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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室創立

民國（以下同）58 年 12 月層奉行政院令頒之「各級行政機關實施業務管
制考核方案」、「各級行政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單位設置辦法」及「各級行政機
關研究發展實施辦法」等規定，於同年月 10 日成立研考單位，將原有業務檢
查室同時予以歸併，並自 59 年度起實施研考新制，推展各項研考工作。

貳、組織架構

為提高行政效率，研考新制成立之初，研考業務設置主辦研考及協辦研考
數人。78 年 12 月 24 日因應法院組織法修正施行改制為「研究考核科」，設
有科長一人，股長一人及書記官數人。

參、主要業務

本科主要業務為檢察業務檢查、一般行政管制考核及其他政策業務的推
動。茲擇部分項目說明：

一、業務檢查

（一）視導工作

自 59 年度起，所屬各處之視察，奉令配合司法行政部年度視察一併實施，
並改進作業程序，視察前由司法行政部先行召開座談會，決定視察項目及考查
要點，視察時除原有之一般考察項目，特注重管制案件執行成果之評估，視察
後分類作成報告，以為研究發展，改進業務之依據。司法行政部鑒於以前視察
成效有限及為簡化視察業務，於 60 年起改為聯合視察，以期帶動全面業務革
新，61 年聯合視察辦理結束後，時值行政院令頒十項革新措施，聯合視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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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即自隔年起暫停辦理。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即本署前身）基於業務需要，
仍繼續督導所屬機關業務。

（二）檢察業務檢查

　1. 年度檢察業務檢查

69 年審檢分隸後，為增進檢察功能，提高辦案績效，輔導業務之推展，及
檢討缺失，本處持續每年辦理 2 次檢察業務之檢查。第 1 次於上半年度由法務
部督同最高法院檢察署及本處對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處實施檢察及行政業務檢
查，第 2 次則視各地方法院檢察處業務輔導之需要，於下半年度，由法務部指
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或本處選擇部分地區進行抽查。至法務部 82 年 12 月 1 日法
82 檢字第 25380 號函示，自 83 年度起，法務部不再參與業務檢查，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業務檢查，由本署與最高法院檢察署共同辦理。

歷年業務檢查均自 2 月起至 5 月底，時間冗長，範圍涵蓋全省各地方檢察
署。為減輕本署工作量，亦考慮各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也能發揮其應有
之檢察功能，88 年檢察業務檢查協調會經與會人員提出討論並作成決議；最
高法院檢察署不再參與二審檢察業務檢查，由本署及其所屬各高等法院分院檢
察署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加強二審檢察功能實施要點」第5點第 2項（106
年 3 月 16 日修正為第 6 點第 2 項），於每年上半年度按照訴訟轄區，指派檢
察官前往一審檢察署實施業務檢查。

檢查項目著重在稽延案件、偵查中人權保護、相驗案件、執行案件之辦理
及觀護業務、一般檢察行政業務及法律修正後必要注意事項或政策業務。檢查
完畢最後一天視實際需要舉行座談會。檢查報告由本署彙整陳報法務部核定
後，將優、缺點及應行改進事項通知各受檢機關。

　2. 按季檢查

為加強督導檢察業務，避免案件久懸未決，依據法務部訂頒之「檢察機關
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規定自 89 年 7 月起按季（每 3 月）派員檢查
所屬轄區檢察官承辦案件有無「無故逾3月未進行」或「無故或藉故拖延不結」
之情形。初期單純檢查逾期未結案件，是否「每二個月均有進行一次」、「案
件未進行係有正當事由並簽報首長核定」、「案件確係繁雜，且各項偵訊、勘
驗、鑑定、函查均持續進行且甚詳實」為檢查項目，陸續因業務需求而有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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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之檢查重點則為：就（1）他字案件、（2）偵查、執行案件、（3）相
驗案件、（4）檢舉賄選案件等是否依規定辦理之檢查，及（5）開庭態度改善
情形及準時開庭與否之查核。

　3. 逾期未結案件月報表之審核

基於檢察一體及加強二審檢察功能，「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加強二審檢察
功能實施要點	」經報奉法務部 74 年 11 月 4 日核備以來，各二審檢察機關指
派協助監督之檢察官審查所屬訴訟轄區按月陳報之逾期未結、檢察官辦理行查
及人民陳訴案件。審查之檢察官對前揭案件，得隨時調卷或親往閱卷，發現承
辦檢察官有無故逾三月未進行或無故或藉故拖延不結或其他不當情事者，得報
請檢察長為適當之處理。所屬機關對於指正事項應予函報，無正當理由逾三月
未實質進行者，應依規定扣減檢察官辦案總成績。

對於案件 3 個月至少應進行 1 次之「進行」認定，存有諸多爭議。法務部
104 年 11 月 25 日法人字第 10408525672 號函囑本署就案件有無實質進行之
認定應有統一標準，以強化檢察官案件管理、稽催等作為，及通函各檢察機關
周知。本署奉指示後，隨即由王添盛檢察長指示本署何明楨主任檢察官檢討辦
理，及利用 104 年 12 月 21 日檢察長業務座談會提請各署提供意見，並在隔年
1 月 25 日召集主任檢察官會議研商並作成決議，報奉法務部 105 年 2 月 5 日
法檢決字第 10511121740 號函准予備查。有關實質進行之認定如下：

（1）實質進行 
指為釐清案情，及有助於案情之掌握與事實之發現，所採取之必要偵查作

為，例示如下：

Ａ .	訊問（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告發人、被告、證人、被害人、關係人及鑑
定人等）、拘提、搜索、扣押、勘驗、鑑定、通訊監察、調通信記錄及通
信使用者資料、囑託訊問、囑託拘提、函查（詢）、函催、發指揮書指揮
司法警察（官）查證、請求司法互助等。

B.	 電詢、電聯、電查、電催等，已製作公務電話紀錄載明與本案相關之聯繫
內容（包括何時、與何人聯繫何事），並有後續具體進行結果。

C.	 發查或發交，已於函文或交辦單具體指明須查證辦理之事項，後續並有具
體結果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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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與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主管之行政機關人員研討案情、討論法
規適用、查獲違規經過或擬訂偵查計畫等，須有下列資料之一為憑：

a.	在辦案進行單載明何時與何人討論何事情。
b.	公務電話紀錄。
c.	事後檢察事務官提出（案情分析）書面報告，司法警察或行政機關提出
之說明、回報、相關筆錄、法規釋示等資料。

（2）非實質進行
指電詢、電查、發查、發回、電催、查前科、查在監、在押、查服役單位、

查戶籍資料、整理卷證、調卷、閱卷、調證物、書類附卷、利用法務部單一窗
口查詢資料、當事人要求和解中及交辦書記官等形式之記載後，而無接續之實
質偵查作為。

（3）實質進行之時間點及具有特殊或關連性案件之認定及事證保全

A.	 案件之偵查原則上須在 3 個月內有實質進行作為，而非以辦案進行單之批
載時間為準，但案情特殊者，依具體個案判定。

B.	 當事人請求和解者，其等待期最長以 3 個月為宜。
C.	 同一被告有數案件者，原則上各案件分別認定，但有合併偵查情形時，得
綜合認定。

D.	 相牽連案件，分數案號或數個案情相關連者，有無實質進行得合併認定，
但應分別填載辦案進行單。

E.	 至於重大案件如何保全進行事證，因該等案件或係司法警察機關請求指揮
偵辦，或經指揮司法警察機關進行監聽或監控蒐證，是以請求指揮偵辦及
定期回報監聽或監控蒐證之偵查計畫資料附卷即可。

　4. 檢察行政項目業務檢查

98 年度第 1 次檢察長業務座談會決議，自 99 年 1 月開始實施檢察機關檢
察行政業務項目檢查，本項檢查先由本署依檢察長會議中心議題篩選自行管考
項目，由地方法院檢察署先行自評，每年度 1、7 月再陳報所屬上級二審檢察
署審核，各上級機關必要時得指派 1 名主任檢察官前往訴訟轄區地方法院檢察
署為查核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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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考業務

（一）個案計畫之列管

本署依據「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作業注意事項」、「法務部
及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評核作業要點」規定，對經法務部列管之個案計畫（含
社會發展、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依期程督導審核各主辦機關於期限內至行
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填報選項列管、作業計畫、執行情形及年度評核。自
99年起迄今，本署運用資訊網列管之個案計畫共14項，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外，
也都能在既定的期程內完成。

（二）年度工作計畫之編擬

本署依法務部函頒之「法務部所屬各機關年度工作計畫編審注意事項」規
定，每年研擬年度工作計畫草案，報奉法務部核定後執行。年度工作計畫之重
要項目如下：督導所屬各級檢察署檢察官專責全程到庭實行公訴，加強人權保
障；加強督導毒品、經濟、民生、國土保育、婦幼保護、查扣犯罪所得及貪污
等偵查案件，以有效遏止犯罪，提高辦案績效；加強刑事裁判執行及觀護、更
生保護業務；輔導所屬行政業務，實施業務檢查；加強推廣法律知識與政令宣導；
舉辦重要業務研討聯繫會議，印發檢察業務相關書籍，溝通法律見解；積極辦
理犯罪被害人之補償及求償業務，並協助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以保障人
民權益；成立「偵查資料中心」，建置全國毒品資料庫、跨境詐騙資料庫及查
扣犯罪所得平臺，以提昇檢察官辦案能量，有效打擊犯罪集團，維護社會治安。

（三）書記官辦案進行簿及稽延案件之管考

為督導各股書記官確實登載案件進行情形，72 年 11 月 1 日本處訂定「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書記官辦案進行簿登記注意事項」作為各股書記官登載案件
之依據，並同時明定研考科應按月檢查各股辦理登記情形，如發現有與規定不
合者，應通知補正或改進，並將檢查結果呈首席檢察官核閱。至 80 年 3 月 7
日法務部訂頒實施「檢察機關辦理案件防止遲延實施要點」之後，有關書記官
辦案進行簿之檢查改依該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研考科按月檢查書記官辦案進
行簿，發現有未依規定期限進行者，填具檢查通知單送請檢察官 3 日內查明未
進行原因後，層報首長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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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年二審支援檢察察官辦
案系統建置完成，對於稽延案
件稽催方式逐年改進至 100 年
大致底定。檢察官接獲逾期未
結案件催辦單，應於 3 日內填
寫未結理由，陳送主任檢察官
轉請檢察長核閱。列管之再議、
陳、調及偵、他、上訴、執行
等案件之辦結日數都符合檢察
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
要點，及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
範規定。

書記官辦案進行簿之檢查
於 95 年完成二審支援檢察官辦
案系統研考科作業「進行簿查
詢及列印作業」之建置後，不
再檢查手寫紙本書記官辦案進
行簿，而由專人自辦案作業系
統檢查。檢查中發現書記官的
登載情形已較之前更翔實，但仍無法掌握書記官終結日期是否已即時登載。
100 年修改管考程式，對於案件終結日期改自刑案系統下載，答覆公文、卷
證移送及歸檔之日期於發文、歸檔後自動從系統寫入書記官辦案進行簿。自
施行後，除節省人力，對於書記官的管考作業也更正確。

（四）年度司法行政業務評鑑考核

為配合行政院核定之「行政院暨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實施年度績效獎金計
畫」，本署依法務部指示辦理年度司法行政業務評鑑考核，據以作為法務部所
屬各機關年度考績考核。

本業務因審級及機關性質不同，而分別訂定考核事項與評分標準，本署所
屬各級檢察署於自評後陳報本署初評，再連同本署自評資料送請檢察長核定後
層轉法務部覆評。為使所屬各機關業務考核能切合公平有效起見，以務實態度

　107 年 7 月逾期未結案
件催辦通知，研考科按月
列印逾期未結或即將逾期
案件通知單通知各股檢察
官儘速處理。（本署資料
檔案）

書記官進行情形之管考。（本署資料檔案）

　80 年書記官辦案進行簿
檢查報告，研考科報奉檢
察 長 核 定 80 年 7 月 17、
18 日進行人工檢查書記官
辦案進行簿。（本署資料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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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結合政策，將重要業務納入考評項目，並檢討不合時宜考核項目。考核的
共同項目大致為：為民服務、檢察署辦案績效、政策專案執行、業務檢查、收
受判決、工程控管、工程督導、總務業務、檔案管理業務、律師監督、公文時效、
預算執行、查詢部內網路資料自行查核落實程度、資訊作業。此外，再依一、
二審各別權責檢討納入不同的項目。

自 90 年奉法務部指示辦理以來，歷年來擬訂之考核項目獲法務部相當支
持，而各機關也針對各項業務得失情形，分別研究督促改進，頗有助於各機關
首長之行政監督之加強與各項業務之改進。

（五）提昇為民服務不定期查核

為提昇各機關追求更優質化的服務，推動所屬各機關（矯正署成立前，包
括各監、所）為民服務查核，除平時電話禮貌測試、不定期實地考核，準時開
庭查核，並配合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作業實施年終實地查證。經輔導推薦參加
行政院服務品質獎得獎的機關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榮獲第 2 屆重視民情輿
情獎，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榮獲第 4 屆落實品質研發獎。輔導推薦參加政府服
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得獎的機關有：第3屆：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第4屆：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第 5 屆：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第 6 屆：臺南地方檢察署、第 7 屆：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第 9 屆：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因落實執行嚴格要求，及促請各機關首長重視為民服務工作，各
機關互相比較產生良性競爭，民眾投訴抱怨情形近年來已大為減少，有效提昇
為民服務品質。

三、內部控制制度

為提昇政府施政效能，依法務部層轉行政院 100 年 3 月 9 日訂頒之「各機
關辦理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一百年度重點工作」，同年 3 月 22 日報奉檢察
長核定由郭文東襄閱主任檢察官擔任健全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在 5 月
2 日簽准由各行政科室主管組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據以推動及執行健全內部
控制實施方案相關工作。

為期所屬各級檢察署對於推動的業務能確實辨識風險、設計控制作業及建
立檢查機制，以期減少錯誤或舞弊之情事並能提高機關業務效能。除指派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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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參加行政院主計處 100 年 3 月 10 日、11 日辦理的政府內部控制種子教師
研習班，同年法務部 6 月 11 日辦理的內部控制教育訓練，並分別在 101 年 2
月 1 日、102 年 8 月 30 日舉行教育訓練邀集各級法院檢察署派員參加。之後
更在每年指定機關參加主計處舉辦的「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聲明書簽署作業研
習班」及「稽核理論及實務研習班」。

本項業務依重點工作要旨提示，應就每年度監察院糾正案件、審計部建議
改善事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及自行檢查等，優先列為風險業務。辦理初期，
由各科室依風險評估結果，先就個別性業務中擇訂「替代役管理」等 9 項控制
作業項目，次年再增訂共通性及個別性業務控制作業項目，合計共 25 項。之
後每年更以風險滾動檢討結果修訂控制作業項目，自 100 年實施至今共歷經了
7 次修訂，目前本署內部控制制度為 107
年 7 月 3 日修訂之 8 版，其共通性及個別
性控制作業項目合計共 16 項。

依行政院函頒「第一階段試辦簽署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推動計畫」，本署為
102 年度第一階段試辦機關之一，依規定
102 年度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工
作應於 103 年 3 月底前辦理完成，並於同
年 8 月 6 日由檢察長及襄閱主任檢察官共
同簽署內部控制制度「有效，且無內部控

　101 年內部控制教育訓練，致詞人顏大和檢察長、
法務部陳明堂常務次長（左二）。（本署資料照片）

　102 年內部控制教育訓練，致詞人陳守煌檢察長。
（本署資料照片）

　本署暨智慧財產分署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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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大缺失案件」之聲明書；之後每年度均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辦理年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工作，以驗證整體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之有效
性，且自 102 年後的 103、104、105、106 各年度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之結果
亦均屬有效，此由歷年簽署之聲明書即可見一斑。

肆、重大業務變革

一、加強二審檢察功能

基於檢察一體，本處自 74 年訂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加強二審檢察功
能實施要點」報奉法務部施行以來，對於檢察業務的督導、審核再議案件、實
行公訴及研究發展都已有良好的績效。惟近年來對於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及
書類製作品質認為仍有再提昇的必要，及為避免因會議過度頻繁致影響檢察署
業務。乃於 106 年進行第 3 次修正，新增二審檢察署審核訴訟轄區地方法院檢
察署再議案件綜合評述制度，紀錄科長每半年據實造具綜合評述彙整表以密件
函送一審檢察長，作為各該一審檢察官職務評定之參考。訴訟轄區一、二審檢
察官會議修正為每 2 年舉行一次；及刪除二審檢察署應每年辦理訴訟轄區法律
問題座談會之規定。本修正案報奉法務部修正全文 6 點；並自 106 年 3 月 16
日實施。

二、為民服務工作

政府自 54 年起，全面推動便民服務，本處於同年 12 月 12 日首席檢察官
業務座談會中，訂定便民工作實施辦法，全面推行各項措施，推行以來，對減
輕民眾訟累，樹立司法機關之新形象，收效頗宏。至 76 年，將「便民服務」，
提昇「為民服務」層次，訂定「各級法院檢察處為民服務工作改進要點」，並
依據該要點於同年 3 月 1 日，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為民服務中心」，指定
主任檢察官一人兼主任，書記官長兼副主任，各科室主管兼任幹事，辦理該中
心之服務及管制、連絡等事務。93 年再納入資訊人員業務，以周全檢察機關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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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歷任主管

姓名 就任 
年月日

卸任 
年月日 職稱

吳友善 60.1 64.4 研考主科

周方森 64.7 65.11 研考主科

陳慶毅 65.11 73.12 研考主科

王郁武 74.1 81.6 研考主科

廖運釗 81.7 89.5 研考科科長

王振中 89.5 91.4 研考科科長

柯文法 91.4 96.3 研考科科長

林慧雲 96.3 97.11 研考科科長

鄭正雪 97.11 99.12 研考科科長

謝金葱 99.12 迄今 研考科科長

（本署資料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