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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紀錄科創立

光復以來，自司法機關檢察官配置各級法院開始即有書記官之員額編制，
隨著時代演進，人口增多，民智漸開，法治教育普及，社會態樣複雜，收案量
逐漸增加，民國（以下同）69 年審檢分隸，本署對於所屬各檢察機關司法行
政督導業務亦與日俱增，業務質量日趨龐雜，書記官員額亦隨之增加，即開始
分科管理。

從法院組織法歷年修訂軌跡觀之，檢察官配置法院，本署書記官組織編制
準用臺灣高等法院書記官編制，34 年 4 月 17 日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機關書記
官之員額以命令定之，書記官設有簡、薦、委三種等級，書記官長為書記官之
主管。35 年 1 月 17 日修法書記官長薦任，書記官委任。58 年 4 月 10 日修法
增設書記官其中 3 人至 7 人，得為薦任。

司法行政部依行政院 61 年 6 月 30 日台 61 規字第 6437 號令頒行修正「臺
灣高等法院及分院處務規程」第 45 點第 2 項規定，檢察處之書記處由主任書
記官及書記官與通譯、錄事等職員組織之。第 46 點第 2 項規定，主任書記官
承首席檢察官之命，處理高檢處書記室及一般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書記
官以下職員。第 49 點第 3 項規定，高等法院或分院檢察處之書記處得準用前
二項規定分科辦事，置主科書記官 1 人。此項規定為各檢察機關書記處分科辦
事之依據。

69 年審檢分隸，修改法院組織法，各級檢察機關各置書記官長 1 人、書
記官若干人，準用臺灣高等法院書記官編制，書記官長，薦任或簡任，各級法
院及分院書記官，委任或薦任，但薦任員額不得逾二分之一。書記官分掌紀錄、
執行、文書、研究考核、總務、資料等事務，依業務類別設主科書記官 1 人、
書記官若干人，綜理各科業務。

78年 12月 22日修法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機關由檢察處更名為檢察署，
員額準用高等法院編制設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 人，薦任第 9 職等或簡任第
10 職等至第 11 職等；承首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書記官，委任第 3 職等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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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等或薦任第 7 職等至第 9 職等，分掌紀錄、文書、研究考核、總務、資料
及訴訟輔導事務，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各科於必要時，得再分股，均不另
列等。各科科長由薦任書記官兼任；股長由委任或薦任書記官兼任，均不另列
等。書記處分科辦事始有法律據以遵循。80 年 1 月 18 日紀錄科設科長 1 名，
81 年 1 月 17 日起除紀錄科長外增設紀錄股長 1 名，88 年 11 月 17 日增設股
長 2 名，92 年 1 月 16 日增設股長 3 名，107 年 4 月 23 日增設股長 4 名迄今。

貳、書記官分類及職務架構

一、主任書記官／書記官

34 年臺灣光復後，依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行政部部長監督最高法院所設
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各級法院及分院配置檢察官員額，高
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為辦理檢察事務，酌置書記官，服從長官之命令
執行職務，設主任書記官 1 人，書記官若干人不分科。主任書記官即為書記官
主管。

二、主任書記官／紀錄書記官、行政辦事書記官

46 年起，除主任書記官 1人以外，設有紀錄書記官、行政書記官各若干人
分股辦事。行政書記官負責文牘、收發、庶務、分案、出納、監印、統計等。

三、主任書記官／紀錄書記官、執行書記官、行政辦事書記官

54 年起，除主任書記官 1 人以外，設有紀錄書記官、執行書記官、行政書
記官各若干人分股辦事。

四、設主科書記官綜理各項業務

61年起，除主任書記官1人以外，設有紀錄主科書記官、執行主科書記官、
文書主科書記官，總務主科書記官，研究發展考核室主任（薦任書記官兼任）、
安全室副主任（薦任書記官兼任）綜理科室業務，科室設書記官若干人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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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檢分隸後之變更

69 年審檢分隸，修改法院組織法，高等法院書記官長薦任或簡任，檢察機
關準用之，本署書記官長由檢察官兼任。書記官分掌紀錄、文書、研究考核、
總務、資料等事務，依業務類別設主科書記官綜理各類業務。

六、修訂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之類別及員額

78 年 12 月 22 日檢察處更名為檢察署，置書記官長 1 人，承檢察長之命
處理行政事務。書記官分科辦事，分掌紀錄、文書、研究考核、總務、資料及
訴訟輔導事務，各科於必要時，得再分股。紀錄科主管為科長，並增設股長。
目前本署紀錄科分四股，分案由第一股負責。

參、主要業務

一、偵查紀錄及相關行政工作

紀錄科書記官業務為偵查庭之紀錄工作及其相關行政業務，偵查庭活動依
刑事訴訟法規定，準用法院書記官的工作，包含法庭上的筆錄、製作檢察官起
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類正本、公告及送達，以及案件進行中的各項傳票製作、
公文擬稿，及電話連繫等各項行政業務。依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處務規程
第 38 條規定，紀錄科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案件之編號及分配。
（二）關於案卷及文件之點收、登記及人犯羈押登記。
（三）關於筆錄、傳票、拘票、提票、押票、釋票、搜索票及其他通知之製作。
（四）關於案件及行政文稿之撰擬。
（五）關於整理、編訂、保管案卷及附隨案卷證物之保管。
（六）關於起訴書、處分書、答辯書或上訴書等正本、繕本及其他書類之製作

與其結果之公告。
（七）關於案件文書之交付送達。
（八）關於已結案卷之發送或歸檔。
（九）關於各項報表之製作或統計等資料之提供。
（十）關於保證金及贓證物品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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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關於刑事被告資料卡之製作、保管、查證。
（十二）其他應由紀錄書記官辦理或長官交辦事項。

除上開處務規程規定 12 項法定業務外，本科還兼辦執行案件分案及執行
案件發交及聲請、協助檢察官兼辦人犯未在押判決確定後發交執行案件、聲請
定應執行刑及強制工作聲請案件等；另兼辦犯罪被害補償覆審委員會、偵查經
濟犯罪中心、電腦犯罪防制中心、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協調督導工作小組會報、
及辦理有罪確定案件團體或組織意見書審查小組、群眾突發事件處理小組等行
政分組協辦業務；亦兼辦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有關紀錄科各項行政業務。

二、協助檢察長督導所屬各地方檢察署偵查業務

( 一 ) 食安案件報表每週五列管 

為有效即時掌握各檢察機關偵查食安案件之情形，本署王添盛檢察長 103
年 11 月 6 日指示，傳真「本署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尚在偵查中之食品
安全及相關之瀆職、偽造文書、逃漏稅、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列管調查表」格
式 1 份，即日起原則上每週五中午前以電子郵件更新資料，如有重大案件更新
資料，則應即時更新回傳，並以電話聯繫本署紀錄科長。原有陳報資料在案件
偵結解除列管前仍需保留回報，以利彙整。本列管調查表，由各署紀錄科長填
報列管。迄今仍按時填報中。

( 二 )「再議綜合評述表」密送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為提昇地檢署檢察官辦案及書類製作品質，103 年度第 2 次檢察長業務座
談會第 2 號提案決議辦理「審核訴訟轄區地方檢察署再議案件紀錄表」，本案
復提出於 103 年 12 月 26 日年終會議暨檢察官會議討論，經彙整並分析與會主
任檢察官、檢察官之意見，認實施本案利大於弊，有建立此機制及實施之必要。
經陳報法務部核准實施，本署通函所屬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再議綜合評述
制度，二審檢察署檢察官於再議案件結案時填妥該表，陳送主任檢察官、檢察
長核閱後，交承辦書記官將綜合評述登錄於電腦作業系統，並將該表原件檢送
紀錄科長存查，二審檢察署每半年（或一年）將「綜合評述彙整表」，以密件
函送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參考。



576

( 三 ) 跨境電信詐騙案件報表每週五列管

為督導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中之「跨境電信詐騙」等案件，本署
105 年 6 月 8 日以檢紀字第 10510504000 號函請所屬各地方檢察署於每週五
中午前以電子郵件傳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尚在
偵查中之『跨境電信詐騙』等案件列管調查表」予本署紀錄科長彙整，如臨時
有重大更新資料，應即時電話聯繫本署紀錄科長並回傳。所稱「跨境電信詐
騙」，是指國人利用在國內外設立之電信機房等設施，詐騙大陸人士財物。調
查表由各署紀錄科長自行列管，經陳報各署檢察長核可後傳送本署紀錄科長，
更新時亦同，所陳報資料於案件終結時解除列管。迄今仍按時填報中。

( 四 ) 有效管控停止執行及偵查案件

為避免執行及偵查案件經地檢署自行暫結，而無法有效控管，本署於 105
年 6 月 15 日以檢研乙字第 10511006030 號通函所屬各地檢署，毒品案之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經勒戒處所或戒治所拒絕入所而停止執行之案件，各地檢署不
得再以「暫結」方式掛結，於停止偵查或執行案件前以暫結方式報結者，應陳
報本署，本署接獲該案分「他審」案件由檢察官審核，經本署核復停止偵查、
停止執行准予備查之案件，因屬事實上無法進行，不可歸責機關及檢察官，非
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第 44 點規定之「無故或藉故拖延不結」
情形，惟「停止偵查」案件仍須至少 3 個月進行 1 次。

肆、重大業務變革

一、分案及登錄

臺灣地區自光復後，檢察機關收受一般刑事偵查案件，以人工製作刑案資
料卡片，依四角號碼順序置於資料櫃內，並將分案情形登錄於分案登記簿備查。
由於偵查案件逐年增多，資料之管理儲存日臻困難，檢索調閱尤感不易，且檢
察官欲獲得同一被告之全省各地區之犯罪情形，必須分別向各相關機關調卷綜
整始得一窺全貌。惟僅憑人力蒐集被告前科需投注相當多人力且事倍而功半。
隨著電子科技時代的來臨，行政院令本署擬具計畫，以電子作業處理龐雜繁複
的刑案資料，歷經檢警合作建立刑案資料庫，各級檢察機關與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處資料處理中心連線，僅於偵查收案時輸入一次資料，即可為後續偵查、審



577

第 陸 篇　行政科室

判、執行業務共用分享。各級檢察機關前科查證原僅能查詢該地區之前科紀錄，
連線作業後可同時查詢全臺灣地區之完整前科資料。

（一）刑案卡片登錄（34 年 –72 年）

光復後，檢察機關收受一般刑事偵查案件，分案人員以四角號碼卡片（照
片）查舊案，並將新案被告應另外製作卡片建檔，放置卡片資料櫃內（照片）。
各機關移送案件或按鈴申告之告訴告發案件，每位被告須由分案人員仔細翻查
卡片並註記有無前科資料，將分案情形詳載於分案登記簿備查。被告刑事資料
散見於各機關，倘欲獲得全省各地區對於同一被告之犯罪資料尤非易事。

（二）電腦分案（70 年以後）

由於案件逐年增多，資料之管理儲存，日臻困難，檢索調閱尤感不易，68
年 3 月行政院令本署擬具計劃，以電子處理資料，69 年經行政院核准編列預
算新臺幣 1,700 餘萬元，70 年奉准設立本處資料處理中心。（詳細內容，請
參閱第陸篇第五章資訊室「六、檢警合作建立刑案資料庫」。）

二、紀錄書記官作業電腦化

78 年，為革新檢察業務、提高辦案績效、發揮檢察功能、加強便民服務、
增進檢察威信，發展「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指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

刑事被告登記卡。（本署資料檔案） 分案資料櫃。（本署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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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署（84 年 7 月 1 日升格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檢察署為試辦機關，共同配合依預定進度進行規劃設計，將案件收案、分案、
檢察官、書記官辦案過程及結案公告等資料均納入電子系統作業，以期早日開
發完成後，推展至全國各檢察機關使用。79 年間在法務部及試辦機關共同努
力下，終於有了初步的成果，80 年 2 月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檢察署
舉辦偵查案件管理及檢察書類製作子系統觀摩展示會，同年 10 月於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檢察署舉辦執行案件管理及相關之觀護、槍砲彈藥管制、保證金管理、
檔卷管理等子系統觀摩展示會，逐年推展至全國各級檢察機關，書記官作業由
人工紙本作業，進入了電腦化作業的新紀元。

87 年開發「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並推展完成，由於有效節省繁複的
人工作業，大幅提昇業務效能，88年度於本署開發「二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
軟體並進行試辦，第二期於89年度再推展至其他二審機關即臺中、臺南、高雄、
花蓮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及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等五個機關正式實施，
94年5月再更新Web整合平臺。使書記官製作書類正本更便捷，提昇作業效率。
106 年起開始推動「二審再造案管系統」及「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以期整
合新技術及客觀環境需求，迎接一個全面自動化、科技化的嶄新時代。

三、公文直書改橫書

依據行政院第 2823 次會議院長提示：由於國際間交往日愈密切，文書資
料來往頻繁，歐美文字都是由左至右橫式排列，國內目前直式書寫如遇引用外
文或阿拉伯數字時，往往形成扞格。鑒於我們正積極推動華英雙語，慢慢英語
會越來越擴大使用，像新聞局、外交部、僑委會等機關很多文書都可以中英對
照。因此文書的一致性確有其必要，並由官方文書方面開始推動。92 年 5 月
16 日法務部函請本署成立檢察書類例稿編輯小組，並命完成現行一、二審檢
察書類例稿更新作業，期間本署及所屬各檢察機關多次召開會議全力推動，嗣
本署於 92 年 9 月 5 日召開「一、二審檢察書類例函稿橫書問題」會議，進行
專案小組執行進度報告，同年 9 月 9 日並將研商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相關
事宜會議紀錄陳報法務部，同年 9 月 22 日召開「一、二審檢察書類及辦案系
統例函稿（表格）橫書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逐一檢討修正本署暨所屬各級
法院檢察署之一、二審書類表格及函稿，有二審紀錄、執行209件，一審偵查、
執行及其他749件，檢察書類製作529件，共計1,487件，推動成效至為斐然，
實為一項重大之革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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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紀錄科歷任主管

姓名 就任年月日 卸任年月日 職稱

謝茂生 59.3 61.7 紀錄主科書記官

李隆義 61.8 70.2 紀錄主科書記官

徐承仕 70.3 80.1 紀錄主科書記官

蘇純賢 80.1.18 92.1.1 紀錄科長

陳啟仁 92.1.2 94.3.6 紀錄科長

邱淑津 94.3.7 96.4.5 紀錄科股長兼代科長

邱淑津 96.4.6 99.12.2 紀錄科長

鄭正雪 99.12.3 103.12.8 紀錄科長

吳一燕 103.12.9 迄今 紀錄科長

陸、專訪本科前主管

一、蘇純賢科長

蘇科長 62 年 5 月 3 日到臺北地檢署服務，64 年 1 月調本署紀錄科服務，
80年1月18日起擔任本署紀錄科長至92年1月1日退休，在本署共服務28年。

他回憶以往分案都是採用人工分案，86 年吳英昭先生擔任本署檢察長時，
才開始實施電腦分案制度，惟其間仍是採人工、電腦分案雙軌制度運作，俟實
施相當一段期間經穩定運作後才正式以電腦分案，由於署裡長官、檢察官都非
常重視分案，必須格外謹慎小心處理才能運作順暢。其次督導各高分檢，本署
每年度均會由各科室主管組成一個督導小組，前往視察所屬各高分檢業務，針
對各自主管之行政業務進行檢查，不僅可與所屬機關人員直接面對面溝通業務
做法，更可以達到相互交流之目的，可惜後來沒有繼續辦理殊屬遺憾。

在本署紀錄科任內印象最深刻是辦理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的工
作，當時是陳涵先生擔任檢察長，書記官長則是由謝文定先生兼任，謝書記官
長特別交待減刑業務：「絕對不能有 1 件錯誤，要百分之百正確」，當時減刑
工作一開始是由高院與本署在大禮堂合署辦公 10 天，分配工作從分案、擬寫

（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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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執行聲請書、校對定執行刑一覽表及
蓋大印發文等等，紀錄科同仁幾乎全員出
動。收到院方裁定即送回檢方發指揮書傳
真監獄執行，一條鞭作業。合署辦公前後
10 天總共大約辦理 8 千多件，結束後即回
復常態作業，但減刑案件仍然很多，紀錄
科與執行科黃混原科長等同仁合作無間，
最後終於圓滿完成任務，回想起來其中之
艱辛非親身經歷無法體會，尤其感謝紀錄
科同仁的努力與付出。

公務生涯 30 年，其中在本署紀錄科
服務 28 個年頭，在退休 15 年後回來看到
老同仁及年輕新血，內心確實非常激動。
蘇科長對本署有著很深的感情，印象中當
時有許多老同仁因電腦能力比較弱，在一
般例稿改成電腦製作公文例稿時大都備感
吃力，造成同仁不小的困擾，此次專訪中
蘇科長得知法務部在 107 年 1 月 1 日開始
實施「再議限制發回一次之新制」，本署
紀錄書記官同仁必須到偵查庭開庭，特別
期許大家能夠不斷精進業務能力，以適應
時代潮流趨勢。

二、陳啟仁科長

陳科長 62 年間到基隆地檢署擔任法警，68 年調升該署副警長，同年考上
書記官升等考試，奉派到桃園地檢署擔任紀錄、執行書記官，74 年調板橋（現
新北）地檢署服務，期間擔任該署文書、總務、紀錄、執行科長，81 年調本署
所務科服務，89 年擔任更生保護會副總幹事及犯罪被害保護協會副執行秘書，
90 年擔任本署總務科長，92 年擔任本署紀錄科長至 94 年 3 月 6 日退休。

陳科長表示以往地檢署有錯誤的認知，以為本署紀錄科長工作很輕鬆，其
實不然，從每日分文、分案、核稿、參加各項會議、監察院、法務部及本署各

　二位科長拜會紀錄科同仁後進行訪談。
( 本署資料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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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長官交辦事項，業務種類實在非常繁重，各項急件工作非常多，常常壓得喘
不過氣，如非親自體會不能瞭解其中的艱辛。陳科長表示一般同仁對考績均相
當重視，因此必須透過耐心溝通逐一化解疑慮，加上紀錄書記官業務難免不均，
任內實施定期抽籤換股作業，施行成效深獲同仁肯定。

陳科長對於書記官同仁職等偏低普遍留不住人之情況，任內曾多次向主管
機關提出陳情，希望修正法院組織法能適度提高書記官職等，藉以提昇同仁工
作士氣，紀錄科書記官的工作，除法庭上的筆錄、書類製作、公告及送達，公
文擬稿及電話連繫等各項行政業務外，並設有很多專組，工作量確實相當繁重，
希望同仁都能秉持依法行政之理念，加上戰戰競競全力以赴之精神，才能圓滿
達成上級交付給我們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