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補給站

法律：是以保障群眾安寧、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而透過國家權力，以強制實行的一

種人類社會生活規範。法律為了保護各種不同的利益而存在，每一種法律都有它想要

保護的對象。因為要保護的對象眾多，利益也很多樣化，所以法令多如牛毛。但學習

法律的重點不在背下法條的文字或是記下條次（背下某條文為某法第幾條並無法解決

法律問題），而在於掌握某個法律主要保護的利益、對象為何。這個重點，常常會寫

在某個法律的第一條。例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因此，在解釋、適用消

費者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時，都要朝著「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

全」、和「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的面向來思考。

【問題解析】：

1.夫妻吵架摔東西，可能涉及家庭暴力事件，受到家暴的一方（不論男女、大人或小

孩）可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規定申請保護令，以避免再受家暴。

2.離婚的原因和方式規定在民法。如果夫妻的一方不願離婚，想離婚的一方要向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離婚，與訴訟有關的程序，規定在家事事件法中。

3.選舉是參政權的一種。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原則上二十歲

有選舉權。

4.颱風天不依管制靠近海邊觀浪，違反災害防救法，罰五萬～二十五萬元。如果果真

被大浪捲走，勞動救難人員動用直昇機在風雨中救難，搜救費用要由違規的學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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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法律

我

要

離

婚

「阿銘啊，都中午啦！太陽曬屁股了還在睡！」星期天的中午，阿銘的母

親催阿銘起床：「明天就要開學了！不去準備準備，你也上高職了！要長大一

點！叫你不要一直上網……」在母親的嘮叨下，阿銘起床了！

隔壁夫妻又在吵架還摔東西，太太尖叫：「我要離婚！」阿銘心想：「這

句話說了一百遍了，怎麼還是老樣子？」阿銘也懶得理！打開電視看到藍綠立

委唇槍舌戰，阿銘也沒仔細聽，倒是想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投票？」轉到新聞

臺，新聞在報昨天的颱風，有三個學生不聽勸阻，跑到海邊看海浪，不小心被

大浪捲走，救難人員出動直昇機搜救，驚險萬分……

星期天的中午，阿銘遇到哪些事和法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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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

一

概說

一 法律的意義

法律是一種人類社會生活的規範。

人是群居的動物，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跟許多人接觸：在家有父母、

兄弟姊妹；親戚有叔、伯、阿姨；出外有同學、朋友。過馬路、買東西甚至交

網友、連線玩電腦遊戲，都會與他人互動。人與人的互動如果沒有行為規範，

就會互相侵犯，產生糾紛。

法律就是一種行為規範，規定在怎樣的情形下，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

能做。法律保護守規範的人，對於不守規範的人給予懲罰或不利益（賠償被害

人的損失），因此法律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紛爭。有時大家都沒有錯，可是損失

還是發生了（例如
921
大地震震垮了房屋），法律會規定哪些損失該由誰承擔。

二 法律的特性

法律是具有「強制力」的社會生活規範。

人類社會生活的規範有很多種，除了法律以外，道德、宗教也都是社會生

活的規範。

生活中到處都有道德、宗教的規範，例如：從小我們被教導出門遇見鄰居

的叔、伯、阿姨要打招呼問好、不可以邊走邊吃東西……這是道德規範。初

一、十五要吃素，或周日要上教堂做禮拜，這是宗教規範。

法律跟道德、宗教最大的不同是，法律具有「強制力」。違反道德，沒有

跟鄰居問好，鄰居只會覺得「這小孩沒禮貌」或「不討人喜歡」；但不問好並

不會被處罰。違反宗教，初一好想吃肉不吃素，或周日睡過頭沒上教堂做禮

拜，都不會受到處罰。但如果違反了法律，就會受到處罰。例如：「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行人應依號誌指示行走。所以如果不守規定，例如：闖紅

燈，就會被開罰單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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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法律

三 法律的形成

遠古時代，人類生活中只有道德、宗教等，沒有強制力的生活規範。因為

沒有強制一定得遵守，漸漸不能滿足人類生活的需求，因此慢慢把道德之中認

為最基本、最重要、大家都應該遵守的項目定成法律，因此法律成為最小範圍

的道德。

法律的規定種類繁多，有些規定不論當事人意

思如何，都必須要一體適用，不能依自己的意思任

意改變或調整的法律，是強行法。而有些法律，規

定當事人間私人的法律關係，因為對公益沒有影

響，所以國家尊重當事人自己的意思，當事人自行

約定與法律規定內容不同的權利義務關係是被允許

的。這類法律，是任意法，民法中有許多規定屬於

任意法。

不同的國家，法律形成的方式有所不同：

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會把道德中

重要的事項透過立法程序寫成法律條文，使人民知所遵循，以「成文法」為主

要法源。它的優點是有法律條文，規範較明確、清楚。但是也有缺點，時代不

斷在演進，法律訂立費時，會有跟不上時代的疑慮。日本和我國都屬這一類。

以英國、美國為首的海洋法系國家，不一定把應遵守的事項寫成條文，而

是在糾紛發生時，依個別案件的情形觀察如何處置最符合公平、正義。長久以

來累積的眾多案例就是法律，是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隨著時代的改變，

如何處置才公平也會隨之改變，所以有與時俱進的好處；但因為沒有明文的規

定，規範範圍依據較不明確。不過由於現代生活日趨複雜，成文法亦日漸普遍。

四 我國法律體系

我國法律規範依其重要性及位階，可分為三大類：

原先是道德規範的事項，

如果被規定為法律，就成

為要遵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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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憲法

一國的根本大法，規定最重要的大原則、大方向。任何法律都不可以違反

憲法規定的原則，如有違反，就無效！

中華民國憲法是在民國三十五年由國民大會制定，民國三十六年元旦公

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實施。

以往
12
月

25
日放假一天是慶祝「行憲紀念日」，不是慶祝聖誕節喔！

(二) 法律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是將憲法的大原則落實規定在具體的事項上。

法律層級的名稱通常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三) 命令

法律規定後，機關要如何執行需要一些細部規則。這時機關可以依法律的

授權或依職權，視執行的需要發布一些「規則」、「細則」、「辦法」、「準

則」使機關與人民知道要如何進行細部事項。這些行政機關發布實施的是「命

令」，它的位階低於「法律」，不可以牴觸法律，如有牴觸就無效，當然也不

可以牴觸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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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補給站

憲法的位階：憲法是一國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地位。憲法授權由代表民

意的立法機關（立法院）制定法律，但所制定的法律不可以違背憲法的最高指導原則，

如有牴觸憲法，則無效。例如，少年事件處理法對於常逃學逃家之虞犯少年收容感化

教育的規定，違背憲法保障人格權的意旨，不符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牴觸憲法而

失其效力。

命令的位階：命令是行政機關依照法律的授權或依職權所發布，行政機關需依法行政，

並受立法機關的監督、對立法機關負責，而且行政機關制定命令的權利既來自法律的

授權，故命令的規定不可牴觸法律，如有牴觸，則無效。又因為法律不可牴觸憲法，

命令自亦不可牴觸憲法，否則無效。

法律的體系：也可想像法律體系像大樹，憲法是主幹，可分為六大樹枝為六法，六法

下有眾多細枝為個別法律，每個細枝（法律）衍生出命令為樹葉。

4

-

1



教學補給站

法律實現自由：例如，憲法規定人民有遷徙的自由，所以法律規定，除非犯罪受處罰，

否則人民可以自由的搬家，可以到處旅行不受限制。任何人沒有法律上的合法理由不

可以限制他人的行動自由。如果有人限制他人的行動自由，就是犯了刑法上的「剝奪

他人行動自由罪」，會受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他人因為不想被處罰，所以不會

任意限制我們的自由，因此刑法保障了我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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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法律

第 節

綜上所述可知：廣義的法律是指憲法、法律、命令等具有強制力的社會生

活規範。狹義的法律則指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

阿銘逛書店看到「六法全書」，有的很大本，有的很小，覺得很奇怪：翻

翻內容明明都不只六個法，為何叫六法？法律可分為六大類：憲法及關係

法規、民法及關係法規、刑法及關係法規、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

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行政法規，合稱六法。不過，因應現代社會的

需要，現階段的法律已非六法所能含括。

二

守法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遵守法律？守法有何好處？

(一) 法律可以形成社會秩序

因為法律是有強制力的社會生活規範，可以強制社會中的成員遵守規範，

而使社會有秩序。

(二) 以法律理性解決衝突

如果沒有法律，紛爭可能會用拳頭解決，身材高、力氣大的人稱王，弱小

的人只能受指揮或受欺侮。法律可以保護我們的人身財產安全，用道理解決爭

端。

(三) 實現自由

法律用它的強制力規範人們的行為，看起來像是限制人的自由，但事實上

因為這些限制，保障了我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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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常識

停‧看‧聽

阿銘的十七歲表哥大同剛買了一輛又酷又炫的機車，在阿銘面前炫耀：

「怎麼樣，很讚吧！飆到
120
（公里）的時候，那個風速加上引擎聲，真是

叫人上癮！」阿銘又羨又妒，也想買機車。

這天大同又和一群朋友夜遊飆車，闖紅燈還表演蛇行特技，忽然發現巷

口冒出一輛貨車，大同急著要閃，卻連人帶車衝進轉角的便利商店，撞破了

玻璃，衝倒了貨架，也撞傷了正在整理貨架的店員。大同撞斷了肋骨，痛得

暈了過去，醒來時，哪些法律責任等著大同？

解答

大同的法律責任有三個層面：違反行政規範部分，會有行政處罰；

違反刑事法律，會受到刑事處罰；違反民事法律，須負擔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年滿十八歲才可以考輕型、普通重型機

車駕照。大同未滿十八歲，沒有駕照就騎機車，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會收到
6,000

～
12,000

元的罰單，而且大同和他的父

母都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大同闖紅燈，會收到闖紅燈的罰單處罰
1,800

～
5,400

元。

 大同和朋友一起蛇行、飆車，要罰
30,000

～
90,000

元，有駕照的人

要吊銷駕照，大同沒有駕照無從吊銷，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刑事責任

大同撞傷了店員，如果店員提出告訴，過失傷害罪可處六個月以下

有期徒刑；因為大同是無照駕駛，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刑責

加重
1/2
，所以大同令店員受傷，可處九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民事責任

 大同撞破商店玻璃，損毀貨物，應賠償商店的損失。

 大同撞傷店員應賠償店員醫療費、補品、因為受傷無法工作的損

失以及精神上損害（車禍造成心理創傷、忍受受傷的疼痛與不便

……等精神上的痛苦）的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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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補給站

行政責任：這些罰錢的規定都是屬於「行政罰鍰」，繳完罰單不會有前科。

刑事責任：刑法第 284 條規定（過失傷害罪）：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要如何追究大同的刑責？刑事訴訟法有詳盡規定，就認定「大同是否觸犯過失傷害罪」

應經過的程序。

如果撞死人則依刑法第 276 條規定（過失致死罪），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

千元以下罰金。

民事責任：民法規定大同有下述的民事責任，如大同沒有和店家、受傷店員和解，談

定應賠償的金額，店家和店員可以向法院訴請大同賠錢，法院進行的訴訟程序就是民

事訴訟法規範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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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參考書目

《看新聞輕鬆學法律》（2009 年 12 月初版一刷）。王泓鑫、莊佩穎、張明宏著。臺北：

書泉出版社。

透過 103 個真實的新聞事件，介紹事件中涉及的相關法律觀點，包括婚姻家庭、父母

子女、選舉政治、社會新聞……等各種不同面向，透過新聞時事，輕鬆學習切身的法

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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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一種人類社會生活規範，是最小範圍的道德。

 法律具有強制力，違反法律會有一定的法律效果，例如：處罰或賠償。

 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法國、日本和我國，以成文法為其規範依

據。海洋法系國家，如英國、美國，則以案例累積形成法律，以判例

法為其規範依據。

 中華民國法律的位階：憲法高於法律，法律高於命令。法律不可牴觸

憲法否則無效，命令不可牴觸憲法或法律，否則無效。

 廣義的法律是指憲法、法律及命令等具有強制力的社會生活規範；狹

義的法律則指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

 守法的好處有：社會有秩序、理性解決紛爭、實現自由。

 飆車除了自己受傷會很痛之外，還需負：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

責任。

 法律可分為六大類：憲法及關係法規、民法及關係法規、刑法

及關係法規、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

行政法規，合稱六法。不過，因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現階段的法律

已非六法所能含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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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
 阿銘下列行為何者違反法律？ 情人節沒有送花給女朋友 中元

普渡沒有祭拜好兄弟 要過馬路時是紅燈，但左右看看沒車就穿越

在家玩「三國群英傳」，凌晨一點還沒睡覺。

(
Ｄ

)
 下列規範何者具有強制力？ 家規 道德 宗教 法律。

(
Ｄ

)
 人人都守法有什麼好處？ 社會有秩序 人人得自由 解決紛

爭用法律，有理說得清 以上皆是。

(
Ｄ

)
 飆車撞傷人會有什麼後果？ 收到罰單 要賠償受傷的人醫療費

用 可能會被判刑抓去關 以上皆是。

(
Ａ

)
 下列說明何者不正確？ 憲法是一國的根本大法，絕對不能修改

命令不可牴觸憲法或法律 法律是最小範圍的道德 六法指的

是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法等六大類法

律。

(
Ｂ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果我這輩子都做好學生、乖孩子，法律就

跟我毫不相干，因為法律是管壞人用的 懂法律可以保障自己的權

益 命令是經過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實施的 颱風天去海邊衝

浪是英勇的行為，警察會頒發獎金五萬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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