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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20年國民法官法通過，我國各級法院已進行多次模擬案件的審判，

試圖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目前負責國民法官法案件專庭的職業法官，

大多參與了模擬審判。因此，模擬審判所得的經驗、發掘的問題，對於正式

運作必有重要的影響。回顧模擬審判中累積的大量經驗，對於國民參與審判

的順利運作，有極大的價值。 

本文因此選擇了最能呈現國民法官法與刑事訴訟法機制異同的 3 項議

題，依據法律規定、立法理由與模擬審判相關紀錄，並加入行為科學的觀點，

說明國民法官法應有的適用方式： 

第一，證據能力裁定應如何進行？國民法官法採「卷證不併送」，並要

求法院原則上必須在準備程序即裁定證據能力，與既有的刑事審判程序截然

不同，使法院備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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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訴審應採取何種審查機制？國民法官法對於上訴審的規範僅有

4 個條文。上訴審法院對於第一審有國民法官參與做成的判決，應以何種基

本立場進行審查？ 

第三，國民法官法規定，第二審法院要撤銷國民法官法庭所認定的事實，

以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為前提。惟此二法則在國民法官法的適用與刑事訴訟

法不盡相同。法院適用此二法則時，應有如何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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