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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LAW:  裁判書搜尋系統 

重要段落預覽

創新語法設計

實驗驗證

    參數   (查詢字出現的次數、重要段落內查詢字的密度、裁決法院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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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三組參數的評估
得出因⼦重要性：

法院層級>次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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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相關性搜尋

�� 相關性�� 重�段�
預�

��語法⽀
援/S、/N ��庫語� ��語意

規則 其�

司法院裁
判書�� 中⽂ ��先度 法律�詞��

Lawsnote 中⽂ ��先度 �定����

Westlaw �語 ����先
順序

 West  Key Number 
System

LexisNexis �語 ����先
順序

三種�式�
���詳細�
互動�表

�LAW 中⽂ ��先度 可⾃動��理
���增�件

�� "汽⾞/10⾞�&�橋"  的結果�表�重�段�預�
(⾄少⼀句�合汽⾞10個字�出現⾞��並且⾄少出現⼀��橋)

         除了常⾒的布林搜尋語法，搜  LAW  是中⽂法律
資料庫中，引⼊兩種語法「/S」、「/number」的⾸
例，分別限制查詢字之間的⽂句位置、間隔距離，讓
使⽤者能更具體描述⽬標案件具有的特質。

         在數據不充裕的情況下，線性迴歸推薦之參數
變化很⼤：改以其相關統計值呈現，多組回歸結果
認同“「法院層級」的權重應⾄少佔⽐0.5”，對於
最佳佔⽐卻沒有明顯結論。    
        以參數掃描分析應證線性迴歸結論：得出當
「次數」與「法院層級」的權重⽐值在0.5時表現
最好（結果⼀致）。

         注意到密度跟次數在概念上有雷同之處， ⽽此
觀察延伸出⼀新問題：「次數」跟「法院層級」在什
麼樣的⽐例下，可以產⽣更好的排序結果？ 為了探
究這個問題，於是從兩⽅⾯著⼿：線性迴歸和參數掃
描分析。  

四、參數實驗與驗證

⼀、簡介 
         相較於外語法律資料庫，現⾏中⽂法律資料庫發
展遲滯，最⼤宗使⽤之法律案件查詢系統仍為司法院
裁判書查詢系統，然⽽，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為匹
配搜尋，並依照判決⽇期排序顯⽰所有包含查詢詞的
判決書，導致重要的裁決被淹沒在眾多搜尋結果中；
本專題之⽬標即為解決上述痛點。

        不同於司法院裁判書系統和Lawsnote僅呈現查詢
字⾸次或最後出現的段落，搜 LAW 能判斷查詢字在整
篇判決中的分布狀況，找出密度最⾼的段落呈現，讓
使⽤者在點開案件完整內⽂瀏覽之前就能知道是否為
⽬標案件。

        搜LAW賦予案件相關性進⾏排序，讓使⽤者能優
先看到重要案件，減少瀏覽無⽤資料的時間。

相關性主要考量三個因⼦
1.  查詢字出現次數: 依循⼀般⽂件檢索，查詢字出現
的次數越⾼，該案件被認為與查詢字閱相關。
2.  查詢字位置分佈: 從法律意義⾓度考量，段落查詢
字密度越⾼，表⽰其相關法律概念被集中討論。
3.  所屬法院層級: 審級較⾼的法院可事實審或法律審
下級法院的裁判，且最⾼法院的裁決具指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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