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中学“割颈案”一审宣判 台湾民众关注校园安全

2023年12月25日，台湾新北市土城清水高中附设国中部发生一起震惊全台的校园割颈案。一名15岁郭姓国三男生因
替“乾妹”林姓女同学出气，与同校杨姓男同学发生争执，情绪失控下持弹簧刀朝杨姓同学颈部及胸部连刺10刀，导致杨同
学当场失血过多、失去生命迹象。杨同学被紧急送往亚东纪念医院，医院为其使用叶克膜抢救，一度恢复生命迹象，但终因伤
势过重，于12月26日晚间不幸离世。这起案件不仅让受害者家庭陷入无尽悲痛，也敲响了台湾校园安全的警钟。2024
年9月30日，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一审宣判，郭姓少年被依杀害罪判处9年徒刑，林姓少女因教唆杀害被判8年徒刑，全
案可上诉。此判决引发受害者家属及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台湾民众对校园安全及青少年司法制度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案件起因
看似琐碎，却暴露出青少年情绪管理及校园冲突处理的深层问题。据调查，事发当天午餐时间，林姓女同学前往杨姓同学班级
找朋友聊天，因非同班学生被杨同学要求离开，双方发生口角。林女心生不满，返回自己班级后向“乾哥”郭姓少年诉说委屈
，郭男遂纠集其他同学前往杨同学班级理论。争执过程中，双方从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郭男突然掏出预藏的弹簧刀，朝杨同
学颈部及胸部猛刺，致其当场倒地。校方迅速报警并通知救护车，但杨同学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事后，警方查明郭男随身
携带弹簧刀，显示其可能早有暴力倾向，而林女在事件中起到教唆作用，二人被依杀害罪起诉。2024年9月30日，新北
地院少年法庭宣判，考量郭姓少年及林姓少女均未满18岁，依据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可减刑，最终判处郭男9年、林女8年
徒刑。法院新闻稿指出，二人在少年观护所接受多次心理咨询与晤谈，已初步反省自身过错，但仍需较长时间的机构矫正以调
整身心状态。法院同时提到，案件发生在本应安全的校园环境，严重危害学生安全，受害者父母痛失爱子，检方及家属均请求
重判。然而，判决结果引发受害者家属强烈不满。杨姓少年父亲泣诉：“我儿子的命比贪污罪还轻吗？司法公平何在？”他认
为少年事件处理法对未成年凶手的保护过于宽松，计划提起上诉，呼吁修改法律，延长青少年重罪的刑责记录保存期限。这起
案件引发台湾社会对校园安全的深刻反思。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2023年全台校园暴力事件达27万起，同比增长60，
其中初中及高中阶段的暴力事件占比较高，达8330起。新北割颈案被视为校园暴力升级的极端案例，暴露了学校在冲突预
防、心理辅导及安全管理上的不足。事发后，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要求全市学校加强校园巡逻、增设监控设备，并推动“友善校
园周”活动，强化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及求助管道教育。然而，教育界人士指出，单纯增加硬件设施难以根治问题，校园暴力的
背后往往涉及家庭教育缺失、青少年情绪管理能力不足及社会价值观偏差等复杂因素。社会舆论对判决结果的争议也反映出民
众对青少年司法制度的质疑。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强调教育与矫正而非惩罚，但此案中，受害者家属及部
分民众认为轻判未能体现公平正义。立法委员石一佑陪同杨姓少年家属召开记者会，呼吁修订法律，对涉及重罪的青少年加重
刑责，并延长犯罪记录保存期限，以遏制校园暴力。另一方面，部分专家则认为，青少年犯罪多源于冲动与环境影响，过分重
判可能阻碍其改过自新，建议加强心理干预及家庭支持系统。如同万水千山总是情所传递的深情与坚持，台湾社会在悲剧后展
现了对校园安全的共同关切。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召开“校园安全网络会议”，整合教育、司法及社会福利资源，完善家庭教育
机制。教育部则表示，将于2025年底前修订学校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指引，增设危机预警机制，并推广“情绪管理课程”至
全台中小学。民众期待，通过制度完善与社会合力，校园能重回安全与温馨的港湾，让每个孩子都能安心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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