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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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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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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事 → 認定事實

用法→ 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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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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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的厚度幾公分

→ 是事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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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的厚度是否符合規範

→ 是事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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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是否知悉

牆厚度不符規範

→ 是事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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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的厚度不符

規範是否瑕疵

→ 是事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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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厚度不符規範

之瑕疵是否重大

→ 是事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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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屬

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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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事實 (ex.數量)

主觀性事實 (ex.知悉)

規範性要件 (ex.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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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事實



14

認定事實 → 認定要件事實



認事．用法

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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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邏輯三段論

大前提 涵 小前提 結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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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邏輯三段論

人都會死 涵
希臘人

是人
希臘人
都會死

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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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審判三段論

法規範 涵 要件事實 判決結果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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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審判三段論

過失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涵
甲過失侵害乙
權利造成損害

甲對乙負損
害賠償責任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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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審判三段論

法規範 涵 要件事實 判決結果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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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涵 攝經驗法則
法規範

證據方法

要件事實

涵 攝抽象法規範 契約內容

判決結果

具體法規範

涵

21

大
前
提

小
前
提

結
論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訴訟資料

經驗法則
法規範

攝

大
前
提

小
前
提

結
論



民事審判略說

民事訴訟法222條：

Ⅰ 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

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Ⅲ 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Ⅳ 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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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涵 攝經驗法則
法規範

證據方法

要件事實

涵 攝抽象法規範 契約內容

判決結果

遵循論理法則
強制說明理由

具體法規範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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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前
提

小
前
提

結
論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訴訟資料

經驗法則
法規範

攝

大
前
提

小
前
提

結
論



民事審判略說

審判三段論

法規範 涵 要件事實 判決結果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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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法規範概說

法規範

契約

法律

契約
類似契約
無因管理
物權請求權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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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法規範概說

法規範

契約

法律

契約
類似契約
無因管理
物權請求權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其他

以契約為法規範時，常需透過三段論尋求具體法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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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確定具體法規範（解釋契約）三段論

涵 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契約
內容

抽象
法規範

具體
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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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確定具體法規範（解釋契約）三段論

涵 攝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78號民事裁判要旨：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

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此觀同法第二百五十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

抽象法規範 契約內容 具體法規範

違約金除另有
約定外視為損
害賠償之總額
（民法250Ⅱ）

有違約金，無
損害賠償約定

只能請求違
約金不能請
求其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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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只能請求違
約金不能請
求其他賠償

原告請求
其他賠償 原告敗訴

法規範 要件事實 判決結果

抽象法規範 契約內容 具體法規範

攝

違約金除另有
約定外，視為
損害賠償總額
（民法250Ⅱ）

只能請求違
約金不能請
求其他賠償

有違約金約定
另無損害賠償

約定

攝涵

涵
確定法規
範三段論

審判
三段論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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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審判三段論

法規範 涵 要件事實 判決結果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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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要件事實概說
權利根
據事實

權利障礙
權利抑制
權利消滅

事實

要件事實

客觀性 (ex.數量)

主觀性 (ex.知悉)

規範性 (ex.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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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要件事實概說

權利根據事實

權利障礙事實

有此事實，原告之權利存在

有此事實，原告權利不發生

權利抑制事實

權利消滅事實

有此事實，原告權利不能行使

有此事實，原告權利消滅

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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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要件事實概說－以請求給付委任報酬為例

權利根據事實

權利障礙事實

原告主張兩造訂有設計委任契約，約定設計完
成付款，原告已完成設計，得請求給付報酬。

被告抗辯兩造所為付款約定為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應屬無效，原告不得依該契約請求報酬。

權利抑制事實

權利消滅事實

被告抗辯原告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拒絕給付。

被告抗辯已付清報酬，原告不得再請求給付。

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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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要件事實之認定－三段論

涵 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經驗法則
法規範

訴訟資料 要件事實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06號：法院以涵攝為核心之事實認定過程，得以邏輯三段論法為表示，即以某特定經驗法則（含

論理法則）為大前提，已明瞭或經認定之具體間接事實為小前提，於該間接事實與待證之法律要件事實（包括主要事實、直接

事實或間接事實）間，依該特定經驗法則足以推認二者之因果關係存在時，即可獲得結論，而據以認定待證法律要件事實存在

，是乃事實認定之三段論法。 34



民事審判略說

認定要件事實三段論－以借款契約有無為例

涵 攝

經驗法則 訴訟資料 要件事實

在文書上蓋
章可認已為
文書內容之

陳述

兩造承認
於借款契
約上蓋章

兩造訂有
借款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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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經驗法則概說

小前提 結論

涵 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經驗法則 訴訟資料 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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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經驗法則概說
一般

經驗法則

經驗法則

特殊
經驗法則

經驗法則為要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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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經驗法則概說

經驗
法則

一般
經驗法則

經驗
法則

特殊
經驗法則

一般人知悉之日常生活經驗

專業上、科學上、技術上特殊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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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訴訟資料概說

法則

小前提 結論

論理

大前提

經驗法則
法規範 訴訟資料 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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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訴訟資料概說

訴訟資料 依經驗法則推定主要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事實間接事實

全辯論意旨 調查證據結果以外之全部資料

證據資料 證據方法經法院調查後所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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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證據資料概說

文書

證人
當事人

證物

訊問

勘驗、鑑定

提示閱覽

證人之證言
當事人陳述

勘驗所得
鑑定結果

文書內容

證據方法 證據資料調查程序

證據資料

41



民事審判略說

要件事實之認定－三段論

涵 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經驗法則
法規範

訴訟資料 要件事實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06號：法院以涵攝為核心之事實認定過程，得以邏輯三段論法為表示，即以某特定經驗法則（含

論理法則）為大前提，已明瞭或經認定之具體間接事實為小前提，於該間接事實與待證之法律要件事實（包括主要事實、直接

事實或間接事實）間，依該特定經驗法則足以推認二者之因果關係存在時，即可獲得結論，而據以認定待證法律要件事實存在

，是乃事實認定之三段論法。 42



民事審判略說

涵攝與判決結果

法規範 涵 要件事實 判決結果攝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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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審判略說

小結：

1.邏輯三段論：將小前提放在大前提之下，透過涵攝得出結論。

2.審判三段論：將要件事實放在法規範之下，透過涵攝得出判決

結果。

3.確定審判三段論之具體法規範、要件事實，亦遵循邏輯三段論。

4.涵攝須遵循論理法則，並說明得心證理由。

44



法院為何囑託鑑定？

45



法院囑託鑑定原因

46

1.決定判決結果，須根據要件事實，並須於判決理由記載如

何斟酌訴訟資料以判斷要件事實之得心證理由。

2.法院不諳判斷要件事實所根據之特殊經驗、論理法則或特

別法規範時，無法符合前述要求，須借重鑑定人運用其對

該法則、法規之特別學識經驗，就證據方法為判斷，並提

供判斷結果及判斷理由，作為訴訟資料。



法院囑託鑑定原因

認定要件事實

認定要件事實

認定主客觀事實

評價規範性要件

數量、比例、範圍、知悉…

歸責、程度、品質、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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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囑託鑑定原因

認定要件事實之方法

涵 攝

經驗法則法規 訴訟資料 要件事實

一般、特殊經

驗法則法規範

證據資料

間接事實

全辯論意旨

主客觀事實

規範性要件

48

大前提 小前提 結論



法院囑託鑑定原因

訴訟資料之取得

訴訟資料 依經驗法則推定主要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事實間接事實

全辯論意旨 調查證據結果以外之全部資料

證據資料 證據方法經法院調查後所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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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囑託鑑定原因

證據資料之取得

文書

證人

證物

訊問

勘驗、鑑定

提示、鑑定

證人之證言
當事人陳述

勘驗所得
鑑定結果

文書內容

鑑定結果

證據方法 證據資料調查程序

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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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囑託鑑定原因

小結：

1.法院不諳特殊經驗、論理法則、特別法規範。

2.須借重鑑定人運用對特殊經驗、論理法則或特別法規範之學識

經驗，對證據方法為判斷，並提供判斷結果及判斷理由，作為

訴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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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處理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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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3

鑑
定
人
資
格

須為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民訴328）

須無民訴法第32條第1款至第5款情形。但無其他適當之人可為選任或經當事人合意

指定時，不在此限（民訴330 Ⅰ；特定身分關係、保密義務）

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或經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民訴328）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4

鑑
定
人
資
格

須無民訴法第32條第1款至第5款，是指：

一、鑑定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

二、鑑定人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八親等內之血親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親屬關係者。

三、鑑定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該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

四、鑑定人現為或曾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家屬者。

五、鑑定人於該訴訟事件，現為或曾為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者。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5

鑑
定
人
資
格

親等計算：血親、姻親、親等、親系

祖父母

父母

我

子女

叔伯姑姨舅

姨表
兄弟姐妹

血
親

姻
親

血
配
配
血
配
血
配

兄弟姐妹

姪甥 堂姪表姪

堂姑表
兄弟姐妹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6

鑑
定
人
選
任

鑑定人分類：機構鑑定（民訴340）、自然人鑑定（民訴326）

選任權限：法院－由法院選任，撤換（民訴326 Ⅰ、Ⅲ)

人選決定：原則依當事人合意，例外法院決定（無法合意；合意人選顯不適當，民

訴326 Ⅱ）。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7

拒

絕

鑑

定

拒絕權人：鑑定人（民訴330 Ⅱ）

法定拒絕：鑑定人有民訴307條第1項規定事由（特定身分關係、保密義務；民
訴330 Ⅱ）

裁定拒絕：法院認為拒絕鑑定理由適當，得免除鑑定義務（民訴330 Ⅱ）。

違法拒絕：法院得課新臺幣３萬元以下罰鍰（民訴324、311 Ⅰ）。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8

拒

絕

鑑

定

民訴法第307條第1項事由，是指：

一、鑑定人為當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

二、鑑定人所為鑑定，於鑑定人或與鑑定人有前款關係之人，足生財產上之直接

損害者。

三、鑑定人所為鑑定，足致鑑定人或與鑑定人有第一款關係或有監護關係之人受

刑事訴追或蒙恥辱者。

四、鑑定人就其職務上或業務上有秘密義務之事項受訊問者。

五、鑑定人非洩漏其技術上或職業上之秘密不能為鑑定者。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59

拒

卻

鑑

定

拒卻權人：當事人（民訴331 Ⅰ）。

拒卻時期：鑑定人選定後，未就鑑定事項陳述意見或提出鑑定書前。但拒卻原因發

生或知悉在後，不在此限（民訴331 Ⅱ）。

拒卻程序：當事人舉其原因，向法院聲請，並須釋明。法院以裁定准駁。

（民訴332、333）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60

鑑

定

人

義

務

到場義務：法院認鑑定書須說明者得命鑑定人到場說明。不到場得課新臺幣3
萬元、6萬元以下罰鍰（民訴324、303 ⅠⅡ）。

具結、陳述：違反具結、陳述義務，各得課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民訴324、
311 Ⅰ、315）

到場義務：法院認鑑定書須說明者，由該機關或團體所指定之人為之。未到場
應否處罰罰有疑義（民訴340 Ⅰ）

具結、陳述：無具結義務（民訴340 Ⅱ），陳述義務同上。

自
然
人
鑑
定

機

構

鑑

定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61

鑑

定

人

權

利

請求日費、旅費、相當報酬（民訴338Ⅰ）。

請求預付鑑定費用（民訴338 Ⅱ）

鑑定機構得請求相當報酬（民訴340 Ⅱ、338 Ⅰ）
到場人說明人得請求日費、旅費（民訴340 Ⅱ 、338 Ⅰ）

請求預付鑑定費用（民訴340 Ⅱ 、338 Ⅱ）

自
然
人
鑑
定

機

構

鑑

定



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62

鑑
定
報
酬
、
費
用

鑑定人請求支付報酬，由法官核定，報請院長核准（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證人鑑定人日
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標準 §6 Ⅰ)。

請求權人：鑑定人、鑑定機構
• 鑑定機構指定到場說明之人可否請求報酬？見解不一

鑑定費用定有標準者，得通知當事人逕向鑑定人繳納；未定標準者，由鑑定人向法院
請求，經法官核定，報請院長核准（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
支給標準 §12）。

請求權人：鑑定人、鑑定機構
鑑定機構指定到場說明之人可否請求鑑定費用？見解不一

鑑

定

報

酬

鑑

定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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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定

資

源

得利用存在於法院之資料（民訴337 Ⅰ）

得請法院裁定命當事人、證人提供鑑定所需資料（民訴337 Ⅰ）

得聲請法院調取證物、訊問當事人或證人（民訴337 Ⅱ）

得經法院許可自行對當事人、證人發問（民訴337 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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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定
之
補
充

原鑑定未涵蓋部分 → 補充鑑定

得請求補充鑑定報酬、費用

原鑑定已涵蓋而有說明必要 → 補充說明（到場說明）

得否請求鑑定報酬、費用？見解不一

補

充

鑑

定

補

充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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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定
意
見
調
查

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

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

之真偽。然就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

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遽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

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2350號：

法院分別囑託數機關或團體就同一鑑定事項為鑑定時，如該數機關或團體就同一鑑定事項所為

鑑定意見不同，或提出之鑑定書尚有不明瞭或不完足之處者，自應命各該機關或團體所指定鑑

定之人到場說明，經法院訊問或當事人發問，使兩造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再為適當完全

辯論，必待透過上述程序，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所踐行之調查證據程序始得謂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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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定
意
見
取
捨

鑑定者是否具備關於待證事實領域之專業技能？

推論所憑之特殊經驗法則是否為該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

推論過程之操作或試驗是否合乎標準程序？

複鑑、審查鑑定意見（民訴340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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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鑑定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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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

速

正

確

攸關當事人權益：權利存否、除斥期間、遲延責任．．．．

攸關法院辦案期限、延長辦案期限

限期鑑定、責任鑑定 、疏誤案例：退縮門廳案（稱公設退縮門廳為約定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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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

據

嚴

謹

善用特殊經驗法則、特別法規範，補法院之所缺

特殊經驗法則 > 一般經驗法則 (案例：層析塔案)

避免無據鑑定 。案例：PCM 專管百分比案（依鑑定人實務經驗研判，計價比重為

20%、60%、20%；依工程慣例，定金等於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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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明

確

對症下藥，直搗黃龍

用語嚴謹，不留餘地

案例：立體停車場設計監造服務案



⒉圖說①與圖說②共五張圖中，僅有「原證8成大醫院縱剖
面圖」可知悉地下結構之部分剖面資訊，其餘四張剖面
並非在爭議之地下構造物處，而不生判讀作用。

㈣招標文件光碟能否做為地下結構形式、尺寸之正確評估依
據？是否需要再提供更為詳盡的圖說及鑽探報告，以完成
細部設計？

鑑定意見：
⒈依上述鑑定事項一至三之本會意見，招標文件已能對地

下結構形式、尺寸做評估，但缺漏既有地下結構計算資料。
．．．
．．．

⒋設計單位本應依循上述招標文件之原則完成細部設計，
業主無需提供更為詳盡的圖說。惟實際情況係因設計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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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定
法
律
關
係

公法關係？私法關係？

輔助人? 證據方法？

法院囑託鑑定 vs.  私人委託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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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定

責

任

刑事責任：刑法第168條鑑定虛偽陳述罪(七年以下)、

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三年以下）

民事責任：侵權行為？國家賠償？

行政責任：建築師法無如技師法 19 Ⅰ③、39 ① 之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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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責

索

賠

法院究責

當事人索賠

行政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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