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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98 號 委員 提案第 23935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婉汝等 21 人，有鑑於我國外籍及大陸籍配偶及外

籍移工人數眾多，新住民與外籍移工時常面對生活適應、子

女教育等問題，若遇司法訴訟等相關法律問題，其受限於語

言及文化習慣差異，於訴訟過程中常處於弱勢。爰擬具「法

律扶助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

等，另該條文第三項對刑事罪之審判規定，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相關最低限度之保障，

如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等

。因此，國家為確保每一位人民訴訟之基本人權，應力求將相關保障觸及國內每一位人民

。 

二、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108 年 6 月，我國外籍及大陸籍配偶人數已將近 55 萬人，新住民時

常面對生活適應、子女教育等問題，若遇司法訴訟等相關法律問題，新住民受限於語言及

文化習慣差異，於訴訟過程中常處於弱勢。另根據勞動部統計，108 年底我國外籍移工人數

已達 71 萬人，其所面對的語言及社會融入問題更為嚴峻，若遇重大案件，成為刑事案件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亦理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 

三、現行「法律扶助法」第十三條規定，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得申

請法律扶助，第五條亦規定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之原因，如因被告或嫌疑人具原住民

身分等，此前規定，皆為使弱勢群體，得於訴訟過程中，受到最完整之保障。 

四、綜上，新住民及外籍移工於訴訟過程中，常處極大之弱勢，爰提出「法律扶助法」第五條

修正草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新住民或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款工作之外國人，於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得申請法律扶助，無須審查其資力

，以保障其訴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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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陳玉珍    葉毓蘭  鄭正鈐  洪孟楷  

鄭天財 Sra Kacaw  張育美  吳斯懷  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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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扶助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法所稱無資力者，

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二、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特殊

境遇家庭。 

三、其可處分之資產及每月

可處分之收入低於一定標

準。 

申請人非同財共居之配

偶或親屬，其名下財產不計

入前項第三款之可處分之資

產。前項第三款之資產及收

入，申請人與其父母、子女

、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間無

扶養事實者得不計入；申請

人與其配偶長期分居者，亦

同。 

第一項第三款可處分資

產、收入標準及前項之認定

辦法，由基金會定之。 

本法所稱因其他原因無

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係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

轄第一審案件，於偵查中

初次詢（訊）問、審判中

，未經選任辯護人。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

住民身分、為新住民或從

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

作之外國人，於偵查、審

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三、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

、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

第五條 本法所稱無資力者，

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二、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特殊

境遇家庭。 

三、其可處分之資產及每月

可處分之收入低於一定標

準。 

申請人非同財共居之配

偶或親屬，其名下財產不計

入前項第三款之可處分之資

產。前項第三款之資產及收

入，申請人與其父母、子女

、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間無

扶養事實者得不計入；申請

人與其配偶長期分居者，亦

同。 

第一項第三款可處分資

產、收入標準及前項之認定

辦法，由基金會定之。 

本法所稱因其他原因無

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係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

轄第一審案件，於偵查中

初次詢（訊）問、審判中

，未經選任辯護人。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

住民身分，於偵查、審判

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三、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

、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

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偵查

、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

一、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外

籍及大陸籍配偶人數已將近

55 萬人，新住民時常面對

生活適應、子女教育等問題

，若遇司法訴訟等相關法律

問題，新住民受限於語言及

文化習慣差異，於訴訟過程

中常處於弱勢。另根據勞動

部統計，108 年底我國外籍

移工人數已達 71 萬人，其

所面對的語言及社會融入問

題更為嚴峻，若遇重大案件

，成為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亦理應有辯護人

為其辯護。 

二、爰修正第五條第四項第二

款，新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為新住民或從事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

第十款工作之外國人，於偵

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者，得申請法律扶助，無須

審查其資力，以保障其訴訟

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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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偵查

、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

理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

必要。 

四、前三款情形，於少年事

件調查、審理中，未經選

任輔佐人。 

五、其他審判、少年事件未

經選任辯護人、代理人或

輔佐人，審判長認有選任

之必要。 

六、重大公益、社會矚目、

重大繁雜或其他相類事件

，經基金會決議。 

理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

必要。 

四、前三款情形，於少年事

件調查、審理中，未經選

任輔佐人。 

五、其他審判、少年事件未

經選任辯護人、代理人或

輔佐人，審判長認有選任

之必要。 

六、重大公益、社會矚目、

重大繁雜或其他相類事件

，經基金會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