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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座談會簡報議題簡介 

壹、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是由年滿 23歲，並在轄區內連續居住四個月以上之國

民中抽選，再由法院審查是否符合消極資格，因自身因素(例如:前科、

人身自由受拘束等)、身心因素(例如:受監護宣告)、職業因素(例如:

民意代表、司法人員等)、無法執行(例如:不會聽說國語)、與本案有

相關以及有不能公平審判之人，則不能擔任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可以跟法官一同坐在法檯上，全程參與審判程序之進行，

審理中有問題可以跟法官進行中間討論，也可以直接或間接訊問證人

或被告等人。最後會與法官一起決定有沒有罪及應判何罪，有罪時決

定應判多重。 

審理過程會使用國民看的清、聽得懂得方式進行，讓國民健全法

律感情進入審判彰顯國民意識，也讓司法有機會邁向民眾，成為國民

走進司法的橋樑，達成透明可親近之司法，提升民眾對司法的信任。 

貳、建立勞動訴訟特別程序 

鑑於勞工多處於經濟上弱勢、勞資爭議須迅速解決，並有賴當

事人自治合意解決紛爭及勞資雙方代表參與等特性。為保障勞工在勞

資爭議訴訟事件的權益，並回應各界就勞動事件訂立特別訴訟程序之

要求，及落實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司法院於 105年 12月

委請國立政治大學研擬勞動訴訟特別程序草案，於 106年 6月成立勞

動訴訟程序特別法草案制定委員會，聘請民事訴訟法與勞動法學者、

律師、一至三審庭長及行政機關代表擔任召集人及委員，自 106年 7

月 20日起密集召開會議進行研議，迄同年 12月 21日止，共計召開

15次會議討論。經該委員會草擬完成的草案重點包括： 

一、專業而迅速的審理程序：於各級法院設置勞動法庭或專股，優先

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經驗者擔任勞動法庭法官，迅速進

行勞動事件之審理。 

二、擴大勞動法庭審理的事件範圍：將工會與其會員或會員間因工會

相關規範所生爭議、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間因建教合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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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所生爭議及因勞動關係所生侵權行為等爭議，納入勞動事

件之範圍。 

三、由勞動調解委員會行勞動調解程序：參考日本法制，以勞動法庭

法官 1人與具有勞資事務、學識、經驗的調解委員 2人共同組

成勞動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原則上應於三次調解期日內終結，

經專業調解委員之介入，釐清爭議事件之事實與法律關係，以

促成兩造合意，提升當事人自治解決紛爭之功能，勞動調解委

員會亦得依職權提出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以擴大勞動調解弭

平紛爭之成效。 

四、便利勞工使用司法程序尋求救濟：藉由調整管轄法院、減徵或暫

免徵收訴訟費用或執行費、擴大法院依職權為勞工宣告假執行

之範圍、合理減輕勞工舉證責任等方式，減少勞工利用訴訟制

度之障礙。 

五、強化訴訟促進義務及擴大紛爭解決成效：課以法院及當事人訴訟

促進之義務，以兼顧當事人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此外，為

提升審判效能及達成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要求，工會依民事訴訟

法第 44條之 1規定為選定之會員起訴者，得於第一審為訴之追

加，請求先行確認選定人與被告間關於請求或法律關係之共通

基礎前提要件是否存在，法院並得公告曉示其他本於同一原因

事實有共同利益之勞工併案請求，以強化團體訴訟統一解決紛

爭之功能。 

本法草案條文預定於今（106）年年底討論完成，並提請各界表

示意見後，再經本院院會通過，送請行政院會銜後，即送請立法院審

議，期能早日建立專業、迅速、勞工易於使用的勞動訴訟程序。 

参、犯罪被害人之權益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對刑事訴訟制度的討論，主要都圍繞在被告權利

的保障上，而忽略了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之聲音，隨著時代演進，世

界各國都已思考該如何讓被害人的角色在刑事審判程序中更被重視，

而不再只是單純的證人，為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法務部將建議司法

院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定被害人訴訟參加專章，使被害人在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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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與公益代表人之檢察官共同協力參與訴訟程序，實現「溝通

式司法」。此外，犯罪案件的被害人除須面臨訴訟程序外，因犯罪案

件造成家庭功能缺損、或是被害人本人、家庭成員生理、心理創傷，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已明定相關權益措施，如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及法

律協助、心理輔導等，法務部將協助被害人訴訟程序「賦權」及「減

壓」，並檢討保護人力需求，強化保護工作人員知能，適度增補員額。 

肆、揭弊者保護 

有關「揭弊者保護」議題，將從推動中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說明揭弊者保護之整體架構、保護措施等基本概念，法務部目前推動

重點雖為公部門之揭弊者保護，但亦對私部門領域之公益通報者保護

有所關注，因應私部門領域之繁雜與多元，也藉由本次座談會與勞工

團體與工商團體溝通對話的機會，蒐集各界意見並凝聚共識，以加速

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制作業。廉政署於報告中透過實際案例，

分別就現有單行法規制訂吹哨條款之情形、私部門公益通報保護法制

推動困難之因素及未來法制規劃方向進行深入簡出的報告，法務部也

將就本次座談會蒐集之建議納入未來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制作業參考。 

伍、企業反貪(含營業秘密保護)  

    近年鴻海、南港輪胎、宏達電、群創光電等大型企業，陸續爆發

主管或職員收取回扣、虛報出貨或浮報款項等弊案，但目前上開行為

的刑罰規範並不足夠，無法發揮遏阻作用。況且，「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也指出應考慮將私部門於商業活動之賄賂行為入罪化，故而法務

部正在積極推動私部門賄賂行為之修法。此外，提供產業更好的保護

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及資訊安全之環境，才能吸引更多投資創新創

業，留住人才及技術，法務部持續致力於提升營業秘密案件防制之相

關作為，包括指派專責檢察官偵辦、加強運用通訊監察及窩裡反相關

規定、向企業宣導加強對營業秘密、資訊安全之保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