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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聲請陳報書

案 號 ：會台字第 11617號 

聲 請 人 賴 素 如  

李 宜 光

共 同 代 理 人 葉 建 廷 律 師

為聲請人提起憲法解釋事件，謹 陳 報 事 ：

為 利 民 國 （下同）1 0 5年 3 月 3 日召開之言詞辯論庭進行，

聲請人謹陳報擬對陳運財教授詢問之問題如下：
>

一 、按陳教授之書面鑑定意見第3 - 4頁 提 到 ，偵查之結構學理上 

分為糾問式偵查構造及彈劾式兩類，糾問式偵查採兩面構造， 

偵查機關擁有強制處分之權限，犯罪嫌疑人則屬忍受偵訊的 

客 體 ，沒有所謂當事人對等的原則。而彈劾式偵查構造則是 

三 面 結 構 ，偵查屬偵查機關之準備起訴及公判之活動；犯罪 

嫌疑人亦同時為防禦之準備。陳教授並認為現行刑訴法偵查 

中的檢察官擁有強大的強制處分權，且實務運作上犯罪嫌疑 

人及被告仍被視為偵訊的客體，偵查具有相當強烈的糾問式 

色 彩 。而在陳教授於大作《偵查與人權》一 書 ，〈檢警關係 

定位問題研究〉文中曾經提到：「如繼續堅守檢察官偵查中 

積極主導偵查的角色，糾問被告，不僅造成檢察官程序前後 

角色扮演的矛盾，亦不利被告防禦權的維護 ...倘不降低檢察 

官介入偵查的密度 ...將使偵查愈行長期化及糾問化，如此一 

來反而又將使刑事程序的重心向偵查傾斜，有違修法落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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