範圍(刑法第 74 條) 

使社會勞動、緩刑與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之執行機關(構)範圍一

致，並將行政法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關、團體皆有機會利

用社會勞動的人力資源。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須有使用社會勞動人力之意

願及需求，並經提出登記或申請核可，始得成為執行機關(構)，

不會強迫機關、團體接受社會勞動人力。 

四、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而不得易科罰金者，亦得易服

社會勞動，屬於刑罰輕微案件，於緩刑之效果，應與受得易科罰

金之案件相同，成為得撤銷緩刑之事由，而非應撤銷緩刑之事

由。(刑法第 75 條及第 75 條之 1) 

五、易服社會勞動制度施行前已裁判確定之處罰，未執行或執行未完

畢者，亦適用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以解決新舊法律適用疑義。（刑

法施行法第 3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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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於施行後仍在緩刑期內者，明定仍有新修

正刑法第 75 條及第 75 條之 1 之適用。（刑法施行法條文第 6 條

之 1） 

七、配合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修正之刑法第 42 條之 1、第 44 條、第 74

條、第 75 條及第 75 條之 1，亦自 98 年 9月 1日施行。（刑法施

行法條文第 10 條之 2）    

社會勞動可以提供之勞動服務內容多元廣泛，包括清潔整理、居

家照護、弱勢關懷、淨山淨灘、環境保護、生態巡狩、社區巡守、社

會服務、文書處理、交通安全以及其他符合公共利益之無酬勞動服務

皆屬之。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不僅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流弊，對政府而

言，可舒緩監獄擁擠問題、避免增(擴)建監獄、節省矯正費用、減少

國家財政負擔，對社會而言，社會勞動人從監禁的消費者變成提供勞

動服務的生產者，創造產值，造福鄰里，回饋社會，對社會勞動人而

言，可無庸入監執行，維持既有的工作與家庭生活，為政府、社會及

犯罪者三贏的制度。本部已研擬相關配套措施、規劃教育訓練，各地

方法院檢察署亦積極開發執行機關(構)、行銷勞動人力、規劃廣泛多

元的服務選項，期使制度能穩健上路，順利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