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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經歷

• 學歷：

•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士

•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

• 經歷：

• 謙理法律地政聯合事務所主持律師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勞動調解委員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委員

•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調解人

• 臺中市政府西屯區公所法律顧問

• 彰化縣政府法律扶助顧問律師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

•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委員



報警

事故處理流程

取得事故初判表、
車鑑會報告

調解不成應提
起民事訴訟

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
員會或法院申請調解

待起訴後得於刑事訴訟
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

單純車損

車損+人傷亡
向地檢署提起刑
事告訴



事故突然就發生了…要報警嗎?可以離開現場嗎?



第一步：報警
• 發生事故無論是否有人傷亡都
一定要報警處理，如有傷亡更
應取得警方根據現場狀況製作
之交通事故初判表，以利釐清
雙方肇事責任。

• 如對於交通事故初判表認定結
果(肇事原因、雙方肇責)有意
見，得向當地之行車事故鑑定
委員會申請做更詳細之鑑定，
並取得鑑定報告。



第二步：調解

• 調解跟訴訟外和解的差別？

• 強制調解事件？

• 我可以去哪裡調解？



調解與訴訟外和解有何差別?
• 調解：

調解一旦成立，調解筆錄的效力和法院確定判決一樣，具有可以強

制執行的效力，當事人以後也不能就同一個爭議再提起訴訟，以達

到迅速且終局解決紛爭之效果。

• 訴訟外和解：

僅具有一般契約效力，如對方不履行和解條款仍需提起訴訟請求履

行和解契約，待法院判決確定之後，該判決始具有得聲請強制執行

之效力。



強制調解制度之目的

調解為訴訟外解決紛爭的方法之一，原則上是採任意調解，意即由

當事人自己選擇是否進行調解程序。但是在某些案件類型，立法者

認為有紛爭和諧解決、追求程序利益及親屬間情感維護等考量，故

而規定這類案件在進行訴訟之前必須先進行調解程序，如調解不成

立始開啟訴訟程序，此即為強制調解制度。



何為強制調解案件-民事訴訟法第403條
一、不動產所有人或地上權人或其他利用不動產之人相互間因相鄰關係發生爭執者。

二、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發生爭執者。

三、不動產共有人間因共有物之管理、處分或分割發生爭執者。

四、建築物區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因建築物或其共同部分之管理發生爭執者。

五、因增加或減免不動產之租金或地租發生爭執者。

六、因定地上權之期間、範圍、地租發生爭執者。

七、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發生爭執者。

八、雇用人與受雇人間因僱傭契約發生爭執者。

九、合夥人間或隱名合夥人與出名營業人間因合夥發生爭執者。

十、配偶、直系親屬、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家長或家屬相

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爭執者。

十一、其他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



哪裡可以調解?
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鄉鎮市調解條例第13條規定參照)

（一）兩造均在同一鄉、鎮、市居住者，由該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二）兩造不在同一鄉、鎮、市居住者，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所、營業所、

事務所所在地，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所所在地或犯罪地之鄉、鎮、

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三）經兩造同意，並經接受聲請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同意者，得由該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受前二款之限制。

法院

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5條及第20條規定由被告住居所、侵權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依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第三步：提起刑民事訴訟



刑事告訴

•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

時，鄉、鎮、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

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鄉鎮市調解

條例第31條規定參照)。

• 刑事訴訟起訴後至第二審辯論終結前，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

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刑事訴訟法第

487、488條規定參照)。



交通事故過失傷害案件之實務量刑依據

在交通事故過失傷害案件中，法院量刑上多會審酌被告於案發後

是否留現場並向員警自首表明肇事者身分、有無前科紀錄、是否

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調解成立等情。在實務上若為初犯，且符合

自首要件，縱使尚未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共識，法院亦未必不會

予以緩刑宣告，因此，發生事故後千萬不要慌張，請冷靜報警並

留在現場等待員警到場，並在第一時間表明肇事者身分，這個舉

動將可作為往後訴訟爭取緩刑之最佳利器。



民事訴訟求償範圍

 醫療費用【診療費、看護費、醫療器材及耗材…】

 交通費用【救護車、回診計程車】

 修繕費用【修車…】

 工作收入損失【休養期間損失薪資】

 勞動力減損【因事故致身體機能受損影響工作能力】

 精神慰撫金【因事故所受心理痛苦補償】



肇事主因不在我身上，還要賠錢嗎?

•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規定參照)。

• 交通事故初判表及車鑑會報告中會記載本起事故之肇事原因，於

兩人同為肇事原因時，認定何人為肇事主因，何人為肇事次因；

法官判決時將依據前揭報告及其心證判斷雙方應各自負擔多少比

例之賠償責任。因此，縱使肇事主因不在自己身上，亦可能因為

事故所生損害過於龐大，而被法院判命應賠償對方上千萬元。



論保險制度在交通事故案件之重要性

案件背景事實：

• 肇事原因

原告-有酒駕、未注意紅燈管制號誌等肇事原因(主因)

被告-有超速(時速80公里)、未注意黃燈管制號誌等肇事原因(次因)

• 原告請求金額

因原告受有嚴重傷害致右側癱瘓並終生喪失工作能力(事發時僅26歲)，

故請求27,046,498元損害賠償。



論保險制度在交通事故案件之重要性
法院一審判決結果：

原告請求26,046,498元有理由，但因原告於本件事故應負擔60％過失

比例，故被告仍需賠償10,418,599元【26,046,498×40％】

保險公司介入：

本件訴訟之初，被告車輛保險公司之法務人員便全程參與審理過程，

於一審判決出來後雖有繼續上訴之意願，但尊重被告不願再爭訟之想

法，便依據保險契約全額給付法院判命之金額予原告，本事件始告落

幕。



小結：

發生交通事故固然是件不幸的事情，但如果我們平常有妥善規劃保險，

並且在發生事故後善用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調解)，便能有效縮短處

理事故所耗費的時間成本，亦使交通事故紛爭圓滿落幕。若有因此涉

犯刑法過失傷害等罪嫌，切記不要心存僥倖逕自逃逸，如此不僅錯過

自首減刑之機會，甚至會構成刑法肇事逃逸罪，實在得不償失啊。



Q＆A時間

• Q1：

事故求償除了提民事訴訟還

可以怎麼處理？他的好處是？

• Q2：

鄉鎮市區公所調解不成立時，

是否直接產生移請檢察官偵

查的效果？



Q＆A時間

• Q3：

民事訴訟可以求償的損害

種類有甚麼(請列舉三項)？

• Q4：

法院在交通事故過失傷害

事件中量刑時會審酌那些

情形予以被告緩刑優待？



感謝大家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