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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醫是人生最後尊嚴的捍衛者，也是人權終極的保護

者。近百年來，台灣法醫歷史的進程，有其燦爛面，

也有其辛酸面。本文即針對台灣法醫演變狀况，分三

個方向來探究：一、法醫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二、

法醫實務的開拓；三、法醫專業團體的發展。如何突

破法醫困頓的僵局，唯有訂定法律來解决，因此，法

醫師法是法醫制度革新的原動力；然而，由於主管機

關法務部的行政怠惰，以致處處受阻，改革難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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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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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其間雖曾遭監察院糾正1，卻依然故我，困頓

依舊，殊深遺憾！惟法醫鑑定牽涉人之生死，焉能忽

視？故法醫學術機構與民間專業團體，乃一本初衷，

努力奮鬥，為提升台灣法醫水準，開創新局。

Medical forensic experts are the defenders of the ultimate 

dignity in human life and the guardians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history of  medical 

forensics in Taiwan has witnessed both shining moments 

and bitter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medical forensics in Taiwa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1) Academic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medical forensics. (2)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forensic 

practice. (3)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medical 

forensic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forensics, the only way is 

through legal reforms. Therefore, the “Forensic Physicians 

Act” serves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However, 

due to administrative inertness within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reform process has 

faced obstacles at every tur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significant progress. Despite admonitions from the Control 

Yuan, the situation remains almost  unchanged, which is 

deeply regrettable. Medical forensic investigations involve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y can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civi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forensics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a common goal: to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medical forensics in Taiwan and pioneer new horizons.

1

1  監察院糾正法務部案文。中華民國108年11月15日。院台司字第1082 

6304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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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這是一個重視人權的時代，人的一生，自出生至死亡的每

一個歷程，都應該予以尊重和關懷，然人生的最後終點卻往往

被忽略，甚至被視為忌諱，令人不無遺憾。

法醫師的角色是人生善終的捍衛者。人生的結局，是壽終

正寢（即自然死亡），還是他殺、自殺或意外，均是靠法醫師

鑑定澄清，故人生最後的尊嚴有賴法醫師來維護。

法醫制度不僅牽涉醫事科技的專業水準，本質上是司法人

權的延伸。法醫鑑定的精確度將直接影響審判的公平性，不僅

涉及個人生命及社會正義，更影響國家人權與國際觀瞻2。

貳、法醫的過去：先天不足

一、日治時代，法醫學是顯學

掀開台灣法醫史，有其輝煌燦爛面，也有艱苦辛酸面，遠

在日據時代，於1918年時，台灣總統府醫學專門學校（即台大

醫學院前身），就已由日人久保信之擔任法醫學教授。至1936

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醫學三田定則教授（係日本法醫學

開山祖師片山國嘉教授的得意門生），受派前來擔任台北帝

國大學（即台灣大學的前身）醫學部部長（院長）兼法醫學

科主任，三田定則教授亦於1937年升任為台北帝大總長（校

長）。由此可見，法醫學在當時確為顯學，法醫人才在醫學界

居領導地位，人脈鼎盛。

直到1949年台灣光復前後，在日本法醫師資及法醫師培

育制度的實施下，造就了台灣本土的葉昭渠、蕭道應、黃泯

川、凌有德、楊日松等法醫前輩。其時，法醫人才輩出，為台

2  邱清華，法醫師：人權的最後捍衛者，收錄於：法醫師法—催生與
革新，華藝學術出版社，2018年4月，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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