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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聲請憲法法庭裁判自我檢核表 

憲法訴訟新制已經在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程序不僅更為公開透明，並增加

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更健全保障人民憲法上基本權利。為使人民可以迅速銜接新

制，了解自己是否符合聲請憲法訴訟的要求，因此提供本表以利人民於提出聲請

前，先行自我檢核。假如您已計畫提出憲法訴訟聲請，請您依照下列問題，依序

進行檢核： 

 

○1 您是否為受到不利的確定終局裁

判直接影響的當事人？ 

 是 □ （請接○2 ） 

 否 □ （請接○6 ） 

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的聲請人資格，

必須是受到特定的裁判所產生的不利

益效果直接影響的訴訟上當事人，例

如民事判決命給付金錢或其他財產、

刑事判決有罪的當事人等。 

 

○2 您是否已經依法用盡訴訟上的一

切救濟途徑？ 

 是 □（請接○3 ） 

 否 □（請接○6 ） 

人民所提出聲請所依據的裁判，必

須是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的

最終確定裁判，也就是必須提起上訴

（或抗告）至不得再提起上訴（或抗告）

為止。至於提起再審或聲請提起非常

上訴，並不是這裡所指的「審級救濟程

序」。 

如果是因自己忘記或放棄提起上

訴，導致案件因超過法定的上訴期限

而不能提起上訴而確定，此類案件就

不能說是依法用盡訴訟上的救濟程序。 

 

○3 您是否認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

用的法規範或裁判本身違憲而欲

提出聲請？ 

 是 □ （請接○5 ） 

 否 □ （請接○4 ） 

人民聲請憲法訴訟的案件，有二類

型： 

1.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

審查」，必須對於人民自己所受不利

的確定終局裁判（須用盡救濟途徑）

所適用的法規範或該裁判本身，認

為有牴觸憲法。 

2. 聲請「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必須

對於人民自己所受不利的確定終局

裁判（須用盡救濟途徑）中，適用法

規範所表示的見解，認為與不同審

判權的終審法院的確定終局裁判，

在適用同一法規範時已表示的見解

不同。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

審查」的案件，人民必須認為受不利確

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法令或裁判本

身違憲，並提出具有憲法重要性或為

貫徹聲請人的基本權利所必要的具體

理由。 

 

○4 您是否對於確定終局裁判中對特

定法規範所持的見解，認為與其

他終審法院對同一法規範所持見

解有所不同而欲提出聲請？ 

 是 □ （請接○5 ） 

 否 □ （請接○6 ） 

聲請「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的案

件，人民必須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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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對於所適用法規範所表示的見解，

認為與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的確定終

局裁判所適用的同一法規範而且已經

表示過的見解有相異之處，並提出具

體理由。 

例如，聲請人所提出的聲請案件是

最高法院（普通法院）作成的民、刑事

裁判中對特定法令所表示的 A 見解，

則聲請人必須再提出對於同一個特定

法令，先前已經在最高行政法院（行政

法院）作出不同的 B 見解，才可以聲

請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5 您是否在所欲聲請的案件類型所

規定的聲請期限內，提出聲請？ 

 是 □ （請接○7 ，並請附具遵循

不變期間的證據） 

 否 □ （請接○6 ） 

聲請案件類型 聲請期限 

 認為確定終局裁

判中所適用的「法

規範」違憲者 

  收到裁判書

的次日起算

6 個月內 

 認為確定終局裁

判「本身」違憲者 

 收到裁判書

的次日起算

6 個月內 

 聲請統一解釋法

律及命令案件者 

 收到裁判書

的次日起算

3 個月內 

 確定終局裁判中

在憲法訴訟法修

正施行前已援用

大法庭法律見解，

且在 111 年 1 月 3

日前(含 111 年 1 月

3 日)已送達者 

 111 年 1 月 4

日起 6 個月

內 

 （即 111 年 7

月 4 日前） 

 確定終局裁判在

111 年 1 月 3 日前

 110 年 1 月 4

日起 6 個月

(含 111 年 1 月 3

日)已送達，且認

為其所適用的法

規範違憲者 

內 

 （即 111 年 7

月 4 日前） 

聲請期限在法律上屬於「不變期

間」，也就是不容許展延或縮短期限，

只有在因為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聲

請人的事故，導致無法在期限提出聲

請時，才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回復至

沒有遲誤的狀態，其他情況都無法改

變聲請期限（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 19

條規定）。 

因此，請您特別留意收到裁判書的

日期，計算好聲請期限（以憲法法庭收

受聲請書的日期為準）。例如，最高法

院的最終確定裁判在 111 年 1 月 20 日

送達訴訟當事人 A。如果 A 認為這份

不利裁判所適用的法規範或該裁判本

身違憲，欲聲請憲法審查，那麼該聲請

期間，應該從 A 收受裁判書的次日，

亦即 111 年 1 月 21 日起算 6 個月不變

期間。 

 

○6 您似乎不符合憲法訴訟法要求的

基本聲請要件。您可以再向各級

法院訴訟輔導科或法律專業人士

提出協助以準確判斷。 

 

○7 您初步符合憲法訴訟法要求的基

本聲請要件，請接續以下注意事

項，檢視是否符合要求。 

  （請接○8 ） 

 

○8 您若是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

審查」，是否已經在聲請書中敘

明案件具有憲法重要性，或為貫

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的具體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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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請接○9 ） 

 否 □ （請在書狀中敘明理由） 

裁判憲法審查的創設目的並不是

成為「第四審」，而是為了解決舊制下

大法官審理案件的諸多限制，因此即

使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程序合法，其

所涉爭點也必須具備憲法上重要性，

或者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等

要件，且審查的範圍也非常有限。 

如果確定終局裁判違背法令，但是

其瑕疵並不存在憲法重要性，或非貫

徹基本權利所必要，或者聲請人單純

認為法院審酌事證的權衡錯誤或有所

疏漏等，原則上就不屬憲法法庭的審

查範圍，仍應尊重終審法院的審判權

（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 

 

○9 您是否依憲法法庭書狀格式撰寫

聲請書？ 

 是 □ （請接○10 ） 

 否 □ （請修正格式，或使用憲

法法庭網站的範本） 

1. 請 使 用 A4 規 格 紙 張 （ 21cm 

X29.7cm），中文直向橫書由左至右

書寫，版面上下左右邊界各 2.5cm。 

2. 電腦製作書狀為原則： 

書狀應以電腦文書處理方式製作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且手寫書狀者

除外），標楷體 14 號字，固定行高

25 點；頁面底端置中處加頁碼，起

始頁碼阿拉伯數字 1；得於左側加行

號；不加頁面框線、格線；雙面列印。 

3.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且手寫書狀者：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且以手寫方式製

作書狀者，除首頁記載憲法訴訟法

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

之應記載事項（請見下方 5.(1)○1 至

○3 ），不計算行數外，次頁起之每頁

行數以不逾 18 行，每行連同標點符

號不逾 25 字為原則，總字數不得逾

1 萬 4,000 字；得加頁面框線、格線；

限單面書寫；頁面底端置中處加頁

碼，起始頁碼為阿拉伯數字 1（空白

頁不須加頁碼）。 

（憲法法庭書狀規則第 3 條） 

4. 應記載事項： 

(1)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案件：（請勾選是否已載明） 

□ 聲請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

達之處所；聲請人為法人或

其他團體者，其名稱及所在

地、事務所或營業所。 

□ 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

理人者，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 

□ 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

職業、住所或居所、委任書

及受任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

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

權利。 

□ 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

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 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

期間之證據。 

□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

人、管理人或訴訟代理人應

於書狀內簽名或蓋章。 

（憲法訴訟法第 8 條、14 條、

第 15 條、第 59 條、第 60 條） 

(2) 聲請「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請勾選是否已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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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

達之處所；聲請人為法人或

其他團體者，其名稱及所在

地、事務所或營業所。 

□ 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

理人者，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 

□ 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

職業、住所或居所、委任書

及受任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 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所

涉法規範。 

□ 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

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 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

人、管理人或訴訟代理人應

於書狀內簽名或蓋章。 

（憲法訴訟法第 8 條、14 條、

第 15 條、第 84 條、第 85 條） 

5. 所附證據及文件的格式： 

(1) 書狀所附之證據及文件，請依

序於頁面頂端置中處標示編號，

不黏貼標籤，並以雙面列印或

影印。 

(2) 書狀及所附證據或文件均請逐

頁於頁面底端置中處編列頁碼。

其總頁數逾 20 頁者，並應於書

狀所附之證據及文件首頁編目

錄。 

（憲法法庭書狀規則第 5 條） 

6. 應提出的紙本份數： 

提出聲請書正本 1 份，並按憲法法

庭指定紙本複本份數提出。 

7. 勾選同意以電子服務平台收受書狀

及送達： 

以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

訴）服務平台寄送書狀者，如同意以

該平台收受書狀及送達，請於司法

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電子

服務平台勾選同意。 

 

○10 您若有委任訴訟代理人，是否已

經請訴訟代理人依法遮掩書狀中

應遮掩的部分，提出書狀電子

檔？ 

 是 □ （請接○11 ） 

 否 □ （請依「憲法訴訟書狀限

制公開事項遮掩指引」修正） 

1. 如有委任訴訟代理人，應先依規定

之遮掩方式，遮掩書狀中的限制公

開事項，併同提出紙本書狀及經遮

掩版本的電子檔。 

2. 應予限制公開事項： 

涉及個人身分資訊或限制公開事項，

均應遮掩（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

內文書公開辦法第４條及第５條）。 

（詳見「憲法訴訟書狀限制公開事

項遮掩指引」） 

3. 遮掩方式： 

(1) 原則以反黑方式遮掩。 

(2) 如依法不得揭露姓名之人，有

兩個（含）以上同姓，且反黑遮

掩可能導致因人別誤認而妨礙

書狀文義理解者，有此情形時，

姓名遮掩方式，姓氏（第一碼）

均由英文字母 A、B、C…依序排

列，名字（第二碼）以下均以數

字替代，如 A01、A02…、B01、

B02。 

（詳見「憲法訴訟書狀限制公開事

項遮掩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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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注意事項 

 若您已經詳讀前述的問題並確認

無誤，那麼您即可遞出聲請書至

憲法法庭了。 

 以下事項為您在接下來的聲請程

序中其他可能需要留意的事項。 

1. 提出聲請書： 

請提出紙本書狀，郵寄收件地址：

100203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4

號憲法法庭；亦可送至憲法法庭收

文處。有電子檔案（尤其有遮掩版本）

者，另以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

上起訴）服務平台上傳電子書狀。 

2. 案件進度查詢： 

您如欲了解案件進度，可從憲法法

庭網站下載書狀參考範例，自行選

擇填載「憲法訴訟查詢案件進度聲

請書」（一般查詢）或（線上查詢）

後，向憲法法庭提出聲請。 

（申請線上查詢詳見「聲請憲法訴

訟線上查詢案件進度指引」） 

3. 案件若受理，聲請書、答辯書將依法

公開在憲法法庭網站。 

4. 您若欲提出補充聲請書及答辯書： 

(1) 聲請人在收受答辯書後可以在

7 日內提出補充聲請書，並以 1

次為限。憲法法庭也可以命聲

請人提出。 

(2) 補充書狀的格式與遮掩方式，

均比照聲請書狀的方式處理。

（請見前述○9 及○10 ） 

5. 若案件受理後決定召開言詞辯論，

您應委任訴訟代理人，並請依憲法

法庭的通知，參與言詞辯論： 

案件如經憲法法庭指定期日行言詞

辯論，聲請人應委任訴訟代理人；無

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之人得聲請憲

法法庭為其選任訴訟代理人。 

（詳見「無資力人聲請憲法法庭選

任訴訟代理人指引」） 

6. 想了解更多關於聲請憲法訴訟的

資訊嗎？請至憲法法庭網站：

https://cons.judicial.gov.tw/，或

以下掃描 QR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