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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地区法治进程的个案考察:以"扁家弊案"的世纪审判为视角》试图通过对“扁家弊案”世纪审判
的深入分析，厘清实现司法正义与保障人权、刑事司法审查机制与程序正义、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法治”与民主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法治的精髓，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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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作用 三、台湾地区民主运动对“法治”发展的影响 （一）台湾地区民主运动对“法治”发展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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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改革 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
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
 ——[德国]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一）台湾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 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
起源于192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刑事诉讼条例》。
该条例在1928年修改为《刑事诉讼法（草案）》，1935年《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共计九编，516条
。
该法颁布后至1990年，在1945年、1967年、1965年和1982年，分别作了4次修改，修正了总共13个条文
，内容涉及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借鉴和吸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增加，辩护制度的加强，检察官职
权的限制以及证据规则的完善与充实。
1990年至今，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频繁，其中以1997年、2002年和2003年和2004年的4次
修改内容变化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经历频繁的修改之后，虽然现行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还保留原有的编目、框架，但与早期的《
刑事诉讼法》比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台湾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产生如此剧烈的“革命”，其背后有着深刻
的经济社会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
 （1）就司法系统内部而言，诉讼案件数量飞涨，法院、法官不堪重负，这是台湾地区刑事司法改革
的直接动力 台湾地区“司法院”的一份报告称，1994～1997年间，“最高法院”受理案件数从16，203
增加至20，310件；“高等法院”及其分院从89，416件增加至94，429件；“地方法院”从1，895，676
件增加至3，025，710件。
其中“地方法院”案件数变化最为惊人，增加近六成。
据另一项统计，1988年至l997年10年间，台湾地区民事案件受理总数增加几乎两倍，强制执行增加一倍
多，刑事案件增加六成。
案件负担究竟有多重？
可以从法官的办案数中得到准确反映。
以1993年为例，台湾地区各“地方法院”全年共受理刑事案件307，000多件，平均每位法官每月结
案60.4件，而“司法院”规定的“地方法院”法官每月办案指标为32件，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几达额定
工作量的两倍。
同年，“高等法院”受理案件60，200多件，平均每位法官每月结案35.7件，而额定的工作量为22件。
“最高法院”的情形是，全年受理刑事案件9600余件，平均每位法官每月结案26.5件，而额定的办案
数为12件。
在这种重压下，无论法院还是法官都迫切需要改革，以减少讼源、减轻压力。
 （2）就司法系统外部而言，台湾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这是台湾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
客观前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抓住了发展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
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台湾民众的“法律”意识也日益提高，越来越重视法律在经济社会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司法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感受，司法改革的愿望和追
求日益强烈。
 （3）就司法系统本身而言，司法效率低下，公正正义缺失，这是台湾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外部驱动
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基本丧失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
，同时，随着岛内政治体制由强权政治向多党政治的转换，社会问题不断爆发，治安形势不断恶化，
金权政治与黑道问题日趋泛滥。
司法领域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缺失公正正义，这引起了民众的极度忧虑，强烈要
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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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地区法治进程的个案考察:以"扁家弊案"的世纪审判为视角》对“扁家弊案”这起曾被美国《时
代周刊》列为“世界十大丑闻”之一案件的世纪审判，正是台湾地区多年来民主运动和司法改革的成
果，彰显了台湾地区法治的进步。
“扁家弊案”的世纪审判时严格按照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程序进行的，它是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程序活
生生的教材，展现了台湾地区的司法运行机制与法治现状，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和思考。
世纪审判：台湾地区法治的实践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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