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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法律學院獲補助4,030,000元；主要以專業課程英語化、開設雙聯學位、

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計畫三大方向為年度執行目標。 

 

專業課程英語化方面，以英語開設常態性專業法律課程為目標，並採取校內教師、國際學

者依領域別開設專業課程，提升學生專業能力為策略，重點作法包括邀請國際學者及本校標

竿學校(京都大學)教授來院擔任客座教授，以主題方式，開設短期密集全英語之專業法律課

程。107 年共邀請 24 位外籍學者來院擔任客座教授。 

 

開設雙聯學位方面，以提昇同學國際競爭力為目標，並採取學分減免、學費折扣、異

地學習為策略，已與日本東北大學、九州大學、一橋大學、德國波鴻大學、英國倫敦瑪麗皇

后大學等近 10 校法學院簽訂雙聯學位合約，今年則新增德國漢堡大學雙聯博士學位合約，並

與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洽談。交換生合約方面，今年與以下學校新簽或續約:中國山東大學、烏

克蘭敖德薩大學、西班牙 ESADE 大學、德國 EBS 商法大學、澳洲雪梨科技大學、日本明治

大學。 

 

 

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計畫方面，以深化與標竿學校京都大學及姐妹校明治大學、香港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荷蘭奈梅亨大學的實質學術交流為目標，採取深入且長期合作為策

略，舉辦校際聯合學術研討會、工作坊、合撰英文專書。 

壹、執行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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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體措施及成果 

(一)教學國際化 

配合本校研擬之核心「教學國際化」項目，並促進學生對國際法學社群及法學發展趨勢的

認識、擴充本院國際生（含學位生、雙聯學位生及交換生）的課程選擇，強化本地生的專業英

語能力，本院教師開設各項以英語授課之課程，亦持續邀集各國頂尖學者來院舉行講座，或擔

任客座教授，開設以英語授課之集中課程。107 年度(106-2 學期，107-1 學期)從世界各地頂尖大

學或學術機構到訪本院之客座教授開設英語課程，不僅提升學生語言能力，亦擴展比較法之知

識。且該等課程亦有許多國際學生參與，增進國際學生與本院師生之交流，使本院國際化之效

益從課程安排深化至師生互動。107 年度，已邀請 24 名國際學者。為配合本校 90 週年校慶活動，

並舉辦共 31 場次演講。本學年度客座教授開課成果、國際學者演講成果如下所示。 

 

貳、計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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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馬克（Mark Zöller）教授 

Mark Zöller教授之研究專長為刑事之程序與實體法，現為德國特里爾大學(University of Trier)

德國、歐盟、國際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暨經濟刑法學院教授兼院長，研究興趣包含德國與歐盟刑

法，刑事訴訟法。為台德刑法論壇之共同創辦人，曾多次來台參訪講課，並為德台法律人協會

會員。Zöller教授自曼海姆大學(University of Mannheim)取得法律學位後，於該校擔任教職至 2008

年，同年十月應特里爾大學邀請就任教授，另自 2011 年起參與台灣刑事程序研究，為司法院邀

請研議參審員議題之專家學者，2003 年起亦在全球範圍內參與各項國際法學講座及研討會。

2011、2013、2015 曾三度來台。在前述多樣國際交流行程以外，Zöller 教授著作等身，針對國

際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已出版五本專書，並有論文集、個人執筆論文與共同執筆論文數以百計，

可謂德國法學界勤奮著作之學者特質之展現。本次邀請 Zöller 教授講授歐洲刑事法導論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riminal Law )，主要授課目標為以下八個問題: 

1.What is Europe? 

2.What is wrong with the term “European Criminal Law”? 

3.What is the European Union? 

4.How does European Union law influence the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in Europe? 

5.Whic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6.What is the Council of Europe? 

7.What i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8.How doe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fluence the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in Europe? 

除課堂授課，Zöller 教授亦以「歐盟刑事偵查令狀之德國視角」為題演講。整體而言，本堂

課程之教學成果甚佳，學生都有非常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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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淺古弘（Asako Hiroshi）教授 

   淺古弘教授的「日本法制史」課程主要探討近代日本的法歷史，爬梳日本在幕末以後如何受

到歐美潮流的影響，而開始實體法（憲法、民法及刑法等）、司法制度及法學教育的近代化。 

教授介紹當時歐美各國的領事裁判制度，及「日清修好條規」與領事裁判權的關係，並以 1890

年代著名的「千島艦事件」為例，說明當時領事裁判的實況及其後的撤廢原因。 

關於法學教育，教授介紹法學教育機構如何在日本誕生，並特別介紹「東京專門學校法律

學科」（亦即教授所任教的早稻田大學之前身）的設立目的及教授內容，也介紹司法官及律師資

格取得制度的歷史。課堂也探討帝國憲法的制定及天皇在日本憲法中的地位。從「熊澤天皇事

件」介紹天皇地位的演變過程及中國與日本在皇帝（天皇）制度的差異等。在日本司法制度的

現代化課題，詳細介紹與司法權之獨立密切相關的「大津事件」及「司法官弄花事件」。最後主

題為帝國日本與殖民地法制─以岡松參太郎為起點，介紹岡松參太郎的生平及其收藏資料。 

 

淺古教授在臺期間授課，並參與「日治時期台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之目錄及影像捐贈典禮

暨關於解讀及研究議題之學術研討會」。教授為聽者介紹日治時期台灣各地方法院判決的保存狀

況，並說明他整編日治時期判決的契機，分享如何解讀判決，實際帶領大家辨認判決上的日期、

適用法條、檢察官名、書記官名等資訊，利用這些資料了解當時台灣的法院如何進行刑事程序、

如何適用刑法、法官及檢察官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及刑事政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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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莫菲力（Felix Maultzsch）教授 

莫菲力教授現任職於德國約翰·沃爾夫岡·歌德-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民法、民事訴訟

法、國際私法和比較法。在 2012-2015 年期間是法蘭克福 LOEWE 重點項目“訴訟外紛爭解決”

之負責人，同時亦具有比較法學會 eV 和國際程序法協會（IAPL）的會員資格。 

莫菲力教授抵台隨即展開連續兩個星期的學術分享以及提供一堂課外演講，主要講述歐盟

各國在國際私法上可能會產生的法規競爭問題。教授上課用心，透過極具熱忱教學方式，教授

使得原先較為內向的班級變得活躍，學生亦開始勇敢發言。 

教授在於教學期間教授了學生歐盟如何一步一腳印地透過國際條約、談判、各國私法地犧

牲及更動逐步達成狹義的經濟一體化，讓歐洲各國在現有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際分工的基礎上

打破貿易壁壘形成彼此相互開放、相互聯繫、相互依賴的經濟同盟。 

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尚牽涉到歐盟各國所適用的公約、軟法、硬法、跨國糾

紛所應適用的所在地法等問題，內容雖複雜卻又讓修課同學充滿著好奇。教授為了更深入探究

如何消弭跨國法規適用上可能導致各國相繼以法律從事貿易戰，如近期美國及中國相繼為了貿

易競爭而增稅，故另外舉辦專題演講，以「歐盟國際私法-以法規競爭為中心」(Private Law in the 

EU and the Idea of Regulatory Competition)為題，傳授歐洲各國如何消除法律競爭，共同協力達成

經濟一體化的方式作為參考，參予同學均覺得受益良多，滿載而歸。 

因臺灣大學生傳統的學習方式較為被動，課堂參與程度相較外國學生而言較低，故教授邀

請學生於課堂即將結束時，至較為開放的空間一同用餐，以讓較為內向的同學能在課餘時間論

述己見，於課堂外延續課堂討論的議題，提出心中的疑慮，以獲得教授充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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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山佳奈子（Takayama Kanako）教授 

京都大學高山佳奈子教授來臺講授的課程題目相當多樣新穎，包括共謀罪、死刑、復仇式

色情等。「日本近代刑法之發展」主題中，教授詳細地介紹刑法理論的發展與近況，並討論現在

的日本裁判員制度。以「日本的死刑與刑罰論」為題的課堂上，教授以目前日本社會對於死刑

看法之數據調查，進一步從功能論的觀點講解對死刑的看法。高山教授從許多日本著名的死刑

案件切入，闡述無法證明死刑的抑止力，以有別於台灣的觀點使學生們對於死刑的想法有進一

步地啓發與認識。而「刺青與醫師法之問題」上，教授介紹刺青師傅幫他人刺青究竟是否會違

反醫師法之問題，從罪刑法定原則的角度出發，闡述醫師法的立法目的應該是透過醫師執照的

制度來保護社會法益，但刺青這樣傷害身體的個人法益行為與此無關，另外在實質違法性上，

刺青也是一種表意自由，透過刺青可以表現出自己的想法，毋寧說是一種應受憲法保護的行為，

教授從各個方面對日本的刺青問題提出深刻的批判，相當發人深省。「日本的共謀罪立法」課題

上，教授介紹日本目前最新的刑事立法是共謀罪。共謀罪原本是日本所沒有的犯罪，其將數人

共謀犯罪獨立為一種犯罪，不需要有客觀上法益侵害或法益侵害之危險，即可成立犯罪，高山

教授即批判此種立法背離日本刑法體系，表面上是爲了處理恐怖攻擊，實際上卻並未把恐怖攻

擊涵蓋在內，高山教授認爲共謀罪不只內容上違憲，更違反了國際人權保障。 

除授課外，高山教授選定「擴大使用刑事手段干預私領域之日本法趨勢」為題舉行演講。

以日本近年來將原本僅屬於民事事件的類型涵蓋到刑事管制之中，例如原本只用行政法來管制

的跟蹤狂行為、復仇式色情(例如男女因分手，將對方親密照公開至網路上散播)，高山教授批評

這樣的立法趨勢是所謂的現象立法，甚至已經介入人際關係之私領域，以功能論的角度觀之，

以民事或行政的方式處理可能反而比以刑法來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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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間靖規（Yasunori Honma）教授 

本間靖規任職於早稻田大學，專攻民事訴訟法，本次以「日本民事訴訟法的重要問題」授

課。首堂授課主題為「當事人論」，從民事訴訟法中最重要的當事人開始講起，並輔以日本的判

例講解日本民事訴訟法下的當事人概念，以及何謂當事人適格。接著「訴訟擔當」課題中，講

解民事訴訟法上的任意訴訟擔當和法定訴訟擔當，並說明什麼時候會構成法定訴訟擔當，以學

說上討論的案例以及實務上承認的案例來加以闡述，讓學生們不只瞭解實務見解，更對日本學

說的想法有進一步瞭解。其次以「訴之利益」為題，以各種民事訴訟類型講解訴之利益之內涵，

講解案例與學說見解。 最後並有自由交流時間，採取自由發問並解答的模式，將學生有興趣的

議題或論文題目提出來和老師討論。 

 

除課堂授課，本間教授並舉行公開演講，題目爲「家事事件中子女交付之強制執行」，在演

講中闡述了日本近來法院對交付自己強制執行方法之見解，並與與會的臺大教授沈冠伶教授、

許士宦教授、陳瑋佑教授有著相當多分享與交流，實為一次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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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費雪若（Sara Friedman）教授 

   Sara Friedman 教授任教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人類學系，專長為研究國家權力對於性別身分、

親密關係與身體實踐（包含穿著、勞動、性等層面）等當代公民身分的影響，並聚焦於相關議

題在台灣與中國東南區域之發展。訪台期間開設法律人類學密集課程，課程內容包含討論何謂

法律人類學？法意識與法律多元主義、文化如何形塑法律體系（How are legal systems shaped by 

culture？）、文化如何被法律體系形塑（How are cultures shaped by legal systems？），並探究是否

所有法律文化系統皆是平等的（Are all legal-cultural systems equal？），廣泛觀察法律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運作，特別關注在法律與原則、權力、正義及政府治理間的關係。而其授課重點放在「法

律人類學傾向的研究會提出什麼問題？」並要求學生完成一份法庭田野觀察的法律人類學報

告，觀察重點是法庭空間如何安排？不同的人如何利用這個空間？不同的人是否有移動的能

力？開庭時人們如何使用語言？開庭過程中 rituals（儀式）的意義是什麼等核心面向，並要求

分析的重點並非案件本身，而是在 legal behavior（法律行為）上。 

 

教授並於課堂外，並舉辦一場午間座談，分享自己的學習歷程、研究主題並由學生提問問題，

對於法律人類學的學科、學習歷程的經驗分享等都有非常豐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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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蕭大衛（David C. Donald）教授 

    David Donald 教授來臺講授「比較公司法」課程；課堂介紹比較公司法的概要，包含：比

較法是什麼、公司法在全球資本市場的角色定位、公司的組織、董事責任等，讓學生們了解公

司法的基本元素。教授本身是美國人，於美國接受法學教育、從事律師工作，後至歐洲求學，

亦擔任律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教授受到各國文化薰陶，於全球多個地方求學與工作，

專業豐富且多樣， 對於比較法了解十分透徹，在課堂之間也帶入人生經驗，讓同學獲益良多。 

 

課堂比較公司制度的差異，以美國設立公司為例，由於美國各地州法有不同之公司法，能

因此觀察出公司所受規範、設立方式之不同，對於吸引各地資本前往投資、設立公司有所影響。

而較為明顯的比較標準，能從「對於經營管理階層的規範強度」、「股東權的強弱」、「initial capital

要求多寡」、「電子化經營的強弱程度」等幾個面向加以討論比較。因此全球各地公司法的優劣

比較，能以是否吸引外資前往當地投資、設立公司來觀察。制度的差異讓各地公司組織型態更

為多元有趣，課堂中教授也以各地案例舉例解說，其中包含：歐盟法與內國法的差異、香港公

司法等。除了參與一般課程，教授也以「Legal System as Norm Packaging Platform」舉辦一次

公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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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杜函海（Hans-Heinrich Trute）教授 

Hans-Heinrich Trute 教授為德國漢堡大學教授，專長為媒體法，自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完成教授資格論文後，先至德雷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Dresden)任教。Trute 教授之研

究領域包括公法、法理論、公共行政學、媒體與通訊法、社會安全法含大災害法、科技法、法

與知識論、數位化與法律。 

 

本次「德國與歐盟媒體法」課程先從基本的傳播學理論，與對歐洲整體媒體法的介紹開始，

教授認為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對人權的保護，接下來則是如何將這些概括性的規則落實在國家層

面下以不同層次的立法、命令來落實歐盟媒體法對人權的保障，也就是德國對歐盟法的落實。 

 

本院並邀請 Trute 教授於授課後演講，講題為「法律數位化與數位化法律－來自德國的第一

手評論」，本次演講以公法角度切入數位化與法律，正是對新時代科技浪潮的回應，面對日新月

異的科技，將如何調解社會發展與法律穩定，Trute 教授帶來德國經驗供台灣法界借鏡。演講特

別邀請林明昕教授擔任主持人，沈冠伶副院長及蘇慧婕教授亦參與其中。演講現場反應熱烈，

多名聽講者提出問題與教授們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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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肇鴻（Chao-hung Chen） 副教授 

陳肇鴻教授為本系所畢業生，負笈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 LL.M.學位後，於英國倫敦大學學

院取得博士學位，其具有臺灣與美國紐約律師資格，曾任職於富邦金融控股公司與 Daylight Law 

Office，目前於新加坡管理大學擔任副教授。陳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比較亞洲法、公司法、公

司治理、證券監理法規、銀行法、金融法、金融科技創新及金融監管，其曾講授公司法、保險

法、公司組織法與新加坡、香港及中國等地之金融監管規範等課程，並著有多篇與商事法相關

之中英文專書與期刊論文。本次教授來臺所開設之密集課程為「亞洲金融法」，課程以 9 大主題

呈現：概觀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監理、公司治理與其相關角色、資本適足率與償付能力下之審

慎監管、銀行與保險公司之投資與風險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監管、問題與系統重要性金融

機構之監管等。主要係以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為例，介紹其監管金融機構之實務運作，並比較分

析不同法制規範下優劣之所在。 

教授並以「獨立董事與關係人交易之實證分析：以香港與新加坡之上市公司為例」為主題，

向院內師生進行公開專題講座。演講中，係以香港與新加坡兩地之上市公司之組織架構為示例，

輔以大數據資訊之統計與分析結果，探討「獨立董事」之設置與其數量，是否或將對於公司治

理產生何種影響。另外，對「關係人交易」之本質亦有所討論，並思考是否應一概全面禁止公

司進行關係人交易，或容有合法且有益公司之關係人交易存在的空間？同時接受提問，進行了

踴躍的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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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維曾 助理教授 

陳維曾教授為本系所畢業生，負笈耶魯大學攻讀 LL.M.與 J.S.D，並以 Fulbright Scholar 身分

取得博士學位，具有臺灣與美國紐約州律師資格。其曾於 Davis Polk & Wardwell 任職商務律師，

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同時擔任該校亞洲法律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Legal Studies）

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亞洲法（以東亞為主）、財產法、中國法及財經法律史，曾講

授亞洲法制、中國法律與發展、國際企業融資等課程。近年其以中國與臺灣為主要研究對象，

以兩地之法律與經濟發展為研究重點。其同時著有多篇學術文章並於哈佛法學院、墨爾本法學

院、東京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國內外大學或機構擔任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 

本次開設之密集課程為「中國與東亞法律的經濟發展」，課程分為五大部分: 亞洲地區法律

與組織制度之發展、契約於新興市場中之成立與履行、公司法制與國家資本主義、財產權與經

濟發展與政治結構與經濟發展。課程內容係以中國之相關發展為主軸，並比較其與臺灣或其他

東亞國家間不同之處，例如：法體系、政治結構、契約與財產法、銀行體系、公司法制、外人

投資與國際貿易等，無論是一國之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或法律，均係屬講授與討論之範圍。 

期間，陳老師以「臺灣與中國對法律與經濟發展理論的挑戰」為講題專題講座。內容係分

別從臺灣與中國的角度出發，討論其兩者對於當代法律與經濟發展理論所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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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大村敦志(Atsushi Omura) 教授 

大村教授任職東京大學，本次來臺以日語講授兩門課程，並舉行一場公開演講。 

「日本債權法修正」密集課程 

日本於 2017年 5月進行關於民法債權法（契約法）的修正，本次課程主要在於介紹、說明

該次日本修法背後的社會脈絡、相關政策決定、學界實務界的意見，並也呈現該次修正後，最

終仍未實現的提案，以及對於相關問題討論，將來的展望為何，同時，透過此一介紹的過程，

使同學能了解這半世紀以來日本財產法的動向。此外，也藉由與同學的互動，去釐清台灣法與

日本法在債權法上的相同、相異點。 

 

「日本家族法修正」密集課程 

日本將於 2018年實現繼承法的修正，親屬法則於 2012年完成修正，現在則正在進行養子

法修正的準備。本次課程主要介紹日本此一連串修正背後的社會情勢、政府的相關政策與判例，

並說明近來修法（或法案）幾個重要的修正點。透過本次授課，也希望同學能藉此了解此世紀

以來日本家族法的動向，同時透過與同學的互動交流，釐清台灣法與日本法在家族法上的相同、

相異點。 

 

「東京大學法學部國際學生教育一隅：「留學生的民法簡介」課程之目的與成果」演講 

教授分享其在東京大學所開設專為在日即將修習日本民法之留學生課程，使留學生能先具

備必要的日本法學知識與日文詞彙，幫助日後的學習。演講內容引用該課程使用之教科書寫作

背景、動機與目的，並保留開放問答時間，回答關於日本留學、日本法制的相關疑問，以期能

幫助欲赴日留學之學生解答相關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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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林耕暉(James Lin) 教授 

本院邀請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成員 James Lin 教授開設轉型

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究密集課程。希望為學生帶來堅實的國際人權、轉型正義議題討論，豐

富法律系學生相關運動、歷史的背景知識；同時並舉辦「Torture, forensic investigation and strategic 

litigation in the modern era」公開演講。 

 

James Lin 教授的「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究」課程主要探討歐洲轉型正義的起源、定

義，國際重大案件的轉型正義執行成果、過程等，耙梳近代重大酷刑、種族屠殺等案件，而以

問題、案例討論、同學提問的方式，將課程一步步推進。課程並有模擬法庭介紹，分配學生擔

任以下角色: 1.Int’l community、2.Int’l criminal court、3.Domestic justice system、4.Truth 

commission、5.Memorials、6.Victims’ group，課堂中並講解 Vetting、Lustration、Amnesty 的部分。 

 

課程有進行小組討論四個個案，討論重點擺放在於三大要件的判斷。以前赦免率約有 16%，

不過，過程中同學們的思想激盪非常豐富，包括：普通的刑法對於殺人罪都不會有赦免的考量，

頂多是量刑時減輕其刑，然而來到了違反國際人權法的重罪，如屠殺種族、濫用警察職權等，

卻因為欲取得真相等理由，給予赦免。本課程一連串的討論讓每位同學都積極發言，參與度相

當高。 

  

 

 

 



17 

 

(13) 席堂司(Thomas Simon) 教授 

維也納大學 Thomas Simon 教授於本院開設「近代歐洲憲法歷史」密集課程，提供學生西方

法治、憲法史的相關知識，豐富法律系學生的法律史背景知識。此外，並舉辦「西方歐洲憲法

史」公開演講，其分享激盪台灣的法律史研究者，並奠基於此做出更精彩的法律史研究。 

 

「近代歐洲憲法歷史」課程主要探討歐洲的憲法史，耙梳西方在受啟蒙思想、工業革命以

後如何受到潮流、互相的影響，而開始的憲法、司法制度及法學教育、政治體制、君王體制的

近代化。課堂之初，教授首先介紹整個西方憲法不同時代的區分，探討西方世界如何對憲法進

行「現代化」討論，介紹當時的背景等歷史問題，之後課程一一講述法國、美國、英國、法國、

德國的重要歷史事件，以及相應的憲政歷史。課程最後介紹威瑪憲法、一戰、二戰憲法史。課

程中，會討論指定閱讀中，較為艱澀的片段，並有安排同學報告，而同學與老師的對答，帶動

了全班的討論，提升上課過程中同學的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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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馬雅理(Laurent Mayali) 教授 

Mayali 訪台期間開設「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業」課程，內容包含討論法律、正義與

大眾文化的關聯；法庭之中因為每個人角色不同所產生的喜與悲；以及律師、法官檢察官乃至

於陪審團在大眾文化中（特別是電影）的既定印象，以及他們的角色真正應該要具備的形象之

思辨。電影中，大眾文化對於律師的既定印象著重在是否能夠幫自己爭取到想要的結果（勝訴），

而非實踐法律，更非是高尚的伸張正義，私德再怎麼差的律師（例如吸毒、行賄），只要能打贏

官司，就是好律師。但在早期社會大眾對於律師，其實是帶有更高尚的期望的。是什麼因素造

就這樣的時代轉變？對於法律人的我們，或許值得深思。此外，課程更進一步探討女人與律師

的關係、法官與檢察官的定位、美國特有的陪審團制度。最後，教授藉由播放許多法庭攻防的

電影告訴我們，整個司法程序說到底其實就是兩造透過法律的語言與一般人的語言間的互相翻

譯，說著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觀點，供給法官及陪審團判斷的過程。在這樣的程序中，許多陳

述，不論是法律或非法律的，都應是我們需要考量的。法律人難免因為自己的專業陷入專斷，

或者是進而顯德傲慢、不近人情，但其實司法是非常貼近大眾的，它透過審判，將法律、秩序

乃至於公平正義帶給社會。同樣身為社會群體中的我們，就算擁有法律專業，也只是整個社會

群體中解讀事情的一個觀點而已。在課程尾聲，老師期許我們在理解了法律專業後，未來從事

工作時，不要忽略了大眾文化的聲音，他們雖然說著不同的故事，但一樣值得被傾聽。 

 

教授並以 Customary Law and Judicial Power: From Today to Tomorrow 為題演講，介紹習慣法

作為法源的歷史演進，以及其特徵。通常習慣法的形成，不同於一般所謂的「傳統」（tradition），

需要有四個要素：空間（space）、時間（time）、事物本質（matters）以及特定的人（people）。

在特定的區域，若一群人針對某些事物有著長久的習慣，則具備習慣法的特徵。教授進一步舉

出原始社會（primitive society）的例子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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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畢修吾(Hugh Beale)教授 

Hugh Beale 教授曾任英國法制委員會專員，為英國及歐盟契約法大家，其著作乃商法研究

之必讀教材。畢教授雖已自華威大學榮退，仍以榮譽教授身分著作授課不輟，並於牛津大學擔

任客座教授暨資深研究員。教授近年來潛心協助歐盟跨國商法改革，與歐盟諸國學者合作多項

專案，本次講題為跨國契約法，正是台灣欲向國際接軌，商法改革與跨國合作所得借鏡。 

 

本次短期客座密集課程講題為國際比較契約法，目標是讓台灣學生與來台的國際學生相互

激盪並學習以英美法為主的歐洲契約法制。畢修吾教授本身曾與歐盟國家教授合作編寫契約法

教材，是以對於歐洲比較契約法甚有研究。然而他對台灣現行民法相關規範則不甚熟悉，故要

求課堂盡量維持小班狀態，以 30人為上限，希望能藉由小班課堂與台灣同學討論、並教學相長

盡量以台灣的法例作為解說的方式互動。 

 

課程先從比較契約法的角度開始，教授指出英美普通法與歐陸民法體系最大的不同，便是

在歐陸民法體系大多有明確的法條規定交易雙方應有的基本誠信原則，然而英美法並沒有這樣

的規範供締約雙方遵循，而是在每一次的契約個案中，漸漸從瑣碎的資訊提煉出可供參考的原

則，說起來是完全相反的規範體系。 

 

教授也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著作最新修訂版免費提供給課堂上學生做為閱讀資料。課堂上

老師邀請學生簡單報告一個經典案例作為討論素材，邀請同學發言以促進同學理解。除授課，

並以「面對內國與跨國契約法的挑戰」舉辦公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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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吳海傑(Michael Ng)教授 

吳海傑教授的「法律、歷史與文化」課程主要探討傳統法律史文獻中對於傳統中國法及殖

民時期的香港之敘事，如何藉由其他國際學者之文獻及第一手法律資料之呈現被挑戰。 

 

  在課堂之初，教授首先播放了周星馳所主演之電影「九品芝麻官」及「算死草」，引導同學

討論其對傳統中國法制之印象，及其相對於香港殖民時期所引入之西方法制之比較。教授藉由

史料文獻「大清律令」及清代乾隆時期之案例，說明中國傳統法治不僅有六級上訴機制，並會

經過上級機關主動進行層層檢驗。教授並從「警察」制度，談論西方現代之警察制度係用以打

擊犯罪及維護法律及秩序。然而，中國制度下之警察卻承擔著比西方警察更廣泛的職責，例如

清掃環境、維持社福機構等。此外，教授藉由史料之考察，並以報紙之史實為例呈現了英國殖

民政府對於言論事前及事後之言論管制情況、1919年之香港學生雨傘運動。並以英國殖民時期

1864年之破產條例為主題，探討英國法律過早移植於香港所造成之衝擊。為了調和殖民間之破

產法，英國殖民政府於 1864年引進破產條例，惟此舉違背了歐洲及華人社群之商業利益，並錯

誤地取代了在政權引入之前促成殖民經濟健康的中國傳統商業規範和做法。教授在此詳細分析

了中國法律傳統在香港早期殖民時期發展商業現代性方面的積極作用。最後並以「共和中國時

期之擇偶標準」為議題，探討如何定位傳統及現代，及挑戰學生現代化或西方化即進步之觀點。

教授藉由 20世紀 30年代之上海玲瓏婦女雜誌，呈現當時中國婦女雜誌如何在兼顧傳統中國及

現代美國下塑造現代女性形象。並藉由若干報紙文獻，呈現婦女解放運動與中國傳統家庭價值

間之互動，及因此所產生傳統家庭價值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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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蔣翰(Hans Tjio)教授 

Hans Tjio 教授任職於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本次來院開設「比較證券交易法」課

程，為本院的學生帶來各國的證券交易法議題討論，豐富法律系學生相關背景知識。演講外並

舉辦「Re-regulating Singapore 」演講。 

「比較證券交易法」以新加坡證券交易法出發，比較英、美、亞洲等國家的證券交易管制

制度，並且囊括許多議題，包括關係人交易、內線交易、ICO、虛擬貨幣、併購等。課程中， 在

課堂之初，為了讓同學對課程講授的議題能有更宏觀的理解，逐一討論規範良窳與市場間的關

係、上市與資訊揭露、持續揭露、傾向報戶股東的規範思想等，並聚焦內線交易與併購。接著，

課程著重信託作為另類的商業投資型態的特性，以及債券、無擔保債券，因一般學習證券交易

法時容易忽略信託以及債券的討論，故教授特講解信託的重要性，以及產業利用的實務。其後，

教授著重討論內線交易及各類的抗辯，非常深入地討論內線交易嫌疑人可採取的各類抗辯，應

如何建構，以及各不同國家是否都接受此類抗辯。再加上，各國建構內線交易法治都立基於不

同的基礎，會遇到不同的障礙，如美國直至今日都未有內線交易的特定條文，一直用 10 b-5來

處理，可謂十分「落後」。延續前一堂課程，教授著重延伸討論內線交易幾種常見抗辯，以及 ICO

（代幣或稱虛擬幣首次公開發售）、比特幣的交易規範。最後進入企業併購的探討，從確定併購

目的、選擇併購對象講起，並且討論一企業購買另一個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資產或產權，從而影

響、控制被收購的企業，以爭強企業的競爭優勢的過程。對象包括善意、惡意併購，方式有現

金、股票、粽合收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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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蕭喬本教授(Schafer Hans-Bernd)教授 

蕭喬本教授為德國著名法經濟學者，同時也為德國與歐洲地區的法律經濟分析之權威，著

有多本經典法律經濟分析著作。蕭喬本教授先前曾任教於德國漢堡大學並擔任法律經濟學院主

任，現為德國漢堡博銳思法學院教授。此次教授來台開設「民法經濟分析：以德國最高法院見

解為例」課程。課程首先介紹經濟學各學派對於效率的假說，例如帕雷托最適、卡爾多改進、

寇斯理論、Calabresi模型等。並以各該學說探討法律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以進行整體社會資源之

配置達到最有效率之狀態。之後從理論出發，套用於民法中物權法、侵權行為法與契約法分析，

例如權利劃分與交易成本之關係；過失責任判定；以及侵權行為與純粹經濟上損失是否應納入

保護之紛爭；以及契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之經濟分析。同時教授並舉出美國、德國聯邦最高法

院對於這些爭議作出的經典判決。 

教授並以福斯柴油引擎弊案為題舉行演講。德國福斯公司在 2012 年左右售出的柴油引擎車

型的污染排放量遠超過歐盟（以及國際多數）標準，這其中牽涉不僅僅是環保法規問題，在數

十萬消費者的對福斯的企業信心、損害賠償以及涉及詐欺等民、刑事責任，涉及法律爭議層面

廣泛。教授表示，德國消費者在民法或消費者保護法所能主張之基礎下，不論是以契約責任或

侵權責任均難以使福斯公司負起最終責任，而消費者保護法的請求時效過短，也造成許多消費

者求償無門；且就算消費者主張成立，在損害賠償計算上也難有具體可以計算之損害賠償額，

當中又涉及德國民法上有關侵權行為之中「純粹經濟上損失」不納入保護客體之爭議。除了實

體法上提供之救濟管道不足，德國在民事訴訟程序上也不像美國有廣泛且運作成熟的集體訴訟

制度，使得消費者需要單槍匹馬地自行與大企業求償。德國因應這次事件成立新的民事訴訟規

則，提供類似美國集體訴訟的管道，供此事件受害之消費者集體求償，由於本案仍然是現在進

行式，教授建議在場聽眾在他的演講之後持續觀察事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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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何思本教授(Burkhard Hess)教授 

Hess 教授為享譽盛名之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國際與歐洲監理程序法研究中心主任及

海德堡大學榮譽教授，專長為跨國訴訟、比較民事程序法、歐盟民事訴訟法、國際法等，本次

開設「跨國訴訟」課程，主要探討跨國訴訟在訴訟程序所面臨之獨特挑戰，從法院之選擇、準

據法之適用至外國判決之承認與執行等實務上會遇到之問題，並以「Public Hearings in Court 

Proceedings」為題演講。 

課程首先介紹跨國訴訟會面臨之主要障礙，諸如準據法之適用、法院之選擇等。次來，介

紹不同國家下之程序法如何規定內國法院如何處理涉及外國人之案件，並詳述大陸法系國家、

美國法及我國法下之規定。除國內法外，教授亦介紹跨國之司法合作，全球性的例如 UNCITRAL

及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區域性的則如歐盟里斯本條約第 81條及其他雙邊協議。教授詳細介紹歐

盟之 2015布魯塞爾規則（The 2015 Brussels I Recast Regulation），並一步驟一步驟地從第一條之

適用範圍到法院之選定教學生如何實際應用布魯塞爾規則。在「平行訴訟；承認與執行」課堂，

探討平行訴訟在成文法國家及不成文法國家下不同之處理方式。 

在「仲裁法下之紐約公約」一堂，介紹商業仲裁、投資仲裁及運動仲裁，並著重介紹紐約

公約。紐約公約，全名為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簽署國家已高達 156國，該公約使得

仲裁庭之判決得在國際廣泛得到承認與執行。惟仲裁制度之不透明性等爭議，使得近來所簽署

之投資條約轉向以成立仲裁法庭來取代國際仲裁制度。隨後，教授亦介紹運動仲裁法院，包括

設立之緣起、歷史演進、如何運作，與奧林匹克機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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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葛特廷(Matin Gelter)教授 

 

Martin Gelter 教授為 Fordham University福德漢姆大學法學院之教授，並為比較公司法與

公司治理方面之專家。在成為福德漢姆大學法學院之教授之前，葛特廷教授也曾任職維也納經

濟大學助理教授、哈佛法學院及博洛尼亞大學之研究員。其文章散見於若干知名期刊上，例如

哈佛國際法期刊（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福德漢姆法學期刊（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等。 

 

此次葛特廷教授受邀於台大法律學院開設「比較公司法」，並自 12月 10日開始展開為期兩週共

六堂之密集課程。今日之公司通常同時受到不同國家之法律管轄，因此對於不同國家之公司法

運作有基本的了解是極為重要的。本課程的主題為比較公司法及比較公司治理，並以美國、歐

洲之公司法之探討為主，輔以東亞等新興市場之公司法制。教授引領學生探討各國之經濟、政

治框架如何影響公司法及公司治理之差異，並細緻探討董事會、少數股東保護、公司收購等於

不同國家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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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阮春草(Xuan-Thao Nguyen)教授 

Xuan-Thao Nguyen 教授為 Indiana University 法學院 Gerald L. Bepko 講座教授，研究專長為

智財法、證交法、破產法與財稅法等，在各領域皆著有專書與論文。教授先於紐約擔任執業律

師，後轉向學術界，曾於德州、麻州、西雅圖、印第安納等地教學。 

本次客座課程講題為「比特幣時代下的金融規範」。台灣在最新的 Fintech 領域算是起步不

早，然而現在社會漸漸跟上時代，因此相關交易漸漸增加，交易所與可交易貨幣都漸次增加，

交易紛爭與互相剝削隨之而來，政府對此部分的解紛止爭與規制工作自然浮現，然而科技走在

前面，法律走在後面已經很難跟上關鍵的典範轉型期。對於相關科技不熟悉的法律人更需要迅

速補充知識以期妥善處理新金融行業帶來的新問題。由於教授對於智財相關的法律非常有研

究，便從這個角度出發讓同學思考比特幣相關法制究竟是「現金管制」，「證券交易」，或是「無

體財產」，並透過現實案例、與業界新創之比特幣募資網站作為討論的核心，引導同學思考更多

比特幣的可能性。藉由這些可能性，法律人則需要思考相關的法律要顧及的所有面向，避免限

制了虛擬貨幣的市場價值，也不希望讓任何參與的人受到損失，更希望政府能從中取得一定的

稅收。由於虛擬貨幣與區塊鍊等物品(概念)被提出之原始理由是希望能讓跨國付款更迅速方

便，減輕(並可能包含避開)銀行、政府的交易所。是以此議題涉及的利益非常巨大，成為政府

與人民(公司)之間角力的關鍵場所。能讓虛擬貨幣適當發展，對於金融界與新創產業都有幫助，

極端的說可以節省非常多成本，並且吸引非常多外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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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柯諾夫教授(Robert Klonoff)教授 

柯諾夫教授為美國路易斯克拉克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任聯邦法院法官、檢察官等，並為眾

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其專長為民事訴訟程序與集體訴訟。此次開設「美國集體訴訟法專

題」，就美國集體訴訟的法律基礎與經典案例做介紹，對於越來越多涉及層級廣泛的民事爭訟案

件的今日，有許多精闢見解。此外柯諾夫教授並就美國 NFL 集體訴訟案進行專題演講。 

 

密集課程中首先介紹美國發展已久的民事集體訴訟（Class Action），分析此制度之優缺點。

集體訴訟有助於紛爭解決一次，也有助於原告方降低提起訴訟之門檻與成本。然而仍需注意不

受通知之原告，可能因為美國採用 opt-out制度而受到案件之既判力影響，從而無法再以自己

名義提起訴訟。又或者集體訴訟帶來的損害賠償可能難以實現，甚至可能成為僅有律師獲利的

荒謬情形。然而，作為可以說是集體訴訟實務現況最發達的國家，在消費者團體訴訟或是公益

訴訟中，美國經驗可以供我們參考。教授接著在課程中介紹在美國判例法以及民事訴訟規則之

下建立的集體訴訟所需具備要件，並針對每個要件就其經典的案例分析，並反問學生們是否認

為美國法院之意見，同學在踴躍發言之中收穫不少。最後教授舉出三個國際上知名的集體訴訟

案件：英國石油公司洩油案件、福斯柴油引擎弊案與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球員腦震盪案，

針對其案例事實、訴訟發展與法院見解做介紹，尤其在一些案子之中教授是實際作為一方之律

師，教授提出的實務與學術經驗與觀點，學生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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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陳建霖(Jianlin Chen)教授 

    陳建霖副教授為墨爾本大學副教授，其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學系，並隨後取得芝加

哥大學之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學位。其亦有新加坡及紐約之執業資格。陳建霖副教授具英文及

中文雙母語，並於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書，及發表若干文章散見於哥倫比亞亞洲法律期刊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北大法律評論等法律期刊。而其之研究興趣主要在於自

然資源相關法律，尤其是新興自然資源，諸如，風力、太陽能等，及財產法領域下之經濟分析

與比較法視角。 

    此次陳建霖副教授受邀於台大法律學院開設「法律經濟分析」，並自 12月 12日開始展開

為期三週共六堂之密集課程。本課程主要向學生介紹法律經濟分析之，即如何利用經濟學方式

分析法律及理解法律如何影響人們之行為方式。本課程亦探討了經濟學原理再多大程度上可用

於解釋法律制度及政治制度運作之方式，並引導學生應用法律經濟學方法分析當代東亞之法律

及政策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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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陳明渝教授(Mindy Chen-Wishart)教授 

陳明渝教授為牛津大學法學教授，同時也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之訪問學人。其

研究領域涵括契約法、損害賠償、侵權行為法、消保法與亞洲契約法。 

 

此次陳明渝教授來台，開設「亞洲契約法議題」課程。本課程收集亞洲主要國家如日本、中國、

新加坡、印度等國之民法規範，首先介紹這四國的立法特色與介紹契約基本要件、比較四國關

於意思表示之判斷（主客觀之爭）、要約、送達等契約成立之探討。另外，就契約不公平條款

比較作介紹，並比較四國關於賠償的制度，包含非財產上損失、請求履約、違約金之約定等。

期間並於本院進行一次公開演講，從誠信原則、當事人自主原則等法理出發，介紹普通法系中

違約救濟以金錢賠償為原則、「特定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為例外之原因。 

  

陳明渝教授學術涵養深厚，不論是豐富的教材、幽默風趣的上課方式，均讓學生受益良多。

陳教授並以自身職涯的經驗，勉勵台灣學生須培養自己具備能夠帶著走的能力，加強國際視野，

法律人除了在國內就業外，也可以思考的是如何透過法學專業的交流開拓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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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設雙聯學位 

本院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迄今已與多所國外大學院所簽訂雙聯學位之合作計畫，

包含日本東北大學、九州大學、大阪大學、一橋大學、韓國延世大學、荷蘭拉德柏德大學、德

國魯爾波鴻大學、漢堡大學、英國倫敦瑪莉王后大學、德國漢堡大學雙聯碩士，今年新增與以

下學校簽署交換生合約:中國山東大學、烏克蘭敖德薩大學、西班牙 ESADE 大學、德國 EBS 商

法大學、澳洲雪梨科技大學、日本明治大學。 

本院與海外院校合作範圍包含碩士與博士雙學位，並提供大學部學生畢業後至國外修讀碩

士學位之跨級雙聯學位計畫。近來國外大學正興起雙學位計畫之風氣，學生之詢問度亦漸漸提

高，本院目前與德國漢堡大學洽談雙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洽談雙學位細節。迄今本院已

有 1 人已獲德國魯爾波鴻大學與本校法學博士雙學位，預計 107 學年度，本院將有日本東北大

學法學院與本校雙聯法學博士畢業生。108 年將與日本京都大學人間環境部及本校理工、人文、

法律學院簽署跨科技整合學門之交換生合約，並與西班牙 Valencia 大學、法國 Rennes I 大學洽

談交換生合約。圖為本院沈冠伶副院長至德國漢堡大學法學院參訪，與該院簽訂雙聯博士學位

協議。107 學年度起雙方學生可參與雙聯學位計畫，獲得本校與漢堡大學共同授與之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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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學術合作計畫 

有鑑於國際學術交流的擴展及持續深化乃係教學國際化項目的基礎，本院除將持續辦理與

國外各院校的學術交流，提供本院教師與學生發表研究成果、接受他國最新學術動態之機會，

持續展現本院之研究能量，同時，透過各項學術合作計畫、活動的規劃執行，擴大並深化與姐

妹院之間的情誼，有望在未來開發更多合作項目與機會。 

107 年辦理與日本、韓國、美國、香港等地之法學院聯合舉辦之學術研討會與參訪。此外，

在國際學術合作方面，預計將與荷蘭奈梅亨大學（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香港大學合作英文專書的撰寫與出版。此外，

本院教授與牛津大學教授、德國、日本、韓國等亞洲民法專家學者，亦有共同撰寫出版英文專

書。並已預訂於 108 年 3 月中與日本明治大學持續舉辦研究生論壇、另與日本京都大學、德國

和漢堡大學三校合辦數位科技法律研討會。各場次之內容如下所示 

 

研討會名稱 時間 

第四屆明治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學術交流會 3 月 14 日 

香港大學與臺灣大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5 月 7 日至 5 月 8 日 

早稻田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學術交流會 9 月 20 日 

2018 Workshop on Current Legal Issu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0 月 12 日 

香港中文大學與臺灣大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3 日 

荷蘭拉德伯德大學、臺灣大學及香港大學 3 校聯合

學術研討會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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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治大學研討會 

明治大學為本院發展之重點姊妹校，兩校學術交流密切，每年定期舉辦研究交流會，

今年為第四次舉辦。去年 3 月明治大學亦來到本院進行研究交流會；此次由本院邵慶平副

院長、李茂生教授、蔡英欣副教授及徐婉寧副教授，於 3 月 13 日前往日本東京，3 月 14

日於明治大學進行學術論文研究交流會。 

第一場由橫澤恭平同學以「關於複數表決權股份制度的考察——以法國兩倍表決制度

做參考」、林永正同學以「網路保險監理之研究——以保險比價網為中心」為題報告。並由

蔡英欣副教授及南保聖美教授評論。 

第二場由廖福正同學報告「臺灣的工會內部問題——以司法裁判為中心」及小林大祐

同學報告「勞動型態的轉型與工會法上勞動者概念」，並由青野覺教授、徐婉寧副教授評論。 

第三場由田村翔同學報告「基於規範論解明過失犯的結構」及劉家丞同學報告「以刑

法中的侵害原理審視不真正不作為犯的可法性基礎」，並由李茂生教授及中空壽雅教授評

論。 

三場報告綜合討論時，與會者皆積極地參與，不僅擔任報告者的學生獲益良多，台日雙方   

的老師亦有了深入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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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早稻田研討會 

本院與姊妹院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於 9月 20日霖澤館第一會議室共同舉辦學術研

討會。本院與早稻田大學共同舉辦研討會已有三年，2017 年由本院前往日本參與，今年則由早

稻田法務研究科松村和德教授、內田義厚教授、山本研教授來台共襄盛舉。本院參與者有沈冠

伶教授兼副院長、許士宦教授、王能君副教授、徐婉寧副教授、黃詩純副教授、陳瑋佑助理教

授，以及協助口譯的蕭丞晏研究生。 

今年學術研討會之主題為台灣與日本的民事訴訟法議題，由早稻田大學教授們分別就民事

訴訟法、企業重整更生制度以及民事執行制度發表報告。本院教授則擔任評論人，分享台灣法

制的經驗與比較。 

研討會開場由沈副院長與松村教授致詞，兩位教授對於兩院擁有密切情誼均感到慶幸，並

希望這樣的合作模式能繼續進行。首場報告由松村教授針對日本民事訴訟法 1996年大修正後，

20 年來施行的狀況與問題點進行分析討論，採取較為批判性的態度檢討了日本民事訴訟程序

中，裁判迅速性與審理集中化的相關議題。評論人陳教授亦分享台灣民事訴訟法中爭點整理、

闡明義務等加強法院審理效率的制度，同時分享台灣民事訴訟利用的現況以及未來的律師強制

代理制度。會中，台日雙方參與者也就法學教育中「爭點整理」技巧的養成進行意見交流，盼

能將彼此經驗化為促進法學人才培育的養分。 

第二場研討會由山本教授就日本 1999 年民事再生法制定以及 2002 年公司更生法修正後施

行的狀況與問題進行報告。台灣與日本相同，均有諸多公司或個人面臨債務清理的問題，本場

研討會中雙方進行詳盡的意見交換。其中山本教授對於台灣和日本一樣在 1990年代研擬破產法

修正草案，欲處理債務清理問題，但至今日本已經開始檢討法案施行成效，台灣卻仍只有草案

未立法通過的狀況感到好奇。許教授就我國破產法修正遇到的困難加以說明，並期許台灣早日

建立更完善的企業債務清理制度。 

最後的場次由內田教授報告日本民事執行制度的變遷與現今之動向，內田教授在報告中對

不動產拍賣、債務人財產開示、間接強制等重要執行措施進行介紹，並與台灣相關法制進行比

較，回應沈教授的評論意見。本場次中台日雙方對於假扣押聲請中的債務人財產開示制度發表

不同意見，在討論中梳理並釐清台日假扣押聲請的制度差異。整場研討會討論氣氛融洽，議題

涵蓋層面廣，對於台日雙方的民事訴訟法學發展均有助益。研討會最後由本院曾宛如院長代表

本院致贈謝禮，並期待來年早稻田大學與台灣大學能繼續進行如此成功的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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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中文大學研討會 

本院姊妹院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於 11 月 22 日與 11 月 23 日與本院合辦學術研討會。港

中大由院長 Christopher Gane 教授帶領，與 Bryan Mercurio 教授、李治安副教授、曾勁峰助理教

授、Rehan Abeyratne 助理教授、Samuli Seppäne 助理教授、苗苗助理教授以及 Angela Daly 助理

教授共八人來台，本院則有院長曾宛如教授、副院長沈冠伶教授、黃銘傑教授、孫迺翊教授、

李素華副教授、陳韻如助理教授、楊岳平助理教授、蘇凱平助理教授共襄盛舉。此研討會針對

商法、刑法、公法、智財法與基礎法學等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 

開幕式由本院曾院長與港中大 Gane 院長先後致詞，兩位院長對兩院一直以來緊密的情誼與

合作關係表達感謝，並希望兩院能持續共同舉辦這樣難得的學術研討會。第一個場次是智財法

與商法的部分，首先由港中大李治安副教授與曾勁峰助理教授共同報告「Unfriendly Choice of 

Law in FRAND」內容主要為與電子產品與通訊技術相關之國際條約議題，並涉及不同國家法律

管轄的抉擇問題。之後由本院楊岳平助理教授報告「Beyond the Fiduciary Duty of Robo-Advisors: 

An Enforcement Perspective」，探討近年漸漸崛起的機器人理財問題，並從台灣現狀談到相關管

制策略。 

第二場次則是公法與基礎法學相關議題。首先由港中大 Rehan Abeyratne 助理教授報告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in India」，分析印度的司法權與

立法權間權力分立的爭議狀況。之後由本院孫迺翊教授報告「On the Road to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針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在台施行狀況，以及台灣

相關法規制度進行介紹。第三位則是本院陳韻如教授，報告「Paradoxes of the National Family Law 

in East Asia: Taiwan as the Nexus」，從台灣法律繼受德國與日本法的脈絡出發，進而談到民法家

族法的在地性與獨特性。本場次最後一位報告者為港中大 Samuli Seppäne 助理教授，題目為

「Anti-formalism and the Preordained Birth of Chinese Jurisprudence」，探討中國形式主義、法律形

式主義、法條主義之間的差別與未來趨勢。除了上述精彩的報告，與會者們也針對報告的內容

相互呼應或評論，第一天的議程就在熱烈的討論氛圍中結束。 

第三場次為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首先由港中大 Bryan Mercurio 教授開始，報告「Plain 

Packaging and Brand Restrictions: The Convergence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討論香菸與甜食等包裝的管制規定與智財法間的關係。接著則是港中大 Angela Daly 助

理教授報告「Another Dimension of IP: 3D Print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utures」，分享其為英

國智財署進行研究之結果，分析身為最新技術的 3D 列印中，3D 列印設計圖檔案提供者、3D 列

印器材提供者與 3D 列印使用者間法律關係與智慧財產議題。最後是本院李素華副教授報告「IP 

Prot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and Drug Approval-Patent Linkage Mechanism: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in Asia」，分享藥事的智財保護與專利連結機制，並分析亞洲數國現行法與修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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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趨勢。 

最後一場次為刑法議題，第一位報告者為港中大苗苗助理教授，題目為「Regulating the 

Platform Economy with the Criminal Law in China」，分享近年中國的共乘或 P2P 借貸平台運作狀

況，並從刑事處罰的案例分享管制策略。接著由本院蘇凱平助理教授報告「Judicial-Decision 

Making and Criminal Evidence Law:  

Using Empirical and Analytical Approaches」，利用案例與數據介紹與刑事證據相關之法律分析方

法。本日研討會也在熱烈的提問與討論氛圍中畫下完美句點，經過兩個半天密集而充實的研討

會後，兩院未來將繼續保持緊密友好的學術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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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荷蘭拉德柏德大學、香港大學、臺灣大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本院與姊妹校荷蘭拉德柏德大學及香港大學於 11 月 26 日共同舉辦三校聯合學術研討會。

拉德柏德大學有院長 Piet Hein van Kempen 教授、Johan van de Gronden 教授與 Paul Bovend'Eer

教授出席；香港大學有院長 Michael Hor 教授與副院長傅華伶教授出席；本院則有院長曾宛如教

授、副院長沈冠伶教授、陳聰富教授、莊世同教授、王皇玉教授、蘇慧婕助理教授、楊岳平助

理教授與蘇凱平助理教授出席。本研討會為期一日，主題係「Legal Integrity Safeguards for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Officials」，旨在探討各領域中的廉正或反腐敗問題。且本研討會做為未來

三校以及本院另一姊妹校加州柏克萊大學共同出版學術論文集的重要交流平台。 

研討會首先由三院院長致詞，三位院長對今天這場難得的三校共同研討會感到期待與開

心，也對未來三校持續的學術合作有信心，並樂觀其成。研討會首先由拉德柏德大學 Piet Hein van 

Kempen 教授報告「Systemic Integrity Violations Under Transnational Anti-Corruption Treaties: 

Overuse and Underuse of Criminal Law」，談到歐盟規則與國際條約中對「廉正」(Integrity)一詞的

定義與規定，並提出相關建議。接著是香港大學 Michael Hor 教授報告「Anti-Corruption and The 

Singaporean Experience」，透過新加坡法的規定與實際案例探討新加坡法治處理反貪腐的現狀與

未來發展。第三位報告者是本院蘇凱平助理教授，題目為「Corrup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n 

Evidence Law Approach」，從證據法的角度切入，探討與反貪腐有關之案件。本場次與談人本院

王皇玉教授分享了台灣刑事案件中與貪腐事件相關的許多統計數據，並與報告者討論。 

第二場次先由拉德柏德大學 Johan van de Gronden 教授報告，題目為「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and Granting Exclusive Rights to Enterprises Under EU Law」，分享在歐盟法制及歐洲

市場架構下排他性權利相關議題。之後由本院楊岳平助理教授報告「The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gainst State-Owned Banks in Taiwan」，針對台灣國有銀行的現況、管制架構以及相關管理措施

進行分析與建議。本場次與談人為本院陳聰富教授，陳教授針對報告之內容進行深入的探討，

提出疑問與建議。本場次結束之後，與會者一同在本院享用台灣特色料理，並參觀本院圖書館

等教學研究設施。 

下午的第三場次由拉德柏德大學 Paul Bovend'Eer 教授開始，報告題目為「Public Office and 

Public Trust: Standards of conduct in Parliament」，分析國會成員可能出現的不正當行為以及可採

取的防治措施與對策。接下來為香港大學傅華伶教授報告「The Chinese Supervision 

Commission」，介紹中國防治貪腐的機構、相關制度的流變及未來發展趨勢。最後由本院蘇慧婕

助理教授報告，題目為「Free Speech, Legal Integr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State Neutrality」，探討言

論自由、政治性言論以及針對政治言論的管制措施與其適當性。本場次評論人莊世同教授分別

提出問題與三位報告人，提供充實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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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討會後，與會者一同討論未來學術合作計畫，可能會共同出版並持續召開聯合學術會

議。本次研討會不僅展現了本院與姊妹校之間深厚的情誼與緊密的關係，更為未來相關的學術

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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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作法 

 

(1) 延聘世界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姐妹簽約院所之法學教授來院擔任英日語課程客座教授； 

(2) 與頂尖院系所簽署雙聯學位，提供學生異地學習機會。 

(3) 連結 3所以上姐妹校，持續異地輪流舉辦跨校法學學術研討會議。 

 

 

 

 

三、亮點特色 

 
本院之主要亮點為增加英語課程及精進專業課程，以達到國際化及專業課程之深化。尤其

近三年來，每學期延聘約 10-14 位世界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姐妹簽約院所之法學教授來院客座，

以密集授課方式，提供全英語授課，並講授最新之各國法制發展動向，頗受學生好評，不僅能

深化本院師生之國際交流，。並能提升國際交換生前來本院學習之意願。 

 

本院之次要亮點為與國際著名大學簽署雙聯學位及國際交換生合約，透過學生出國交換與

就讀雙學位機會，既可掌握國際發展，增加國際移動能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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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績效指標執行情形 

 

 

高 教 深

耕計畫 

推 動 面

向 

項目 

 

學院自訂指標 

量 / 質 化

績效指標 
具體衡量方式 

106 年
現況值 

107 年
原定目
標值 

107 年
達成值 

108 年擬修
訂目標值 

本報告參考

頁數或附件

編號 

105-

2 

106-

1 

106-

2 

107-

1 

106-

2 

107-

1 
107-2 108-1  

專 業 課

程精進 

精進專

業課程 

延聘國外

學者來院

擔任客座

教授 

客座教授人數 11 10 11 13 10 14 14 13 41 

提升本

院國際

發展 

 

積極籌設

國際名校

與本院之

雙(多)聯

學位 

雙（多）聯學

位學校數 
10 11 11 12 29 

積極洽談

國際名校

法律系所

與本院簽

署各學制

雙(多)聯

學位 

雙（多）聯學

位簽署系 /所

數 

12 13 13 14 29 

積極增加

學生交換

合約之簽

定 

交換學生合約 

簽署系/所數 
83 86 86 89 29 

提升學

生國際

競爭力 

 

鼓勵本院

學生就讀

雙(多)聯

學位 

學生人數 

(學年度) 
0 2 3 3 3 3 3 3 29 

鼓勵本院

學生出國

交換 

學生人數 

(學年度) 
31 22 33 24 23 33 29 29 29 

積極吸引

姐妹校學

生來院交

換 

學生人數 

(學年度) 
34 31 38 35 25 43 29 47 29 

專 業 課

程 

英語化 

增加英

語課程 

增加全英

語授課 

課程 

課程數量 12 14 14 16 13 16 15 1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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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經費配置及執行情形 

 
 

 

 

 

 

伍、對未來推動的檢討與建議 

 
本院延聘全球知名大學、研究機構來院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不僅可吸引國際學生、姐妹

校交換生、訪問研究生來台就讀意願，亦可提升本院學生國際競爭力，擴增學生視野、提供學

生在台大校園，即可接觸國際法學大師受教的機會，也促使本院教授與世界學者切磋討論。 

     

    法律學院之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已飽和，難能再支援全英語課程。且基於學術自由及教學自

由，本院尊重各教師之研究方向及開設全英語課程之意願。為因應全英語授課，本院採取延聘

客座教授之方式，尤其近三年來，每學期延聘約 10-14 位世界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姐妹簽約院

所之法學教授來院客座，以密集授課方式，提供全英語授課，並講授最新之各國法制發展動向，

頗受學生好評。 

     

    法律學院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不僅限於研究所（碩博士班），亦有若干課程提供給大學

部同學修習。但由於客座教授來台期間有限，大多為十天至二週，且為避免密集課程影響常規

課程之安排，不得不安排於夜間授課，且有時來台期間相同，以致於一學期中有二至三門課程

有授課期間部分重疊之情形，以致於學生難能同時修習客座教授所開設之課程。 

 
為滿足修課需求，聘任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輔導學生學習，及協助外籍客座教授生活上所

需。由於客座教授之聘任，亦增多行政事務，而有增聘國際交流專責行政人員之必要。然計畫補

助之經費不足以支應所有外籍客座教授來臺英語授課費用，本院仍需以募款、自籌款方式推動客

座教授來院授課計畫。 

 

 

 

 

 

 

 

全 

院 

計 

畫 

總 

經 

費 

經費項目 核定數 實支數 執行率 

經常門 

人事費 1,198,000 1,197,694 

99% 國外差旅費 135,800 129,485 

業務費及其他 2,696,200 2,668,128 

資本門 
設備費 0 0 

 
圖書費 0 0 

總計 4,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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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列表  

1. 國外學者係指非本國籍之外國學術教育人士來臺交換（包含短期交換及長期交換）或交流訪問期間，所共同開授之課程

數（含實體課程、遠距教學、線上數位學習、MOOCs 等課程），例如獨授、合授、課堂講演、專題演講等。 

2. 請各學院以文字補充說明「與國外學者共同開授課程」之認列方式。 

 

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

生數 

國外學者參與

情形:獨授/合授/

課堂講演/專題

演講/其他(請說

明) 

105-2 台大法律學院 LAW3360 

A01E39100 
英美契約法 

Law of Contracts 

實體 林仁光 

JEN GUANG LIN 

 台大法律學院 LAW7145 

A21 M5350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 

Seminar : Selected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Ⅰ) 

實體 
羅昌發 

CHANGFA LO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05 

A21EM0760 
信託法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on 

Law Trust 

實體 
 

思沃德林 

William Swadling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06 

A21 M1500 

德國憲法導論 

Introduction to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實體 
 

古博諾 

Hanno Kube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08 

A21 M1800 英美侵權法 

Anglo-American Tort Law 

實體 

 

羅伯特艾克曼 

Robert M. 

Ackerman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07 

A21 M3150 

美國與國際法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實體 
 

古舉倫 

Julian Gei-Lun Ku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80 

A21 U4290 亞洲金融法 

Financial Regulations in Asia 

實體 

 

陳肇鴻 

Christopher Chen 

Chao-Hung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070 

A21 U1290 

美國憲法專題 

Seminar on American 

實體 
 查理斯華頓 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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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

生數 

國外學者參與

情形:獨授/合授/

課堂講演/專題

演講/其他(請說

明) 

Constitutional Law Charles Wharton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12 

A21 U4420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UK and EU Company Law 

實體 
 

李震海 

JOSEPH LEE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47 

A21 U5100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Media Law, New Technology,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實體 

 
查理斯華頓 

Charles Wharton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48 

A21 U5110 
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法 

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Rights 

Law 

實體 

 
查理斯華頓 

Charles Wharton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58 

A21 U5120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ontract Law 

實體 

 

陳明渝 

Mindy 

CHEN-WISHART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09 

A21 M6530 

日本法專題研究一 

Seminar on Japanese Law (Ⅰ) 

實體 
 

鎌野邦樹 

Kuniki Kamano 
獨授 

106-1 台大法律學院 LAW5139 

A21 U4330 

WTO 法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實體 

林彩瑜  

 台大法律學院 LAW5615 

A21 U5370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

論一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Ⅰ) 

實體 

林彩瑜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4 

A21 M5160 

臺灣商法導論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Commercial Law 

實體 

楊岳平 

 台大法律學院 LAW7145/A21 

M5350 

LAW7146/A21 

M5360 

LAW7148/A21 

M5380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二、四 

Seminar : Selected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Ⅰ) 

(Ⅱ) 

 

實體 

羅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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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

生數 

國外學者參與

情形:獨授/合授/

課堂講演/專題

演講/其他(請說

明)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8 

A21 M7890 

調解實務演習 

Mediation Clinic 

實體 
華志強 

Shawn Watts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3 

A21 M7390 

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業 

Judicial proces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films 

實體 
馬雅理 

Laurent Mayali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2 

A21 M7430 
全球商事契約法 

Global Commercial Contract 

Law 

實體 
馮士方 

Stefan Vogenauer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4 

A21 M7470 
國際脈絡下之歐盟經濟法 

European Union Economic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實體 
諾福克 

Artur Nowak-Far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1 

A21 M7800 

法律經濟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實體 陳建霖 

Jian Lin Chen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080 

A21 M7830 

歐盟中私法與國際私法間之調

和 

Harmonization of Private Law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EU 

實體 
艾斯普卡羅 

Carlos Esplugues 

Mota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7 

A21 M7840 

國際公司法：理論與案例分析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Law: 

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 

實體 
柯霖 

Colin Hawes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9 

A21 M7900 

律師於全球資本市場中之定位 

Introduction for Lawyers to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s 

實體 
葛里察 

Richard Grove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58 

A21 U5120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ontract Law 

實體 陳明渝 

Mindy 

Chen-Wishart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0 

A21 M7990  
全球化與法治議題的比較分析 

Globaliz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omparative Analysis  

 

實體 

 郭銘松 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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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

生數 

國外學者參與

情形:獨授/合授/

課堂講演/專題

演講/其他(請說

明) 

106-2 台大法律學院 LAW3360 

A01 39100 

英美契約法 

German and EU Media Law 

實體 
林仁光 

 
 

 台大法律學院 
LAW2120 

A01 29100 

英美法導論 

Introduction to Anglo-american 

Law 

實體 

張文貞 
 

7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45 

A21 M2330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一 

Seminar on WTO Law and 

Practice (Ⅰ) 

實體 

林彩瑜 
 

18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46 

A21 M2340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二 

Seminar on WTO Law and 

Practice (Ⅱ) 

實體 

林彩瑜 
 

18   

 台大法律學院 

LAW5615 

A21 U5370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

論一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Ⅰ) 

實體 

林彩瑜 

 

17   

 台大法律學院 

LAW5616 

A21 U5380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

論二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Ⅱ) 

實體 

林彩瑜 

 

2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0 

A21 M6540 

歐洲刑事法導論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riminal Law 

實體 

 
洛馬克 

Mark Zoller 
9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514 

A21 M4650 

中國與東亞法律的經濟發展 

SEARCH FOR CHINA 

MODEL: LAW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AST ASIA 

實體 

 陳維曾 30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280 

A21 U4290 

亞洲金融法 

Financial Regulations in Asia

實體 
 陳肇鴻 28  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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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

生數 

國外學者參與

情形:獨授/合授/

課堂講演/專題

演講/其他(請說

明) 

 台大法律學院 
LAW7508 

A21 M4100 

歐盟私法 

Private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實體 

 
莫菲力 

Felix Maultzsch 
21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510 

A21 M4410 

日本民事訴訟法的重要問題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Japanese law of civil procedure 

實體 

 
本間靖規 

Yasunori Honma 
5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511 

A21 M4420 

法律人類學 

Legal Anthropology 

實體 
 

費雪若 

Sara Friedman 
13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2 

A21 M4520 

比較公司法 

Comparative company law 

實體 
 

蕭大衛 

David C. Donald 
22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512 

A21 M4530 

德國與歐盟媒體法 

German and EU Media Law 

實體 

 
杜函海 

Hans-Heinrich 

Joachim Trute 
22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11 

A21 M7440 

日本法制史 

Japanese Legal History 

實體 
 

淺古弘 

Asako Hiroshi 
21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509 

A21 M4400 

日本刑法學導論 

Criminal Law in Japa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Law 

實體  
高山佳奈子 

Takayama Kanako 
15 人 獨授 

107-1 台大法律學院 LAW5139 

A21 U4330 
WTO 法 實體 林彩瑜 

 55 人  

 台大法律學院 LAW5615 

A21 U5370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

論一 
實體 林彩瑜 

 37 人  

 台大法律學院 LAW5616 

A21 U5380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

論二 
實體 林彩瑜 

 4 人  

 台大法律學院 LAW5426 

A21 M9340 
日本債權法修正 實體  

大村敦志 

Omura Atsushi 
12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71 

A21 M9490 
日本身分法修正 實體  

大村敦志 

Omura Atsushi 
15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353 

A21 M9420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究 實體  

林耕暉 

James Lin 
23 人 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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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開課單位 課號 課名 

課程形式:

實體/線上/

遠距

/MOOCs 等 

授課教師 國外學者 
修課學

生數 

國外學者參與

情形:獨授/合授/

課堂講演/專題

演講/其他(請說

明)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3 

A21 M7390 
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業 實體  

馬雅理 

Laurent Mayali 
28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7621 

A21 M7800 
法律經濟分析 實體  

陳建霖 

Jianlin Chen 
19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427 

A21 M9500 
美國集體訴訟法專題 實體  

柯諾夫 

Robert Klonoff 
22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428 

A21 M9510 
亞洲契約法議題 實體 

陳明渝 

Mindy 

Chen-Wishart  

52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424 

A21 M9330 
近代歐洲憲法歷史 實體 

席堂司 

Thomas Simon 
14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423 

A21 M9320 
國際比較契約法 實體 

畢修吾 

Hugh Beale 
19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422 

A21 M9250 
法律、歷史與文化 實體 

吳海傑 

Michael Ng 
16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99 

A21 M9240 
比較證券交易法 實體 

蔣翰 

Hans Tjio 
13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98 

A21 M9230 

民法經濟分析：以德國最高法

院見解為例 
實體 

蕭喬本 

Johannes-Bernhard 

Schäfer 

10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97 

A21 M8990 
跨國訴訟 實體 

何思本 

Burkhard Hess 
21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96 

A21 M8650 
比較公司法 實體  

葛特廷 

Martin Gelter 
15 人 獨授 

 台大法律學院 LAW5369 

A21 M5300 
比特幣時代下的金融規範 實體 

阮春草 

Xuan-Thao Nguyen 
30 人 獨授 

 



47 

 

台大 90 國際學者講座系列 
系

列 
日期 講者及學校 講題 

1 2018-3-12 Prof. Mark A Zoller (德國特里爾大學) The European Investigation Order from a German Perspective 

2 2018-3-14 Prof. Felix Maultzsch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 Private Law in the EU and the Idea of Regulatory Competition 

3 2018-3-17 高山佳奈子教授(日本京都大學) 日本における私事への刑事的介入の拡大 

4 2018-3-20 本間靖規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 家事債務の強制執行ー子の引渡しと面会交流を中心に 

5 2018-4-19 Prof. Sara Friedman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Lunch Talk with Sara Friedman 

6 2018-4-24 Prof. Benjamin Liebman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Mass Digitization of Chinese Court Decisions: How to Use Text 

as Data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aw 

7 2018-5-8 Prof. Mark Wu (美國哈佛大學) Rising U.S. – China Trade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ia-Pacific 

8 2018-5-10 Prof. Ian Ayres (美國耶魯大學) Primer on Default and Alter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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