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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嘗試利用國史館典藏之司法院、司法行政部等相關機關的一手資料，

透過當時南京中央與臺灣往返之公文紀錄，以及當時各地方法院、地方檢察處等

呈送之「年度政績比較表」等工作考核資料，考察當時法院接收的交接情形，探

究接收時的具體運作過程。追溯政權移轉後，司法人事嬗遞、文化置換的變動軌

跡，以瞭解當時臺灣接收的特殊性。期望能透過這樣的研究，追本溯源的瞭解戰

後臺灣司法的轉型情形，並作為日後進行比較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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