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秉成跨越場域的實踐  
拿捏理想與實務間的平衡

集力求義 群行致遠

在冤案救援、司法監督與倡議上可說是無役不與，羅秉成因司改國是會議與執政當

局有了接觸、後因緣際會地被延攬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法律人不忘初衷、持續前

行，精進了自己也讓我們對公平正義的社會有所期待。

撰文｜許慈倩  攝影｜賴建宏  圖片來源｜中央社

做為律師，難免看到許多不平之事。

如此真實、如此立體，日積月累，心中難

免有許多未被去化的東西。羅秉成說：看

到不平事，有些自己能力可以有所作為；

但也有些事是無可奈何。不只無奈，當受

冤者是自己的當事人，更會產生自責，於

是他開始認知到有些事並

非一己之力所能及－這

個想法就是冤獄平反

協會的起點：想要集

眾人之力成事。

無可奈何 是轉身還是奮力去救？

「蘇建和案是我執業過程中很重要的

標記，這個標記讓我對我所學的『法律』

這件事情有重新的認識。」他難掩淡淡的

無奈道，一般人的邏輯會覺得法律和審判

應該是同一件事，但是在一些辦案過程中，

總會驚訝於和法官對法律的理解竟天差地

遠，遠到不禁懷疑，法官和律師讀的是不

民國 85年 6月 26日，蘇建和案死囚平反大隊前往司
法院大廈前抗議靜坐，由於此案拖延已久，引起各界重

視關注。

是同一部六法全書？

蘇案前後歷經 21年之久，羅秉成在蘇

案法院裁定開啟再審後，始由民間司改會

推薦加入辯護律師團，在包括他和顧立雄

等第二代律師加入後，又走了 10年，此案

才完全平反。平反過程中甚至又一度被判

有罪，那種反覆與折磨，不是當事人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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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真正的痛苦，即便事後平反，即便到

了今日，他們依然承受著終生都無法抹去

的心理創傷。一如作家張娟芬以該案為背

景所創作的小說《無彩青春》，「『無彩』

二字，你用台語唸就是浪費了可惜了，就

是青春給蹉跎了！」他再扣問：出事時，

蘇建和他們 3人都只是 18歲少年，案子打

到中年，出獄了，還能重返社會嗎？

看見法律人之間的遙遠距離

蘇案是集眾人之力，好不容易才把一

個無辜者從鬼門關前救回來。所謂眾人之

力，不只是投入救援的熱血律師及志工們，

甚至還掀起一波平反死囚的社會運動。

死刑救援特別困難，但艱難也活生生

存在每個冤案中，以林金貴案來說，嫌犯

既無地緣關係、也與被害人素昧平生，加

上沒有找到犯案工具、又通過測謊，僅憑

案發數月後幾個印象模糊的目擊證人指認

林為兇手，就判了無期徒刑。一開始眾人

對此案胸有成竹，但提出的不在場證明屢

被駁回。律師們再接再厲，找出林在案發

前不久拍的照片，以頭髮長度試圖證明他

不是監視器所拍到的人、甚至委託中研院

人臉辨識專家，要透過科學證據擺脫嫌疑，

但法官依然不為所動，照樣駁回再審的聲

請。「完全傻眼，究竟要拿出什麼才能證

明我當事人的清白？」羅秉成的挫折來自，

明明案子很可疑，卻無法理解法官如何看

待該案。林金貴案後來終於開啟再審，也

被判無罪，但他白白坐了 10年冤獄。

將近 30年前的呂金鎧案則是他離開冤

獄平反協會（後稱冤平）依然十分掛念的

案子，一名女大生在呂的居住處被姦殺，

犯案人咬定呂是共犯，且第一次基因鑑定

有驗出呂的 DNA，在整個過程中他時而被

判死刑、時而無期徒刑、時而有期徒刑，

但呂不斷喊冤，顯然法官也感到可疑，終

審時判 20年，呂氣力盡失，在法官的「勸

諭」下也無奈地放棄上訴，於是入監服刑。

但案情峰迴路轉，在陳姓共同被告後來的

上訴程序中，承審法官認知到早年 DNA鑑

定錯誤率太高，因此將本案囑託重新鑑定，

鑑定結果排除了有呂的 DNA存在，證明原

來 DNA的鑑定是錯誤的。但呂以這新證據

聲請再審仍被駁回，法官認為呂即便沒有

性侵被害人（因驗無呂的 DNA），但是至

少是幫凶共犯。這樣的邏輯，即便是一般

人聽了都要搖頭。近期，檢察總長江惠民

已為此案提起非常上訴，因當年審判時，

在強制辯護案件律師沒有到場的情況下，

逕自宣判且讓被告自行捨棄上訴，合法性

有疑。如果非常上訴成功，呂金鎧才可以

洗刷二十幾

年來的不

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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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仕途 深思熟慮下的衝動

羅秉成說，蘇建和案子結束後，他

還在想：後蘇案時代，台灣司法在刑事問

題上能得到怎樣的解決？於是出現一個

念頭，應該有團體專注從事冤案救援。

無巧不巧，當時台大法學院教授王兆鵬

也向他和高涌誠律師、葉建廷律師 3人提

議，借鏡美國無辜者聯盟（INNOCENCE 

PROJECT）的運作經驗，後來冤平成立，

也加盟該組織，開啟了國際交流與合作。

由於該組織專精於 DNA鑑定，後來冤平在

處理涉及刑事鑑識較複雜的案件，也曾向

該組織求助。

做為律師，羅秉成除了冤平之外，他

也是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後稱

司改會）的發起人之一，並且參與了台灣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等組

織。除了 NGO之外，他和財

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後稱法扶）也有很深的淵源，因為

法律扶助法是司改會所倡議。在新竹開業

的他，也成了新竹法扶分會的創會長，最

後還接了法扶董事長。當時法扶已成立 10

年，他認為有組織轉型的必要，於是在 4

年前把事務所交棒給年輕律師，讓自己有

更多時間可以投入法扶和冤平。

殊不知剛把事務所交棒出去，才一年

左右就接獲行政院邀約。他也沒有花太多

時間去考慮，就答應了。關於轉職，他的

制式回答就是：這是深思熟慮下的衝動。

但爬梳自己從在野走入體制，可說是

一連串因緣際會所促成。

首先，無黨無派的他在 2017年的總統

府司改國是會議上，被邀請擔任第一分組

召集人，才和官方有較多接觸，他相信政

院延攬是基於專業考量。其次，做為律師

最掛心的就是案件，如果當初事務所還沒

有交棒，他可能連考慮都不會考慮。當然，

心境改變也是原因。在此之前，他也有過

類似的邀約，但年輕時對公職沒有興趣，

民國 106年 3月 1日，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
分組首次會議在司法院舉行。司改國是會議第一組的主

題是「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召集人為時任財

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董事長羅秉成（右）。

民國 106年 4月 21日，10年前遭控涉嫌殺害高雄鳳山
王姓計程車司機的林金貴（中），經過 10年司法終於
裁定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讓林金貴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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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在野更無拘、自由，而且直到現在他

都相信，體制之外，只要願意，仍然可以

做很多益於社會之事。「看到民間團體的

朋友們熱情依舊，對台灣的貢獻無庸置疑，

現在大家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努力，以我

而言，進到門內，對於政府施政就會有一

個近距離的深度理解，有助於開展有別以

往的改革視野。」

拉寬視野 洞察理想與實務

政務官沒有任期保障，時間到了就要

走人，所以不該預期自己要做多久，羅秉

成更具體地說：當不被信賴或不被期待、

又或者是自己認為不再適合這個角色時，

就是離開的時候了。

儘管如此，今（民 110）年 2月卻又

意外地接下發言人的角色，再度開啟他的

斜槓人生。臨時接下任務，只因為本性不

論對於知識或生活，都樂於學習認識。

不同歷練有不同成長，羅秉成擔任政

委以來，就看見了人權的更多面向，例如

執業時期是透過刑案發現問題，因此提出

倡議，是由個案到制度的改善；進入公部

門後，審視的角度既廣又深，以廣度而言，

由於現在協助很多人權公約的審查，對兩

公約、性平等有更多著墨。此外，去年行

政院通過了商業人權行動計畫，把保護人

權的責任由國家推廣到企業，企業都應

該注意對人及環境的影響、受僱人都享

有勞動人權。這是進入政府部門後視

野隨之拉寬；至於深度則是人權的實

踐，不能虛應故事，因為好的政策可

以造福人民，猶如司法進步就會減

少冤案的發生。

共善共好 因為有你參與

羅秉成回憶自己年輕時，在律師休息

室認識了前輩李聖隆律師，李大律師因看

到台灣醫療人權的落後，於是專注於醫療

案件，後來還催生了《病人自主權利法》，

「在那個律師極為缺稀的年代，靠執業名

利雙收並不困難，但他卻如此勇敢的取捨，

走獨特的執業生涯，雖說交淺，但卻是影

響我很深的一位律師。」

如今律師錄取人數激增、法律人也有多

元的職場可以發揮，羅秉成建議年輕律師：

不論想做公益或為人權努力，想做就去做，

不要想著等錢存夠，也不要分事情大小、職

位高低，每個人都把自己份內事情做好，就

可以成就一個很棒的社會。任何人都有自己

「一臂可及的正義」，都足以造就一方人情

美景，而如果對自己有期待的話，就把自

己訓練的更強、讓手臂可以伸的遠一點，

然後彼此連結。有位法扶律師說：「當我

學會法律如何助人時，我才愛上法律。」

一群愛上法律的律師不自外於人群，共善

共好的社會才可以被期待。

民國 109年 3月 16日，司法改革第 5次半年
進度報告記者會，在司法院大禮堂舉行，行政

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說明司改整體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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