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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向立法院第10屆第7出之施政報告 

(節錄) 

壹、內政、族群及轉型正義 

二、落實轉型正義，守護自由民主 

 (四)政治受難者權利回復，辦理平復國家不法：本院111年7月18日指定內政部

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之主管機關，並籌設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預計112

年1月開始辦理政治受難者權利回復事宜；法務部111年10月27日發布施行

「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據以審

查及確認威權統治時期之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以澈底滌除國家不法加

諸於受難者之污名，並成立「識別及處置加害者專法草案法案研究制定小

組」，研議識別及處置加害者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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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司法及法制 

一、貫徹司法改革，完備現代法制 

(一)貫徹司法改革：具體項目由透明監督、溫暖友善及保障人權三大面向出發，

並廣納各界意見以求俱全： 

１、透明監督之人民參與： 

(１)因應112年國民法官新制度之施行，法務部本期辦理「國民法官法」第

六期教育訓練(施行前集訓班)及「國民法官法新制下司法與鑑識科學

之對話」研討會等相關教育訓練。 

(２)為深化國人對於司法改革相關知能及參與，法務部製播「紫袍下的故事」

節目，共錄製12集，內容涵蓋司法改革宣導、司法近用權、司法精神鑑

定、婦幼保護、性剝削防治、反賄選、環保及更生復歸等議題，自111年

8月3日起在各大 Podcast 平臺及「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上架，帶領聽

眾感受每個案件之生命，與法律事件中相關之法普知識及司法改革帶來

之契機。 

２、溫暖友善之被害人保護： 

(１)為提升被害人權益保障，研擬「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名稱

並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該修正草案業於112年1月7日經

貴院三讀通過，將以往之「補償」及「保護」，提升為強調「尊嚴」與

「同理」，並透過公私合力，擴大、深化服務規模，全面提升並落實國

家對犯罪被害人之責任與權益保障。 

(２)法務部持續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作為劃分各部會關於犯罪被

害人保護分工，推動與自己主管事項相關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之政

策綱領，未來配合已修正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適時檢討本方

案。 

(３)為加強對於性侵害等重大案件之處遇措施，持續依據「法務部所屬檢

察、矯正機關強化監控與輔導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付保護管束行動方

案」辦理，並適度調整觀護人力及資源，編制心理師等專業人員，111

年新增觀護人員額6名，臨床心理師名額4名，預計112年1月1日起新增

觀護人員額2名。 

３、保障人權之被告與訴訟關係人處遇： 

(１)為持續精進證物監管保管制度，法務部研擬「刑事訴訟法」第140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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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及「扣押物保管及處理相關事務作業辦法」草案，並分別於111

年8月17日及9月8日邀請司法院、檢察機關及各司法警察機關代表與會

討論「刑事訴訟法」第140條修正草案及「扣押物保管及處理相關事務

作業辦法」草案，於10月11日函送本院審查。 

(２)為強化司法科學發現真實之能力，建立電腦斷層(以下簡稱 CT)掃描協

助相驗解剖之科學實證基礎，同步於北、中、南三區設置 CT 影像中心，

並於111年11月29日與國立臺灣大學簽訂「法醫電腦斷層協助相驗解剖

計畫行政協助協議書」，12月16日辦理「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法醫部門協辦法醫鑑定

及人才培訓」簽約記者會，加速科技化法務部之政策，提升法醫鑑識

品質。另為達成司改決議設立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級司法科學委員會，

法務部研議結合法醫研究所朝向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之方向規劃，經蒐

集各國司法科學鑑定制度等資料及分析我國司法科學鑑識現況，並與民

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就11月18日提出之「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組織法」草

案版本進行討論，12月23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受邀參加民間團體司法科

學聯盟舉辦民間版「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組織法」理念說明，進行意見

交流。 

(二)完備現代法制： 

１、多元宣導「民法」調降成年年齡：因應112年1月1日起「民法」成年年齡

由20歲調降為18歲，並提高女性訂婚及結婚法定年齡，男性與女性訂婚

年齡一律為17歲、結婚年齡一律為18歲之新制變革。另編撰「民法成年

指南」，以淺顯易懂之問答方式，說明生活中常見之「民法」規定；並製

播Podcast節目，讓年輕族群瞭解「民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協助其做

好步入成年之準備。 

２、研議修正「鄉鎮市調解條例」：為因應實務運作需求、增加運作彈性，並

精進訴訟外紛爭解決(ADR)機制，使民眾糾紛能獲得迅速、妥適解決，法

務部參考各界意見及修法建議，擬具「鄉鎮市調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並邀集相關機關召開2次研商會議，將整合意見後進行草案預告程

序。 

３、落實對公益信託及財團法人之監督：為使公益信託及財團法人，落實相

關法制規範，具有健全之財務管理及業務運作，促進其積極從事社會公

益及增進人民福祉，法務部於111年8月間辦理4家法務財團法人及4家公

益信託之實地查核，就其財務面及業務面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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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掃蕩犯罪，維護公義社會 

(一)隨疫情趨緩後加強查緝力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於111年7

月11日至24日，進行第7波「安居緝毒專案」第一階段全國集中式查緝行動，

且為深化大麻查緝，挖掘施用大麻黑數，統合16個地方檢察署指揮26個司法

警察單位，於7月11日及12日，同步發動全國性「擊落麻毒」專案，查獲販

賣及施用大麻人數逾百人。第7波「安居緝毒專案」第二階段於7月25日起接

續展開，強調溯源斷根查緝至年底，斬獲多起重大毒品案件。111年1月至10

月底止，累計毒品查獲量8,528.7公斤，較110年同期3,117.3公斤，增加約

1.73倍，且已超過110年毒品查獲量3,551.6公斤，毒品查獲量已有回彈明顯

增加。 

(二)為精進新世代反毒策略，深化國際緝毒合作，臺高檢署於111年7月13日及14

日擴大舉辦「跨境緝毒合作論壇」，邀請美國緝毒署等美方執法人員與我國

六大緝毒系統同仁，共同研商跨境緝毒情資整合及互助模式暨建立重大毒品

情資即時分享機制；另因應新興合成毒品變化快速之挑戰，邀請國內外專家

學者分享新興合成毒品趨勢變化、國外早期預警機制及管制等議題，以建構

我國查緝機制，有效防毒於未然。 

(三)針對國人遭詐騙至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國之人口販運案件，本院召集跨部

會組成「國人赴海外從事犯罪工作涉及人口販運專案小組」，建立橫向聯繫、

受害者安置保護及各項法律扶助、鼓勵犯罪嫌疑人擔任吹哨者自首及警政機

關受理報案統一處理等原則，法務部責由臺高檢署成立專案小組統籌偵辦作

為，並協調各地方檢察署、司法警察機關及調查處站進行交換情資及合作偵

查等聯繫分工事宜，以提升偵查效能，強力進行查緝。臺高檢署於111年11

月7日召開「求職遭詐騙凌虐案之策進作為」會議，提出相關策進作為，達

成打擊不法之共識。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2日止，受理偵辦國人求職

受騙遭囚受虐案共79件，被告328人、羈押110人、被害人581人、查扣犯罪

所得2,412萬9,567元；自111年8月9日至112年1月2日偵辦有關詐騙集團以詐

術引誘招募國人至海外從事詐騙等犯罪，因而涉嫌人口販運、詐術使人出國

等案共435件、被告969人、羈押103人、被害人863人、查扣犯罪所得160萬

900元。 

(四)為展現政府打擊詐欺犯罪決心，依「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建立跨

部會合作機制，由法務部負責偵查打擊犯罪「懲詐」，臺高檢署「查緝資通

犯罪督導中心」為專責查緝及督導中心，制定「新世代打擊電信網路詐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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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督導計畫」，落實打擊詐欺策進作為。臺高檢署於111年6月至12月已發動7

波查緝專案，總計查獲1,484件，被告3,004人、羈押被告261人及查扣不法犯

罪所得逾22億元(不包括固定查緝之件數、人數及查扣犯罪所得)。另該署亦

針對不同類型之詐欺議題，召開檢警調會議研討，進而由法務部召開跨部會

會議研議策進作為，由「懲詐」面向推進「識詐」、「堵詐」及「阻詐」面

向。 

(五)為打擊不法妨害綠能產業，臺高檢署於111年9月2日召開「臺灣高等檢察署

111年度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協調聯繫會議」，會中通過「打擊妨害

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實施計畫，並自112年1月起執行。截至111年8

月16日止，總計偵辦56案，羈押18人，起訴56人，緩起訴12人；查扣現金

7,887萬400元，人民幣1萬7,600元，日幣56萬6,000元，被告偵查中自動繳

回2,110萬8,100元；扣押不動產18筆、黃金金條2條、手錶7只及金飾1盒。 

(六)臺高檢署於111年4月6日、9月16日、10月27日及12月1日邀集本院食品安全

辦公室、衛福部食藥署及農委會農糧署等相關機關代表，召開「打擊境外茶

混充臺茶聯繫會議」，強化各相關機關偵辦境外茶混充臺灣茶之相關犯罪溝

通與協調，提升檢驗、溯源、查緝及宣導之成效，並建立聯繫窗口及平臺，

展現政府打擊境外茶混充臺灣茶之決心。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10月27

日止，共偵辦42案，羈押1人、具保16人及拘提3人，扣案混充茶葉計達19萬

7,132台斤。 

(七)因應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修憲複決全國性公民投票，

最高檢察署於5月25日成立「查察賄選及暴力督導小組」，各地方檢察署亦

同步成立「查察賄選及暴力執行小組」，全面啟動選舉查察工作。為積極辦

理選舉查察，切實防制賄選、暴力、假訊息及境外勢力等不法情事介入影響

選舉結果，最高檢察署並於7月15日召開全國「檢警調廉政高層首長選舉查

察座談會」，宣示檢、警、調及廉政機關全體動員全力執行選舉查察工作。

各地方檢察署自10月24日起至11月28日止，指派檢察官分區查察，並設選舉

查察聯繫中心，指派人員輪流值勤，並設專線電話、傳真機及專用信箱號碼，

受理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之告訴、告發及自首等事項。最高檢察署遂於12月22

日召集檢、警、調、廉政及內政部移民署召開111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工作檢討與策進會議，檢討本次選舉查察得失，以精益求精。截至111年

12月底止，各檢察機關受理與111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有關之刑事案

件共8,880件、2萬1,698人，其中賄選案件為6,215件、1萬5,364人，暴力案

件304件、408人，其他案件2,361件、5,9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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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落實提升數位證據之證據能力，法務部與司法院組成「司法聯盟鏈」發展

研究小組，共同建構司法運用區塊鏈基礎建設，於111年6月完成「司法聯盟

鏈」雛型系統，以運用於「現有業務」、「數位證據」及「實體證據」規劃

短、中、長程目標，審慎研擬推動區塊鏈各項運用方案，落實檢、警、調及

法院跨機關扣案證物同一性及連續性目標，提升人民對司法信賴度。並於7

月13日辦理「司法聯盟鏈」建置及標章發表會，讓數位證據存證、保管及驗

證邁入新紀元之里程碑。 

(九)為遏止毒駕犯行，法務部除責令全國檢察機關嚴辦外，更積極推動「中華民

國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草案，將毒駕行為執法標準明確化，使第一線檢警

同仁執法能更有成效，另採取全面處罰之法律規範，杜絕任何僥倖之徒。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草案業於111年6月23日經本院院會通過，

經會銜司法院後，函送貴院審議。 

(十)為保障人身自由、保護少年健全成長，以及落實少年司法正當法律程序之憲

法精神及兒童權利公約意旨，司法院函送「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於111年9月29日經本院院會通過，並與司法院會銜函送貴院審議。 

(十一)鑑於數位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之發達及運用，利用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

法(例如 deepfake 深度偽造技術)製作不實性影像，嚴重侵害他人之隱私

與名譽，研擬「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28章之1「妨

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並修正第91條之1規定，該修正草案業於

112年1月7日經貴院三讀通過，透過專章保護、加重罪責等方向，建立性

別暴力防護網絡。 

(十二)對於近來招攬國人至柬埔寨等國家，從事電信詐欺、性剝削及勞力剝削，

甚至摘除器官之犯行，為確保社會安定及維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嚴辦重

懲組織犯罪行為，法務部研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中第4條第2項增訂意圖使他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實行犯罪而犯招募他人

加入犯罪組織罪，最重可處7年有期徒刑，得併科2,000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草案於111年12月15日經本院院會通過，並函送貴院審議。 

(十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對於滯欠大戶及惡意拒繳之義務人，採取強力執行手段，

善用查封、拍賣及限制出境、向法院聲請拘提或管收等手段，促使其履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111年累計徵起金額196億3,848萬餘元，其中滯欠

大戶案件徵起金額逾16億6,705萬餘元，積極實現公義。 

三、加強司法互助，打擊跨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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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於111年8月8日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

森及格瑞那丁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及「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政府移交受刑人條約」，首創單日簽署兩類司法合作條約之首例，

彰顯兩國政府共同推動國際司法合作之堅定信念及具體成果。 

(二)我國於111年8月30日與帛琉共和國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

政府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及「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帛琉共和國政府法醫合

作瞭解備忘錄」，開創兩國司法互助及法醫合作之新猷，進而達到共同打擊

跨境犯罪，打造更完善之刑事司法環境，有效防制犯罪，落實國際人權保障

之目標。 

(三)為具體實踐人道主義，法務部於111年8月30日首次將1名在我國服刑之毒品

案瑞士籍受刑人移交瑞士警方接返回國服刑。截至111年12月底止，我國已

移交7名德籍、2名英籍、1名丹麥籍、1名波蘭籍及1名瑞士籍受刑人分別返

回德國、英國、丹麥、波蘭及瑞士繼續服刑。 

四、強化獄政改革，完善司法保護 

(一)為健全外役監中間性處遇之制度功能，並降低外役監受刑人有伺機脫逃或逾

期未歸，而有危害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全之風險，法務部於111年9月15日擬具

「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針對遴選資格、自外役監解還其他監獄

之事由，以及返家探視核准基準等規定提出修法，業於9月22日函送貴院審

議，期適度調和外役監之制度性功能與均衡維護社會安全及受刑人復歸社會

之需求。 

(二)法務部矯正署持續配合「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110-113年)」及

「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之各項策略與行動方案，積極推動科學實

證毒品犯處遇。其中，為使毒品施用者順利復歸社會及銜接社區支持系統，

各矯正機關定期召開「毒品犯復歸轉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截至111年12

月底止，各矯正機關召開上揭會議共76場次，邀集勞、衛、社政等共計558

個四方連結單位參與，共同研商精進復歸轉銜業務。 

(三)法務部矯正署運用科技部發展計畫經費，111年於雲林監獄建置「智慧安全

監控系統」及優化「智慧購物平臺系統」，目前已完成系統數位化並上線啟

用。以標準化監控系統規格，整合不同警戒系統，建構遠端監控機制，並建

立收容人智慧身分辨識，於機關內進行身分確認、帳戶餘額情形、購物及購

物明細紀錄查詢等，同時召開專家學者會議，使系統功能更加完善，確保系

統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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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110年12月10日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強制工作違憲，併同改善臺

東監獄收容環境及臺東戒治所處遇效能，法務部規劃裁撤岩灣技能訓練所並

將臺東監獄遷至其現址、臺東戒治所遷至臺東監獄現址、臺東戒治所現址成

立外役監獄、東成技能訓練所及泰源技能訓練所改制監獄。本院業於111年9

月27日核復原則同意本案計畫，法務部並於12月22日函報東部地區5所矯正

機關編制表草案及技能訓練所組織法規(準則、辦事細則及編制表)廢止案予

本院審查，期藉由東部地區矯正機關內部組織調整，精進業務發展，落實保

障收容人處遇權益。 

(五)為使外部視察小組遴聘程序更臻完善，法務部參酌外界意見，於111年11月8

日修正發布「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期能透過修

正委員遴聘資格及改聘相關規範，使外部視察小組經驗得以傳承，同時增進

委員之外部性及多元性，並已於111年12月9日核定聘任名單，自111年第4季

開始運作，以提供矯正機關改善之建議，達成增進整體矯正機關運作之成效。 

五、反貪防貪肅貪，建立廉能政府 

(一)為持續自主實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於111年8月30日至9月2日辦理第二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邀請5位國際審查委員來臺討論交流，共同檢視

我國反貪腐工作之推動現況與成效，國際審查委員肯定我國之努力，並提出

104點結論性意見，賡續推動落實及追蹤管考。 

(二)為落實公共利益維護及揭弊者權益保障，法務部研擬「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報本院審查中。 

(三)本院推動「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機制，於國家重大建設，依機關首長需求，

積極建立與檢察、廉政等相關政府機關、公民團體、廠商與民眾跨域溝通之

管道，排除外力不當干預，並持續提升透明度，增進民眾之瞭解及信賴。截

至111年12月底止，運作中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案件計46件。 

(四)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私部門反貪腐要求，深化公私部門交流，法務

部結合主管機關，跨域合作推動試辦「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協助企業解決

便民與法遵等問題，促進國家與企業永續經營，讓企業獲得優質政府服務。 

六、改善人權缺失，精進人權保障 

(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延續一貫之「自主承諾、在地審查」特有

模式，於111年5月9日至13日邀請9位國際人權學者專家來臺審查我國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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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國家報告，由國際審查委員、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進行三方對話及交

流，共同檢視我國人權現況及待改善缺失，建立國際人權交流平臺。對於國

際審查委員共提出92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9月22日本院召開之人權保障推

動小組第43次委員會議已通過「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之落實及管考規劃」案，後續將依該管考規劃賡續進行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之落實及追蹤管考。 

(三)法務部以多元管道深化人權教育，111年以 Podcast 媒體為管道，製播人權

教育節目「人權搜查客」，於3月間在各大 Podcast 平臺推出，透過主持人

與特別來賓對談方式，向民眾分享在日常生活中所涉及之人權觀念；為使民

眾能繼續吸收人權意識，更於11月16日持續製播第2季內容。 

(四)法務部本期辦理111年線上人權影展「兩公約十日談 人權速寫」活動，10部

深具人權意涵之紀錄影片，策展影片傳達之人權意涵包括兒少及身障者保護、

數位人權、多元文化保護及環境權等多項民主自由價值之展現，以文藝手法

寓教於樂，加強社會各階層對人權意識之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