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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名稱】 

尊嚴與自由— 
美國與德國憲法裁判之比較研究 

 
【問題說明】 

 
近年來大法官於人權保障用力甚深，解釋中多次提及「人性尊嚴」的概念，

並嘗試以之支持或由之衍生其他憲法權利。例如釋字 603 號解釋謂：「維護人性

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

文列舉之權利，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

障個人生活私密領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

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參照）。其

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料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露其個人

資料、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權，並保障人

民對其個人資料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料記載錯誤之更正權」。 
 
惟我國憲法與德國憲法不盡相同，既未有「人性尊嚴」之明文，似亦難據此

當然開展出人權的階層構造。實則，「人性尊嚴」當非理解（確認）憲法權利的

唯一途徑；英、美法輒以「根本的自由權」(fundamental liberties)指稱類似的權

利內涵。本專題旨在比較美、德兩國憲法實務如何分由「尊嚴」與「自由」的觀

點，處理類似價值爭議，並期藉此尋求、建立更具說服力的論證方式。 
 
 
【預定進度】 
 

本專題將以 EDWARD J. EBERLE, DIGNITY AND LIBERTY: CONSTITUTIONAL 

VISION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aeger, 2002)為主要教材。學期前三

分之二課程，由選課同學按表定進度（首次上課時公布），自選子題，依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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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讀心得，詢答討論。其餘三分之一課程，由選課同學按自訂題目，撰寫學期報

告，評析我大法官相關解釋，於課堂發表，並由同學交互評論。 
 
 
【成績考評】 
 

課堂參與表現為「平時成績」，占 30%；論文報告表現為「期末成績」，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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