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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法

官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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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華

審

判

法

有

關

規

定

有

坻

鱊

笨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
第

八

十

條

之

疑

義

」

陳
述

著

當
︙
∴
驟
逖

╛
—田

!
呵

:

純

依

ㄐ

法

院

人

法

官

陷

於

簞

華

嗧

判

法

之

曲

放

做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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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

供

參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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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鬥
到
剷
月
胡
捆
出
鞘
坤

一
—

、
進

反

法

治

幽

權

力

二

、
燄

蝶

耨

判

獨

立

精

三

、
鮮

判

公
朋

未

錐

落

四

、
簞

人

訴

肚

權

未

獲

參

︴

萆

華

審

判

法

特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填

規

定
.
提

供

立

法

簽

料
,
陳

朋

其

規

定

合

番

之

理

判

法

有

關

規

定

違

憲

之
山
墳

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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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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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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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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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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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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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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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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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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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為

路基十
十

—
物
〡一
｛以

分

立

鑰

、
立

法

偕

與

制

獨

裁
J

m
崔

〥
好
)
鶢

其

代

表

｛
洛

氏

為

兩

權

分

家

華

務

之

功

鍵

分

配

而

積

極

地

分

力

分

立

思

想

像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洛

克

式
一

ξ

年

Φ

〕

、
孟

德

斯

鳩

｝
 
一
依

琵

氏

之
意

見

‧
認

為

闥

家

權

及

司

法

權

三

權
,
劃

歸

不

同
機

你
出
 ｛
ΩF
Φ

n
片

 ．山
█
出
 一
山
｝
ωJ

O
Φ

 〕t
 
,

但

日古
f
ㄇ

J

北月

地
球

工
合

作
:

自

由

主
義

思

想

之
產

｛ 
Q
ˊ

山
︴
ω
的
 ㄥa
█

什
Φ
—

立

論

、
孟

氏

耗

三
權

權

力

應

分

為

行

政

權

關

萃

理
,
箱

相

互

監

避

免

政

府

之

專

制

與

達

成

福

利

幽

家
,
以

險

講

Ⅲ

迂

甡

活

福

之

目

的

權

力

分

立

之

意

義

從

昔

日
之

r
＿

ㄣ

特

們

制

衡
,
演

進

為

今

日

之

分

工
合

作

．
已

不

同

往

昔
一
、自

應
拘
泥
田
有
巢
臼

,
而

自
外
於
時
代
潮
擬

.
我

幽
已
披
司
法
院

刑
淑
常

州

紖
鍵
矧
用
刺
囟
叫

問
〡╛
薀
品
蠽
┐
┤
」
制
〢
蒯
嘲

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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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在

同

葯

三

權

憲

法

的

國

家
,
十

八

世

紀

木
葉

乃

銓

十

九

世

紀

〈
近

代
)
的

三
權

,
和

二
十

世

紀

〈
現

代
)
所

驟

的

主

權
,
亦

爝

名

同

而

義

異

。
倘

不

求

甚

解
,
:
:
也

轟

學

理

上

的

一
種

誤

會

。
而

對

於

政

治

制

度

和

有

關

法

律

的

認

識
,
足

︳上不

口

9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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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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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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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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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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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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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
F

世

界

通

例
,
大

部

隸

屬

於

統

帥
權

之
下

,
其

運
用

方

式
,
並

自

司

法

權

作

用
,
逐

漸

演

堆

耗

統

帥

權

與

司

法

權

之

折

衷

調

和
,

例

如

美
←國

憲

法

第

三
條

司

法

部

門

職

構

(
主

二

一
Φ
=
一

′

巾

h
&
g
t
｝

甲
g
安

〕
∵
並

未

言

及

軍

事

審

判

事

務
!
與

我

憲

法

第

七

章

「
司

法

」

相

似
,
然

其

軍

事

審

判

體

制

｛
註

四

)
,

係

幽

會

授

權

於

一
九

五
o
年

五
月

五

日
制

定
D
翌

年

二
月

八

日

施

行

之

擁

一
軍

法

典

(
〥

φ

ξ

威
弓
H
ξ

訐

O
巾

三

二
岔

Ξ

』
猛

庄

π
)
第

三
十

六

條

一
授

權

三
軍

統

帥

〈
ξ
喜

單

爭
鬥

=

∞
三

監

)
 
．
即

美

幽

社

魯

門

總

統

訂

定

「
軍

事

法

庭

手

冊

」
 
〈

甲g
汪

一
′

一

日

出

—

子

耳

〥

｝

ㄚ

一
做

耗

其

軍

事

審

判

之
:
依

據

(
詳

見

註

四
參

考

資

料
)
,
其

出
舀
η
田
出
面
╛
周
昶
用
坩
則
榴

即

行

政

體

系

之

下

‧
美

幽

聯

邦

法

院
總

是

承

認

軍

事

法

院

是

一
個

週
然

不

同
的

法

律

體

系

︙,
其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亦
認

為

軍

隊
P
描

特

殊

圈

體
!
適

用

法

律

程

序

之

標

準

應

有

差

別

等
,
均

於

司

法
審

判

外

．
尊

重

並

承

認

軍

法

的

體

制

與

判

決

(
註

五

)
.
未

聞

因

其

非

屬

司

法

審

判

系

統
,
即

邊

指

篇

違

憲

。
男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侖

議

釋

字

第

七

十

｛

號

解

釋

亦

載

朋

「
我

國

憲

法

係

依

據

 
盈

中

山

先

生

之

道

教

而

制

定
,
於

匭

民

大

會

外
.
並

建

立

五

院
,

與

三
權

分
立
制
度

本
難
比
擬

。
一
:
」

,
故

聲

講

人

僅

以

「
我

幽

軍

事

審

判

權

非

屬

訂

法

權

之

一
部

.
非

隸

屬
司

法

審

判

系
統

」
,
或

┐
行

政

性

愛

之
軍

事

機

關

兼

掌

刑

事

司

法

權

口
侵

越

司

法

權

」
,
進

而

推

論

軍

事

審

判

箱

違

騫

一
質

係

不

瞭

解

現

行
權

力

分

立

靳
義

及

中
外

軍

華

審
判

權

之
性

質

所

致

。

∥

我

幽

軍

華

審
判

制

度
樣

順

應

世

界
潮

流

〦
在
統

帥

權
作
用

下
.

以

司

法

權

方

式

行

使
.
具

折

衷

調

和

功

雄
:

軍

法

與

司

法

同

籍

國

家

統

治

權

之

行

使
,
雖

同

樣

行

使

國

家

刑

箾

權
,
但

我

國

想

法

並

未
—將

軍

法

列

耗

司

法

權

．
而

福

另

一
獨

車

之

系

統

基

於

「
統

帥

權

之

見
╮

惟

依

隨

與

司

法

權

作

用

立

法

院

於

民 之 時 作 :

國 調 代 用 因

四 和 潮 說 而

十 說 漩
﹂ 學

五 ︵ 演 或 者

年
．
誰 進 出 探

六 六 ． 司 .討

月
︶′

現 法 軍

過 ↓ 權 有 ．．
軍  作 仁 或

事  用 智 謂

荼

審

權

作

已

趨
二
十

判

權

用

說

向

折
一一
日

之

性

質

」 
,
而

衷

統

帥

三
讚

通

五
一

︴
、



一

′

審

判

滋
,
乃

係

擷

取

合

乎

現

代

潮

浪

之

調

和

說

．
即
在

統
帥

權

作

用

下
,
以

司

滋

權

方

式
佇

使

軍

事

審

判
,
期

使

統

率

作

用

與

審
蜘
媯

主

,
得

以

報

等

並

顧

。
關

於

軍

事

審

判

以

司

法

權

方

式

‥

行

之

者
.
嶺

主

要

葯
我

審

判

獨

立

」

與

「
審

級

制

度

」
.
在

審

判

獨

八

十

精

神

干

涉

判

決

〦且
方

絛

揭

,
朋

」
 
 
,

,
仍

面
,

︴小
法

白

規

站

於

保

有

判

法

據

滋

事

法

三

十

定

權

遵

照

任

何

,
不對

於

:
至

法

第

涉

之

任

何

件

的

謂

軍

撮 第 定 官 軍

後 一 ﹁ 應 事

決 百 軍 〡衣 審

,三 庭 律 第

以 條 獨 獨 一

落 保 立 立 百

賽 障 行 ．密 六

審 軍 使 判 十

判 一事 審 ,.條﹋

獨 法 判 不 ,

立 庭 權 受 係

所 .案 受 干 憲

囍

審

判

在

統

帥

權

作

用

下

行

之
者

;
別

係

求

「
審
判

獨

立

」
與

┐
統

率

作
用

」

之
報

顧

．
以
實

現

軍

事

審

判

用

以
維

持

軍

紀

、

撰

瀲

雖

令

‵

增

強

戰

力

之

目

的

。
要

之
,

依

軍

事

審

判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判

抉

在
宣
未

或

送
達

前
,
雖

須

先

經

◤
總

． 

 

 

 

 

 

 

 

 

 

 

 

 

 

 

 

 

 

 

 

 

k

統

或

部

隊

長

之
核

定
,
但

於

核

定

判

決

時
,
如

認

耗

判

決
不

當

或

違

背

法

令
,
則

明

文

禁

止

對

原

判

決

選

藕

螢

寞
,
僅

得

發

交

覆

議

一

並
以

一
次

鶢

限
.
且

不

論

覆

議

結

果

如

何
,
均

必
須

照



判
一洪

核

定
,
故

判

決

之

最

後

決

定

權
,
仍

在

軍

事

庭
,
而

軍

華

統

率

作

用
,
亦

得

以
發

揮
,
此

耗

兼
等

壾

顧

之

一
:
其

二
耗

規

定

軍

華

檢

察

官

對

現

役

軍

人

行

使

追

訴

權

時
,
受

該

管

軍

事

長

官

之
指

揮

監

督
,
始

雖

保

持

其

應

有

之
統

率

作

用
;
比

與

法

院

組

織

法

所

定

「
檢

察

一
體

」

及

「
上

命

下

從

」
耗

一
致

〈
註

｛┬」 )
 
 
 
 

。一
 
 
 
 
 
 
 
 
 
 
 
 
 
 
 
.
,
 
 
 
 
 
 
 
 

．
 
 
 
 
 
 
 
 
 
 
 
 
 
 
 
 
 
 
 
 
 
 
 
 
 
 
 
 
 
 
 
 
 
 
 
 
 
 
 
 
 
 
 
 
 
 
 
 
 
 
 
 
 
 
 
 
 

、

日

我

幽

憲

法

第

九

絛

規

定

口
係

在

確

認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

追

溯

我

幽

立

懖
‵史

一
民

國

繫
一建

伊

始
,
歷

次

制

番

者

苦

心

孤

詣

犨

鉗

國

家

司

法

權

之

同
時

,
均

於

司

法

權

之
外

,
刻

意

承

認

軍

事

霽

判

權

之
行

使
,
即

像

憲

法

確

認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之

憲

法

授

權

明

證
,
謹

概

述

我

國

肯
—定

軍

事

審

判

之
制

憲

史

如

左
:

∥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
幽

民

政

府

依

據

建

幽

大

綱

制

定

一
約

法

」

,
第

三
章

┐
國

體
—

第

五
節

「
司

法

院

」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口
於

司

抾

權

外

一
並

承

認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之
存

在

｝

!
且

於

第

四

十

一
條

明

定

「
人

民

依

法

律

有

訴

診

於

法

院

之

權

一
除

依

戒

嚴

法

所

規

定

外

‧
不

受

軍

法

審

判

」

。

 ̇
 
 
 

七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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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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ㄥ

民

幽

二
十

第

九

條

規

︴
審
‥判
止
 
巾

〦

民

國

二
十

翊

射

第

四

十

二
日
,
中

民

除
、繉

役

軍

月

十

六

日

‧

央

政

府

」

第

政

跱

期

依

法

律

過

中

華

滋

一

第

時

約

法

受

軍

事

幽
匎
田
日

十
七
條

司

法

院

行

使

司

法

權

外
,
另

於

第

十

一
章

「
軍
事
L
第

二

有

七

十

三

絛

明

定

┐
軍

事

裁

判

權

之
行

使

及

軍

事

裁

判
機

關

之

紹

織

以

法

律

定

之

∟
,

第

二
軍

┐
人

民

之
權

利
義

務

」
第

十

條

規

楚

「
人

民

除

現

役

軍

人

外
,
不

受

軍

事

裁

判

」

一
與

現

行

憲

法

佛

文

相

同

｝
 
 
 
 

一
 
 
 
 
 
 
 

一
一

我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
定

搞
之
憲

法

學

募

兮
史

稱

五

五

憲

章

)
,
第

十

條
規

定

「
人

民
除

現

役

軍

人
外

,
不

受

軍
李

裁

判

」

,
與

現

行

番

法

第

九
∫條

亦

相

同

。

!
民

幽

三
十

五

年

之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
在

軍

事

問

題

方
面

,

舉

「
實

行

軍

民

分

治

」

原

則

〈
以

上

均

詳

見

附

件

參

考

資

料

︶

°

年

五

定

「

三

年

〦早
 
 「

民

國

∟

F

h
〃

′ 
 
,

法

院

節

┐

中 十
．
人 月

四 立

一

人 華

司 通  非 訓﹉

七 民  不 臨

ˊ

標



｝

︴

拔

現

行

憲

法

第

七

十

七

妹

規

定

—

「
司

法

院

為

國

家

最

高

詞
法
機
關
:
黨

理
民
事

、
別
事

一
行
政
訴
訟

之
審
判
及
公
務
員

之
雜
戒

」
,
從

規
雖
體
系
言

,
憲

法
第

七
軍
關
於
司
法
權

之
規

定

,

如
瑞

士

、
土

耳
其
或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戰

敗

幽

家

德

、
日

琴

國

憲

法
蚓
到

制

叫

鬥

刑

圳

阻

之

設

置

．

且

已

故

制

憲

學

者

王

罷

惠

先

生

致

巴

西

政

府

函
,

們

堣

眠

「
查

我

國

番
法

第

七
章

‧
關

於

司
法

權

之
規
定

.
未

將

軍

事

審

判

列

入

╮
$
憲

法

第
九

條

復
明

定

『
人
民
除
現
役
軍

人

外
,
不

受

軍
事

審

判

』
,
是

鈏
劃

扣
┤
型
┐
召
η
司
弝
刲
司
珝
毋

之
範

圍
F
而

屬

軍

事

機

關

之
另

一
審

判

系

統

」
 
〈
註

八
)
一

可

供

佐

證
:
逛

近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五

十

一
號

�
第

二

百

七
二
百

判
,

系

統

的

「
司

法

機

關

』
作

狹

義
一解

釋

︴
使

廣

義

的

司

法

多

元
化

,
而

.
 
 
 

九

‵

十

二
號

解

釋
,
亦

均

肯
定

軍

事

審

七

十

二
號

解

釋
載

明

軍

事
審
【判

口

而
戈

軍

霸
機

關

」
本

即
隸

屬

國

防

ㄐ
棚
鄗
圍
日
田
劉
鈏
╛
劄
們
蚓
酣

認́

應

9

判

制

度

合

憲

係

由

「
軍

事

部

一
當

然

歸

「
把

憲

法
第

並

於

第

關

」

審

於

行

政

十

七

條

├

七 屬 機 ,

．∵
:
:
守

I
.
!
小

一
〡
‘
卜
∥
∥
︴
‧一
f
＿

▅
,
.
:



輩

華

審

判

即

可

隸

屬

於

統

帥

系

統
,
與

美

國

的

情

形

相

同
,
:

:
此

制

雖

與

大

陸

法

系

曜

象

司

法

權

(
廣

義

ㄚ

一
元

化

的

傳

統

不
杏
:
—

Γ

,
但

就

憲

法

而

言

‧
肖

不

雜

謂

有

明

顯

的

違

憲

之

處

」
j
故

不

論

針

對

平

常

時

期

或

戒

嚴

時

期

出

軍

事

審

判

規

定
!

!
基

本

上

鄧

不

當

然

構

成

違

戇

｛
註

九

ㄚ

綜

止

所

述
,

我

國

憲

法

第

九

條

明

確

規

定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存

在
,
從

時

代

背

景

而
言

˙
此
二

規

定

淘

符

「
權

力

分
立

」
新

義

之
思

潮
,
且

國

家

權

力

是

一
整

體
,
既

難

截

然

分

割

口
徒

以

我

國

軍

事

審

判

非

屬

司

法

權

擁

疇
,
即

認

像

還

番

之
說
,
顯

然

仍

愛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自

由

主

義

思

想

之
佐

觀

念

影

響

所
｛致
一

自

我

國

現

行

憲

法

規

範

9

屬

司

法

系

統
,
殆

為

真

正

之

違

憲

。

°

、

軍

嶺

判

法

明

文

規

定

軍

事

法

庭

審

判

獨

立

不

受
‧任

何
一千

涉

審

,
符

合

宰
小
法

:

軍

人

效

命

疆

場
,
以

服

從

軍

令
.
恪

違

軍

紀

籍

天

職
,
籍

維

持

軍

紀
,
買

撤

軍

令
,
以

爭

取

勝

利

—
軍

事

審

判

除

求

其

公

●



正

外
,
郎

注
重

其

效
‥鍵

‧
註

十

)
。
在

求

其

公

正

方

面
,
如

前

所

述

軍

事

審
判

係

以
司

法
權

方
式

行

之

‧
其

主

要

者
耗

審
判
獨

立

與

審

級

制

度

「
故

軍

事

審
判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條

明

白
規
定

:

┐
軍
事

法

庭
獨

立

行

使

審
兜

權

●
不
受

任
何

干
涉

」

‧
與
憲
法

第

八

十

條

揭

示

「
審

判

獨

立

」

之

精

神

相

符
:
至

於

注

重

效

就

方

而
J
因

百

三

十

三

定

權

及

一

同

條

明

文

令
,
僅

可

議

以

一
次

—
及

不

論

寓

有

統

帥

權

作

用

之
特

性

條

等

條

文

內
.
賦

與

 
總

次

發

交

琿

議

權
,
但

篇

彰

限

制

其

核

定

判

決

時
,
如

發

交

覆

議
!
不

得

對

原

判

篇

限
,
僅

籍

形

式

覆

議
,

軍

事

法

庭

覆

議

結

果

如

何

決

決

仍

雖
於

軍

事

審
判

法

第

一

或

軍

事

長

官

以
判

決

核

「
審

判

獨

立

」

口
特

於

葯

判

決

不

當

或

違

背

法

逕

篇

變

更
J
且

發
交

覆

非

實

質

變

更

判

決

內

容

都

必

須
照

判

決

核

定
,

,． 並 洪 認 顯 統 ?

9

(
註

十

一

第

二
十

一
條

關

於

之

任

用

保

障
,
興

司

官

用

保

一
二
‥
輝

相

同
,
其

餘
如

採

行

司

法

之

審

級

制

度

、
選

任
一辯

護

人

等

等

〡—
．〡,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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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

9

在

軍

事

審

判

滋

呵

邦

,
軍

事

第

八

條

∵
第

二
十

條

及

十 庭

｝╟

一
一

︴
一
︴

.
︴

.
(
.
一

∥
‥
一



,
亦

均

耗

落

質

審

判

獨

立

之

具

體

措

施

。

帝口一」 
 
、 
 「

該

署

檢

察

官捕

署

檢

察

官

及

屬

伍

政

權

依

本

法

及

法

院

以
下

本

法

及

其

察

署

檢

察

按

檢

察
制

度

本

十
〧
一
條
﹎
「
撿

之

作

用
,
依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〦〈

察

總

及

萬

察

長

所

屬

項

指

揮

監

督

長

察

長

得

親

自

處

該

事

務

移

轉

於

之

命

令
」

,

其

所

指

揮

監

所

指

揮

監

督

其 王里官

定
,
係

辦

示
檢

察

一
體

,
且

具

生

命
一下

從

關

係
.
此

外
,

該

法

檢 依 等 長

其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
指
揮
監
碧

各
級
滋
院
及
分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
擱
期
齟
魯

該

官
︴」

及

出
檢

察

官

應

服

從

前

二

第

六
十

四
條

「
檢

察

總

長

、
檢

督

之

檢

察

官

之
事

務

口
並

得

將

之
其

他

檢

察

官

處

理

之

」

之
規

並

定

有

司

法

行

政

之

監

督

奉

章

」

‧
序

非

審

判

猳

立

之

股

讚

口
而
檢

察

官
實

施

偵

查

、
提

超

公

訴

、
實

行

公

訴

、
指

揮

執

行

↗
皆

含

有

行

政

之

性

質
h
外

有
一賴

於

各

方

權

力

之
配
合

協
助

,

軍

事

審

判

法

賦

與

翠

事

長

官

對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核

港

權

‧
聲

請

再

蘺

之
洪

定

及

起

訴
善

核

桂

權

等
,

均

屬

檢

察

一
體

之
監

督

作

用
,
與

司
法
制
度
原
無

二
致

．
豈
可
指
籍
箝
制
檢
察
獨
立
行
使



｛

職

權
,
破

壞

司

法

獨
立

云

云

.

伺
掛

前

述

判

決

核

定

或

處

分
害

核

准

等
,
均

祹

統

帥

權

之

監

督

作

用

採

軍

事

審

體

例
‥之

國

家

郝

有

此

部

隊
長

監

>Ⅱ

類

9

●

、

‵

 
一

軍

華

審

判

法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Γ
項

所
定

「
軍

事
審

判
公
開

行

之

｝
但

有

關

國

防

機

密

或

軍
‥譽

之
一幕

件

—
得

不

公
開

並
宣

示

督

之

規

定
,
然

均

無

礙

審

判
︙獨

立

之

真

諦

(
註

十

二
)
。

部

分

人

士

不

明

就

琪
,
且

對

軍

事

審

判

之
特

性

不

甚

瞭

解
,
執

此

遽

指

審

判

不

獨

立

一
顯

有

誤

解

。

三

、
軍
事
審
判
法
規
定
審
刪
公
路
片或
不

:
出

開
,
與

普
通
法
院
相

同
,

其

理

由

」

審

判

公

開

則

及
一國

防

於

六

十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蝴

曉

隬

字

第

一一
五
一九

q
號

令
頒

「
軍
事
審
判

庭

旁

聽

規

〢田

」 
(
誰

十

三
)
◤

以
箱

旁

聽

之
∵依

據

/

院

組

織

瑚

第

八

十

六
條

ㄗ
訴

訟

之
辯

論
‥及

裁
︙判

之
打宣

示

．
應

公

開

法

庭

行

之
P
但

有

妨

害

國

家

安

全

一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之
虞

時

,
法

院

得

決

定

不

予

公

開

‵

及

司

法

院

令

頗

「
法

庭

旁

聽

規

則

．」一■.
 
 

一一一

,
︴

,
 
 

︴

,
—

︴

一

口

〔

,
︴

;
.
—

P
!
一

．
．
!
、

 

∴

P
—

h
卜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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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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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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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規

定

」
,
並

無

三
致

,
而

不

論

公

私

機

構
,
基

於

人

員
及

設

施

安

金

維

護
,
自

須

妥

採
棺

關

門

禁

管

制

措

施

‧
均

無

礙

便

民

‧
軍
藜

法
｛庭
設

於

軍

事
機

關

內
,
軍

事

單
位

基

於

營

區

安

全
等

因

素

考

盟
,
自

有

門

禁

管

制

措

施
,
然

從

未

禁

止

一
般

民

眾

依

規

定

甲

講

進

人

營

區

旁

鶨

破

告

家

或

其

親

友

申

講

旁

璐

更

從

木

禁

止

一
並

可

聘

請

律

師

到

庭

鶢

被

告

辯

證

或

由

法

定

賴

屬

以

被

告

輔

佐

人

身

分

出

庭
,
且

營
區

官
兵

芬
可

自

由
就
往
軍

朝
湖
趐
期
獺

,
故

徒

以
軍
事

法
‥莊
設

於
軍

事
機

關

內
,
即

認
審

判

公

開

未

艇

落

實
,
顯

像

誇

大
,
與

事

實

不

符

。
況

且
各

級

法

院

及

檢

察

署

鶢

防

輒

法

庭

暴

力
,
以

免

在

庭

訴
謝

關

係

人
遭

受

不

測

之
傷

害
,
而

對

於

人

出

之
民

眾
,
採

取

若

干
門

禁

管

制

施
一
與
先
進
民
主
幽

家
軍

、
司
法
院

之
作
法
無
用

(
註

十

四

)

‧
豈

可

因

此

輕

率

論

斷

審

判

公

開

未

龍

落

質

?

甲

、
軍

人

愛

軍

事
審

判
,
無

損

其

平
等

權
與

訴

訟

權

參

照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二

一

一
號
解
釋
:
┘

鬧

法

第

七

佛

所

定

之

平

等

權

｝
係

籍

保

障

人

民

在

法

律

地

位

上

之 ●措



︳

實
質

平
等

.
並

不

限

制

法

律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
斟

酌
具
體
案

件

華

實

上

之
差

異

及

立

法

目
的

◢
而
篇

合

理

之
不

同
處
置

。
:
:

」

之
意

旨

╯
憲

法

第

七

條

之

「
平
等

原

則

」
,
非

指
數
‵學

的

、

或

機

械

的

絕

對

平

等
,
乃

係

意
/
即

┐
相

同

的
∴

應

同
樣

對

待
:
ㄔ

同
的

,
應

區

別

對

待

」
:
依

我

國

憲

法

之

規

定

一
國

家

用

罰

權

係

由

司

、
軍

法

機

關

分

別

行
使

‧
已
如

前

述

‧
軍

人

之

特

性

有
l!石

般

人

毋

可

置

疑

囍

審

判

制

度

存

在

ht自

雞

以

軍

人

受

軍

事

審

判
,
指

葯

違

反

憲

法

平

等

原

則
,

否

則

憲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四
條

有

關

婦

女

當

選

保

障

名

額

之
規

定

、
吵

年

刑

事

案

件

適

用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等

規

定
!
豈

不

均

有

違

「
平
等

原

則

」

?

憲

法

第

十

六
條

之

「
訴

謝

權

」
,
指

人

民

於

其

權
一利
受

侵

害
時

‥
有

向

普

通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之
權

利
,
法

院
一亦

有
依

法

審

判

之

義

務
: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之

存

在
.
已

耗

憲

法

所
＿承
認

,
專

家

學

者

亦

認

軍

法

審

判

程

序

甚

篇

嚴

密

週

金

(
註

十
五

〕
,
僩

傻

以

軍

事

審

判

非

屬

司

法

系

統

之

法

院

”
即

謂

耗

違

反

憲

法

第

︙ 
 
 
 
 

˙
 
 
 

十

五

∟
┌

L
╮

9

」
 
 
．●

憲

法

承

認

軍



十

六

偋

規

定
,
實

非

持

平

之

論

。
雖

有

部

分

人

士

認

軍

搴

審

判

之

審

級

｛
二
審
)
不

智

蔑

法

審

判

(
三

審
)
,
故

人
權

保
障

不

如

司
:
法

/
有

邁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訴
豁

權

之

旨

云

云
,
然

憲

法

既

於

第

九

條

承

認

軍

事

判

制

度

‧
於

法

理
言

之

∵
自

亦

容

許

軍

事

審

判

與

司

法

審

判

間

差

異

之
存

在

〈
註

十

六
)
。

御
瑚

靷

飆

到

察

之

利

弊
,
雖

有

仁
智

不

同

之

見
,

但
與
當
事
人
訴
訟
權
之
保

膵

,
並

無

必

外

麟

儒

叭
們
刊
四
司
珝
圳
鬩

,
原

則
上
固
鶢
二
審

顧 及 之 第 近 為

上 輝 案 三 修 減

兩 毒 件 審 正 輕

項 等 :案 施 訟

之 案 又﹏｜牛 行 .累

需 件 耗 之 之
一要 ,汗U範 丌U不

一
,均 罰 團 訴 僅

╮
但

口
頃

上

訴

以

外

國

交

為

報

明

定

有

法
第

三

‧
及

於

及

時

一

以

高

等

而
有
一簡

之
案

件

大

不

得

微

案
件

、
妨

害

審
:
更

一
比
此

、

′

不

得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百

七
十

六
條

,
更

擴

刑

法

第

六
十

一
條

輕

而
明

定

內

亂
‵

外

患

法

院

葯

第

一
審

或
終

易

程

序

專

編

之
規

定

均

足

證

明

審
級

多
寡

與

當

事

人
訴

謝

權

利

之
保
障

,
並

無

必
然

、

關

係
:
另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一
百

六
十

號

解
釋
亦
閣

明

「
:
:
此

瑱

權

利

之
行

使

↑
指

訴

訟

權

〕
,
究

應

經
若

干
審



級
,
憲

法

並

未

設

有

田

文
,
自

應

衡

量

訴

訟

案

件

之
性

質

‧
以

法

律

為

合

理

之

規

定
,
非

必

任

何

案

件

均

須

經

相

同
審

級

．
始

與

憲

法

相

符

。
︙

︙
」

,
更

足

證

明

憲

法

既

已
承

認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
即

不

得

謂

軍

人

受

軍

事

審

判

‧
其

訴

謝

權

未

受

保

障

。

綜

上

所

述
,
自

帶

、

」
召
刑
爛

叫

閱
風
翽
飆
蛪
镼

妳
襯

胡
╡
引
用
田

‵
軍

事

審
判

與
司
法

審
判

同

箱

國

家

用
罰

權

之
行
使

．
彼

此

性
質

雖

有

不

同
,
但

強
調

審
判
獨

立
及

當

事

人

權

益

之
保

護
,
則

無

三
致

〈
軍

事

審

判

法

自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公

9

事

審

判

法

部

分

條

文

容

有

配

合

檢

討

修

正

之
處

但

就

軍

事
審

判
.
體

制

而

言
,
並

無

牴

觸

審

法

之

情

形

小
部

分

人

士

因

對

我

國

立

憲

史

、
翠

事

立

法

例

不

甚

瞭

解
h
遽

指

依

法

不

構

成

請

求

釋

害

之

十

七

審
判
制
度
之
洽
革
與
特
性
暨
外
幽
軍
事
審
判

軍
事
審
判
法
違
憲

.
顯

係

「
政
治
泛
論
一
〈

理
由

七

ㄟ
,
困

時

代

潮

旋
變

遷

及

朋

事
訴

訟
法

之
修

正

一
致
軍

99、

十
＿八



註

一

註

二

註

三

註

四
一

註

五

閱

林

十

九

閱

陳

法

學

開

林
一
九

參

閱

閱

楊

東

著

。生

著

誌

第

儀

著

三

年
一 
 
 ′、/

一 一 
 
 、

一一一 
 
 、

四

、

旭

等

請 ．參 旦 參 七 參參

日        :九 子 雜 春 買 紀

化

事

業

公

司

出

版
.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初

版
,
第

十

二

頁

、
第

七

●
 
 
 

十

九

「
憲
法
論
集
」

,
六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初
所

．
第
一

.
副

總
統
兼
任
行
政
院
長
舍
憲
性
之
研
究
一
月

十

七

期
人

民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
,
第

七

十

買

。

「
權

力

分

立

與

憲

政

發

展

」

﹉
月

旦

出

版

公

司

四
月
J
第

一
三

五

頁

至

第

一
四

一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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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〦〔
 ◆̇

註

七
:

註

八
:

註

九
:

註

十
:

註

十

一

註

十

二
十

頁

。

如

李

志

鍾

,
吳

仲
﹍行

則

認

係

折

事

審

判

P

參

閱

洪

力

七

期
,
第

參

閱

衷

士

五

十

五

頁

參

閒

穌

永

關

係

」

一

年

十

一
月

參

閱

林

紀

年

十

一
月

工
同

註

七

:
h
美

國

司

塔

權

佐

治

先

即

在

統

審

判

獨

下

。

刑

法

詮

事

審

判

於

氏

著

一一
四

0

華

民

國

一  
 
 一一 一  
 一 一

先

生

認

先

生

及

司

法

權

軍

法

專

九

年

五

安

全

及

會

文

集

義

第

一

帥

權

說
一

豫

先

生

行

使

軍

五
卷

第

版
.
第

法

治

的

七

十

七

本
十

四

生

認

生

、

說
,

著

「

九

頁

著

「

著

「

.
收

版
,

著
,

版
,

法

體

說

、

生

、

帥

權

立

」

釋

」

制

度
「
生
$

頁

以

憲

法

頁

。

建

華

力

生

,
以文

.

六

十

國

家

與

社
。條

釋

係

統

陳

文

方

式

刊

第

月

再

民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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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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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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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

事

法

庭
由

部

隊

召

集

軍

官
簽
組

(
有

軍
官
參
審

)
 
,
部

隊

長

對

犯

輕

罪

者
.
可

理
裁

決

行
政

懲

處
:
對

移

法
辦

的
被

告

,
軍

事

法

庭

之
判

法
,
應

經

其

核

雄

〈
古

罵
=
一

)
並

發

布

命

令

(
罕

星
二

ξ
ㄥ

旵

Φ&
≒

)
才

生
效

:
對

法

庭
宣

告
刑

期
,
依

職
權

(
、

野

ˊ

㏄
才
η

單

〥
已

可
減
刑

等

一
對

發

回

更

審

之
案

件

◤
認

事

證
薄

弱

者

Γ
可

理
撤

銷

〈
▼
蠈

ˊ
叩

ξ
穹

m
出

)
一

對

判
決
、

駐

部

軍

法

官
人

野

出
琦

′
哥
一

定
君

Ξ
Φ

｝

 
或

軍

法

紙
‵監

(
′

哥
m
—

友
ξ

Ξ
落

‧
盟

駕

一)
依

職
權

種
核

(
垠

′
g
)
;
確

定

判

決

必
經

核

准

後
執

行
等

,
具

審

級

監

督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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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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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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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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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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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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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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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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〢w
‧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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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於
問
卷
調
查
及

一
九
九
六
年
在
美
國
華
府
美
幽
三
軍
上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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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
院
召
開
之
國
際
刑
事
會
議
中

,
瞭

解
世
屏
一止
民
主
國
家

,

如

其

、
美

〔
初

審
)
、

亞
川

之
韓

國

、
非

律

賓

｝
新

加

坡

等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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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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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註 !      註 註

十  十            十 十

軍

事

法

庭

均

隸

屬

部

隊

或

軍

事

機

關
:
其

、
美

、
匈

牙

利

!

∵

∴

‵
角

非

、
泰

國

等

國

家
Γ

有

軍

官

參

審

一
共

、
美

、
韓

、
泰

等

＿
〡
幽
:
軍

事
法
庭

之
判
決

一
應
經
長
官
核
定

、
核
桂
或
核
備

。

三
:
參

閱

「
軍
事
滋
庭
旁
聽
規
守

」

。

四
:
h
美

幽
聯
邦
法
院

〔
〞
午
=
｝

ξ

毛
一
)
或

三
軍
上
訴
法
院

.
(
 

ㄐ
—
Φ

 
Ω
˙
‘
【
一

 
。
的
 
>
U
口

ω
山
一
m
 
啦
o
【

 
什
∵
m
 
>
「

日
ω
㏄

.
鬥

㏄
ㄐ
m
Φ

ω

)
 
,
均

有

嚴

格

之
門

禁

管

制

。

已
目

瓦
=
Ξ

∞
呂

”
呂

二
n
守

ξ

一
認

軍

事

法

庭

依
職

權

可

訂

定
其

旁

聽

規

則

卜
福

安

金

、
安

寧

、
證

人

自

由

陳

述

、

旁

聽

席
有

限
:
:
等

因

素
,
均

可

採

取

若

干
限

制

一
又
、軍

事

法

庭

設

螢

區

口
雖

無

人

旁

聽

或

僅

有

軍

人

旁

聽
,
均

不

影

響

審

判

公

開

。

五
:
參

閱

六

十

四
年

十

二
凋

刑

法

總

則

研

究

修

正
資

料

彙

編

第

十

︴

四
研

究

單

元

(
第

八

百
七

十

五
頁

以
下
)
。

六
:
參

閱
陳

文
豫

著

‵
我

國

番
法

與
軍

法

之
研
究

」

口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研

究
論

文

集

〈
國
防

研

究
院
印

形
)
口

六
十

年

十
月
臺

初

版
,
第

七

九
主

頁

以
下

。


	851104與國防部往來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