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提報予行政院之112年度施政計畫，開宗明義第1項施政目
標即為：「推動司法改革政策，AI輔助提升檢察效能，強化刑事正
義」。具體而言，包括：「推動成立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建立科學鑑

識之標準程序，強化司法科學發現真實之能力」、「運用區塊鏈技術、

無線射頻身分辨識系統，建立標準化證物監管保管制度」、「開發AI系
統延續公訴閱卷助理之成果，增加試行之案類、優化產出結案書類」

等，換言之，係以實現「科技的法務部」為主要目標。

法務部身為法治守門人，在科技巨流的衝擊下並未置身事外，全

力提升機關系統全面科技化、智慧化，所轄檢察、調查、廉政、行政

執行、矯正5大系統近年來也都以科技化的思維及方法推動業務，因應
社會人民的需求。

　此外，面對我國司法史上最重大的制度變革即112年施行之國民法
官新制，本部更早已成立因應小組，縝密籌劃相關教育訓練，至111年
12月止，已累計辦理計96場國民法官法教育訓練課程，訓練人數達
4,406人次，持續以精緻偵查、堅實公訴、充足準備、充分合作、紮實
訓練為目標，更於111年下半年舉辦「國民法官法新制下司法與鑑識科
學之對話研討會」，將前述「新興科技」與「國民法官」二議題相結

合，此二面向為本部重要的施政方針。

　欣聞最高檢察署創辦專業期刊，首期創刊號所擇定之雙主題——

新興科技及國民法官，恰與本部前述施政重點不謀而合，期許能在此

主軸上，共同持續努力。恭喜最高檢察論壇創刊，盼本期刊能在乘載

我國法學思辨的地位上，扮演重要角色，藉由推動學理與實務的深度

對話，使我國法治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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