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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書收錄作者已發表之中、德文學術論文十篇，包含

曾刊載於我國法學期刊之中文論文七篇，以及曾於德國出

版之期刊及專書論文三篇。這十篇論文研究主題為司法院

大法官釋憲制度及釋憲實務，前者含括憲法訴訟法引進的

德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之闡釋、憲法及憲法訴訟法架構下

司法權應基於制度上分工以克盡護憲之責、我國大法官釋

憲制度之現況及司法化變革，並說明108年憲法訴訟法相關

條文與102年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後者主

要為大法官就機關、法院及人民聲請釋憲程序所作成相關

解釋實務之分析與評釋。本書論述之主旨，得以「大法官

釋憲制度之理論與實務」一詞涵蓋，秉承「憲法訴訟」一

書之研究理念，名為「憲法訴訟」，內容聚焦於闡明大

法官釋憲制度之發展、憲法訴訟法規制的法庭化革新、法

規範憲法審查與裁判憲法審查、裁判類型與效力，具體探

討範圍遍及德國憲法訴訟學理及實務、我國憲法訴訟法新

制和相關大法官解釋，期能激發憲法訴訟法領域之廣泛研

究與討論。 

本書各篇論文均經增修，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全力協助

本書順利付梓。本書既係個人研究憲法訴訟法領域心得的

延續，亦是作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制度發展與革新之

見證，身為公法學者，倍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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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憲法審查初探
*

 

目 次 

壹、 前 言 

 一、裁判憲法審查相關問題

概述 

 二、我國建立裁判憲法審查

制度：憲法訴訟新制之

立法及規範 

貳、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告法

院裁判違憲之經典判決介

述：呂特案判決（Lüth-

Urteil） 

 一、案 由 

 二、判決要旨、判決主文與

主要理由 

 三、判決簡析 

參、 德國人民基本權利救濟之

憲法訴訟制度及裁判憲法

審查 

 一、創設目的、重要性與對

德國之影響作用 

 二、性質、概念內涵、規範

依據與訴請客體 

 三、用盡法院審級救濟途徑之

程序要件及其例外 

 四、裁判結果與制度功效 

肆、 德國裁判憲法審查衍生之問

題與因應 

 一、案件量逐年遞增及減輕聯

邦憲法法院負擔之方式 

 二、程序面向：程序受理要件

之嚴格要求――憲法訴訟

人須善盡「闡明並以事實

論證基本權利受侵害」之

義務 

 三、實體面向：裁判憲法審查

範圍與審查標準――聯邦憲

法法院審判權與專業法院

審判權間權限劃分之問題 

伍、 我國108年憲法訴訟法相關

規定評析 

 一、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之法規範或該裁判並列為

聲請客體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引進裁判憲法訴願制度之研究】

（編號：NSC 101-2410-H-030-057-）之研究成果。本文原刊載於政

大法學評論，第160期，2020年3月，本文經增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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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憲法訴訟 

 

 

 二、 「貫徹基本權利」僅見

於受理要件，未並列於

聲請要件 

 三、 未採納「用盡法院審級

救 濟 途 徑 之 例 外 」 及

「人民得直接針對新法

聲請憲法審查之類型」 

 四、 審查庭就人民聲請案件

之審理權限及一致決不

受理裁定生效期間 

 

 

 五、 聲請人闡明暨論證裁判違

憲義務之明文於立法院審

議時被刪除 

 六、 審查庭及憲法法庭之審理

流程付之闕如 

陸、結 語 

摘 要 

立法院於107年12月18日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經總

統於108年1月4日公布，該法第95條規定自公布後3年施行。現

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制度將開啟新紀元，全面走向司法

化、裁判化、法庭化之規制。憲法訴訟新制之核心，在於我國

引進德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裁判憲法審查，係德國憲法訴訟

制度中之一項主要特色，從規範面嚴格而論，裁判憲法審查一

詞，並非德國實證法上之專有名詞，而係對於相關法規範內明

定的人民鑑於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或準基本權利遭受公權

力侵害時，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的一項特別的憲法訴訟程

序。復由該程序規定之法文內涵進行釋義，於符合用盡法院審

級救濟途徑之程序要件後，始得推導出人民對於確定終審的法

院裁判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的一項下位類型程序，一般稱之

為「裁判憲法審查」。裁判憲法審查形式上看似僅係一項憲法

訴訟法程序，實則涉及問題範圍甚廣：於憲法訴訟程序面向，

人民訴請憲法訴訟程序之客體涵括了國家公權力行為中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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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憲法審查初探 3 

 

行為（法院裁判）；於憲法實體法面向，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法

院裁判進行實體違憲之審查範圍及審查標準，涉及憲法法院審

判權與專業法院審判權間權限劃分之問題。本文初步探究德國

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主要闡明制度之背景、規範依據及法制內

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實務運作衍生之爭議問題及其因應之

道。文末評析我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範，期為111年1月4日施

行憲法訴訟新制之借鏡與參考。 

 

關鍵詞：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憲法訴訟法、基本權利救

濟之憲法訴訟、憲法法庭、審查庭、裁判憲法審查、

用盡救濟途徑、原則重要憲法意義、貫徹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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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權護憲之制度性分工
*

 

目 次 

壹、 問題源起：大法官應否

獨享「憲法維護者」之

光環？ 

 一、大 法 官 如 壟 斷 「 憲 法

維 護 者 」 之 角 色 將 導

致 法 規 範 的 泛 憲 法 化

問題 

 二、 我 國 憲 法 規 範 之 司 法

權 具 有 「 制 度 上 不 同

法 院 間 之 職 務 分 工 」

內涵 

貳、 德國法上司法權護憲之憲

法基礎、制度分工與爭議

問題 

 一、 德 國 司 法 權 護 憲 之 憲

法基礎與制度分工 

 二、 聯邦憲法法院審判權與

專業法院審判權權限劃

分爭議之開端――德國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救 濟 之

憲法訴訟程序  

 三、 德國司法權護憲之制度性

分工爭議――裁判憲法審

查之審查範圍與基準 

參、 我國實務及學理就司法權護

憲之闡釋 

 一、 釋字第585、601號解釋：

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及憲

法審判權，大法官與各級

法院為司法制度上不同法

院間之職務分工 

 二、 憲法學理對於司法權護憲

之探討 

 三、 司法權由憲法法院審判權

及一般法院審判權共同護

憲之制度分工理念 

肆、 我國司法權護憲之制度分工

與功能體系 

 一、 憲法法院審判權（司法院

大法官釋憲制度）之護憲 

 二、一般法院審判權之護憲 

伍、 結 論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司法權護憲之制度性分工】（編

號：NSC 100-2410-H-030-005- ）之研究成果。本文原以（上）

（下）二篇分別刊載於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65期，2019年10
月；第66期，2020年1月，本文經增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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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憲法訴訟 

 

摘 要 

依據憲法第77、78、80、171、173條、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大法官釋字第371、392、601號解釋，我國憲法規範內之

司法權具有「制度上不同法院間之職務分工」之內涵，其係分

派由一般法院審判權及司法院大法官釋憲權所共同行使，而法

律違憲之最終解釋權則專屬於司法院大法官，是謂實質上掌理

憲法法院審判權之大法官為「憲法之維護者」，當無疑義。如

從一般法院審判權面向觀察，程序上自釋字第371號解釋賦予

一般法院法律違憲審查聲請權，已然確立法院聲請解釋憲法之

程序；實體上，自釋字第656號解釋開展基本權利之放射效力

於一般法解釋與適用後，法院於個案裁判中應為合乎憲法保障

人民基本權利意旨之法律解釋與適用，亦確立一般法院司法權

行使須合憲之準則。從而，一般法院於裁判中不論程序上或實

體上均應協力護憲之功能與體系，儼然成形。111年1月4日開

始施行之憲法訴訟法引進德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更彰顯一般

法院司法權行使應合憲之義務。因之，「憲法之維護者」之桂

冠是否仍應由大法官獨占，殊值探究。本文基於維護憲法係所

有國家公權力之義務，其應協力合作以實現憲法，司法權護憲

義務不應由大法官壟斷之觀點，提出「司法權護憲之制度性分

工」之理念，探討同屬於國家公權力之司法權的大法官釋憲權

及一般法院審判權，均應作為憲法維護者的任務分工之制度內

涵與功能體系，從比較德國法之觀察分析，對此相關問題進行

規範、學理及實務之探討。 

 

關鍵詞：司法權、憲法之維護者、司法權護憲之制度性分工、

憲法法院審判權、一般法院審判權、法律違憲之最終

解釋權、法院聲請解釋憲法之程序、基本權利之放射

效力、憲法訴訟法、裁判憲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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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憲制度的 
司法化變革 

──從會議解釋到法庭裁判* 

目 次 

壹、 前 言 

貳、 檢討現制：大法官釋憲實

務的特色與問題 

 一、 現 行 法 未 明 定 解 釋 呈

現方式 

 二、 程序受理的實體決定為

「解釋」，程序不受理

者為「決議」 

 三、 釋 字 第 744 號 解 釋 之

前，理由書多未區分程

序與實體 

 四、 93年10月迄今大法官個

別意見書蓬勃發展 

 五、 解釋產出慢效率低 

 六、 小 結 

 

參、 諦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

判的形成與內容 

 一、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審 判 庭 裁

判概述 

 二、 程序裁判、實體裁判與裁

判形式 

 三、 法規違憲審查裁判的格式

與組構 

 四、 不同意見書 

肆、 102年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修正草案就解釋制度司

法化之規範 

 一、法庭裁決形式與選案制度 

 二、 案 件 審 理 流 程 與 裁 判 時

程：受理與否之程序審查

與法庭評決、裁判意見之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大法官釋憲制度之變革(II)從會議

解釋到法庭裁判】（編號：MOST 103-2410-H-030-012-）之研究成

果。本文原以「大法官釋憲制度的司法化變革――憲法解釋的形成制

度探討」為題刊載於東吳法律學報，第25卷第4期，2014年4月，本

文經增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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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與審理期限 

 三、 裁判書形成與格式 

 四、 承辦及主筆大法官、多

數意見主筆制與個別意

見書的問題 

 五、 結 語 

 

伍、 展望新猷：108年憲法訴訟

法規制的憲法解釋之裁判化

革新 

 一、 憲法法庭與審查庭 

 二、 裁判之類型 

 三、 裁判書格式及體例 

 四、 大法官個別意見書 

摘 要 

108年公布之憲法訴訟法規範核心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全面司法化、裁判化及法庭化，為符司法權本質，採行法院

形式與嚴謹訴訟程序的憲法法庭運作模式作成裁判。此前，

102年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對於大法官釋憲

制度形式上重大變革，亦為解釋制度司法化。本文由制度面向

出發，探討憲法解釋之形成與革新問題，論述主軸與內容：首

先，檢討我國現制：回顧檢視現行大法官釋憲實務之特色與問

題。其次，探究德國法制與實務：闡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之形式與組構。再者，研析102年版修正草案以大法官解釋制

度司法化為改革目標之制度設計，所具體呈現憲法解釋的裁判

化改革內容，釋義分析草案相關條文。本版修正草案對於案件

審理流程與期限、裁判書格式、主筆大法官顯名制的裁判書撰

寫，規範密度與範圍已然超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就憲法訴訟

案件審理與裁判之規制內涵，原則上甚為完善案件審理之程序

面向，符合大法官憲法解釋維護客觀合憲秩序之本質和功能，

提升形成裁判過程公信力，增進案件審理之效能，整體上誠值

肯定。文末展望新猷，闡明108年憲法訴訟法新制對於大法官

憲法解釋之裁判化革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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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大法官解釋、不受理決

議、102年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法

庭判決、不受理裁定、案件審理時程、選案裁量權制

度、不同意見書、主筆大法官顯名制、憲法訴訟法、

憲法法庭、審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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