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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偕同大陸

福建省檢察官協會於99年8月10日星期

二蒞所參訪，就我國司法官培訓制度，

展開熱烈討論，並對本所之軟硬體設

備，留下深刻印象。

99.08.09-99.08.13

99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檢察官專班訓練

99.08.27

司法官第49期學員結業典禮

「速審權」早見於英國1116年＜克蘭敦巡
迴法＞(Assize of Clarendon)第4條，嗣又明
定於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第
40條，美國1776年獨立建國制憲時又明定
於其憲法第6增修條款，是一個古老的刑
事被告基本權，爾後1950年＜歐洲人權公

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第6條及1966年＜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
約＞(U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4III亦皆有明文，於茲已
被國際公認為一個普世的人權，我國刑事被
告的速審權保障經千呼萬喚，雖遲至21世紀
初的本年度始制定＜刑事妥速審判法＞落實
實踐，在時程上或稍嫌遲緩，但從司法法制
之現代化及國際化，以及司法人權深化保障
等層面而言，仍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值得
肯定。

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預定於本(2010)年
9月1日開始施行。由於係屬新法，我職司刑
事審判之司法人員自應深切體會，正確掌握
該法所意欲達成保障「速審權」之內涵，以
免失其立法精髓。其實，國際刑事司法所稱
的「速審」(speedy trial)，其核心概念厥在
「即時審判，不得無故拖延訴訟」(prompt 
judicial determination without undue delay)，
以免刑事被告因訴訟不當延宕而遭受煎熬與
焦慮、因訴訟長久懸而不決而面對社會異樣
眼光的注目與睥睨、因不必要的拖延訴訟致
有利證據流失而錯失訴訟有力的防禦機會，
有礙其依憲法受公平審判的基本權利，而非
在於「審判的速度」(the speed of the trial)。
衷心期盼我司法人員皆能善體速審權內涵的
此項精義，萬勿望文生義，誤認速審就是在
講求審判的速度，只求快卻使裁判失當，
使本法之良法失其美意。此乃本法為何將
「妥」與「速」合併為一，稱為「妥速審判
法」之理由所在。

刑事被告固擁有速審權(right to a speedy 
trial)，但無不速審權(right to unspeedy 
trial)。因此，訴訟若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而延宕者，被告即不得主張速審權受侵害，
而請求酌量減輕其刑之救濟(本法第7條第1款
參照)

從比較法制觀察，我國的＜刑事妥速審判法
＞與其他國家＜速審法＞之規定內容，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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