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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篇　檢察發展史及機關沿革

日本帝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於西元 1945 年 8 月 14 日向同盟國
無條投降，國民政府於同年即民國 34 年（以下同）10 月 25 日代表同盟國接
收臺灣，並自該日起在臺灣施行中華民國法制。國民政府之司法行政部於 34
年 9 月 15 日指派蔣慰祖先生為代理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蔣慰祖
先生於同年 10 月抵臺，11 月 1 日受遴派為首任臺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接
收「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
檢察局」。蔣慰祖先生率
同協助接收人員抵臺後，
與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法制
委員會、臺灣省接收委員
會合組「司法法制組」，
統籌辦理接收事宜，並自
34 年 11 月 1 日 起， 展 開
接收工作，先將「臺灣總
督府高等法院檢察局」更
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處」，原臺灣總督府高等
法院院長高野正保自即日
起停止執行職務，中華民
國之檢察制度開始在臺灣
運作。當時僅設有臺灣高
等法院及臺北、新竹、臺
中、臺南、高雄等五個地
方法院（其中臺北、臺南
地方法院各設有宜蘭、嘉
義分院），在各地方法院
名稱上冠上「臺灣」二字，

　接收日本臺灣總督府臺灣高等法院檢察局之接收卷宗及接收
清冊。（本署資料檔案）

　34 年 9 月 15 日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指派蔣慰祖先生為代理
臺灣高等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蔣慰祖首席檢察官 34 年 11 月
1 日就任公告。（本署資料檔案）

中央政府接收臺灣司法機關
時期（民國 34 年 - 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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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各地方法院「檢察局」均更名為「檢察處」。蔣慰祖同時兼任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主導檢察處之接收工作。

接收初期，檢察人力多由大陸地區派員來臺進
行接管。蔣慰祖首席檢察官於 34 年 12 月 8 日呈文
司法行政部以：「以前簽請鈞部派核之檢察人員，
因乏交通工具，多留滯渝滬迄未到臺，致各地檢察
處尚未接收。近徇省民政當局及各方之請求，並鑒
於檢察工作負有偵查犯罪維持治安之責任，似不能
久延不接管，爰由福州方面羅致法曹 60 餘人，已有
一部到達，分派各地先行接管。」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處接著於 34 年 12 月 9 日召開接管會議，議決先
行接收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 4 個地方法院檢
察局及嘉義、宜蘭 2 個支部檢察局。

　34 年 12 月 22 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接收後
回電。（本署資料檔案）

　34 年 12 月 28 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處接收
後回電。（本署資料檔案）

　 臺 灣 自 34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中華民國法制，為處
理原臺灣總督府法院所遺留
之 已、 未 結 刑 事 案 件，35
年 1 月 16 日 公 布 且 同 日 施
行「臺灣法院接收刑事案件
處理條例」，成為當時檢察
官辦理刑案時的重要參考法
條。（臺灣臺北地方檢署提
供。翻拍自法務部編《傳承
歷史，航向未來》，臺北：
法務部，96 年 3 月初版。）

　35 年 1 月初步接收完畢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及所屬管
轄區域。（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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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篇　檢察發展史及機關沿革

政府對臺灣的司法接
收，是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處於光復時期重要的工作
項目，除財產、案件清理
點交、人事調整及語言轉
換外，更是去日本化、去
殖民化的法制換軌及司法
文化轉型過程；至 35 年 1
月 10 日始全部接收完畢。

接收初期為順利推展
業 務， 解 決 人 事 問 題，
於 35 年 12 月 21 日即召
開第一次全省司法會議，
由首席檢察官王建今就案
件量、組織員額提出報告
外，並就各機關運作之困
難，以提案討論方式充分
討論謀求解決。

在刑事案件方面，因
為辦理刑事案件之公務員
更易，刑事實體法及程序
法的變更，進行中之案件
如何適用法律，必須有一定的準據。因而，35 年 1 月 10 日國民政府以渝字第
959 號公告「臺灣法院接收刑事案件處理條例」，定義「原檢察官」、「原法
院」、「事件」、「案件」、「當時法令」等用語，明定偵查、審理中案件之
管轄，程序法的準據，事件訴訟行為之效力，原法院、原檢察官強制處分權之
效力，送達中裁判、處分之處理原則及效力等。

36 年 2 月間發生後人所稱之「二二八事件」，許多來自大陸地區之司法官
要求離開臺灣。同年 5 月中旬奉命來臺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葛之
覃於呈司法行政部的報告中表示「雖暴亂旋即敉平，而人心刺激極大，不但業

　35 年 12 月 21 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王建今召開
「全省司法會議」。（本署資料檔案）

　35 年全省司法會議工作報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員額表。
（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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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曾告停頓，若干外省人員，且因此身懷戒懼，不安於位，紛紛請調或告假離
臺，不在少數。⋯⋯由於待遇菲薄、生活不易，欲向內地羅致人才，倍增困難，
一時員額不敷。」

綜觀接收初期，自 34 年 11 月 1 日蔣慰祖首席檢察官接掌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處之後，至 36 年 5 月 16 日，歷經陳丞城、施文潘、樓英、符樹德、王建今
等接任或代理首席檢察官，短短 1 年 10 個月數度易人，每任平均在職 3 個月
左右，其中僅王建今首席檢察官在任超過 6 個月，故在在檢察業務推展上較難
有太大進展。

35 年全省司法會議工作報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所屬案件統計表。（本署資料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