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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第182次會議

【本刊訊】司法院 3月 6日召開第 182
次會議，由許宗力院長主持，通過國民參

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

及其施行法第 7條之 16修正草案，將於
近日函送行政院會銜提請立法院審議。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前經司法

院及行政院於 107年 4月 25日會銜函請
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第 9屆第 6會期並就草案逐條審議，因立
法院議案屆期不續審，爰由司法院續為研

議，經重新檢視草案內容後，再次提送院

會討論。

會中先由刑事廳彭幸鳴廳長依草案之

體系，從適用案件範圍、強制適用與否、

轉軌制度、案件之處理、證據開示與書狀

先行制度、準備程序、國民法官資格等相

關規定，及審理程序（含開審陳述、當事

人之出證方式與辯論等）、評議與評決、

上訴制度及成效評估制度等，進行摘要報

告，於經討論後通過。

司法院基於多年來推動制度及辦理模

擬法庭之實證經驗，為避免造成國民過重

負擔，並使法曹三方得以集中心力、專精

處理，本次草案中將適用國民參與審判制

度之第 1類案件（第 5條第 1項第 1款）
由「所犯為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七年以上

之罪」修正為「所犯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適度縮小適用案件之範

圍，第 2類案件「除前款情形外，故意犯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維持不變。同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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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自 112年 1月 1日起施行，使全國民
眾及法曹三方均能充分掌握時效，預作規

劃準備，及早熟悉與適應新制。

草案分 7章，計 113條，各章重點為：
一、總則：明定本法立法目的係為提

升司法之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

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並

明定國民參與審判法庭由法官 3人及國民
法官 6人所組成，共同進行審判。
二、適用案件及管轄：劃定適用國民

參與審判之案件類型為：除少年刑事案件

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被

告所犯最輕本刑為 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及故意犯罪因而致人於死之公訴案

件，且均定為強制辯護案件。

例外之情形為：有難期公正之虞、國

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及其一定範圍之親

屬有受危害之虞、案情涉及高度專業而繁

雜或被告認罪，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

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時，法院於聽取意見

後，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三、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明定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利與義務，

積極、消極資格與拒絕被選任事由，以及

選任、解任等程序，職權與保護措施等。

四、審理程序：

（1）採行卷證不併送制度、引進證據
開示與書狀先行制度等，並明定審判長指

揮訴訟之原則、準備程序、證據調查程序

與辯論之相關規定。

（2）終局評議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就事
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與科刑共同進行討

司法院院會通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 擬定112.1.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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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罪之認定，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

雙方意見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程

序判決及科刑事項，則以包含雙方意見之

過半數決定。

（3）為尊重國民參與審判所形成之第
一審判決結果，於第二審原則上不得聲請

調查新證據，且就第一審事實之認定，限

於以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始得撤銷。

如有撤銷第一審判決之情形時，原則上應

就該案件自為判決。

五、罰則：明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相關之刑罰、行政罰。

六、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明

定成立成效評估委員會，自施行日起 6年
內，每年提出成效評估報告，並於成效評

估期間屆滿後 1年內，提出總結報告。
七、附則：明定施行日期；施行前已

繫屬之本法適用範圍案件，程序從舊。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及其施行法

本次修正係為明文規範刑事裁判裁定

更正之處理方式，並維護妥速審判效能及

合理運用司法資源。修正重點有：

一、增訂第 227條之 1：明定裁判如有
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於全

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法院得依聲

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以及該裁定之附

記、送達及救濟事項，使實務上行之多年

之刑事裁定更正有明確法律可循。

二、修正第 284條之 1及第 376條第 1
項：將最重本刑已提高為有期徒刑 5年之
過失致人於死罪、普通傷害罪、助勢聚眾

鬥毆等 3罪，以及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及持
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罪，
增列為第一審無須行合議審判及原則上不

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以兼顧審判效能與

司法資源之合理分配。

三、修正第 376條第 2項：將依第 376
條第 1項但書提起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
銷並發交其他第二審法院判決之案件，納

入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

四、修正第 406條：將現行刑事裁定
之一般抗告期間，自 5日延長為 10日，
以保障訴訟當事人及受裁定人之權益。

五、增訂施行法第 7條之 16：明定新
法施行後，於施行前第一審原行合議審判

之案件，或原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且已

繫屬於各級法院者，及新法施行時，抗告

期間依修正前之規定尚未屆滿者，其程序

進行及規範適用方式。

【本刊訊】司法院自 106年開始分階
段推動法院「訴訟程序視訊諮詢服務」計

畫，讓民眾不用親自到法院，就可獲得司

法協助，於 109年 3月 1日起，全國一、
二審法院已全面實施，目前設有 236個服
務據點。

訴訟因為具有專業性，民眾如遇有訴

訟程序問題，通常須親自到法院單一窗口

聯合服務中心詢問或以電話詢問，多有不

便。司法院為提升各法院訴訟輔導的服務

效能，方便民眾就近諮詢，應用現代化的

視訊科技設備，結合地方政府資源，讓民

眾得以就近到各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等服務據點，以預約或現場抽取號碼

牌的方式，透過視訊網路與法院端連線，

法院的訴訟輔導人員即可在線上驗證文

件，面對面為民眾解答訴訟程序問題。

本項服務以訴訟或非訟案件關於程序

事項者為限，如繫屬中之案件查詢、上

訴、抗告及聲請調解、民事強制執行、監

護宣告、拋棄繼承、支付命令、本票裁

定、拍賣抵押物、繳納裁判費用等程序問

題。民眾如有遞狀、寫狀疑問，法院也會

提供書狀範例；對於無法辨識的訴訟文

書，也可透過視訊請法院人員協助確認。

部分服務據點另提供律師諮詢服務之連

結，可同時提供民眾關於實體事項之法律

諮詢服務，一次解決民眾法律問題。

訴訟程序視訊諮詢服務之詳細資訊，

可至司法院網站「便民服務」項下查詢，

各法院亦將逐步拓展服務據點，提供貼心

的司法服務。

一、二審 3.1全面啟用訴訟程序視訊諮詢
便民再提升

【本刊訊】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避免疫情蔓延，司法院 3月 5
日依法院刑事遠距訊問擴大作業要點第

3點第 6款，核定防疫期間處理強制處
分訊問被告事項，得使用遠距訊問。並

於同日訂定「各級法院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處理強制處分事項訊問被

告之防疫措施」。重點包括：

一、防疫優先原則：承辦案件法官衡

酌被告相關症狀，應採取減少接觸、避

免群聚感染之相關措施。

二、得採遠距訊問或於管轄區域內就

地訊問：法院如已得知被告具有感染風

險情形，應先聯繫瞭解相關資訊，必要

時得採取遠距訊問或於管轄區域內就地

訊問。被告戒護方式，由法院與該機關

或處所進行協調。採取遠距訊問前，應

以適當方式徵詢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之意見。

三、到庭訊問之防護措施：法院認仍

有提解被告到庭訊問之必要者，應備具

加強法庭防疫

妥適之隔離防護措施，並儘可能使用透

明隔離設備隔離被告，另得關閉空調系

統、開啟門窗，保持法庭之空氣流通，

或於法院院區內擇一空氣流通，較空曠

之適當處所訊問。

四、裁定羈押之相關處置：法院裁定

羈押者，應先行聯繫矯正機關，並通報

衛生主管機關；未裁定羈押者，法院仍

應速聯繫衛生主管機關採取適當之防疫

措施。

五、依本措施辦理之遠距訊問，準用

「刑事訴訟遠距訊問作業辦法」。

六、遠距訊問之卷證獲知：法院使用

遠距訊問時，應注意依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之 1第 3項規定，以適當方式使無辯
護人之被告獲知卷證之內容。

七、被告隱私之保護：法院於處理此

類事項，應妥適保護被告隱私；於訊問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

要時，得予錄影。

八、少年保護事件亦準用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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