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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書面意見 

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668號朱育德聲請解釋案，本部依

大院來函所附爭點題綱提供意見如下： 

一、 命加害人強制公開道歉所涉基本權利為何？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

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有關「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應如何於名

譽權及可能牽涉之基本權利間取得平衡？ 

（一） 命加害人強制公開道歉可能涉及之基本權利 

1. 不表意自由 

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依大院釋字第 577號解釋

意旨，除保障積極之表意自由外，尚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由，

其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故以

判決命加害人強制公開道歉，涉及憲法第 11條言論自由所保

障之不表意自由。 

2. 思想自由或良心自由？ 

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多位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另有提及「思

想自由」或「良心自由」。按思想自由係保障人民內在精神

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

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大院釋字第 567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而良心自由尚未明文見諸於我國憲法及釋字解釋文或理由書，

但可認為係源自選擇信仰的自由，信仰則包含宗教、世界觀、

主義、倫理道德觀等信念，在宗教、思想、言論等自由個別

化而有特定保護範圍後，良心自由即偏重在善與惡、是與非

判斷的倫理道德取向上，而以維護道德上人格（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註八參照）。鑑於不表意

自由之內涵，亦涉及表意人自身道德、倫理、正義、良心、

信仰等內心之信念與價值，攸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及自主決

定權，乃個人主體性維護及人格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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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理由書

參照），故於審查不表意自由之限制時，仍會強調表意人被

強迫表達與其內心所想不一致的言論內容，應已內含對思想

自由或良心自由之限制，且思想自由或良心自由尚非我國憲

法有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更偏重於人性尊嚴及人格發展之

內在基礎層面，基於權利性質核心價值之相近性及基本權利

之個別具體化，本件以「不表意自由」作為審查以判決命加

害人強制公開道歉之合憲性，應即已足。 

（二）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應如何於名譽權及可能牽涉之基本

權利間取得平衡 

1. 民法之損害賠償制度旨在規範填補損害的基本原則，該法第

213條至第 215條定有關於損害賠償方法之一般原則，並就侵

權行為於第 192條至第 196條設有特別規定，在規範設計上，

係採回復原狀原則，兼採金錢賠償。名譽權係體現人性尊嚴的

重要人格法益，乃社會上對個人品性、德行、名聲等的評價、

觀感及印象，名譽權受到侵害，涉及社會上對被害人之個人評

價貶損，從而使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故民法第 195條

第 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被害人就其非財產

上之損害，除得依前段規定請求金錢賠償外，並得依後段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請求法院命為恢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俾使其

社會上之評價回復原狀，法院應權衡不同個案之具體情況，藉

由適當處分以回復其名譽。是以，民法第 195條第 1項前段所

定「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及後段所

定「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均屬損害賠償之方法，

目的均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 

2. 系爭規定既授權法官在具體案件對於名譽權受侵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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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復名譽的各種可能性，決定可以採行的適當處分，如法院

於個案中以判決命加害人以自己名義對被害人公開道歉，則

該判決之內容即涉及限制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按不表意自

由屬憲法第 1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須在符合憲法第 23條

之前提下始能予以合理限制；再者，名譽權及不表意自由皆攸

關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乃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故為

回復被害人之名譽權而限制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涉及基本

權之衝突，須考量該手段能否達到系爭規定所欲回復被害人

名譽以填補其損害之目的、手段與目的之間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即於具體個案是否為「適當」處分），應對相衝突之基本

權作適切利益衡量，就具體個案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

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審慎斟酌而為適當之決定。 

二、 系爭規定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是否得包括法院以判決命

加害人公開道歉之處分？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之意旨是否應

予變更? 

（一） 系爭規定立法之初所預想之「適當處分」，應得包括法院以判

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處分 

查民法第 195條雖曾於 88年修正，惟該次修正係擴張該條第

1項前段所列舉之人格權範圍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

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另增訂

第 3項有關身分法益受侵害時之準用規定，至於系爭規定（第

1 項後段）之文字則是自 18 年民法制定公布時即已存在，並

未曾修正。而法院判命加害人「強制公開道歉」雖非系爭規定

明文，然因系爭規定係一脈相承自大清民律草案第 961條，該

條立法理由有提及：「名譽被害人之利益，非僅金錢上之損害

賠償足以保護者，遇有此情形，審判衙門得命其為適於恢復名

譽之處分，例如登報謝罪等事是也，此本條所由設。」，且民

事審判實務上長久以來不乏以判命登報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似難否認系爭規定立法之初所預想之「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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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變更? 

（一） 系爭規定立法之初所預想之「適當處分」，應得包括法院以判

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處分 

查民法第 195條雖曾於 88年修正，惟該次修正係擴張該條第

1項前段所列舉之人格權範圍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

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另增訂

第 3項有關身分法益受侵害時之準用規定，至於系爭規定（第

1 項後段）之文字則是自 18 年民法制定公布時即已存在，並

未曾修正。而法院判命加害人「強制公開道歉」雖非系爭規定

明文，然因系爭規定係一脈相承自大清民律草案第 961條，該

條立法理由有提及：「名譽被害人之利益，非僅金錢上之損害

賠償足以保護者，遇有此情形，審判衙門得命其為適於恢復名

譽之處分，例如登報謝罪等事是也，此本條所由設。」，且民

事審判實務上長久以來不乏以判命登報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似難否認系爭規定立法之初所預想之「適當處分」，

就回復名譽的各種可能性，決定可以採行的適當處分，如法院

於個案中以判決命加害人以自 己名義對被害人公開道歉 ， 則

該判決之內容即涉及限制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 o按不表意自

由屬憲法第 11條言論自 由之保障範圍'須在符合憲法第 23 條

之前提下始能予以合理限制﹔再者，名譽權及不表意自由皆攸

關維謢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 乃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故為

回彳复被害人之名譽權而限制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 ， 涉及基本

權之衝突 ， 須考量該手段能否達到系爭規定所欲回復被害人

名譽以瑱補其損害之目的 、 手段與目的之問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 〈即於具體個案是否為 「適當」 處分) ，應對相衝突之基本

權作適切利益衡量 ， 就具體個案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

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 ， 審慎斟酌而為適當之決定 o

二、 系爭規定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 是否得包括法院以判決命

加害人公開道歉之處分﹖太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之意旨是否應

予變更﹖

(一) 系爭規定立法之初所預想之「適當處分」 ，應得包括法院以判

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處分

查民法第 195 條雖曾於 88 年修正 ， 惟該吹修正係措張該條第

1項前段所列舉之人格權範圍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

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等文字 ， 另增訂

第 3項有 關身分法益受侵害時之準用規定﹜至於系爭規定( 第

1 項後段〉 之文字則是自 18 年民法制定公布時即已存在 ， 並

未曾修正。 而法院判命加害人「強制公開道歉」雖非系爭規定

明文，然因系爭規定係一脈相承自大清民律草案第 961條，該

條立法理由有提及﹕ 「名譽被害人之利益 ， 非僅金錢上之損害

賠償足以保謢者，遢有此情形，審判衙門得命其為適於恢復名

譽之處分'例如登報謝罪等事是也'此本條所由設o 」 ，且民

事審判責務上長久以來不乏以判命登報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似難否認系爭規定立法之初所預想之「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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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命加害人「登報謝罪」（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李震山大

法官協同意見書註一及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註四參照）。 

（二） 要求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加害人公開道歉乃「國民普遍法感

情」之反映 

「道歉」並無法律上之嚴格定義，一般而言，當表意人為道歉

之表示時，可使相對人及外界自形式外觀上獲得「表意人承認

犯錯，做了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事，請求諒解」之訊息，達到

釐清對錯、澄清事實、導正社會印象之目的。查目前有不少法

規將「道歉」明文規定於條文中，例如：中華民國刑法第 74條、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299 條、第 451 條之 1、軍事審

判法第 140 條、第 165 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 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5 條、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第 3 條、

立法委員行為法第 28條、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實施辦法第 10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等（如附件），足見自大清

民律草案延續至今，要求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加害人公開道歉

乃「國民普遍法感情」之反映（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陳新民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雖然上開法規與系爭規定之立法目

的、功能性質及規範方式仍有不同，然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系

爭規定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時，上開法規與系爭規定之適

用結果均同係對人民不表意自由之限制。 

（三） 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固應予保障，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構成

要件與法律效果，對於特定侵害名譽權之行為命為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而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條規

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

第 11條規定 

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固應予保障，惟系爭規定授權法院依具體個

案審酌是否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對於特定侵害名譽權之行為命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而限

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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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命加害人「登報謝罪」（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李震山大

法官協同意見書註一及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註四參照）。 

（二） 要求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加害人公開道歉乃「國民普遍法感

情」之反映 

「道歉」並無法律上之嚴格定義，一般而言，當表意人為道歉

之表示時，可使相對人及外界自形式外觀上獲得「表意人承認

犯錯，做了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事，請求諒解」之訊息，達到

釐清對錯、澄清事實、導正社會印象之目的。查目前有不少法

規將「道歉」明文規定於條文中，例如：中華民國刑法第 74條、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299 條、第 451 條之 1、軍事審

判法第 140 條、第 165 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 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5 條、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第 3 條、

立法委員行為法第 28條、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實施辦法第 10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等（如附件），足見自大清

民律草案延續至今，要求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加害人公開道歉

乃「國民普遍法感情」之反映（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陳新民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雖然上開法規與系爭規定之立法目

的、功能性質及規範方式仍有不同，然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系

爭規定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時，上開法規與系爭規定之適

用結果均同係對人民不表意自由之限制。 

（三） 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固應予保障，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構成

要件與法律效果，對於特定侵害名譽權之行為命為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而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條規

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

第 11條規定 

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固應予保障，惟系爭規定授權法院依具體個

案審酌是否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對於特定侵害名譽權之行為命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而限

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

( )ˍ`

(三)

包括命加害人「登報謝罪」 〈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李震山大

法官協同意見書註一及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註四參照〉。

要求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加害人公開道歉乃 「國民普遍法戚

情 」 之反映

「道歉」並無法律上之嚴格定義，一般而言，當表意人為道歉

之表示時，可使相對人及外界自形式外觀上獲得「表意人承認

犯錯，做了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事，請求諒解」之訊息，達到

釐清對錯、澄清事實、導正社會印象之目的0 查目前有不少法

規將「道歉」明文規定於條文中，例如︰ 中苹民國刑法第 74 條、

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2、 第 299條、 第451條之1 、 軍事審

判法第 140條、 第 165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5條、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第3條、

立法委員行為法第28條、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實施辦法第10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等 (如附件〉 ，足見自大清

民律草案廷續至今，要求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加害人公開道歉

乃 「國民普逼法戚情」 之反映 (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陳新民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 ，雖然上開法規與系爭規定之立法目

的、功能性質及規範方式仍有不同，然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系

爭規定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時，上開法規與系爭規定之適

用結果均同係對人民不表意自由之限制 。

人民之不表意自 由固應予保障 ， 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構戌

要件與法律效果 ， 對於特定侵害名譽權之行為命為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而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條規

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意旨無違 ， 即難謂其牴觸憲法

第11條規定

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固應予保障，惟系爭規定授權法院依具體個

案審酌是否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對於特定侵害名譽權之行為命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而限

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者 ， 倘與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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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及比例原則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 11條規定。又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

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

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

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

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

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迭經大院釋字第432號、

第 521號、第 594號、第 617號、第 690號及第 767號解釋解

釋闡釋有案。因系爭規定涉及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保障之基本

權衝突，而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均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

發展之完整有關，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且侵害名譽權之態

樣不一，故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就相衝突之權利作適切的利

益衡量。是以，系爭規定以「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此一不確

定法律概念，授權法院依個案情節所需，依比例原則決定命加

害人公開道歉是否為適當的回復名譽方法。 

（四） 公開道歉在我國社會的意義，係在導正社會觀感及印象，回復

社會對被害人的評價，不伴隨道歉意思之道歉外觀，對被害人

仍具有社會意義，故不排除於具體個案有必要時，在符合比例

原則下仍得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的選項之一 

按強制執行法第 127條規定：「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

行為而不為者，執行法院得以債務人之費用，命第三人代為履

行（第 1項）。前項費用，由執行法院酌定數額，命債務人預

行支付或命債權人代為預納，必要時，並得命鑑定人鑑定其數

額（第 2項）。」同法第 128條第 1項規定：「依執行名義，

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

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

行時，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之怠金。其續經定

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之。」而法院以判決

命加害人登報道歉後，現行實務在加害人不表意之情形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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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及比例原則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 11條規定。又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

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

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

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

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

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迭經大院釋字第432號、

第 521號、第 594號、第 617號、第 690號及第 767號解釋解

釋闡釋有案。因系爭規定涉及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保障之基本

權衝突，而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均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

發展之完整有關，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且侵害名譽權之態

樣不一，故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就相衝突之權利作適切的利

益衡量。是以，系爭規定以「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此一不確

定法律概念，授權法院依個案情節所需，依比例原則決定命加

害人公開道歉是否為適當的回復名譽方法。 

（四） 公開道歉在我國社會的意義，係在導正社會觀感及印象，回復

社會對被害人的評價，不伴隨道歉意思之道歉外觀，對被害人

仍具有社會意義，故不排除於具體個案有必要時，在符合比例

原則下仍得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的選項之一 

按強制執行法第 127條規定：「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

行為而不為者，執行法院得以債務人之費用，命第三人代為履

行（第 1項）。前項費用，由執行法院酌定數額，命債務人預

行支付或命債權人代為預納，必要時，並得命鑑定人鑑定其數

額（第 2項）。」同法第 128條第 1項規定：「依執行名義，

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

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

行時，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之怠金。其續經定

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之。」而法院以判決

命加害人登報道歉後，現行實務在加害人不表意之情形下，就

(四)

則及比例原則意旨無違' 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 11條規定o 又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

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

相應之規定0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

聯性觀黠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

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

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迭經大院釋字第432號、

第 521 號 、 第 594 號 、 第 617 號 、 第 690 號及第 767 號解釋解

釋闡釋有案。因系爭規定涉及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保障之基本

權衝突，而不表意自 由與名譽權均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謢及人格

發展之完整有關，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且侵害名譽權之態

樣不一，故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就相衝突之權利作適切的利

益衡量。是以， 系爭規定以 「回彳复名譽之適當處分」此一不確

定法律概念，授權法院依個案情節所需，依比例原則決定命加

害人公開道歉是否為適當的回復名譽方法 o

公開道歉在我國社會的意義 ，係在導正社會觀戚及印象， 回復

社會對被害人的評價 ，不伴隨道歉意思之道歉外觀，對被害人

仍具有社會意義，故不排除於具體個案有必要時，在符合比例

原則下仍得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的選項之一

按強制執行法第 127條規定﹕ 「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

行為而不為者，執行法院得以債務人之費用 ，命第三人代為履

行(第1項〉 o前項費用 ， 由執行法院酌定數額，命債務人預

行支付或命債權人代為預納 ， 必要時，並得命鑑定人鑑定其數

額 (第2項〉 o 」 同法第 128條第 1項規定︰ 「依執行名義 ，

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 ， 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

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問 o債務人不履

行蒔，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怠金0其續經定

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之0 」 而法院以判決

命加害人登報道歉後，現行實務在加害人不表意之情形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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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登報道歉之判決執行方式，認為係屬可替代性之行為，從而

係依上開強制執行法第 127條所定代履行之方式強制執行，並

不認為加害人必須親自為之、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而既然登報

道歉係可由他人代履行者，道歉之形式意義即大於實質意義，

故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報章上所刊登之道歉廣告，往往亦會懷疑

具名之表意人是否出於自願或真心所為，蓋具有通常知識經驗

者均能明瞭任何法律效果都不免帶有強制色彩，故在法律意義

上並無法要求加害人真心道歉，當社會眾所周知道歉廣告可能

並不伴隨道歉意思時，其與表意人個人內在核心信念之連結性

即有鬆動；惟縱使具名之表意人並非出於自願或真心道歉，社

會大眾仍可透過該則「不伴隨道歉意思」的道歉廣告，迅速獲

知「具名之表意人已承認自己有過錯（或已被法院認證有過錯），

做了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事」之訊息，以達到釐清對錯、澄清

事實、導正社會印象之目的，從而有效迅速回復被害人之名譽。

因此，判決公開道歉依我國社會通念，重點在於道歉之形式外

觀，可簡明扼要地昭告社會大眾加害人侵害被害人名譽權之可

非難性，故不排除於具體個案有必要時，在符合比例原則下仍

得作為回復社會對被害人名譽評價之適當處分的選項之一，不

伴隨實質道歉意思之道歉外觀，對被害人仍具「還我公道」之

社會意義，並帶有精神上之安撫作用，達到填補被害人精神上

所受損害之功能。 

（五） 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強化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時之合憲性

控制，應值肯定；大院是否變更見解，本部敬表尊重 

因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

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

為相應之規定。依大院歷來解釋，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法條

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非難以理解，個案

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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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登報道歉之判決執行方式，認為係屬可替代性之行為，從而

係依上開強制執行法第 127條所定代履行之方式強制執行，並

不認為加害人必須親自為之、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而既然登報

道歉係可由他人代履行者，道歉之形式意義即大於實質意義，

故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報章上所刊登之道歉廣告，往往亦會懷疑

具名之表意人是否出於自願或真心所為，蓋具有通常知識經驗

者均能明瞭任何法律效果都不免帶有強制色彩，故在法律意義

上並無法要求加害人真心道歉，當社會眾所周知道歉廣告可能

並不伴隨道歉意思時，其與表意人個人內在核心信念之連結性

即有鬆動；惟縱使具名之表意人並非出於自願或真心道歉，社

會大眾仍可透過該則「不伴隨道歉意思」的道歉廣告，迅速獲

知「具名之表意人已承認自己有過錯（或已被法院認證有過錯），

做了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事」之訊息，以達到釐清對錯、澄清

事實、導正社會印象之目的，從而有效迅速回復被害人之名譽。

因此，判決公開道歉依我國社會通念，重點在於道歉之形式外

觀，可簡明扼要地昭告社會大眾加害人侵害被害人名譽權之可

非難性，故不排除於具體個案有必要時，在符合比例原則下仍

得作為回復社會對被害人名譽評價之適當處分的選項之一，不

伴隨實質道歉意思之道歉外觀，對被害人仍具「還我公道」之

社會意義，並帶有精神上之安撫作用，達到填補被害人精神上

所受損害之功能。 

（五） 大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強化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時之合憲性

控制，應值肯定；大院是否變更見解，本部敬表尊重 

因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

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

為相應之規定。依大院歷來解釋，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法條

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非難以理解，個案

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命登報道歉之判決執行方式，認為係屬可替代性之行為，從而

係依上闢強制執行法第 127 條所定代履行之方式強制執行，並

不認為加害人必須親自為之、非他人所能代履行， 而既然登報

道歉係可由他人代履行者，道歉之形式意義即大於實質意義，

故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報章上所刊登之道歉庴告，彳主往亦會懷疑

具名之表意人是否出於自願或真心所為﹜蓋具有通常知識經驗

者均能明暸任何法律效果都不兔帶有強制色彩，故在法律意義

上並無法要求加害人真心道歉，當社會眾所周知道歉廣告可能

並不伴隨道歉意思時，其與表意人個人內在核心信念之連結性

即有鬆動﹔惟縱使具名之表意人並非出於自願或真心道歉，社

會大眾仍可透過該則 「不伴隨道歉意思」 的道歉庴告 ， 迅速獲

知「具名之表意人已承認自 己有過錯(或已被法院認證有過錯)，

做了社會評價上可非難的事」之訊息 ， 以達到釐清對錯、澄清

事實、導正社會印象之目的，從而有效迅速回復被害人之名譽0

因此，判決公開道歉依我國社會通念， 重黠在於道歉之形式外

觀，可簡明扼耍地昭告社會大眾加害人侵害被害人名譽權之可

非難性，故不排除於具體個案有必要時，在符合比例原則下仍

得作為回復社會對被害人名譽評價之適當處分的選項之一，不

伴隨實質道歉意恩之道歉外觀，對被害人仍具「遠我公道」 之

社會意義，並帶有精神上之安撫作用 ，達到填補被害人精神上

所受損害之功能0

(五) 太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強化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時之合憲性

控制 ，應值肯定﹔太院是否變更見解，本部敬表尊重

因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

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

為相應之規定0依大院歷來解釋，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自法條

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 非難以理解'個案

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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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鑑於

名譽權遭侵害之個案情狀不一，系爭規定以「回復名譽之適當

處分」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始得以授權法院依個案情節所需，

決定適當的回復名譽方法，一方面避免就規範事項掛一漏萬，

另一方面避免使法律效力趨於僵化，俾使法院得按個案具體情

況，為妥當之衡平裁量或裁判，從而如何對於「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進行價值補充，使法院在適用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時

得作符合憲法的解釋，極為重要。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為

調和名譽權及不表意自由之衝突，認為「於侵害名譽事件，若

為回復受害人之名譽，有限制加害人不表意自由之必要，自應

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審慎斟

酌而為適當之決定，以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而法院在原告聲明之範圍內，權衡侵害名譽情節之輕重、當事

人身分及加害人之經濟狀況等情形，認為諸如在合理範圍內由

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

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仍不足以回復被害人

之名譽者，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惟如要求加害人公開道歉，涉

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屬逾越回復名

譽之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對於法院依

系爭規定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樹立了應遵守之比例原則及判決準據，強化法院於適用系爭規

定時之合憲性控制，應值肯定。至於大院是否變更該號解釋見

解，本部敬表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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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鑑於

名譽權遭侵害之個案情狀不一，系爭規定以「回復名譽之適當

處分」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始得以授權法院依個案情節所需，

決定適當的回復名譽方法，一方面避免就規範事項掛一漏萬，

另一方面避免使法律效力趨於僵化，俾使法院得按個案具體情

況，為妥當之衡平裁量或裁判，從而如何對於「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進行價值補充，使法院在適用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時

得作符合憲法的解釋，極為重要。大院釋字第 656號解釋，為

調和名譽權及不表意自由之衝突，認為「於侵害名譽事件，若

為回復受害人之名譽，有限制加害人不表意自由之必要，自應

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審慎斟

酌而為適當之決定，以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而法院在原告聲明之範圍內，權衡侵害名譽情節之輕重、當事

人身分及加害人之經濟狀況等情形，認為諸如在合理範圍內由

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

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仍不足以回復被害人

之名譽者，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惟如要求加害人公開道歉，涉

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屬逾越回復名

譽之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對於法院依

系爭規定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樹立了應遵守之比例原則及判決準據，強化法院於適用系爭規

定時之合憲性控制，應值肯定。至於大院是否變更該號解釋見

解，本部敬表尊重。

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o鑑於

名譽權遭侵害之個案情狀不一 ， 系爭規定以 「回復名譽之適當
處分」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始得以授權法院依個案情節所需，
決定適當的回復名譽方法，一方面避兔就規範事項掛一漏萬，
另一方面避免使法律效力趨於僵化，俾使法院得按個案具體情
況，為妥當之衡平裁量或裁判，從而如何對於「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進行價值補充，使法院在適用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時
得作符合憲法的解釋，極為重要0大院釋字第656號解釋，為
調和名譽權及不表意自由之衝突，認為「於侵害名譽事件'若
為回復受害人之名譽'有限制加害人不表意自由之必要， 自應
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審慎甚斗
酌而為適當之決定 ， 以符合憲法第 23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
而法院在原告聲明之範圍內 ，權衡侵害名譽情節之輕重、當事
人身分及加害人之經濟狀況等情形，認為諸如在合理範圍內由

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責之聲明、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

后文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仍不足以回復被害人
之名譽者'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閞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 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0惟如耍求加害人公閞道歉， 涉
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萼嚴之情事者﹐即屬逾越回復名
譽之必耍程度， 而過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 o 」對於法院依
系爭規定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樹立了應遵守之比例原則及判決準據'強化法院於適用系爭規
定日寺之合憲性控制，應值肯定。至於大院是否變更該號解釋見
角旱，本部敬表尊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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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現行法規明定有「道歉」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 

第 74 條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 

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 

    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五、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 

 

 

刑事訴訟法 

第 253-2 條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 

：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 

    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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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現行法規明定有「道歉」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 

第 74 條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 

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 

    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五、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 

 

 

刑事訴訟法 

第 253-2 條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 

：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 

    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附件】 現行法規明定有 「道歉」 之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
第74 條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罰金之宣告 ， 而有下列情形之] ， 認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者 ， 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 ， 其期問自裁判確定之曰
起第︰
一 、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o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

內未曾困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緩刑宣告 彳腮酌情形 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辜項︰

、向披害人 首歉
、立僵過晝。
、 向被害人支付相當婁交額之財壼或荳仨財壼上之損害賠償o
、 向公庫支付]定之金額0
、 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圍體 ， 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o

、完成戒癮冶療、精神冶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o
、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前項情形 應附記方〈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 第四款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o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 ‵ 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o

‥
>

汴〉
卜

閂
團

川
‥

刑事訴訟法
第 253ˉZ 條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 ， 得命被告於一定期問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

] 、 回披害人道歉。
二 ﹑ 立悔過晝 o

三 、 向被害人支付相當婁文額之財壼或荳仨財壼上之損害賠償 o
四 、 向公庫支付]定金額 ， 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定比率補助相

關公益圉體或地方自治圍體。
五、 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圍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勞務o

六、完成戒癮冶療、精神冶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o
、 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o
、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o>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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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 

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一項第四款提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另定之。 

 

 

第 299 條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但免除其刑者，應諭知免刑之 

判決。 

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為前項免刑判決前，並得斟酌情形經告訴人或自 

訴人同意，命被告為左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 451-1 條 

前條第一項之案件，被告於偵查中自白者，得向檢察官表示願受科刑之範 

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檢察官同意者，應記明筆錄，並即以被告之表 

示為基礎，向法院求刑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 

檢察官為前項之求刑或請求前，得徵詢被害人之意見，並斟酌情形，經被 

害人同意，命被告為左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 

被告自白犯罪未為第一項之表示者，在審判中得向法院為之，檢察官亦得 

依被告之表示向法院求刑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 

第一項及前項情形，法院應於檢察官求刑或緩刑宣告請求之範圍內為判決 

。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被告所犯之罪不合第四百四十九條所定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者。 

二、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 

    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 

    。 

三、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 

    。 

四、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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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 

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一項第四款提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另定之。 

 

 

第 299 條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但免除其刑者，應諭知免刑之 

判決。 

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為前項免刑判決前，並得斟酌情形經告訴人或自 

訴人同意，命被告為左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 451-1 條 

前條第一項之案件，被告於偵查中自白者，得向檢察官表示願受科刑之範 

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檢察官同意者，應記明筆錄，並即以被告之表 

示為基礎，向法院求刑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 

檢察官為前項之求刑或請求前，得徵詢被害人之意見，並斟酌情形，經被 

害人同意，命被告為左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 

被告自白犯罪未為第一項之表示者，在審判中得向法院為之，檢察官亦得 

依被告之表示向法院求刑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 

第一項及前項情形，法院應於檢察官求刑或緩刑宣告請求之範圍內為判決 

。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被告所犯之罪不合第四百四十九條所定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者。 

二、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 

    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 

    。 

三、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 

    。 

四、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 

 

 

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辜項 ， 應得被告之同意﹔
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o
第]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項之期問 ，不得逾緩起訴期問。
第]項第四款提撥比率 、 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 ，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另定之 o

第 299 條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o但免除其刑者，應諭知免刑之
判決o
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 ， 為前項免刑判決前 ， 並鴨座工匱尨經告訴人或自
訴人同意 ，命被告為左列各款辜項︰
一、 向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晝。

三、 向被害人支付相當婁艾額之慰撫金o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o

第 451ˉ1 條

前條第]項之第件 ， 被告於偵查中自白者 ， 得向檢察官表示願受科刑之第
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檢察官同意者'應記明第錄，並即以被告之表
示為基礎 ， 向法院求刑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
檢察官為前項之求刑或請求前 ﹐ 得徵詢被害人之意見 ， 並盡醒匱遣 ， 經被
害人同意 ，命被告為左列各款辜項︰
一、 向披害人道歉。
二、 向被害人支付相當婁艾額之賠償金o
被告自白犯罪未為第]項之表示者 ﹚ 在審判中得向法院為之 ， 檢察官亦得
依被告之表示向法院求刑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 o
第 項及前項情形 袁去院應於檢察官求刑或緩刑宣告請求之範圍內為判決

但有左列凊形之 者 不在此限︰
] 、破告所犯之罪不合第四百四十九條所定得以第易判決處刑之第件者o
二 、 〉去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責不符 或於審

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辜賓 ， 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

三、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

四、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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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5-2 條 

除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 

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第一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檢察官得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 

逕行或依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之請求，經法院同意，就下列事項於審 

判外進行協商，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者，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 

一、被告願受科刑及沒收之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 

二、被告向被害人道歉。 

三、被告支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 

四、被告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 

    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檢察官就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項與被告協商，應得被害人之同意。 

第一項之協商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第一項第四款提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另定之。 

 

 

軍事審判法 

第 140 條 

下列各罪，軍事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以不起訴為適當 

者，得為不起訴處分︰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 

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三、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 

五、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 

軍事檢察官為前項不起訴處分前，並得斟酌情形，經告訴人及被告直屬長 

官之同意，命被告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不起訴處分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 165條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但免除其刑者，應諭知免刑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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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5-2 條 

除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 

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第一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檢察官得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 

逕行或依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之請求，經法院同意，就下列事項於審 

判外進行協商，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者，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 

協商程序而為判決： 

一、被告願受科刑及沒收之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 

二、被告向被害人道歉。 

三、被告支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 

四、被告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 

    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檢察官就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項與被告協商，應得被害人之同意。 

第一項之協商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第一項第四款提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另定之。 

 

 

軍事審判法 

第 140 條 

下列各罪，軍事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以不起訴為適當 

者，得為不起訴處分︰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 

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三、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 

五、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 

軍事檢察官為前項不起訴處分前，並得斟酌情形，經告訴人及被告直屬長 

官之同意，命被告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不起訴處分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 165條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但免除其刑者，應諭知免刑之 

判決。 

第 455ˉ2 條
除所犯為死刑 、 無期徒刑 ‵ 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
轄第]審第件者外 ， 第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 於第]
審言詞辯論咚第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 檢察官得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
逕行或依被告或其代理人‵ 辯謢人之請求， 經法院同意 ， 就 E列堊堊於晝
判 ， 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
協商桯序而為判央︰
] 、被告願受科刑及浸收之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 o
二、披止口回披害人道並。
三、被告支付相當或額之賠償金。
四、 被告向公厙支付 定金額， 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定比率補

助相閞公益圍體或地方自冶圉體o
檢察官就前項第二款、 第三款辜項與被告協商 ， 應得被害人之同意 o
第一項之協商期問不得逾三十曰 o
第]項第四款提撥比率 、 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 ，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
另定之 o

第 140 條

下列各罪， 軍事檢察官參酌刑去第五十七條所列辜項， 認以不起訴為適當
者， 得為不起訴處分︰
] 、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罰金之罪 o
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第盜罪0
三、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三百四十]條之詐欺罪0
五 、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六、 刑ˊ去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
軍事檢察官為前項不起訴處分前 並彳諶醒匱溼， 么巠告訴人及被告直第長
官之同意， 命被告為下列各茅入辜項︰
一、 向披害人道歉o
二、 立僵過晝0
三 向被害人支付相富婁交額之前前全
前項情形， 應附記方〈不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第]款並淂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 165 條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但免除其刑者，應諭知免刑之
判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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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為前項免刑判決前，並得斟酌情形，經告訴人及 

被告直屬長官之同意，命被告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 29 條 

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 

，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下列處分： 

一、告誡。 

二、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 

三、轉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 

    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 

前項處分，均交由少年調查官執行之。 

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 

害人之同意，轉介適當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或使少年為下 

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前項第三款之事項，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應負連帶賠償之責任，並得為民事 

強制執行之名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5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 

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 

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 

懲處。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應命行 

為人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前項心理輔導，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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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為前項免刑判決前，並得斟酌情形，經告訴人及 

被告直屬長官之同意，命被告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 29 條 

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 

，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下列處分： 

一、告誡。 

二、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 

三、轉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 

    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 

前項處分，均交由少年調查官執行之。 

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 

害人之同意，轉介適當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或使少年為下 

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前項第三款之事項，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應負連帶賠償之責任，並得為民事 

強制執行之名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5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 

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 

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 

懲處。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應命行 

為人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前項心理輔導，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 

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 ， 為前項免刑判決前 ， 並胤 ， 經告訴人及
被告直義長官之同意 ， 命被告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 向披害人道歉o
二、 立僵過晝0
三 向被害人支付相富義額之意義全
前項情形 應附記方〈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o

第 29 條
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杲 ， 認為情節輕微 ， 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
，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下列處分︰
一 ﹑ 告誡 o

二 、 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義少年之人嚴加管教o
三、車專介褔禾寸、教義機構‵義療機構、執行過瘦性教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

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 o
前項處分 ， 均交由少年調查宮執行之 o
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 ，胤 ， 經少年 、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
害人之同意，轉介適當機關、機構、 圍骨豊或個人進行修復，或使殳、集為E
列各邳劼堊望 ﹕
一、 向披害人道歉o
二、 立僵過晝0
三 、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前項第三款之事項 少年之>去定代理人應負連帶賠償之責任 並得為民事
強制執行之名義。

性別平第教盲法
第 25 條
校園性侵害 、 性騷義或性義凌辜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閞調查義意後 ， 應依相
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榷責機關 ， 予以申誡、記過、
第聘、停聘、不義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連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
懲處 o
學校 、 主管磯關或其他懼責機關為性騷義或性義凌辜件之懲處時 ， 應命行
為人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 ， 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向被害人道歉 o
一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第教盲相闔課桯o
三 、其他符合教盲目的之措施。
前項心理輔導 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請義師、 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
杜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第人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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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 

僅依第二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 

之措施，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 

 

 

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第 3 條 

本條例所定補償及保障方式如下： 

一、回復名譽：包括公開道歉、追悼亡者、積極宣導正確漢生病知識及推 

    動有助回復漢生病病患名譽之社會教育政策等措施。 

二、給予補償金。 

三、醫療權益：包括設置符合漢生病病患特殊身心狀況需求之醫療設施、 

    設備，並配置充足之醫事與行政人力，及從事漢生病防治研究等措施 

    。 

四、安養權益：包括生活津貼、回歸社區與家庭之協助、終身治療與照護 

    、復健及養護等措施；本條例施行前，為照顧漢生病病患而入住於院 

    內之照護人，於該漢生病病患安養期間，得伴同居住。 

 

 

立法委員行為法 

第 28 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分 

：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次。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個月至半年。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效力範圍如下：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實施辦法 

第 10 條 

大法官自律會議之審議，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經出 

席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得對受審議大法官為下列處分： 

一、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且符合法官法有關懲戒事由之規定者，由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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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 

僅依第二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項之處置，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 

之措施，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 

 

 

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第 3 條 

本條例所定補償及保障方式如下： 

一、回復名譽：包括公開道歉、追悼亡者、積極宣導正確漢生病知識及推 

    動有助回復漢生病病患名譽之社會教育政策等措施。 

二、給予補償金。 

三、醫療權益：包括設置符合漢生病病患特殊身心狀況需求之醫療設施、 

    設備，並配置充足之醫事與行政人力，及從事漢生病防治研究等措施 

    。 

四、安養權益：包括生活津貼、回歸社區與家庭之協助、終身治療與照護 

    、復健及養護等措施；本條例施行前，為照顧漢生病病患而入住於院 

    內之照護人，於該漢生病病患安養期間，得伴同居住。 

 

 

立法委員行為法 

第 28 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分 

：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次。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個月至半年。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效力範圍如下：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實施辦法 

第 10 條 

大法官自律會議之審議，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經出 

席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得對受審議大法官為下列處分： 

一、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且符合法官法有關懲戒事由之規定者，由司法院 

校園性騷導或性導凌辜件情節輕微者 ， 學校 、 主管磯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
僅依第二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o
第一項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導時 ， 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
第二項之處置 ， 應由該懲處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執行 ， 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
之措施，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導守。

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第3條
本條例所定補償及保障方式如下︰

、回復名導﹕ 包括公開道歉、 追倬亡者、 槓極宣導正確漢生病知識及推
動有助回復導生病病患名導之社會教盲政策導措施o

二、給予補償金o
三、醫療懼益 ︰ 包括設置符合漢生病病患特殊身ˊ心狀況需求之導療設施、

設備 ， 並酉己置充足之導事與行政人力 ， 及從事導生病防冶研究導措施

圍 、安導懼益︰包括生活津貼、 回歸社區與家庭之協助、終身冶療與照護
、彳复健及導護導措施﹔本條例施行前 ， 為照顧導生病病患而人住於院
內之照導人，於該漢生病病患安養期問，得伴同居住。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識懲戒導 ﹜ 得按情節輕重提報院會決定為下列之處分

‥、胤歉0
、晝面道歉o
、停止出席院會四灰至八灰。

四、 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得予停懼三個月至半年 。
前項停懼期問之計導及效力範圍如下‥
]、停懼期問自院會決定當曰起導 ， 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問。
二、 停懼期問禁止進人識場及委員會會識室 o
三、停懼期問停發歲賈及公賈﹡。
四 、 停懼期問不得行使導導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懼與被選舉榷 o

同法院大法官自律責施辦澍
第10條
大法官自律會識之審識， 應有大法官現有導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o 經出
席大>去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識 得對受審識大法官為下列處分︰

、違反本辦去情節重大且符合病官ˊ去有關懲戒事由之規定者 ， 由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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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送監察院審查。 

二、違反本辦法情節非重大或未符合法官法有關懲戒事由之規定者，促其 

    注意改善、予以譴責、要求其以口頭或書面道歉，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置。 

前項第二款之情形及其內容，經會議決議，得公布之。 

未能作成第一項之處分者，審議案不成立。 

第一項及前項之審議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受審議大法官。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 7條 

本會審議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次。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個月至半年。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效力範圍如下：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 29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巿）民代表會、山地原住民區民代 

表會開會時，由會議主席維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秩 

序之行為，會議主席得警告或制止，並得禁止其發言，其情節重大者，得 

付懲戒。 

前項懲戒，由各該立法機關紀律委員會、小組審議，提大會議決後，由會 

議主席宣告之；其懲戒方式如下：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申誡。 

四、定期停止出席會議。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考核獎懲辦法 

第 21 條 

紀律審查小組審議會務委員之懲戒方式如下： 

一、責令口頭道歉。 

13 
 

    移送監察院審查。 

二、違反本辦法情節非重大或未符合法官法有關懲戒事由之規定者，促其 

    注意改善、予以譴責、要求其以口頭或書面道歉，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置。 

前項第二款之情形及其內容，經會議決議，得公布之。 

未能作成第一項之處分者，審議案不成立。 

第一項及前項之審議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受審議大法官。 

 

 

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 7條 

本會審議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次至八次。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三個月至半年。 

前項停權期間之計算及效力範圍如下： 

一、停權期間自院會決定當日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間。 

二、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費。 

四、停權期間不得行使專屬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 29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巿）民代表會、山地原住民區民代 

表會開會時，由會議主席維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秩 

序之行為，會議主席得警告或制止，並得禁止其發言，其情節重大者，得 

付懲戒。 

前項懲戒，由各該立法機關紀律委員會、小組審議，提大會議決後，由會 

議主席宣告之；其懲戒方式如下： 

一、口頭道歉。 

二、書面道歉。 

三、申誡。 

四、定期停止出席會議。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考核獎懲辦法 

第 21 條 

紀律審查小組審議會務委員之懲戒方式如下： 

一、責令口頭道歉。 

移送監察院審查o
二 、 違反本辦法情節荳仨重大或未符合法官法有閞懲戒事由之規定者 ， 促其

注意改善、予以譴責‵堊求基以口頭或晝面道歉'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置 o

前項第二款之情形及其內容 ， 經會議決議 ， 得公布之 o
未能作成第]項之處分者 ， 審議案不成立。
第一項及前項之審議結杲 ， 應以書面通知受審議大法官 o

位法院紀律委員會組織規桯_
第7條
本會審議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口頭道歉0
二、 面道歉o
三、停止出席院會四灰至八灰。
四、經出席院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懼三個月至半年。
前項停懼期問之計算及效力範圍如下‥
]、停懼期問自院會決定當曰起算 ， 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問。
二、停懼期問禁止進人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三、停懼期問停發歲賈及公賈﹡。
四 、 停懼期問不得行使專屬於立法委員之選舉懼與被選舉榷o

「〝﹏

馳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第29 條
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巿) 民代表會、山地原住民區民代
表會開會時 ， 由會議主席維持議場秩序 o 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秩
序之行為，會議主席得誓告或制止，並得禁止其發言，其情節重大者，得
付懲戒o
前項懲戒， 由各該立法機闢紀律委員會、小組審議，提大會議決後， 由會
言義主席宣告之﹔其懲戒方式如下︰
]、口頭道歉0
一、 面道歉o
三、申誡o
四、定期停止出席會議。

惶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考核獎懲辦法_
第 21 條
紀律審查小組審議會務委員之懲戒方式如下︰
]、責令口頭道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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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責令書面道歉。 

三、書面警告。 

四、停止出席會議一次或二次。 

紀律審查小組對於會務委員之懲戒，應作成紀錄。 

 

 

國民大會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 7 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大會交付之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為左列之處分： 

一、書面警告。 

二、口頭道歉。 

三、書面道歉。 

四、停止出席大會會議一次至八次。 

 

 

第 8 條 

紀律委員會之懲戒審議應繕具報告書，提請大會決定之。 

前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懲戒，大會得同時決議，如當事人於限期內不提出 

道歉時，則依前條第四款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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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責令書面道歉。 

三、書面警告。 

四、停止出席會議一次或二次。 

紀律審查小組對於會務委員之懲戒，應作成紀錄。 

 

 

國民大會紀律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 7 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大會交付之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為左列之處分： 

一、書面警告。 

二、口頭道歉。 

三、書面道歉。 

四、停止出席大會會議一次至八次。 

 

 

第 8 條 

紀律委員會之懲戒審議應繕具報告書，提請大會決定之。 

前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懲戒，大會得同時決議，如當事人於限期內不提出 

道歉時，則依前條第四款處理之。 

 

二、責令晝面道歉0
三、書面警告。
四、停止出席會議]灰或二灰0
紀律審查小組對於會務委員之懲戒 ﹚ 應作成紀錄o

國民大會紀律委員會組織規桯_
第7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大會交付之懲戒案件 ， 得按情節輕重為左列之處分︰
]、書面警告0
二、 口頭道歉o
三、晝面道歉0
四、停止出席大會會議]灰至八灰0

第8條
紀律委員會之懲戒審議應繕員報告書 ， 提請大會決定之 o
前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懲戒 ， 大會得同時決議 ， 女口當辜人於限期內不捏出
道歉時，則依前條第四款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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