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德國性犯罪條文修正之觀察 

探析妨害性自主罪的理論基礎 

廖宜寧
 

<摘要> 

本文旨在Ε析妨害性自主罪的理論基礎，以德國 2016年修法前後的學

說討論為契機，指出在本罪章走向去強制化後，性自主概念將成為往後解釋

適用時的關鍵構成要件，並論證以下命題：一｠之所以能將性自主從一般自

由屶域獨立出來另作規範，其正當性乃是來自於主體概念本身要求的具體性

與現實性；抽象的形式自由或模糊的性自主法益，都無法導出性自主規範的

具體內容を二｠性互動當中的個人自我決定特殊之處在於，性要素連結了外

在社會脈絡當中的性道德與內在個人的人格性及自我認同，此種特質，導致

法規範，尤其是作為典型強制法的刑法，在規制性互動的時候必須特別謹慎，

一方面必須考量性互動的獨特性，提高規範上自我決定的門檻，另一方面也

要小心過度強化某些性道德的風險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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