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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爭執發生後，民眾便可循訴訟程序加以處理，相關流程如

圖 1所示，主要可分為起訴、法院受理、審理程序以及判決等四

個部分，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圖 1 民事訴訟流程 

(一) 起訴 

在起訴階段，原告首先須決定其應採用何種訴訟程序，

民事訴訟程序按照訴訟標的金額(以及特定事件)可以區分

為通常程序(高於五十萬)、簡易程序(十萬至五十萬)和小額

訴訟程序(低於十萬)三種，簡易程序和小額程序相較通常程

序而言，當事人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法院判決，適合案情

簡單、應速結的事件。民事事件審判系統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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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事事件審判系統表 

程序 

法院 普通程序 

(一般民事事件) 
簡易程序 小額訴訟程序 

第三審（法律審） 第三審（法律審）  
最高法院 

合議制（五人） 合議制（五人）  

第二審（事實審）   
高等法院 

合議制（三人）   

第一審（事實審） 第二審（事實審） 第二審（法律審） 

民事庭 獨任制 

合議制（三人） 
合議制（三人） 合議制（三人） 

第一審（事實審） 第一審（事實審） 

地方

法院 

簡易庭  
獨任制 獨任制 

 

此外，當事人、訴訟標的和訴之聲明又合稱「訴之三要

素」。當事人方面，如果有多數被告，除了牽涉到管轄法院

的問題以外，還有共同訴訟(訴之主觀合併)的問題。如果一

訴中有複數訴訟標的，則牽涉到訴之客觀合併的問題。而訴

之聲明則是當事人的聲明，內容在於向法院表明提起本訴訟

的目的為何(例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兩百萬元予原告」

等)，被告的答辯聲明則通常為「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

用由原告負擔」。 

(二) 法院受理 

法院於接受訴狀後會開始一連串分案、分股、定案號的

程序，決定了承審法官後，首先會依序進行一連串要件的審

查，包括了訴訟要件（例如審判權、當事人能力）、當事人

適格、權利保護必要之判斷。訴訟要件若有所欠缺，則法院

將會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若當事人不適格、欠缺權利保護

必要（訴之利益），則法院將會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果

訴訟要件具備、當事人適格，且具備訴之利益，則進入訴訟



標的法律關係之判斷。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的判斷，也就是本案判斷，是指實體

法上法律關係的判斷。 

(三) 審理程序 

審理主要包括準備程序、言詞辯論以及調查證據等部

分，相關內容說明如後。此外，若於審理期間當事人雙方達

成和解，則告訴亦將撤回。 

1. 準備程序：當事人因準備言詞辯論之必要，應以書狀記載

其所用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對於他造之聲明並攻擊或防

禦方法之陳述，提出於法院，並以繕本或影本直接通知他

造。他造就曾否受領前項書狀繕本或影本有爭議時，由提

出書狀之當事人釋明之。準備程序筆錄應記載下列各款事

項： 

(1) 各當事人之聲明及所用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2) 對於他造之聲明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之陳述。 

(3) 命當事人就準備書狀記載之事項為說明。 

(4) 命當事人就事實或文書、物件為陳述。 

(5) 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 

 

2. 言詞辯論：言詞辯論，以當事人聲明應受裁判之事項為

始，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當

事人對於他造提出之事實及證據，應為陳述。此外，攻擊

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 

3. 調查證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

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

在此限。而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

明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此外，法院得囑託



機關、學校、商會、交易所或其他團體為必要之調查；受

託者有為調查之義務。而法院認為適當時，亦得商請外國

機關、團體為必要之調查。 

 

(四) 判決 

判決是法院的意思表示，當法院就實體法律關係(也就

是訴訟標的法律關係)進行審酌後，會下一個本案判決，終

結此一審級，稱為終局判決。而在訴訟進行中，有時法院也

會對各獨立的攻擊防禦方法下判決，稱為中間判決，通常不

會有判決書，也不可以單獨針對中間判決獨立上訴。不過由

於中間判決具有拘束終局判決的效力，法院不得於終局判決

作出與中間判決牴觸之認定，因此實務上少見。 

當事人就終局判決會收到一份判決書，判決書的內容主

要是由「主文」和「理由」兩部分所構成。判決主文是法院

就兩造當事人訴之聲明的回應，同時宣示了判決的結果(勝

敗)；而理由則是法院說明如何決定判決主文的依據。區分

主文和理由主要的實益在於，判決所發生的某些效力，有些

僅及於主文(例如既判力)，而有些卻包含了主文和理由的部

分(例如參加效力)。若判決只有主文而未附理由，則構成上

訴第三審事由。 

針對判決的救濟為上訴，也是判決對於當事人而言最重

要的意義之一。上訴期間為 20天的不變期間，自合法送達

後開始起算(若當事人與法院所在地不同，應留意在途期間

的扣除)。不過如果當事人於送達前(也就是上訴期間起算前)

即提出上訴，上訴仍為有效。須注意的是，上訴狀須提出於

原法院，而不是欲上訴至之法院。上訴期滿後當事人仍未上

訴，則不得上訴，判決即告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