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民事法發展回顧： 

以民事大法庭關於民事實體法之裁定為中心 

吳從周* 

<摘要> 

整體回顧與觀察施行已經 5 年的民事大法庭裁定共計 24 則，最高法院

平均每年作成將近 5 則之大法庭裁定。如果加上徵詢階段統一見解之裁定 7

則，則平均每年最高法院必須做成超過 6 則的大法庭裁定，相較起制度起源

的德國，我國最高法院使用民事大法庭的頻率與負擔，高達將近 12 倍之多。

其中，經統計後，民事大法庭裁定占比例 6 成以上為民事實體法之法律爭議

問題。 

5 年來，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裁定之論證說理，逐漸成熟完備，特別是

與自己判決對話、與不同見解對話以及法律解釋方法的運用作為科學論證方

法，均有顯著的開展，值得讚佩。唯一較美中不足者，係應該在裁定中多增

加並引用學說見解對該問題討論之整體面貌，並且與學說通說或少數說對話，

甚至作為繼受法國家，司法繼受特色上必要時也應該有比較法上的學說與實

務見解參考，俾能以裁判理由之翔實論證為基礎，贏得人民對司法更穩固的

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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