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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合宜互動

基院與勵馨合辦少年情感課程

提升專業知能

屏東地院邀鄧學仁教授談釋748施行法實務
【本刊屏東訊】屏東地院日前邀請中央警察大學鄧學

仁教授講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法律

及實務探討」，由黃惠玲庭長主持，並因應防疫規定，採

視訊及現場併行方式辦理，計有該院法官、調解委員、

同仁，及高屏地區社工、律師、心理師等 60人參與。
黃庭長致詞表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已於 108年 5月 22公布，目前實務案件並不多，大部分
均與收養議題相關。該施行法僅 27條，有很多準用民法
的規定，須謹慎理解法條意涵，妥為適用，以落實同性

婚姻平權及未成年人權利之保障。

鄧教授首先說明該施行法係一部關於同性婚之法律，

多準用民法中配偶相關權益的規定，但有關親子部分，

則無準用婚生推定、夫妻共同收養的規定。除民法外，

因該施行法公布後，在人工生殖法、稅法、醫療法、社

會福利法等法律規定也須因應作調整。至同性婚是否可

適用人工生殖法及代孕生殖等議題，尚在討論及形成社

會共識中。鄧教授另說明同性婚與異性婚規定不同之處，

如：（1）同性婚結婚年齡須滿 18歲；（2）同性婚沒有準
用姻親關係；（3）民法第 1052條第 2項但書，於同性婚
關係終止並無準用規定；（4）同性婚無法定監護之準用；
（5）同性婚只承認繼親收養，無法共同收養。鄧教授亦
指出，同性婚若為涉外婚姻，亦須考量外籍者其本國法

是否承認同性婚，若未承認同性婚，我國法律上的處理

除遵循憲法保障婚姻權之意旨，也應尊重外國法的社會

文化價值，以避免後續衍生之問題。

鄧教授亦就該施行法通過後，對於婚前子女的處理、

親子關係成立及收養問題之實務狀況進行詳細說明，也

介紹世界各國關於代孕的規範，以及我國人工生殖法之

規定、代孕生殖有關的討論等，增加與會人員對此議題

的認識，也期許未來能建構針對同性婚姻的特殊代孕法

規。在收養議題上，鄧教授則指出同性婚與異性婚有其

結構不同的特性，同性婚的繼親收養若無前婚配偶，收

養應有不同的考量，然不管是同性婚或異性婚的收養，

均須以未成年子女利益為優先。

鄧教授最後表示，同性婚議題在社會仍存在許多歧

見，但釋字第 748號施行法是維
護同性婚姻權利的第一步，也

是我國多元社會民主的展現，

但同性婚後的收養、親子關係，

因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也成

為刻不容緩的議題，期許不論

未成年子女身在異性婚或同性

婚的家庭，都能受到良好的保

護，健康快樂成長。

式，提供一個就過往類似案件的量刑圖

表，該系統於平成 20年（民國 97年）
4月 1日開始運用，就其後宣判的案
件，由各地院承審法官負責登錄，而主

機設在最高裁判所，各地方裁判所則以

專線的方式在評議室連線；於進行量刑

評議時，由法官將量刑因子輸入檢索，

將量刑分布投影在大型螢幕上展示�。

則在我國，應該也要設置相應的系統，

提供量刑參考，讓國民法官於決定量刑

時，不致於惶恐不安。

六、保密義務的釐清與緩和

國民法官法第 97條第 1項規定「現
任或曾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

人，無正當理由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0萬元以下罰金」、第 2項規定「除有
特別規定者外，現任或曾任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之人，無正當理由而洩漏

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 6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8萬元以
下罰金」。雖立法說明內言明，所謂洩

密，例如洩漏國民法官及法官就終局評

議時所為之個別意見陳述、意見分布情

形、評議之經過等，係採例示之方式，

則例示以外究竟何種內容會構成洩密？

或許司法院可以訂定相關準則以資遵

循。否則若國民因為沒有把握而導致最

後乾脆全部不說，當會妨礙國民法官分

享參與審判的良好經驗，而其他周遭的

人也因為對於保密義務範圍認識模糊不

清，顧忌向國民法官詢問而乾脆不問，

導致妨礙散播國民法官經驗的結果。參

考日本經驗，固然擔任過裁判員的人有

個別良好的參與經驗，但因為不敢分

享，導致其他國民有意願擔任裁判員的

比例，竟然只有 15%左右，嚴格的保
密義務應是其中重要因素，不得不認為

這是非常重要必須正視的問題�。我國

國民法官制度是否能夠廣為一般民眾所

接受，必定要依靠擔任過國民法官的人

分享自身參與經驗，如何不讓經驗者顧

忌對外界廣泛分享參與經驗，也是我們

要正視處理的重要課題。

七、 國民法官諮詢或經驗者團體的建置
以日本經驗來看，民間社會成立這樣

的團體，至少會具有 2種主要功能。對
未曾參與過國民法官裁判的國民而言，

若收到通知覺得不安，除了官方文件之

外，有適當地方可以諮詢，於心理上可

獲得初步的放心，此為諮詢功能。另外

對於參與過裁判員裁判的國民來講，他

們可以聚在一起相互確認參與審理中所

遇到的心理負擔情況而放下擔憂�，若

有心理專家、社工、律師等專家的加

入，就可以經由詢問而釋疑，在心理健

全的情況下，就會更積極向外界分享正

面的參與國民法官審理經驗，此對國民

法官制度的推展，當有裨益。而以日本

經驗而言，這些團體雖然大都由民間自

發設立，但若將來我國公部門可以基於

協助輔導的立場，例如在官網設置專區

（當然在保障個資的情況下）讓這些民

間團體能夠設置順利，應亦為可行之方

向。

（作者為彰化地院庭長）

（文接三版）

四、深入淺出的專業解釋與充分評議

職業法官一定要時時提醒自己，與國

民法官討論時，不能使用同溫層習於使

用的專有詞彙，必須儘量以各種方式、

角度轉化該專有詞彙，確信國民法官在

真正能理解的情況下，進行案件之討

論�。這或許必須花費極多的時間，但

是以日本實施 10年，平均評議時間已
經長達 778.3分鐘，且日本裁判員並未
表示不滿意�，毋寧是認為這是為了達

成充分認真討論所必要�。

五、量刑放心的對應措施

許多國民法官及日本裁判員表示，對

於證據的取捨以及有罪無罪的認定，在

相對單純的案件中，經過職業法官適當

釋疑，聽取檢辯雙方的攻防以及證人的

證述，都還算容易判斷。但是，對於量

刑，在如此大的範圍之內，究竟應該如

何下判斷，則是摸不著頭緒的狀況�。

就此，日本是以設置量刑檢索系統的方

註 釋
�	 以筆者在最近某次模擬法庭擔任評論員之觀察
經驗，就發現某位國民法官在起身感謝審判長

深入淺出的說明，終於對不確定故意此一概念

有充分理解後，其後之發言卻感覺其完全誤解

的情況。

�	 最高裁判所事務総局「裁判員制度 10年の総

括報告書」（下簡稱「総括報告」），15頁。
�	 同註 56，13頁。

�	 在此，筆者再舉前述擔任評論員之觀察經驗，
其中一位國民法官可以看得出非常痛恨某種犯

罪型態，除了在評議時極力表達應該對該種案

件處以重刑外，在表達量刑意見時，或許因為

沒有參考值，就直接講出法定刑最高刑度之意

見。之後因為陸續聽取其他國民法官相對折衷

許多的意見，才修正其意見。

�	 杉田宗久「裁判員裁判の理論と實踐，補訂

版」，358頁。而對此，牧野茂也補充，在日本
裁判員裁判的 10年間，實施初期僅能使用職
業法官的過往的判刑資料，實施中期則併用職

業法官以及裁判員裁判的判刑資料，到了後期

時，則已經全部使用都是裁判員裁判的判刑資

料，同註 25，23頁。
�	 同註 26，21頁；同前註 25，38-39頁。牧野 茂
表示，最高裁判所的總括報告書雖將守密義務

的問題歸結為會造成裁判員的心理負擔，但他

認為，裁判員的經驗因此無法傳達到社會的損

失，才是最嚴重的問題。裁判員制度是要將市

民的聲音滲入裁判的制度，然而結局竟然又將

市民的聲音掩蓋起來，這樣的弊害實在太大。

�	 甚至有裁判員表示，偶爾也會碰到與經驗者擔
任同一事件的律師、報導記者跟旁聽研究者齊

聚一堂而熱烈討論的情況，同註 27，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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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地院辦理少年修復式團體
【本刊南投訊】為落實少年事件處理法保障少年健

全成長的立法目的，南投地院於 4月起即依據該法第
29條第 3項規定，針對轄區內 2國中共 13名學生間
之同儕衝突、霸凌事件，聘請修復促進者進行修復，

期透過 6次專題共 12小時的團體工作，協助少年學
習處理衝突的社交技巧，並建立負責反省的態度，完

成與自己、家人、被害人及社區等層面的修復。

過程中因國內疫情升溫而暫停課程，爾後於 7月
底疫情降至二級警戒，經權衡少年利益及符合防疫原

則的情況下，持續完成此次的團體工作。少年法庭吳

昆璋庭長、調保同仁及學校輔導主任，皆多次前往關

懷，促進者評估少年經此修復團體課程後確有助於提

升同理心，也多能認同團體對自身的正面影響，足見

修復式團體對少年確有助益。

保障少年健全成長

日  月  潭  湖  光  山  色
攝影／錢如聰（臺中高行副法警長）

【本刊基隆訊】為提升少年正確的性別互動觀念，並

降低觸犯性犯罪非行之可能，基隆地院日前再度與勵

馨基金會共同辦理少年輔導系列課程。本年度課程包

括：「你是我的菜」、「我的身體我作主」、「性／愛大冒

險」及「練愛不鍊愛」等，並依感情的發展歷程，循序

漸進協助少年建立良好的性別情感觀念，與合宜的兩

性互動模式。

首次課程於 8月上旬舉辦，
由勵馨基金會恩心家園林宛臻

主任帶領，在符合防疫規定下，

讓少年安心探索情感議題並提

問，同時解說相關法律知識，讓

少年瞭解感情發展各階段所應

注意的分際。基院期藉系列課

程之學習，協助少年在現今複

雜多樣的網路、人際關係中，學

習正確的性別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