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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律師聯合會   新聞稿 

     

          日期：112年 6月 1日 

          新聞聯絡人：司法改革委員會         

            江榮祥主委                

          電話：0921-102195 
 

 

律師訪談證人 實現公平審判 
  

關於近日媒體報導律師訪談證人涉嫌教唆偽證之疑義，本會既以保障人權、

促進司法及法律制度之革新、改善律師執業環境、增進律師權益為宗旨，不

容特定人士對律師品德、信譽、執業倫理與執行職務之正當行為多所貶抑，

謹聲明如下：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就刑事審判上之被告而言，應使其在

對審制度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刑事被告與檢察官同為刑事訴訟程序中攻防對立的當事人雙方，理應確保被

告在訴訟中享有與檢察官對等的機會與地位，使被告也能在訴訟中行使與檢

察官同等的權利，令雙方的攻防能力相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及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被告在訴訟程序中有權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得就被訴事實指

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審判長也有義務告知被告得提出有利之證據。 

 

然而，一般被告不熟悉法律，恐怕難以提出有利於自己並讓法官採信的證據，

自然需要委任律師擔當辯護人，以獲取法律專業上的協助。 

 

律師可以提供的法律專業協助，包含：協助被告在審判前分析案情與蒐集證

據，研求如何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在審判中提出及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包

含聲請傳喚證述有利被告的證人到庭作證），並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如此

才能夠為被告進行實質有效之辯護。可以說，刑事被告得選任辯護人，並得

提出有利之證據，就是憲法保障訴訟權及受公平審判權利的核心內涵。 

 

基此，舊《律師法》第二十三條明定：「律師接受事件之委託後，應忠實搜求

證據，探究案情。」現行《律師法》於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全文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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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其中第三十一條也有同旨之規定：「律師為他人辦理法律事務，應探究案

情，蒐集證據。」現行《律師倫理規範》第十六條第一項亦規定：「律師接受

事件之委託後，應探究案情、忠實蒐求證據，於合理範圍內為委任人之利益

提出合法且適當之證據，並得在訴訟程序外就與案情或證明力有關之事項詢

問證人。」準上規定，律師受被告委任之後，為了詳盡搜求證據與探究案情，

進而提供實質有效之辯護，當然有必要在審判前聯絡、接觸並訪談證人。 

 

律師在法庭外與證人進行聯絡、接觸、面談、詢問，並作成書面或影音紀錄，

既可以初步介紹法庭環境與作證程序、協助證人回想並釐清事實及時序、準

備詰問，也可以儘早驗證證人證言的真偽，並辨明其證言是否有利於被告及

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強弱，始得據以篩選證據，研判有無傳喚證人到庭作證

的必要，最後才能夠在審判中提出有利於被告的證據。 

 

因此，律師訪談證人，進而為被告提供實質有效之辯護，誠為律師執行職務

所必須，甚至是律師受被告委任應盡的義務，也是實現公平審判、保障被告

訴訟權及遵循正當法律程序所必要的機制。 

 

相對而言，律師在訪談證人過程中當然必須遵守專業倫理。就此，本會為落

實律師自律自治，曾於改制前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時期即民國九十六年四月

二十八日發布《律師訪談證人要點》，其後訂定現行《律師倫理規範》第十六

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十七條各項，皆已詳細規定律師訪談證人應遵守之界

線，諸如： 

(一)律師不得以提供利益方式誘使證人提供證據； 

(二)律師不得教唆、幫助他人作偽證，或使證人於受傳喚時不出庭作證，或

使證人出庭作證時不為真實完整之陳述； 

(三)律師不得故意教唆偽證、誘導證人為不實陳述； 

(四)律師不得故意就重要之事實或法律，向證人為虛偽陳述； 

(五)律師若於訪談證人過程中為錄音、錄影，應向證人表明，並得其同意。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原則上仍是採取卷證併送制度，被告一旦遭遇檢察

官起訴，等於是孤身面對檢察官挾龐大國家資源所羅列的不利事證，甚且檢

察官尚可在審判外自行傳喚並訊問證人。依首揭當事人對等原則，被告委任

律師也同樣有權於訴訟程序外訪談證人。 

 

但部分法官與檢察官對律師依法執行職務有嚴重誤解，動輒恫嚇甚至構陷訪

談證人的律師涉嫌串證或教唆偽證，勢必使律師不敢依法為被告蒐求證詞，

以至無從為被告提出有利之證據，終將導致被告無從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審

判也就毫無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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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律師於開庭前接觸並訪談證人，必要且正當。故為維護我國律師

依法執行職務之權利，以及人民受律師協助並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本會特說

明相關法制如上，以正視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