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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法精神醫學（Forensic psychiatry）在 20世紀後期正式成為特殊的精

神醫學次專科。隨著我國最近十餘年來數起重大刑案發生，涉及被告之司法

精神鑑定屢屢成為社會與媒體矚目焦點，亦有許多對於刑事司法精神鑑定之

檢討聲浪，因此，筆者藉本文探討並釐清刑事司法鑑定可能遭遇到之重大問

題與挑戰，並提出未來可能之一般因應方案。 

於介紹司法精神醫學與司法精神鑑定之概念後，本文首先描述刑事司法

鑑定與本論文核心挑戰議題有關項目內容與其重點。在第參節，本文概述刑

事司法精神鑑定程序，涵蓋刑事司法鑑定模式、刑事司法精神鑑定之特殊倫

理考量，收集物證、人證之範圍與方式、以及撰寫鑑定報告時應注意之事項。

於第肆節，本文將提出幾個刑事司法鑑定遭遇之重要倫理法律問題及科學性

問題（包括理論與實務操作部份）；尤其是關於科學證據之運用（心理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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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輔助會談、神經科學證據等）、詐病評估、教化可能性評估、創傷後壓

力症及刑事司法鑑定品質之問題等，皆會提出探討。在第伍節，本文將對於

未來刑事司法精神鑑定提出展望與建議，即使無法完全解決第肆節所遭遇之

問題，然而以循序漸進之修正方式，以實用主義之精神運用刑事司法精神鑑

定，仍可某程度達到提升刑事司法公平正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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