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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以 2021 年制定通過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中的跟

蹤騷擾行為罪（以下簡稱本罪）作為主題，從保護法益的角度來探討本罪解

釋上的基本立場。本文先考察立法過程，指出本罪保護法益在立法上有兩種

解釋可能性，其一是將本罪理解為對被害人生命身體法益的危險犯；其二則

是認為本罪的保護法益在干擾被害人日常生活行動的意思決定自由，但兩種

理解均非絕對。其次，本文考察我國有力的安心感說，並確認此說下可能的

處罰範圍。再者，本文考察本法制定為止我國實務上與跟蹤騷擾行為有關的

事例，並嘗試掌握其特徵。並以上述各點考察為基礎，進行分析檢討，認為

本罪保護法益應是對於被害人生命身體法益的重大危險，跟蹤騷擾行為則可

於客觀面與心理面使後續的重大殺傷行為較容易實施。在此理解下，我國立

法者將跟蹤騷擾行為限於「與性或性別」有關者，應解為行為人與被害人間，

能擔保行為人能侵入被害人生活核心領域的高度可能性與容易性的人際關

係。我國立法者將跟蹤騷擾行為規定為需傳達至被害人處使其知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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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在以此作為刑法介入的根據；最後，本罪較低的法定刑，應解為此種行

為對生命身體法益侵害而言未必確實，而攜帶凶器則將使此一危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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