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云「法律千萬條，欲『紗』(取用)

沒半條」，又云「法律不保障權利的睡眠

者」。前者道出一般人普遍之認知，法律是

多如牛毛，當要引用、適用時，卻不知如何

運用？後者卻又告訴我們，必須知道法律、

懂得法律、善用法律，才能讓法律來保障自

己的權利。

在調解實務中，不乏案例當事者因不了

解、且沒能善用「鄉鎮市調解條例」，而礙

於追訴時效或消滅時效，未經「調解」程序

就直接走上訴訟，因而徒走了一段冤枉路，

虛耗寶貴時間與精神。有鑒於此，本文就民

眾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聲請調解時，如經

調解不成立時，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提出

告訴，可不受刑事訴訟法第237條6個月告訴

期間之拘束，從資料中試以淺述說明，提供

大家參考運用。

「鄉鎮市調解條例」立法意旨目的

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設立了「鄉鎮

市調解委員會」。其辦理事項在於調解民事

調解與告訴期間之關係
文 / 林煌宗調解會主席、簡右昌調解委員 

事件、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其功能在於勸

導當事人雙方互相讓步，終止爭執，在於止

息訴訟，疏減法院訴訟事件。其效力，經調

解委員會調解成立作成調解(和解)書後，送

請法院審核，經法院核定後，民事部分不可

以再行起訴、刑事部分不再行告訴或自訴、

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

決有同一之效力，可以作為執行名義，可以

聲請強制執行。

聲請調解與刑事告訴期間之關係

工會調解委員會接手案件，十之八九以

車禍事件為大宗，本文就以車禍案件為例。

發生車禍致人體傷，因肇責當負起刑事責

任，「車禍刑事責任」是為告訴乃論之罪，

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一項：告訴乃論

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

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換句話說，「車

禍刑事」告訴期就是六個月。「車禍刑事」

告訴期為六個月，如接近六個月才申請調

解，或調解進行逾六個月，還未達成調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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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豈不是過了告訴期？不符告訴程序而喪

失告訴權？

經查「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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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

31條內文便可理出幾項要件：有告訴權聲請調

解者、經調解不成立、必須提出聲請，將調解

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當符合滿足要件，

才被視為已經告訴，其立法目的，乃為促使當

事人能重視「鄉鎮市調解制度」，樂於聲請調

解，使「告訴乃論罪」之告訴權人，不致因聲

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權

因告訴期間屆滿而喪失，以致影響其權益。簡

而言之，就是要鼓勵促使告訴乃論事件，能樂

於聲請調解。

調解不成立時須移請檢察官偵查，方不受告

訴期間之限制

「調解委員會」可以不予受理聲請調解？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立法意旨目的，在於

止息訴訟疏減訟源。除本條例第30條第1項規

定：「調解不成立者，當事人得聲請調解委員

會給與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又依第10條第

3項規定：「民、刑事件已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

結者，不得聲請調解。」等規定情事外，並未設

有其他限制，準此，為發揮調解制度功能，「調

解委員會」似不宜拒絕受理聲請調解事項。

但，若有聲請人於告訴期間行將屆滿前，

一再提出聲請重啟調解程序，以遂行其拖延告

訴期間之目的，該如何處理？依本條例第21

條第1項：「調解應審究事實真相及兩造爭議

之所在；並得為必要之調查。」及第22條第

2項：「調解事件，對於當事人不得為任何處

罰。」據此，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事件，自應

依上述規定進行調解。惟依事件性質、當事人

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顯無

法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此參酌

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意旨)，

而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調解條例第30條第1

項)。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經調解委員會

調解不成立，該聲請調解者，應向調解委員會

提出聲請，請其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

查，而視為已告訴(條例第31條)。如該聲請調解

者未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其告訴期間仍依刑

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規定，自其知悉犯人之

時起六個月期間屆滿而消滅。

結語

西方人說「瘦的和解勝過胖的判決」，對

照「鄉鎮市調解條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在規勸當事者能互相讓步，終止爭執，止

息訴訟。工會「調解委員會」協助會員調解，

其功能目的亦是如此，同仁如不小心碰上可調

解事項，就可善用工會「調解委員會」，而來

工會申請請求協助幫忙啦！ 

附記

整理此文，乃因同仁之「車禍案件」調解

不成立，而提起「過失重傷害」告訴，卻因不

諳告訴程序及告訴人身份認定，而致告訴期逾

六過月，險被檢察官不受理，而喪失告訴權。

後經本會調解委員協助下，回頭去找當初受理

本案調解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協助幫忙，

請其就調解本案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始得以

保有告訴權！特此註記。

參考資料
1.工會「生活法律講座」 楊富強法官授課講義

2.「鄉鎮市調解條例(98.12.30)」、「民事訴訟

法」、「刑事訴訟法」

3.法務部函釋(90)法字第0447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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