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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重大刑案如殺人罪一般要將嫌犯定罪，通常須三項因子都蒐集齊全才能成案，即

動機、兇器與屍體(或被害人)。以殺人罪為例，警方亟須釐清的案情內容一定包括”動

機” ─ 嫌犯為什麼要殺害被害人？─ 這一項。而歸納各種嚴重到取人性命的案件來

看，其動機主要是以財、仇、情這三方面的因素最為常見。如年初最受矚目的淡水八

里雙屍命案(此案十足反映出台灣媒體綜藝化的傾向，不僅各家媒體捕風捉影，渲染臆

測地大肆報導；甚至一堆熱心的名嘴還跑到淡水紅樹林、站在水深及腰的潮間帶，親

自賣力演出以模擬整個可能的犯案過程，結果該節目收視率果然爆增了兩三倍，喜歡

八卦話題與新聞演出的觀眾顯然都看得很過癮！)，主嫌即是覬覦被害人的財富珠寶，

才動了殺機而痛下殺手。同一時間新北市發生的分屍案，嫌犯也是為詐領被害人的保

險金而殺害自己胞妹的。另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間所發生，甚至引起台灣政治危機、內

閣首長下台的三大刑案：白曉燕案、彭婉如案與劉邦友案，其中白案即是為勒贖鉅款

，劉案則被警方推斷為極可能是因土地利益的分配問題而導致。因錢財因素而發生的

知名命案在台灣似乎屢見不鮮，或許也印證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句傳統諺語

。除了錢財之外，仇(怨)與情(慾)等動機亦常見於重大命案中，尤其在仇(包括怨恨、爭

吵等相關因素)的部分，其在殺人罪案件中的比例，甚至還超過錢財。這也可看出，現

代人對情緒與憎恨心裡的控管，其重要性有時甚且還超過節制貪婪，對於此點若缺乏

注意或體會，有時就可能令一項單純的事件發展至無可收拾的境地。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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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財仇情只是調查命案時較常發現的幾個明顯動機，但令人意外的是，有些人

殺人是不需要動機的。像國外曾發生過的連續殺人狂所製造出的命案，往往就與財仇

情或權力、地位等等其他因素毫無關連，加害人可能只是隨機挑選他的目標，而非有

一般人犯案的動機，這常常就讓查案的檢警人員傷透腦筋。此一類型的命案不僅特別

難破，而且辦案時的沮喪與挫折感還會嚴重影響辦案人員的心理，是以美國的聯邦調

查局只要處理連環殺手案的人員查案時間滿十八個月，就一定將他們調離此種案件，

以避免他們在心理層面產生重大的負面後果。後來前蘇聯的烏克蘭發生外號”紅色開

膛手”的連續殺人案，美國人赫然發現當地有一名警官，居然能毫無間斷地努力查案

，一直堅持不懈了八年之久，直到破案。從此之後，聯邦調查局只要開設有關連續殺

人狂的課程，講課的教師就一定會把此名烏克蘭警官的事蹟提出來予以表揚，稱讚他

必然是具備了鋼鐵般的堅忍意志，才能有如此非比尋常而破紀錄的超人堅持，其心理

方面的抗壓性與強韌度實足以作為一般聯邦調查局探員之典範。由以上敘述可知，”

動機”此項因素在刑案的偵辦過程中所擁有的重要性，任何重大刑案只要缺少了這一

塊拼圖，只怕在法庭上說服法官或陪審團對嫌犯作出適當判決的可能性，亦將大大減

弱，如此不是離法律的終極目標──正義更加遙遠？這也就是何以辦案人員必須兢兢

業業、謹慎細心以蒐集證據、並推論動機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