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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第 1 條

本準則依國民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第 2 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法院應行準備程序，處理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各款事項，並依整理結果作成審理計畫。

法院於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各款事項處理完畢後，應與當事人及辯護人

確認整理結果及審理計畫內容，並宣示準備程序終結。

第 3 條第 3 條

法院擬定審理計畫之目的，係為妥善安排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審理，使其

符合刑事訴訟法上證據裁判、無罪推定及發現真實之基本原則，體現憲法

第十六條所定公平審判原則、憲法第八條所定正當法律程序及確保國家刑

罰權適正行使之價值，並落實本法第一條所定國民參與審判之理念。

審理計畫之製作，應注意能使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被告，及輔佐人、

被害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與刑事訴訟法所定訴訟程序參與人及其代理

人、陪同人（以下簡稱其他訴訟關係人）得依已排定之計畫，集中、順暢

且有效率進行案件之審理，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理解審判之內容，

得以實質參與評議討論，並避免造成其過重負擔。

第 4 條第 4 條

審理計畫之記載，其時程安排宜合理可行，使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被

告及其他訴訟關係人易於掌握遵循；且文字敘述宜力求簡潔、明確，並得

輔以圖畫、表格說明，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清楚知悉所參與之程序

階段及預定進行事項之內容。

第 5 條第 5 條

審理計畫之內容，應注意不得記載下列事項：

一、與本案審理無關之內容。

二、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之內容。

三、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內容。

四、洩漏當事人、被害人或其家屬、證人或其他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之內

    容。

五、其他違反本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之內容。

第 6 條第 6 條

經法院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整理之結果而擬定之預定進行事項，

於本準則所未規定者，亦得記載於審理計畫中。

第 二 章 審理計畫之記載事項第 二 章 審理計畫之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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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通則第 一 節 通則

第 7 條第 7 條

法院應於審理計畫載明下列期日或程序之預定日期、起迄時間及處所：

一、選任期日。

二、宣誓程序。

三、審前說明程序。

四、審判期日。

五、評議程序。

法院宜於審理計畫中記載預定宣判日期。

法院排定預備庭期者，亦應載明於審理計畫中。

第 8 條第 8 條

相牽連案件經檢察官合併起訴，法院審酌後，認有必要由國民法官法庭依

不同審判程序分別審理者，應將各預定進行程序之審理範圍分別載明於審

理計畫中。

第 9 條第 9 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審判期日，法院應於審理計畫中載明下列程序之預

定進行事項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五條至第二百八十七條所定程序（以下簡稱起

    始程序）。

二、本法第七十條所定檢察官、辯護人於證據調查前所為之說明（以下簡

    稱開審陳述）。

三、本法第七十一條所定審判長於證據調查前所為之說明（以下簡稱準備

    程序結果之說明）。

四、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所定證據調查程序。

五、本法第七十九條所定辯論程序。

六、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所定被告最後陳述程序。

七、休息時段。

法院應審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於程序進行中請求釋疑之可能，妥

適安排各項程序及其間隔之時間，並於審理計畫中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得請求釋疑之意旨。

法院為確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無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欲訊問或詢問之問題及提問之方式，得酌留相當時間並於審理計畫

中記載預定進行該事項之意旨。

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之情形，法院亦應於審理計畫

中載明其預定進行之程序事項及預定起迄時間。

第 二 節 審判程序之不同程序階段第 二 節 審判程序之不同程序階段

第 10 條第 10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起始程序之記載，應包括下列事項及整體或個別之

預定起迄時間：

一、審判長行人別訊問。

二、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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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罪名及權利告知。

審判長預定於告知罪名及權利後，詢問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犯罪

事實之意見者，應併同記載於前項所定程序內。

第 11 條第 11 條

於法院依不同被告、起訴犯罪事實或爭點區分不同證據調查程序之情形，

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於首次開審陳述完畢後，得針對個別被告、起訴犯

罪事實或爭點之證據調查程序為補充開審陳述。

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聲請調查被告科刑資料者，就調查該等科刑資料之

說明，得於其調查程序前，另以補充開審陳述為之。

前二項情形，法院均應於審理計畫中載明各該開審陳述之性質、次序及預

定起迄時間。

第 12 條第 12 條

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均為開審陳述之情形，應載明檢察官、被告或辯護

人各自進行開審陳述之項目、次序及預定起迄時間。如有複數被告或其辯

護人進行開審陳述者，亦同。

被告有數人之情形，應載明各該被告或辯護人係以個別或統合方式進行開

審陳述。

第 13 條第 13 條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情形，得由審判長補充為準備程序結果之說

明。

前項情形，宜載明於審理計畫中。

第 14 條第 14 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證據調查程序之記載，宜包括下列事項及各自預

定起迄時間：

一、本法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六條所定書證及物證之調查程序。

二、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證人、鑑定人及通譯之交互詰問及補充訊

    問程序。

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所定實施勘驗或其他調查證據之處理。

四、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被告之訊問及補充訊問程序。

五、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三所定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之調查程序

    。

六、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程序。

法院於審理計畫所載證據調查之內容，係依其於準備程序中所定證據調查

之範圍、次序及方法為之，不受前項所定事項及次序之限制。

第 15 條第 15 條

法院區分不同被告、起訴犯罪事實或爭點而分別行證據調查程序之情形，

應於審理計畫中載明各證據調查程序之性質、次序及預定起迄時間。

第 16 條第 16 條

法院宜分別調查與罪責相關之證據及被告科刑資料，並應於審理計畫中載

明各證據調查程序之性質、次序及預定起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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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第 17 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物證及書證之調查，應載明實施調查之人、次

序及預定起迄時間。

數項物證、書證於同一證據調查階段接續調查之情形，得以概括方式記載

前項所定事項。

第 18 條第 18 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證人、鑑定人及通譯之交互詰問及補充訊問，

應載明實施主詰問、反詰問、補充訊問之人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有數人者，應載明詰問次序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於複數之被告或其辯護人對同一證人或鑑定人行主詰問或反詰問之情形，

應載明詰問次序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第 19 條第 19 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辯論程序之記載，宜包括下列事項及預定起迄時

間：

一、事實及法律辯論。

二、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

    意見。

三、科刑辯論。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所定事項，應載明檢察官論告、被告答辯及辯護人辯

論之次序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於數被告先後辯論，或區分不同起訴犯罪事實先後辯論之情形，應載明各

辯論階段之性質、次序及預定起迄時間。

第一項第二款事項，於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

人有數人之情形，應載明其項目、次序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法院如預定使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第一輪次辯論完畢後，依本法第七

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再為辯論者，應載明其項目、次序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

第 20 條第 20 條

法院於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程序結束後始調查科刑資料者，應將其情形

載明於審理計畫中。

第 21 條第 21 條

法院預定命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沒收或保安處分事項辯論者，應載明

其項目、次序及各自預定起迄時間。

第 22 條第 22 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休息時段，指法院預定暫休庭而為休息、午休或

其他休息時間。

法院擬於休息時段進行第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事項者，得合併記載之。

第 23 條第 23 條

第九條第二項所稱各項程序間隔之時間，指法院為進行下列事項而預先酌

留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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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疑問。

二、進行釋疑。

第 24 條第 24 條

第九條第四項所稱因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所預定進行之程序事項，包括因

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而預定進行之權利告知、證據調查及辯論程序。

第九條第四項所稱因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所預定進行之程序事項，指因被

害人參與訴訟程序而預定使參與人及其代理人、陪同人表示意見之程序。

第 三 節 預備庭期第 三 節 預備庭期

第 25 條第 25 條

第七條第三項所稱預備庭期，指法院斟酌案件之複雜程度、爭點之數量及

繁雜程度、調查證據之數量及時間、證人到庭可能性及其他相關之一切情

事後，所預留可供進行審判程序或評議程序之預備時段。

第 四 節 選任程序預定進行事項第 四 節 選任程序預定進行事項

第 26 條第 26 條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於審理計畫中記載選任期日之預定進行事項、次序

及其起迄時間。

第 三 章 審理計畫之格式、運用與執行第 三 章 審理計畫之格式、運用與執行

第 27 條第 27 條

審理計畫應載明法院名稱、案號、製作日期及版次，並於製作完成後附卷

保存。

法院於作成審理計畫後，如有變更者，應明確區分其版本，以供查考確認

。

第 28 條第 28 條

為便利法院製作審理計畫，得由司法院提供例稿或可簡化編輯審理計畫作

業之軟體供法院使用。

第 29 條第 29 條

法院作成審理計畫時，應使當事人及辯護人確認審理計畫之內容。

法院應於準備程序整理結果之說明程序前，將審理計畫提供予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

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之情形，法院於作成審理計

畫後，宜以適當方式使參與人及其代理人知悉審理計畫之內容。

當事人、辯護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於法院作成審理計畫後，得隨時請求閱

覽其內容。

法院得以上網公告或其他適當方式，提供審理計畫予前項以外之人閱覽；

於此情形，並應注意審理計畫有無記載不適合使前項以外之人知悉之內容

，於必要時並應適當簡化或遮隱部分內容。

第 30 條第 30 條

法院應致力於使案件之審理依循審理計畫所定方式進行。

檢察官、辯護人、被告及其他訴訟關係人應協助法院使審判程序依循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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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所定方式進行。

第 31 條第 31 條

審判程序進行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審判長為確保審判程序進行之

集中、順暢及效率，得依其訴訟指揮權適時調整時程安排或為其他合宜之

處置，不受原定審理計畫之拘束：

一、遇有突發事故致審判程序無法按照原定時程進行者。

二、審判程序進行較原定時程提早或延遲者。

三、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

審判長為前項所定處置者，應向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當事人、辯護

人及其他在庭之訴訟關係人說明具體事由，並給予當事人、辯護人及其他

在庭訴訟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機會。

審判長行使第一項所定訴訟指揮權，應注意符合第三條之規範意旨，且不

得侵害當事人、辯護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之程序權。

第 32 條第 32 條

審理計畫作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法院認為有變更審理計畫之必要者，

得為適當之調整變更：

一、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變更聲請調查證據事項，或法院變更職權調查

    證據事項。

二、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

三、因重大事故致需取消原定庭期或增定新庭期。

四、其他有助於第三條所定目的。

法院於變更審理計畫前，應先向當事人及辯護人說明其事由並徵詢其意見

。

法院於變更審理計畫前，認為有必要者，得先聽取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之意見。

審理計畫之變更在準備程序結果之說明程序之後者，審判長應補充說明審

理計畫變更後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第二十九條及前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所定情形準用之。

第 33 條第 33 條

法院於作成審理計畫後，如因下列情形之一，而認為有重新擬定審理計畫

之必要者，得裁定再開準備程序，重新酌定適當之審理計畫：

一、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主張要旨或證據調查事項有重大變更。

二、因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致審判程序進行事項

    有重大變更。

三、其他顯難以前條所定方式處理之情形。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前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四 章 附則第 四 章 附則

第 34 條第 34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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