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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 2018年度重要的憲法解釋｠立法政策與司法實務見解，Ε別

以司法院釋宴第 762 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1ち施行つ｠最高法院

107年度第 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為重點を司法院釋宴第 762號解釋，重新確

立了刑事被告受憲法保障之防禦權的內涵，對於防禦權的權利主體｠範圍與

行使方式，都有清楚明確的論述，б人對於被告憲法上防禦權位來進一步的

發展充滿期待を然而，甫於 2018年開始施行的刑事訴訟法第 31條之 1，對

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的訴訟扶助，原則上採強制辯護制度，限制被告自行

辯護的防禦權行使，恐位能符合後來釋宴第 762解釋所確立的憲法上防禦權

標準を最後，最高法院決議企圖以類推適用的方式，解決實務上Ε歧ピ久的

難題：域外警詢傳聞的證據能力，但不僅在類推適用既有的傳聞例外規定

上，有侵犯立法權疑慮；實際上現行傳聞例外規定的可信性要件，也難以運

用在域外警詢陳述をб人擔憂位來各級法院若依據決議內容操作，結果可能

更加Ε歧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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