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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峽兩岸基於學術交流的意旨，建構學術相互交流與互取優點

的目的，以臺灣學術發展的經驗，提供大陸學術，特別是法治思想

及各種法律制度與實務運作的經驗。大陸地區自開放學術交流起，

在刑事法領域中，特別是刑事實體法的交流，甚為頻繁，其希望藉

助我們在刑法學術研究的基礎，以作為大陸刑法革新的借鏡，不論

是學術團體、個別學者或是實務機關的交流，幾乎已成為常態。然

因大陸體制的問題，在刑事程序法的學術交流上，一直都處於未開

的狀態。有鑑於法治理念的相互理解，加上近年來國際上所發生我

國人民於境外犯罪，遭解送至大陸的情況，兩岸在刑事案件處理的

刑事程序，在學術上應有相互交流的必要，經過臺灣刑事法學會（

報告人為學會之創始人之一）與大陸刑事訴訟法學會的磋商，共同

決議開啟刑事程序法的交流，於是決定先由大陸刑事法學會主辦，

並由湖南大學（湖南省長沙市）負責會議主辦事宜，訂於 2016 年 11

月 5、6 日二日，於湖南省長沙市楓林會館舉行研討會。本次刑事程

序學術研討會係屬於首辦，這是兩岸刑事程序法學術交流的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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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首次舉行刑事程序法學術研討會，主要設定的議題有四： 1、恐

怖主義及有組織犯罪的程序法應對；2、國際暨區際刑事司法協助；3

、電子證據在刑事司法中的運用；4、網絡犯罪與偵查及其他司法熱

點問題，此四議題皆屬於大陸方面所希望借鏡於臺灣刑事司法的主要

議題，亦是目前國際上或兩岸深盼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在刑事程序中

對於犯罪事實認定的議題上，證據法則的基本要求，亦屬大陸刑事司

法初剛起步的理念，加上新近大陸刑事訴訟法修正，增訂電子證據資

料的規定，在相關證據法則的要求，以及從取證道事實認定的過程，

電子證據因其屬性的因素，是否能合於證據法則的基本要求？亦為大

陸程序法學術及實務所關注的問題。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乃在於透

過特定關注議題的研討，大陸方面希望借鏡臺灣對此等議題的處理模

式，因在程序法治上，臺灣具有較為成熟的處理模式，不論在法治理

念的要求上，或是在刑事司法的基本運作要求上，臺灣對於程序對應

犯罪的處理，幾與國際上法治先進國家的是程序要求相當，具有相當

重要的學習指標意義，大陸希望透過此次的研討會，找出得以作為大

陸刑事司法運作的指標。未來在刑事程序規範或實務運作上，能有更

多元性的議題與密集性的交流。  

在學術交流的範疇中，因刑事程序法主要涉及基本人權保障，以

及刑事司法主權的核心理念問題，在大陸刑事法學的發展上，一直以

來多受限制，兩岸學術上的交流，主要的目的，不外是為多一分的彼

此理解，見其所長、補己之短；同時也可以供己之強、實彼之弱，加

上兩岸間關於刑事案件問題，日益增多，對於彼此制度與實務操作的

理解，亦可增進彼此間的刑事司法互助，基於共同打擊犯罪的思考，

除實體上的學術交流外，自不能將程序法處理的方式，自見於外。搭

建刑事程序法學術交流的目的，主要在於理解彼此對於刑案的處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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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藉由對於案件處理的程序正當性，交互辯證，有助於使刑事案件

的處理，更增一分理解，未來在刑事司法互助的議題上，亦能藉由此

種相互的理解，建構一個更為通暢的互助管道。  

  



 

3 

貳、過程 

鑑於刑事程序法初次的學術性交流，此次交流的開展，具有法治

與學術破冰的效應，臺灣刑事法學會張麗卿理事長（高雄大學法學院

特聘教授）與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會卞建林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

學研究院院長）幾經研商，創設一個程序法學術合作的模式，希望臺

灣刑事程序法的學術，能帶給大陸刑事司法運作上的新視野。由於這

事首次的刑事程序法學術性的交流合作，雙方所賦予的期待甚深，我

方在刑事程序法的學者必須有人作為依靠的基礎，臺灣刑事法學會張

理事長乃拜託我作為學術上的指標，作為學術上的領頭，以作為刑事

程序法學術上的後盾，帶領臺灣刑事程序法新一輩的學者 6 人前往與

會。並敦請臺灣刑事法學會名譽理事長甘添貴教授為團長，張理事長

自認為會議事務的召集人，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自桃園機場搭乘中

國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機直飛長沙。  

由於臺灣飛中國湖南長沙的班機為 15：30，抵達長沙機場時，

已經是 18：50，辦理出關手續之後，再由接待的人員接送至下榻的

賓館，時間已近 20：00，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會卞建林會長特於賓館

設宴接風。翌日（2016 年 11 月 5 日）會議正式假長沙市楓林會館

舉行，本次會議核心議題的重點，乃在於電子證據於刑事司法運用的

議題參與研討的人最多也最熱烈，由我與張麗卿理事長先行做臺灣通

訊保障監察法的實作，以及電子證據在證據法則中的定性問題，先予

以闡述。由於電子證據的概念，對於大陸的刑事訴訟法事宜個新的議

題，其亦是其刑事訴訟法中新增的規定，其如何作為證據加以使用，

從其本質屬性的要求，以及在證據法中的基礎條件，是否得以將電子

證據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使用，必須從其法則的容許性與限制性關係

，做充分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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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結束後，大陸刑事訴訟法學者對於我方刑事程序法理念的養

成與學術上的要求，甚為感興趣，不論是在會議中或是會議後，對於

個別問題，乃至其實物以及其法治上未來的方針，均興趣濃厚，在與

臺學者的交流場合中，不論是正式或私下，均盡其所能問之能事，我

輩學者亦多能為其解說，並充分且簡顯明確地闡述法理的要求。大陸

刑事訴訟法學本就與刑事實體法學涇渭分明，但我國則是二者合一，

在理念的交流上，這是一種直接的衝擊，大陸刑事程序法學者對我國

學術的觀感是：治學嚴謹、調理清晰、邏輯縝密、法理深厚，確實有

值得其學習之處；而我國學者對於路方的觀感：認真努力、勤勉求知

、接受新知、理解力強。  

本次刑事程序法學術的交流，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下，彼此建立相

當好的交流基礎，也正式開啟刑事程序法學術交流的契機，這是本次

學術交流上最大的收穫。  

學術會議結束後，主辦方援例安排參訪活動，先行到湖南大學的

嶽麓書院參觀，後準備至曾國藩故居參訪時，因其高速公路上有事故

，時間被拖延，於是臨時改變行程到較近的靖港（清朝時期曾國藩訓

練水師之處），至晚間返回下榻賓館，翌日上午 9：00 主辦單位派員

派車送我團人員到長沙機場，整個學術交流活動，亦順利完成，我團

人員搭乘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從長沙飛桃園，於 11 月 7 日下

午 15：00 抵達桃園，結束本次學術交流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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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本次受邀前往中國湖南長沙參加「海峽兩岸刑事訴訟法研討會」，

這是一次兩岸法治學術交流活動的首創，主軸的議題設定在刑事訴訟

法治上，對於大陸與臺灣的學術交流上，這是一個新的契機，畢竟從

來的刑事法學學術交流，都是以刑事實體法為重，亦即都是以檢視犯

罪及法律效果制裁的學理性論述為主，因刑事程序的運作，涉及正當

程序的理念，亦涉及基本人權保障的核心議題，通常對於大陸體制而

言，是一個較為封閉的議題，能夠將刑事程序的議題，搬上研討桌上

，成為辯證與檢視的對象，可以見到大陸在法治理念下的成長，這是

一個難得的機會，也是進一步理解大陸對治犯罪於程序處理的觀念。

基本上，刑事程序法治都有所謂主權與人權的影子，對於人權與主權

概念敏感的體制，真正能談的並不多，當願意開啟人權與主權的議題

，確實已經幼象法治邁進一大步。  

在本次學術研討會的過程中，確實發現大陸處理犯罪問題的刑事

程序，有著若干其專屬性的理念，諸如所謂「疑罪從無」的觀念（這

個概念對我們而言，是無罪推定的基礎理念），但其於程序中確認為

「疑罪從無」並非真正無罪，若得知真正無罪之事由存在，必須將原

因「疑罪從無」所判的無罪，再行更正為真正的「無罪」，這樣的觀

念，確實在無罪推定的理念下，甚難以理解，而在這樣的差異性理念

之下，方能找到修正的契機，也是兩岸學術交流上的重要指標。又如

告訴乃論之罪的程序處理，大陸將其訂為所謂「親告罪」的概念，在

處理上也發生相當奇異的情況。  

此外，大陸目前正處於刑事程序革新的階段，其欲導入若干制度

從，包括所謂「微罪不舉」的程序處理，以及關於犯罪的協商制度，

這些問題雖非本次議題的重點問題，但卻是刑事程序的學理與實務所

關注的問題，對於此等問題，大陸學者與實務者都想從臺灣刑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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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取經，確實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可以提供重要意見之處。作為學

術交流的觀感，必須是彼此朋友相待，取其所長、知其所短，這樣才

是交流的真正目的。未來在刑事程序法的學術交流上，循本次創設的

模式，將會是更為密切且多面，未來兩岸的刑事程序模式若能更為接

近，則兩岸在處理犯罪問題的爭議上，將會更為減少，這無亦是對於

我們的刑事程序負擔上，具有相當的舒緩效應。  

從這次學術性的交流中，可以看出大陸刑事訴訟法學者對於刑事

程序理念的迫切需求，其欲學習新知的動力，確實令人感佩，大陸學

者與學子在學問的追求上，甚為積極及努力，而且對於其所未知的學

理，想要求知的驅力，更是令人感動，學生不恥下問，一有機會就像

來自臺灣的學者請教，這是值得我們學習之處。或許在制度上，兩岸

司法容有若干本質性的差異，但大陸一直以臺灣為借鏡，深入瞭解臺

灣的制度，反觀我們卻一直忽視大陸體制上的改變，這是相當危險的

事，若要作為大陸學習的對象，使大陸學術上能更為敬重臺灣的學術

根基，應該也要多深入研究大陸的制度，如此方得以知其長短，提出

更為貼切的建議。 

目前臺灣的學術環境，相當險峻，對於真正有心研究的學者，這

是一個相當挫折的事，反觀大陸對於臺灣學者的敬重，二者間形成相

當鮮明的對比。大陸在法治準備起飛的階段，其當然必須藉助於我們

既有的發展基礎，透過我們可以更直接切入德國與日本的法治精髓，

同時治學的學理根基上，我們本有著較為深厚的基礎，這是大陸在法

治之學上所要取鏡之處。在這次會議中，出現一個插曲，大陸在刑事

法學術的需求上，可謂需才殷切，會中有據決定與領導階層的學者，

主動拋出吸引人才的條件，雖然只是點到為止，但其想要挖角的態勢

，其實相當明顯，這是臺灣在學術留才上，應該注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