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民事糾紛或涉及告訴乃論刑事案件，如經

調解後書立『調解書』(俗稱和解書，以下稱

之)，一般而言，糾紛或案件應可告一段落。

然而，實務中卻不乏案例，或因和解書疏漏、

或不明、或不周全，致而再衍生出後續一些困

擾。本文就二案例『和解書』，舉出來說明以

供讀者參考，以避免和解後再生困擾。

二、何處調解才有效力

當發生民事糾紛或涉及告訴乃論刑事案

件，在那理可以做調解和解？第一，只要兩造

或多方合議達成和解，或在里辦公室、或警察

局、或民意代表服務處，或如本公司企業工會

調解室……，甚至在咖啡廳都可，重點在於和

解書內容如何書立以達效力。第二，就是在各

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一旦經該處調解

委員會調解完成後，再經法院核定後（如附件

一），此和解書如同法院判決定讞。是故，在

此建議，如涉及重大事件或重大傷害，乃至死

亡，應在各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去進

行調解和解，是較為妥適的選擇。第三，是走

上法律途徑，再由司法來做和解或判決。

三、和解書案例

以下所舉案例，是集團員工眷屬所產出和解書案例。

案例一：

或許集團眷屬，並不知曉工會設有調解

委員會功能小組，或基於其他因素，本案例起

初，並沒有尋求工會調解委員協助。而是，當

事人(甲方)自己在市公所調解委員會達成和解後

(如附件一)，又衍生糾紛困擾，當事人(甲方)才

透過管道，請求工會調委會協助處理。

本案例如附件一，和解書已經過法院核

定，法律程序完備，法律部份理應免再被追

究了。但何以又會衍生糾紛困擾？據了解，

和解書在書立當時，是有提到『和解金』若

干，或基於其他考量，或對方（乙方）另有所

圖謀（事後蛛絲馬跡可循，對方是有不善之

嫌？），在對方請求；雙方默許下，和解金並

未寫明於和解書上，只言私下解決即可，當

事人（甲方）日後也將和解金，如期匯入對方

（乙方）所提供帳戶。然而，乙方有如計劃似

的？一再藉端要脅甲方，說什麼甲方對乙方沒

履行所言，說什麼匯入帳戶非乙方名下…，利

用各種似是而非來威嚇甲方，並指稱和解金不

是若干元，而是多少又多少，不然要…。甲方

是不勝其擾，被搞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後來

才在工會調解委員協助處理下，對方（乙方）

才知所進退，糾紛困擾才告一段落。

檢視本案，當初在和解時，既有提到和解

金，就應明白寫在和解書上，並且如何兌現也

應說明清楚。和解書明白清楚了，就不會留給

對方藉端要脅空間，而衍生再糾紛，徒給自己

帶來無謂困擾。

案例二：

本案，由於申請人了解善用中鋼集團資

源，當其家人發生交通事故，而致人死亡，就

適時向工會請求協助，工會調解委員會也不負

使命，經多方努力斡旋談判調解，在短期內即

達成和解，和解書也依相關法律，去掌握狀況

並記載清楚（如附件二）。此和解書日後也送

法院核定了，民事和解法律程序完備。反之，

如同本案例發生死亡事故，卻因和解書疏漏、

不週全，事後又產生爭議，造成同一事件兩

賠，甚至多賠遺憾案例時有所聞。以下摘錄，

發生死亡事件相關民法法條（表一），以提供

同仁參考，以提醒同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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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民
法

條 文 內                        容

192條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償適用之。

194條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另附註提醒，如因涉及有人死亡（非告訴乃論），刑事責任是沒辦法被拋棄的。因

此，只要負有肇事責任，民事又沒和解，依經驗法則及法院判決案例，往往刑度都會較高，

甚至沒緩刑，那入獄被關機會就大大提高，且民事賠償也無法規避，還是得依判賠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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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調解書（和解書）』，應有那些要注意事項，簡而言之，首先應查核人員資料記載

是否無誤？所記載事、物、地、時、緣由是否清楚無訛？個案有個案狀況須掌握，法律應

負什麼責任要釐清，所達成和解條件，其條件兌現都應講清楚記明白。最重要的是，別忘

了要有民事其餘請求，及刑事責任追究拋棄。

藉此，題外一說：可以調解和解案件，應是屬民事糾紛或涉及告訴乃論刑事案件，後

來十之八九，大都是以損害賠（補）償來達成和解。損害賠（補）償就是『錢』，而當能

用『錢』解決的事，其實就是已將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了。平安最實在，不知讀者可

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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