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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目的）

①
②

③ 



如果偵查大公開？
中華民國

法務部

影響案件偵辦

相關人名譽、隱私、安全受侵害之風險

嚴重打擊司法（檢方）公信力！！

無法確保公平審判、落實無罪推定



一、法源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5、7項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全文）





二、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效果

被限制之人（誰）、時（何時）、事

法律效果（行政懲處、刑事追訴）



誰該受規範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5條 ⑴偵查或輔助機關

⑵律師

⑶法定職務者：
書記官、庭務員、法警﹑通譯

鑑定人、法醫師、
司機、工友

Q：被告、嫌疑人、
被害人、證人、其他
~~??



誰該受規範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6條 ⑴偵查或輔助機關

⑵律師

⑶法定職務者：
書記官、庭務員、法警﹑通譯

鑑定人、法醫師、
司機、工友

Q：被告、嫌疑人、
被害人、證人、其他
~~??

也應遵守，雖依本辦法『好像』沒有實質違反效果？！



「好像」不用遵守的人，
仍可能有（隔空）串滅證、
妨害名譽或其他問題



何時該受規範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3條第1項

案
發

知有嫌疑
開始偵查

偵
結

禁 止 公 開 期 間



二、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效果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11條第3、4項



刑事追訴
刑法第132條

第1項、第3項

公務員/非公務員

洩密罪

行政懲處
法官法第89條

第4項第5款
付個案評鑑

（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律師法



律師倫理規範



辯護人發表共同被告A願意/絕對不會
配合檢方擔任污點證人 之言論

會發生什麼問題？

類似情形？

如何應對或解決？





三、不公開之規範結構

（一）原則：不公開（刑訴§245、本辦法§7）

（二）例外：必要、無相反規定者（本辦法§8Ⅰ本文），適度公開（適

度、『特別適度』本辦法§8Ⅱ）

（三）例外的例外：不得公開（本辦法§9Ⅰ，其中除第6款以外都不得公開）

（四）例外的例外的例外：經書面核准後，得特別適度公開

（本辦法§9Ⅱ→§9Ⅰ⑥）



原則：不公開 原則：不公開

偵查方式要特別注意（第9條第4項）

不得
①帶同媒體辦案
②不當使被告、犯嫌受媒體拍攝、直接採訪

（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也不行）

③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犯嫌有罪
④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



口述說明：第8條第1項：必要、無其他規定（含第9條第1項1-5、7-11款），得適度公開

第1-3款：保護民眾
①國安及治安重大影響、災難、社會矚目（去識別化）
②緝獲犯人（請安心）（去識別化）
③影響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去識別化）

第4-6款：協助偵查
（§9Ⅲ必要時可公開協助指認資訊：聲音、照片、前科、犯罪情節等）（建議與§9Ⅰ⑥分別

視之）

④重大治安，協助指認
⑤重大治安，協助提供線索、證物或懸賞
⑥現時難查案件，被告嫌疑人防禦權之必要，協助提供證據

第7款：澄清（去識別化）



除了口頭說明，附帶公布其他物品之情形：第9條第1項第6款、第2項
（原則不公開，若公開需要「特別嚴格」，書面核准程序）

有§8Ⅰ①⑦而有特別說明或澄清必要

偵查中
物品

①國安、治安、
重大災難、社會矚目

⑦錯誤或不實

書面
敘述理由
首長核准

得
適度
公開

去識別化處理

維護
重大公共利益，
得不去識別化



第9條第1項各款研析：

第1-4款：確保偵查
①具體供述（含自首、自白）
②預計實施之偵查方法或計畫
③＜②勘驗、現場模擬
④＞①②③招致湮滅、偽造、變造證據（證詞）之虞

第5款：維護安全（被挾持中被害人）

第6款：偵查中一切物品（卷宗、筆錄、影音資料、

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物品）

第7-11款：隱私或身分識別
⑦前科 （前科究竟得否公開？）
⑧無關案情、公共利益
⑨得識別身分或有關隱私、名譽
⑩兒少資料
⑪檢舉人資料



四、偵查與輔助機關之媒體發布

誰來發言？



四、偵查與輔助機關之媒體發布

偵查輔助機關徵詢意見

已有「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及處理新聞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注意要
點」、「法務部調查局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設置要點」之制定，

徵詢目的是？ 被徵詢，要考量什麼？？



四、偵查與輔助機關之媒體發布

偵查輔助機關徵詢意見

已有「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及處理新聞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注意要
點」、「法務部調查局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設置要點」之制定，

徵詢目的是？ 被徵詢，要考量什麼？？

是否妨礙偵查之整體考量！



四、偵查與輔助機關之媒體發布

偵查輔助機關徵詢意見

偵查輔助機關
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各機關自有遵守、督導之責

檢察機關重視之處在於：
是否影響案件之後續偵辦！



本部108.7.2法檢字
第10804521170號函



四、偵查與輔助機關之媒體發布
採訪區/禁制區

本部108.5.27法檢字10804521120號函



四、偵查與輔助機關之媒體發布
採訪區/禁制區

本部113.9.16法檢字11304535800號函
精進偵查不公開，
各機關能有什麼做法？



五、偵查不公開之檢討





法務部113.9.25法檢字第11304536330號函
檢討件數 由機關行政人員負責蒐集之機關偵辦案件各項報導數。同一事件經不同媒體均

報導，……….不以必須精確計算全部報導數為必要。但於選擇上不宜過度限
縮報導來源，以免遺漏（電子、平面、週刊）

進入小組
檢討件數

經過濾後，由檢討小組實際檢討之案件（不包括經過濾而排除者）。重在針對
相關人員，檢討其有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行為，並造成妨害偵查、侵害他
人名譽、隱私、安全，或因此無法確保公平審判之情形。若行政人員將含有相
同「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人員」，且就「偵查程序、偵查內容或所得心證」
之描述不具差異性之報導，均列為「檢討件數」，仍應由檢察長或所授權之
（襄閱）主任檢察官負責過濾，在「進入小組檢討件數」時併為一案，俾能深
入檢討相關案件，提高檢討會議之效率。

應調查件
數

經檢討小組認定有進一步自行或請司法警察調查之案件數。
應特別注意並指出系爭行為對本辦法第2條規範目的之違反，以導正行為。

成立件數 檢察機關自行或發交偵查輔助機關調查後，認有違反本辦法，由檢察署發函該
管機關對涉有違失之人員進行行政懲處，及若涉及刑事案件並由檢察官立案偵
辦之件數。認無庸進行行政懲處或刑案追訴，應公告簡要理由

處分人數 行政懲處或刑案偵查完畢，認定應予究責之人數





六、偵查不公開之督導
第11條

上級審角色

督導：針對下級審

檢討：針對自辦（內亂外患）

案件



結語

偵查不公開原則乃
維護偵查程序不受干擾之厚盾，

一旦違反將礙及個案偵查，
也會傷害檢方整體公信力。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