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歷史的長廊，見證檢察制度的演進！
　　檢察官職權，最主要係追訴犯罪。自西元1896年台灣日治時期的

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第7條，以及清朝西元1907年編成的法院編制法

第90條(即我國法院組織法之前身)，即已明定檢察官的職權為，實施

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及指揮刑事裁判的執行，並在特定訴訟中

代表國家為當事人或為公益代表人。而現行法院組織法第60條則明定

檢察官之職權為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

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

　　本次奉 法務部指示雲嘉南地區檢察機關偕同法務部矯正署嘉義

監獄於整修完成之舊嘉義監獄原址共同辦理建國百年獄政及檢察文物

特展。籌展期間各參展機關均積極投入，戮力蒐集各類文卷，整理考

據許多珍貴典藏之司法文書及具歷史價值之物件，展示內容大概分為

「法警類」、「法醫類」「偵查庭」、「執行死刑專區」、「檢察文

物類」、「刑案卷宗書類」等。冀期民眾藉由觀賞瀏覽文物，瞭解司

法運作模式，進而強化法治觀念，寓教於樂。這些文物不僅是檢察制

度演進的實證，更是我國近代民主化進程的紀錄。其中，年代久遠價

值珍貴之史料文件不勝枚舉，或如民國67年立法委員候選人許世賢向

嘉義地檢處申請「自辦政見會」及審查國大代表選舉候選人張文英之

政見稿，要求修改政見之公文等資料，原物原文重現，真實載錄當年

事件始末。又如戒嚴時期，陸軍四五六二部隊召集嘉義縣長、法院院

長、首席檢察官等參加「嘉義地區軍政聯繫會議」，顯示威權時代以

軍領政之色彩。

　　檢察官兼具行政官及司法官屬性，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屬原告之國



家代理人，與律師作為一般人民之被告代理人地位相當，於審判程序

中同受承審法官之指揮與裁判，且基於業務之重要性與特殊專業性，

與法官考用同一。瞭解檢察制度之背景及演進過程，有益於深化其擔

任公義人權的實踐者之角色定位。

　　本次展覽內容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給予民眾實地體驗之機會，

透過文物記載和史實資料的展示，使民眾簡淺瞭解檢察業務運作情

形，貼近民眾感覺，促進民眾互動關聯，將向來莊嚴肅穆的法治教育

以溫暖感性、互動方式呈現，普獲各界好評及民眾熱情迴響。展覽圓

滿落幕後，為真實紀錄活動始末，特邀集參展檢察機關共同編輯此

書，完整呈現並保存記錄。

　　回顧一世紀以來的檢察制度史，檢察官職權隨著民主化的進程及

人權思潮的演進，一直不斷地在調整變遷。其中重要歷程包括有：

民國69年(西元1980年) 

審檢分隸，司法行政部更名法務部，各級檢察機關對應於各級法院與

同級法院獨立平行，隸屬法務部。

民國71年(西元1982年) 

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正，被告偵查中得選任辯護人(註：王迎先條款，

為刑事人權保障重要條款）

民國76年(西元1987年) 

解除戒嚴，政治威權時代結束，開放黨禁報禁。重大案件回歸司法審

判。

民國77年(西元1988年)

各檢察處實施偵查錄音錄影。

民國78年(西元1989年) 

各檢察處改名為檢察署，首席檢察官改為檢察長，最高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改為檢察總長。

民國79年(西元1990年) 

檢察官法庭席位從台上移到台下。

民國84年(西元1995年)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檢察官行使羈押權違憲，並定下該違憲規定

應於2年內失效。

(註：1991年許阿桂檢察官偵辦華隆案，收押重要財經界人士，引發

各界輿論關切及立法委員提案修正廢除檢察官羈押權之議，並聲請釋

憲，落實人權保障）

民國84年(西元1995年)

全面掃黑行動。

民國86年(西元1997年)

羈押權移由法院行使。

民國88年(西元1999年)

司法改革會議，確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民國89年(西元2000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檢察署檢察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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