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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套程序依賴的個人不法理論。個人不法理論強調

個人能力與法／不法概念之間的聯繫關係，可以上溯至 Hans Welzel。然而，

在他提出個人不法理論的相關說法後，由於無法適切整合構成不法概念兩大

支柱的主觀向度（目的）與社會向度（社會相當性），開啟了後世的爭論。

基此，本文前半部將針對 Welzel 的原始論述，以及較具代表性的幾種個人

不法理論進行分析與批判。而後，本文將提出並建構一個「程序依賴」的個

人不法理論，在其中，不法的主觀向度與社會向度得以適切整合。本文承繼

當代語言哲學的相關說法，認為：個人不是僅憑一己之力、無須他人存在即

可發現自我的個化主體，也不是只能全面接受社會中所設定之行動選項的標

準化角色，而是能夠穿梭其間，一般情形下接受角色，但必要時也能夠提供

理由，創造改變可能性的「溝通理性主體」。基此，要宣稱特定不法判斷具

有正當性，法共同體即須建構一個公正程序，讓行動者有可能改變社會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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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詮釋框架對其行為意涵的詮釋結果。也就是，公正程序提供了個人與

社會的整合介面。最後，本文提出了此種不法理論的基本命題：「一個在公

正刑事程序裡，透過生活界中的行為詮釋框架，被認定具有否定權利之意義

的行為，即屬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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