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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 

議題 子題 

1-1 保護犯罪被害人 1. 強化犯罪被害人在刑事程序啟動前、後的制度保障 
2. 制訂案發後針對當事人告知、說明、引介相關輔助資源的標準作業程序) 
3. 評估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被害人的參與 
4. 評估假釋程序中，犯罪被害人的參與 
5. 檢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效能 
6. 修復式司法的檢討與強化(如：評估增列修復程序為緩刑、緩起訴附加條件之一等) 

1-2 減低冤案發生與強

化救濟機制 
1. 再審與非常上訴制度的檢討 
2. 檢討確定案件審查機制(如：檢討確定裁判書類審查實施要點、評估誤判賠償機制及轉型正

義法庭的設立等) 
3. 評估建置司法之外獨立刑事覆審機制 

1-3 保護弱勢族群在司

法中的處境 
1. 建構積極協助弱勢、性別友善的司法制度、服務及軟硬體環境(如：通譯資源之強化) 

1-4 司法科學、鑑定機

制與專家證人 
1. 整合法醫、測謊、科學鑑識等科學鑑定機制，提升科學辦案的技術與應用，強化司法發現真

實的能力 
2. 完善證據法則，評估專家證人制度的建立 

1-5 偵查不公開、媒體

影響審判與隱私保

護 

1. 避免媒體不當報導或輿論公審現象(含妨害司法公正罪的評估) 
2. 偵查不公開與被告知悉偵辦過程的權利平衡檢討 
3. 司法文書應考量加強當事人隱私，以防個資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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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全民信賴、公正專業的司法 

議題 子題 

2-1 建立人權、效能、透

明的大法官解釋程序 
1. 建立裁判憲法訴願制度 
2. 建立透明的大法官解釋制度：案件管理公開透明、聲請書收案後上網公告 
3. 提升大法官解釋程序的效能：增加助理員額、表決門檻修正、主筆顯名 
4. 言詞辯論常態化 

2-2 司法政策權歸屬(雙元

司法行政系統的變革) 
1. 司法院審判機關化 
2. 司法行政一元化 

2-3 建構效能、精實的法

院組織與程序 
1. 終審法院成員、員額及選任程序改革 
2. 民刑事上訴程序改革(含強制辯護、代理制度) 
3. 終審法院判決不同意見書制度 
4. 整併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與最高行政法院 
5. 司法機關不適用中央政府總員額法 
6. 訴訟費用合理化與濫訴防杜(如：以刑逼民狀況之檢討、評估律師費用列入訴訟費用之可行性

及有條件之刑事訴訟有償制等) 
7. 改革上訴制度，避免突襲性無罪改有罪判決確定 
8. 各級法院合議制的落實檢討 
9. 活化審判期日與程序，落實集中審理、接續開庭，以提升審判效能 
10.行政訴訟法以停止/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制度的檢討 
11.假扣押原因與標準的檢討 
12.強制執行程序的檢討 
13.檢討行政罰之訴訟機制(如：確保高額行政罰鍰罰得到) 
14.評估有關公司之非訟程序抗告至最高法院統一見解之機會 

2-4 建構專業的法院/法庭 1. 設立專業法院/法庭審理相關案件，如商業、勞動、財稅等 

2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秘書處2017.02.09修訂 

2. 評估針對勞工案件訴訟制訂特殊訴訟程序，提升訴訟效能 
3. 評估增加家事事件法官與調查官員額，並強化家事法官之管考標準 
4. 行政法院的運作檢討 
5. 行政法院應直接判命原處分機關作成原告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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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權責相符、高效率的司法 

議題 子題 

3-1 提升檢察系統的透明

與效能 
1. 檢察官的法律定位問題 
2. 檢察體系的組織檢討 
3. 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卷證不併送)，並強化各法院審查庭篩檢證據之能力 
4. 從偵查程序起的卷證數位化 
5. 院檢預算應求平衡，調查鑑定費用要到位，達到精緻偵查之要求 

3-2 檢討法官、檢察官的

任用、監督與退休給

付 

1. 法官、檢察官的多元晉用、監督與退休給付 
2. 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功能的檢討或法律人評鑑基金會建置的可行性 
3. 法官、檢察官人事制度的多元代表性與性別平等化（司法院人審會、 法務部檢審會）  
4. 檢討檢察官起訴、緩起訴、不起訴之監督機制(強化起訴審查機制及聲請交付審判機制、評估

法官或人民監督緩起訴機制、不起訴/簽結案件是否有違法濫權之檢驗機制) 
5. 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檢討 

3-3 律師的專業化與職業

倫理 
1. 檢討律師懲戒或評鑑制度及主管機關 
2. 評估建立律師責任保險制度 
3. 律師公益要求與職業倫理之強化 
4. 評估採行上訴第三審的大律師制度 
5. 評估採行政府律師制度 
6. 法律扶助制度與法律扶助基金會的運作檢討 

3-4 檢討檢、警、調人員

的專業分工 
1. 評估增設專業偵查官制度，協助檢察官辦理專業案件 
2. 環境案件之偵查與訴訟程序之檢討 
3. 警察微罪處分權(雙偵查主體)與監督機制設置之評估 
4. 警察專業化 
5. 情報蒐集與犯罪偵查相關單位之效能檢討(廉政署、調查局、海巡署、移民署) 
6. 檢察官偵查、公訴分工檢討(偵訴合一制度、重大矚目案件公訴檢察官之參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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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參與、透明、親近的司法 

議題 子題 

4-1 法律人的養成、考

選、專業訓練 
1. 審、檢、辯、法制人員之國家考試或其他選任方式檢討 
2. 法學教育改革 
3.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與司法院法官學院整併歸屬 

4-2 人民參與司法 1. 人民參與司法：不起訴、審判之參審制與陪審制 
2. 強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建立多元化爭議解決管道，以疏減訟源，提升司法品質 
3. 建立鑑定先行的非訟醫糾處理、調解機制，促進醫病理性對話，脫離糾紛泥淖  
4. 建立常態性的人民對司法建言管道及司法改革單位 

4-3 公開透明的司法 1. 法庭審理直播之研採 
2. 司法陽光透明之研採 
3. 起訴書全面公開，刑事判決書記載起訴檢察官姓名 
4. 律師市場應公開資訊，以提升律師的服務品質 

4-4 親近人民的司法 1. 司法文書與司法語言之改革 
2. 加強公民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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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 

議題 子題 

5-1 獄政制度改革 1. 刑事執行程序之司法救濟管道檢討（如評估建立執行專庭，審理監獄處遇及假釋救濟等之機制

等） 
2. 少年刑事、感化事件之執行與權責歸屬（少輔院、少觀所應歸屬法務部矯正署或教育部） 
3. 收容人處遇透明化、假釋透明化 
4. 評估少年輔育院全面改制為少年矯正學校 
5. 獄政人力（戒護、教化、技訓等）與設備之強化與擴充 
6. 收容人超收問題 

5-2 毒品政策檢討 1. 緝毒政策與毒品重刑化政策之檢討，包含施用毒品罪一罪一罰之檢討 
2. 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多元處遇模式之改良，整合司法、醫療與社工資源，矯治勒戒（戒治所）

回歸衛福部醫療體系 

5-3 有效打擊犯罪 1. 檢討反貪腐法制（檢討貪汙治罪相關法規、檢討防貪相關機構之組織與效能） 
2. 強化羈押法的執行效力 
3. 強化防逃與追錢制度 
4. 刑罰制度的檢討（含重刑犯是否應加重刑度） 

5-4 犯罪預防與管理 1. 更生人復歸社會謀生困難與再犯率等問題 
2. 建立研究機制／機構，活用司法統計資料，提升司法實務運作品質 
3. 強化犯罪預防之研究及教育，包括犯罪心理學等，進行犯罪者動機、環境等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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