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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訴狀撰寫具高度專業門檻，對缺乏法律
知識的民眾而言是一大挑戰。鑑於台灣律師人力資
源相對短缺，法律資源分配不均，本研究著眼於開
發一套能協助民眾撰寫合法起訴狀的系統。透過生
成式AI提供一個具可靠性與隱私保障的法律文本生
成解決方案，以回應民眾對高品質法律協助的迫切
需求。

1. 使用者輸入:輸入案件描述、原告受傷情形和
賠償金額三個部份來當作生成起訴書的依據。

2. 法律資料集:蒐集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104~111年的3000筆判決書作為參考資料。

3. 分類器:將資料集和使用者輸入以原被告人數
和被告性質做分類，以提高後續檢索的準確性。

4. 段落/語意切割: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將文字做分
段，不同選擇會影響檢索出來的結果。

5. 向量資料庫:將分段後的文字向量化，存進向
量資料庫，方便後續做比對。

6. 圖形資料庫:將分段後的文字建立連結，形成
知識圖譜，存進圖形資料庫。

7. 檢索器:將使用者輸入與資料集做比對，找到
最相近的K筆分段文字，再經過知識圖譜找到
對應的案件。

8. 模型分段生成:結合使用者輸入以及找到的K筆
案件，讓語言模型分段生成起訴書每個段落。

9. 思維鏈檢查:透過語言模型逐步推理，檢查生
成的段落資訊是否正確，不正確將重新生成。

10. 生成結果:展示應用了上述所有步驟的最終成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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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與法律系同學合作，建立了50筆模
擬律師輸入資料與對應的起訴狀作為評估基準，
檢驗本系統生成的起訴狀與標準答案之語義相
似度。我們採用BERTScore作為主要評估指標，
分析段落切割以及語義切割兩種生成策略下的
結果，評估結果顯示，兩種方法皆達到平均相
似度0.86以上，展現本系統具備產製高度語義
正確法律文本的能力，對於未來提供普惠法律
服務具有實質應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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