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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研究參考，以簡單摘要的方式介紹相關國外文

獻，如欲理解文獻架構與內容，尚請讀者自行查找所示紙本資料來源或點選網

路資料途徑，為進一步研究。 

 

文章問題意識： 

在一個族群與文化高度一致、排除種族差異造成影響的社會中，違法情狀及前

科記錄、司法處理程序或是嫌疑人社會地位等構成要件外衡量因素，會影響刑

度決定嗎？ 

文章大致論點摘要： 

  儘管美國有大量的量刑研究，但許多關於懲罰決定的研究都集中在黑人、

白人以及較小程度上的西班牙裔差異上，主要探討種族造成的判決結果差異。

但韓國是一個種族和文化高度同質的社會，因此，在韓國的社會背景下，可能

導致美國量刑相關研究很大程度上不具參考價值。另一方面來說，韓國罪犯在

其他社會地位特徵（例如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和年齡）方面仍存有差異，因此

這樣的社會結構提供了一個可以在“非種族化社會”環境中研究犯罪量刑決定

的機會。 

  研究方法部分，作者利用 1997年至 2001 年韓國 6個最大城市（首爾，釜

山，仁川，大金，春川和全州）、10個檢察院的刑事調查和審判正式記錄進行

分析，毒品犯罪者從大約 32,000個處理過的案件中採樣。案例的範圍按年份，

藥物類型和管轄區進行分層，並且在分層中進行隨機抽樣。抽出樣本數為 2,485

例，但其中 201例非甲基安非他命或大麻犯罪，因此有效樣本為 1,297 名甲基

安非他命罪犯和 987 名大麻罪犯在地方法院之定罪紀錄。作者將此研究之應變

項設定為刑期的長度（以月為單位）。因為應變項為連續變項，故作者經回歸診

斷程序後沒有發現任何會導致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迴歸不當的問題，

因此採用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線性迴歸執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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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自變項部分，作者探討的項目有： 

一、違法情狀及記錄 

(一) 本次違法情狀：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數量（連續變項），犯罪類型（有無

交易），毒品類型（大麻或甲基安非他命）。 

(二) 吸毒歷史：包括犯罪者是否有毒品犯罪歷史及犯罪紀錄中是否有毒品

犯罪紀錄。 

二、司法處理程序 

(一) 是否在法庭上認罪：依據是檢察官的起訴書進行統計，此變量之重要

性在於反映檢察官觀察到的實際事件及對被告的看法，而檢察官的看

法會影響他或她對法官的懲罰建議。 

(二) 律師類型：包括無律師、公共律師或私人律師。 

三、社會地位 

(一) 婚姻狀況：包括已婚及單身。 

(二) 就業狀況：包括沒有工作、日常工作、兼職工作、全職工作。 

(三) 性別：包括男性及女性。 

(四) 年齡：以年為單位之連續變項。 

(五) 教育程度：包括小學以下、 中學、高中和大學學位或更高。 

  研究結果部分，韓國毒品犯罪者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平均刑期為 11.8個月，

範圍從 2個月至 84 個月（7年）。在全體樣本中，韓國對毒品犯的判刑結果主

要受違法情狀及記錄影響，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罪犯的刑期較長；而若被裁定

犯有毒品交易罪（無論是否施用），不論其所涉之毒品類型，也都會被處更為嚴

厲的刑罰；且總體而言，先前有毒品犯罪歷史或犯罪紀錄中有毒品犯罪紀錄

者，本次定罪的刑期亦明顯更長。這表明韓國法官和檢察官主要依靠犯罪的特

徵和犯罪者的吸毒歷史來評估其應負的責任性以及保護社區免受犯罪者侵害的

必要性，這方面，韓國法院似乎與美國大多數法院相似。 

  司法處理程序在韓國毒品判刑中似乎也很重要。在法庭上承認有罪似乎類

似於美國的“認罪獎勵”，即認罪並得到較寬大的刑罰。這或許表明在韓國法

官和檢察官看來，這種罪犯對未來犯罪的風險較小；又也許考量承認有罪可以

節省司法資源，達到法院組織效率的目標，這是一個關鍵的實際制約因素。有

趣的是在韓國法院中，由公共律師辯護的甲基安非他命罪犯的判刑情況比那些

有私人律師、甚至是沒有律師辯護者更長。這可能表示在韓國法院公開提供的

律師無法特別有效地為其客戶辯護；或是檢察官可能將放棄律師解釋為類似於

在美國認罪並判輕刑。 

  唯一能對韓國吸毒者的刑期產生實質性影響的社會地位因素是性別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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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且此二因素主要影響甲基安非他命罪犯的刑期。性別效應尤其與許多先前

的美國研究發現一致，女性受到較為優待的量刑，且犯罪史較少的女性吸毒者

被判處更寬大的刑罰。在韓國，性別和年齡是關鍵的社會地位，很可能影響對

罪犯應受罪責、未來犯罪風險的解釋。韓國是傳統的儒家和父權制社會，女性

吸毒者在韓國可能被認為沒有威脅，也許在韓國法院，女性甲基安非他命罪犯

也被認為相對於懲罰，更需要被保護和治療。而在年齡方面，老年甲基安非他

命罪犯受到更嚴厲的判決刑度。這可能表明，當老年人因犯有嚴重的毒品犯罪

而被定罪時，應被視為更應受譴責，韓國法官和檢察官可能會原諒年輕罪犯參

與毒品使用，或將其視為年少輕狂不懂事。 

  作者最後總結，認為這篇研究提供了跨國證據，證明違法情狀、前科記

錄、以及年齡和性別，不論是否有種族因素影響，都會影響法院的刑度決定。

這些在不同社會脈絡下都會影響法院判決的因素可能具有普世性。因此，未來

的實證研究應在兩個方向上繼續進行：（1）研究人員應繼續研究不同國家，特

別是非西方國家的刑事處罰，以發現異同；（2）研究美國量刑的研究人員，應

繼續研究如何調節種族和非種族因素對懲罰量刑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