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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區人口數至民國113年底人口為31萬965人，人口數仍在持續攀升；

人與人之間關係頻繁且密切，相對的也產生很多爭執與糾紛，有待尋求法

律途徑解決。然而動輒互控、訴訟的情況下，凡事都要到法院訴訟或控告

，不僅在時間、金錢、精神上均會大大耗損，也徒增許多困擾與禍端，且

浪費司法資源。 

為避免訟累並增進社會安定，各鄉鎮市區公所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

」設置調解委員會，功能在於解決爭議或糾紛，以避免法院訴訟程序或在

訴訟程序之外解決問題，調解委員是由鄉鎮市區長就轄內選擇具有法律或

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函請管轄地方法院及地方檢察署共

同審查，暨政府備查後聘任為調解委員，任期四年，就民間發生的民事或

刑事事件，由調解委員進行調解。 

調解委員作為中立第三方，協助當事人溝通與談判，促進相互理解並

引導理性協商，以達成可接受的和解方案。他們運用專業知識與社會經驗

，勸導雙方讓步，化解歧見，確保所有當事人都有平等表達意見的機會。

調解委員會透過調解機制有效解決爭議，鼓勵當事人自主參與談判，並提

供必要的指導與支持。調解程序較訴訟更具效率與成本效益，使雙方能在

較短時間內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減少司法程序的負擔，確保公平公正的

糾紛處理過程。 

至於調解的程序，則是在兩造當事人間與調解委員的三方關係中，大

家一起努力地將達成共識的內容，特定而具體地形諸於法律文字，作成「

調解筆錄」及「調解書」後，再連同調解事件卷宗事證資料函送法院，由

法官進行審核，准予核定後，則由法律賦予它與打官司取得確定判決一樣

的法律效果。 

本文係將本區近年來辦理調解業務之基本概況予以簡要分析，期能擬

訂相關政策，以作為服務居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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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區調解委員會的功能            
一、調解的事項 

本市於各區公所設有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均由地方上具有法律或其

他專業知識及素孚眾望之公正人士擔任，可以受理各種不同類型的調解事

項，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領域： 

民事爭議：這包括合約爭議、財產爭議、鄰里糾紛等民事領域的問題

。調解委員會可以協助當事人就這些問題進行談判和解決。 

商業爭議：調解委員會可能處理商業合同、商業夥伴關係、公司股東

爭端等商業領域的爭議。 

家庭事務：這包括離婚、監護權、财产分配、探討子女撫養權等與家

庭有關的問題。 

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可能處理雇主和員工之間的勞動合同、工資爭

議、工作條件等相關問題。 

社區糾紛：這可能涉及社區成員之間的爭執，如噪音投訴、物業管理

問題等。 

民事或刑事案件的調解：在某些司法體系中，調解委員會也可能受理

民事或刑事案件的調解，以幫助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雙方當事人須有爭

議存在始得聲請調解，民事事件應得雙方當事人之同意；告訴乃論之刑事

事件應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得進行調解。 

調解的好處很多，方便、省時、省力、省錢、有效又不傷和氣，調解

的優點簡述如下： 

(一)方便 

本區公所設有調解會，讓當事人能就近解決私人間的糾紛，無需舟車

勞頓前往法院應訴。調解聲請程序相當簡便，只需攜帶身分證、印章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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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至公所填寫聲請書。若不擅長書寫，現場亦有專人指導。此外，

還可透過網路聲請，便利性十足。 

(二)省時 

完成調解聲請的手續後，調解程序通常會在收件後15天內安排會議。

相比之下，法院訴訟從遞狀到第一次開庭往往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相較

之下，調解不僅迅速，效率也更高。 

(三)省力 

調解會是個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的地方，如果雙方的糾紛還

是擺不平，最後才不得已的將法律的規定作一番說明，所以調解會的調解

是一個以情、理、法的順序為主軸的調解制度，不像法院的審判是以認事

用法為先，兼理顧情在後的程序。 

法諺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往往需

耗費大量心力蒐集對己方有利的證據。調解程序相對靈活，只要雙方懷抱

誠意，調解成立的機率便大幅提升，畢竟準備再多的資料，都不如當事人

和諧溝通、釋出善意，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達成雙贏的結果。 

(四)省錢 

在立法政策的考量上，為了提高民眾善用調解會解決糾紛的意願，原

則上是不收取費用或報酬的。簡而言之，打官司要先繳裁判費，聲請仲裁

需繳仲裁費，而調解則通常無須負擔任何費用。從調解會寄發開會通知的

郵資，到調解委員出席調解時的交通補助，皆由公所編列預算支應，這與

「使用者付費」的概念截然不同，使民眾能在無財務負擔的情況下，順利

透過調解以解決糾紛。 

二、調解的效力 

為強化調解制度於解決民事及刑事糾紛之功能，除落實「聲請調解免

收費用」之政策外，對於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案件，應賦予其具體且強而有



 ─4─ 

力之法律效力，方能有效發揮解決紛爭、減少訟累之功能。以下分就鄉鎮

市調解條例有關調解成立的效力規定，介紹如下： 

(一)調解成立經法院核定者，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 

1.一件糾紛的發生，可能會涉及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比方說車禍致

人受傷，會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刑事過失傷害的責任，如果當事

人沒有選擇調解的程序來解決這個糾紛，那麼法律其實還設計了其

他救濟的途徑。 

以車禍致人受傷為例，被害人可以向法院的民事庭就民事損害

賠償的部分提起訴訟；在造成身體受傷，涉嫌刑事過失傷害的部分

，被害人則可以向犯罪地所在的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或是請律師

向犯罪地所在的地方法院刑事庭提出自訴。 

2.調解成立經法院核定的好處，就是讓有糾紛的事件，在調解這個程

序就能夠一次解決，不讓事件還有「藕斷絲連」或「翻案」的機會

。所以事件只要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不能再以其他

法律途徑爭執，因此鄉鎮市調解條例才特別作了這樣的規定。 

(二)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相同之效力 

1.調解成立的事件，要經過法院的核定 

民主國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為基本架構，所以設置

在行政機關─鄉、鎮、市（區）公所的調解會所作成的調解書，也

應該要經過代表司法的「法院」進行審查，准予核定後，才能發生

與確定判決有同樣的效力。 

2.「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簡單的說，一件民事官司打到最後，不能再上訴，也不能再以

其他法律途徑救濟的時候，這個案子的判決就宣告確定，不能再「

翻案」了，這就是民事的確定判決。因為調解的另一個目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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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訟累」，不希望當事人再去打官司，所以鄉鎮市調解條例

就民事事件，在調解成立經過法院核定後，就賦予了與民事確定判

決有同一之效力。 

3.這種效力，可以給當事人帶來實質幫助 

執行名義指的是法律上有權利的人，可以用來聲請強制執行的

依據，也就是確定權利人在私法上有給付請求權及範圍如何的公文

書。 

法院核定的調解書就是一種執行名義，當義務人不依照雙方同

意的調解書內容履行時，權利人就可以向設在地方法院的民事執行

處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機關也才會依據這個執行名義來進行強制執

行的程序。所以並不是說義務人不履行調解書所承諾的內容時，這

個調解就變成無效。 

(三)訴訟中經調解成立且法院核定者，原訴訟即告終結，原告可申請退還

部分裁判費 

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者，

訴訟終結。原告得於送達法院核定調解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請退

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這是調解的另一個好處，但這個規定只有針對當

事人已經在法院打官司，而且是還沒有判決確定前，原告與被告合意另外

透過調解會的調解，取得法院核定的調解書時，才有適用。此項制度設計，

旨在鼓勵民眾透過調解程序解決爭議，節省司法資源並減輕當事人訟累。 

(四)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

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法院核定的刑事調解事件，和前面所說的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事

件，在調解實務操作上，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要理解刑事調解成立的

調解內容，只有在「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

的」的時候，調解書才可以作為聲請強制執行的「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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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調解內容如果有所謂的「不追究對方刑事責任」，或是「請求檢

察官從輕發落」之類的記載，這是不能成為強制執行的名義，也無從拘束

或限制法官依法審判或檢察官依法偵查的權限。 

(五)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

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經法院核定者，視為於調解

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 

這是指依法得為告訴或自訴之人，就涉及刑事告訴乃論罪名的事件，

已向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或向法院提起自訴時，在調解成立，並於調解書

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的意旨（例如：被害人即告訴人同意撤回對加害

人即被告所提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 12345號之刑事傷害

告訴），而且經法院核定時，法律便賦予它等同於調解成立時，已生撤回

告訴或自訴的效力。 

三、辦理調解事件流程 

(一)提出聲請 

聲請調解－由當事人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以書面

或言詞為之；言詞聲請者，應製作筆錄，書面聲請者，應按他造人

數提出繕本。 

(二)受理 

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審查調解聲請書內容是否

符合規定並予辦理。 

(三)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調解委員會接受聲請後，即決定調解期日，通知雙方當事人到場，

並將聲請書狀或言詞聲請筆錄之繕本一併送達於他造。 

(四)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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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程序－由調解委員於當地鄉、鎮、市、區公所或其他適當之處

所行之，調解程序不公開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調解結果可分為調解成立與調解不成立二種。 

(五)繼續調解 

當事人於調解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原則上視為調解不成立。 

雙方當事人經過調解程序，因無法達成協議而調解不成立。 

如果當事人有正當理由或調解委員會認為有成立調解之望者，得再

另訂調解期日繼續調解。 

(六)不成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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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轉報 

調解成立時，調解委員會應作成調解筆錄即調解書，當事人於認可

各項記載與事實無誤後應簽名蓋章於其上。 

依規定調解委員會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三日內報知鄉、鎮、市、區

公所。 

(八)審核 

鄉、鎮、市、區公所對於所有調解成立事件，均應於調解成立之日

起十日內，不待當事人請求，一律依權責將調解書送請管轄法院審

核。 

(九)調解事件經法院核定成立，調解事件始視為調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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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流程圖 
 

 
聲請人先填送聲請調解書（筆錄） 

 

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
（須提出聲請） 

 

進行（實質）調解 

書面審查 

聲請調解 

調解案卷存檔 

調解不成立 調解成立 

調解書送達兩造 

排定調解期日 
寄發開會通知書 

1.當事人未到場 
2.雙方意見不一致 

 

調解案送 
法院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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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民國 113 年度辦理調解業務概況分述如下： 

一、調解委員人數：(詳表1) 

本區調解委員由區長遴選轄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

孚之公正人士，經管轄地方法院及地方檢察署共同審查，遴選符合資格

之規定名額，並報直轄市政府備查(同意)後聘任之。 

113 年底調解委員計有 18 人，較上年底減少 1 人；113 年底平均每

萬人口調解委員人數為 0.58 人。 

二、調解委員組成情形：(詳表1) 

(一)按性別分： 

113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男性有 11 人占 61.11%，女性 7 人占 38.89%，

男性委員所占比率平均維持在 60%以上(如圖 1)。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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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年齡別分： 

113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 60 歲以上者 15 人占 83.33%最多，50 至 60

歲未滿者 3 人占 16.67%次之(如圖 2)。 

 

 

 

 

 

 

 

 

(三)按教育程度別分： 

113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教育程度大學校院者 11 人(占 61.11%)，高中

(職)7 人(占 38.89%)(如圖 3)。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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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委員行業別分： 

113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行業別為服務業及其他者 14 人(占 77.78%)，

商業者有 4 人(占 22.22%)(如圖 4)。 

 

 

 

 

 

 

 

(五)按委員年資別分： 

113 年底調解委員年資 4-未滿 8 年者及 16 年以上者均為 5 人各占

(27.78%)；未滿 4 年者及 8-未滿 16 年以上者均為 4 人各占(22.22%) (如

圖 5)。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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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 

 

 

 

 

 

 

 

 

 

 

表 2、臺中市北屯區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民國103年底 18 12 6 － － 8 10 8 9 1 － － － 3 15 4 14 1 6 8 3

民國104年底 17 11 6 － － 6 11 16 1 － － － － 3 14 3 14 － 5 9 3

民國105年底 17 11 6 － － 5 12 16 1 － － － － 3 14 3 14 － 5 9 3

民國106年底 18 12 6 － － 5 13 8 9 1 － － － 3 15 4 14 1 5 6 6

民國107年底 18 12 6 － － 5 13 8 9 1 － － － 3 15 4 14 1 － 10 7

民國108年底 18 13 5 － － 7 11 9 9 － － － － 2 16 7 11 5 － 8 5

民國109年底 18 13 5 － － 7 11 10 8 － － － － 2 16 7 11 5 － 8 5

民國110年底 18 13 5 － － 5 13 10 8 － － － － 2 16 7 11 5 － 8 5

民國111年底 18 13 5 － － 2 16 10 8 － － － － 2 16 7 11 5 － 6 7

民國112年底 19 12 7 － 1 5 13 12 7 － － － － 5 14 13 6 6 4 4 5

民國113年底 18 11 7 － － 3 15 11 7 － － － － 4 14 5 4 4 5 4 5

臺中市113年底 340 226 114 － 1 43 296 58 70 66 114 24 8 16 16 62 246 174 166 37 60 100 143

8-未

滿16

年

曾任

公職

教育程度

服務

業及

其他

單位：人

年

底

別

年底

委員

總人

數

公職

男 女
未滿

40歲

40-50

歲未

滿

50-60

歲未

滿

性別

4-未

滿8年

國小

及以

下

未滿4

年

年齡

60歲

以上

委員年資

未曾

任公

職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大專

校院

以上

高中

(職)
國中 商業

農林

漁牧

業

製造

業

專科

學校

研究

所

(含)

以上

行業

16年

以上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民國103年 18 1,675 1,504 171 89.79 292 262 30 89.73 1,383 1,242 141 89.80 95.71   0.69    64.96   259,742 257,860

民國104年 17 1,636 1,470 166 89.85 339 294 45 86.73 1,297 1,176 121 90.67 93.49   0.64    62.34   265,159 262,451

民國105年 17 1,754 1,620 134 92.36 334 291 43 87.13 1,420 1,329 91 93.59 103.18 0.63    65.48   270,547 267,853

民國106年 18 1,745 1,611 134 92.32 313 255 58 81.47 1,432 1,356 76 94.69 99.71   0.65    63.99   274,819 272,683

民國107年 18 1,882 1,686 196 89.59 309 252 57 81.55 1,573 1,434 139 91.16 104.56 0.64    67.93   279,297 277,058

民國108年 18 1,885 1,682 203 89.23 285 244 41 85.61 1,600 1,438 162 89.88 104.72 0.63    66.97   283,621 281,459

民國109年 18 1,969 1,777 192 90.25 265 244 21 92.08 1,704 1,533 171 89.96 109.39 0.63    68.97   287,344 285,483

民國110年 18 1,620 1,520 100 93.83 268 241 27 89.93 1,352 1,279 73 94.60 90.00   0.62    56.06   290,653 288,999

民國111年 18 1,759 1,672 87 95.05 312 281 31 90.06 1,447 1,391 56 96.13 97.72   0.61    60.00   295,677 293,165

民國112年 19 1,862 1,758 104 94.41 295 271 24 91.86 1,567 1,487 80 94.89 100.65 0.62    62.08   304,179 299,928

民國113年 18 1,877 1,765 112 94.03 291 258 33 88.66 1,586 1,507 79 95.02 98.79   0.58    61.03   310,965 307,572

臺中市113年 340 23,089 22,189 900 96.10 3,905 3,694 210 94.60 19,239 18,549 690 96.41 67.51   1.19    80.91   2,860,601 2,853,255

說明：1.平均每位調解委員調解件數=(調解結案件數+正在調解未結案件數-前期未結案件數)/年中調解委員人數。

說明：2.平均每萬人口聲請調解件數=(調解結案件數+正在調解未結案件數-前期未結案件數)/年中人口數✕10,000。

說明：3.平均每萬人口調解委員人數=年底調解委員人數/年底人口數✕10,000。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

平均每萬

人口調解

委員數

(期底)

單位：人、件、%、件/人、人/萬人、件/萬人

刑事案件

平均每萬

人口聲請

調解件數

年底人口數總計 民事事件 年中人口數年別

年底

委員

總人

數

調解結案件數
平均每位

調解委員

調解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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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113年調解案件分析：(詳表2) 

本區 113 年辦理調解業務總計結案 1,877 件，較上年增加 15 件，

(0.81%)，主要係刑事結案件數較上年增加 19 件(1.21%)，民事結案件

數較上年減少 4 件(-1.36%) (如圖 6)。 

 

 

 

 

 

 

 

 
 

(一)113 年本區平均每位調解委員調解件數 98.79 件，較上年減少

1.86 件(-1.85%)。相較 103 年本區平均每位調解委員調解件數增加 3.08

件(3.22 %) (如圖 7)。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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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 年本區平均每萬人口聲請調解件數為 61.03 件，較上年平均

每萬人口聲請調解件數減少 1.05 件(-1.69%)。本區平均每萬人口聲請調

解件數相較 103 年減少 3.93 件(-6.05%)(如圖 8)。 

 

 

 

 

 

 

 

 

 

(三)113 年底本區平均每萬人口調解委員數 0.58 人，較臺中市平均

每萬人口調解委員數少 0.61 人。本區平均每萬人口調解委員數較 103

年減少 0.11 件(-15.94%) (如圖 9)。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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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 113 年本區辦理調解業務總計結案件數成立概況： 

本區辦理調解業務總計結案件 1,877 件，成立案件 1,765 件，占

94.03%，成立案件較上年增加 7 件(0.40%)。近 10 年來調解結案成立件

數相較 103 年增加 261 件(17.35%)(如圖 10)。 

 

 

 

 

 

 

 

四、按調解業務別分：(詳表2) 

113年本區調解業務結案件數中，民事調解結案件數為291件，占總

結案件數15.50%，較上年減少4件(-1.36%)，相較103年減少1件(-0.34%)

；刑事調解結案件數為1,586件，占總結案件數84.50%，較上年增加19件

(1.21%)，相較103年增加203件(14.68%) (如圖11)。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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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事件：(詳表 4) 

113 年本區民事調解結案件數 291 件，債權、債務事件 265 件(占

91.07%)，物權 6 件(占 2.06%)，營建工程、其他均為 10 件(各占 3.44%)，

(如圖 12)。 

 

 

 

 

  

 

 

(二)刑事案件：(詳表 5) 

113年本區刑事調解結案件數1,586件，以傷害案件1,541件 (占

97.16%)最多，竊盜及侵占詐欺25件(占1.58%)，妨害自由名譽信用及秘

密、妨害風化均為4件(各占0.25%)，毀棄損壞9件(占0.57%)(占0.25%)，

其他3件(占0.19%)(如圖13)。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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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為疏減訟源，法院將簡易事件交由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辦理

調解等原因，故刑事案件逐年增加，民事事件則逐漸減少。近年來本區

民事事件占總結案件比率由 113 年 17.43%減少至 113 年 15.50%；刑事

案件所占比率則由 82.57%增加 113 年至 84.50%(如圖 14)。 
 

 

 

 

 

 

 

 

五、按調解成立別分 

(一)113 年本區調解成立者 1,765 件，調解不成立者 112 件，調解成

立比率為 94.03%，較上年度減少 0.38 個百分點(詳表 7、表 8、圖 15、

圖 16)。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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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3 年本區民事事件調解成立者 258 件，調解不成立者 33 件，

調解成立比率為 88.66%，較上年度減少 4.80 個百分點(詳表 4、圖 17、

圖 18)。 

民事調解成立件數中以債權、債務事件成立 237件(占 91.86%)最多。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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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3 年本區刑事案件調解成立者 1,507 件，調解不成立者 79 件，

調解成立比率為 95.02%，較上年度增加 0.13 個百分點(詳表 5、圖 19、

圖 20)。 

刑事調解成立案件中，以傷害案件為 1,463 件(占 97.08%)最多。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20─ 

 

 

 

 

 

 

 

 

 

(四)從近年資料觀察，本區刑事調解成立案件數較民事事件為高。 

1.依成立件數觀之：(詳表 7) 

本區刑事成立案件數由 103 年 1,242 件增加至 113 年 1,507 件，民

事成立案件數 103 年 262 件減少至 113 年 258 件(如圖 21)。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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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成立比率觀之：(詳表 2) 

本區刑事調解案件成立比率大多較民事案件為高。民事案件成立件

數占民事結案件數比率由 103 年 89.73%減少至 113 年 88.66%；刑事案

件調解成立件數占刑事結案件數比率由 103 年 89.80%增加至 113 年

95.02%。本區近 10 年來刑事案件調解成立比率皆在 85%以上，且僅 109

年較民事事件低(如圖 22)。 

 

 

 

 

 

 

 

 

 

六、按調解方式別分：(詳表8) 

調解委員會調解時，應有調解委員三人以上出席。但經兩造當事人

之同意，得由調解委員一人逕行調解。 

113 年本區調解事件有 1,877 件，全部由委員獨任調解，調解成立

1,765 件，成立比率為 94.03%(如圖 23)。 

協同調解調解事件：指調解事件中，有相關單位人士參與協同調解

者。民國 113 年本區無當事人推舉相關單位人士參與協同調解事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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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按臺中市行政區域別分：(詳表3-1、3-2) 

(一)調解案件總數: 

臺中市 113 年調解總結案件數為 2 萬 3,089 件，本區以 1,877 件居

第 2 位，各行政區域以西屯區 2,296 件最多，太平區 1,592 件第 3 位(如

圖 24)。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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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成立比率 

臺中市 113 年調解成立比率為 96.10%，本區以 94.03%居第 25 位；

各行政區域以中區 98.78%最高，大里區 98.20%次之。 

(三)調解委員工作量： 

臺中市 113 年每位調解委員平均調解件數為 67.51 件，本區以 98.79

件居第 7 位；各行政區域以西屯區 135.06 件最高，沙鹿區 127.20 件居

第 2 位，北區 114.54 件居第 3 位，和平區 1.56 件最低(如圖 25)。 

 

 

 

 

 

 

 

(四) 平均每萬人口聲請調解件數： 

本市 113 年平均每萬人口聲請調解件數為 80.91 件，本區以 61.03

件居第 19 位；各行政區域以中區 368.75 件最高，東區 136.66 件次之，

沙鹿區 127.87 件居第 3 位，和平區 13.05 件最低。 

(五)調解資源配置: 

本市 113 年底平均每萬人口調解委員人數為 1.19 人，本區以 0.58

人居第 29 位，各行政區域以和平區 8.45 人最高，石岡區 6.49 人居第 2

位，大安區 5.06 人居第 3 位。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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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民國113年底本區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組成概況 

民國 113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人數計有 18 人，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7 人。50 至 60 歲未滿者為 3 人，60 歲以上者 15 人。11 人具大學校院

學歷。行業別以服務業及其他者 14 人最多。委員年資以 16 年以上者 5

人較多數，為民眾排解紛爭經驗豐富。 

二、113年度調解案件統計 

民國 113 年本區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業務計結案 1,877 件，較上年

增加案件 15 件(0.81%)。結案件數中民事事件占 15.50%，刑事案件占

84.50%。調解成立有 1,765 件，成立比率為 94.03%，成立案件較上年增

加 7 件(0.40%)；其中刑事案件調解成立比率達 95.02%，較民事事件高

出 0.99 個百分點。 

刑事案件中又以傷害案件 1,541 件為大宗，占刑事案件 97.16%。民

事事件從民國 103 年以後每年均低於刑事案件，係司法院為疏減訟源，

鼓勵第一審法院將簡易事件裁定移付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致

使刑事案件有逐年增加現象。 

三、本區調解業務推動面臨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一)113 年底本區總人口數達 31 萬 965 人，為本市人口最多之行政

區。由於人口基數龐大，民間糾紛發生頻率亦相對提高，調解案件數量

隨之攀升。然而，本區每萬人口調解委員人數僅 0.58 人，低於全市平均

0.61 人。每位委員平均承辦調解件數為 98.79 件，較全市平均 67.51 件

高出 31.28 件，顯示調解委員工作負擔偏重。考量調解委員屬義務性質，

建議市府應視區域人口規模適度增補人力，以紓解負荷、提升調解效率

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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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委員由轄內具法律或專業知識、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擔

任，經地方法院與地檢署審查遴選後，報市府備查聘任。近年民、刑法

修訂頻繁，為強化調解委員會之司法輔助功能，建議加強法律新知輔

導，並針對刑事案件增加，增辦刑法講座以提升知能；另可提供免費律

師諮詢服務，以擴充調解委員會服務功能。 

(三) 由於調解委員間素質與經驗不一，實務上難免出現相同事件調

解結果不一致之情形。縣市合併後行政區擴大，短期內難以全面提升委

員整體素質與經驗，造成績效落差。為促進各區調解業務接軌，應強化

調解技巧與法律素養，使當事人對調解方案具高度信任，進而提升調解

服務品質，為當前重要課題。 

(四) 113 年本區調解案件均由委員獨任辦理，成立率達 94.03%。本

區多數委員具 8 年以上資歷，且逾半具大學以上學歷，對推動調解業務

助益甚大。為延續此項優勢，建議建立完善知識管理機制，強化經驗傳

承與制度穩定性。 

綜合上述，本區調解委員會期盼調解業務能有效銜接法院裁判與

民、刑事案件處理，提升國人法治素養，實現「刑期無刑、訟期無訟」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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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表                         
 

 

 

 

 

 

 

 

 

 

 

 

 

 

 

 

 

 

 

表 3-1、臺中市 113 年各區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成立% 成立% 成立%

臺中市 340        23,089     22,189     96.10 900        3,905     3,694     94.60 211        19,184      18,495      96.41 689          

　中　區 9 658 650 98.78 8 117 116 99.15 1 541 534 98.71 7

　東　區 11 1,056 1,002 94.89 54 116 115 99.14 1 940 887 94.36 53

　南　區 13 988 950 96.15 38 151 143 94.70 8 837 807 96.42 30

　西　區 12 948 920 97.05 28 127 125 98.43 2 821 795 96.83 26

　北　區 13 1,489 1,404 94.29 85 221 199 90.05 22 1,268 1,205 95.03 63

　西屯區 16 2,296 2,205 96.04 91 359 352 98.05 7 1,937 1,853 95.66 84

　南屯區 15 1,501 1,462 97.40 39 212 207 97.64 5 1,289 1,255 97.36 34

　北屯區 18 1,877 1,765 94.03 112 291 258 88.66 33 1,586 1,507 95.02 79

　豐原區 15 651 632 97.08 19 122 122 100.00 － 529 510 96.41 19

　東勢區 9 175 149 85.14 26 39 26 66.67 13 136 123 90.44 13

　大甲區 11 604 589 97.52 15 176 171 97.16 5 428 418 97.66 10

　清水區 11 762 732 96.06 30 269 255 94.80 14 493 477 96.75 16

　沙鹿區 10 1,272 1,235 97.09 37 218 212 97.25 6 1,054 1,023 97.06 31

　梧棲區 11 651 626 96.16 25 138 129 93.48 9 513 497 96.88 16

　后里區 11 295 260 88.14 35 50 36 72.00 14 245 224 91.43 21

　神岡區 11 382 375 98.17 7 53 51 96.23 2 329 324 98.48 5

　潭子區 13 807 784 97.15 23 130 127 97.69 3 677 657 97.05 20

　大雅區 11 1,175 1,128 96.00 47 168 161 95.83 7 1,007 967 96.03 40

　新社區 9 140 135 96.43 5 36 33 91.67 3 104 102 98.08 2

　石岡區 9 59 56 94.92 3 20 18 90.00 2 39 38 97.44 1

　外埔區 9 131 128 97.71 3 31 30 96.77 1 100 98 98.00 2

　大安區 9 69 62 89.86 7 14 11 78.57 3 55 51 92.73 4

　烏日區 11 570 553 97.02 17 68 62 91.18 6 502 491 97.81 11

　大肚區 11 360 340 94.44 20 84 76 90.48 8 276 264 95.65 12

　龍井區 10 648 616 95.06 32 102 93 91.18 9 546 523 95.79 23

　霧峰區 11 694 662 95.39 32 89 86 96.63 3 605 576 95.21 29

　太平區 15 1,592 1,553 97.55 39 324 316 97.53 8 1,268 1,237 97.56 31

　大里區 17 1,225 1,203 98.20 22 172 156 90.70 16 1,053 1,047 99.43 6

　和平區 9 14 13 92.86 1 8 8 100.00 － 6 5 83.33 1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不成立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合計 成立

單位：人、件、%

鄉鎮市

(區)別

年底委

員總人

數

調解結案件數

總計 民事事件 刑事事件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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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臺中市 113 年各區辦理調解業務概況－按案件別分 

臺中市 340 23,089 22,189 96.10 900 67.51 80.91 1.19 3 5

　中　區 9 658 650 98.78 8 73.11 368.75 5.03 － －

　東　區 11 1,056 1,002 94.89 54 96.00 136.66 1.42 － －

　南　區 13 988 950 96.15 38 76.00 77.77 1.02 － －

　西　區 12 948 920 97.05 28 72.92 83.36 1.05 － －

　北　區 13 1,489 1,404 94.29 85 114.54 103.52 0.91 － －

　西屯區 16 2,296 2,205 96.04 91 135.06 97.23 0.68 － －

　南屯區 15 1,501 1,462 97.40 39 100.07 81.70 0.81 － －

　北屯區 18 1,877 1,765 94.03 112 98.79 61.03 0.58 － －

　豐原區 15 651 632 97.08 19 43.40 39.80 0.92 － －

　東勢區 9 175 149 85.14 26 19.44 37.02 1.91 － －

　大甲區 11 604 589 97.52 15 54.91 81.13 1.48 － －

　清水區 11 762 732 96.06 30 69.27 84.47 1.22 － －

　沙鹿區 10 1,272 1,235 97.09 37 127.20 127.87 1.00 － －

　梧棲區 11 651 626 96.16 25 59.18 105.24 1.75 － －

　后里區 11 295 260 88.14 35 26.82 55.16 2.06 － －

　神岡區 11 382 375 98.17 7 34.73 59.52 1.72 － －

　潭子區 13 807 784 97.15 23 62.08 73.90 1.19 － －

　大雅區 11 1,175 1,128 96.00 47 106.82 123.08 1.16 － －

　新社區 9 140 135 96.43 5 15.56 60.95 3.94 － －

　石岡區 9 59 56 94.92 3 6.00 38.61 6.49 － 5

　外埔區 9 131 128 97.71 3 14.89 43.18 2.91 3         －

　大安區 9 69 62 89.86 7 7.67 38.48 5.06 － －

　烏日區 11 570 553 97.02 17 51.82 70.60 1.35 － －

　大肚區 11 360 340 94.44 20 32.73 64.48 1.97 － －

　龍井區 10 648 616 95.06 32 64.80 82.32 1.27 － －

　霧峰區 11 694 662 95.39 32 63.09 109.15 1.74 － －

　太平區 15 1,592 1,553 97.55 39 106.13 79.96 0.75 － －

　大里區 17 1,225 1,203 98.20 22 72.06 57.69 0.80 － －

　和平區 9 14 13 92.86 1 1.56 13.05 8.45 － －

說明： 2.平均每萬人口聲請調解件數=(調解結案件數+正在調解未結案件數-前期未結案件數)/年中人口數✕10,000。
說明：3.平均每萬人口調解委員數=年底調解委員人數/年底人口數✕10,000。

說明：1.平均每位委員調解件數=(調解結案件數+正在調解未結案件數-前期未結案件數)/年中調解委員人數。

正在調解

中未結案

件數

前期未

結案件

數

結案件數

成立比率

(%)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單位：人、件、%、件/人、人/萬人、件/萬人

鄉鎮市

(區)別

年底委

員總人

數

結案件數

總計

結案件數成

立

結案件數不

成立

平均每位

委員調解

件數

平均每萬

人口聲請

調解件數

平均每萬

人口調解

委員數(期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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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中市北屯區辦理調解業務－民事事件別 

表 5、臺中市北屯區辦理調解業務－刑事案件別 

合

計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民國103年 18 292 262 30 196 24 6 － 3 － 1 － 2 － 6 － 48 6

民國104年 17 339 294 45 232 13 7 3 2 2 1 1 4 2 4 3 44 21

民國105年 17 334 291 43 256 28 4 3 2 － － － 1 － 2 1 26 11

民國106年 18 313 255 58 229 46 10 9 － 1 2 1 1 － 4 － 9 1

民國107年 18 309 252 57 235 46 10 5 － － － 1 － － 1 4 6 1

民國108年 18 285 244 41 227 37 3 2 1 2 － － － － 2 － 11 －

民國109年 18 265 244 21 222 11 4 － － － － － 1 － 2 1 15 9

民國110年 18 268 241 27 232 24 2 1 2 － － － － － － － 5 2

民國111年 18 312 281 31 269 26 2 2 2 － 1 1 － 2 2 － 5 －

民國112年 19 295 271 24 249 16 4 5 1 － － － － － 3 － 14 3

民國113年 18 291 258 33 237 28 6 － － － － － － － 7 3 8 2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

年別

年底

委員

總人

數(人)

民事事件 債權、
物權 親屬 繼承 商事

營建

單位：人、件

其他
結案件數 債務 工程

合

計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成

立

不

成

立

民國103年 18 1,383 1,242 141 1 － － － 1,227 139 4 － 4 － 1 － 5 2

民國104年 17 1,297 1,176 121 － － 3 － 1,160 117 2 2 3 1 1 － 7 1

民國105年 17 1,420 1,329 91 － － － － 1,311 89 3 1 3 － － 1 12 －

民國106年 18 1,432 1,356 76 1 － 2 － 1,348 74 3 1 1 1 1 － － －

民國107年 18 1,573 1,434 139 1 － － － 1,418 134 2 1 11 1 1 1 1 2

民國108年 18 1,600 1,438 162 1 － 1 － 1,415 159 4 － 7 1 4 2 6 －

民國109年 18 1,704 1,533 171 1 － 1 － 1,515 169 1 － 3 － 3 － 9 2

民國110年 18 1,352 1,279 73 － － － － 1,244 72 3 1 25 － 5 － 2 －

民國111年 18 1,447 1,391 56 － － － － 1,362 56 6 － 14 － 4 － 5 －

民國112年 19 1,567 1,487 80 1 － － － 1,458 79 5 － 17 － 3 1 3 －

民國113年 18 1,586 1,507 79 4 － － － 1,463 78 4 － 25 － 8 1 3 －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

單位：人、件

妨害婚姻
傷害

妨害自由名譽 竊盜及 毀棄
其他

結案件數 風化 及家庭 信用及秘密 侵占詐欺 損壞

年別

年底

委員

總人

數(人)

刑事案件 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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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中市北屯區辦理調解業務結案件數－按類別分 
 

 

 

 

 

表 7、臺中市北屯區近年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債權 營建 妨害

債務 工程 風化

民國103年 1,675 292 220 6 3 1 2 6 54 1,383 1 － 1,366 4 4 1 7

民國104年 1,636 339 245 10 4 2 6 7 65 1,297 － 3 1,277 4 4 1 8

民國105年 1,754 334 284 7 2 － 1 3 37 1,420 － － 1,400 4 3 1 12

民國106年 1,745 313 275 19 1 3 1 4 10 1,432 1 2 1,422 4 2 1 －

民國107年 1,882 309 281 15 － 1 － 5 7 1,573 1 － 1,552 3 12 2 3

民國108年 1,885 285 264 5 3 － － 2 11 1,600 1 1 1,574 4 8 6 6

民國109年 1,969 265 233 4 － － 1 3 24 1,704 1 1 1,684 1 3 3 11

民國110年 1,620 268 256 3 2 － － － 7 1,352 － － 1,316 4 25 5 2

民國111年 1,759 312 295 4 2 2 2 2 5 1,447 － － 1,418 6 14 4 5

民國112年 1,862 295 265 9 1 － － 3 17 1,567 1 － 1,537 5 17 4 3

民國113年 1,877 291 265 6 － － － 10 10 1,586 4 － 1,541 4 25 9 3

較112年增減數 15 -4 － -3 -1 － － 7 -7 19 3 － 4 -1 8 5 －

較112年增減率 0.81 -1.36 － -33.33 -100.00 － － 233.33 -41.18 1.21 300.00 － 0.26 -20.00 47.06 125.00 －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

單位：人、件

商

事

毀棄損

壞

其

他

其

他

合

計
妨害婚姻

及家庭

傷

害

妨害自由

名譽信用

及秘密

竊盜及侵

占詐欺

年別
總

計

民事事件 刑事案件

合

計

物

權

親

屬

繼

承

民國103年 18 1,675 1,504 171 292 262 30 1,383 1,242 141

民國104年 17 1,636 1,470 166 339 294 45 1,297 1,176 121

民國105年 17 1,754 1,620 134 334 291 43 1,420 1,329 91

民國106年 18 1,745 1,611 134 313 255 58 1,432 1,356 76

民國107年 18 1,882 1,686 196 309 252 57 1,573 1,434 139

民國108年 18 1,885 1,682 203 285 244 41 1,600 1,438 162

民國109年 18 1,969 1,777 192 265 244 21 1,704 1,533 171

民國110年 18 1,620 1,520 100 268 241 27 1,352 1,279 73

民國111年 18 1,759 1,672 87 312 281 31 1,447 1,391 56

民國112年 19 1,862 1,758 104 295 271 24 1,567 1,487 80

民國113年 18 1,877 1,765 112 291 258 33 1,586 1,507 79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

不成立

年別
年底委員

總人數(人)

調解結案件數

總計 民事事件 刑事案件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合計 成立 不成立 合計 成立

單位：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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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業務－方式別 表 8、臺中市西區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業務－方式別 

成立比

率(％)

成立

比率

(％)

成立比

率(％)
成立比

率(％)

民國103年 1,675 1,504 89.79 171 － － - - － 1,675 1,504 89.79 171 － － - -  －

民國104年 1,636 1,470 89.85 166 － － - - － 1,636 1,470 89.85 166 － － - -  －

民國105年 1,754 1,620 92.36 134 － － - - － 1,754 1,620 92.36 134 － － - -  －

民國106年 1,745 1,611 92.32 134 － － - - － 1,745 1,611 92.32 134 － － - -  －

民國107年 1,882 1,686 89.59 196 － － - - － 1,882 1,686 89.59 196 － － - -  －

民國108年 1,885 1,682 89.23 203 － － - - － 1,885 1,682 89.23 203 － － - -  －

民國109年 1,969 1,777 90.25 192 － － - - － 1,969 1,777 90.25 192 － － - -  －

民國110年 1,620 1,520 93.83 100 － － - - － 1,620 1,520 93.83 100 － － - -  －

民國111年 1,759 1,672 95.05 87 － － - - － 1,759 1,672 95.05 87 － － - -  －

民國112年 1,862 1,758 94.41 104 － － - - － 1,862 1,758 94.41 104 － － - -  －

民國113年 1,877 1,765 94.03 112 － － - -  － 1,877 1,765 94.03 112 － － - -  －

合

計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

成

立

不

成

立

合

計

成

立

不

成

立

年別

總計
委員集體 委員獨 協同

開會調解 任調解 調解

單位：件、％

合

計

成

立

不

成

立

合

計

成

立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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