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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在調解實務的運用

南投地方法院

主任調查保護官

李錦松

研習對象：南投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南投地方法院同仁

一、前言

�人被鑲嵌在社會的框架

�沒有一個人可以是孤島

�人同時有很多有關係

� 1.與自我關係

� 2.家庭關係

� 3.學校關係

� 4.社群關係

二、關係修復的重要性

�關係是人最重要的資源

�從資源的概念：人力資源、物力資源、
財力資源都不如人際資源，有了人際資
源前三者兼而有之；反之，各種資源都
難取得

� –關係甚至影響人的生存–

三、修復的困難

� 修復從來都是不容易：不得體的認錯方式如下

� 1.含混不清或部分承認：不管我做了甚麼，我

道歉…

� 2.被動表示式：錯誤可能已經被鑄成…

� 3.認錯附加條件：如果錯誤真的已經造成…

� 4.質疑是否有人受害：要是有任何人感到不舒

服…

� 5.淡化：其實是一件小事…

� 6.語帶同情：我感到遺憾我很抱歉…

� 7.向錯誤的對象認錯…

四、服務法院案主的幾個認識

� 認識服務的場域
法院是衝突、角力場域

1.兄弟鬩牆

2.親子義斷

3.夫妻情絕

4.爲錢殺人

5.爲性害人

6.細故相殘

7.因莫名(情緒)危害他人

---- 人生悲慘事,盡皆在此 ----

四、服務法院案主的幾個認識

� 認識被害人的情緒困境
(一)驚慌害怕
(二)生氣
(三)沮喪無助
(四)對社會司法制度的不信任

----在審判過程傷痕不斷被檢視

(五)創傷歷程

震驚—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否認—這不是我做的,這不是我的錯！

生氣—為什麼是我？我為什麼要承受這些？

沮喪—我該怎麼辦？未來會如何！

調適—1.良好的適應 2.適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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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法院案主的幾個認識

� 認識加害人的情緒困境
(一)抗拒司法

(二)恐懼刑罰威逼

(三)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四)冤罪意識

(五)中立化技術

1.責任否定

2.損害否定

3.被害者否定

4.責備責備者

5.訴諸較高權威者

四、服務法院案主的幾個認識

� 相關家庭成員的情緒困境

(一)被害人家屬：

1.生氣
2.不捨

3.責備

(1)責備加害人
(2)責備被害人

(3)責備社會、政府、法院
4.沮喪失望

四、服務法院案主的幾個認識

(二)加害人的家屬：

1.加害人未來前途

2.分離的焦慮

3.生活、經濟的困境

4.愛恨交結

5.如果加害人判刑或感化教育：一人

在監，十人在途

五、修復式司法簡介

一.背景

二.定義

三.要素

四.理論

五.價值

六.目標

七.與其他正義之比較

八.各種正義模式

修復式司法政策化的歷史背景

�被害人復興運動（其他包括原住民復興運
動、社區司法精神、基督教精神）

� 標舉被害人優先主義

�主要目標在程序權利的爭取
� 1.被害人希望有容納其想法的程序
� 2.被害人希望得到更多案件資訊
� 3.被害人希望參與自己的案件
� 4.被害人希望能被尊重公平的對待
� 5.被害人需要實質回復
� 6.被害人需要感情的修復與道歉

定義

� (一)Tony Marshall(1996)

修復式正義是一項特殊犯行的所有利害當事

人共同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

來意涵的過程

� (二)Bagemore(1999)

任何主要目的為回復犯罪所造成損害的活動

均稱之

以上定義前者重過程，後者著重實質內容，

有正面表列，有負面表列，由以上意義修復

式正義可衍伸五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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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 (三)BraithWaite
修復式正義(司法)不只是刑事司法系統的改革，而是整體司法
制度系統、家庭生活、工作場域、政治實踐的變革，它是歷史
性的改變視野，改變我們實踐正義的方式。

� (四)Zehr(反面定義法)
1. 修復式司法的任務並非寬恕與和解
2. 修復式司法並非調停
3. 修復式司法主要目的並非使再犯率下降
4. 修復式司法並非特定問題解決藍圖
5. 修復式司法並非地圖而是羅盤
6. 修復式司法並非僅以輕微犯罪的初犯為對象
7. 修復式司法並非新的方法亦非始於北美
8. 修復式司法並非萬能藥亦非要取代現行制度
9. 修復式司法不一定是監獄的替代措施
10.修復式司法不一定是懲罰的對極

要素

� (一)以社會衝突觀點而非法律觀點來看待犯
罪事件

1.集權國家發展前:犯罪是傷害社區安寧，損害

被害者及其家庭或是人際衝突事件主要以賠

償被害人及回復社區安寧為主要處理方式。

2.集權國家發展後，犯罪是違反國家法律規範

(傷害主權)而由專業公訴人、專業矯治人員

處理。

3.犯罪化或除刑(罪)化─犯罪的建構與辭構以

性、毒品為例。

要素

� (二)修復式正義是一種回復損害的關係
式正義

1.不以懲罰為必要

2.回復損害(含物質的損害、精神的損害)

3.修補關係

要素

� (三)修復式正義主張藉著發現問題，恢
復損害治療創傷而能進行的社會革新，
從而為社會創建更多更好的和平與福祉。

1.修復的對象不只是直接被害人，包括其他受

影響的家庭、教友、社區、社會

2.修復不只是填補損害

要素

� (四)修復式正義尋求加害者、被害者及
社區共同參與修復與治療
1.修復如何可能?─加害者責任

2.修復如何可能?─被害者責任(這是一個弔詭

的說法，請確實釐清勿濫用)

3.修復如何可能?─社區責任

要素

� (五)犯罪處理的場域在社區

1.提供社區規範

2.提供機會

3.提供支持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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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 以被害人、加害人社群為核心，替換傳統刑事司法檢、
審、辯三者關係。

(一)以社群(非國家)扮演調解角色

(二)以被害人代替檢察官

(三)尋求關係重建和平而非犯罪訴追與懲罰

(四)對犯罪的另一種想像

1.犯罪是罪刑法定不只是違反某種道德價值而是它造成

某人真實的傷害及人與人之間關係性的傷害

2.犯罪是一種社會衝突的結果

(五)修復式司法是一種刑事司法審判的新模型，不是單純

削弱被告的防禦權或建立讓被害人恣意行動的權力。

而是在國家追訴程序中使被害人有機會自身相關的刑

事程序，提高其訴訟上的地位，而達到保護被害人的

國家責任。

理論

(六)被害人參予與修復式司法併存，保護被害人司法地位
並建立非懲罰式的新司法價值。

(七)修復式正義的限制理論(BraithWaite):金字塔分層理論
1.有理性又具有高尚道德的犯罪人可以使用修復式司
法。

2.有理性道德不足的犯罪人可以使用威嚇手段。
3.非理性的犯罪人只能實施隔離矯治手段。
4.修復式司法是刑事處遇的先行方案，隔離是最後手
段。

(八)修復式實務是只有權者和事件的利害關係人一起工作
共同解決問題，而非為他們解決問題，所以是一種參
予式的刑事司法；這種參與的實務模式也是管理、社
工、教育與醫療等共同實務準則，因此修復式正義的
詞彙及理論使刑事司法與其他領域有共同的語言。

價值：BraithWaite認為應有以下基

本人權價值
� (一)人類尊嚴的修復
� (二)財產損失的修復
� (三)健康或身體傷害的修復
� (四)受損害人際關係的修復
� (五)社區的修復
� (六)環境的修復
� (七)自由的修復
� (八)和平的修復
� (九)自主的修復
� (十)公民責任感的修復
� (十一)小結：
道歉、原諒、仁慈未列入價值的理由是寬恕，仁慈
是被害人的禮物，不能轉變成被害人的責任，道歉
則該轉向加害人自發性的念頭才有意義。

目標

� (一)支持被害人讓他們有發聲的機會
1.鼓勵被害人表達需求
2.讓被害人參與問題解決過程
3.提供必要協助

� (二)藉各方達成如何解決衝突的共識，修補因衝突而
受傷害的關係

1.對衝突因應不只具焦衝突事件本身，超越行為及
行為者本身。

2.可以協助找出犯罪根本原因並發展犯罪預防策略，
避免更多傷害事件發生。

� (三)譴責犯罪行為是不可接受的行為，卻肯定社區價
值；社區價值觀與法律價值觀不一致時宜深入釐
清。

目標

� (四)鼓勵當事人，尤其是加害人負責

所謂負責不只針對被害人，而是經歷認知

情緒轉變改善社區被害人(道歉與補償)及

其家人的關係。

� (五)找出修復性目前瞻性的解決方案

修復式正義不排除任何形式的懲罰例如罰

金、緩刑、監禁但重視的是受傷害後如何

得到補償與復歸。

� (六)鼓勵加害人改變個人以減少再犯並促成

其與社區整合。

� (七)找出影響犯罪的因素，並且知會有關單

位降低犯罪的有效策略。

修復式正義與其他正義模式的比較

� 一、修復式正義的要點

(一)犯罪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破壞

(二)犯罪帶來回復的責任

(三)審判由犯罪者被害者及社區共同參與

(四)審判是為了回復和解及安定人心

� 二、賠償式正義的要點

(一)賠償是修復式正義的重要內容

(二)賠償式正義與修復式正義都是結果導向

(三)兩者重要區別在於

1.賠償式正義本質仍是報應─監獄勞動、社區勞動以賠償犯罪對社

區造成的損害

2.賠償式正義本質仍是威嚇的以確保犯罪是不值得的觀念

3.賠償式正義本質仍是矯治地企圖教導行為者更有責任感

4.賠償式正義沒有把焦點擴展到社區

5.賠償式正義未考慮受害者的非物質傷害─社區關係破壞、安全感

的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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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與其他正義模式之比較

� (一)矯治式正義與修復式正義都考慮到

受害者心理層面認為犯罪造成的損

害不只是物質也有心理傷害，兩者

任為損害需補償。

� (二)兩者差異在矯治式正義的轉移機制

為解決途徑，修復式正義強調關係的

回復。

應報式正義的要點

� (一)犯罪是國家的危害

� (二)犯罪是違反法律

� (三)審判決定罰責帶來痛苦僅加害人參與

� (四)審判是犯罪者與國家間的對抗

應報式正義的要點

1.應報式正義強調個人罪惡感，懲罰的事後的

修復式正義是向前看的。

2.應報式正義強調對加害人懲罰，修復式正義

強調回復社會關係。

3.應報式正義把責任何重心置於個人；修復式

正義強調在社群中審理。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各種實踐模式

� 一、被害者─加害者調解
(一)最初名稱被害者─加害者和解程序〈vorp〉因太
強調和解給當事人不當壓力，故更名對話程序
〈voc〉，現在大多數人稱〈vom〉

(二)這個模式以被害者─加害者為主角輔以代表社
群的調解人為中介，使雙方對話尋找被害人的之
損失協助加害人復歸的方法

(三)這是常見修復式正義運作模式從美國印第安那州
1978年運作迄今

1.該制度從美洲擴展到歐亞
2.從輕罪少年犯罪擴展到重罪成年犯罪
3.從起訴前裁判確定前置裁判確定後都可運用本制度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各種實踐模式

�（四）vom大多數由私人非營利機構主
持，但有由政府、警察、檢察官、法官、
矯正機構創設的趨勢，臺灣現狀即由法
務部推展下轄檢察署招募志願工作者促
進者陪同者從事該制度將來可能制度法
制化從事人員公職化

�（以觀護制度的發展為例）從志工到公
職之路

家庭團體會議

� （一）又稱家庭圈模式乃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族成員並相關
人士警察等人一起參加的會議模式，會議中藉著家族力量提供
支援，除了被害人賠償外也著重再犯預防及對加害人一定的懲
罰

� （二）該制度是借用紐西蘭毛利人在處理社區違規者時，讓家
庭及社區共同參與的傳統已建立適合地區文化的少年司法制度，
紐西蘭政府於1989年正式將制度法制化制定兒童青年及其家庭
法案，該法處理對象是14至17歲青少年，該法有4種處分：

� 1.立即的警察警告

� 2.青少年工作人員的處理，包括：道歉社區服務

� 3.家庭團體會議

� 4.法庭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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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圈又稱和平圈量刑圈模式

� （一）該制度將被害人及其支持者、加害人及其支持者、法官、
檢察官、律師、警察及社區相關人士聚集一起共同對事件尋求
了解探討治療受傷害人員及預防犯罪必要步驟

� （二）審判圈代表修復式正義的一種演化，以利當地居民參與，
其主要目的希望藉此項會議對各方當事人的生活型態、態度及
行為造成改變影響，並且對受到影響的社區人文環境有所助益

� （三）審判圈的概念是借用美國及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文化傳統
參與者圍坐一圈由一人撰文說明對犯罪的感受並要求大家支持
被

� （加）害者有時還要為被（加）害人舉辦治療圈其過程建立在
和平談判及一致的基礎上每一成員均應同意達成的協議

審判圈又稱和平圈量刑圈模式

�（四）進行審判圈的兩個途徑及法律效果
� 1.由法官轉介進入審判圈而達成的協議就是對判決

的建議

� 2.由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一起參與審判圈所達成的協
議就是判決

社區修復委員會又稱社區修復或

補償委員會

� (一)由受過訓練的社區居民組成與加害人討論事件的不良後果

並共同訂定一套復和補償計畫加害人在限定時間內完成計

畫委員會向法院報告後完成任務（本方案不必然與被害人

見面）

� (二)美國與加拿大尚有多種不同型態的居民委員會

例如：美國蒙佛特州的補償性居民委員會其委員會成員與被

害人加害人協商而該決議則可成為緩刑附條件其目的有五：

1.被害者復歸治療

2.社區復歸

3.加害者了解犯罪之危害與影響

4.避免再犯

5.社區提供加害者再整合的機會

� 另外修復式正義實踐還有被害者影響陳述、補償、社區服務等

六、修復與調解

� 調解的目的與功能

�藉調解委員聲望與信譽

�動之情理互相退讓排解紛爭

�紓減訟源減輕法院負擔：以修復式司法
第一年試辦共128件進入修復，但該年
刑事調解共82303件

�由當事人自主解決糾紛免於訴訟之苦

�使當事人復歸社會免於刑法處罰

六、修復與調解

�修復與調解的辯證

� 1.調解是一種修復方式

� 2.調解是修復的實踐

� 3.調解不是修復

六、修復與調解

�調解與修復的比較

� 1.制度目的不同

�一般調解：紓減訟源解決問題達成賠償

�家事調解：追求兒少最佳利益

�修復式正義：關係情感修復、加、被害
人、社區三方傷害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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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復與調解

� 2.居間第三者資格不同

�一般調解：信望素孚的公正人士

�家事調解：有專門職業背景者

�修復式正義：有專門職業背景者或有幫
助加、被害者經歷者

六、修復與調解

� 3.參與程序之當事人及其定位不同

�一般調解：當事人及其利害關係者

�家事調解：家事事件相關當事人

�修復式正義：需較明確定位當事人雙方
為加被害人

六、修復與調解

� 4.居間第三者準備工作不同

�一般調解：調解期日才見到雙方當事人

�家事調解：調解期日才見到雙方當事人

�修復式正義：加被害人在對話前須個別
單獨會面評估

六、修復與調解

� 5.雙方相似的地方

�以會議的方式進行

�經當事人申請或法院徵得當事人同意移
付會議進行

�由當事人信任的會議主持人主持會議

�會議中當事人針對事件進行討論並討論
賠償事宜

�雙方達成協議

六、修復與調解

�調解與修復的關係

� 1.修復調解化

� 2.調解修復化

六、修復與調解

�修復在調解程序的運用方式

� 1.修復前置

� 2.修復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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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關理

論與技術
運用被害人加害人對話稿本模式（以VOM為例）

1.修復促進者可請加害人回答以下問題:

(1)事情發生的經過是怎麼樣？

(2)當時你在想什麼?

(3)自從事件之後，你有什麼感想？

(4)你認為你的行為影響到什麼人？

(5)他們如何被影響

2.修復促進者可請被害人回答以下問題

(1)事件發生時，你有什麼反應?

(2)事件之後你有何感覺？

(3)你覺得什麼令你最難受？

(4)當你的家人及朋友知道你發生這件事以後，他們有何反應?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關

理論與技術
運用被害人加害人對話稿本模式（以VOM為
例）

修復促進者可請雙方支持者回答以下問題:
當你知道事件後
1.你想什麼？
2.你感覺如何？
3.你覺得什麼最令你難受？
4.你最關注的是什麼？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關

理論與技術

�運用團體動力找到最適當的方式

�圓圈對話

�交錯溝通

�平等互動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

關理論與技術

�運用動機式晤談法

�有以下五點原則

� 1.表達同理心

� 2.創造不一致

� 3.避免發生爭辯

� 4.與抗拒纏鬥

� 5.支持自我有能感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

關理論與技術

�運用動機式晤談的五種初期策略

� 1.開放式問句

� 2.回映式傾聽（避免溝通絆腳石）

� 3.給於肯定

� 4.做摘要

� 5.讓他自己說出來（案主自決）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

關理論與技術
運用敘事療法：說故事都有治療效果基本概念
1.人不是問題
2.缺陷思考的副作用
3.多重故事
4.雙重傾聽
5.外化對話
6.描繪問題的影響地圖
7.解構
8.道歉
9.發展反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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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關

理論與技術
運用敘事療法描繪問題的影響地圖

1.情緒經驗範圍：它讓你覺得怎樣

2.認知範圍：他說服你產生什麼說法

3.關係範圍：它讓你怎麼談另一個人

4.行動實踐範圍：它讓你做出不符你特質
的事

5.生理範圍：他造成你那些生理的影響與痛
苦

6.擴大範圍：他還影響了谁

7.後果：你願意忍受？你想有些改變？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

關理論與技術

�運用非暴力溝通（nvc）：有四個要素

� 1.觀察

� 2.感受

� 3.需要

� 4.請求

七、調解如何運用修復式正義相

關理論與技術

�學習正確的道歉語言

� 1.表達歉意–對不起！

� 2.承認過錯–我錯了！

� 3.彌補過失–我該如何補償你？

� 4.真誠悔改–我不會再犯了！

� 5.請求饒恕–您可以原諒我嗎？

八、結語

� 修復式正義不是為了減輕負擔，而是
為了能更周延地去照顧被害人及修復雙
方關係，對法院案主而言，修復促進者
有其獨特之功能，面對忿怒、哀傷、悲
苦的工作場域，尤其更需要散佈溫婉與
熱情。我們期待調解委員有更豐潤的愛
心運用修復實踐，關心陪伴與兩照雙方
一起經歷生命，共創雙贏，在生命交會
處，經營一個感動。

附錄：愛的真諦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
人家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附錄：若是有你佇我的生命

若是有你佇我的生命.我就永遠不驚惶
風雨那呢大.曠野這呢闊.有你同在不搖泏

若是有你佇我的生命.我就永遠不孤單
有你相作伴.與你鬥陣行.充滿溫暖不畏寒

海水會乾.石頭會爛.你的疼愛無變換

甘願為我受盡拖磨.將我當作你心肝
海水會乾.石頭會爛.你的疼愛無變換

恩情這大.怎樣感謝一生與你連相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