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周刊於 3月 29日歡度創刊四
十週年，這是值得臺灣司法界一同喝

采的歷史性一刻。以司法院院長身

分，我要向司法周刊致上最誠摯的祝

賀，同時也要感謝由許主任參事銳明

領導的司法院參事室全體同仁，讓司

法周刊不僅能秉持數十年來的優良傳

統，更能承先啟後，在這個變動迅

速、風起雲湧的社會中，再創新猷，

為司法的改革與法治的深化，注入源

源不絕的養分。

司法周刊創刊於 1981年 3月 29日，
目前每周五出刊一期，除農曆春節外

全年無休；於去年 4月 24日第二千
期出刊後，如今已發行至第 2048期。
隨著網路閱讀逐漸普及，同時響應無

紙化的環保理念，目前發行的周刊內

容，都會零時差刊載於司法院的官方

網站，供各界免費閱覽，而不再以紙

本發行為唯一管道。但即使已完成數

位化，目前司法周刊的紙本發行量仍

維持於 7,000至 8,000份之譜，各界
對於司法周刊的需求，以及司法周刊

對於法界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2015年，司法周刊更獲國家圖書館頒
發「最佳人氣學術期刊獎」（即國家

圖書館統計其館內最常被調閱之學術

性期刊）第 7名，身為政府發行的機
關刊物，且內容是相對小眾的法學領

域，卻仍能獲得民眾如此青睞，可見

司法周刊經過數十年來的不斷改革、

精進，成果確實斐然。

司法周刊創立之初，即是以弘揚

法治精神、改進司法業務、交換法律

意見、普及法律常識為宗旨，而與許

多早期的政府機關刊物一樣，司法

周刊起初亦有配合政府施政，作為政

令宣導、宣揚政策管道的功能。但隨

著解嚴、社會中的多元意見開始蓬勃

發聲，司法周刊因應了這樣的社會脈

動，由原本官方色彩濃厚的機關出版

品，逐漸轉型為綜合、多元的司法刊

物，成為學術、文化交流、司法同仁

經驗及知識傳承的多功能平台。時至

今日，我們可以從司法周刊獲知最新

的修法資訊、司法院的政策方向及法

制脈動、各法院舉辦的法治教育及各

式活動、學者的法學論著、法官的辦

案心得及裁判解析、司法從業人員的

工作經驗分享、各種藝文訊息、醫學

保健、心理健康知識等，儼然已蛻變

為國內兼具知識性及實用性、既活潑

又充滿生命力的期刊。

除了內容不斷精進、豐富，司法周

刊這數十年來也不斷致力於提升讀者

的閱讀體驗及便利性。初創時期為直

式編排、黑白印刷，後來於 2006年全
面改版為現在的橫式、全彩印刷，讓

可讀性及易讀性大幅

提升；同時為了順應

科技發展，司法周刊

網站於 2007 年 7 月
正式上線，一開始僅

提供第 1、4版的司
法新聞版面內容，但

從 2018年 12月起，
進一步提供全部內容

的電子檔，讓所有需

要的讀者，都能隨時

隨地各取所需。這種

種的努力，都是為了

提升司法周刊的可近

用性，讓讀者在使用

上更加舒適便利。

與時代並進的司法
參與，反映當代多
元社會價值

如同四十年前司

法周刊創刊號的發刊

詞：「本刊之創立，

當亦屬司法革新之一

環。」司法周刊四十

年來不斷與時俱進，

而司法本身也要順應

社會變遷，持續進行

改革。臺灣的司法從解嚴以來，在諸

多先進前仆後繼地努力、衝撞下，已

逐漸擺脫威權體制，獲得獨立。惟司

法獨立雖然是法治國家的根基，面對

民主社會的快速發展，司法更要公開

透明、廣納多元意見，藉由人民的參

與，增進人民對司法的理解，進一步

形塑出社會對於司法的信賴。

去年 7月《國民法官法》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8月由總統公布，正式成
為我國司法制度的一環。自 2023年 1
月 1日起，所有年滿 23歲的國民，
都將有機會走進法院，坐上法檯、擔

任國民法官，從不同的社會經驗及專

業知識出發，與職業法官一同分析、

交流案情，最後依照法律的規定，共

同判決被告是否有罪、量刑輕重，作

出同時兼顧法律與國民期待的判決。

雖然國民法官法尚未正式上路，但其

實去年 7月 17日正式施行的法官法
修正條文，就已經引入了由法官以外

的國民，一同參與審判的制度。現在

的懲戒法院職務法庭第一審，就是由

參審員與職業法官組成合議庭共同審

理，而由參審員參與的第一件判決，

已於今年 2月 1日宣判，這是我國司
法史上，首例由職業法官以外的國民

全程參與審判並作成判決的案件，具

有極為特殊及重要的意義。

在《國民法官法》於 2023年正式上
路後，人民與職業法官合審合判，將

成為司法實務的日常，我也期待藉著

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參與審判，讓司法

更加公開透明，讓人民更加理解司法

的運作，進一步產生對司法的信賴。

法院專業分工，落實人權保障

如同司法周刊四十年來秉持著使用

者導向的精神持續精進，司法如何適

應社會變遷，貼近人民的使用需求，

也是極為重要的課題。為了讓司法能

更適應現在的社會型態，必須建置更

專業的法院、法庭，才能面對各式各

樣日新月異的紛爭。像是去年 1月 1
日《勞動事件法》正式上路後，勞動

訴訟的平均終結天數，相比 2019年
的 91.39天，大幅減少為 71.91 天，
並有超過 6 成的調解成立率；而今年
7月 1日《商業事件審理法》、《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也將正式施

行，有別於過往的民事程序，商業事

件引入律師強制代理、科技審判、商

業調解程序、當事人查詢制度、專家

證人及秘密保持命令等制度，就是為

了能更迅速、妥適、專業地處理重大

商業紛爭，以健全公司治理，提升臺

灣的經商環境及企業競爭力。

而不論是何種訴訟類型，法官在裁

判時，絕不能忽略憲法具有保障人民

基本權最高效力的功能。待明年 1月
4日《憲法訴訟法》正式施行後，憲
法審查的客體，將不再限於抽象法規

範，而能及於法院所為之裁判。對於

法院確定終局裁判在解釋及適用法律

時，誤認或忽略了基本權重要意義，

而產生違憲疑慮等情形，大法官將可

以進行裁判憲法審查，讓人權保障更

為周延。這些重大變革，都是為了讓

法院能夠更專業的分工，貼近人民的

使用需求，並且確保在任何情況下，

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的意旨都不會被

忽視。

維護司法廉明公正，堅守民主法治

不過，司法在與時俱進、持續改革

的同時，絕不能忘記，獨立公正才是

司法的基石。我深知絕大多數的司法

人員，都對自己的工作兢兢業業，秉

持著高度的使命感與榮譽感，克盡職

守，為民付出。因此，對於司法風紀

問題，司法院絕對會嚴肅面對，用最

高標準檢視、處理，決不寬貸，這是

為了守護司法的廉明公正，讓絕大多

數司法同仁每日勤奮工作的成果，不

因少數人的違失而被輕易否定。我們

會讓社會大眾看見一個勇於負責、願

意自我反省的司法，再加上絕大多數

清廉、盡責的同仁的努力付出，逐步

重拾社會對司法的信任。

去年 11月 28日，司法大廈自 1934
年落成以來，首次開放民眾自由參

觀。其中由書法水墨大師朱振南為司

法院創作之「司法為民，人權在茲」

書法作品，相當程度地詮釋了現今司

法的價值。但若回首四十年前司法周

刊創刊詞：「司法之目的在維護社會

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法治之成功，

不僅在有完善之立法、公正之司法，

而尤重在使社會大眾信法、知法、守

法」，亦可相互呼應，可知四十年過

去，司法之核心價值，仍歷久彌新。

司法院會繼續秉持這樣的精神，打造

一個為人民服務、獨立公正、清廉透

明、多元參與、保障人權的司法，如

此才能使社會大眾願意理解司法、參

與司法、信任司法。我也期勉司法周

刊，繼續秉持著創刊時的信念，堅定

扮演法治的推手，促進司法與臺灣社

會的穩定進步！

110年 3月 29日

堅定而穩健　帶著走的司法
— 賀勉司法周刊創刊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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