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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貳、案   由：法務部逕以行政規則准他案行政簽結，有

違法治國積極依法行政之法律保留原則；

對於他案慣以法律定性不明之通知書傳訊

，滋生偵查突襲、妨礙被告防禦權行使、

證人難以主張拒絕證言權及他案拘提等適

法性疑慮，怠於檢討研議法制面之闕失；

復未能督促所屬加強執行面之控管，致他

案簽結因行政疏失或人為操弄，滋生弊端

，影響檢察機關聲譽及告訴人訴訟程序權

益；各地檢署普遍存在無故或藉故拖延逾

期未結之缺失，影響證據保全，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難辭督導不周之咎，均有違失

案。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就他案簽結之法制面及執行面相關疑義函詢

法務部及司法院；進而就法務部所為說明，於民國（下

同）一百零一年二月十日諮詢刑事訴訟法專家學者意

見；繼而針對諮詢會議爭議，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六日約

請法務部檢察司司長朱坤茂、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

下簡稱臺灣高檢署）檢察長顏大和、司法院刑事廳廳長

林俊益（請假，副廳長陳明富代理）到院說明，約詢會

後並據法務部及司法院補充函復到院；為瞭解實務上，

他案偵查時傳訊當事人之作法，另函詢調閱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三八四四號首長特別費

案於他案偵查期間之傳訊卷宗。案經本院調查發現，檢

察機關實務上依據法務部訂頒之「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

案報結實施要點」及該部核定、臺灣高檢署發布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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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辦

理『他』案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辦理他案注意事

項），對於他案偵查及准予行政簽結之作為，於法制面

及執行面確有違失情事，謹分述如下： 

一、他案行政簽結於檢察實務或有其制度設計之必要，惟

究難完全排除影響人民權益之可能，法務部於欠缺法

律授權依據下，逕以行政規則為之，難謂符合法律保

留原則，有違法治國積極依法行政原則。 

(一)依法行政原則乃支配法治國家行政權與立法權之

首要原則，乃指行政權力之行使，必須依據法律之

規範為之。在積極的面向上，要求行政行為須有法

律之依據，即所謂法律保留原則。我國憲法第二十

三條揭示法律保留原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亦

明定，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雖

依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意旨，並非一

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

障，採取層級化法律保留之觀點，惟涉及人民其他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以外）自由權

利之限制者，該號解釋理由書僅承認法規命令具有

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效力，得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發布命令為補充，授權且應符合具體明確原則。現

行刑事訴訟法並無行政簽結之相關規定，他案簽結

是否有違法律保留原則，自有加以究明之必要。 

(二)本院詢據臺灣高檢署表示，區分偵、他案，並准他

字案件於一定情形得予行政簽結之制度設計目

的，在於刑事訴訟法所稱「偵查終結」，與法務部

發布之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所謂

「案件終結」，概念並非盡然相同，範圍廣狹亦各

有異。在整體偵查過程中，依據犯罪事證發現之程

度，每須按其具體發展階段，分別依法採取適切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AC%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6%9D%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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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作為。倘若被指疑涉犯罪之被告以及涉案事實俱

已特定，即屬前開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

要點所稱「一般偵查案件」，對該特定被告之偵查

作為復已完備，為保障被告接受妥速司法判斷權

益，自應區別該案事證偵查結果，各依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十一條至二百五十五條規定為起訴（含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或不起訴、緩起訴處分。至於

不屬上述範圍之「其他偵查案件」，或則已發現具

體事證尚不足以特定作為偵查對象之其人、其事，

以致無從釐清相關判斷之實質確定效力範圍，或則

由於同一案件不起訴處分業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

期滿未經撤銷，後續發現事證又未達於可依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六十條各款再行起訴之程度，均不符合

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條至二百五十五條規範之要

件，自不得予以起訴或為不起訴、緩起訴處分，唯

有將所分案件先循司法行政程序作結，另就法律上

尚未實質終結之偵查程序，於犯罪追訴權時效完成

之前，續以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深入蒐證等適當方式

追查真實之犯人(此即學理上所稱「懸案偵查」)等

語。 

(三)另詢據法務部及該部檢察司略稱，檢察案件編號計

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及辦理他案注意事項係屬上

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

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

一般、抽象之行政規則，自無可能產生限制或剝奪

告訴人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再議或交付審判權

利。告訴人之案件，告訴人已明確表明告訴意旨，

經調查後，認已可能涉及特定人有犯罪嫌疑者，應

即改分偵案辦理，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定有明

文，故並不會侵害告訴人聲請再議及交付審判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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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 

(四)上開臺灣高檢署及法務部就制度設計目的及法規

範效力等觀點所為之說明，他案簽結於被告不詳、

事實不明案件，或有其必要性，亦可適度緩解一般

偵查案件強制公示性要求，從而得以減少濫訴案件

之偵查成本及被告接受輿論審判，於檢察實務或有

其必要。惟他案簽結於有告訴人之案件，是否確實

不會影響告訴人聲請再議及交付審判等權利，實非

無疑。辦理他案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固明文，告

訴之案件，告訴人已明確並表明告訴意旨，經調查

後，認已可能涉及特定人有犯罪嫌疑者，應即改分

偵案辦理。然承辦檢察官與告訴人對於「是否涉及

特定人有犯罪嫌疑」之調查結果倘生爭執，而檢察

官仍依辦理他案注意事項第十三點規定予以行政

簽結者，對告訴人而言，即難謂無剝奪或限制其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至第二百五十八條之

四就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及交付審判

等權利；另對被指疑涉犯罪之被告而言，如案件業

經調查，認無犯嫌，因他案簽結並無實質確定力，

檢察機關仍可依職權或告訴、告發再分偵案辦理，

亦難認全然未影響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

條規定受有原則禁止再行起訴之保障。法務部為檢

察主管機關，逕以欠缺法律授權依據之行政規則，

准許他案得以行政簽結為之，未能完全排除影響人

民權益之可能，難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法治

國積極依法行政原則。 

二、他案慣以法律定性不明之通知書傳訊犯罪嫌疑人之

作為，受傳喚者之身分究為證人或被告，操諸於檢察

機關，滋生偵查突襲、妨礙被告防禦權行使、證人難

以主張拒絕證言權及他案拘提等適法疑慮，法務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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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恪遵兩公約及刑事訴訟法有關無罪推定及確保當

事人訴訟防禦權相關規定意旨，儘速檢討研議法制闕

失，落實人權保障，洵有怠失。 

(一)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

應假定其無罪。」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九十屆

會議（西元二○○七年）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第

九點對於該公約第十四條進一步闡釋，必須確實保

證所有個人在程式方面不被剝奪要求伸張正義的

權利。我國於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施行之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

稱兩公約）施行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八條明文揭

示：「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

律之效力。」、「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

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各級

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

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

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

及行政措施之改進。」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四條第一項亦明定無罪推定原則，並於同法第七十

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傳喚被告或證人，均

應以傳票為之，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

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八十條及第一

百八十一條復明定，證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義

務及偽證之處罰，證人與被告具有特定身分關係

者，享有拒絕證言權。法務部當善盡主管機關職

責，督促檢察機關恪遵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意旨，確保疑涉犯罪之人，不

被不當剝奪、限制或妨礙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俾

落實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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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查檢察機關於他字案件偵查時，常以法未明定之

「通知書」形式及「關係人」身分進行傳喚，而被

傳喚者之法律地位，實質上究為「被告」抑或「證

人」，操諸於檢察機關。以本院函詢調閱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三八四四號案

件（被告馬英九首長特別費案）為例，檢察官於冠

分他字案號（九十五年度他字第六四二二號）偵查

時，即以「通知書」傳喚馬英九，然依卷內辦案進

行單所載及該次訊問筆錄內容顯示，檢察官於傳訊

前，業已認定被告地位形成，爰於偵訊一開始即踐

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義務，卻未以傳票

為之，於法顯有未合。檢察官於他案偵查時以通知

書傳喚之作為，對被傳喚者而言，無從事前明確得

知究係被告或證人，在檢察機關以「他字」案號及

以「通知書」而非傳票進行傳喚下，卻以被告身分

進行偵訊，易生預期心理落差，難謂非偵查突襲；

如經檢察機關認定係屬證人，受通知者既非被告，

則難以受到辯護權之保障；又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偵查機關對證人須告以具結義務及享有拒絕證言

權，惟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一百八十一條

規定，證人須與被告具有一定身分關係，始得主張

該等拒絕證言權，然檢察機關既認被告尚未特定，

始冠分他字案號進行偵查，受通知偵訊者，既不知

被告為何，究應如何主張行使上開法條所定之拒絕

證言權，非無疑義。上情顯見，他案偵查時，以法

律定性未明之通知書傳喚訊問當事人之作為，因受

傳喚者之身分地位操諸於檢察機關，存有妨礙當事

人訴訟防禦權行使之問題。 

(三)再者，檢察機關以法無明文之通知書傳喚當事人之

效力，亦有疑義。按刑事訴訟法僅於第七十一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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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五條明文，經以傳票通知被告或證人，

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惟本院調閱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至一百年度對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業務檢查報告，卻發現數起他案以通

知書傳喚被告未如期到庭後，進行拘提情事（例

如：臺北地檢署九十八年度他字第六九一號、板橋

地檢署九十九年度他字第一九一八號），不無違反

法律保留及法律優位原則之虞。 

(四)綜上所述，被告與證人之法律地位不同，證人於偵

訊後亦有可能成為日後被告，惟檢察機關卻於冠分

他字案號偵查時，以法未明文、定性不明之「通知

書」進行傳喚訊問，受傳喚者無從預知其身分地

位，實質上究為被告抑或證人，操諸於檢察機關，

有違刑事訴訟法應以傳票進行傳喚之程式要求，亦

滋生偵查突擊及他案證人因被告尚未特定而難以

主張拒絕證言權之爭議，明顯存在不當剝奪、妨礙

被告辯護權、緘默權及證人本於不自證己罪而享有

之拒絕證言權等訴訟防禦權之疑慮，法務部未能落

實人權保障，恪遵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刑事

訴訟法有關無罪推定原則及確保當事人訴訟防禦

權相關規定意旨，確實檢討研議他案偵查期間以通

知書傳訊、拘提所涉違法疑義，洵有怠失。 

三、法務部未能督促所屬加強執行面之控管，致生個案因

行政疏失或人為操弄，於可特定偵查對象，卻以關係

人傳喚，妨礙其訴訟防禦權；或未改分偵案而不當行

政簽結，影響檢察機關聲譽及告訴人訴訟程序權益之

弊端，難辭督導不周之責。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被告有隨時選任辯

護人之權利，依同法九十五條第三款規定，檢察官

並負有告知義務，偵查程序中，如已可特定偵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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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被告及涉嫌事實），此時被告地位既已形成，

自不得以關係人或證人身分傳訊，恣意剝奪其辯護

權。冠分他字案件，常以刑事訴訟法所無之「關係

人」身分名義傳喚，調查後，倘認其涉有犯嫌而改

分偵案續處，自妨礙犯罪嫌疑人訴訟防禦權之行

使。實務上即有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

查犯罪時，以「關係人」名義傳喚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到場詢問，詢問之內容係關於犯罪嫌疑之實質調

查，藉以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

知義務，無異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防禦權、緘

默權、辯護權等正當權益之行使，或雖非蓄意規避

上開告知義務，而係於詢問關係人時始發現該人涉

有犯罪嫌疑，卻未適時依法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之告知，致影響該犯罪嫌疑人之防禦權、緘默

權、辯護權等正當權益之行使，其因此所取得之自

白，經最高法院認定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

等案例（參見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

三號判決、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五號判決）。 

(二)另檢察機關對於他字案件經調查後，如發現有特定

人涉嫌犯罪，雖訂有應即改分偵案之轉換機制，並

對於檢察官簽請報結案件，責由檢察長詳細審核，

如發現有調查未盡之情形，應命繼續偵查（辦理他

案注意事項四點及第十三點規定）。惟據本院調閱

臺高檢署九十八年至一百年之檢察業務檢查結

果，各地檢署他字案件之辦理情形，普遍存在無故

未接續進行及無故或藉故拖延未結之缺失，恐有檢

察官怠於積極偵查，致得以查無特定人涉有犯嫌而

行政簽結之不當情事。另詢據法務部檢討表示，實

務上確曾有極少數個案之被告及犯罪事實均已特

定，檢察官仍以他案簽結之情形。參諸邇來發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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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地檢署檢察官井天博被控偵辦一起禁藥案，以行

政簽結方式結案換取不法所得，經依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等罪嫌提起公訴之弊案。顯見他案簽結制度之

內部監督控管機制已有失靈情事，除嚴重損及檢察

機關聲譽，於有告訴、告發人案件，更使原得依刑

事訴訟法聲請再議之被害人因行政簽結而失其救

濟之管道。 

(三)綜上，法務部未能督促所屬加強執行面之控管，致

生個案因行政疏失或人為操弄，於可特定偵查對

象，卻以身分地位不明之關係人傳喚，妨礙其訴訟

防禦權，或假藉直屬檢察長未能深切瞭解個案偵辦

情形，以及利用行政簽結得以規避上級檢察機關及

法院監督之便，而不當行政簽結，影響檢察機關聲

譽及影響告訴人訴訟程序權益之弊端，難辭督導不

周之責。 

四、臺灣高檢署為防止他字案件稽延，雖訂有監督管控機

制，惟例行業務檢查結果，各地方檢察署仍普遍存在

無故未接續進行及無故或藉故拖延逾期未結之缺

失，影響證據保全，洵有未當。 

(一)辦理他案注意事項第十、十一、十二點雖分別明定

「他字案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三月未進行者，各級法

院檢察署應即自行查明原因，設法改進。研考科對

逾二個月未進行者，應按月製作報表通知承辦檢察

官促使注意進行。」、「他字案件自收案之日起，

逾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第三十

五點辦案期限尚未終結者，應由研考科會同統計室

按月填具逾期未結案件催辦通知單，層報檢察長核

閱後，並通知承辦檢察官促其注意迅速進行結

案。」、「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審核第十點、第十

一點之案件時，應依『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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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實施要點』第四十點及第四十五點規定辦理」（即

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審核前揭逾期進行之「他」字

案件時，如發現案件有無故逾三月未進行或無故或

藉故拖延不結之情形，應即督促妥速辦理，必要時

調卷瞭解並協助案件之進行。如發現有嚴重違失，

專案簽辦。） 

(二)惟查臺灣高檢署九十八年至一百年派員進行年度

檢察業務檢查結果，上開檢察機關為防止他字案件

稽延所訂層層督導管控機制並未發揮預期成效，除

彰化、嘉義、臺南、花蓮及澎湖等地檢署外，其餘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逾期未結之他字案件中，均有無

故未接續（逾三月）進行及無故或藉故拖延未結之

缺失，九十八年至一百年度，各地檢署總計分別有

三十一、三十九、三十件，影響證據保全，洵有未

當。 

綜上所述，法務部於欠缺法律授權依據下，逕以行

政規則准他案行政簽結，有違法治國積極依法行政之法

律保留原則；對於他案慣以法律定性不明之通知書傳訊

，滋生偵查突襲、妨礙被告防禦權行使、證人難以主張

拒絕證言權及他案拘提等適法性疑慮，怠於檢討研議法

制面之闕失；復未能督促所屬加強執行面之控管，致他

案簽結因行政疏失或人為操弄，滋生弊端，影響檢察機

關聲譽及告訴人訴訟程序權益；各地檢署普遍存在無故

或藉故拖延逾期未結之缺失，影響證據保全，洵有未當

，臺灣高檢署難辭督導不周之咎，均核有違失案。爰依

監察法第二十四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李復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