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刊規劃為每半年出刊，編輯架構係每期擇定雙主題，篇目為

「主題企劃」，並以發刊詞揭諸之「刑事實務為本」、「回應檢察業務

需求」、「司法時事議題」及「服務國民，促進社會各界多元化溝通」

等宗旨進行編輯；「論壇研討會」自本署辦理最高檢察論壇研討會，就

較為重要之場次，完整刊登全文紀錄，作為論證依據；「他山之石」刊

載先進法治諸國之法制或立法思維，見賢思齊；繼為「專文收錄」，即

雖非當期主題企劃，然具重要價值之法學論述；末為「裁判評釋」，擇

定有重大意義之憲法法庭判決或最高法院裁判等進行評釋，凡此據以作

為思辨中求取進步。

　　本期創刊號之雙主軸為「新興科技」（主題企劃一）與「國民法

官」（主題企劃二）。「新興科技」部分，再分為「專文論述」及「科技

新訊」，前者特邀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林鈺雄撰文「國家木馬與國

家安全──以德國法發展趨勢為借鏡」，從國安角度切入談加密通訊等

議題；臺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王士帆以「科技偵查立法藍圖──刑事訴

訟目的試金石」，就我國科技偵查法制之現況與立法方向詳予剖析；資

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主任陳益智則提出「人工智慧與區塊鏈

在智財管理、公司治理的應用」，介紹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新科技在企

業治理等面向的重要影響；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洪敏超撰「智慧電視

（Smart TV）之鑑識發展及未來」，解析智慧電視作為犯罪工具或證據

之儲存載體時之數位鑑識等問題。「科技新訊」則由中華民國電腦稽核

協會理事長葉奇鑫以「2023年檢察官需要知道的新科技」為題，簡介人

工智慧等新式科技對司法實務工作之影響；區塊勢創辦人許明恩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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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應用與現代的愛迪生時刻」，以深入淺出方式說明區塊鏈之概

念；工業技術研究院提供「元宇宙引發之資訊安全與可能之法律課題」

短文，簡介世界各國對於元宇宙衍生的法律課題。

　 主題企劃二「國民法官」部分，本署於112年2月24日邀請成功大學法

律系教授陳運財專題講座「國民法官法第二審上訴應有的定位」，解析國

民法官法之二審上訴，特收錄其演講全文；前最高檢察署檢察官陳瑞仁以

「國民法庭判決的二審程序解析」，藉與美國法制之比較提供我國國民法

官二審程序之問題及解方；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吳冠霆提出「談國民法官上

訴審的幾個實務問題」，就最高法院所進行國民法官案件模擬發現之問題

有深入剖析；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林裕順撰「國民法官死刑評

議之方法──日本經典案例的啟示」，詳解國民法官制度於進行死刑評議

之可能方向；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廖先志「論國民法官案件中影像證據

之調查」，則就實務適用較有爭議之影像證據調查，提出觀察與說明；最

高檢察署調辦事檢察官李濠松以「日本裁判員制度與二審上訴」，解析日

本裁判員制度後其二審上訴模式以供我國參考。

　　本署於111年9月16日舉辦「操縱股價不法所得之沒收與計算研討

會」，就司法實務對操縱股價之犯罪所得計算方式，深入交流探討，甚

具參考價值，故將該次會議紀錄全文整理收錄於本期「論壇研討會」。

　　「他山之石」乃向德國教授邀稿，其中「刑法？一個處在歐洲轉變

中的概念」係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院Dr. Helmut Satzger教授於112年

3月9日在法務部演講之內容中譯，承蒙其同意刊載。Satzger教授是德國

最暢銷刑總AT教科書Wessels/Beulke/Satzger的後繼寫作者，本演講引

領回歸原點，重新思辨、界定刑法究竟為何物；「德國電子監控之規範

與實務」一文，則是德國杜賓根大學犯罪學教院Dr. Jörg Kinzig於112

年5月2日在最高檢察署之專題講座，介紹德國電子居家監控作為行為

監督之實證，甚值我國參考。



　　「專文收錄」特邀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及其高徒李承龍副教授，以

豐富的第一線實務經驗及科技專業，針對DNA科技，介紹說明其在犯
罪偵查之運用和趨勢；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達撰文「論毒品初犯觀

察勒戒之廢止與重建」，深入檢討現行毒品觀察勒戒制度之瓶頸，並提

出具體改革建議；前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熊秉元以「莎士比亞與所羅門

王」短篇，提供從不同視角詮釋法律。

　　本期「裁判評釋」則由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楊雲驊撰文「柳暗花明

又一村──評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號刑事大法庭裁定」，針對最高法
院111年8月24日作成之裁定，即關於通訊監察實務上常見之「另案監
聽」範圍、證據能力等爭議，深入解析評論。

　　一本法學專業期刊得以從無到有、順利付梓，是靠無數人點點滴滴

的累積付出。

　　本刊係因檢察業務之需要而發行，編輯團隊由本署書記官長吳怡明、

調辦事檢察官李濠松、李進榮、許祥珍等承總長之命，眾人合力、分頭並

進，向國內外權威學者及優秀實務工作者懇切說明本期刊的創辦理念、邀

約稿件，嗣蒙各專家學者慨諾賜稿，而得以形成本期刊主幹內容。

　　編輯行政則是最終得以順利發行的關鍵，此由本署文書科孫佩琳科

長督同黃若男、蘇倖玉、柳瑞宗、鍾曉玫書記官不厭其煩與出版公司接

洽溝通，兼顧圖像意寓與視覺美感，終確認封面編排及版面等細節；政

風室陳心緹主任、會計室陳美香主任及總務科林旻弘科長、紀嘉慧書記

官從委製廠商之招標、到相關經費與庶務之各種協助，亦均費心盡力努

力促成。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因有諸多先進無私付出，才有本期刊的

誕生，謹致最誠摯之敬意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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