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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院邀張道周法官談「科技設備監控」、「修復式司法」

新聞稿 

 為持續精進法官辦案之專業能力、加強院內同仁之職能，本院於

日前辦理111年度法官在院研習課程，由許仕楓院長主持。本次研習

特邀請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張道周講授「刑事訴訟法之防逃機制

-以科技設備監控為中心」、「修復式司法應行注意事項、多元推動方

案」，除本院法官及書記官等同仁參與本次研習外，基於資源共享及

擴大研習效益，亦邀請花蓮地檢、花蓮高分檢同仁及律師、調解委員

等參與本次研習，花蓮地檢鍾檢察長和憲且親自與會。 

本院許仕楓院長致詞時表

示：「感謝刑事廳張道周法官蒞

臨本院講授科技設備監控、修

復式司法此二最新議題；科技

設備監控新制施行以來，本院

是首件運用科技設備監控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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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今日張法官也特別偕同科技設備監控廠商到場示範科控設備的操

作，透過現場演練講解，俾同仁得以瞭解並善用科控處分。關於修復

式司法之運用，法務部已試辦多年，直至109年刑事訴訟法增訂第271

條之4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後，法院得以透過轉介修復式司法程

序，讓被告瞭解認知自己的錯誤、降低再犯，讓被害人得以彌補損

害、痛苦及不安。今日邀請的講座張道周法官係此二最新司法議題的

專家，相信透過張法官詳細的解說後，大家都能獲益良多。」 

張法官首先就科技設備監控說明，包括一、科控防逃，關於其在

訴訟法上的地位，以及目前科技設備可運用之程度及其侷限性；二、

法院諭知時宜考量各種羈押替代處分及目的，並應注意各種處分之干

預強度，干預強度愈高時，宜提高審查頻率密度，且諭知科控時，亦

注意各種載具（如電子腳環、電子手環、個案手機、居家讀取器）的

特性，依比例原則以為最適當的防逃處分；三、科控處分的指揮執

行，依刑事被告科技設備

監控執行辦法第8條規定，

核發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

令書，且須注意各種執行

細節；四、開案流程，現

行三代審判作業系統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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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電子監控作業可連線登入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之科控平台以維護監

控個案之開案，開案後，如有接獲異常之監控訊息，會先由監控中心

與被告確認過濾，必要時始會聯繫法院端處理。 

此外，張法官亦請科控設備遠傳公司人員到場實際演練各種載具

之佩戴及安裝，講解科控的原理、技術，使與會同仁充分瞭解科控設

備的運作。 

接著，張法官續就另一主題「修復式司法」介紹說明，傳統刑事

司法屬於剛性司法，著重在被告犯罪處罰及被害人金錢賠償，而修復

式司法已是時代的趨勢與潮流，又刑事訴訟中被害人地位的發展與修

復式司法的演進息息相關，當代被害人的保護並包含保護安全、資訊

獲知、參與程序、修復關係、即時賠償、尊重隱私及溝通討論，因此

以修復式司法為傳統刑事司法制度之替代或補充，具有重大意義。 

張法官強調修復式司法旨在修復被害人及被告因犯罪而破裂或受

犯罪影響之關係，經由

專業中立之修復促進者

協助，坦承對話溝通、

共同尋求修補犯罪所造

成之傷害，進而避免再

犯；此外，修復式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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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重當事人的自主意願，應妥為告知以取得當事人之知情同意，故在

開啟修復程序之前，除應評估案件是否適合進行修復外，並應明確告

知當事人有關修復式司法之基本事項。 

而司法院針對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轉介修復規定，訂定了「法

院辦理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應行注意事項」、「刑事審判中轉介修復

式司法多元推動方案」，供法院辦理審判中轉介修復時遵循，並期透

過司法行政上的協助，提供各種資源，以避免造成法院過度負擔，致

影響轉介之意願。 

本次研習，在張道周法官精闢、風趣的介紹下，參與人員獲益良

多，亦提出相關問題交流、溝通，活動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