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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的平民法律扶助制度

李宜光*

一、前言

依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人民享有公正審判的

權利，因此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可以說是人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而人民要如何獲得公正的審判呢？除了在法院審理程序中，要給予人

民公正、平等的訴訟程序保障外，在實體上也應給予人民相當的法律

諮詢或協助，如此人民才能獲得實質和有效的公正審判。

臺灣地區人民獲得法律諮詢或協助的途徑，可以區分為以下三個

方面：

（一）一般性的法律諮詢服務

臺灣地區人民如果有法律協助的需求，不分其身份、資力或請求協

助的案件類型，都可以向各大學法律系所、各級政府所設置的法律服務

站、民意代表服務處、法院附設的法律諮詢中心或各地方律師公會獲得

免費的法律諮詢協助。但前述的法律諮詢協助，一般而言是簡易的、口

頭上的諮詢服務，並不包括撰寫書狀、出庭辯護或代理訴訟。

（二）特定案件類型的法律扶助

依據臺灣地區法律規定，政府有義務對於特定案件之當事人提供

法律協助。這部分的法律扶助，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兩個部分：

1. 刑事案件的辯護扶助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被告涉嫌觸犯最輕本刑為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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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

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

定，或審判長認為有必要者，亦同。

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

2. 保障弱勢者的特別法律扶助

例如：

（1）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核發家庭暴力被害人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的補助。

（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九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依被害人之申請，核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的補助。

（3）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原住民在工作職場

發生就業歧視或勞資糾紛，各級主管機關應予以法律諮詢及提供律師

及必要之訴訟費扶助。

（4）大量解僱勞工訴訟及必要生活費用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被

大量解僱之勞工，如因請求僱主依法給付工資、資遣費、退休金或被

僱主違法解僱而發生訴訟者，得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訴訟費用及

律師費的補助。

（三）綜合性的法律扶助

依據2004年通過的法律扶助法，由政府出資成立“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下簡稱法扶基金會），由法扶基金會對於需要專業性

法律幫助，而又無力負擔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之人民，給予制度性的

援助，以維護其訴訟權、平等權及公正審判權等基本人權。

以下本文所介紹者，即為臺灣地區法律扶助法的相關規定。

二、2004年法律扶助法制定的過程

為落實人民憲法上訴訟權及平等權之保障，臺灣地區在1998年

間，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臺北律師公會”及“臺灣人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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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會”三個團體結盟，成立推動小組，集合多位律師、學者等專業人

士每月定期集會，研討各國制度，歷時兩年，草擬完成民間版之“法

律扶助法”草案。臺灣地區法務部和司法院在參考民間版之“法律扶

助法”草案後，由司法院在2000年7月1日組成“法律扶助法草案研議

小組”，歷經十次會議，於2001年8月完成草案定稿送立法院審議。

為使立法院能盡速完成法律扶助法的立法，2003年12月間，由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臺北律師公會”以及“澄社”等團體

籌組成立司改三法推動聯盟，共同向立法院各黨派立法委員遊說，終

於獲得立法委員的一致支持，並由行政院允諾每年在司法院原有預算

外，額外增加每年基金新臺幣（下同）5億元，及每年運作經費5億

元，法律扶助法終於在2004年1月7日公佈生效。自此，勞工、婦幼或

原住民等弱勢平民，如有法律扶助的需求，不論是法律諮詢、法律文件

的撰寫，或者是請律師代理民事、行政訴訟及刑事辯護，不會再求助無

門，將由司法院所捐助設立的“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予以協助。

三、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組織架構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五條規定，法律扶助法的主管機關為司法院，

為實現本法之立法目的，應成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同法第六

條規定，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簡稱法扶基金會）的基金為100
億元，除鼓勵民間捐助外，由司法院逐年編列預算捐助。創立之基金5
億元，則由司法院在第一個年度編足預算捐助。因此法扶基金會經司

法院捐助基金後，於2004年4月22日正式完成法人設立登記，並於7月

1日正式開辦受理民眾申請，自此開展臺灣地區法律扶助的服務工作。

法扶基金會開辦同時，即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以及花蓮等5個高

等法院所在地成立分會，於2005年1月又增設了桃園、新竹、彰化、宜

蘭以及臺東等5個分會，同年7月再增設基隆、苗栗、南投、雲林、嘉

義、屏東、澎湖、金門以及馬祖等9個分會，2006年12月新設板橋分

會，2009年8月成立士林分會，目前共有21個分會分佈在臺灣地區為

經濟弱勢的民眾提供法律服務。

董監事會――法扶基金會的決策單位為董監事會，董事設13人，

任期三年，均為無給職，由司法院院長聘任，其中5人為官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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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為律師代表，1人為原住民代表，3人為學者專家，亦即官方代表人

數並未超過半數，以維持法扶基金會的獨立性。董事長由董事中推選

1人擔任，現任董事長為吳景芳教授。監事設5人，推選1人為監事主

席，現任主席為柯承恩教授。

專門委員會――法扶基金會下設法規、研究、發展、國際事務以

及扶助律師評鑑等5個專門委員會，邀請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及律

師擔任委員，提供與基金會政策或法規有關的意見作為董監事會決

策參考。

審查委員會――法律扶助申請案的准駁，由基金會各分會3名委員

所組成之審查委員會決定，審查委員主要是由律師、法官或檢察官擔

任。審查方式是由1人主審，直接面對面與申請人面談後，當日主審即

與另外兩位審查委員開會評議決定是否准予扶助、扶助種類（調解、

撰狀或訴訟）及扶助律師之酬金。目前臺灣地區共約有1,935位。

覆議委員會――覆議委員會是設於法扶基金會總會之下，負責審

查不服審查委員會決定的案件，由3名資深律師、法官或檢察官、法學

教授擔任，審議方式亦由3人合議，現約有205位。

扶助律師――臺灣地區登錄的律師人數，迄至2008年6月底共計

有5,811人，而在2008年1月至12月間，參加法律扶助的簽約律師共有

2,986人，約佔臺灣地區登錄律師人數的51%。扶助律師是目前臺灣地

區提供弱勢民眾法律扶助的最重要力量。

四、律師參與法律扶助工作的義務

依據下列法律及規範之規定，臺灣地區的律師有參與法律扶助工

作的義務。

（一）法律扶助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各級法院、檢察署、律師

公會及律師負有協助實施法律扶助事務之義務。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律師應在其所加入之律師公會擔任本法所規定之法律扶助工作。

第二十七條規定，擔任法律扶助之律師，應忠實執行工作，善盡律師

職責。律師經選定或指定擔任法律扶助時，非有正當事由，不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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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違反前二項規定者，視同違背律師倫理規範，如情節重大，應付

懲戒，由基金會移請律師懲戒委員會依律師法處理。至於承辦法律扶

助事件的律師，依據法律扶助法第二十八及二十九條規定，得向法扶

基金會分會申請給付酬金及必要費用。

（二）律師法第十六條規定，律師公會章程應規定平民法律扶助

之實施辦法。

（三）臺北律師公會章程第三十一條、三十一條之一至第三十一

條之五規定，本會應編製會員辦理扶助事項輪次表，按順序分配會員

承辦。會員辦理平民法律扶助事宜及各級法院指定辯護之案件，均不

得收受酬金。

（四）律師倫理規範第九條規定，律師應參與平民法律服務，或

從事其他社會公益活動，以普及法律服務。

五、法律扶助的內容

（一）法律扶助的對象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十三條規定，只要是無資力者，均得申請法律

扶助。第十四條規定，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

管轄第一審案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因智能障礙致未能為

完全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或代理人，審判長仍有選任辯護

人或代理人之必要者；符合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低收入戶者，均得申

請法律扶助，而無須審查其資力。此外，只要符合前述情形，而為合

法居住臺灣地區之人民，縱然是外國人（例如：在臺的外國勞工）仍

可享有法律扶助的權利。

（二）法律扶助的事項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二條規定，法律扶助包括以下事項：1. 法律諮

詢。2. 調解、和解。3. 法律文件撰擬。4. 訴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

5. 其他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務及費用之扶助。6. 其他經基金會決議之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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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基金會扶助的案件類型，包括民事事件、刑事事件、行政事

件、檢警調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在場，以及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對於下列各款案件，法扶基金會原則上不予扶助，但經分會會長

同意者不在此限：

1. 刑事案件

（1）審判程序之告訴代理及告發代理。

（2）自訴代理。

（3）非強制辯護案件之警調首次偵訊之辯護。

（4）再審及非常上訴程序之辯護。

（5）聲請交付審判及進入實質審理程序。

（6）因投資股票、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動產、債券、基金

及其他投資行為之告訴代理。

（7）商標權之告訴代理。

2. 民事事件 

（1）仲裁事件。

（2）選舉訴訟。

（3）小額訴訟及其強制執行程序。

（4）再審事件。

（5）因投資股票、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動產、債券、基金

及其他投資行為之事件。

3. 行政事件

（1）再審事件。

（2）因投資股票、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動產、債券、基金

及其他投資行為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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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標權、專利權之事件。

（4）簡易訴訟程序。

4. 同一申請人自申請時回溯一年內，申請扶助逾三件者。

5. 對於法人及機關等團體，不予扶助。

（三）法律扶助申請的審查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十三條至第十六條規定，申請法律扶助原則上需要

審查兩個要件，即申請人為無資力，但刑事強制辯護案件，則無須審查其

資力；以及依據申請人之陳述及所提供的資料，並非“顯無理由”者。

（四）有分擔金的設計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法扶基金會分會決定給予申請

人法律扶助時，應視申請人之資力，決定為全部或部分扶助。如果僅

為部分扶助時，申請人就其應分擔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未能及時給付

者，也可以由分會先行墊付。

（五）有回饋金的設計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財

產價值，且其財產價值超過基金會所訂標準者，分會得請求受扶助人

負擔酬金及其他費用之全部或部分為回饋金。本條之立法目的在符合

有能力者付費的公平原則，同時也在保障法扶基金會的基金可以循環

使用，永續照顧需要照顧的平民。

（六）扶助事件所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視為訴訟費用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分會就扶助事件所支出之酬金

及必要費用，視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分。因法律扶助而由分會支出之酬

金及必要費用，得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請求。本條之立法目的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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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平原則，以及保障法扶基金會的基金可以循環使用，永續照顧

需要照顧的平民。

（七）假扣押、假處分之擔保金得由分會出具保證書代之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分會認為法律扶助事件顯有勝

訴之望，並有聲請實施保全程序之必要者，受扶助人應向法院繳納之

假扣押、假處分擔保金，其全部或一部分，得由分會出具之保證書代

之。也就是在申請人申請的法律扶助事件顯有勝訴的希望，並有在判

決確定前向法院聲請扣押他方財產以避免其乘機脫產的必要時，為保

障申請人得以及時聲請實施保全程序，並避免法扶基金會的資金負擔

過於沉重，本條特別規定可以由分會出具的保證書代替假扣押、假處

分所應繳的擔保金。

（八）准許法律扶助，法院應准許訴訟救助之聲請

依據法律扶助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經分會准予法律扶助之無資力

者，其於訴訟程序中，向法院聲請訴訟救助時，應准予訴訟救助。本

條是因為法律扶助法第二條第五款規定，法律扶助包括法律事務上的

服務，以及訴訟費用、訴訟上必要費用的扶助。雖然受扶助人有支出

訴訟費用的必要時，得由法扶基金會負擔，但為避免法扶基金會的資

金壓力過重，本條特別規定准許法律扶助者，法院應准許其訴訟救助

之聲請，以暫免繳納裁判費及其他應預納之訴訟費用等，而同時減輕

法扶基金會資金的負擔。

（九）檢、警、調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

為避免經濟上弱勢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拘提或逮捕後，因偵

查機關的強大壓力，在驚恐、猜疑或無知的情況下，於檢察官、警察

或調查機關第一次偵訊時作出非真實性、非任意性的陳述或重大決

定，不僅影響人民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更有導致法院誤判的風險。

因此法扶基金會自2007年9月17日開始試辦檢、警、調第一次偵訊律

師陪同到場的業務，使得經濟上弱勢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中檢、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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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第一次偵訊時，也可以獲得律師提供充分的諮詢及辯護保障，落實

其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

六、法律扶助的成果

臺灣地區的平民法律扶助工作，自2004年法扶基金會成立後，

依據法扶基金會成立五週年工作報告記載，五年來的申請案件數量共

計169,082件，准予全部或部分扶助的案件有73,990件（不含法律諮

詢），駁回總案件量為37,084件，即准予扶助的比例達66.61%，如以

時間換算，平均法扶基金會每天扶助40個家庭 （案件）。此外，法扶

基金會出具保證書所擔保的金額達七億零一百四十九萬多元，幫助申

請人假扣押的財產高達二十六億八千三百多萬元，由此可見一般平民

對於法律扶助確實有迫切的需要，而法扶基金會的成立也帶給一般平

民充分的法律扶助，保障了臺灣地區平民應享有的訴訟權、平等權及

公正審判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