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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立法院於2018年12月18日修改「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為「憲

法訴訟法」，並訂於2022年1月4日生效施行，本法於日後即作為釋憲程

序的一部基礎性法律。而相對於舊法的一個最大變革，即是本法於「人

民聲請釋憲」的類型中增加其聲請對象包含有「法院裁判」，大法官依

此可審查法院裁判的合憲性，亦即採行了所謂的「裁判憲法審查」制

度。 
此制度明確係因襲德國「判決憲法訴願」而來，然吾國對之繼受的

背景與基礎如何、以及二國的法律規定間又有何種差異，當值基礎性的

探究。同時德國對此制度尚非無爭議，彼邦相關討論又可為吾國提供何

種借鏡，乃至本制度於吾國的施行更可能有德國所無之本土化的困境存

在，且未來又將面臨何種問題等，均屬與此制度施行有關之重要課題。

本文即對前述問題加以討論，且亦就此於吾國未來施行的展望，提出預

測與建議。 

關鍵詞： 大法官、憲法訴訟法、人民聲請釋憲、裁判憲法審查、憲法訴

願、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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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繼受德國制度的問題觀察與思考 

吾國因襲德國「判決憲法訴願」為「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增訂，

固可相當程度地解決「人權保障疏漏」的問題，且或亦可使釋憲機關以

個案裁判為契機、而具體地使憲法落實於個案裁判中，提昇各界的憲法

意識，凡此當屬此一制度之正向用意所在。然本制度的實施於德國即有

諸多法理及實務運作上之爭議，此於吾國繼受上當同樣可能發生。相關

問題的核心即在於聯邦憲法法院與專業法院之權限分工，亦即其審查法

院裁判之範圍究竟如何、並依此衍生聯邦憲法法院是否成為「超級上訴

審」，以及案件量過多所造成的過度負擔問題。146 

一、釋憲機關介入法院裁判的不確定性 

於德國，「判決憲法訴願」所一直面臨的一個首要的爭議問題，即

是聯邦憲法法院可審查法院裁判的「審查範圍」147如何。此即於「裁判

憲法審查」的制度中，如謂釋憲機關可審查法院裁判的合憲性，即表示

對法院裁判的「全部」──包含裁判所適用的法令違憲148、（法令未違

146 就此等爭點吾國學理上均不乏有所提及者，惟除德國學理的闡述外，少有就此

於吾國的具體解決情狀更為深入探究。 
147 此一「審查範圍」之名詞乃德文“Prüfungsumfang”之迻譯，本文亦從此一德國

普遍所使用之「審查範圍」的用語。而就釋憲機關審查法院裁判之情狀的問

題，德國學理及實務上對之尚有不同的內涵及用語，如「審查權限」

（“kontrollbefugnis”）等，參閱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同

註15，邊碼281之說明。或就此議題於德國學理上亦有依各該裁判的不同情

狀，而分別討論該審查領域（Kontrollbreichen）之審查密度（Kontrolldichte）
者，諸如分為：裁判基礎合憲性的審查、事實的確認與評價、程序基本權利的

遵循，以及一般法律的解釋與適用。Vgl. Voßkuhle, aaO. (Fn. 15), Art. 93, Rn. 
57 ff. 

148 即如現行之「人民聲請釋憲」的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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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但）法官適用法令所表示的見解違憲 149、法院裁判的結果違憲 150，

乃至法院裁判的過程未注意保障人民之訴訟權151，以及法院的「認事用

法」等──均可以憲法為基準而加以審查。此固屬憲法所賦予大法官可

行使的權限，然而各該專業法院裁判之作成亦屬司法權的核心，且可能

亦有憲法上所賦予法官「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之依據。因之

「裁判憲法審查」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即是：究竟大法官對法院裁判可

為如何之審查，或其審查的範圍、程度與界限究竟如何？ 
此問題如為本制度的繼受為比較觀察，就德國法制上的「判決憲法

訴願」於學理上固多所肯定其重要性與價值，然多有質疑者亦在於此一

聯邦憲法法院對法院裁判「審查範圍」的部分，蓋依憲法對司法權的規

範，聯邦憲法法院與專業法院間各有其對案件的審判權限，如聯邦憲法

法院「以憲法為名」而不當地介入專業法院的審判事務，則當然破壞司

法權內部的分工。此即如德國學者所言，在採行「裁判憲法審查」

（「判決憲法訴願」）的國家，必然會發生的情形是專業法院與憲法法

院二者間的緊張關係，亦即「法律審上訴法院常認為憲法法院對其裁判

的指摘，對於以其裁判為基礎所構築的法釋義學體系而言，是不適當的

侵害。憲法法院則認為為了保障基本權，介入干預法律審上訴法院的裁

判乃是其職責所在。」152 
對此一個於德國學理上常被引用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的說明是：

「程序之形成、事實之確認與評價、一般法律之解釋及其於個案中之適

用……均屬各該有審理權限之一般法院之事務，而不為聯邦憲法法院所

審查；僅在法院有特別憲法（spezifisches Verfassungsrecht）之違反時，

則聯邦憲法法院方得以憲法訴願加以介入……。而如一個裁判依一般實

149 即釋242之案例所呈現者。 
150 如與釋656有關者，即假設法官適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命加害人為「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並不適切（違反比例原則等）而屬違憲。 
151 例如未遵守「法定法官原則」或未注意當事人「聽審請求權」之保障。 
152 Christian Starck著，呂理翔譯，同註62，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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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律所作成然客觀上有所錯誤時，尚不得認為已違反特別憲法；即該

錯誤必須恰存於對基本權利之無視。」153此即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所

發展出之「赫克準則」（Hecksche Formel）──聯邦憲法法院並不審查

此等判決依一般的實定法（法律或法規命令等）是否係屬「正確」，就

此毋寧為「專業法院」之事務。聯邦憲法法院僅審查是否「該解釋上之

錯誤乃屬可見，而係植基於對基本權利之重要性、特別是其保護範圍原

則上不正確的觀點，以及於基本權利實質意涵中之解釋錯誤對具體之法

律案例係屬重要者。」154 
而除此「赫克準則」外，聯邦憲法法院間或輔助地採用「機動條

款」，亦即審查的範圍特別依該被指摘之裁判所侵害基本權利之強度而

確立（「愈──愈」[„je-desto“]），一個持續性的干預可導致一個較為

強烈的憲法法院審查。 155 另於德國常被論述者亦有「舒曼準則」

（„Schumann-Formel“），即「當被指摘的裁判所採取的法律見解──

153 此為聯邦憲法法院向來實務見解，而為裁判中多方引註，見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同註15，邊碼281（及同註395）；或

Christian Starck著，呂理翔譯，同註67，第2版。 
154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同註15，邊碼281。而就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與專業法院、尤其因為憲法訴願所引發之關係，見Stefan Korioth著，

劉淑範譯，聯邦憲法法院法和司法裁判（「專業法院」），載：蘇永欽主編

（同註30），之中譯導讀（尤其頁67之附圖），有精要之說明。 
155 見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同註15，邊碼308，有聯邦憲法

法院相關判決的說明。而德國學理上亦有整理聯邦憲法法院就基本權利干預強

度思維下的審查密度，亦即採行所謂的一個「三階模式」（“Drei-Stufen-
Modell”）：1.在輕微干預強度之案例中，則係基本權利原則上不正確認知的審

查；2.在基本權利更進階的干預中（如個案中的解釋瑕疵可能被認為於憲法上

具有重要性），則事實情狀的確認與評價亦非完全排除；3.在「最高干預強度

的情狀」中，則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其有權限對各法院「所為之評價，由其自身

所為者而取代」；憲法上的審查任務於此等情狀中「對機關或法院之法律適用

可及至細部」，就「事實確認」則於此「可完全地審查」。Vgl. Voßkuhle, 
aaO. (Fn. 15), Art. 93, Rn. 62. 

 

                                                        



論「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繼受、施行與展望（下） 7 

想像其為法律──牴觸基本法時，『法令解釋的憲法訴願』即為有理

由；反之，當此法律見解與基本法合致時，『法令解釋的憲法訴願』即

屬無理由。」 156而除此之外更不乏有提出其他相關見解者， 157顯見此

問題之紛雜。 
就釋憲機關審查法院裁判範圍的問題，前述聯邦憲法法院實務見解

乃至各種理論闡述，確為憲法法院的審查範圍劃定了一個初步的界限；

以制度移植之角度而言，德國相關學理當值吾國深入探究。然本文就此

省卻詳論，其原因即為，姑不論國內文獻對此已不乏相關論述，158而德

國學理就此係屬紛雜，實務上的審理亦因應個案而無定論。159我國的裁

判憲法審查既繼受德國，則當亦會面臨相同的爭議情狀；然由於二國諸

多制度面向與法理思維上的差異，故此尚非單純援引德國理論即可解決

吾國問題。160在此情形下，大法官於具體的釋憲個案的操作上──即使

因襲德國前述各種「公式」──應可預見亦恐難有約略合理的標準，至

多僅係個案合宜的說明；而如於個案中亦乏此者，則大法官介入法院裁

判的審查將難以預測；在此情況下──尤其復因法院審理的個案情狀並

不相同──憲法的價值能否理性地被貫穿於個案中、而達到人權保障或

156 見Christian Starck著，呂理翔譯，同註67，第2版。 
157 德國學理上的相關論點，見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同註

15，邊碼310以下。 
158 具代表性者，例如劉淑範，同註41的相關闡述。 
159 即學理上有論及，聯邦憲法法院對法院裁判的審查範圍，亦會由「浮動性的界

限」與「基本權利干預的強度」而有所附加確立。見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同註15，邊碼306以下，有相關說明。 

160 尤其前述德國實務與學理上的各種相關準則，實則以德國學者對之固有肯定，

然整體看法亦莫衷一是，見司法院前揭研究報告，同註55，附錄5，頁284以
下，有對德國學者與實務界人士相關議題的訪談。此乃為理解相關「公式」之

直接資料，甚值參閱。或參閱Uwe Kranenpohl著，黃耀宗譯，同註32，頁

486，有訪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前）法官，論及對「特別憲法」的質疑，亦

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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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正法院以憲法為案件審理之標竿性地位，即恐有所疑問了。 
就大法官審查法院裁判範圍的不確定，另一情狀及問題亦呈現於，

專業法院儘管同有基本權利實現的重要任務，然其裁判實則主要當係以

一般的實定法為論斷依據，原則上不會有憲法的論述，而當事人於一般

審級法院的程序中亦鮮會有憲法爭點的指摘。然如謂對法院裁判欲以憲

法為基準加以評價，則──尤其由大法官之面向──所可能審查的範圍

自然偏向廣泛，二者或即先難謂有所交集。而如當事人聲請釋憲當復會

具體指摘裁判違憲之處，且基於訴訟技巧，更可能的是（尤其在憲法內

涵可能多元解讀的情況下）全面提出裁判違憲的諸多爭點，如此即容與

先前專業法院之審理內涵大相逕庭；或儘管如當事人對此未多所說明，

但大法官受理該案而進入實體審理，依現行釋憲實務運作的傾向，除當

事人所指陳者外，應會更就法院裁判的全部加以審查，凡此均增加了審

查範圍在「量」的層面上的不確定性。 
而此一「審查範圍」在「質」的部分，毋寧所更重要者即在於，大

法官以憲法為基準而可審查法院裁判至何種層次？蓋首先的問題會是各

專業法院所適用者係一般的法律，因之如有「不法」之評價者，主要亦

應係「違法」、而非「違憲」，此際則大法官如何以（內涵實則係高度

價值判斷的）憲法為基準而加以審查？或即使確可審查，但接續的問題

會是：裁判的「違法」與「（違法而）違憲」實難以合理區分。蓋就本

質上而言，專業法院所先適用者為一般實定法律，然各實定法律終究在

於實踐憲法，憲法上對人民基本權利的規範內涵復更內化於各法律中，

因之法院的判決對敗訴的當事人而言當會指涉於某個基本權利受侵害、161

而即會被「投射至憲法」而認屬「違憲」。此一問題當暫難以解決，所

涉及者即思考根本性的問題：憲法究竟有無必要如此、或在何種情況下

係可適切地穿透至各實定法律領域？乃至一般法律如此地泛憲法化思考

161 即如自由權或財產權，或至少一般行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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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確實合理、而是否又有可能破壞一般法秩序的理解與適用？162 
依此而更延伸者，在釋憲機關對法院裁判的「審查範圍」上，大法

官能否僅審查裁判的「違憲」、而不包含「因違法而違憲」的情狀？163

若「裁判憲法審查」之意旨即在於法院裁判的違憲應予審查，則此問題

的根本反而或應較在於：如何評價一個裁判尚非單純（或難以評價為）

「違法」、但卻可能「違憲」（而可為大法官所審查）？此理論上或有

可能，但當應注意此種情況的發生是否實則即係「違法」（法院忽略以

憲法意旨為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且並不是操作者以其個人主觀的憲法

意識廣泛地去認知法院裁判。 
即應有所意識者為，憲法儘管具有法律體系上最高的位階與效力，

但卻不居於適用上的優先地位。因之在法院對案件的裁判上，所據以適

用及評價者仍為一般的實定法律，因之一個判決原則上如認之有所疑慮

者應為「違法」、而非「違憲」。然而法律常是憲法的具體化，法律的

正義理念亦係在實踐憲法，因之如屬違法者或可評價亦屬違憲，此即前

述「審查範圍」所爭議的問題。爭點常即在於，釋憲機關如何審查法院

裁判的「違憲性」、而非「違法性」，蓋後者應係法院體系內部應處理

的事務，而非交由釋憲機關所審理。因之法院判決本身「違憲但不違

法」（從而大法官僅為此種審查），實則僅有極度例外的狀況方會存

在。例如如果法院的裁判不以法律、而係以憲法的內涵予以評價，可能

大多情形應是忽略將憲法合理的意涵貫穿於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之中，而

是僅為一種結果價值的觀察與評斷。164 

162 當然由德國前述聯邦憲法法院之呂特判決所開展之基本權利的「放射效力」，

隨著德國理論的延伸發展乃至吾國對之（深信不疑）的繼受，現似已無法撼

動，判決憲法訴願所引發之此一審查範圍的各種論述與爭辯亦與此有關，然本

質上對之實非不得有所深思。 
163 見蘇永欽（主持），同註123，頁174以下對此有所提及，但未多所討論。 
164 而論者就此所常舉之例者即為釋242，尤其以此印證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必要

性。然非無討論空間的是，就本案普通法院法官能否以前婚配偶行使撤銷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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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的核心點仍在於如何對憲法的法理具體地論證於法院的裁

判之中，而非僅以空泛的價值強加其上，165就釋憲機關審查法院裁判之

「審查範圍」的問題，如未注意前述相關的基礎性思維，未來於吾國的

釋憲實務上必然引發紛爭。166 

二、釋憲機關成為「第四審」 

前述憲法法院對法院裁判審查範圍的不確定，所具體呈現者即會在

於釋憲機關與專業法院間的緊張關係，甚且使釋憲機關即成為「第四

審」（或「超級上訴審」）。167吾國立法移植德國此一制度，於實踐上

當亦面臨相關問題。 
在聯邦憲法法院作為釋憲機關及法院之定位下，相關德國的文獻均

會提及，聯邦憲法法院並非作為「超級上訴審」。然而此應僅存在於理

論，即釋憲機關所審查者固係裁判的「違憲」問題、而「認事用法」仍

屬各該專業法院的權責，二者似涇渭分明。現實上如「裁判憲法審查」

之意旨即在於以「憲法」（包含憲法的原理原則）為基準而檢視法院裁

判的未合於憲法之處，則法院裁判的「任何部分」有違憲者即可能被審

查，且同時敗訴判決的當事人亦必然可認為其會產生某個基本權利的受

侵害，因之諸如「對法律的解釋未注意基本權利的維護」或「法院審理

合於實質後婚憲法上所保障之價值（即本號解釋中大法官之理由），而不依民

法撤銷後婚？如此確屬可能，則當或仍係判決「違法並違憲」，而非「不違法

但違憲」。況類似案例萬中無一，如舉此而認為應有「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而可填補人民權利保障制度的闕漏），甚且大法官因之只審查「違憲而不違

法」的法院裁判，本文以為實則並不周延。 
165 例如法院的審理程序如有不當，則可以相關訴訟法律評價之，是否可認為此即

屬違反憲法上「訴訟權」的保障，當非簡單的憲法價值加諸其上即可解決。 
166 然現實情況或許是，大法官就此作成了某個裁判，貫徹了憲法價值，大眾喝采

之餘，法理上「違法」與「違憲」的界限分際卻因此而更加模糊。 
167 此即質疑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一個重要論點，參見例如吳東都，簡論「裁判憲

法審查」，裁判時報，第60期，頁21，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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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未注意當事人訴訟權的保障」，乃至「法院適用法律錯誤」等，

實則本質上多均屬「違法」層次的問題、但都可能被認為違反「請求合

法審判權利」等憲法上訴訟權的保障內涵，如此則幾乎沒有不能審查的

法院裁判；況當事人欲提起判決憲法訴願，當亦須對法院裁判的理由詳

加說理、甚且指摘其違憲之處，而憲法法院欲為此等審查，當亦須對專

業法院之認事用法為相關檢視，此當然於事實上導致釋憲機關成為了超

級上訴審。 
然實則對本問題更精確的表述應為：大法官如成為「第四審」，有

何不當之處？ 
首先當可確立的是，在吾國憲法對司法制度並無具體明文的情況

下，訴訟制度應為如何之審級設計，實則即係委之於立法者於法律中為

具體的明文。168因之對此一問題的思考尚不能以形式上吾國的法院救濟

制度依相關訴訟法律規定（原則上）係三個審級、而即謂大法官成為第

四審有其缺失。 
問題毋寧應在於，釋憲機關如（現實上）成為第四審，則除人民可

能會普遍存有「救濟到底」、以致案件量變多的不利情況外，現實上先

面臨者即為，法院審判的權威性即容易被耗損，如此當有礙於法安定性

與法平和性。蓋一般所認知之法院救濟即案件至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

院的審理而終結，如其判決容易地即可再被提起「裁判憲法審查」，則

當然會有此等不利的影響，169長期以降，恐不利於人民對司法的信任。170

168 釋667（理由書第一段）：「人民之訴願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人

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有權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

適當之救濟。此項程序性基本權之具體內容，包括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

及相關要件，須由立法機關衡酌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

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制定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法律，始得實現。」可資

參照。 
169 而更屬可能的是，理論上提起裁判憲法審查固並不影響確定判決的執行，但現

實上當法院知悉本案已被提起裁判憲法審查，則對之的執行（尤其刑事判決）

即會形成事實上的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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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理上亦可探究的是，儘管裁判憲法審查之本質乃「特殊權利救濟

途徑」的性格、就此而對聲請釋憲之各種法定要件固可予以限制，然如

其因現實上的因素而被認知類似屬於一種「審級」，然本法對之限制的

要件卻係一個不確定之「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

要」（第六十一條第一項），或甚至實質上變成一種「選案」，則自法

安定性及明確性的角度以觀，當然多所爭議。 
不論就吾國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所引發大法官成為第四審問題是

否應從憲法法院與專業法院之功能妥適性的觀點為評估，171此一問題之

探究所更無法迴避者即為「憲法法庭（院）」與「專業法院」間之關

係。相關問題除先前所述，因案件本質而或難以區分「憲法案件」與

「法律案件」外，此即呈現憲法規範中所賦予二者在憲法與法律（適

用）關係上的分工，即專業法院審理案件當須對一般的法律加以解釋，

此乃專業法院的任務；然在憲法最高性的思考下，憲法形成了一種價值

秩序而拘束所有國家機關，亦包含法院在內。因之法院於個案審判時，

在一般實定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之餘，理論上當亦須注意憲法基本權利的

意旨。172就專業法院而言，所思考者即是如何（是否有必要、何種情況

下）在一般法院的審判時去注意基本權利所彰顯的價值，然其畢竟原則

上係以一般法律為案件的審理。依此憲法法院如審查法院裁判之「適用

憲法」的分際不當，則等於介入專業法院的個案審理，甚且在未依循合

理方法論及精確論證的情況下，即等於以自己對憲法闡釋的價值判斷加

諸其上，如此當然釋憲機關會形成有第四審的地位，而引伸與專業法院

的緊張關係。 

170 而如憲法法庭對人民所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案件絕大多數亦不受理的情況下，

此種不信任則又更加劇了。 
171 就此可參閱蘇永欽，同註26，頁138以下，有吾國現實情狀（而非他國理論）

的本土化觀察。 
172 此即學理上所常提及德國基本法第1條第3項之規定：「基本權利拘束立法、行

政及司法而作為直接有效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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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更申言之，憲法意識究竟應如何貫徹至個別的裁判中，當須有

一個合於法理（方法論）的論證，而不是將憲法的內容或價值直接加諸

其中、或僅是泛泛地論及憲法意旨如何而即直接得出裁判。173然如大法

官現實上以「憲法之闡釋者」自居而指導法院為個案的裁判，當容易混

淆憲法與一般法律間的界限與關係。蓋各該法律領域均有其個別的法理

與根基，是否即適合（直接地）以憲法的價值加以取代？此際若無對憲

法內涵合理的或嚴謹的方法論，即等於以操作者個人的價值判斷去評

價。174固然於此學理上均（理想地）謂例如「基本權利形成一種價值秩

序而規範法院」、「基本權利放射至（民事）法律領域而形成拘束」，

然終究偏向理論的論述，無甚直接有助於普遍性案例的解決，更未必可

產生標竿性的影響，蓋憲法即使於個案中（以合宜之法理）貫穿至專業

法院的審理係屬必要且適切（如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但是否（即使

相類似的情狀）即可適用至其他案件中，答案當屬否定。其結果即為，

大法官現實上居於第四審的地位，卻未必可在其所審理的個案中為堅實

的法理論證、然卻指摘專業法院在案件審理上（未遵循憲法意旨）的不

當，則造成二者間的對立當屬必然。 
另就結果而言，吾人亦可試想，如大法官認為終審法院的某個裁判

因為「對所適用的法律做了不合憲法意旨的解釋」、「系爭裁判之裁判

結果不合比例原則」或「原審之程序上行為不合憲法上訴訟權之保

障」，而宣告相關裁判為違憲，則是否確可導正日後法院的相關裁判趨

173 例如現今不少以「言論自由」為理由而判決相關公然侮辱或妨礙公務之罪不成

立的案件，於此則「言論自由」於各該案例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係「構成要

件不該當」、「成立（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抑或「無罪責」，凡此當

均應有一個合於法理的論述。 
174 同前註「言論自由」的案例，若乏「言論自由」在刑法之不法論斷中的一個客

觀法理論證，則對其他的類似案件可否、或如何予以適用？此際若無嚴謹的論

證，則究係該等判決有罪的法官不知以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思考本案，抑或是判

決無罪的法官僅係將個人的價值判斷貫徹於個案判決中（且以美麗的法律詞藻

為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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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憲法意旨審理尚未可知，175當必然形成各該專業法院與大法官間的

緊張關係。尤有甚者，現司法院以「大法庭」取代判例制度，176大法庭

就法律見解所為之裁定對法院案件的審理固有拘束力，然人民於窮盡救

濟途徑後卻可以之為違憲（因而法院裁判亦屬違憲）而聲請釋憲。姑不

論大法官解釋的結果如何，此一情狀形成大法官與最高審級法院的對

立，當已毋待詞費了。 
總結性的說明即是，大法官如（事實上地）成為第四審，當然會破

壞司法體系的內部分工，實質上且即導致「法秩序的泛憲法化」，甚且

對憲法上保障法官「審判獨立」之意旨有所疑慮。尤其司法權內部分工

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各憲法機關間的權力分立；如謂大法官可以「憲法」

為基準而審查法院裁判、特別是「認事用法」的部分，則與其他國家機

關亦以「克盡憲法職責」之理由而介入法院裁判（但被認為侵害審判獨

立），未必有本質的差異，均應予以盡量避免。或如謂大法官審查法院

裁判固有前述疑慮，然而仍在司法審判體系的內部之中，所作成者仍係

一個一體的司法對外表示，因而不能與其他機關介入司法之案例相提並

論。此確可部分地正當化大法官為「裁判憲法審查」，理論上而言似即

亦謹守其「以憲法為基準而為案件審理」的分際，然而如未能合理掌握

其分際（或未附具合理理由者），則現實上必然形成大法官的地位高於

各該專業法院。177如此各專業法院將動輒得咎，「司法院」將花費更多

的心力去調和二者間的對立與緊張關係。178 

175 例如法院就某案件的審理被認為其中有某訴訟行為不當違反人民訴訟權的保

障，而該裁判為大法官所廢棄，同樣的行為於其他法院案件的審理中，是否即

必然同樣地「違憲」？ 
176 參見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以下、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1以下之規定，即其

具有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以取代判例制度。 
177 此一爭點於德國亦有提及者，見Rainer Wahl著，蘇永欽譯，體制改革，載：蘇

永欽主編，同註30，頁492，尤其該文之註15。 
178 就此為另一面向的思考，則當然對質疑採行裁判憲法審查的論點亦應有全盤考

量與論辯，方能理性地得出正反雙方的意見而為參酌。例如蘇永欽，同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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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過多的處理 

就德國採行判決憲法訴願所面臨的另一困境即是聲請的案件量過

多。179德國憲法訴願案件佔所有聯邦憲法法院案件量的95%，每年約有

6,000件新聲請案件，而其中80%至90%乃為判決憲法訴願。180因案件量

的過多而相關的因應，前述「接受」制度的修法即與此有關，且「審查

庭」可作成實體裁判。181儘管德國的（判決）憲法訴願制度被多所讚譽

且為多國所繼受，然於現實上非無遭受批評，論及聯邦憲法法院負荷過

重者已非少數，182甚至不乏有「憲法訴願之氾濫將危及違憲審查整體」

之質疑者。183 
對吾國繼受德國法制所採行的「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於文獻上固

頁143以下，有提及：「……類此的實務已相當常見，顯示普通法院對於憲法

控制的正面思考和積極參與，因此台灣到目前為止的經驗至少證明，對於個別

公權力行為，特別是法院裁判的憲法控制，是可以放心的交給專業法院來負責

的。」本文對此即亦並不完全贊同，蓋是否能僅以（如該文中所舉之）數個案

件即普遍性地如是認為，非無討論空間。本文指陳「裁判憲法審查」之相關缺

失，毋寧是在各界均視此制度為人權保障之萬靈丹的情況下，為不同的論點說

明。亦即在暫持保留態度的情況下，將此一「憲法落實至法院裁判中」的任務

交予大法官作最後的控制，毋寧應謹慎處理。 
179 此見德國關於憲法訴願的文獻幾皆提及此一論點。甚且亦具體論及，「在任何

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地方，這項制度都造成憲法法院的過度負擔。」

見Christian Starck著，呂理翔譯，同註62，第2版。 
180 見Hanno Kube著，陳英鈐譯，同註14，頁210。至於德國因此所提出之減輕負

擔的各種方案，見Rainer Wahl著，蘇永欽譯，同註177，頁503以下的綜合說明

（與引註）。 
181 依聯邦憲法法院的相關統計數據，聯邦憲法法院的實體裁判多為「審查庭」所

作成，每年真正由「審判庭」所作成的裁判僅十餘件。此見聯邦憲法法院之年

度統計數據即可知悉，見網址：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DE/Ver
fahren/Jahresstatistiken/jahresstatistiken_node.html。 

182 綜合性的說明，見Rainer Wahl著，蘇永欽譯，同註177，頁502，及該文註66所
引德國文獻。 

183 Christoph Gust著，石世豪譯，同註30，頁679（及該文註8所引德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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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肯認，然對之有所質疑之處除前述大法官變成第四審外，另一個重

點即是同樣是案件量過多的問題。184此一設想當屬合理，即在聲請釋憲

不收裁判費、 185亦不課予濫訴費用、 186復未採行「強制代理」 187的情

況下，確定終局裁判敗訴之當事人聲請釋憲的機率將大幅提昇，則大法

官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審理此等案件，或許不無疑慮。188 
此一問題吾國先前於2013年大法官法之修法草案未採行裁判憲法審

判制度而為各界所質疑時，司法院即有回應為：「……觀諸我國實務狀

況，每年窮盡訴訟程序之裁判確定案件幾近上萬件，倘若引進裁判憲法

訴願制度，可預料憲法法庭將被指為『超級第四審』，而破壞原有審級

救濟體系及原已穩定之司法內部分工。」 189而未予採行。 190現本法採

184 新近文獻均不乏提及此點者，例如許育典，從憲法訴訟法草案評析憲法訴願制

度，月旦法學雜誌，第281期，頁75以下，2018年10月；程明修，同註53，頁6
以下；張升星，同註132，頁27以下；吳東都，同註167，頁20以下。 

185 本法第22條：「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不徵收裁判費。」 
186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4條第2項：「如憲法訴願或依基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異議之提起有所濫用，或對暫時處分（第三十二條）作成之聲請有濫用

之情形者，聯邦憲法法院得課予最高二千六百歐元之費用。」吾國本法中則無

此規定。 
187 本法第8條第1項：「當事人得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言詞辯論期日，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可知本法即僅在行言詞

審理時方採強制代理的制度。 
188 至於案件量會增至多少現尚無法預測，但如以近3年（民國105年至107年）最

高審級之終審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懲會）的案件量為計算，則

共收件近5萬件，資料來源：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juds/，自

行統計數據，細部引註暫略（最後瀏覽日2019/12/03），而此亦尚不包含非最

高審級之確定終局裁判，就此再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一年5,000件的推估應尚有

根據。且尤其可能在大法官依此而辦了幾件「大案」之後，一般人民或即多認

自己的案件亦屬相同等級且即期待其案件也受大法官的「青睞」。 
189 見司法院新聞稿，回應6月17日民間司改會「人民要『憲法訴願』制度」記者

會，2015年6月17日，引註自林石猛、梁志偉，憲法法庭作為「第四審」？──

論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本質及功能，月旦法學雜誌，第288期，頁44，201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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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一制度，案件量過多難以處理的疑慮當同樣存在：「大法官」十五

人（原則上五個「審查庭」，連同助理及行政業務單位整體）就其工作

的負擔量是否能合理解決？191而此尚不包含受理的案件在實體上更要花

費心力處理，192依此學理上就此普遍所提出之質疑，實則非無理由。 
對此當然司法院會有所因應，例如增加助理員額，193但此可能僅解

決一部分的問題，蓋除形式上案件「量」的增加外，更不能忽略的是案

件審理上「質」的複雜性。即現制之「抽象式」的法規範審查下，對人

民聲請釋憲的案件大法官在審理上原則上抽離該案例事實、主要僅就該

月。此為當時修改大法官法於政策上未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之理由。 
190 而此一舊草案未立法通過，即與草案中未採行「裁判憲法審查」有關。見蘇永

欽，用憲法審查裁判，但不是大法官，裁判時報，第60期，頁16，2017年6
月。 

191 例如以每年可能二百多個工作日、收案三千餘件為計算（論者亦有謂「保守估

計至少開始的幾年可能會有五六千件的新收案件」，見蘇永欽（主持），同註

123，頁172，此分配予五個審查庭，則平均每個審查庭每個工作日約略會收

（分）案二至三件（或甚至超過），亦即等於每天理論上要結案（超過）如此

的案件數量，其工作量之重當不難想像。且亦可一併思考者即：大法官一年能

作成幾個裁判？ 
192 尤其如德國的判決憲法訴願大部分的案件係涉及違反程序基本權利的指摘──

亦即聽審請求權的瑕疵（見Hanno Kube著，陳英鈐譯，同註14，頁210），本

文合理推測吾國亦應如是，即聲請人指摘法院裁判的程序違反聲請人憲法上所

保障的訴訟權（憲法第16條）而違憲。 
193 司法院就此有提出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並經立法通過，其第14條修正為：

「（第1項）司法院置大法官助理十五人至六十人，依相關法令聘用專業人員

充任之；承大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件之審查、爭點整理、資料蒐集及其他交

辦事項。（第2項）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經聘用充任大法官助理期間，計

入其專業執業年資。（第3項）大法官助理之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

等相關事項，由司法院定之。」另行政院亦因應相關司法改革，即提出「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修正草案，並亦經立法通過，第4條規定第三類人員員額

（即司法院及所屬機關人員）最高為15,000人（即增加1,100人）。至於德國為

減輕聯邦憲法法院負擔，亦有建議增加研究助理的人數，見Rainer Wahl著，蘇

永欽譯，同註177，頁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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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終局上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為審酌判斷。但在採行「裁判憲法

審查」的制度後，因為法院裁判的每個部分（程序審理、認事用法、證

據調查及裁判結果等）均可能有涉及違反憲法的情況發生，則大法官在

案件的審理上即必須就（三審）裁判的全部卷證有所詳盡閱覽，助理此

際當須整理相關事實（含原審的審理程序與內容）、就聲請人之主張為

爭點整理、提出法律關係的分析意見，甚至草擬裁判草案（不受理的裁

定理由及受理之理由與實體內容）。就此的工作負擔量即使「增加助理

員額」（且擴張行政編置），在合理的判斷下亦容或無法完善處理。194 
就解決之方法另亦有學者主張「分庭審理」者，即將「大法官」此

一釋憲機關分成二個審判庭，195若係如此確可解決部分問題。然本法就

「審判主體」之規定仍係「憲法法庭」（第一條），在法律未對之有所

分庭的情況下，組織上當難以變動。196另所可能考量者即為──參酌德

國制度──賦予「審查庭」（於一定條件下）有可作成實體裁判的權

限，197然此現亦同乏本法明文之規定而有合法性的疑慮；況由「三名大

法官」所組成的「審查庭」即可對一個案件為實體決定，現實上或亦非

無爭議。 
如前述可能思考的情況在法無明文（或暫難大幅再修改本法）的情

況下均暫時無法解決，且現實上大法官亦難以節制其對法院裁判之審查

範圍，則大法官當會限縮受理門檻，即（隱性地）採行極度的「選案」

制度以節約案源，198亦即前述「憲法（原則）重要性」及「貫徹基本權

194 論者即有謂：法律適用當須結合事實認定方能為綜合評價，即使大法官係屬法

律審亦同，因之大法官為裁判憲法審查時調閱全案卷證應屬必要。見張升星，

同註132，頁32。 
195 吳東都，同註167，頁21以下。 
196 即「審判主體」當應由法律明文定之，乃憲法上「法定法官原則」之要求。而

如法律允許分庭者，此當會再面臨二庭之權限分配，以及如見解不一、須再由

「聯合庭」統一見解的相關問題。 
197 相關建議，見吳東都，同註167，頁22。 
198 所思考者亦即：如果不採行「選案」制度，則面對如此多的聲請案件，有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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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所必要」的要件將會嚴格的闡釋。 199依此當然產生的一個疑問即是

「選案」的標準何在？ 200此具體運作上當難以形諸明文， 201結果即是

由大法官自為判斷決定。在此情況下一般人民的「聲請人」（律師）和

「大法官」之間的觀點容即有所差距，202最後或則該案件在處理上被延

宕多年、或則未被附具明確理由的即不被受理，則為解決案件量過多而

隱性採行「選案」所可能產生的不妥處，實無待贅言了。 
另外問題同樣亦呈現於，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前段有規定：「審

查庭就承辦大法官分受之聲請案件，得以一致決為不受理之裁定，並應

附理由。」依此可想見此一「理由」在不受理的個案中因案件量過多以

及選案無甚標準之故，亦難以有合理的說明，203而相關類似案件橫向關

係間的處理亦不容易有其均衡性。依此結果即可能是，人民聲請釋憲原

則上並不會被大法官所受理，大法官對案件的受理與否亦不會有合理的

標準，在此情況下所倡言之「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是要確保一個無闕

漏的權利保障機制」，即恐言過其實了。 
儘管於德國學理與實務上咸認憲法訴願僅是一個特別的救濟途徑，

聯邦憲法法院亦不因之而成為「超級上訴審」，然現實上均仍引發諸多

他方法可予解決？況第61條第2項之運作結果，（在案件量過多的現實情況

下）當亦會朝向此一方向發展。 
199 甚至可能一個案件即使程序不合法，但大法官仍可選取而予審理。如此當對訴

訟法的規制性當有影響。 
200 除此之外影響所及者亦包含其他訴訟類型的案件，於判斷上亦受影響。 
201 論者如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a條的二種要件，即「憲法上原則重要性」

與「對基本權利的實現係屬適切」，則問題亦非僅如此單純，蓋彼邦的此種規

定有其組織面與作用面的背景，而與吾國係有不同；更遑論此二者並非「程序

合法要件」，國內學理上對之多有誤認，前已有所說明。 
202 例如大法官可能較會關注於重要基本權利的案件（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

而諸如課稅的案件即使侵害人民權利有一定程序的嚴重性，在類似條件下或即

較不會（現實上無法）受到重視。 
203 而此「不受理裁定附具理由」之文句為原先司法院之修法草案所無，係立法院

修法時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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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前述缺失於吾國必然同會發生，尤其在吾國並無如德國相關的法

制基礎下恐將更形嚴重。學理上有綜合整理並有初步提出建議為：大法

官無須處理與憲法問題無關之一般訴訟案件，或無案件量不堪負荷的處

境；大法官亦不得（不必）為事實認定的問題；對案件量的暴增及造成

大法官與終審法院間之衝突，得透過酌增大法官幕僚人力、大法官建立

較嚴格案件篩選制度，及憑靠司法智慧與自制力，可盡量減少與其他審

判機關間之摩擦。 204此等論點當不能謂無理由，然一個如此影響深遠

制度的採行毋寧更重要的是現實可行的問題解決，而可思考者亦即：在

人民權利無闕漏的保障與前述「第四審」之疑慮間是否求取一個平衡

點，以及或有「二害相權取其輕」的思考。在本文所提案件量增多而可

能引發不當後果之情況下，本制度的採行實應有更多（事前）的完整規

劃。205 

伍、制度繼受外本土化的施行困境 

除前述制度上移植德國規定當必然會先面臨與德國相同的疑慮外，

就吾國釋憲體制的運作乃至學理上相關發展為觀察，本文合理推測，此

一「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於吾國更可能會有繼受外的本土化特殊問題。 

一、釋憲組織的更動與「審查庭」的地位 

「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於吾國可能產生德國所無（或不甚嚴重）之

本土化問題，首先即在於釋憲組織（及所引伸之相關）的部分。此次修

204 見林石猛、梁志偉，同註189，頁45以下，所引此等見解之註釋文獻及該文中

的法理分析。 
205 本文所提出的一個思考點是：人權保障是「量」的問題，還是「質」的問題？

在可預見如此眾多案件的情況下，不可能所有案件均被做相同的合宜處理，而

可使每個聲請人的權利保護獲得均衡。如此則一個「建立無闕漏人權保障」的

用語，則僅餘口號上的實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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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釋憲組織上有所變動，主要為大法官改以「憲法法庭」之方式審理

案件，以及明文有「審查庭」的增設，即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司法院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以及第三條

第一項：「憲法法庭得設數審查庭，由大法官三人組成之，依本法之規

定行使職權。」之規定。 
改以「憲法法庭」之方式為案件的審理即係為因應釋憲案件「審判

化」的變革，依此有關者即將大法官法上（第十條）之「三人小組」改

變為「審查庭」， 206且賦予其有對外作成案件不受理裁定的權限。 207

此組織變動有重要意義者當在於，案件的審理更應合於「審判化」與

「訴訟化」的思維；而此現實上的重點亦即，在審理的程序中與現制

（以「會議」方式為之）應有不同者即係「言詞審理」與「評議」的部

分，蓋此彰顯法院對案件審理「訴訟化」的特徵。208然大法官對案件原

則上係書面審理，209爰「評議」即更呈現此種「法院審判」的特質。但

現實上有問題的是，本法中固有「評議」之用語（如第二十六條或三十

條等），惟均僅係單純提及，而未對評議之內容有進一步的規範，且此

亦不在基礎程序準用法院組織法之規定中。210而儘管「憲法法庭審理規

206 此體例上亦應係參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組織。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除二個「審

判庭」（Senat）外，亦於其中各設有數個「審查庭」（Kammer）（國內亦有

譯為「小法庭」者），依據即聯邦憲法法院法第15a條第1項之規定：「各審判

庭於事務年度期間內分設數審查庭。每一審查庭由三位法官組成。各審查庭之

組成人員不得逾三年未變動。」 
207 如第15條第2項之聲請程式不備，或第61條第2項聲請不合「接受」要件者，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208 至於其他如所作成者應為「裁判書」（而取代「解釋」），然此與審理程序較

無關連，即暫不討論。 
209 第25條：「第五章及第六章案件，其判決應本於言詞辯論為之。除前項所列案

件外，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210 第5條：「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司法年度、事務分配、法庭秩序、法庭用語及

裁判書公開，除本法或憲法法庭審理規則別有規定外，準用法院組織法規

定。」則「評議」尚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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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對此有細部規定，然姑不論「十五人」所組成的法庭如何可對

之為合宜的評議規定，現實上亦恐難合理運作。 
在此情況下，「審查庭」在裁判憲法審查案件的審理上即會居於重

要地位。蓋一方面可預期聲請的案件量將非屬小幅地增加，在「選案」

的思維下，絕大多數的聲請案即會由「審查庭」為不受理的裁定；同時

另就進入實體審理的案件而言，如「憲法法庭」現實上亦無法為合宜的

「評議」，為消化案件，即可能主要以審查庭所準備的資料為審理，

「主筆大法官」211的地位即具重要性，如此則「憲法法庭」的案件審理

即無法真正合於本法之所以修改所欲達成「法庭化」與「訴訟化」的要

求。 
如「審查庭」於釋憲案件的審理上──不論在程序及實體上──既

居重要地位，「三名大法官」（尤其主筆大法官）對案件的審理即具重

要的影響力，依此問題亦會在於，「各審查庭」間對案件如乏橫向的聯

繫或觀察，當即形成在處理上的標準不一。例如對類似情狀的案件，某

審查庭認為具有憲法上重要性而應接受（受理），另一審查庭卻採否定

看法。212除此之外「審查庭」與「憲法法庭」間亦可能對案件審理的意

見並不一致，213即使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三項固有規定：「前項一致決裁

211 本法第33條第2項：「判決書應記載參與判決之大法官姓名及其同意與不同意

主文之意見，並標示主筆大法官。」 
212 當然可能考慮的解決方案，即大法官對程序案件的審理先為整體性的過濾，例

如先由各審查庭推派大法官為代表就全部的案件審核之，即可避免審查庭各自

為政或標準不一的情狀。但此當另外涉及組織合法性及細部審理程序如何規定

的問題。 
213 或亦可能發生第32條第1項的情況，即：「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

庭應裁定不受理。」然現實上因此一內容未臻明確、且裁判憲法審查的聲請案

件在事實情狀上亦可能與「審查庭」有處理之「具憲法重要性，或貫徹聲請人

基本權利所必要」的情形有所衝突，爰於法條解釋與適用上或生意見不一之處

理方式的爭議，或何一「審判主體」有權對之為不受理的疑慮。以及現實上的

處理情形亦可能是：如憲法法庭（多數法官）認該案件不應受理，則案件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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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成後十五日內，有大法官三人以上認應受理者，由憲法法庭評決受

理與否；未達三人者，審查庭應速將裁定公告並送達聲請人。」即有二

者意見不一致之解決機制，但如在案件量過多的情況之下，亦恐難完全

以依此而處理。 
依此所重要且根本之衍生問題即為「審判庭」（「憲法法庭」）與

「審查庭」的權限劃分，此不僅在法律面的規範，事實面二者的互動可

能更屬關鍵。吾國就此相較於德國在法規範層面之不同者，即德國「審

查庭」有作成實體裁判的權限，為數眾多的憲法訴願案件均由「審查

庭」所處理，真正由「審判庭」作成實體裁判者1年約略僅數十件， 214

爰其二者間之爭議情狀即與吾國有所差異。而依本文觀察，此根本上即

前述參酌德國制度中「接受」問題的延伸，即現實上吾國因大多數的聲

請案件應均為「裁判憲法審查」，爰可想像即多係由「審查庭」為「不

受理」（不接受）的處理。215但「審查庭」與「憲法法庭」的互動當更

可能因為案件的複雜性而有不同；而亦應注意於組織上「審查庭」固屬

「憲法法庭」的內部組織，但在審判事務上前者卻非屬後者「下級

審」。因之如二者對案件受理的意見不一，而又非屬前述第十五條第二

項或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情況、爰無法依同條第三項為處理者，216則在

案件屬性紛雜的情況下，將衍生「審查庭」與「審判庭」在案件分工上

的紊亂。 

再由審查庭重為考量，而最後（以一致決）為不受理的裁定，處理上較為簡

易，此固未必違法，但亦突顯二者間互動上的問題。 
214 同註181之說明。 
215 即依第15條第2項為程式不合的不受理，或依第61條第2項認案件不具有憲法重

要性或亦非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而不受理。 
216 例如「審查庭」認為聲請不合程序要件而欲裁定不受理（第15條第2項），但

「憲法法庭」有不同意見，此際依法條文義似無法適用第61條第3項為處理，

而理論上應於「憲法法庭審理規則」（本法第4條參照）中明定之。然如未有

明文、或此種關於案件受理意見不一之態樣甚為繁多，即會產生權限分配上的

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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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紊亂外界當無法得知，然卻具釋憲程序處理上的重要性，即

「法定法官」原則與釋憲之正當程序的要求。如本法之立法係以「審判

化」與「訴訟化」為重要的基礎，則此一在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中可能產

生的問題，將對此一目的之達成有所影響。 

二、「案件受理與否」之標準建立與合理說理的可能性？ 

一個超脫於所繼受之德國制度、而為吾國「裁判憲法審查」施行的

可能困境，即可能是在法條規範有誤以及現實考量的情況下，對案件的

受理與否應難有建立標準或合理說理的可能性。 
就德國之「判決憲法訴願」的案件，其聲請案件是否合於彼邦之聯

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三a條之「接受」要件、（且在合於程序合法要件

後）進入實體審查，彼邦學理及實務歷經數十年的發展，當已約略建構

出合理的內容。217同時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三d條第一項第3句「憲法

訴願接受之拒絕無須附具理由」，218因之儘管有質疑聯邦憲法法院對判

決憲法訴願受理（接受）的標準不一且相關程序並不透明，219但因此一

規定之故，所附具之相關簡要理由，至少可達成一個初步的客觀性與明

確性的要求。 
而吾國外在情狀有所不同者即如前所述，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所

規定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接受」（受理）之「憲法重要性」以及

「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之內涵並不明確，甚且在實務運作下應

會變成一種「選案」的制度，就此已先超脫所繼受之德國制度的本旨；

217 Vgl. 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2013, 
§ 93a, Rn. 81 ff. 有詳盡整理：相關中文引介請參閱，吳信華，同註131，頁17
以下。 

218 然此部分依聯邦憲法法院的實務運作，現多傾向於原則上有所附具（即使是簡

要的「主文式理由」[“Tenorbegründung”]），vgl. Benda/Klein, aaO. (Fn. 15), 
Rn. 446. 

219 相關批評尤其參閱Benda/Klein, aaO. (Fn. 15), Rn. 441 ff.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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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大法官對聲請案件不為「接受」或認為不合程序要件而不受理，當

應作成駁回的「裁定」，就此即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規定：

「審查庭就承辦大法官分受之聲請案件，得以一致決為不受理之裁定，

並應附理由……。」此於法理上固無疑問，然而現實的問題應是：可想

像在案件量不在少數、且其中絕大多數不會被「受理」的情況下，對之

如何附具合理的理由？ 
「附具理由」之用意當在於一種國家行為公開透明的表彰，藉此而

可自我審查、建構國家行為的合法（理）性與接受度的提昇，以使人民

權益獲致保障。然在可預期案件量過多的情況下，現實的情況即可能會

是：大法官對受理的案件（於最後的裁判中）當會說明其案件有如何之

重要性或係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而姑不論此等於個案中的說明

是否妥適，220但對其他未予受理的案件現實上當無法有合理說明，依此

而一個「選案」的標準現實上即難以建立，長久以降大法官對案件的不

受理（欠缺「憲法上重要性」等）難以提出一個明確的說明，則案件的

受理可能只是取決於大法官的主觀價值判斷。依此結果即是：絕大多數

的案件不會被受理，而其中復有相當比例的案件並非程序不合法，但卻

不知道何以不具備「憲法重要性」以及「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

220 如舉現今實務案例為說明，參考釋763，其理由書第一段有論述為：「……惟

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漏未規定徵收後之通知義務，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

訊，俾判斷是否行使收回權，侵害其於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確具有憲法原則

之重要性，依本院解釋先例（本院釋字第477號、第747號、第748號及第762號
解釋參照），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

爰予受理，作成本解釋……。」即認本案具有「憲法原則之重要性」，且依

「解釋先例」之運作，而合於法條上所定之程序合法要件。然實則本案程序合

法性尚有討論空間，且大法官法之現制並無以「憲法原則之重要性」為案件受

理的程序合法要件之一；同時本案所論及之「憲法原則之重要性」的說明實則

理由亦不充分，而僅係「結論式」的用語。依此，如大法官於裁判憲法審查的

裁判中亦僅為此等論述者，實則幾等同於未有任何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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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質受理」的要件。221此除有礙法院審判的明確性與安定性、相關

聲請釋憲之人亦無法獲知其可能的標準外，就「裁判憲法審查」之設置

係在於「建立一個無闕漏的人權保障制度」，恐亦有所扞格。 
如此則人民聲請釋憲可能變成一種運氣，對釋憲制度的長久發展當

有不利影響。大法官也不會直接告訴人民，可能超過95%（或甚至更

高）的案件不會被受理；而現實上過低的受理比率，也實在不能謂是一

種「無闕漏人民權利保護制度」的建立。國家大張旗鼓地宣揚此一制

度，人民對之必有所期待（一個正義的實現），但在案件幾難被受理、

甚且亦不會被附具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必會有所失望，運作失衡的結果，

其不當之處即亦顯而易見了。222 
附帶說明者為，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對不受理案件「應附理由」

之文字乃為原先司法院所提本法草案中所無。223對不受理的案件是否須

附具理由，當應在「正當程序」、「有限的司法資源」以及「訴訟權保

障」的均衡思考下，而包含「對受理的案件」敘明該裁判有何重要違憲

之處以及對「不受理的案件」附具理由地說明何以該裁判確有侵害聲請

人的基本權利、但又係基於何種理由（案件不重要？）而未予受理。儘

管因案件量過多而所能附具者僅係簡要的理由，但仍應有所注意，此對

未來裁判憲法審查理論與實務的發展具有本土化的重要意義，當毋待詞

費。  

三、憲法實體法理的路線爭執對本制度施行的影響 

就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之繼受德國，一個尚無涉釋憲的組織與程序規

221 或即使大法官有說明理由，或亦應僅係幾近一個「結論式」的用語或例稿。對

案件不被受理的聲請人而言，其所獲得者可能僅是一個幾近空白的回覆文件。 
222 此外所涉及的另一個情況亦可能是：單一的審查庭對個別案件能否有合理的說

理已屬疑問，各審查庭間對案件一致的標準能否建立，則可能問題更大，前已

有所論及。 
223 所考量者當一方面係案件量過多之故，另一方面當係參酌德國前述規定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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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卻是──至少本文以為──本制度施行良窳的一個可能重要本土

性的關鍵因素，即是吾國憲法學理發展的現實情狀，乃至與此有關的路

線爭執。 
此問題申言之，如果裁判憲法審查是對「法院裁判」以「憲法」為

基準而進行審查，則所面臨的二個實質重點問題即是：該「裁判」須有

憲法上可予評價之處，以及實際為評價時詳實地為憲法法理的論證。就

前者即係應注意「違法」與「違憲」之區別等相關問題，前已有所論

述；後者實則即涉及憲法實體法理的認識與論證。而依本文的觀察，此

部分於吾國法學的發展尚非完足或合理，具體情況即呈現在於，就吾國

憲法學理的發展現多因襲他國法制，而由於學者所學背景有所差異，因

而衍生對憲法上的諸多概念及內涵理解尚莫衷一是。 
就此觀察吾國憲法相關文獻即可知悉，論者多以其熟悉（留學背

景）之國家以為吾國憲法的比較對象，此固有豐富吾國憲法內涵的實

益，然亦可能有基礎不同以致有所爭議的情況。如以涉及裁判憲法審查

重要實體內容之吾國現今的學理發展為例而說明，就基本權利之內涵、

乃至所延伸之「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的審查，因襲德、美、日之

（不同）理論者所在多有。224此問題不僅於實體面，即令程序面的理論

亦復如是；225而此於釋憲實務上即亦明確呈現於，大法官在諸多問題的

論證上或則片面截取他國理論，226或者因襲他國未必適切之法理而為論

224 此如對吾國憲法學理發展有所認知者，當即可明確觀察至此一現象；或閱覽大

法官解釋中不同背景大法官之意見書有關部分的論述，亦可知其梗概，即不同

（留學國或所學）背景之大法官，於論證相關具體問題時之法理差異性。 
225 舉具體之例，裁判憲法審查第61條第1項之「接受」制度係因襲德國，但因案

件量過多而終會變成「選案」，結果即會多方因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相關制

度，大法官（「憲法法庭」）最後有可能變成「選案法院」，對釋憲程序的正

當性及法理適用，當均會有所影響。 
226 例如大法官於為數不少的解釋均有提及「制度性保障」或「人性尊嚴」之用

語，且或以此作為解決該問題之基礎，此明顯係受到德國法理的影響，然於各

該解釋中從未對此等概念有合理內涵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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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227更遑論吾國對他國理論之認知是否精確，以致可合理地為吾國所

適用。 
於此情狀如對應於大法官就裁判憲法審查案件的審查，則不論於程

序面或實體面當均有所影響。程序面影響所及者即是對二個「接受」要

件會以不同國家的法理闡述，228以致其內涵及操作標準更難合理形成。

同時於日後憲法法院的裁判書將採行「主筆顯名」制度，姑不論此一制

度之良窳，229「主筆顯名」的結果必然是於裁判書中會彰顯有個人的風

格，即亦可能呈現各國不同的憲法理論，而是否有助於個案的說理論

證，實則均有待觀察。 
本文的綜合看法是，如對憲法的內涵不為合於法理的開展論證、而

習為外國法制的因襲，在論證上則更會慣行地採行以憲法的抽象價值貫

穿於各個法律領域中的思維，當亦必然容易產生泛憲法化的思考，而可

能破壞原本各該專業法律的法理論證。此不當者當顯而易見，蓋憲法固

作為一種客觀理性的價值，但其內涵尚非具體明確，在具體的套用上亦

難有明確的標準及界限可言。如此即予操作者有較大的空間，可將其所

認為之「憲法價值」印證套用其中；而裁判憲法審查的案件均涉及基本

權利，操作者即須對其內涵為相關論證，如大法官於個案中過於依賴他

國相關學理（而乏對案件本身的理性論證），則思維上當可能對憲法基

本權利的價值予以極大化的展現，不但可能使相關內涵更加抽象，憲法

介入一般的法律也就可能更加頻繁，此未必為個案論證之必要處理

227 如對由美國法所引伸之各種基本權利的審查標準，例如釋744，化粧品廣告的

事前審查，若被界定此屬「商業性言論」，依彼邦理論即不致為「嚴格審

查」，而本解釋恰屬例外，因而引發諸多大法官於其意見書中論及是否有「審

查標準改變」的問題，本文以為殊無必要。 
228 尤其可想見德、美不同國家背景之大法官即會以各該所較為知悉之理論為說明。 
229 即本制度乃因襲2013年草案而採行（舊草案第33條），係為加強釋憲效率而

設。本法予以承繼，然並無配套措施（例如裁判書之理由部分是否仍有拘束

力？），後續情狀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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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230 
在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情況下，此一法秩序普遍的憲法化實則

某種程度係憲法最高性的展現。而欲採行「裁判憲法審查」以為人民權

利無闕漏的保障，當須以厚實的學理作為後盾，在前述吾國憲法的諸多

理論繼受他國尚非充分、且甚且有路線爭執的情況下，大法官對裁判憲

法審查案件的審理，不論是案件受理與否的程序裁判或實質內容的實體

裁判，均可能對吾國憲法理論的發展引發更多的紛爭論辯。 

四、其他現實面問題 

「裁判憲法審查」的制度的立法，除前述法規範面向上各種繼受德

國及本土化自有的疑慮外，更有相關現實面向上的各種問題，即此一制

度之實施尚賴諸多配套，或方能較竟其功。 
首先的一個現實面的問題即為，裁判憲法審查的制度欲有效達其成

果，大法官的「助理」應居於重要地位。助理之法律依據原為司法院組

織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司法院置大法官助理十五人，依相關法令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大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件之程序審查、

爭點初步整理及資料蒐集等事務。」，現則修法為「十五人至六十

人」，231即未來每一位大法官可能配置有最多四位助理。姑不論助理與

其所屬大法官之互動情況， 232其工作內容原則上即如前述規定所言，

「協助辦理案件之（程序）審查、爭點整理及資料蒐集等事務」。而在

230 質言之，論者可能將國外相關理論作為解決吾國問題的大前提，而不論吾國本

土的案例情狀是否相符。 
231 見同註193。 
232 即法條上已有「承大法官之命」，現實上各大法官風格不一，與助理的互動及

助理所協助的事務當亦有異。就助理之聘用及其與大法官間之關係，可參見張

宏誠，魔法師的門徒：從美國經驗看我國大法官助理制度與審理案件程序之興

革，臺大法學論叢，第45卷第2期，頁501以下，2016年6月，有不同面向的詳

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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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憲法審查的制度採行後案件量合理推測會大幅增加，而此當係由各

助理為初步過濾的工作，則首先當有疑慮的是，其在「量」的部分能否

負荷？233儘管司法院亦因應而有增加助理人數，或依司法院組織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234調派法官協助（擔任助理），然現實上是否即能如理想地

增加助理人數（或應增加多少人為宜），當仍非如想像中容易。235 
與前述有關者，本文以為更屬現實上會面臨的問題即為對案件實質

判斷的「質」的部分。亦即在為數量眾多的聲請案中，其中固不乏亂行

聲請或顯無理由的案件，然而亦必然有相當比例的案件須詳加檢視後方

能有所判斷。而此──姑不論所應閱讀卷證及文件的數量如何──當以

有合理分析法院判決且具憲法意識而能擷取爭點的能力為前提，然──

參酌前述本文對現今法學教育中憲法思維與認知的保留態度──此並非

易事，236更遑論助理工作穩定性與待遇亦屬變數，如更迭過於頻繁，當

233 如以前述註191之數據為推斷，每個審查庭每個工作日約略會收（分）案二至

三件，而此當由助理先為閱讀相關資料並整理爭點等處理，如此是否有可能為

合宜的處理？（而此尚不包含尚須處理進入實體審查的案件） 
234 原條文為：「司法院因大法官審理案件需要，得調實任法官至司法院協助辦理

案件之實體審查、爭點分析及裁判書草擬等事務。」現修正為：「司法院因大

法官審理案件需要，得調實任法官至司法院辦事，承大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

件之審查、法律問題分析、裁判書草擬及其他交辦事項。」 
235 蓋以司法院之現況，各級法院均甚缺人，何獨增加人員至司法院大法官書記

處？或即使增加助理，以前述之每年可能的聲請案件，應增加多少助理方可均

衡地處理案件？而如司法院增設諸多人力（及花費相關成本），結果卻是可能

超過95%（以上）的案件不被受理，且更使大法官釋憲的工作更為繁雜，則是

否合於效益？而涉及司法院人力的問題論者亦有相關論點提及（見梁宏哲，

「裁判憲法訴願」座談會（同註123，頁180），有務實論點為：姑不論人力增

加是否可能，如一位大法官調派二位實任法官作為助理，則將有能力可以審查

三審判決的法官處理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則可能掏空一、二審的諸多菁英法

官。 
236 本文的基礎論點是：以吾國現行的法學及司法教育，能夠合理閱讀法院判決、

並從其中精確掌握憲法爭點的法律人，應該不會太多，更遑論其是否有意願

（有機會）擔任大法官助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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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其負面效果。或另一種情況即如前所述者，在案件眾多、大法官不

堪負荷的情況下，必然採行嚴格的選案制度，僅有極少數的案件方會進

入實體審理，如此當然助理的工作量會有所減輕，237但實則與裁判憲法

制度設立的本旨即有扞格。 
儘管助理的工作並不違反「審判獨立」與「法定法官」原則之要

求、助理亦有可能提昇或深入裁判的法理基礎，238然整體而言即回到先

前本文所提者，對案件的處理情狀復與對憲法內涵之理解有關，239而此

部分問題之根源或仍在個別的大法官本身，即其對前述相關程序、實體

及現實面向的各種問題，有如何之認知或採行如何之態度。 
就此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每人四名助理、240且均為法學教育有

相當訓練的法律人241，而仍會有案件量過多不堪負荷的相關疑慮，則吾

國釋憲的情況只會更加嚴重，而此當然影響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施行的

237 亦即相較於完整地整理案件事實及爭點而為分析，在此種情況下即會先以對案

件重要性評價之「結果取向」的方式篩選案件，決定是否「受理」（而對其他

擬不受理的案件再來找可能的理由）。 
238 就吾國現制運作而言，如大法官均以合議（或本法生效後的評議）作成解釋

（裁判），則當不致有如德國之「由學術助理作成裁判」的批評、或「協助與

裁判分界限逾越」的擔憂，Vgl. Lenz/Hansel, aaO. (Fn. 139), § 90, Rn. 38 f.（及

其所引德國文獻）。就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中助理功能的實證研究，可參閱Uwe 
Kranenpohl著，黃耀宗譯，同註32，頁97、181、321、491等，有詳細的重點

說明。 
239 即：如何以「憲法」（而不是一般的法律），去認定（判斷）一個法院裁判有

問題？ 
240 而院長則多一位，爰共有65名學術助理。Vgl. Burkiczak/Döllinger/Schorkopf 

(Hrsg.), aaO. (Fn. 21), § 1, Rn. 39. 惟論者亦有提及，因為學術助理亦有非全職

工作者（Teilzeitkräfte），爰幾均有近70名的助理存在，Vgl. Lenz/Hansel, aaO. 
(Fn. 139), § 90, Rn. 32. 

241 就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助理一部分為各級法院之法官，其餘亦有律師及行

政官員，以及大學的學術助理。而本文以為重點尚非其原先職業，而毋寧在於

德國的法學（憲法）思維不會有吾國前述的路線爭執，從而僅以合宜之憲法法

理為相關問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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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242 
此外一個與公部門無關，但可能就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施行有（正

面或負面的）影響者，即是本制度下律師的角色。儘管本法並未採行

（律師）強制代理，立法上是否應為此或屬兩難，243現實上如此一制度

之「建立無闕漏的人權保障」的用語已廣為人知，則當事人在確定終局

裁判後再提起裁判憲法審查的可能性當會大增。244然現實上案件被受理

者僅是少數，律師或則最初信誓旦旦地對當事人表示終局裁判確定後現

在可以聲請釋憲了（合於程序要件），但如被不受理卻也無法對當事人

合理地說明理由，因為可能大法官自己也不會清楚。如此則當事人必然

將此一不公平的源頭指向司法院，對此一制度的合理施行當非善事。245 
而律師就此具有正面功能在於，如律師確能為當事人的聲請釋憲撰

寫出一份好的聲請釋憲書，亦即尤其對案件的「憲法重要性」或「貫徹

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之內涵合理論述，或對本案該裁判有如何之憲

242 即依司法院前述採行「裁判憲法審查」的配套之一即「增加助理員額」，而此

尚屬「個別大法官」自己的控制範圍，而同一個「審查小組」的其他大法官能

否配合（法理思維是否相合致），則更屬未定之數（如此「組織上」的調整又

或屬必然了）。因之即使是增加助理員額至四名，則不論對個別的大法官本身

抑或助理，均是極其沉重的壓力與負擔。 
243 「裁判憲法審查」之用意本即在於救濟人民為法院裁判未注意遵守憲法而所受

之侵害，因之放寬聲請釋憲的標的及於法院裁判（的任何部分），如現再採行

（律師）強制代理，則或復使此一美意大打折扣──人民此種損害的救濟是要

相當成本的。況此一配套制度設計的原意在於使聲請釋憲書的品質可予提昇而

有助於大法官對案件的審理，同時或亦間接地抑制案件數量。然就前者而言，

不可忽略的是既可能質變為（並無標準之）「選案」結果，則當不會因為釋憲

書品質的提昇而即使此一救濟管道的運作有所活絡，尤其在大法官對不受理的

案件可能不會附具太詳盡理由的情況下；就後者而言，則與採行「裁判憲法審

查」制度之本旨相扞格──既放寬聲請卻要強制代理。 
244 尤其可能在律師的鼓吹之下：現在已經有「裁判憲法審查」此一廣泛的救濟制

度了，何不試試？ 
245 但當然現實上也未必能期待律師告知當事人：受理的機率很低，是否考慮不要

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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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爭點上的疑慮詳實論證（而不是泛泛地以憲法抽象的價值加諸其

上），如此當必然有助於大法官對案件的審理， 246特別是協助大法官

「選案標準」的作成會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律師於此如定位為人民與大

法官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中的橋樑溝通地位，或亦不為過。 

陸、「裁判憲法審查」的未來 

一、制度繼受困境下的展望 

「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於吾國繼受時的先天條件已非充分，復有吾

國施行之後天的本土化困境，然主事者推行此一制度，似未注意早期司

法院所提出之相關疑慮，247司法院雖有就「是否成為第四審」的部分提

出相關研究報告，然亦僅係德國學理的考證探究，248對此是否、以及如

何可適用至吾國（而解決相關疑慮），則未見進一步的分析。而對學理

上所普遍質疑之「案件量過多」的問題，則除現實上欲增加助理外，亦

似未見之有其他具體的作法。249本文認為在此等問題均未有合理解決之

前，此一制度於吾國的施行恐有相當窒礙。 
但社會大眾或許並不會瞭解此一困境所在，尤其不受理的情況──

除案件當事人外──對外界而言只是一個統計數據。反而可能的是，因

為案件來源增多，大法官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選擇「經典」的案件作成

解釋，獲得各界喝采且彰顯此一制度的必要性，且亦突顯其「憲法守護

者」的地位，現實上一般人民的權利並未因此而真正容易獲得保障。 
或許一個思考「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根本問題是，吾人究竟欲透

246 而此當亦衍生議題為律師就此部分的在職訓練，應有所強化。 
247 參閱同註189；或綜合性的說明見本文所舉蘇永欽教授相關文獻之論點。 
248 即同註55之研究報告。 
249 當然就此可能於「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中有具體對應的規定，就此尚待正式立

法後方能再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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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一制度而達成何種目標？首先如立法理由所言之，主觀性思維之

「人民完整而無闕漏之基本權保障」，本文認為此恐難合理達成，前已

多所說明。而如以憲法客觀化的角度，或可思考的是藉由裁判憲法審查

而可匡正法院的憲法意識。就此亦即，在裁判憲法審查實施後，各級法

院或應會先有意識為，其裁判可能之後被提起「裁判憲法審查」，因而

於其裁判時更注意憲法的解釋與適用，或將憲法意旨貫穿於其裁判中。 
然對此本文亦實無由為正面性的肯認，因為首先固然對憲法的檢視

落實首先係專業法院、而非釋憲機關的任務，然而畢竟各專業法院於案

件的審理上主要所適用者仍係各該一般實定法律，如對此未先有合理的

解釋與適用、而即以憲法價值加諸其中，則實則可能即如本文所多次強

調者，僅為操作者個人價值判斷的展現。250此外如前所述，裁判憲法審

查聲請案件的不被受理於未來應屬常態，儘管有案件為大法官所受理並

作成實體裁判，在整體比例上亦屬少數；即使此一裁判被大法官所宣告

違憲，終究具特殊性；裁判的被宣告違憲對法院的感受而言，可能應即

如同一個法官的裁判被上級審撤銷般。251而如大法官憲法裁判的理由未

具合理性者，則對專業法院的法官而言，或許只是認為大法官以抽象的

憲法價值強加其上，而純屬見解不同的問題。 
與此有關者，大法官對在「裁判憲法審查」中宣告違憲的裁判，其

相關論述與見解恐亦無法對各級法院其他相類似的裁判，引發憲法意識

的教化（或警示）作用。252蓋即使法院的裁判適用同一個法律，然相互

250 然就此當然涉及的一個問題是，憲法作為國家的最高法律，且法官有依憲法審

判之義務（憲法第80條），則憲法當應貫穿於法院對案件的審判中。然此當非

不論一般實定法律的合理解釋、而僅以上位的憲法價值強加其中，如此殊非合

宜的憲法理解。 
251 當然如果這個法院是「終審法院」所作成的，當引發「最高」之外還有「更

高」法院的疑慮，即前述釋憲機關成為第四審的相關問題。 
252 不同之較屬正面的看法，許育典，同註184，頁74，有論及：「一旦將憲法訴

願制度引入，法官就必須在判決中正視憲法價值體系的影響，不然可能會被認

為判決違憲而遭廢棄。」有引註廖元豪教授之見解（憲法訴訟法草案的幾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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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案例事實當不會完全相同，即使其中確有裁判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則其理由是否可適用於其他類似的案例，恐亦有所疑問。253或以現實情

況而言，未來「裁判憲法審查」的案件應將有相當部分係涉及「法院程

序違法」──即指摘法院審理的程序上行為違反憲法所保障的訴訟權

（第十六條）。但此種法院程序違法的情狀不一而足且嚴重度亦有差

異， 254或可能係先違反一般的訴訟法律，而原則上有其法定的救濟途

徑。於如何之情狀下更屬「違憲」而可聲請釋憲，實則並不容易有一致

的標準。 
「裁判憲法審查」的制度，如果確如其立法的一個理想目的所言，

欲藉此而建立一個無闕漏之人民權利的保障制度，其背後的實質意義應

更在於，藉由釋憲機關對法院裁判的審查，而能夠使專業法院於個案中

落實憲法意旨，從而依此而導引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然此卻有一個基

礎性的情況在於，如果法院的憲法思維因為裁判的被憲法審查而即可

析──從「活化憲法」的角度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149期，頁44-45，2007
年10月）。 

253 例如日後裁判憲法審查可能有不在少數的案例是關於政治性言論的案件，例如

此等言論的行使被法院處以刑罰確定（侮辱公署罪，刑法第140條第2項；或毀

損公物罪，刑法第138條）。即使大法官於其裁判中宣告「法院判決（於解釋

及適用刑法條文時）未注意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則此對其他法院審理的類

似案件，能否即有所適用？ 
254 更遑論其情形可能實則係屬「違法」而無涉違憲問題。或則如法院的訴訟行為

「無涉違法、但卻違憲」者，則依本文先前所述，其問題更形複雜。對此參酌

德國學理論述，對「法律上聽審」（基本法第103條第1項）受侵害之憲法訴

願，則聯邦憲法法院以下述三種的途徑以避免釋憲程序的氾濫：首先減低於一

般法律聽審規定之違反時的審查密度，於此法院判斷於個案中「該憲法上所保

障之法律上聽審是否係以絕對必要之程度」而受侵害；其次，法院強調憲法訴

願的補充性原則，並且要求各專業法院就所發生之基本權利侵害在所有訴訟上

各種可能性之窮盡下加以排除；最後就此加強，對涉及以法律上聽審受侵害為

基礎所提出之聲請，不予接受為裁判。當然此受到相關批評，Vgl. Voßkuhle, 
aaO. (Fn. 15), Art. 93, Rn. 60及其Fn. 297、295所舉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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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地）導正，則背後的原因應該不會只是相關個案裁判予以簡單認

事用法的作成即可達成，而更毋寧在於專業法院有正確的法律思維、以

致憲法意識即容易地貫穿其中。而此當有賴於一個對法學正確的理解與

訓練方能盡其功，以個案的憲法判決欲為此種導正，毋寧是緣木求魚。 
在前述情況下，我國採行「裁判憲法審查」，於制度移植的正當性

與必要性即有先有不足，255就施行的各種必要配套措施似亦未見充份準

備，相關國內發展的學理亦暫應無法提供充分支援，甚或個別的大法官

面對此一新的制度亦須重新調整，256在此情況下──至少短期之內──

本文對此一制度之施行實無樂觀之理由。 
至若施行既久，本文以為具關鍵者仍為「案件量過多是否能合理解

決」，蓋此直接涉及大法官釋憲的工作負擔、乃至有關者即對裁判憲法

審查案件的處理情狀。257而另外在隱性的部分或尚無法直接觀察確認、

但實則影響重大者，即「法律案件與憲法案件的區分」，蓋此涉及引發

大法官成為「第四審」之疑慮，以及泛憲法化思考對一般法秩序的不當

影響。 
本文提出即如上的評估與展望，以待日後印證；或如有可能更予修

法，當能使吾國的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更為完善。 

255 再補充簡單之例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4條第2項有對濫行提起憲法訴願

者得課予2,600歐元的濫訴費用（Missbrauchsgebühr），則吾國何以在移植彼邦

制度時不一併採行？其理由應在於此恐未合吾國國情而將引發反彈，而非在於

其減輕負擔之效果有限（此於德國的效果未如預期的說明，見Christoph Gust
著，石世豪譯，同註30，頁702）。如就此一爭點會有配合吾國國情的考量，

則何以在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移植時，就相關不難預見的缺失併為類此之思

考？ 
256 應注意本法尚有諸多變革，例如諸多程序上的細部規定，或尤其「主筆顯名」

等新的程序與制度，大法官均須有所適應，所面對者不僅裁判憲法審查的問題

而已。 
257 而如此類型的案件無法合理解決，當應注意尚有他訴訟類型的案件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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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施行的其他可行配套 

(一) 本法各種效率提昇規定之討論 

本法主要的修改固在於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採行，然依本文所述，

此一制度實則問題甚多，然現欲再為修法廢除實則應已無法想像。258解

決之道仍應朝核心問題所在的情況思考，此首先即「案件量過多應如何

解決」。 
對此本法的制度設計乃為前述第六十一條的「受理」（「接受」）

制度，而最後實質上將變成一種「選案」的結果。而如欲減少案件量，

於源頭──即人民端的部分──或可考量者即徵收裁判費、課予濫訴費

用，乃至採行「（律師）強制代理」，然此現實上均少有實現的可能

性。259 
另立法上曾有的規定是，即司法院草案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聲請

裁判憲法審查，以聲請人曾於審級救濟程序中主張違憲事由者，始得提

起。但構成違憲之情事係確定終局裁判所致，而聲請人不及主張者，不

在此限。」即所謂（類似）「失權效」之規定，而於正式立法時被刪

除。本文以為此亦無助於案源的減少，蓋如確有此一規定，一般法院之

案件當事人當即會在法院的審理中為相關主張，以求預留未來聲請釋憲

的可能性；然該等憲法上的主張原則上對專業法院案件的審理並無助

益，反而或會延宕時效；況此一規定之內容亦不明確，大法官是否確會

依此要件而真正為案件受理與否的判斷，實亦不無疑問。 
因之在「疏減訟源」部分，既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則恐難期待

案源會自然下降。除非在施行既久後，因大眾注意至大法官對案件不受

理的原則性，因而即無聲請釋憲之意願。然此繫屬於不確定的因素，且

258 如修法之際大張旗鼓地宣稱此一制度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有重要意義，則不論在

本法生效之前或生效之後，至多亦僅可能為細部修改（增加配套措施），而不

可能根本廢除。 
259 即現實上如採行此等制度，人民當會有極大的不滿與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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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吾國民情，此一情狀亦無法預期。 
而在後端、即提昇裁判作成的效率部分，本法的相關配套措施除前

述可能的「選案」及「增加助理員額」外，另有「降低表決門檻」260以

及採行「主筆顯名」，但此相對於案件量過多的難題均恐助益有限，蓋

此二者──姑不論可能產生的相關法理上的疑慮261──主要均在於解決

案件「實體審理」的效率問題，但對採行「裁判憲法審查」較多的難題

在於為數眾多聲請案件的程序面判斷（尤其不被受理之附具理由等所產

生的影響）──即此等案件實則程序要件均屬合致，僅大法官確實無法

對之為實體上處理，此等相關配套措施固有其用意，然並未真正對症下

藥。 
至於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仿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四條）

所規定之「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似亦

屬較簡易的處理程序，而或可解決案件量過多的情況。然在如本法第六

十一條第一項之「接受要件」的過濾下，本規定應較少有適用的可能

性，爰亦不予討論。 
綜而言之，在裁判憲法審查的採行下，本法中現行相關規定尚無法

有效解決本制度所帶來的不利情狀，而或應由本法外其他的制度建立為

思考。 

(二) 德國「一般登記制度」的參酌 

在案件量過多的情況之下，毋寧或可在細部制度上有所變動設計。

260 第30條：「判決，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

評議，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而較大法官法第14條之「三分之二」同

意為低。 
261 依吾國大法官組織及釋憲法理，是否允許／適合採行「主筆顯名」制度？又降

低表決門檻是否可能造成與立法者間之權力分力思考下的對立，以及確能增進

釋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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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暫不涉及修改本法、在「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中可新增規定者，262

即就「裁判憲法審查」的聲請，對若干顯無理由的瑣碎案件，應可以較

簡易的程序處理。263如謂吾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係移植德國，彼邦於釋

憲程序的審理上有所謂的「一般登記制度」（“allgemeines Register”），

即聯邦憲法法院處務規程第六十三條以下規定，呈遞至聯邦憲法法院之

聲請，若不涉及法院之行政事務或亦非依聯邦憲法法院法之相關規定而

屬許可者，應載於一般登記並作為司法行政事務而處理（聯邦憲法法院

處務規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句）。264而同條第二項第一款即特別規

定一般登記中亦得包含：「一、就憲法訴願之接受不予考慮（聯邦憲法

法院法第九十三條之一），因其程序顯不合法或在聯邦憲法法法院裁判

之審酌下顯無理由。」 
此一制度亦即對人民聲請憲法訴願之案件以較簡易的方式處理。即

於德國，一個聲請釋憲的案件收受後，如合於前述要件，則將之登載於

「一般登記」中。265此際可對聲請人為相關書面教示，告知此案件的前

述情狀。266而「如聲請人於告知其法律關係後仍請求法院予以裁判，依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為之一般登記事件即移轉至程序登記。」

262 本法第4條第1項雖授權應訂定有「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然若干根本事項仍應

由本法規定，以合於正當程序的要求。例如或可減緩前述問題者即為「分庭」

審理，然本法對此既已有「審判主體」的相關明文（第3條，未為「分

庭」），則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中當無法就此有所規定，否則審判組織即不合

法。 
263 此種以類似「（司法）行政」之方式為案件的處理屬細部程序事項，未於本法

中、而係在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中規定，於合法性與正當性上尚無疑慮，惟其合

理性尚有待細部的規範。 
264 此等事項於同項第2句特別指陳（該行政事項）如：一、針對聯邦憲法法院裁

判以及繫屬中或已終結程序之詢問。二、聲請人之呈遞既非查詢特定聲請或訴

求亦不合於聯邦憲法法院之權限。 
265 而非案件待審理的「程序登記」（“Verfahrensregister”）。 
266 即就可能之對案件合法性的疑慮，以及就勝訴可能性的質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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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務規程第六十四條第二項），如聲請人對此並無甚意見，此一案件

即依行政處理之方式而終結。 
而一般登記制度與「案件的不接受」（本法第六十一條參照）亦屬

不同，前者乃以行政方式而為案件的處理，後者則仍為一個「審查庭」

的裁定。267依此即亦毋庸予該案件負責之憲法法院法官（主責法官）為

相關處理，而對聲請釋憲人亦不會存在不利益，蓋如其認為該教示理由

並不充份，當可要求案件移轉依程序登記續為審理；且在補充理由後，

亦可使審查庭就此一案件更為審酌而處理，以求得案件的周延性。然若

聲請人之補充並不充分，則審查庭對「不接受裁定」之理由即得為較簡

要的處理。 
「一般登記」當有減輕釋憲機關負擔之功能，268蓋如於吾國亦考量

採行此一制度，依此所為對當事人的教示，當可省卻對裁判憲法審查案

件「不接受裁定」之理由說明（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參照），而使大法官

（「憲法法庭」及「審查庭」）可集中心力於較應慎重處理的案件。當

然此仍存有諸多細節，例如法院中之何人有權限依何種程序、對案件可

決定為此種方式的處理，以及此實質上的判準如何，乃至其細部程序及

教示書面之內容等，均尚有待更精確的規範，然就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

採行，應屬重要的配套措施。 

(三) 進階「宣告模式」的採行 

就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在新法施行後，毋庸為任何組織的變動，更不

涉及修法即可採行，以避免此制度被質疑過度介入法院裁判而成為第四

267 Vgl. Lenz/Hansel, aaO. (Fn. 139), § 93a, Rn. 20. 
268 見Christoph Gust著，石世豪譯，同註30，頁701。據統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於2004年至2014年，每年登記於一般登記的數量平均為5,551個案件，其中則

有不等之36%（2005）以及58%（2013）移轉登記於程序登記中（Vgl. Burkiczak/ 
Döllinger/Schorkopf (Hrsg.), aaO. (Fn. 21), § 1, Rn. 38），依此可想見此一制度之

減輕負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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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之缺失者，即係對法規範違憲宣告的模式為部分調整。此亦即在裁判

憲法審查中，大法官對「法院適用法律所表示見解之合憲性」的審查，

在憲法法庭裁判主文的表述上，依個案情狀採行對法規範之「合憲性解

釋」與「（未縮減規範文本之）質的部分宣告無效」的宣告模式。269 
所謂「合憲性解釋」的宣告，即一個法律規定有多種解釋之可能

性，其中或有尚非合於憲法意旨者，然確亦有他種解釋內容係屬合憲，

釋憲機關即應確認此一法律之該種解釋與憲法合致，甚且對系爭法律為

「在該種內涵的解釋下屬於合憲」的宣告。如此即隱性地表示該法律若

採取某種解釋即屬違憲，然只要對之避免而為他種合憲之解釋內容，該

法律即非違憲。就此具體的適用，即「裁判憲法審查」可以憲法為基準

而審查法院裁判中對法律的解釋，然一個法律如有多種解釋可能性而其

中有合於憲法者，大法官即應宣告該法律於此種解釋下並不違憲，法院

裁判在該情狀下為系爭法律的解釋與適用即亦合憲。 
至於「（未縮減規範文本之）質的部分宣告無效」，即所違憲而被

宣告無效者並非法律本身的文句（量），而是特定的案例適用情狀

（質）；依此大法官固宣告系爭法律於此種情狀下係屬違憲，然就實質

上而言，法院對法律的適用若非如此，則系爭規定（及對之適用的法院

裁判）即可維持合於憲法的情狀 。 
吾國相關釋憲法律對前述宣告模式尚無明文，然此既屬釋憲權限行

使之一部分，由釋憲機關依個案情狀為此種處置並不違反釋憲法理。在

此二種宣告模式之採行下，則「法院適用法律之見解」或「法律所適用

情狀」的合憲性或違憲性即可為大法官所確認，而毋庸對法規的全部或

法院裁判本身（對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有所質疑，當可緩和裁判憲法審

查過度介入專業法院權限的疑慮，亦相當程度地可避免法院裁判的被宣

告違憲後續所衍生的複雜問題。 

269 此二種宣告模式的介紹，可參見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譯，

同註15，邊碼386以下及440以下，有德國學理的完整說明。 

                                                        



42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第68期 

當然此二種宣告模式的內涵仍有諸多應予闡明之處，諸如「合憲性

解釋」應有其界限存在、以及與「質的部分宣告無效」的區別，270乃至

二者在具體個案中的適用情狀等，惟無論如何在採行「裁判憲法審查」

的制度下應可考慮為之。而大法官的此二種宣告亦產生相關對各專業法

院的拘束力，271所重要者即日後遇有類似情狀，於審判時當應注意大法

官對此一法條所為之該合憲或違憲的闡釋以運用至個案中，如此則憲法

的意旨可相當程度地貫徹至法院的審判上，更可以較為緩和（避免直接

介入法院裁判）的方式而達到裁判憲法審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目的。 

三、根本性的改革建議 

就「裁判憲法審查」的制度，由學理上繼受德國「（判決）憲法訴

願」起，而後為立法所明文規範，彼邦相關法理當可為吾國所參酌援

引。然自前述本制度移植德國的諸多討論，乃至可能引發本土化的問

題，以及現制組織及程序上的各種配套，均使本文對裁判憲法審查的施

行無法樂觀以對，依此對是否以採行此一制度為改革之根本上的必然選

項，即亦持保留態度。如姑不論此一制度本質及施行的可能優缺點，於

未來若欲為「基本權利無闕漏之保障」、同時復顧及司法釋憲資源的有

效運用，在相關因素的衡平考量下，本文即再就此提出如下建議。 

(一) 本制度的修法調整 

「裁判憲法審查」的制度現（於施行前）為相關修改當暫無可能，

不予修法而於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中可資調整者本文亦有所提及。然在長

270 就此二者區別之初步說明，可參閱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著，吳信華

譯，同註15，邊碼387，所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德國（舊）民事訴訟法第

554b條第1項規定之裁判的說明，係屬著例。 
271 同時「質的部分宣告無效」既屬一種違憲的宣告，當事人即亦有提起救濟之可

能性。或甚至在「合憲性解釋」的宣告中，系爭法律或法院裁判固屬合憲，然

釋憲機關亦可透過必要的諭知而為相關合理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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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標上應根本性理性地思考，如果想要達到「裁判憲法審查」的相同

功能而避免前述組織及運作上大幅變動的困擾以及可能的不利後果，或

尚毋庸為如此引發爭議的重大變革，在法理及運作上應確可有更緩和的

方式。 
此亦即對「人民聲請釋憲」的規範條文為細部要件的修改：即如

「裁判憲法審查」所採行者在於救濟法院裁判──尤其是對法律的解釋

與適用──未注意遵守憲法以致所形成的違憲性，應可將現行大法官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

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

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之規定修改為「人民（、法人或政

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適用法律或命令所表示

之重要（憲法）見解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可聲請釋憲。即對現

行僅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為聲釋憲對象之制度

「擴張」至「法院適用法令之重要（憲法）見解」（而非「法院裁判」

的全部），且當亦設置配套之要件規定。 
就「法院適用法令之重要（憲法）見解」有違憲疑義而予救濟，當

係制度改革考量之重點所在。此即表示法院於審判之適用法律時未注意

憲法意旨，現制下如（已屬大法官審查對象之）「判例或決議」，亦可

能（視個案而）更廣泛地包含法院單純適用法令（程序法及實體法）所

為之見解，而此一見解之違憲性必須具有憲法上的原則重要性。272此與

本法「裁判憲法審查」之差異即在於，並不直接以「法院裁判」（的全

部）為聲請之對象，273且對該「重要之憲法見解」的案件受理亦設置屬

272 如此則在立法上或可配合新增第5條第2項：「前項第二款之重要（憲法）見

解，以具有憲法上的原則性或重要性為限。」 
273 在此情狀下，法院的「認定事實」與「裁判結果」，如不涉及「法律見解」

者，即亦非可作為大法官審查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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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274如此即可先排除廣泛以「法院裁判」為聲請對象的缺失與複雜

性，同時對日後可能一大部分案件在於指摘「法院審理程序違反訴訟

權」者亦予除外，275復使大眾知悉人民聲請釋憲原則上僅係針對「法律

及命令」（而亦包含「判例」及「決議」）、例外方及於「法院適用法

律所表示之見解」。此根本的思考即是：「無闕漏的人民權利保障」，

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應為全面性的衡平考量而有所調整。 
此種修法方式並不會使相關重要之「法院適用法律見解違憲」的案

件被忽略，即採行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亦可同樣達成，但卻可以省卻案

件量過多的不利後果與過度介入專業法院審判權的疑慮，同時可避免前

述採行新制度的複雜變革；且此與本文前述所提及之可能的配套改革

──諸如分庭審理或一般登記制度的採行──亦並不衝突，更無礙於人

民權利受損的救濟。 

(二) 法官憲法意識的提昇 

就憲法賦予司法權的任務，在憲法最高性的思考下，實則對人民基

本權利之初步保障，首要者應在各專業法院、而非憲法法院。就「裁判

憲法審查」制度為整體觀察，如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法律救濟制度，則欲

達其施行成效的一個關鍵，實在於法官應具備良好的憲法意識。此即現

實上若法官於裁判上有多注意人民的權利（與公共利益的均衡性），則

對裁判為憲法爭執的情形當即降低，276大法官亦較可集中心力審理相關

更屬重要而有闡明價值的案件。或則法官如有較充分的憲法意識，於案

274 就此即亦可一併設置例外的受理門檻，即須有修正多數（如三分之二或甚至四

分之三）的同意，方能對案件為受理。 
275 至於就此一法院訴訟程序導致人民（訴訟當事人）的權利受損，應否設置其他

（法院審判體系內或釋憲）的救濟途徑，當非不可再予討論。 
276 簡單舉例，釋憲實務上不乏大法官宣告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為違憲者，而此於

法院審判時該法官如有違憲認知即可直接拒絕適用，人民毋庸待窮盡救濟途徑

後再予聲請釋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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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審理時即可注意人民訴訟權益的維護，或更察覺其裁判上所適用的

法律係屬違憲而可聲請釋憲，亦避免人民訴訟上的各種勞費，則保障當

更為直接。 
即如採行「裁判憲法審查」，於實務上可能仍有疑慮的是，如法律

或法規命令的本質並無違憲之疑慮，有問題者係「判例」、「決議」或

「行政規則」。理論上而言法院對此等當可排斥不用而自行表示其合理

適當之見解，277然法院可能囿於諸多因素即未予為之。爰當事人於專業

法院提起訴訟時實則即知悉為此等訴訟程序並無實益，僅係為聲請釋

憲。278而即使現採行了「裁判憲法審查」實則亦或無助於此等情狀的解

決，蓋前述問題未必會被大法官判斷認為具有「憲法上的重要性或為貫

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而可能即不被受理；另一方面「裁判憲法

審查」的提起仍應窮盡救濟途徑，如此當不合於訴訟經濟。此際如法官

具有合理的憲法意識而為相關處理（例如對該等法律見解認有憲法上的

疑慮而即不予適用，或對法律聲請釋憲），當可合理且及時地對人民權

益有所保障。 
當然如何提昇法官憲法意識的具體作法係另一個複雜的問題，具體

內涵尚待詳究，279然在整體釋憲運作上此一方向確實佔有重要地位，如

對「裁判憲法審查」之本質有深入觀察者當可有所認知。而在「法官依

（憲）法審判」的大纛下，透過一般實定法律的解釋與適用而貫徹憲法

正是法官的任務，此部分如能合理落實當有正面效用。在實施「裁判憲

277 較複雜者係以「大法庭」的裁定取代判例制度後，因此一裁定對（提案）法院

有拘束力（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10），此際即無

法拒絕適用，而僅得待人民於確定終局裁判後認該大法庭之見解為違憲、而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 
278 例如諸多租稅案件，因有財政部函釋的明確見解，於行政法院的審理中即或難

有勝訴可能性。此際可能仍提起行政救濟之用意，即在於舖陳日後的聲請釋

憲。 
279 例如亦應注意的是，不要「泛憲法化」的思考而使法秩序過度的憲法化，蓋如

此可能僅係操作者主觀價值判斷的呈現，前已有所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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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所為相關耗時耗力變革的情況下，努力提昇法官的憲法意識，

應該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點。 

柒、結 論 

如果對「改革」一詞的認知是要「去掉不好的而改成好的」，則採

行「裁判憲法審查」應該要思考的即是現行制度有什麼問題（因此需要

改變），此等問題又是否有其他（較為簡易且適切的）解決方案，以及

在根本上此一（所欲採行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又有何優缺點，凡

此均不是單純移植他國制度即簡單可予解決的。本文以為基於一個政策

推行的理性步驟，在對相關可能的疑慮未有更多法理、乃至詳實的政策

評估或實證研究之前，冒然採行所產生的缺點恐更甚於現制。如此則

「裁判憲法審判」制度的實施，不僅不能如預期般地解決問題，反而可

能製造更多問題。 
如依司法院所提本法之「修正草案總說明」中所謂：「建立『裁判

憲法審查制度』，使大法官憲法審查效力擴及於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提

供人民完整而無闕漏之基本權保障……。」280但實則──如本文所述者

──其情形恐未如想像中美好。此一制度之採行在政策上毋寧是「由上

而下」的貫徹而乏相關理性評估，在構想上更可能是學者對先前留學國

制度的美好想像。就十餘年前即有提出的錚言：「……就此一制度選擇

而言，決策者即不能從體制邏輯的觀點去做決定，而必須多從法院組成

在功能分配的優劣勢，制度變革的成本效益分析，乃至民主憲政的發展

階段等面向，去仔細評估。像德國這樣表現傑出，但絕非沒有問題的違

憲審查實務，尤其值得作深入的比較研究，而不要率爾決定全盤照

280 「修正草案總說明」，頁2。類似見解亦為部分學者所論及，例如許育典，同

註184，頁74，即認將憲法訴願制度納入我國法體系對基本權保障較為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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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281本文以為迄今實則仍有適用。282 
如果在法學的研究上繼受他國制度須有一定的方法論，283則在立法

上具體移植他國制度，當更須考量所有可能的情狀與風險。德國的判決

憲法訴願制度當有可取之處，但確亦有其缺失，此於彼邦已有諸多文獻

可資參酌。吾國（欲）引進此一制度，實應努力汲取他國既有經驗以化

解制度施行的可能疑慮。然本文認為整體的立法上卻缺乏此等做法，官

方主事者本身未就此有深入的探究，284學理上亦鮮有就本文所提（實則

明確可探知之）缺失詳為論證分析，綜此以觀，此一繼受實則過於冒

進。 
本文所提對吾國採行「裁判憲法審查」的各項疑慮，或許亦僅能留

待日後印證了。惟若一旦成真，其間所花費的代價將無法計量且影響深

遠。 285在相關或許不易為人知悉的不當情況下，採行的結果即使（部

分）人民權利獲得了保障，但隨之而來可能的更大缺失，或使人民近似

成為一個去配合當局演出此一「司法改革」戲碼的客體，整體情狀實值

吾人再三深思！ 

 
 
 

281 蘇永欽，同註26，頁141。 
282 或者是，學理上早期即亦有先提出可能成為第四審及案件量過多的問題，見吳

信華，同註40，頁89之綜合性說明。 
283 參見吳信華，同註40，頁71以下。 
284 對此司法院固有請諸多學者為研究（見司法院研究報告，同註55），確有對相

關（尤其德國）制度提出內容，然對吾國採行此一制度可能的障礙（案件量過

多等）及其解決方案，卻較少深入具體的著墨。 
285 就質量而言，會有釋憲體系過度負擔及司法分工衝突的不利影響；就數量而

言，絕大多數不被受理（且無從知悉理由）的當事人將對司法更不信賴，影響

當不能謂不深遠，更遑論此釋度導入所花費的各項（有形及無形的）成本。然

如確察覺此一制度之不當（或不適切於吾國）時，已無法再走回頭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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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Court Decisions:  

Institutional Succession, Implementation 
and Prospects 

Hsin-Hua Wu∗ 

Abstract 

The Legislative Yuan (Taiwan, RO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Act” to become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on Dec. 18, 2018, which will come into force on Jan. 04, 2022. The 
new Act will serve as a fundamental law to govern the procedure for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he major reform specified in the new act is the inclusion of 
“court judgments” as an added legal object for Constitutional petitions by the 
people. The new act thus adopts a procedure of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 
concerning a judgment” for Justices to examin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 
court decision. 

The added framework for the judicial review was adopted from the 
German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 concerning a judgement”. Thu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asic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s,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regulatory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Germany are essential for localized practice. It suggests that special attention 

∗ Professor of Law,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Dr. iur. University 
Tübinge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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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paid to observe debates over the said system in Germany. The 
transplantation of such a foreign system also merits further studies along 
with possible challenges in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Henc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and explore the above issues as well as to provide the 
prospects of the enforcement so as to propose feasible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in Taiwan. 

Keywords: Justices of the Judicial Yuan,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 (Taiwan),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 Concerning a Judgement,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 
(German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Act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haroni-Bold
    /Algerian
    /Andalus
    /AngsanaNew
    /AngsanaNew-Bold
    /AngsanaNew-BoldItalic
    /AngsanaNew-Italic
    /AngsanaUPC
    /AngsanaUPC-Bold
    /AngsanaUPC-BoldItalic
    /AngsanaUPC-Italic
    /Aparajita
    /Aparajita-Bold
    /Aparajita-BoldItalic
    /Aparajita-Italic
    /ArabicTypesetting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UnicodeMS
    /Arvo
    /Arvo-Bold
    /Arvo-BoldItalic
    /Arvo-Italic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owalliaNew
    /BrowalliaNew-Bold
    /BrowalliaNew-BoldItalic
    /BrowalliaNew-Italic
    /BrowalliaUPC
    /BrowalliaUPC-Bold
    /BrowalliaUPC-BoldItalic
    /BrowalliaUPC-Italic
    /BrushScriptMT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bri-Light
    /Calibri-Light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taneoBT-Regu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hiller-Regular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diaNew
    /CordiaNew-Bold
    /CordiaNew-BoldItalic
    /CordiaNew-Italic
    /CordiaUPC
    /CordiaUPC-Bold
    /CordiaUPC-BoldItalic
    /CordiaUPC-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DaunPenh
    /David
    /David-Bold
    /DFBangShuU-W8-WIN-BF
    /DFBangShu-W8-WIN-BF
    /DFBangShu-W8-WINP-BF
    /DFBiaoKaiU-W5-WIN-BF
    /DFBiaoKai-W5-WIN-BF
    /DFBiaoKai-W5-WINP-BF
    /DFBiaoSongU-W4-WIN-BF
    /DFBiaoSong-W4-WIN-BF
    /DFBiaoSong-W4-WINP-BF
    /DFCaiDai-W7-WIN-BF
    /DFCaiDai-W7-WINP-BF
    /DFFangSongU-W2-WIN-BF
    /DFFangSongU-W4-WIN-BF
    /DFFangSongU-W6-WIN-BF
    /DFFangSong-W2-WIN-BF
    /DFFangSong-W2-WINP-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FangSong-W6-WIN-BF
    /DFFangSong-W6-WINP-BF
    /DFGangBiU-W2-WIN-BF
    /DFGangBi-W2-WIN-BF
    /DFGangBi-W2-WINP-BF
    /DFGirl-W5-HK-BF
    /DFGirl-W5-HKP-BF
    /DFGirl-W7-HK-BF
    /DFGirl-W7-HKP-BF
    /DFGuYinU-W5-WIN-BF
    /DFGuYin-W5-WIN-BF
    /DFGuYin-W5-WINP-BF
    /DFHeiU-W12-WIN-BF
    /DFHeiU-W3-WIN-BF
    /DFHeiU-W5-WIN-BF
    /DFHeiU-W7-WIN-BF
    /DFHei-W12-WIN-BF
    /DFHei-W12-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HuiZongU-W5-WIN-BF
    /DFHuiZong-W5-WIN-BF
    /DFHuiZong-W5-WINP-BF
    /DFJinWenU-W3-WIN-BF
    /DFJinWen-W3-WIN-BF
    /DFJinWen-W3-WINP-BF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U-W3-WIN-BF
    /DFKaiShuU-W5-WIN-BF
    /DFKaiShuU-W7-WIN-BF
    /DFKaiShu-W3-WIN-BF
    /DFKaiShu-W3-WINP-BF
    /DFKaiShu-W5-Estd-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iShu-W7-WIN-BF
    /DFKaiShu-W7-WINP-BF
    /DFKaiU-W9-WIN-BF
    /DFKai-W9-WIN-BF
    /DFKai-W9-WINP-BF
    /DFKangKaiU-W5-WIN-BF
    /DFKangKai-W5-WIN-BF
    /DFKangKai-W5-WINP-BF
    /DFKanTingLiuU-W9-WIN-BF
    /DFKanTingLiu-W9-WIN-BF
    /DFKanTingLiu-W9-WINP-BF
    /DFKuoTaiBeiU-W4-WIN-BF
    /DFKuoTaiBei-W4-WIN-BF
    /DFKuoTaiBei-W4-WINP-BF
    /DFLiHeiBold-WIN-BF
    /DFLiHeiBold-WINP-BF
    /DFLiShuU-W3-WIN-BF
    /DFLiShuU-W5-WIN-BF
    /DFLiShuU-W7-WIN-BF
    /DFLiShu-W3-WIN-BF
    /DFLiShu-W3-WINP-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Shu-W7-WIN-BF
    /DFLiShu-W7-WINP-BF
    /DFLiSong-Lt-SC-BF
    /DFLiSong-Lt-WSC-BF
    /DFLungMenU-W9-WIN-BF
    /DFLungMen-W9-WIN-BF
    /DFLungMen-W9-WINP-BF
    /DFMing-Lt-WIN-BF
    /DFMingU-W12-WIN-BF
    /DFMingU-W3-WIN-BF
    /DFMingU-W5-WIN-BF
    /DFMingU-W7-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NewChuanU-W5-WIN-BF
    /DFNewChuan-W5-WIN-BF
    /DFNewChuan-W5-WINP-BF
    /DFNHeiU-W9-WIN-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U-W9-WIN-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NYuanU-W9-WIN-BF
    /DFNYuan-W9-WIN-BF
    /DFNYuan-W9-WINP-BF
    /DFOYangXunU-W5-WIN-BF
    /DFOYangXun-W5-WIN-BF
    /DFOYangXun-W5-WINP-BF
    /DFPingJuStd-W7
    /DFPingJu-W7-WIN-BF
    /DFPingJu-W7-WINP-BF
    /DFPOP1-Bd-HK-BF
    /DFPOP1-W5-HK-BF
    /DFPOP1-W5-HKP-BF
    /DFPOP1-W7-HKP-BF
    /DFPOP1-W7-WIN-BF
    /DFPOP1-W9-HK-BF
    /DFPOP1-W9-HKP-BF
    /DFShiYiU-W5-WIN-BF
    /DFShiYi-W5-WIN-BF
    /DFShiYi-W5-WINP-BF
    /DFSoZingU-W3-WIN-BF
    /DFSoZing-W3-WIN-BF
    /DFSoZing-W3-WINP-BF
    /DFSuMoU-W12-WIN-BF
    /DFSuMo-W12-WIN-BF
    /DFSuMo-W12-WINP-BF
    /DFSung-W4-Estd-BF
    /DFTanKaiU-W5-WIN-BF
    /DFTanKai-W5-WIN-BF
    /DFTanKai-W5-WINP-BF
    /DFTanLiU-W5-WIN-BF
    /DFTanLiU-W7-WIN-BF
    /DFTanLiU-W9-WIN-BF
    /DFTanLi-W5-WIN-BF
    /DFTanLi-W5-WINP-BF
    /DFTanLi-W7-WIN-BF
    /DFTanLi-W7-WINP-BF
    /DFTanLi-W9-WIN-BF
    /DFTanLi-W9-WINP-BF
    /DFTieXianU-W3-WIN-BF
    /DFTieXian-W3-WIN-BF
    /DFTieXian-W3-WINP-BF
    /DFWaWa-Md-HK-BF
    /DFWaWa-Md-HKP-BF
    /DFWeiBeiU-W7-WIN-BF
    /DFWeiBei-W7-WIN-BF
    /DFWeiBei-W7-WINP-BF
    /DFWZMingU-W4-WIN-BF
    /DFWZMing-W4-WIN-BF
    /DFWZMing-W4-WINP-BF
    /DFXingKaiU-W5-WIN-BF
    /DFXingKai-W5-WIN-BF
    /DFXingKai-W5-WINP-BF
    /DFXingShuU-W5-WIN-BF
    /DFXingShu-W5-WIN-BF
    /DFXingShu-W5-WINP-BF
    /DFYanKaiU-W5-WIN-BF
    /DFYanKaiU-W7-WIN-BF
    /DFYanKaiU-W9-WIN-BF
    /DFYanKai-W5-WIN-BF
    /DFYanKai-W5-WINP-BF
    /DFYanKai-W7-WIN-BF
    /DFYanKai-W7-WINP-BF
    /DFYanKai-W9-WIN-BF
    /DFYanKai-W9-WINP-BF
    /DFYaYiU-W6-WIN-BF
    /DFYaYi-W6-WIN-BF
    /DFYaYi-W6-WINP-BF
    /DFYeaSongU-W9-WIN-BF
    /DFYeaSong-W9-WIN-BF
    /DFYeaSong-W9-WINP-BF
    /DFYuanU-W12-WIN-BF
    /DFYuanU-W3-WIN-BF
    /DFYuanU-W5-WIN-BF
    /DFYuanU-W7-WIN-BF
    /DFYuanU-W8-WIN-BF
    /DFYuan-W12-WIN-BF
    /DFYuan-W12-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FYuan-W8-WIN-BF
    /DFYuan-W8-WINP-BF
    /DFZongKaiU-W7-WIN-BF
    /DFZongKai-W7-WIN-BF
    /DFZongKai-W7-WINP-BF
    /DFZongYi-Bd-HK-BF
    /DFZongYi-Bd-HKP-BF
    /DilleniaUPC
    /DilleniaUPCBold
    /DilleniaUPCBoldItalic
    /DilleniaUPCItalic
    /DLCFongSung
    /DLCHayBold
    /DLCKaiMedium
    /DLCLiShu
    /DLCMingBold
    /DLCMingMedium
    /DLCRoundBold
    /DLCRoundLight
    /DLHei-Md-WIN-BF
    /DLJGyShoMedium
    /DokChampa
    /Dotum
    /DotumChe
    /DroidSerif
    /DroidSerif-Bold
    /DroidSerif-BoldItalic
    /DroidSerif-Italic
    /Ebrima
    /Ebrima-Bold
    /ErasITC-Demi
    /EstrangeloEdessa
    /EucrosiaUPC
    /EucrosiaUPCBold
    /EucrosiaUPCBoldItalic
    /EucrosiaUPCItalic
    /EuphemiaCAS
    /FangSong
    /FootlightMTLight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ankRuehl
    /FreesiaUPC
    /FreesiaUPCBold
    /FreesiaUPCBoldItalic
    /FreesiaUPC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Gabriola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autami-Bold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sha
    /Gisha-Bold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rSin-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Impact
    /IndieFlower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Bold
    /InnMing-Extra
    /InnMing-Heavy
    /InnMing-Light
    /InnMing-Medium
    /InnMing-Ultra
    /IrisUPC
    /IrisUPCBold
    /IrisUPCBoldItalic
    /IrisUPCItalic
    /IskoolaPota
    /IskoolaPota-Bold
    /JasmineUPC
    /JasmineUPCBold
    /JasmineUPCBoldItalic
    /JasmineUPCItalic
    /JenLei-Bold
    /JenLei-Demi
    /JenLei-Medium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
    /KaitiExt1EG-Medium-Big5
    /Kalinga
    /Kalinga-Bold
    /KanTingLiu-Ultra
    /Kartika
    /Kartika-Bold
    /KhmerUI
    /KhmerUI-Bold
    /KodchiangUPC
    /KodchiangUPCBold
    /KodchiangUPCBoldItalic
    /KodchiangUPCItalic
    /Kokila
    /Kokila-Bold
    /Kokila-BoldItalic
    /Kokila-Italic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oUI
    /LaoUI-Bold
    /Latha
    /Latha-Bold
    /LatinWide
    /Leelawadee
    /Leelawadee-Bold
    /LevenimMT
    /LevenimMT-Bold
    /LilyUPC
    /LilyUPCBold
    /LilyUPCBoldItalic
    /LilyUPCItalic
    /LinGothic-Bold
    /LinGothic-Extra
    /LinGothic-Heavy
    /LinGothic-Light
    /LinGothic-Medium
    /LinGothic-Ultra
    /Lobster-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lgunGothic
    /MalgunGothicBold
    /MalgunGothicRegular
    /Mangal
    /Mangal-Bold
    /MaokaiEG-Bold-Big5
    /MaokaiEG-Extra-Big5
    /MaokaiEG-Heavy-Big5
    /Marlett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iryo
    /Meiryo-Bold
    /Meiryo-BoldItalic
    /Meiryo-Italic
    /MeiryoUI
    /MeiryoUI-Bold
    /MeiryoUI-BoldItalic
    /MeiryoUI-Italic
    /MicrosoftHimalaya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NewTaiLue
    /MicrosoftNewTaiLue-Bold
    /MicrosoftPhagsPa
    /MicrosoftPhagsPa-Bold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TaiLe
    /MicrosoftTaiLe-Bold
    /MicrosoftUighur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crosoft-Yi-Baiti
    /MingLiU
    /MingLiU-ExtB
    /Ming-Lt-HKSCS-ExtB
    /Ming-Lt-HKSCS-UNI-H
    /MingtiExt1EG-Medium-Big5
    /Miriam
    /MiriamFixed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golianBaiti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oolBoran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VBoli
    /NanSung-Bold
    /NanSung-Light
    /NanSung-Medium
    /Narkisim
    /NewGothic-Bold
    /NewGothic-Extra
    /NewGothic-Heavy
    /NewGothic-Light
    /NewGothic-Meduim
    /NewGulim
    /NewheitiExt1EG-Medium-Big5
    /NewInnMing-Light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yala-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OpenSans
    /OpenSans-Bold
    /OpenSans-BoldItalic
    /OpenSans-Italic
    /OvlapRound_Outline-Ultra
    /OvlapRound-Ultra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rchment-Regular
    /PensinkaiEG-Bold-Big5
    /PensinkaiEG-Light-Big5
    /PensinkaiEG-Medium-Big5
    /PlantagenetCherokee
    /Playbill
    /PMingLiU
    /PMingLiU-ExtB
    /PoiretOne-Regular
    /PoorRichard-Regular
    /Pop1-Bold
    /Pop2EG-Bold-Big5
    /Pop3EG-Bold-Big5
    /Pop3EG-Extra-Big5
    /Pop3EG-Medium-Big5
    /Raavi
    /Raleway
    /Raleway-Bold
    /Ravie
    /Roboto-Bold
    /Roboto-BoldItalic
    /RobotoCondensed-Bold
    /RobotoCondensed-BoldItalic
    /RobotoCondensed-Italic
    /RobotoCondensed-Regular
    /Roboto-Italic
    /Roboto-Regular
    /RobotoSlab-Bold
    /RobotoSlab-Regular
    /Rod
    /SakkalMajalla
    /SakkalMajallaBold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egoeUI-Light
    /SegoeUI-SemiBold
    /SegoeUISymbol
    /ShanHeiSun-Light
    /SHerSin-Medium
    /ShonarBangla
    /ShonarBangla-Bold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hruti-Bold
    /SimHei
    /SimplifiedArabic
    /SimplifiedArabic-Bold
    /SimplifiedArabicFixed
    /SimSun
    /SimSun-ExtB
    /SingkaiEG-Bold-Big5
    /SingkaiEG-Bold-S-Big5
    /SingkaiEG-Light-Big5
    /SingYi-Ultra
    /SInnMing-Bold
    /SInnMing-Heavy
    /SInnMing-Medium
    /SJenLei-Mediu
    /SLinGothic-Bold
    /SNanSung-Light
    /SnapITC-Regular
    /StdkaiEG-Bold-Big5
    /StdkaiEG-Light-Big5
    /StdKai-Medium
    /StdMing-Medium
    /StdsungEG-Bold-Big5
    /StdsungEG-Extra-Big5
    /StdsungEG-Heavy-Big5
    /StdsungEG-Light-Big5
    /Stencil
    /SWeiBei-Bold
    /SYenRound-Bold
    /SYenRound-Heavy
    /Sylfaen
    /SymbolMT
    /SZenKai-Medium
    /Tahoma
    /Tahoma-Bold
    /TankuinEG-Bold-Big5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ditionalArabic
    /TraditionalArabic-Bold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
    /Tunga-Bold
    /Utsaah
    /Utsaah-Bold
    /Utsaah-BoldItalic
    /Utsaah-Italic
    /Vani
    /Vani-Bold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jaya
    /Vijaya-Bold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Vrinda-Bold
    /Webdings
    /WeiBei-Bold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ankaiEG-Heavy-Big5
    /YankaiEG-Ultra-Big5
    /YenRound-Bold
    /YenRound-Extra
    /YenRound-Heavy
    /YenRound-Light
    /YenRound-Medium
    /YenRound-Ultra
    /ZenKai-Bold
    /ZenKai-Light
    /ZenKai-Medium
    /ZuinnEG-Medium-Big5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