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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 3783次會議 

                               民國 110年 12月 23日 

    討論事項(一) 

司法院函送「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羅政務委員

秉成等協商竣事，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 司法院函以，現行「刑事補償法」第 13 條本文之補償請

求權時效，原係自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裁判之確定日

起算 2年。惟於不得聲明不服之案件，一經公告或宣示，

無待送達，即告確定，如仍自確定日起算，對於因故未受

合法送達或遲延收受送達之受害人而言，恐未盡衡平；縱

得聲明不服，如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致該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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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之事實知悉在後者，倘仍自確

定日起算，亦有欠公允。為使前開受害人權益獲得實質平

等且公平合理之保障，爰擬具「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秘書長、法務部等機關代

表協商竣事。 

三、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之事實，因不可歸責

於受害人之事由而知悉在後者，其補償請求權時效起算

時點及請求之期間限制。（修正條文第 13條） 

（二）為確保在我國主權所及領域範圍內之任何人均受合理

及平等之對待，爰刪除現行以依國際公約或外國人之本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3
次
院
會
會
議

72
64
8D
81
D2
D1
B1
37



3 
 

國法律，中華民國人民得享同一權利者為限，該外國人

始能準用本法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36條） 

（三）修正後第 13條第 2項之新舊法過渡適用條款。（修正條

文第 40條之 2） 

（四）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 41條） 

四、 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院會

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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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現行刑事補償法第十三條本文之補償請求權時效，原係自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裁判之確定日起算二年。惟於不得聲明不服之案件，一經公告
或宣示，無待送達，即告確定，如仍自確定日起算，對於因故未受合法送
達或遲延收受送達之受害人而言，恐未盡衡平；縱得聲明不服，如因不可
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致該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之事實知悉
在後者，倘仍自確定日起算，亦有欠公允。另現行刑事補償法第三十六條
係以我國人民依國際條約或外國人之本國法律得享同一權利者為限，始予
該外國人請求補償之權利，然在人權已受國際各國普遍尊重及保障之今日，
允宜與時俱進，以確保在我國主權所及領域範圍內之任何人均受合理及平
等之對待。為使前開受害人權益獲得實質平等且公平合理的保障，爰擬具
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之事實，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之事
由而知悉在後者，其補償請求權時效起算時點及請求之期間限制。（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 為確保在我國主權所及領域範圍內之任何人均受合理及平等之對待，
爰刪除現行以依國際公約或外國人之本國法律，中華民國人民得享同
一權利者為限，該外國人始能準用本法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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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三、 修正後第十三條第二項之新舊法過渡適用條款。（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之二） 

四、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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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補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補償之請求，

應於不起訴處分、撤回

起訴或駁回起訴、無

罪、免訴、不受理、不

付審理、不付保護處

分、撤銷保安處分或駁

回保安處分之聲請、第

一條第五款或第六款

之裁判確定日起二年

內，向管轄機關為之。

第十三條  補償之請求，

應於不起訴處分、撤回

起訴或駁回起訴、無

罪、免訴、不受理、不

付審理、不付保護處

分、撤銷保安處分或駁

回保安處分之聲請、第

一條第五款或第六款

之裁判確定日起二年

內，向管轄機關為之。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第十三條本文之補

償請求權時效原係

自不起訴處分、撤

回起訴或裁判之確

定日起算二年。惟

於不得聲明不服之

案件，一經公告或

宣示，無待送達，即

已確定，如仍自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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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第一條第七款規

定請求者，自停止羈

押、鑑定留置、收容或

執行之日起算。 

      前項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

之事實，因不可歸責於

受害人之事由而知悉

在後者，自知悉時起

算。但自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

後已逾五年者，不得請

但依第一條第七款規

定請求者，自停止羈

押、鑑定留置、收容或

執行之日起算。 

定日起算，對於因

故未受合法送達或

遲延收受送達之受

害人而言，恐未盡

衡平；縱得聲明不

服，如因不可歸責

於受害人之事由，

致該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裁判確

定之事實知悉在後

者，倘仍自確定日

起算，亦有欠公允。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83
次
院
會
會
議

72
64
8D
81
D2
D1
B1
37



8 
 

求。 為使前開受害人權

益獲得實質平等且

公平合理的保障，

爰增訂第二項，明

定不起訴處分、撤

回起訴或裁判確定

之事實，因不可歸

責於受害人之事由

而知悉在後者，其

補償請求權時效應

例外自受害人知悉

時起算；又為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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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積極行使權

利，兼顧法安定性，

另明定自不起訴處

分、撤回起訴或裁

判確定後已逾五年

者，不得請求。至於

受害人死亡，而其

法定繼承人依第十

一條第一項請求補

償之情形，所謂「因

不可歸責於受害人

之事由而知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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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應以受害人

為準。此外，因第二

項乃第一項本文之

例外規定，自應由

受害人就不起訴處

分、撤回起訴或裁

判確定之事實係因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而知悉在後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例

如：於不得聲明不

服之案件，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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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處分書、撤回起

訴書或裁判書已合

法送達於受害人，

原則應推定知悉，

但如受害人主張其

係於送達後始行知

悉，則應就此事實

負舉證責任；至若

未合法送達，即無

從以之推定知悉，

自不待言）。此因攸

關補償請求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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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故受理補

償事件之機關應依

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傳喚補償請求

人、代理人，並予陳

述意見之機會，暨

依舉證責任分配妥

為調查，以資周妥。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第三十六條  本法於外

國人準用之。但以依國

際條約或該外國人之

本國法律，中華民國人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規定係基於平

等互惠原則，以我國

人民依國際條約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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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得享同一權利者為

限。 

國人之本國法律得享

同一權利者為限，始

予該外國人請求補償

之權利，然在人權已

受國際各國普遍尊重

及保障之今日，允宜

與時俱進，以確保在

我國主權所及領域範

圍內之任何人（包含

外國人及無國籍人）

均受合理及平等之對

待。況倘外國人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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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由」確受我國公

權力之合法限制（諸

如羈押、收容或留置

等），而受有超越人民

一般情況下所應容忍

之程度，構成其個人

之特別犧牲時，基於

人權立國理念、實踐

人道主義，並落實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及消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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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實應賦予該外

國人依法請求合理補

償之權利，爰刪除本

條。 

第四十條之二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第十三條第二

項施行前經不起訴處

分、撤回起訴或裁判確

定，且受害人於該確定

之事實因不可歸責之

事由而知悉在後者，其

請求期間適用修正後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法○年○月○日

修正之第十三條第二

項施行前經不起訴處

分、撤回起訴或裁判

確定之案件，因其請

求權時效依同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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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第二項前段

之規定。但自修正之第

十三條第二項施行之

日起已逾五年者，不得

請求。 

      計算前項請求期

間時，應扣除受害人依

修正前規定因已逾請

求期間而無法行使權

利之期間。 

項規定自確定時起

算，而生新舊法過渡

適用之問題。倘受害

人於該不起訴處分、

撤回起訴或裁判確定

之事實因不可歸責之

事由而知悉在後，則

其請求期間理應適用

第十三條第二項前段

規定，較為衡平，爰明

定第一項前段。又在

不起訴處分、撤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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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或裁判確定之日係

在第十三條第二項施

行前，且兩者相隔逾

五年之情形，受害人

縱係因不可歸責之事

由致於該不起訴處

分、撤回起訴或裁判

確定後始知該確定之

事實，依第十三條第

二項但書規定，仍無

法請求補償，有失公

允，爰於本項但書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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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自第十三條第二

項施行之日起已逾五

年者，不得請求，以促

使受害人積極行使權

利，並兼顧法安定性。 

三、 於不起訴處分、撤

回起訴或裁判確定之

日係在第十三條第二

項施行前，且兩者相

隔逾二年之情形，倘

受害人係於確定後二

年內之某時知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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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導致受害人可得行

使權利之期間實質縮

短（例一：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確定之案

件，原應於一百零三

年一月一日時效期

滿，然受害人於一百

零二年七月一日始行

知悉，致其可得行使

權利之期間縮短為六

個月）；另如受害人係

於確定逾二年之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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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該確定之事實，

如按修正前之規定，

亦無法行使權利（例

二：同上例，但受害人

係於一百零三年七月

一日始行知悉，縱為

補償之請求，仍可能

為受理補償事件之機

關以其請求逾期而予

駁回）。此時除應使受

害人得以溯及適用第

十三條第二項前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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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知悉時起算二

年外，其依修正前之

規定因已逾請求期間

而無法行使權利之期

間，亦應予扣除，亦即

第十三條第二項施行

前、後可得行使權利

之期間併計為二年

（例於前述例一，修

正前可得行使權利期

間為六個月，則修正

後可得行使權利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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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年六月；例二，其

修正前無可得行使權

利期間，則修正後可

得行使權利期間為二

年），始屬衡平，爰明

定第二項。又除第十

三條第二項施行前經

法院以其請求無理由

駁回確定，因受實質

確定力拘束而無從許

其重為請求者外，其

他例如第十三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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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施行前未曾請求補

償、已請求補償而仍

在繫屬中，或已請求

補償而經法院依本法

第十六條規定駁回，

或以已逾請求期間之

唯一理由駁回確定

者，均得依本條規定

溯及適用第十三條第

二項以計算其請求權

時效，附此敘明。 

第四十一條  本法自中第四十一條  本法自中 一、 為明定本法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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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一

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一

日施行。 
文之施行日期，爰增

訂第二項，以符法制。 

二、 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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