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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有效管理及保存卷證資料，統一規範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檔卷管理

    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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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檔卷之裝訂、保管、使用、歸檔及保存事項，依本

    要點之規定行之。

    本要點所稱專責單位人員，指地方法院成立之國民法官科或其他由院

    長指定辦理國民法官行政事務之單位。

33

三、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文書或資料，書記官應隨時逐件按時序編入卷宗

    ，並依文書或資料性質，分別存放於不同類別之卷宗。

    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卷宗類別分為個人資料卷宗、選任程序卷宗、審

    判卷宗、評議卷宗、行政尾卷；於本案審理期間均由辦理本案之承辦

    股書記官保管之。

    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強制處分與暫行安置事項之處理，分別

    編為強制處分及暫行安置卷宗；於處理強制處分或暫行安置事項之法

    官處理該事項期間，由該承辦股書記官保管之。

44

四、下列記載可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個

    人資料或隱私之文書資料，應編入個人資料卷宗保管之：

（一）候選國民法官填寫之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及與擔任國民法官資格、

      參與意願相關之問卷資料。

（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代號暨真實姓名對照表。

（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誓詞。

（四）其他得以直接識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

      料之文書（例如：候選國民法官名冊、調查表、送達回證、國民法

      官簽到單等）。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文書應由書記官或專責單位人員利用國民法官

    個人資料保護辦法（以下簡稱個資辦法）第九條之系統，將其內容予

    以建檔整合入同辦法第七條第六款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歷程紀錄以後，將文書紙本存放於個人資料卷宗內

    。

    第一項卷宗不製作電子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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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資料卷宗不隨案移送上訴審或執行，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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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內歸檔。

    前項卷宗歸檔時，應存放於不能透視且不易破裂之專用檔案袋或適當

    容器內，並由書記官予以封緘、簽名及蓋機關印信於封口及接縫處後

    ，移交予專責單位人員歸檔保存。傳遞資料時，收受雙方應檢視封緘

    完整後，製作簽收紀錄。

66

六、除其他法規關於保存年限另有規定外，個人資料卷宗之保密期限及保

    存年限如下，期限屆滿應解密，並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銷毀作業：

（一）候選國民法官未經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其個人資料

      ：自選任期日終結起算十年。

（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其他個人資料：自判決確定日起算三十

      年。

    前項第一款所定保存年限屆滿後，法院應依前項規定先行銷毀個人資

    料卷宗內記載相關個人資料之文書，不受法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之限制。

    第一項檔案於解密後至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及注意運

    送過程之安全，並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同相關單位派員全程監控。

    第一項之銷毀方法應符合檔案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達完全消除或毀

    滅檔案內容至無法辨識及恢復之程度。

77

七、個人資料卷宗不提供閱覽。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檢察官、辯護人於選任期日後，為查明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

      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資格，向法院聲請並經許可者。

（二）現為或曾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之人向地方法

      院請求查詢、閱覽、更正、刪除地方法院所持有屬於其個人資料之

      內容者。

（三）有個資辦法第十五條所定正當目的或法規另有規定之情形者。

    前項閱卷，於卷宗歸檔前，由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依法院之指示

    辦理之；於卷宗歸檔後，由專責單位人員取出資料，經院長或其指定

    督導國民法官業務之庭長、法官、科長或其他主管審核同意後提供之

    。

88

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調取個人資料卷宗：

（一）法院審理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候選國民法官有無國民法

      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二條所定事由，而認

      有必要者。

（二）法院或檢察官於他案審理或偵查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候

      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所定事由，而認有必

      要者。

（三）司法院為辦理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監督考核或制度成效評估，而認

      有必要者。

（四）其他因法院審理案件，而有具體理由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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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個資辦法第十五條所定正當目的或法規另有規定之情形者。

    依前項規定調取卷宗之情形，於卷宗歸檔前，由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

    記官依法院之指示辦理之；於卷宗歸檔後，由專責單位人員取出資料

    ，經院長或其指定督導國民法官業務之庭長、法官、科長或其他主管

    審核同意後提供之。

    法院依第一項規定提供個人資料卷宗前，應確實評估必要部分之範圍

    ，並遮隱其他不相關之部分後，始行提供。

    調取個人資料卷宗之機關或單位，應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以確

    實維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安全。

99

九、下列資料應編入選任程序卷宗內：

（一）除名、裁定不選任、回復資格之裁定。

（二）於選任程序中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代號之

      表單（例如：於選任期日程序中記載應到庭、無庸到庭、受個別詢

      問、聲請裁定不選任、裁定不選任、未受裁定不選任等之候選國民

      法官代號列表）。

（三）其他從法院抽選候選國民法官起至選任期日完畢，過程中所有與選

      任程序相關且無從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候選國

      民法官人別之文書（類型例示如附表一）。

    前項第二款之文書應由書記官或專責單位人員利用個資辦法第九條之

    系統，將其內容予以建檔整合入同辦法第七條第六款之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歷程紀錄以後，將文書紙本存放

    於選任程序卷宗內。

1010

十、下列於本案審理過程之資料，應編入審判卷宗內：

（一）審判程序中，依本法第七十八條提出之文書證據、錄音、錄影、電

      磁紀錄或其他相類之證物（即經合法調查之證據資料）。

（二）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請求釋疑事項之文書（僅記載特定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代號）。

（三）法院認有必要附卷之資料。

（四）其他與審理程序相關且未記載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人別資料之文

      書（類型例示如附表二）。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誓詞影本，得由書記官彌封後，存放於審判

    卷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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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案調查之證據，其類型及處理方式如下：

  （一）筆錄或其他可為證據之文書（如鑑定報告書、鑑識報告書、偵查

        報告書、病歷影本等），應將其原本或複本編入審判卷宗。

  （二）錄音、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相類之證物，應以適當方式記錄其

        提出情形，並以適當方式將其儲存媒體附於審判卷宗內（如放入

        專用物品袋後附卷）。

  （三）證據為證物者，經書記官點收確認無誤後，應依法留存，並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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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之處理：

        1.任意提出之物：發給受領留存物之收據。

        2.經依法扣押之物：發給受移交扣押物之證明。

  （四）書記官收受檢察官、辯護人提出之證物者，應製作證物或扣押物

        品保管清單。

  （五）證物除依前二款規定保管外，法院認有必要者，並得於調查該證

        物完畢後，命以攝影、影印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記錄其內容後附卷

        之。

      證物存卷者，以影本為宜，將原本核符發還，如必須留存原本時，

      均應記明筆錄，並應妥為保管，且證物不宜釘入卷內，應予編號置

      入證物袋內，俾便提示。證物袋面應詳加記載，釘於卷末，以便查

      閱，其不適於隨卷保管者，即送贓證物品庫，取具贓證物復片附卷

      。

      當事人、辯護人經許可使用之開審陳述、辯論資料、輔助說明證據

      之資料，其原本或複本應編入審判卷宗。

      當事人、辯護人經許可於詰問證人、鑑定人時所提示之文書資料，

      經審判長認為適當者，得將其原本或複本編入審判卷宗。

1212

十二、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不得包含足以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人別之內容。

      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收錄之筆錄或其他文書記載提及特定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時，應以代號或其他適當方式

      遮隱其個人資料，且以適當方式隔離保護對照識別資訊。

1313

十三、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於送上訴時一併移送上訴審；於送執行時

      一併送執行。

      前項卷宗需製作電子卷證，電子卷證 PDF  檔案命名，加註卷宗類

      別，以資區別不同類型卷宗電子卷證。

      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之資料於附卷前，應另行

      掃描為 PDF  檔案並製作為電子卷證保存之。

      前項情形，當事人、辯護人直接提出電子檔案者，應轉換為相容之

      適當檔案格式並納入電子卷證後，將紙本附卷。但審判長認依法無

      將紙本附卷之必要者，無庸列印紙本附卷。

1414

十四、於本案依法得聲請閱卷之人得聲請閱覽選任程序卷宗及審判卷宗。

      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選任期日程序之錄音或

      錄影內容者，除認符合個資辦法第五條、第十五條所定目的而有必

      要者外，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制之。法院准許其檢閱錄音、錄影內

      容者，應注意維護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安全，並依國民法官選任

      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處理之。

1515

十五、本案裁判書不得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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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料。

1616

十六、下列資料應由合議庭法官自行彌封後，交由書記官存放於評議卷宗

      內：

  （一）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意見之文書。

  （二）法官、國民法官評議意見書。

  （三）其他終局評議之資料。

      評議卷宗由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妥適保存於適當處所；除合議

      庭法官或法規有規定者外，任何人均不得閱覽評議卷宗內容。

1717

十七、評議卷宗不隨案移送上訴審或執行，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時，三十

      日內歸檔。

      前項卷宗需製作電子卷證，電子卷證 PDF  檔案命名，加註卷宗類

      別評議卷，以資區別不同類型卷宗電子卷證。經掃描之電子卷證，

      應於檔名加註「限閱無遮隱」。如已同意聲請人閱覽評議卷宗之電

      子卷證時，應先遮隱後再獨立掃描為電子卷證，不得與其他電子卷

      證檔案合併儲存，且於檔名加註「限閱有遮隱」。

1818

十八、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於裁判確定後依法聲請閱覽評議意見，經

      法院准許者，由書記官取出評議卷宗供其閱覽。

      前項閱卷應於指定處所為之，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且於閱覽完

      畢後即行收回。

      法院於提供評議意見書供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閱覽前，就關於

      國民法官意見部分，均應以匿名化處理，使閱覽者不能直接特定係

      屬何國民法官之意見。

1919

十九、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調取評議卷宗：

  （一）法院審理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

        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二條所定事由，而認有必要者。

  （二）法院或檢察官於他案審理或偵查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本法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所定事由，而認

        有必要者。

  （三）其他因法院審理案件，而有具體理由認有必要者。

      前項調卷應由法院同意後提供之。

      法院依前項規定提供評議卷宗前，應確實評估必要部分之範圍，並

      遮隱其他不相關之部分後，始行提供。

      調取評議卷宗之機關或單位，應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以確實

      維護評議秘密。

2020

二十、下列各款資料應保存於行政尾卷：

  （一）由當事人、辯護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提出或經法院調取，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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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調查之相關文書、資料。

  （二）案件送上訴或執行後之函稿及歷審判決正本、卷證標目，及所收

        受之有關函件書狀。

  （三）其他與審判事項無直接相關，單純屬於行政作業之資料。

      前項資料不得包含足以直接辨識特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

      選國民法官人別之內容。

      第一項卷宗不製作電子卷證。

2121

二十一、行政尾卷於案件送上訴或執行時，三十日內歸檔。但卷宗依本要

        點歸檔後，因續收文狀另編訂之尾卷，另外歸檔。

        前項情形，書記官於歸檔前應先檢視確認卷內有無前點第一項第

        一款資料且應予發還或歸還之情形；如有此情形者，應先送請法

        官批示是否發還、歸還或為其他妥適之處理。

2222

二十二、本要點所稱國審強處卷宗，指保管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法

        官處理強制處分事項之卷證資料之卷宗。

        檢察官在案件移審之際檢送原始偵查卷證者，處理強制處分事項

        之法官於訊問調查完畢以後，將之退還檢察官；如為卷證影本，

        則可隨案留置於該股，並編入國審強處卷宗，不得將該偵查卷證

        送交審理本案之法院。

        處理強制處分事項之法官認為有必要者，得向檢察官調取偵查卷

        證，並保存必要之卷證資料影本。

2323

二十三、國審強處卷宗於各該程序終結後獨立歸檔；除審理本案之法院認有調查必要

        並調卷之情形外，不得併入本案卷宗內。

        於本案經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確定之情形，辦理強制處分事項之承辦股書

        記官於強制處分案件報結後，依本案承辦股書記官之通知，將國審強處卷宗

        併入本案。

        第一項卷宗需製作電子卷證。

        於偵查階段法院辦理羈押審查程序之卷宗比照第一項規定方式處理之。

        第一項及前項卷宗保存年限為自程序終結之日起算三十年。

2424

二十四、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應將相關之強制處分案號記載於審判卷

        宗卷面及辦案進行簿。

        被告於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受強制處分之情形，應記錄於

        本案審判卷宗內；於處理強制處分事項之法官所為強制處分延續

        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後之情形，並應注意其所受強制處分之起算日

        及到期日。

        審理本案之承辦股書記官於送上訴或執行前，應調取相關之國審

        強處卷宗，核對確認被告仍受強制處分之情形，並記載於送上訴

        或執行之函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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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二十五、當事人、辯護人得聲請閱覽國審強處卷宗。

        檢察官認前項卷宗內之偵查卷證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敘明理由，

        請求法官以適當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或辯護人獲知卷證內容：

    （一）卷證之內容與被訴事實無關者。

    （二）妨害另案之偵查者。

    （三）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機密者。

    （四）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

        法官認為檢察官前項之請求為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限制或禁

        止閱卷措施。

2626

二十六、本要點所稱國審暫安卷宗，指保管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法

        官處理暫行安置事項之卷證資料之卷宗。

        前項卷宗卷證資料之處理，依前四點規定行之。

2727

二十七、卷宗用紙一律使用 A4 （寬二十一公分、高二十九點七公分）尺

        寸紙張；卷面及卷底一律使用重磅（一百二十磅以上）模造紙，

        並依不同卷宗類型，指定不同顏色卷面；卷面之框線及文字使用

        黑色列印；卷底印製各項檢查期限之表格供登載；筆錄宜使用與

        卷面相同顏色之筆錄用紙。

        個人資料卷宗卷面為淺黃色，選任程序卷宗卷面為橘色，審判程

        序一審卷宗卷面為綠色，審判程序二審卷宗卷面為藍色，評議卷

        宗卷面為粉紅色，行政尾卷卷宗、國審強處卷宗、國審暫安卷宗

        卷面為白色。

2828

二十八、卷宗卷面應依不同卷宗類型記載其所屬類別名稱。

        個人資料卷宗、評議卷宗以密件方式處理，於卷宗卷面右上角加

        註「不公開卷」之字樣。

2929

二十九、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領取日費、旅費及相關

        必要費用之領據及相關資料，應於相關支給程序報結後，送交專

        責單位統一保管，不編入卷宗。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存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3030

三十、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保護及照料措施相關資

      料，於相關事項辦理完畢後，送交專責單位統一保管，不編入卷宗

      。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存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3131

三十一、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所填寫與制度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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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之問卷資料，於相關事項辦理完畢後，送交專責單位統一保

        管，不編入卷宗。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存年限為自宣判日起算十年。

3232

三十二、法院所保管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參與審判過程中記載之筆

        記，應於宣判後統一銷毀。

3333

三十三、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階段之資料（如備選國民法官自我申告調查表），由

        專責單位保管之。

        前項資料之保密期限及保存年限為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使用年度期限屆

        滿起算十年。

3434

三十四、關於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交付，並應依法院組織法、法庭錄音

        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之規定處理之。

        關於閱卷，並應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閱卷規則之規定處理之

        。

        關於調卷，並應依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調卷處理要點之規定

        處理之。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第 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