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總在風雨後 修復式司法案例彙編

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在西方國家興起之後，隨著專業人士與相關

機構團體之倡議、學術研究的質量俱增，在各國已發展出許多方案

與計畫。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

案之基本原則」指出，以修復式司法處理犯罪，可達成提高當事人

對犯罪處理結果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以及減少社會對立及恐懼等

效益，因此鼓勵所有會員國積極開發修復式司法之政策、運作程序

及方案，可見修復式司法已經成為各國在處理犯罪行為的選項之一。

法務部從民國98年開始規劃推動修復式司法，經過一年的籌

備，擇定士林、板橋(現為新北)、宜蘭、苗栗、臺中、臺南、高雄

及澎湖等8地檢署自99年9月1日開始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並自101年9月1日起擴大於全國各地檢察署試行，迄今已逾10年，

在校園、學術界、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律師界引發廣泛迴響。

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分組建議修復式司法法制化等多項決

議，108年12月1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增訂檢察官、

法官得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

復，為修復式司法奠定法源基礎，此乃我國法制的重要進展。

本人在擔任士林地檢署檢察長任內，率領地檢署團隊，完成修

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籌備，這段從無到有的實務經驗成為本人推動

相關政策及制度的助力。就任法務部部長之後，為落實保護犯罪被

害人，經與司法院多次研商，修正刑事訴訟法增訂被害人訴訟參加

專章，就重大案件引進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此外，訂定法務部推

動「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各地方檢察署遴聘修復促進者及

部長序言

督導實施要點，並且規劃案件管理系統，期望修復式司法制度順利

上路，營造被害人、加害人及司法體系三贏的基礎。

修復式司法推動10年以來已累積相當的案例與經驗，在這些

感人故事的背後，不但要感謝地檢署的同仁，更要歸功於熱心的學

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的參與，透過公私協力讓修復式司法在我國得以

生根茁壯。欣見觀護人及促進者將其中點滴撰寫成文，觀護人在推

動的過程中扮演第一線的關鍵角色，促進者則是直接與被害人、加

害人面對面，陪伴他們說出自己感受，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並共

同處理犯罪後果。相信由他們所撰寫的案例必能提供身歷其境的觀

察，增進讀者對於修復式司法的認識，進而了解被害人、加害人的

心路歷程。

使被害人重新找回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重新展開新的人生；

讓加害人認知錯誤，承擔責任，啟動其復歸社會的自信與動力，減

少將來再犯罪的可能，這正是修復式司法的核心價值，也是刑事政

策的終極目標，需要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期待社會各界未來持

續共同攜手，邁向修復式司法實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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