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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與日本國立九州大學、私立立命館大學聯合舉辦之研 

究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訪行程為期 7 天，過去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亦曾於 2008 

年與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2011 年與美國私立紐約大學共同舉辦臺灣與國外碩

士生、博士生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研討會，而本次與日本二知名大學研究生之學

術交流會議則為本人首次參與。  

 由於本人自大學時期開始對日本文學、歷史與文化即備感興趣，且亦於大學專

業法律課程之外，利用課餘時間自行研修日文達 8 年之久，故於今年 2 月知悉

本研討會以日文撰寫法律論文之徵選公告開始，即立下挑戰自我並鍛鍊自身日文

能力之志願而著手報名參加。本人希冀透過本次碩士生論文發表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之歷練，走出海島狹隘之視角而放觀、遠眺世界，藉由撰寫臺灣、日本之比較

法研究報告嘗試摸索外國法律制度，並加以反芻、省思我國現存法律體制。再者，

於學識涵養之增進之外，本人亦希望透過本次國際學術參訪行程，與外國碩士生

交流與分享平日習法心得，期盼與其等之經驗分享，反省、檢討自我之求學態度

與研究生涯，並藉以展望、思考自身未來法律專業工作之規劃與安排。 

 

二、過程  

 首先由今年 3 月提筆完成本次研討會之研究計畫書開始，至 10 月 8 日由京 

都返抵台灣結束參訪行程為止，本人花費近 6 個月之時間蒐集海內外學術文獻

並集思寫稿，於就「公司財務困難下董事對公司債權人之責任」完成 20 頁之日

文報告後，亦以幾日時間與日本友人演練與修正日文讀音，其間縱使偶有日文單

字枯竭與才疏學淺之嘆，然手持著 20 頁日文論文之篤實與成就感卻是難以言喻

之暢快與踏實。  

 於懷著期待又畏懼的心想像研討會之樣貌並一頁一頁撕下日曆之際，出發的日

子已然屆臨，在 10 月 2 日於學校與教授、助教與本次一同報告之同學們會合

後，於當日晚間 9 點抵達日本福岡機場，且緊接在隔日 10 月 3 日於九州大學

進行第一次之日文論文發表。於論文發表前，九州大學法學院校方撥空與我方教

授問候、交流，因第一次參與大專院校院級間之治學理念與經驗分享，除了驚嘆

於初次見面之日方教授們的親切與熱情，同時亦切身感受到全球化與國際化之浪

潮、衝擊竟如此生動又具體。  

 於九州大學碩士生論文發表交流會上，本人擔任第一位發表者而進行了約 20 分

鐘之日文簡報介紹，其後再由九州大學之西山芳喜教授作相關評論，雖然本次不



是本人 26 歲生涯中第一次以日文進行口頭報告，然而首次於公開場合報告研究

成果卻是初次體驗，因此難掩緊張與興奮之情而過於急躁，所幸西山芳喜教授體

恤學疏才淺的本人，並和藹親切地給予甚多論文研究方向上之珍貴意見與建議，

而透過與西山教授互為提問與回應之過程，本人亦學習到如何在無口譯協助之境

況下，迅即理解提問、短時間內整理思緒並以日文思考模式勾勒自身回答，這與

西山教授一來一往之問答經過，將會成為本人往後學術研究與未來工作之充足養

分與基石。  

結束九州大學之學術研討會後，我方一行人乘坐新幹線橫跨日本山陽、山陰地

區而移師京都，首先於 10 月 4 日下午於京都地方法院事務員清水小姐之帶領

下，參訪京都地方法院民事庭與刑事庭法庭，另外亦旁聽當日民事案件之法庭審

理，透過清水小姐詳盡之介紹，本人認識到在同樣身為大陸法系之日本與臺灣法

體系下，於法院實務運作上之若干差異，如日本法院開庭審理時並非進行全程錄

音，且書記官亦非專注於開庭筆錄之書寫等，除了如此法院細部之審理程序差異

外，日本亦於 2009 年導入「裁判員制度」（平民參審制）而由一般民眾實質參

加重大刑事案件之審理，凡此種種均值得吾等重新審視我國法律制度乃至法院實

務之基礎審判程序。  

 最後，於即將返抵臺灣之前一日，吾等一行人來到京都近郊之立命館大學進行

本次參訪第二次碩士生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會，儘管於本次研討會已稍稍減緩了

第一次之緊張與不安，然對於發表後日方教授之評論與回應仍耗費不少精力，惟

本次與立命館大學之研討會，卻也讓本人見識到日方學生學術研究之認真與法學

知識之深厚底蘊，嘗試對日方同學報告提出疑問雖然自曝本人日文能力與法律涵

養之不足與匱乏，然經過此番之刺激與切身警醒更讓本人獲有過往求學生涯均未

曾品嘗過之體驗與感受。  

三、心得及建議  

 由 2 月知悉本次研究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徵選開始，至 10 月 7 日於立命館大

學論文研討會圓滿結束為止，本人彷如將大學與碩士 8 年學習法律之總成果作

一整體考察與反省，首先面臨最重要且必要之考驗係檢驗本人 8 年來於學校課

程外研習日文之成效，本次研討會除了考驗日文學術論文撰寫能力，同時亦要求

一定之日文溝通與口說程度，又在面對日方教授、校務與法院人士之時，如何以

適當且禮貌之日文敬語不卑不亢地傳達意思與意見則更顯難度。本次之參訪行程

縱不乏有因緊張詞窮或野人獻曝之插曲，然透過此番淬煉與實戰經驗則更可讓己

身深刻了解自我不足與待改進之處，並作為今後砥礪自己之動力。  

 再者，此次參訪行程亦讓本人認識到於全球化之浪潮下，各國大學積極邁向 

國際化之思維與目標，本次與臺灣大學共同合辦研討會之九州大學與立命館大學，

均為日本文部科學省為推廣大學國際化事業而設立之「Global 30」計畫下受政府

補助、輔導之重點大學，而於與九州大學法學院教授餐敘之過程，亦得知日方為

了積極招收外國留學生（尤其是中國、南韓、臺灣等東亞學生）所付出之心力與

巧思，而事實上由本次研討會日方之學生論文發表代表亦可見其等心血付出之成



果，於九州大學六位碩士生所發表之共同論文撰寫者中，非日本國籍之留學生即

佔了三位。在同樣面臨少子化與全球化人才競爭之世代，大學應如何改善、提升

自身之軟硬體設備並吸引、鼓勵外國優秀青年學子來台就讀即為一項值得吾等深

思揣量之課題，而政府機關於其間應扮演何等角色更考驗我國於積極推動區域經

濟整合之國政方針上一項不容輕忽之議題。我國教育部過去雖曾就此議題而推動

補助東南亞僑外生來台求學之「陽光南方政策」或推廣我國高等教育輸出之「擴

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惟於本人本次實際赴日參訪並切身體會後，日方致

力於大學國際化之具體成果，或許可作為今後臺灣政府與各大學於研擬相關政策

時一項重要之參考憑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