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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召開刑事訴訟精神鑑定專家(責)委員會研商會議新聞稿 

為回應近來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關注的刑事司法精神鑑定議題，

本院於109年6月15日下午召開「刑事訴訟精神鑑定專家(責)委員會

研商會議」，由林秘書長輝煌主持，邀集行政院、法務部、衛生福利

部及內政部代表，相關領域之專家及學者，以及法官、檢察官及律

師等，共同研商成立刑事精神鑑定專家(責)委會員的可行性，並研

議如何精進現行刑事訴訟精神鑑定的具體措施。 

本次會議，先由刑事廳報告目前刑事司法精神鑑定，從擇定鑑

定人或鑑定機關、實施鑑定、製作鑑定報告書至到庭接受交互詰問

等各階段的爭議，接著介紹目前從事精神鑑定的專家(責)委員會，

包括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及「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

定與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其成立之法源依據、組織成員、鑑定流

程及近年受理件數，分析其等設於公部門、中央部會層級及成員多

元化的特色，並說明本院所擬具，目前已送請行政院會銜，旨在強

化鑑定品質及詰問權保障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次會議中，幾乎全數與會代表及先進均對於成立專家(責)委

員會持保留態度，有指出精神鑑定的特色在於檢查、觀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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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及推論，與一般醫療鑑定處理已發生的醫療業務有所不同，委

員會的形式較難勝任精神鑑定的工作，若僅進行事後審查，未親自

參與鑑定，即難評斷報告是否正確。亦有指出，委員會如果採取不

具名且不接受交互詰問的作法，恐無法檢驗鑑定報告。另內政部代

表則贊成成立委員會，並表示倘案件數量過多，經費及人力難以負

擔，可由地方鑑定機關進行鑑定，遇有爭議，再送委員會複審。 

關於精進現行精神鑑定的具體措施，與會者多提及偵查階段實

施精神鑑定的必要性，因此時距離案發最近，得以確保有關被告精

神狀態證據的完整，有利於精神鑑定的正確性。有與會者指出，應

重視鑑定醫師及相關人員的專業養成、資格認證及品質管制，似可

參考日本由相關領域醫學會把關的做法，委由司法精神醫學會擔綱，

衛生福利部協助，並可設定精神鑑定的最低標準，涉及死刑的案件

則應提高鑑定強度，進行全面而完整的鑑定。另有與會代表強調被

告於鑑定過程中的權益保障，認應釐清辯護人及其他親友於程序中

的地位。有與會者期盼，司法院能夠多使用平易近人的話語與人民

溝通，化解社會對於司法精神鑑定的誤解，亦有呼籲提供更多的教

育訓練及經費支援。針對偵查階段的精神鑑定，法務部代表回應表

示，高檢署已有增列相關預算，問題應可改善。 

本院林秘書長輝煌總結指出，近來有關刑事精神鑑定的爭議案

例給予司法及精神醫學很大的衝擊與反省，非常感謝各位與會代表

的寶貴意見，本院將持續關注此項議題，虛心聽取各方指教，推動

刑事訴訟法關於鑑定法制的修正草案，使現行制度更為精進，期能

化解社會大眾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