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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草案總說明 

公開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有助於促進憲法議題之討論

思辨，並兼顧公眾知的權益，具公開透明憲法審查程序與客觀法秩序

維護之意義。聲請案件資訊之公開，尤應衡平兼顧公眾知的權益及當

事人資訊隱私等權益，爰於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明定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之方式、限

制公開事項等事項，以建構兼顧當事人資訊保護與提升憲法法庭公開

透明之公開制度。依憲法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及規則制定權，

擬具「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草案，共計九條，其

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各款書狀及卷內文書之公開方式及限制公開事項，依本辦法

規定。(草案第二條) 

三、書狀及卷內文書之公開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書狀及卷內文書涉及個人資訊之限制公開。(草案第四條) 

五、書狀及卷內文書非涉及個人資訊之限制公開事項。(草案第五條) 

六、利害關係人限制公開之請求。(草案第六條) 

七、書狀及卷內文書含有限制公開事項者，應予適當遮掩，就其他部

分公開。(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各款之人民、機關或團體負有協力義務提出依本辦法遮掩應

予限制公開事項之書狀電子檔於憲法法庭。(草案第八條) 

九、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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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憲法訴訟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為憲法訴訟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及依規

則制定權職權訂定之。 

第二條  下列書狀及卷內文書之公開

方式及限制公開之事項，依本辦法

之規定： 

一、聲請書及答辯書。 

二、補充聲請書及補充答辯書。 

三、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指

定專家學者、機關或團體提供

之專業意見或資料。 

四、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

體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經憲法法庭裁定許可提出具參

考價值之專業意見或資料（以

下簡稱法庭之友意見書）。 

五、其他經憲法法庭認有必要公開

之書狀及所附證據、文件，及卷

內文書。 

依法公開聲請案件資訊時，應避免影

響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權益，爰於

本辦法明定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

文書公開之方式、限制公開事項等應

遵循規定，以建構兼顧當事人資訊保

護與提升憲法法庭公開透明之公開制

度。而下列書狀及卷內文書之公開及

限制公開事項，依本辦法之規定： 

一、第一款：為促進國人就憲法議題

之討論思辨，兼顧民眾知的權益，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明定憲法法

庭應於受理聲請案件後，於憲法

法庭網站公開聲請書及答辯書，

及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二十四條

後段規定憲法法庭認有必要時，

得提前公開聲請書及答辯書。爰

於本款明定憲法訴訟案件聲請書

及答辯書公開之方式、限制公開

事項等應依本辦法之規定。 

二、第二款：依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

十八條規定聲請人、相對人依法

提出補充聲請書、補充答辯書。當

事人續提之補充聲請書及補充答

辯書之公開及限制公開事項，自

應為相同之處理，以資明確。 

三、第三款：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認有

必要獲取不同領域之專業意見或

資訊時，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得指定專家學者、機關或團

體提供專業意見或資料，作為憲

法法庭審理案件之參考。考量前

揭專業意見或資料呈現各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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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看法或意見，於憲法審查

程序中向為公眾所欲瞭解及關

心，爰沿用現行釋憲實務將之公

開於大法官網站之作法，於第三

款明定有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公

開及限制公開事項亦應相同處

理。 

四、第四款：本法第二十條引進美國

「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制

度，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

體經憲法法庭裁定許可後，其委

任之代理人得提出具參考價值之

專業意見或資料（以下簡稱法庭

之友意見書），供憲法法庭作為審

理案件之參考。法庭之友意見書

之徵集，既在於使不同立場之民

眾及團體有表達意見之機會，使

憲法法庭獲得法律以外之經濟、

社會、文化等之多元建議，其意見

自應公開於憲法法庭網站，以增

加各界對於憲法審查討論思辨之

機會，亦有拋磚引玉之效，爰於第

四款明定有關法庭之友意見書公

開及限制公開事項亦為相同辦

理。 

五、第五款：其他經憲法法庭認有必

要公開之書狀及所附證據、文件，

及卷內文書，如言詞辯論前經憲

法法庭所命提出之言詞辯論意旨

書等，尚難一一列舉，爰設概括規

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公開，除憲法

法庭另有指定外，係指於憲法法庭

網站公開供當事人及不特定公眾閱

覽。 

本條明定書狀及卷內文書之公開方

式，俾使當事人及不特定公眾得以知

悉確切閱覽之處，亦使憲法法庭公開

制度更加具體明確。 

第四條  書狀及卷內文書涉及個人資

訊，依法不得揭露自然人姓名者，其

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

公開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

有助於促進憲法議題之討論思辨，並

兼顧民眾知的權益，具公開透明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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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應限制公開；其他情形，於必要

時，亦得限制公開。 

審查程序與客觀法秩序維護之意義。

惟就案件資訊公開與所涉自然人個人

資訊保護間之衝突，允應有適當衡平

機制，爰於本條明定案件涉及個人資

訊時，依法不得揭露自然人之姓名，如

依法不得揭露當事人、被害人、證人、

通報人、檢舉人等姓名時，其他足資識

別身分之資訊，亦一併限制公開。至於

其他情形，於必要時，亦得限制公開。

如法令未禁止揭露自然人之姓名，然

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舉凡涉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之健保卡

號、信用卡號、車牌號碼、電子郵件位

址、帳戶密碼、病歷號碼、不動產地號

或建號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別該個人身分資訊者，為保障該個人

之隱私，於必要時仍得予以限制公開。 

第五條  下列為應予限制公開之事

項： 

一、 依法核定之國家機密。 

二、 公務秘密、營業秘密或其他依

法應秘密之事項。 

三、 其他依法應限制公開或公開為

不當者。 

本條規範未涉及個人資訊時應予限制

公開之事項，以兼顧資訊公開及其他

利益之衡平： 

一、第一款：為避免影響或妨害國家

機密及應秘密義務之履行，爰於

第一款明文規定應予限制公開。 

二、第二款：為避免影響或妨害公務

秘密、營業秘密或其他依法應秘

密事項及應秘密義務之履行，自

應予限制公開，爰予明定。 

三、第三款：其他依法應限制公開之

事項者，應予限制公開。又資料之

公開為不當者，因限制公開之情

形難以一一列舉，爰設概括規定。 

第六條  利害關係人請求限制公開而

有正當理由者，憲法法庭得就請求

部分限制公開。 

利害關係人請求限制公開而有正當理

由者，如資訊誤為公開或公開不當者，

憲法法庭得就其請求部分限制公開，

以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第七條  書狀及卷內文書含有限制公 

開之事項者，應予適當遮掩後，就其

他部分公開之。 

書狀及卷內文書含有限制公開之事項

者，應於適當遮掩後公開，如遮掩耗費

人力及成本過鉅者，得於電子檔逕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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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或覆蓋後，就其他部分公開之，爰

設本條規定。 

第八條 下列具狀者，其提出於憲法

法庭之書狀內容含有應予限制公開

之事項者，應另提出依本辦法遮掩

應予限制公開事項之書狀電子檔於

憲法法庭： 

一、已委任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之

當事人。 

二、機關、法院或地方自治團體。 

三、經憲法法庭依本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指定之機關或團體。 

四、經憲法法庭依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裁定許可提出法庭

之友意見書之當事人以外之人

民、機關或團體。 

書狀含有應予限制公開之事項者，自

不宜公開。考量書狀內容是否含有此

情形，本條所列各款之人民、機關或團

體當具有相當能力判斷之，爰規定其

等應負有協力義務提出依本辦法遮掩

應予限制公開事項之書狀電子檔於憲

法法庭。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四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