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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措施： 

以 AI技術攝取判決書中法院對於具體個案主觀看法的資料庫 

（鎖定法院自由心證論述段落） 

提案稽博士論文目前成果介紹書 

研究動機（系統研究背景）  

在當前社會中，法院判決的公正性與透明度是維護法治與社會信任的基石。然

而，隨著大量被稱為“恐龍判決”的案例浮出水面，公眾對於司法體系的信任正

受到挑戰。這些被批評為“恐龍判決”的案例，常見於法官做出與社會期待顯著

脫節的判決，顯示出司法機關對於現實社會的疏離和理解的不足。在一些重大

刑事案件中，法官的判決理由，例如考慮被告在求學期間操行良好或成績優

異，顯然無法滿足受害者及社會大眾對於正義的基本需求，從而激起公眾強烈

的不滿和疑惑。 

例如，有案件中，一名男子於多年後聯手妻子弒母，二審被判死刑，但更審法

官卻以被告求學期間操行良好為由，改判無期徒刑。這一判決被認為過度強調

過去的學業表現，而忽略了罪行的嚴重性及對社會的危害，導致輿論譁然。另

一案件中，一名男子在公開場合對女性施以鹹豬手，法院卻以行為時間短暫，

未足以引發性慾為由判無罪，這樣的理由讓公眾質疑司法系統對於性侵害的理

解及其保護女性權益的能力。此外，還有一個案件中，被告聯手勒殺母親並棄

屍，初審與二審均判死刑，但更審卻因被告求學成績優異而改判無期徒刑，這

使得社會對於法院判決的標準感到困惑，並認為司法系統未能充分保障受害者

的權益。這些案例反映了部分法官對社會價值觀的脫節，尤其是在強調法律邏

輯而忽視犯罪行為的實際嚴重性時，未能充分考慮社會對正義的期望和受害者

的感受，讓人懷疑法院對犯罪行為的認知與其應有的社會責任。這些判決顯示



出法官有時過度依賴形式上的法律條文解釋，而忽略了法律應該具有人性、應

回應社會現實的特性。 

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對性別平等、人權保障及社會正義的關注日益增加，社會對於法

院判決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司法判決的品質與公正性卻並不總

是能與社會期望相符，尤其在一些涉及嚴重犯罪和性別議題的案件中，法官的

裁量往往顯得保守甚至脫節。這些脫節的判決不僅使受害者及其家屬感到不

公，也引發社會對於司法公正性的強烈質疑。 

這些“恐龍判決”的出現，顯示了法官在解釋法律條文時，可能過於重視程序和

形式，而忽略了法律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工具，應該能夠適應現實社會的需求

和變化。法律並非像自然界現象的自然定理那樣固定不變，而是需要根據社會

情況的變遷來靈活運用。因此，當法官過於注重法律邏輯而忽略其在人性和社

會層面的影響時，司法體系就會顯得與現實脫節，成為封閉的象牙塔，難以滿

足民眾對公正的期待。有些主張廢除死刑的支持者認為死刑違反人人平等原

則，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人人平等的時空背景。通常提倡人人平等是針對享受特

權者的情況，而在這些情況下，所謂的人人平等忽略了加害者做出泯滅人性的

行為。這樣的論點是一種去脈絡化的法律學科抽象，難以得到受害者和社會大

眾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建立一個能夠系統性收集、分析和評估法院判決的資料庫，對於揭示“恐

龍判決”的嚴重程度、提高司法透明度以及促進法律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計畫 

基於以上動機和背景，本博士研究計畫旨在利用人工智慧（AI）技術建立一個

法院心證資料庫系統。該系統將專注於自動辨識和提取判決書中有關法官心證

的段落，為學者提供實證研究的資料支持。透過這樣的資料庫，研究者能夠深

入分析現今司法判決中存在的問題，並量化“恐龍判決”的頻率與影響。 

此外，該系統還將促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理解，使人民能夠更接近法律，並利

用輿論對法院的判決理由形成有效的監督。具體而言，該系統會提供易於查詢

和理解的判決數據，透過自動標註判決理由和承審法官姓名，讓公眾能清楚看

到判決的關鍵理由及負責的法官，進一步提高判決過程的透明度。這樣的透明

度促使法官在判決時考慮輿論可能對其產生的影響，從而更加謹慎地做出決



策。 

同時，新聞媒體記者也能夠從資料庫中挖掘出具有報導價值的判決，尤其是那

些具有爭議性或可能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例。藉由媒體報導，社會大眾能更好地

了解法院的判決理由和背後的邏輯，從而激發對於司法公正性的討論與關注。

此外，媒體的報導也可以有效形成輿論壓力，促使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更加

審慎。 

這樣的系統不僅可以讓法院在做出判決時更加審慎，減少“恐龍判決”的發生，

更可以促進法律在應對民意方面的改進。藉由透明的判決資訊和媒體報導的雙

重作用，促使司法系統更好地回應社會需求，進一步增強司法體系的公信力。 

最終，本博士研究旨在建立一個透明、公正且高效的司法系統，使得司法機關

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同時，能夠更好地回應社會需求，促進法律與社會價值觀的

相向而行。透過 AI 技術的應用，我們希望實現一個能讓人民更容易接觸、理解

並監督司法的體系，為實現更公平的社會奠定基礎。 

研究方法 

本博士研究將使用近五年內台灣法院的全部刑事判決書作為研究資料來源。首

先，我們會將判決書中最上方的行政資訊去除，然後使用正則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提取出承審法官的姓名。接下來，將每個判決理由的段落分割，

並針對包含論述特定原因的段落進行標註，將含有相關論述的段落與無關的段

落分別標註，最後，利用大型語言模型（LLM）生成特徵將二者分類，來進一

步提取所欲提取的文本段落。 

我們預期最終能夠將承審法官的姓名全部標註於目標段落的後面，以便讓社會

公評，促使法官為其判決與判決理由負責。 

搜索系統的開發與初步成果 

（一）、關鍵字搜尋法官主觀意見(條文解釋的見解、涵攝、心證三大項資料) 

目前，本博士論文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並在清華大學的「法院心證

資料庫系統」網站（https://hssai-verdictdb.phys.nthu.edu.tw/）上進行測試與

開發。該系統已經能夠提供查詢刑事判決結果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在網頁中查

詢並瀏覽被標註為目標項目的判決書段落。這些查詢結果中，我們成功標註了

判決理由中的目標段落，以幫助學者進行實證研究。此外，目前的系統即將更

新包含了自動提取承審法官姓名的功能，這些姓名將被標註於相關判決段落

https://hssai-verdictdb.phys.nthu.edu.tw/


中，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和社會責任，以使承審法官對其判決負責。 

(續) 

  



以下是關鍵字搜尋心證資料的例子：

 

 

上圖白色均是右側的放大圖，該放大圖段落隸屬的判決書案號等相關資訊則在

左側。 

可以看到關鍵字搜尋結果的文本所依序展現的均是在論述法院對於案件中的主

觀價值觀，如此即可輕易找到有關案件的法院資料，使其受媒體、公眾監督。  

 

（二）、以 AI 技術找到與所描述有關的判決書段落文本 

此外，我們還開發了一種基於案件描述進行相似案件搜索的功能（但仍在內部

測試中）。在這個新開發的搜索方式中，用戶可以在“question”中輸入簡短的案

件描述，系統會根據輸入的描述，利用餘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從資料

庫中檢索出與其相似度最高的判決書文本。這種方法不僅提高了搜索的準確

性，也能幫助研究者和社會公眾快速找到與當前案件情境相近的判決結果，以

便了解法院對該情況的多數意見為何。 



以下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demo，展示了如何使用此搜尋功能來查詢與輸入使用

者所欲搜尋的的判決書文本段落： 

Query 為使用者輸入的資訊，predict 為本系統找到與使用者輸入高相關性的判

決書段落文本（裡面可清楚法院價值觀為何） 

Query1:交通事故死亡 

 

Query2:詐術成立有疑 

 

Query3:測謊結果非唯一證據 

 

 

上列展示的成果可以發現，本機制所搜尋出的文本並不包含與 query完全相同

的文字，可避免文字差異而找不到目標文件的問題。且搜尋出的文本確實與

query 有關，確實可以了解到法院對於爭議處的看法。本系統亦確實可以協助

民眾、社會學家了解當今法官的價值觀如何，是否有脫節或恐龍之處，媒體亦

可對之加以監督，使研究動機的問題逐步獲得改善。目前後者研究成果尚在細

部調整中，未來將會於前述網站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