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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所謂司法書類即法律工作者，就某一法律個案表達意思所製作之文

書，包括契約書、訴訟書狀、起訴書、裁判書等，亦可稱為法律文書或

司法文書，其中與刑事有關者，為刑事司法書類。

上開文書或因法律規定有一定之程式，撰寫時必須符合，或因為必

須表達一定之意思，足以服人，撰寫之內容必須妥適，故如何撰寫，實

為習法者，尤其是從事法律工作者──法官、律師、法務助理所應研習

之課程，此一研習，即「擬制」之謂，以便正式製作文書時，得心應手。

法律文書之製作除須合乎程式，必須將事實釐清，再闡明法律之適

用，故藉由案例，針對具體案件研究有關文書，不僅為一便捷方法，且

有完整之概念，既了解程序又了解實體。又法律文書之適用法律，必須

結合實務及法學理論，彰顯所欲表示之見解，惟因實務案例並不完全相

同，各有不同背景，如何應用，並非易事。法律大體可分程序法與實體

法，一件案例所涉及者，往住並非單純某一法律，常常是實體法與程序

法交錯，故如何應用，經驗之累積亦為重要。

當今社會除理論研究外，多重實用性，故有所謂之應用數學、應用

語文，法律亦然，坊間雖有書狀格式書籍，各種法律實例問題，但鮮有

就具體案件，結合實體與程序，以書狀、裁判書自始完整說明，以為完

整學習，並為啟發。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能一

方面思考法學理論，另一方面展現在具體案例，必有助於個人能力之增

進。筆者於臺北大學進修部（原中興大學夜間部）法律學系講授擬制司

法書類，為使學生有一整體性了解，皆以筆者經手辦理之案例為教材，

講解其中雙方之書狀及法院之裁判，俾學生了解每一案例自始至終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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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雙方攻擊防禦方法，法院裁判，以免有見樹不見林之遺憾。茲

將此等教材，再輔以其他有價值但因時間關係未能講解之案例、書狀範

例編著為本書，希有助於刑事法律文書之製作及案例研究。

第二節　如何撰寫

成功的司法書類，必須能正確地表達製作者所欲表達之意思，讓他

人能了解，故不僅在程序上應符合法定程式，且在實體上，內容必須認

事用法無訛，用詞妥適，始能表達正確。如何撰寫，即應顧及程序與實

體方面。

第一款　程序方面

法律就司法書類有規定一定之程式者，撰寫之際即應符合，以免因

程式不合，不生效力。此等程式，因製作人不同而有不同，茲分別說明

之。

第一目　檢察官製作者

檢察官製作者有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

壹、起訴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64條第�項：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

資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貳、不起訴處分書及緩起訴處分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項：檢察官依第�5�條、第�53條、第�53

條之�、第�53條之3、第�54條規定為不起訴、緩起訴或撤銷緩起訴或因

其他法定理由為不起訴處分者，應製作處分書敘述其處分之理由。但處

分前經告訴人或告發人同意者，處分書得僅記載處分之要旨。至此處分

書記載之格式，法律未明文規定，但應記載一、告訴（發）人姓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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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住所。二、被告姓名、年籍、住所。三、告訴（發）意旨。四、處

分之理由。

第二目　法院製作者

壹、判決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項規定「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應記載

受裁判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所或居所；如係判決書，並應

記載檢察官或自訴人並代理人、辯護人之姓名」、第308條規定「判決

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罪事實，

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是應記載上開事項。至於無罪判決，既非犯

罪，則無事實可記載，一般皆於理由援用公（自）訴意旨，以明指訴之

犯罪事實。至此主文及有罪判決理由之記載，刑事訴訟法第309條至第

3�0條之�均有規定。

另簡式有罪判決書及簡易判決書之記載，刑事訴訟法第3�0條之�及

第454條另有規定。

貳、裁定書

依上開刑事訴訟法規定，除須記載受裁判人姓名等外，其他只須記

載理由。

第三目　當事人、律師製作者

凡向法院陳述，除法律別有規定者，應用司法狀紙。司法狀紙除

法院服務處有出售外，個人亦可依規定之格式使用（參見司法狀紙規

則）。至於委任代理人、辯護人之委任狀，目前法院服務中心均有印妥

之制式委任狀，可供索取使用。

狀紙首頁稱謂欄，依書狀性質為：告訴人、告發人、被告、上訴

人、代理人、辯護人等。如因人數過多，不敷填寫，可在次頁劃線使

用，亦可以附表方式。

狀紙之書寫，可以打字，電腦列印，亦可手寫。為方便閱讀，以打

字、電腦列印為宜，書寫方式為橫式，自左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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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包括代理人、辯護人）製作之書狀，有告訴狀、告發狀、

辯論狀、辯護狀、準備書狀、上訴狀、上訴理由狀、聲請狀、陳報狀，

各有不同之目的，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應記載事項，亦有一般應記事

項，茲分述如下：

甲　一般應記載事項

刑事訴訟法就當事人書狀應記載事項雖未如民事訴訟法第��6條設

有規定，但一般言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

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代表人
�
、法定代理人、代理人、辯護人者，其姓名、住所

或居所，如代理人、辯護人為律師者，因委任狀已記載事務所地址，故

可不記住所或居所。

三、供證明用之證據：即為陳述所提出證據，如係人證，應載明

證人姓名、住居所，以便通知到場訊問。如請求鑑定，可載明鑑定人名

稱、住居所（按：鑑定人為政府機關者，可不記載），以便囑託其鑑

定。如請求勘驗，只須於狀紙中陳明即可。

四、附屬文件及其件數：即提出之文件，例如書證、測量圖等。一

般狀紙所附者為文書影本，原本於開庭時庭呈核對，無誤即發還原本。

五、法院或檢察署：即受理此狀之法院或檢察署。

六、年、月、日：即撰妥此狀欲交法院或檢察署之日期。

狀末具狀人處，應由具狀人簽名或蓋章。又依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

定「文書由非公務員製作者，應記載年、月、日並簽名。其非自作者，

應由本人簽名，不能簽名者，應使他人代書姓名，由本人蓋章或按指

印。但代書之人，應附記其事由並簽名。」，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9條

第�項規定，自訴雖應委託律師為代理人提起，但自訴狀仍應由自訴人

�	
關於法人之代表人，民事書狀皆稱法定代理人，刑事書狀則稱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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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或蓋章，否則自訴不合法
�
，上訴狀亦同。其他書狀如係由代理人

或辯護人撰狀者，由代理人或辯護人簽名或蓋章。一般狀紙用打字者，

此處當事人或代理人姓名亦用打字時，因此打字並非簽名，仍應另為簽

名或蓋章。

關於告訴狀、告發狀記載之被告，應有姓名、住居所，如不知出生

年、月、日、性別，不載明亦可。又此住居所一般皆為戶籍地，但如不

知，亦可以其通訊或工作處所代之。

乙　特別應記載事項

刑事訴訟法就特定之書狀，規定應記載事項，即屬特別應記載事

項，茲分別說明如後：

一、自訴狀

依刑事訴訟法第3�0條第�項、第3項規定，自訴狀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被告之年齡、性別未記載，實務多予接受，但偶有法院會通知補

正，此時再予補正，如不知，可聲請法院在通知書（即傳票）上載明提

出被告戶籍謄本，以便向戶政機關查詢而補正。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至此犯罪事實，應記載構成犯罪之

具體事實及其犯罪之日、時、處所、方法。

�	 	最高法院70年臺上字第7369號判例：本件自訴上訴人林某侵占一案，雖由自訴
人代理人董律師以自訴人佳和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實為代表人）陳某

名義而提起，但該自訴狀上除律師董某簽名蓋章外，該公司及其代表人均未蓋章

或簽名，按之刑事訴訟法第53條之規定，顯有未合。雖該公司及其代表人陳某對
於律師董某有為第一審之自訴人代理人之委任，有委任狀附卷可按，惟此僅在訴

訟合法成立後委任其代為訴訟行為，要不能謂該受任人有代理自訴之權。同院76
年臺上字第743號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9條第�項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
訴，但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

偶為之。同法第37條僅規定自訴人得委任代理人到場，但並無許自訴人委任代理
人代為提起自訴之規定，此與民事訴訟得由訴訟代理人起訴之情形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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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訴狀

依刑事訴訟法第339條準用自訴。

至於其他告訴狀、告發狀、上訴狀等均未規定特別應記載事項。

第二款　實體方面

法律文書之內容必須符合下列原則，即：

一、文理順

法律文書必須扼要、平順、易讀，不要用生澀文字，尤不可有錯別

字，目前並未要求一定要用文言文，但用白話文有拉雜之嫌，故參考法

院之裁判，尤其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文字精簡、易讀，可供參考。

二、事理明

訴訟係認事用法，即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前者尤為重要，如不能釐

清事實，自無法正確適用法律，故須將事理說明白，讓人了解，必要時

可用附表、時程表，以明瞭事實經過。

至此事實，須有證據證明，故在撰寫時，應注意證據之取捨、說明

與待證事實何以相符或不符，至此取捨說明，參照刑事訴訟法第�55條

第�項「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應注意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是否可信，例如文書

上之簽名，其簽名人當時在國外，依經驗法則即不可能同時在國內簽名

於該文書。

三、法理通

法律之適用必須妥適，而妥適之適用，自須法理精通，否則無法正

確闡明，即不能獲得所欲結果，至於法律除指條文本身，包括判例，最

高法院裁判、決議、法律座談會，類似案例之他法院判決，學者論著。

又刑事因受限於罪刑法定主義，故撰寫之際，如認有罪應就合乎法律

規定犯罪構成要件敘明，反之，則應就不合乎法律規定犯罪構成要件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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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法律文書係一推理之論理文，非抒情文，以三段論法，

將事實釐清，再套上正確之法律自可獲得滿意之結果，簡言之，係以證

據說明認定之事實，再適用法律以得一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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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書狀範例

第一節　告訴狀

(一)恐嚇罪

刑事告訴狀

告訴人　林○欲　住臺中市西區○○路○○號

被　告　蘇○雄　住彰化縣彰化市○○路○○號

為被告恐嚇罪，依法告訴事：

一、 按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

危害於安全者為恐嚇罪，刑法第305條定有明文，參照最高法院

26年渝非字第15號判例：「刑法第305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

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

言。⋯⋯」、最高法院民國27年4月17日民刑庭決議：「刑法第

305條之罪，僅以受惡害之通知者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

已足，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要件。」，是凡有加害生命等之

惡害通知，即足成立該條犯罪。

二、 告訴人任職於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職務，告訴人

之妻李○芬因於民國80年6月1日將公司所屬之裕隆牌1597cc紅色

轎式自用小客車駛至被告家中，告訴人以電話通知被告欲將上開

汽車開回公司，未料竟遭被告以「讓你直的進來，橫的出去」惡

言恐嚇（如錄音帶譯文），並穢言辱罵。不但使告訴人心生畏懼

恐生命遭不測，且令告訴人不敢至被告家中將上開汽車開回公司。

三、 核諸被告上開犯行，顯係觸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爰請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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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偵查追訴被告上開之不法惡行，以維法治。

謹　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公鑒

證人：

　　　林○舜：住○○縣○○鎮○○號

證據：

　　　證物一：錄音帶。

　　　證物二：錄音譯文。

中 華 民 國 80 年 7 月 5 日

具狀人　林○欲　印

(二)過失傷害罪

刑事告訴狀

告　訴　人　張○培　　　住臺中縣新社鄉○○街○○號

　　　　　　張○○○　　住同上

共同代理人　李○○律師

被　　　告　羅○龍　　　住臺中市○○路○○號

為被告涉嫌過失傷害罪，依法提出告訴事：

一、 緣被告於民國81年1月30日晚間8時20分許，駕駛車號○○○號之

自用小客車，在臺中市東山路往東山樂園方向行駛，於加油站前

欲左轉駛入該加油站加油時，竟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

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第91條第

2款「左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邊方向燈光⋯⋯」、第

102條第1項第2款「車輛行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轉彎車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