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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

警察

Who's the Boss?

偵查

蒐集、過濾各類證據

訊問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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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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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
偵查

起訴

不起訴緩起訴起訴

有足夠
犯罪嫌疑

「公訴」
ll

罪證不足
追訴時效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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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罪是輕罪，考量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和犯罪後

的態度等因素，可以保留一段觀察期，暫時不起訴。

如果觀察期間表現良好

→不起訴追究刑責，也不會受處罰。

通常會附帶一些條件

例如：向被害人道歉，賠償被害人的損害，或從事義務

勞動等，讓行為人付出代價，避免再犯。

緩
起
訴

P97

輕罪不罰這樣好嗎？





（一）偵查與起訴

偵查
結果

不起訴 犯罪證據不足或其他法定事由

緩起訴 輕罪，「暫時」不起訴

起 訴 有犯罪嫌疑

P97

起
訴
書





為被告主張
應有的權利

P98親自檢視各項證
據，詢問證人、
被害人或家屬等

人的意見



本席（法官）宣布
判處被告…

為什麼不讓
法官自己偵查？

衡量犯罪的動機、手段、
犯後態度等，在法條規範

內決定處罰的輕重

無罪有罪

P98





目的 讓司法更透明、提升人民與法院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

方式 由地方政府隨機抽選出符合條件的民眾，並與職業法
官一同參與審判

審理
案件

故意犯罪致人死亡的案件，但不包含少年刑事與毒品
案件
*2026起+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如貪汙罪）

審理
內容 共同決定被告有沒有犯罪、判什麼罪、處罰的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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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釋放，有罪執行

原、被告不服判決原、被告接受判決

上訴或抗告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審級救濟制度

P98

三級三審

上訴
或抗告

上訴
或抗告



搭配課本 P99
刑事訴訟流程

有人發現有犯罪嫌疑而告發

告發

犯罪人被發現前先承認犯罪
自首

被害人自己或其特定親屬提出

告訴

從新聞媒體報導等各種管道得知

其他

案
發

檢察官指揮警察
辦案，並檢視、
分析證據

偵查



搭配課本 P99
刑事訴訟流程

檢察官認為罪證不足

不起訴

輕罪，且檢察官認為犯後度
良好，暫不起訴

緩起訴

檢察官認為被告
有足夠犯罪嫌疑

起訴

檢察官指揮警察
辦案，並檢視、
分析證據

偵查



搭配課本 P99
刑事訴訟流程

檢察官認
為被告
有足夠犯
罪嫌疑

起訴

法官依合法
取得之證
據，依自由
心證做判斷

審判 有
罪

無
罪

不服裁判者
有權上訴

三級
三審

判刑確定

有
罪

無
罪

執行 釋放



有4次偷竊前科的被告
二、被告的權利保障

P99right



寧可錯殺一個，也不願錯放一個

寧可錯放一個，也不願錯殺一個



「法律處罰犯罪的人固然重要，
但是不處罰沒有犯罪的人更加重要！」

「當有疑慮時，應以被告的利益為先」



（一）無罪推定原則

檢警用
正當的方法蒐集
證據證明被告
確實犯罪

判被告
有罪或無罪

法院保持
公正的態度
公開審判

P100

雖然有可能誤縱犯罪者，但不致於冤枉無辜

兩害相權之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多
數國家與我國都採取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的權利保障
right



調
查
階
段
就
未
審
先
判



（二）偵查不公開

在偵查程序中，檢察官、警察等人員，除了
依法令、保護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有必
要以外，在偵查中所知的事項，不可以公開
或揭露給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的人。

偵
查
不
公
開

P100 被告的權利保障
right



避免資訊洩漏，以保
護證人安全、避免真
正的犯人藏匿證據或
串供。

理由 1
保障被告、犯罪嫌疑
人等名譽、隱私及安
全，避免媒體公審或
未審先判。

理由 2

（二）偵查不公開

P100

甚至透過媒體帶風向

被告的權利保障
right



Ｑ當社會矚目的案件發生，
人民「知的權利」和「偵查不公開」
二者孰輕孰重？如何取得平衡？



搭配課本
哪些情況下偵查機關可適度揭露偵查情形

P100

重大案件

影響民眾生命、
財產等安全時，
有告知必要

需要大眾協助

檢調難以取得證
據，需要民眾協
助提供

人犯逃脫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
犯，經緝獲歸案後，得
由發言人適度發布新聞

事實澄清

媒體傳述內容與事實不
符，影響案件相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