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刑事訴訟法是決定被告刑罰權有無及其範圍所進行之程序，而決定

被告刑罰權有無及其範圍之關鍵則在調查證據程序，至於所謂的「調查

證據」，在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條文裡，是指就一個法定程序中，去辨

識證據方法的證據價值，或是取得證據資料，來作證據價值的判斷而

言。此與「蒐集證據」單純係指去取得證據方法來說，兩者是有差別的。 

就整個刑事訴訟程序來看，審判程序是決定被告有罪與否的重要過

程，而在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的要求下，必須將證據公諸於法庭之前，讓

兩造當事人進行交互詰問，而交互詰問所涉及詰問之範圍及次序等問

題，在改良式當事人進行原則之立法下，均需事先經過法院與當事人間

之討論而加以安排。再加上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即是為交互詰問之法

庭活動做準備，因此，公判庭之調查證據程序是否能順暢進行，即端賴

準備程序有無落實各項調查證據之前置工作而定。 

基此，為了解調查證據之意義為何，以及調查證據之前置程序如何

運用，本文將於第 2 章介紹及論述中調查證據之基本內涵，以及準備程

序中所應進行調查證據之內容。 

再者，如果允許一切證據資料均可進入公判庭，並皆得作為當事人

辯論之對象，此時，不僅導致訴訟嚴重拖延，且法官一方面需認定犯罪

事實，另一方面又須就證據能力有無加以判斷，此時，便容易使法官產

生混淆之虞，而污染其心證。況且對於無證據能力之證據，法院即便加

以調查，亦不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這種不必要的時間浪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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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準備程序所要處理之範圍。因此於第 3 章，本文將以準備程序在篩選

證據能力有無之功能上為基礎，論述準備程序之相關外國立法例，藉此

了解我國準備程序之立法經過並比較我國準備程序之功能上的優劣。另

外亦針對準備程序之意義、目的及流程等內容做簡要的說明。 

在本文第 4 章則論述準備程序之功能及相關證據能力的概念。然

而，提前於準備階段進行之調查證據程序，於審理程序上固然有其重要

地位，但是如果不嚴格限定其要件，則恐有空洞化審判期日之正式審理

程序並危害審理之相關基本原則（例如直接審理原則）之危險，因而對

於此類準備程序所面臨之問題，本文亦將在本章檢討評論之。 

在現代法治國原則的要求下，刑事訴訟之發現真實，必須建立在實

質正當的法定程序下進行，亦即強調證據取得之正當性，而非不計任何

代價的發現真實。因此在準備程序時所篩選之證據，如果不具有關連性

或不具備法的正當性，則受命法官依照第 273 條之第 2 項規定，自應於

該階段將之排除，不應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供證據調查及認定事實之用。

而排除法則以及關連性法則於準備程序中，如何運作，對於公判庭之審

理程序是否能順暢進行亦具有決定性因素，本文於是在第 5 章論述這兩

個法則與準備程序間之關係。第 6 章則是結論，乃就整篇論文研究後的

心得加以整理，以供後續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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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回想起年輕念書的日子，才真正感覺到學生的生活是最

快樂的，沒有很多的事情可以煩惱，至於考試，一向是我不擅長的，常

常都是靠運氣的成分比較高，更是聽天由命了。時間好快，記得當兵退

伍後好不容易考進入東海大學一償唸研究所再次當學生的心願，如今卻

又要離去了，晨曦中的東海，霧氣瀰漫，是我最懷念而無法捨棄的，室

友嘉祥、明輝，我們的緣份似乎是老天爺早已安排好了，沒有你們，我

的東海生活無法如此多采多姿。 

論文能夠如期完成，實在無法想像，那段寫作的日子，現在回想起

來，特別辛苦。最感謝的就是帶領我走向學術領域的張麗卿老師，恩師

在這段時間一直鼓勵我「有捨才有得，日後回首必倍覺珍惜」，讓我在

困頓之中，得見一線署光。而林東茂、蔡蕙芳老師你們於百忙中趕來台

中為我的論文口試，並提出寶貴的意見，日後在法學領域的開拓上，使

我可以有所依據，我將深深的感謝。 

雖然研究所能夠畢業，算不上什麼了不起的事，但這一路走來，總

能在每一次上課討論的過程中，得到好多的啟發，恩師對法律與文學的

投入，提醒我們法律除了專業以外，還有另一個美麗的面向；鄭哲民老

師分享對人生的另一種省悟；林東茂老師對中國文學的傾心；還有好多

好多的老師，是你們讓我們的視野開啟了另外一扇窗。 

目前在英國攻讀博士學位的老六、隗振經常捎來深深的祝福，提醒

我論文寫作的方向。我的精神支柱慶雄，感謝你在我們認識的日子裡，

總是不斷地為我帶來心靈的成長，在我論文寫作最艱難的時刻給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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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提醒我舊約聖經以賽亞書四十，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

得力；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不困倦，行走卻不疲乏。」

讓我得以堅持下去。好友黎英強、玉芬、柏鈞、俊穎、皆興、正平，你

們寶貴的友誼，豐富了我的人生。研究所同學子宜、興華、本楊、大德、

仲景、航代、彩鈺……，還有好多幫助過我的人以及燿州學長對我的寬

容，謝謝你們陪我走過人生最快樂的歲月。 

東正，一位亦師亦友的好哥們，常常有意無意的提醒了我：人生的

目的只在於追求簡單、容易滿足的快樂，想到與你在一起找證據破案的

那段日子，真的是很快樂。沈明倫、陳瑞仁、侯寬仁三位檢察官對事情

的堅持態度，讓我對法律人產生景仰。謝謝你們對我的提攜與照顧。 

最後，論文能夠完成的最大力量就是爸、媽以及家人的精神支持，

父親從小鼓勵我們，人生要不斷的努力，只要努力就一定會有收穫的，

母親的樂觀則是讓我形成一個快樂的人格。而我的妻子小燕燕，對你的

感謝，盡在不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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