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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友好交流  柔性司法外交  

日本被害者學會會長太田達也教授拜會本部蔡部長， 

就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措施與法制等議題進行雙向交流 

日本被害者學會會長、慶應大學法學部太田達也教授應銘傳

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之邀請，自本(113)年 3 月 4 日至 8

日來台前往中央警察大學、銘傳大學及臺北大學講學，期間特別抽

空於本(6)日上午 9時 30分至法務部拜會蔡清祥部長，並進行「日

本被害者支持現況與尚待解決議題」專題演講，就柔性司法議題進

行雙向意見交流。參與者除本部保護司業務同仁外，並邀請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派員共襄盛舉，交換台日二國在犯罪被害

人保護業務之心得，共同謀求對犯罪被害人專業溫暖、尊嚴同理的

服務。 

部長竭誠表達對太田教授來臺之歡迎，並在接見時表示日本

的規章制度一直是我國參考、學習的對象，日本在平成 16年（民

國 93年）就制定「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而在我國一直有學者或

民團對其進行研究並進而提出政策精進倡議。部長指出，法務部主

管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為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相關決議，於

108年正式啟動修法工程，參考日韓、歐美等國際被害者學趨勢，

並力求徹底解決舊法時期外界所詬病之實務問題。新法除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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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外，並將過往「以補償為主、保護為輔」

的犯保法內涵，大幅提升為強調被害人與其家屬之「尊嚴」及「同

理」，並透過公私協力，擴大、深化服務規模，進而落實犯罪被害

人之權益保障。 

部長也感謝銘傳大學許春金教授此次講學、參訪之引薦及安

排，相信以太田教授長期在被害者學、被害支持及刑事司法領域的

學術鑽研及實務經驗，正好可以讓本部同仁們檢視現階段我國尚

不足或可能發生問題之處，從而修正或調整相關措施或規定，精益

求精。 

隨後，太田教授一行人前往法務部 318 會議室進行「日本被

害者支持現況與尚待解決議題」專題演講，太田教授介紹了日本目

前的受害者支援措施，包含「對犯罪受害者提供經濟援助」、「受害

人通知制度」、「受害人參與刑事訴訟」及「日本恢復性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我國譯為「修復式司法」)不發達原因」

等。本部與犯保協會在犯保法修法後，便致力思考、規劃更貼近被

害人需求之各項服務措施，相信透過本日兩國學術與實務的交流，

也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與會者在聆聽完精彩演講後，也好奇地提出對於日本被害者

支援措施涵蓋面向、運作狀況、經費人力等實務問題，太田教授則

鉅細靡遺、知無不言地予以解答疑惑，每位參與者都收穫滿滿。最

後，全體與會者一同合影留念，標誌著這場沉浸在日本被害者支援

與柔性司法主題的外交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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