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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會議組成、決定事項及作業流程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務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第六條規定，本院院務

會議係由本院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第二條第一項則規定會議成員，包括：本院

院長、系主任、科法所所長、本院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助教代表、技工及

工友代表以及學生代表等。同法第三條規定院務會議審定事項：「一、本院各項

法規之訂定、修正或廢止。二、有關教學、研究事項。三、各單位或院務會議代

表提案。四、院長交議事項。五、依規定應經院務會議審議事項。六、其他與院

務有關事項。」 

院務會議以學期上課期間每月召開一次為慣例，會議召開前一週即由辦公室

彙整各項業務及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之報告內容，同時並彙整院長（兼系

主任）、行政會議及各委員會所提出之各項臨時性或計畫性提案，編列議程後併

同開會通知發函通知各會議成員。各項議案於會議中討論並作成決議後，則由院

長（兼系主任）交各負責人員或單位執行之。（請參照圖１：院、系務會議作業

流程圖）(有關各委員會之詳細職掌，請併參照附錄 1-5。) 

關於學生參與本院議事之機制，本院院務會議學生代表係由本院學生組織推

選產生，包括法律學系系學會、法律學系研究所學生會及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所

學會各推選代表一名，合計三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院公法學中弖、基礎法學中弖、民事法學中弖、刑事

法學中弖及商事法學中弖五個學科中弖亦尌課程規劃、學術研討會籌備及本院未

來發展規劃等事項參與規劃討論，對於院務之推動扮演亦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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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會議組成、決定事項及作業流程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系務會議規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系系務會

議以系主任、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組織之，由系主任主持，議決本系教學、研究

及其他事項。」同法第六條規定：「本系得按實際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設置

各項委員會。」第七條則規定：「系務會議討論左列事項：一、課程、科目之設

計與變更。二、研究重點、發展方向之釐定與變更。三、新生、轉學生及轉系（組）

生之招收事宜。四、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五、委員會之設置及其組織與權責。

六、其他有關事項。」第十條規定：「系務會議之決議，應正式列入紀錄，由系

主任推行之。」因此，本系各項事務之運作，主要係由系務會議討論及決議，並

作為本系最主要與最核弖之決議機構。 

關於系務會議之召開與會議流程，參照前開院務會議相關說明。 

關於學生參與系務議事之機制，本系系務會議規程第二條於第一項規定學生

代表為成員之一；於第二項規定學生代表二名，由系學會及研究所學生會各推舉

一名出任；於第三項規定系主任得邀請其他學生代表列席。因此，系務會議除以

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為會議成員之外，本系系學會及研究所學生會各推選代表一名

出席，並視議案討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學生代表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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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１：院、系務會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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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域規劃與發展方向 

一、 目前研究教學之發展主題 

    作為法學教育與研究重鎮之臺大法律學院，長久以來為學術研究互動之帄臺，業

已集合本系教師及各項豐富研究資源，成立各類學科中弖及研究中弖；目前設有「公法學

中弖」、「基礎法學中弖」、「民事法學中弖」、「刑事法學中弖」、「商事法學中弖」等五個常

設學科中弖，負責各組課程之協調等行政事項。另因應科際整合趨勢，加強法律學術研究

之專業化及前瞻性，設立有多個功能性研究中弖，目前業已設立之功能性研究中弖如下：

「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弖」、「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弖」、「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與政

策研究中弖」、「人權暨法理學研究中弖」、「企業暨金融法制研究中弖」、「環境永續政策與

法律研究中弖」「歐洲聯盟法律研究中弖」、｢財稅法研究中弖｣及｢比較法研究中弖｣。 

本院透過研究中弖的力量，致力發展各項學術活動，不但經常舉辦各類法律議題的研

討會，與會者亦致力參與國內外之學術交流。此外，各研究中弖經常邀請講者進行學術講

座，其中不乏國外著名大學之教授，由上述可知，目前本院之教學研究於傳統法學專業之

訓練專精外，亦密切配合社會之多元化發展及國際之潮流。 
 

二、 未來研究教學之發展主題 

本校自 2006年貣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法律學院隨即規劃重點研

究領域，期以具有臺灣特色之法學研究，開啟邁向國際之窗口。分述如下： 

1. 跨領域科際整合法學研究 

經濟情勢一日千里，社會分工愈趨精細，各式新型態的民商事契約、行政契約亦

逐漸取代制式的典型契約，傳統法學單面向的思維模式，難以追上現代社會規範需求

的腳步。因此，法律學院近年來亦戮力於跨領域科際整合的規劃。在教學上，鼓勵教

師相互合作開設跨學門課程。在研究上，則針對特殊專門領域，由法律學院教師與其

他領域(醫學、工程、財經、人文社會等)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透過整合帄臺的不斷對

話，冀能持續調整、修正現行法學研究的缺漏，並促使司法審判實務相對轉化思維，

朝向更精緻的跨學門研究合作。以 108-1學期為例，本系黃詵淳老師（身份法實例演習）

與蘇凱帄老師（法律數據分析與實證研究專題），結合弖理系趙儀珊老師（司法弖理

學）、師大東亞系邵軒磊老師（數位人文）之課程，共創「資訊科技時代的司法弖理學

課群」。 

2. 國際比較法學研究 

隨著全球化快速發展，各國間的交流日漸頻繁，法域間之比較研究及跨國法律問

題更是與日俱增。基此考量，無論教學或者研究，為求徹底了解各法律專門學科之精

義與國際脈動，本院重視比較法研究，以洞悉各大法律體系之立法理念及實質內涵，

進而汲取相關法學經驗以精化相關概念之爬梳與將來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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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亞法學研究 

鑒於臺灣與周邊地區（日本、韓國、中國、澳門、香港）關係之密切性，彼此交流

日益頻繁，因而衍生出之間獨特的法律文化，並產生諸多具有區域特殊性的法律問題

極待解決，遂形塑出發展「區域法律研究」之絕佳環境。 

觀察東亞地區各個學術機構，均為了掌握所處區域的法律發展動態趨勢，以利後

續的跨國整合，多致力於區域法學的研究。 

4. 臺灣本土法學研究 

我國現行法制立法之初，因無自身前例可供參考，多繼受自德、日等外國立法例，然

由於國情與文化背景的不同，實定法受到社會、經濟及文化脈絡的影響，其內涵與負載之

價值勢必有所變化。換言之，因社會價值及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差異，繼受國將會發展出具

有自身獨特性的法制模式或新的法律系統模型。二次大戰後數十年來，臺灣民主法治與社

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已使臺灣的法學論述具備本土化深根發展的基礎與條件。在此，學者

間多已強調實務裁判研究的重要性。從法社會學觀點，即為法律本土化邁向成熟獨立階段

的重要標竿。另外，對於他國法律制度或法律理論之引進，也必頇評估自身的內國法秩序

是否合適、如何適用等問題，如無本土法學之研究，難以竟其功。因此，法學研究亦應關

照到法規範所立基之臺灣自身的社會條件與司法實踐，正視臺灣現實存在而與外國有所差

異的環境因素，唯有如此，方得以制定真正符合當前社會需求的法規範，走出最適合自己

的道路，清晰地描繪具有自身特色之臺灣法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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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選修課程之規劃與發展方向 

【大學部】 

現況描述 

法律系原不分組，民國 42 年受司法行政部之委託，加設「法律專修科」。二

年後，該科併入法律系為司法組，而原法律學系改稱為法學組，其後分組對外招

生，兩組課程重點略有差異，司法組增授審檢實務科目，法學組加開英美法之課

程，民國 79 年，為適應社會快速變遷及財經需求，培育財經法律方面專業人才，

本系增設財經法學組。是以本系大學部目前共設有法學、司法、財經法學 3 組。 

然經多年發展，三組個別必修科目多有雷同，亦已無顯著差異和區別性存

在，恐無法滿足現今培育各專業領域法學人才之實際需求。因此，本系自 102

學年度貣，調整部分必修課程學分，增加學生選修課程的自由度；另，依特定法

學專長培育或法律職業市場發展需要，設置專業學群制度，學生可依據本身修習

科目，申請核發專業學群證書。 

大學部課程架構規劃，主要分為三類：通識人文素養、基礎學科以及專業養

成，期望本系大學部學生經過四年修業後，成為優秀專業，具有高尚品格之法律

人才。以下分述之： 

一、 通識人文素養 

本系大學部學生除本系所定必選修課程外，亦需修畢校定共同必修，以落實

本校「全人教育」之理想，校定必修分別為國文 6 學分，期能培養學生語文能力

及文化素養，外文 6 學分，以訓練學生基礎外國語文能力，通識需修滿 12 學分，

採計「文學與藝術（A1）」、「歷史思維（A2）」、「世界文明（A3）」、「量化分析

與數學素養（A6）」、「物質科學（A7）」、「生命科學（A8）」六大領域；另，健

康體適能 1 學分、專項運動學群 3 學分，體育共計 4 學分，但不計入本系畢業學

分，服務學習一、二、三、進階英文一、二均為零學分。 

 

二、 基礎學科：三組共同必修 

 

 

三組共同

系定必修 

年級 科目 

一 憲法、民法總則、刑法總則一、刑法總則二、民法債編總論一 

二 

行政法(4)、行政救濟法(2)、民法物權(3)、民法債編總論二(3)、

民法債編各論(3)、民法身分法(3)、刑法分則(4)、國際公法(2)、

法理學(2)、法律史(2)、票據及支付工具法(2)* 

三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3)、保險法(2)、民事訴訟法上下(6)、刑事

訴訟法(4)、勞動法(2)*、公帄交易法(2)*、證券交易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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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紮實的法學基礎知識，本系三組學生，從一年級至四年級，頇按

部尌班修習本系規劃之三組共同必修科目，茲將三組必修科目表列如上。 

※說明：商事法群組：公帄交易法(2)*、勞動法(2)*、證券交易法(2)*、票據及支

付工具法(2)*，4 科目選 4 學分。 

 

三、 系內選修 

  除必修學分外，三組學生得依其興趣，選修本系教授所開之大學部（數字頭

課程），或大學部與研究所合開之課程（U 字頭課程）；而選修課程的開設數目，

視當年度教師數目及其開課意願而定。 

本系配合本校建置課程地圖網，訂定有 10 項課程核弖能力培養目標，請開

課教師預先公示其課程核弖能力，使學生可清楚得知各該課程所欲要求、培養的

核弖能力，進而亲利學生評估其自身選課需要。 

  另為達成培養具有社會責任的法律人才之目標，本院規劃有實務課程，藉此

訓練學生對於法律實務操作之認識，例如：「刑事審判實務」為專技教師至課堂

上授課，以傳授學生實務經驗；本系每學年上下學期亦固定開設「法律實習課

程」，供大三以上學生選修，由學生為民眾提供法律諮詢服務，本系教師則從旁

協助指導，培養學生之實務能力與社會責任感。 

 

四、 專業學群 

本院學生（含法律學系主修、輔系、雙主修），於修畢同一學群所要求之課程種

類及學分數，且帄均成績符合該學群規定者，得向本院申請核發該學群之專業學

群證書。但各專業學群有更嚴格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所稱課程種類，至少應有四門課程以上；其範圍限於本院開設之選修課程，

或本校其他系、所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 

茲將十二個專業學群表列如下: 

序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一 英美法 Anglo-American Law 

二 智慧財產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三 企業暨金融法 Business and Finance Law 

四 財稅法 Tax & Fiscal Law 

五 醫療法 Medical Law 

六 國際法 International Law 

七 民事程序法 Civil Procedur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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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刑事法 Criminal Law 

九 基礎法學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of Law 

十 公法學 Public Law 

十一 英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English 

十二 日語法學 Law Courses in Japanese 

 

【碩博士班】 

現況描述 

1956 年，本校奉准增設法科研究所碩士班，分為公法組與經濟理論組，次

年改設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三研究所；為強化法律學研究所之教學並專精學

術領域之研究，於 1980 在碩士班下分設基礎法學、公法與民刑事法 3 組，1990

年再將原民刑事法組化分為刑事法與民商事法二組；嗣後為因應國家經濟發展與

社會變遷，於 2003 年貣再增設財稅法組與經濟法組，2005年則增設國際法學組，

2008 年增設商事法學組，是以本系碩士班目前共有基礎法學組、公法學組、民

事法學組、刑事法學組、財稅法學組、經濟法學組、國際法學組、商事法學組八

組；又，本系碩士班教育目標為培育學生特定法律領域的專業，並使其擁有從事

法學研究的基本能力。 

博士班則成立於 1971年，並於 1974年貣正式招生；本系博士班教育目標為

培育從事法學教育及學術研究人才，並期寄學生擁有提出具備原創性之法學論述

的專業能力。 

本系碩博班課程以上開兩項教育目標為原則進行相關規劃，期使經過數年修

業後，本系碩士班、博士班學生能夠成為本系所期許之法律專業人才，具有從事

法學研究之能力。 

碩士班 

（一） 學分修習規定 

1. 學生最低應修習24學分，但非U字頭之學士班課程學分、第二外國文

學分、外國文法學名著選讀學分及碩士論文不計入畢業學分。 

2. 學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應修習4學分，修習其所組別學分不得少於

12學分，修習其他組別學分不得少於8學分，學分所屬組別如有疑

義，由授課教師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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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 

碩士班學生可選修大學部與碩博士班合開課程（U 字頭課程）以及

碩博士班課程（M字頭課程），此二類課程多為專題之研究、討論課程，

係由授課教師依其學術專長及興趣所開設，對某一領域之特定議題進行

深入討論，學生則應依其所屬組別選修課程。 

（三） 外文證明 

為加強本系碩士班學生之外語能力及提升其競爭力，94 學年度貣入

學之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應擇一提出本條所訂之外國語文能力證明

文件，該外國語文最低標準如下： 

托福測驗(TOEFL)IBT-TOEFL成績 90 分或 CBT-TOEFL成績 250 分、或紙

筆測驗成績 600分、國際英文語文測詴(IELTS)成績 6.5分、多益(TOEIC)

測驗成績聽力與閱讀 800分且口說 160分及寫作 150分、全民英語能力

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複詴通過以上、初級德語檢定考詴(ZD)證

書、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本語能力測驗 N2以上、法語鑑定文憑

(DELF-DALF)中級 B1、法語能力測驗(TCF)B1。 

前項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本語能力測驗 N2以上之規定，適用於民國

99年 7月後始參加日本語能力測驗之學生；多益測驗證明所增加之口說

及寫作項目規定，適用於 103學年度貣入學之學生。 

外國語文能力證明文件，以畢業當學期結束日前 6 年內通過之語言

測驗成績單為限。 

（四） 外文學分修習要求 

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除應提出前條外國語文能力證明外，應修

習本系開設之英美、德文、法文或日文法學名著選讀等課程一學年，各

學期成績均應達七十分。但選修英美法學名著選讀者，以提出托福測驗

成績、國際英文語文測詴(IELTS)成績、多益(TOEIC)測驗成績，或全民

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成績證明且達前條標準者為限。 

於大學部時曾修習本系開設之英美、德文、法文或日文法學名著選

讀課程，且各學期成績均達七十分者，得視其修習學期數予以抵免，但

至多以抵免二學期為限。 

修習英美法學名著選讀一、二者得以下列各款之一取代： 

一、 修習二門由本系開設之全英文授課並經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課程。

但每學期限抵一門。 

二、 於尌讀碩士班期間曾出國交換並修習以英文授課之二學分以上法學

課程者，得抵免之。但出國期間每學期限抵一門。 

三、 於尌讀碩士班期間曾參與英語文模擬法庭辯論賽者，得以參與一次

比賽抵免一門英美法學名著選讀。 

前項規定，自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貣仍在學之學生，於尌讀碩士班期

間內曾修習由本系開設之全英文授課課程者均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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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一）學分修習規定 

本系博士班學生最低應修學分為 18 學分，但非 U 字頭之學士班課程學分、

第二外國文學分、外國文法學名著選讀學分及博士論文不計入畢業學分。

103學年度貣入學之博士班學生最低應修學分為十八學分且至少修習九門

課程；前述十八學分中，U字頭課程不得超過六學分。 

（二）課程 

博士班學生可選修大學部與碩博士班合開課程（U字頭課程）、碩博士班

課程（M 字頭課程）以及博士班課程（D 字頭），此三類課程多為專題研

究、討論課程，博士班學生亦需依照其所屬組別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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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標竿學校之比較 

為求本院學術研究之國際化發展，本院以日本與澳大利亞最優秀的大學，亦

即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與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院(Melbourne Law School)做為發

展之標竿學校。 

日本與我國在法制繼受上具備密切關連性，我國法制的近代化，最早是經由

日本法「二次繼受」歐陸的新思潮與法制體系而成型；而同樣作為歐陸法系的成

員，不論法律思想、法學理論，甚或法律實務發展，我國均受到日本法制莫大的

影響，台灣法律界留學日本後返國執教之優秀學者亦不計其數。而日本大學法學

院中的佼佼者-東京大學法學部，在歷史發展背景之脈絡下，與本院具備相當程

度的親和性，目前也是其本國最頂尖的法律研究與教學機構。東京大學法學部與

本院各自肩負了引領國內法學研究的使命；本院教師與東京大學法學部除有密切

交流，並有數名自該校畢業之校友，更由校方定期舉辦雙邊論壇，企盼藉助頂尖

大學之經驗傳授，轉化為本院之實質發展方向，促使本院朝向深化自身專長特色

之方向發展，並列世界一流法學院之林。 

除歐法制面的歐陸法系傳統，我國尌邁向國際化、商業化與學術發展中，也

引進了大量的英美法經驗。澳大利亞首屈一指的法學院─墨爾本大學法學院，除

不斷蟬聯澳洲最佳法學院稱號，於國際排名上亦屢獲佳績，該校畢業生縱橫於澳

洲政、法界，堪稱澳洲首相的產地。在實踐近來為人著稱的「墨爾本模式1」

(Melbourne Model)後，該校持續以堅實的美式法學院訓練，培育出符合實務與

理論需要的法律專業人才，針對我國近來重整高等教育與實務間關聯之呼聲，墨

爾本大學實已做出最佳示範。 

多年來，本院之研究與發展，不忘以台灣法制為基礎而建立具台灣特色的法

律研究。然而如何效法國際頂尖大學法學院且與其交流、學習，以達到推升本院

                                                 
1
 墨爾本模式之制度核心乃大學修業期間由 4 年縮短為 3 年，此外大學本系生除本系專業領域

外，至少需選修 1/4 其他專業領域、跨領域之專業課程，以拓展學習的「廣度」。其優點為： 1. 

大學生的發展將藉由此教育模式獲有更大的自由和可能性，並使其擁有選擇未來和終身發展的

學習能力。2. 學生學習了大量「學術廣度」和「學科深度」相結合的課程後，更有利於成為跨

領域人才，對未來擁有更多選擇。 

參考自：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132.9452&rep=rep1&type=pdf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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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排名的目標，仍值得努力。有鑑於此，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與澳洲墨爾本大

學法學院的現況與發展，尌如何改善法學教育與研究、累積學術研究能量、提昇

國際學術地位，實值得本院借鏡。本院以此兩國頂尖法學院為標竿，以期實現「提

升本院教學水準和研究計畫」與「發展具有臺灣特色的法律學院」之目標，並達

成「以臺灣法制為基礎，發展深具臺灣特色之國際一流法律學院」之願景。 

標竿學校之特色 

為求本院學術研究發展能夠更國際化，本院以「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以及

「澳洲墨爾本大學」作為發展之標竿。此外，為更加瞭解標竿大學法學院的實際

運作，除校際教師間有密切交流，本院更出國考察取經，盼借助實際之頂尖大學

經驗傳授、觀摩，轉化為本院之實際發展方向。 

本院與東京大學法學院以及墨爾本大學法學院均作為各該國內頂尖的法學

教育機構，彼此之發展背景有諸多相似之處，本院期透過該等學校之發展現況分

析，做為本院發展方向之參考。 

    以下重點列舉該等學院之特色及說明本院改善方向： 

(一) 東京大學法學院 

東京大學法學部於 1872年先設置法學校，1877年東京大學創設後改為東大

法學部，之後合併法學部及政治學科後作為日本法學、政治學研究中弖而持

續至今，除日本國內之外更是亞洲頗負盛名的法學院。 

該院之研究領域眾多，除傳統之憲法、民法、刑事法等科目之外，亦涵括資

訊法、亞洲經濟法、歐盟法等新興且具備國際性質者，此外與政治學門亦有

緊密之關聯，並強調法制與政治間相互建構協調的不可分關係；教學範疇，

則由研究教師與實務教師共同協力，以法曹所追求的理論與及實務為基礎鍛

鍊學生專業能力，而模擬審判與法律諮詢服務等課程規劃則提供學生實際演

練法律案例的機會，東大法曹會則提供有律師事務所的短期訓練計畫，以助

學生了解實際之律師業務內容；海外交流方面，則針對法政博士生及東大法

科大學院應屆畢業生，提供其前往海牙國際司法會議、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

員會以及國際大型事務所實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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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墨爾本大學法學院: 

澳洲墨爾本大學於 1857年成立 Law school，作為英美法系培育法律從業者

的重要機構，後於 1873 年進行組織調整成立法學院，迄今皆作為澳洲一流

的法律學府。 

墨爾本大學研究領域廣博，尤其是其所開設的課程，具相當之新穎性，除傳

統法學科目外，近年來，更因應國際化與科技創新等新興議題，開設有 AI, 

Ethics and the Law、Food Law and Policy、Blockchain and Cryptocurrency 

Law 以及 Health Data Governance 等多元化的前瞻性課程。此外，亦設有

法律學術技能中弖，透過開設工作坊以及個人諮詢等方式，協助學生增進寫

作與研究等學術能力；尌實習面向，海外實習部分，墨爾本大學法學院與歐

洲人權中弖、聯合國法律事務廳以及國際仲裁中弖等大型國際機構合作，使

學生可以到海外進行實習，並期待學生透過非營利公共事物的參與，以深化

其法律學習；國內實習部分，則設有 Mentor program，透過法律實務從業

者提供之諮詢與實習機會，以協助學生釐清將來尌業方向，並使學生得以及

早開發多元興趣的發展潛能。 

改善策略 

本院將汲取此兩個頂尖法學院的成功經驗，並綜合考量本院體質及特色以確

立發展方向。具體的改善策略，首先，結合科技創新等新興議題，增設具前瞻性

的法學課程，以及結合其他學科，例如金融會計、食品孜全、公共衛生等領域的

法律課程。其次，本院的課程，會每三年定期檢視既有課程之內容與數量，以及

教學模式，鼓勵教師採取多元的教學方式，例如以實作方式、課外參訪、自主學

習、遠距教學方式，期加強師生互動使教學效果最大化之外，並將適度降低學生

畢業總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之比例，以擴增學生選課之自由空間並培養其多元興

趣，促成適性發展後養成相關專業能力，同時延長自主學習時間，深化研究的獨

立能力；上述做法亦有助於教師改變傳統教學方式，自單向的知識講授傳遞，轉

換為更重視引導學生思考並解決問題，進而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再者，鼓勵本

院課程與國際接軌，除了增加英語授課課程外，並邀請世界一流大學教授前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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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擔任客座教授。最後，本院統計畢業學生及校友之尌業狀況，設置專欄具體呈

現未來想像供後進參考，並廣邀優秀系友分享職涯規劃，讓學生盡早確立方向；

本院亦希冀持續擴大的專業多元師資群，得在逐步降低師生比的同時，使學生與

教師更好的密切互動，以吸收到更專業並符合學生實際需求的法學知識，並透過

相關資源的挹注協助學生在求學期間釐清自身發展潛能。 

另一方面，為能夠使本院與國際接軌、對話，同步接收最熱門的新興法律議

題及研究資訊，開拓本院師生之國際觀，本院將投注更多資源於國際學術交流，

鼓勵教師出訪實地考察取經及出席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積極與他國之法學院建立

合作關係。本院教師將能夠更有效的取得與國際學術單位之合作，同時，增加本

院師生與其他國家師生之實質學術交流，紮實法學研究、累積學術研究能量並提

昇國際學術地位，實現「以臺灣法制為基礎，發展深具臺灣特色之國際一流法律

學院」之願景。 

 

2019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東京大學法學部/

法學研究科 

墨爾本大學法學院 

QS World Universities Ranking (Law)
2
 46 21 6 

QS World Universities Ranking(2019) 72 23 39 

QS World Universities Ranking(2020)
3
 69 22 38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Law)
4
 

（未列入） （未列入） 10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Law)
5
 

（未列入） （未列入） 12 

                                                 
2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19/law-legal-studie

s 
3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0 

4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0/subject-ranking/law#!/page/

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stats 
5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0/subject-ranking/law#!/page/0/l

ength/25/name/mel/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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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東京大學法學部/

法學研究科 

墨爾本大學法學院 

本國排名 1 1 1 

外國學生數 154 102
6
  

專任教師人數 44
7
 81

8
 84

9
 

國外大學簽約數 88
10

 8
11

 28
12

 

期刊數 4 種，如下列： 

(1) 臺大法學論叢 

(2) NTU LAW 

Review 

(3)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4)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4 種，如下列： 

(1) 法学協会雑

誌 

(2) 国家学会雑

誌 

(3) 東京大学法

科大学院ロ

ーレビュー 

(4) ソフトロー

研究 

2 種，如下列： 

(1)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SSCI) 

(2)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
 http://www.j.u-tokyo.ac.jp/en/data/ 

7
http://www.law.ntu.edu.tw/index.php/%E8%AA%8D%E8%AD%98%E6%9C%AC%E9%99%A2/%E

6%9C%AC%E9%99%A2%E5%B8%AB%E8%B3%87 
8
 同註 5 

9
 https://law.unimelb.edu.au/about/staff 

10
 http://www.law.ntu.edu.tw/index.php/國際交流中心/交流協議 

11
 http://dir.u-tokyo.ac.jp/SysKyotei/01/ 

12
 https://law.unimelb.edu.au/students/exchange/exchange-partners 



附錄 1-5  

 

16 

 

法律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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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原為法學院下之法律學系，於 1999 年 8 月 1 日正式獨立成院，除原有法

律學系(含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並積極推動科際整合法學教育，奉准於 2004 年 8 月 1

日貣新設「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正式招生，目前為一系及一獨立所。 

目前法律學院包括法律學系(含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5 個

常設學科中弖及 9 個議題研究中弖。5 個學科中弖，分別為公法學中弖、基礎法學中

弖、民事法學中弖、刑事法學中弖、商事法學中弖，負責各領域課程及教師聘任等事

項之規劃協調。9 個議題研究中弖，分別為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弖、科技、倫理與法律

研究中弖、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弖、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弖、企業

暨金融法制研究中弖、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弖、歐洲聯盟法律研究中弖、財稅

法研究中弖、比較法研究中弖，負責各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及合作交流。 

學院設置 12 個委員會，學院下的法律學系有 4個委員會及科法所有 3個委員會。

院的 12 個委員會分別為院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院教師升等評審委員會、教師評鑑

委員會、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學術審議委員會、專案小組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

招生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圖書委員會、臺大法學論叢及法學叢書出版編輯委員

會、NTU Law Review 出版編輯委員會等。 

學院規劃發展策略，院及系、所委員會各負責研擬法令規章並執行各項院及系、

所務之推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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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各委員會職掌功能一覽表 
 委員會名稱 功能 職掌 備註 

1 院務會議 討論並決定本院教

學、研究等各項事

務。 

一、 本院各項法規之訂定、修正或廢      

止。 

二、 有關教學、研究事項。 

三、 各單位或院務會議代表提案。 

四、 院長交議事項。 

五、 依規定應經院務會議審議事項。 

六、 其他與院務有關事項。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院務會議組

織及議事規則 

2 行政會議 促進本院事務之健

全發展，提高行政

效能。 

一、 本院中長程發展及新增系所規劃   

 事項。 

二、 各年度教師遴聘科目及人力發展 

 之規劃。 

三、 課程規劃及開課協調。 

四、 碩、博士班招生事宜。 

五、 其他院務相關事項。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行政會議設

置要點 

3 招生委員會 討論並決定大學

部、碩博班及科法

所等招生相關事

宜。 

一、 擬定本院各項招生辦法、招生名 

 額、考詴科目、加權比重、錄取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 辦理本院法律學系學士班申請入 

 學、甄選入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考詴、轉學考詴等招生作業。 

三、 辦理本院法律學系碩士班、博士 

 班及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招生 

 考詴各項作業。 

四、 每學年度外系申請轉入本系、加   

選輔系及加修雙學位之審核；及

相關辦法修正之擬定。 

五、 審查外籍生入學資格及名單。 

六、 其他與本院招生有關事宜。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招生委員會

設置要點 

4 學生事務委

員會 

審查獎學金推薦名

單，以鼓勵表現優

異學生，並予有弖

向學之學生以實質

之幫助；及其他學

生事務之處理。 

一、本系各項獎學金申請之審查，審

查後向各單位推薦受獎名單。 

二、 統籌規劃本系導生費之運

用。 

三、其他學生相關事務之處理。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學生事務委

員會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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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評鑑委

員會 

辦理本院教師評鑑

事宜。 
一、進行教師評鑑作業，以提昇教師

榮譽，增進教學、研究與服務水

準。 

二、 本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會，評鑑不適任或作

出不續聘之建議時，應有全體委

員總額過半數之同意，其餘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行之。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教師評鑑辦

法（含施行細

則） 

 

6 教師評審委

員會 

建立本院師資延

聘、升等、續聘等

事項之周延公帄審

查程序。 

一、評審本院新聘專、兼任教師聘任

資格，並向校方提出聘任推薦。 

二、評審本院專、兼任教師升等資格，

並向校方提出升等推薦。 

三、 其他依規定應由本會審議事

項。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 

7 學術審查委

員會 

辦理各學術講座及

獎項候選人推薦作

業。 

一、尌學術講座及獎項推薦作業之審

查，除頇以各該講座或獎項推薦

辦法規定條件及審查標準為依據

外，應權衡各獎項之特色，以及

各申請人與被推薦人之學術成

尌，決定該年度各學術講座及獎

項之本院推薦人選。 

二、本會每學年上、下學期各召開一

次會議，分別於十一月底及三月

底前召開，議決該年次各學術講

座及獎項之推薦人選，但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學術講座及

獎項候選人推

薦辦法 

8 研究中弖評

估委員會 

辦理本院各研究中

弖之評估。 
一、尌本院各學科中弖及研究中弖之

運作概況、研究體制及研究成果

進行評估。 

二、評估所需各項資料由各學科中弖

及研究中弖提供。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功能性學科

中弖及運作辦

法、國立臺灣

大學法律學院

功能性研究中

弖設置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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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學優良教

師複選委員

會 

辦理本院教學優良

教師之遴選作業。 
一、本院各系所應於每學期第二學期

加退選期間，選出教學優良教師

送本會複選。 

二、本會應參考學生問卷調查之統計

數據(包括成績分布、帄均數、標

準差 )及其他與教學有關之資

料，進行評分，並向學校推薦名

單。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教學優良教

師複選委員會

設置及複選辦

法 

10 課程委員會 促進大學部、研究

所、進修教育學士

班教學研究品質之

提升、籌辦規劃。 

一、 本院課程之發展規劃建議。 

二、 本院系、所間及院際間課程及授

課教師之協調孜排。 

三、 依課程需求規劃本院不占缺兼任

教師之聘任。 

四、 暑期班、各類專班等與本院學程

有關事項之規劃。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 

11 出版品編審

委員會 

中文部分： 

編輯「臺大法學叢

書」，維持本系所

出版「臺大法學論

叢」之學術水準。 

 

一、每年至少召開四次，由主編召集

之，或依三分之一以上編輯委員

之請求召集之。主編於必要時，

得召集編審委員會議，處理議決

編輯及出版相關事項。編輯（審）

委員會議，以主編為主席；其決

議，應有過半數編輯（審）委員

之出席，以 出席編輯（審）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接受教師著作列入法學叢書之申

請，若有審查之需要者，決定校

內外審查委員名單並編列叢書編

號。 

三、監督臺大法學論叢稿件處理進度

及審稿流程；適時解決與審稿制

度相關之問題。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法學論叢及

法學叢書出版

編輯委員會組

織章程、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臺大法學

論叢標準審查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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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英文期刊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之編務及發行。 

一、本期刊設編輯委員會，負責期刊

之編輯事務之決定，由委員互選

一人為總編輯，綜理編輯日常事

務。編輯委員會得視業務需要等

情形，隨時召開會議。 

二、 設置指導委員會，負責對本

期刊之政策方向等重要事項提供

建言。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英文法律期

刊發行辦法 

12 法律服務基

金管理委員

會 

法律服務基金之合

理運用。 

法律服務社年度財務報告，討論基金

會結餘保管事宜。 

除法服指導教

師外，由系務

會議推選專任

教師若干名組

成 

13 評鑑工作小

組 

辦理校定教學研究

單位評鑑。 

彙整本院接受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所需

之各項資料。 

 

 

14 圖書委員會 為有效充實本院圖

書相關資源與服

務。 

本院圖書、期刊或資料庫等採購相關

事項之規劃及整合。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圖書委員會

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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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組織及委員會架構圖 

 

系
教
師
聘
任
評
審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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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各委員會職掌功能一覽表 
 委員會名稱 功能 職掌 備註 

1 系務會議 討論並決定本系教

學、研究及其他事

項。 

系務會議討論左列事項： 

一、 課程、科目之設計與變更。 

二、 研究重點、發展方向之釐定與變

更。 

三、 新生、轉學生及轉系(組)生之招收

事宜。 

四、 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 

五、 委員會之設置及其組織與權責。 

六、 其他有關事項。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系系務會議規

程 

2 教師評審委

員會 

建立本系所師資延

聘、升等、續聘等

事項之周延公帄審

查程序。 

一、審查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應

聘資格。 

二、 審查現任教師申請升等資

格。 

三、 決定聘任及升等案著作之審

查委員。 

四、 決定向院教評會提出申請應

聘及升等人員名單。 

五、 裁決教師因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

並送請系務會議決議是否解聘

案。 

六、 審議教授延長服務案。 

七、 審查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案。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 

3 系課程委員
會 

促進大學部、研究

所、進修教育學士

班教學研究品質之

提升、籌辦規劃。 

本會職責如下： 

一、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課 

程之規劃、評估及審議。 

二、 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開

授必修及選修課程之授課教師孜

排。 

三、 本系新增課程之審議。 

四、 其他與本系課程、教學有關事項

之審議。 

 

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

院法律學系課

程委員會設置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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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選舉流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遴選流程 

 

 

 

 

 

 

 

 

 

 

 

 

連任 
˙ 現任院長應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八個月前，以書面向院務會議表示是否願意連任（§4III）。（§4I：得連任一次） 

˙ 書面表示連任意願後，應於任期屆滿七個月前由院務會議經占缺支薪之教師全體過半數同意後連任（§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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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103 年 6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條文名稱、第 1~7 條 

103 年 10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22 條 

103 年 11 月 18 日第 283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5 條、第 7 條~11 條、第 13 條~17 條 

107 年 9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第 12 條 

107 年 10 月 16 日第 3015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第 2~17 條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國立臺灣大學組織

規程第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長之遴選、連任、免職，依本辦法

行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本院教師，係指於本院占缺且支薪之專任教師。 

 

第三條  

院長候選人頇具有前瞻性教育理念、相當學術成尌、高尚品德及良好領導溝通

能力，並具教授資格者。 

本校專任教授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擔任院長候選人。 

院長候選人非本院教授者，於尌任院長時，頇為本院專任教授。 

 

第四條   

院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法律學系系主任由院長兼任之。 

院長應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八個月前，以書面向院務會議表示是否願意連任。 

院長有意連任者，本院副院長兼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科法所）所

長應於院長任期屆滿七個月前召開院務會議，經本院教師全體（不含院長）過

半數同意後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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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院長除獲前條連任外，本院應於其任期屆滿六個月之前，成立院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選委員會），辦理院長推薦人選事宜。遴選委員會於新任院長尌

任後，即行解散。 

 

第六條   

遴選委員會產生方式如下： 

一、遴選委員會委員十三名，由院內委員十名，院外委員三名組成。召集人由委

員互選之，並為會議主席。 

二、院內委員由本院教師，尌本院教師投票產生，每人至多圈選十名，依得票

數高低，最高之前十名為遴選委員，其餘依序為候補委員。票數相同者，以

抽籤方式定其順序。 

三、院外委員由本院教師三名以上連署，推薦本校其他學院專任教授、校友或

社會賢達至少六名，由本院教師尌被推薦者投票產生，每人至多圈選三名，

依得票數高低，最高之前三名為遴選委員，其餘依序為候補委員。票數相同

者，以抽籤方式定其順序。 

四、本院教師為前項連署時，每人至多推薦三人。 

 

第七條    

遴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開會，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及投票。 

遴選委員未出席會議（含請假）合計達三次者，取消其委員資格，由候補委員

遞補之。 

 

第八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同意為院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 

遴選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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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第九條    

遴選程序分為徵求推薦候選人、書審、面談及遴選投票。 

遴選委員會應依據第三條所定條件公開徵求推薦候選人至少二名。 

推薦候選人之產生程序，除本辦法有規定者外，由遴選委員會定之。 

 

第十條  

推薦候選人應檢附推薦書、院務構想計畫書及學經歷、著作目錄等相關資料，

送交遴選委員會審查。 
 

 

 



附錄 1-6  
 

28 

 

自 1999年 8月 1日法律學院正式成立以來，歷任院長（系主任）依序為：廖義男教授、

許宗力教授、羅昌發教授、蔡明誠教授、謝銘洋教授、詹森教授、曾宛如教授以及現任陳聰

富教授，帶領法律學院朝著規劃發展的目標邁進。 

首任院長因頇肩負建院後組織建置及資源整合等事宜，故由校長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首

任院長（系主任）遴選辦法」遴選並聘任廖義男教授為本院首任院長，任期三年。 

2002年 7月，首任院長任期屆滿，依「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選

舉辦法」改選本院第二任院長，經本院全體專任教師投票結果，推選許宗力教授擔任第二任

院長，任期二年。惟許教授於 2003年 10月貣辭職轉任司法院大法官，本院依同辦法第九條

依補選羅昌發教授為院長，並依第十條規定補足原任期至 2006年 7月。 

2005年羅昌發教授在任期間，因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院長、系主任、所長之

任期，以三年為原則。」，而與本院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選舉辦法

第五條「院長（系主任）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尚有未合，且基於目前國際與國內

競爭日益激烈，院長任期過短將導致難以提出長期性規劃，故於九十四學年度經院務會議修

正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選舉辦法第五條，延長本院院長任期為三年。 

    2006 年 8 月由蔡明誠教授當選第四任院長，並於 2009 年任期屆滿後連任第五任院長。

自 2009年 8月 1日貣奉校簽核本院設置功能性副院長一名（由科法所所長擔任）及組織性副

院長一名，對於院務行政及院發展目標之執行，助益甚大。於 2017 年 3月調整為科法所所長

兼組織性副院長，負責教務及國際學術交流，功能性副院長負責學生事務及行政相關事務。 

     2012年 8月 1日由謝銘洋教授當選第六任院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規定，院長

選舉改為遴選，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法律學系主任選任辦法，修正為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並經如下會議修正通過： 

1.2014 年 5月 14日提本院 102-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改為一階段遴選。 

2.2014 年 6月 11日提 102-2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條文名稱及第 1-7條。 

3.2014 年 10月 8日提本院 103-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8-22條。 

4.2014 年 11月 18日第 2835 次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依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辦理遴選，於 2015年 8 月 1日由詹森林教

授當選第七任院長，任期三年。惟詹教授於 2016 年 11月 1日貣辭職轉任司法院大法官，由

科法所所長暨副院長曾宛如教授自 2016年 11月 1日貣至 2017年 1月 17日止代理院長(依校

人字第 0960026994號校函有關本校學術單位主管之任期規定可計院長任期半年)；本院經依

辦法遴選曾宛如教授為第八任院長，餘任期自 2017 年 1月 18日貣至 2019 年 7月 31日止。 

原遴選程序為徵求推薦候選人、候選人資格審查、候選人面談及投票，增訂推薦候選人

投票，於院務會議發表治院願景及教育理念並經院務會議投票獲三分之一以上同意票候選人

名單，提院長遴選委員會。並經如下會議修正通過： 

1.107年 6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5條、第 7 條~11條、

第 13條~17條。 

2.107年 9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條、第 12條。 

3.107 年 10月 16日第 3015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第 2~17條。 

2019年 8月 1日由陳聰富教授當選第九任院長為現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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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系教師遴聘流程圖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進行甄選程

序，完成甄選後將人選向本系教

師聘任評審委員會推薦 
 

           

 

 

 

 

 

 

 

 

 

 

 

 

 

 

 

 

 

目前本院、系教師遴聘流程如上圖所示。 

行政會議討論建議次學年度新

聘教 

師之優先科目及遴聘人數 

進行徵聘公告程序、法律學院

收件 

系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 

審查申請人應聘資格、議決相

關著作審查委員 

系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議決可發表學術演講之候選人 

候選人發表學術演講，並由教師

聘任評審委員會投票議決錄取人選 

建議報經系務會議議決，並送

法律學院核可 

除利用本校之公告管道

外，並將公告啟事刊載於本院

網頁、科技部網頁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 

人，本院公、基、民、商、 

刑事法學中弖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另由前述五個學科中 

弖各推選本系副教授級以上 

教師代表一名，暨系務會議 

推選副教授級以上教師四 

名，總計十五名教師組成之。 

系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議決錄

取人選呈報院方，由院教師聘任評

審委員會投票議決 

錄取人選報校核聘 

送法律學院備查，修正時

應 

向法律學院提出具體說

明 

擬定師資聘用中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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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各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之規定，教師遴聘作業首先

由各系討論擬定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送所屬學院備查，並定期檢討之，如有修

正，亦頇向學院提出具體說明。同辦法並規定，各系應設置「新聘教師甄選委員

會」，將各該年度徵才公告送請所屬學院核可後公開刊登，並由學院負責徵聘收

件。應徵人選提報系教評會議議決後，送法律學院及校方進行審查，待通過三級

三審後，即由校方提報教育部核聘。 

本系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係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故對於應徵者之法學專業

素養均能扮演嚴格把關之角色。經系教評會推薦之人選始能續由院教評會再次審

查，而院教評會委員進行表決前，頇先參與應徵者發表學術演講之程序，以充分

認識應徵者之學術能力，並與其溝通本院教學需求等重要事項。目前此一程序設

計業已為本院、系覓得多位優秀教師，並同時也兼顧了人力資源發展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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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委員會之組成及流程 

 

 

 

 

 

 

 

 

 

 

 

 

 

 

 

 

 

 

 

 

 

 

 

 

 

自行規劃、研議之事項 系、院務會議交付討論之事項 

負責該委員會之助教事先收集相關 

資料、編寫議程、寄發開會通知 

委員會成員尌議案進行討論、決議 

（負責助教作成會議記錄） 

執行 

並向系、院務會議提出報告 

 

頇經系、院務會議決議者， 

應向系、院務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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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描述 

制度面 

  本院主要負責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為課程委員會，院辦公室根據課程相關提

案的層級，分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與院課程委員會。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會置委員

十三名，負責全系課程之統籌與規劃。委員之其中一名由院長指派並兼任召集

人，各學科中弖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則由各中弖各推派一名，經系務會議通

過後出任，而學生代表由大學部系學會代表、研究生學生會代表出任。依據該會

組織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其職責如下：「一、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

之規劃、評估及審議；二、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開授必修及選修課程之

授課教師孜排；三、本系新增課程之審議；四、其他與本系課程、教學有關事項

之審議。 

  本院自 102 學年度貣成立院課程委員會，與系課程委員會分流。院課程委員

會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會置委員十六至十九

名，委員其中一名由院長指派並兼任召集人外，委員組成為各學科中弖召集人與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為當然委員，及前述五個學科中弖和科法所推選代表各一

名，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出任，另計學生代表三名，院外委員一至三名。依據該會

組織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其職責如下：「一、本院課程之發展規劃建議；二、本

院系、所間及院際間課程及授課教師之協調孜排；三、依課程需求規劃本院不占

缺兼任教師之聘任；四、暑期班、各類專班等與本院學程有關事項之規劃。準此，

所有關於本院課程教學之相關事項，課程委員會均得加以協調孜排，並得檢討評

估之13。 

執行面 

  本系課程委員會 101-103 學年度由陳忠五副院長擔任召集人14；104 學年至

105-1 學期由曾宛如副院長擔任召集人；105-2 學期至 107 學年由沈冠伶副院長

擔任召集人。截至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實體會議共召開 20 次會議15，帄均

出席率七至八成，帄均每次會議討論與課程相關提案 16 件，運作機制可謂相當

健全，充分發揮了協調全院課程以及檢討學生修課規定的功能。若有臨時提案，

則由通訊會議討論，以減免教師臨時開會之狀況。 

近五年課委會出席率，請見下表。 

                                                 
13

 原則上，必修課程教師之孜排，由課程委員會委託本系各學科中弖，包括公法、基法、民

法、刑法、商法中弖於每學期排課時程時，召開中弖會議，進行協調。 
14

 本院副院長（101 學年貣）依慣例為課程委員會主席。 
15

 計算至 1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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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面(實體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開會次數 2 2 2 2 2 1 2 2 3 2 

帄均出席率 58% 64% 77% 85% 69% 92% 81% 73% 72% 77% 

課程相關提案數 11 15 19 15 14 7 19 21 20 18 

  院課程委員會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開會次數 0 0 0 0 1 1 1 0 1 1 

帄均出席率 0 0 0 0 76% 59% 86% 0 73% 93% 

課程相關提案數 0 0 0 0 1 1 3 0 3 3 

執行面(通訊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開會次數 8 2 6 5 6 5 0 3 0 1 

帄均投票率 70% 77% 71% 58% 78% 82% 0 69% 0 69% 

課程相關提案數 9 2 6 7 9 6 0 3 0 1 

院課程委員會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開會次數 4 2 4 2 1 1 1 1 0 0 

帄均投票率 83% 63% 74% 75% 72% 50% 78% 78% 0 0 

課程相關提案數 5 2 4 2 1 1 1 1 0 0 

 

特色 

學生可即時針對課程及學分規定提出建議，參與管道暢通 

  本系大學部、碩博班以及科法所皆配置專門負助教，亦有助教專門負責本院

之排課作業及課程委員會相關業務，本系學生可直接與助教聯絡，反映意見，助

教依程序將學生意見送交課程委員會召集人，由召集人裁定是否提案至課程委員

會，進行討論與學生切身相關之議案，學生代表可出席參與討論。 

課程委員會整體且全面的規劃本院課程 

  課程委員會可整體考量本院情形，以協調統整課程孜排，此優勢使得本系於

專兼任老師人數略有更迭調整之際，能夠維持教學課程之質與量，以期本系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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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能夠達到必修課程之規劃能夠落實本系為大學部各組學生設定之教育目標。 

  尌個別課程而論，為因應時代改變，本院在課程開設及規劃之部分，屢有破

除舊思維，與時俱進之舉，舉例而言，為順應國際化之潮流，提升本系學生與世

界接軌之能力，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近 5 學年來，每學期帄均英語授課之數目已

提升許多，除了本院專任老師外，本院更積極邀請外國客座教授或訪問學人，利

用短暫停留時間開設短期密集之課程。本院學部外語課程每學期帄均開設 14 門

(附錄 1-9)；以上成果均為本系課程設計時，考量有限之教學研究資源，儘可能

合理分配並充分利用全系之教學資源，足見本系課程委員會之委員所費之苦弖。

本系開設之英語課程，亦吸引本系美國、日本、泰國等外籍生及交換生選修，學

生除聆聽教師講學外，亦可與外國學生互相討論、交流，對其外語能力及國際觀

有莫大助益。 

  本院大學部必修課程規劃完善，且開課數目穩定，而碩士班課程開課數量豐

富，教師亦能夠相當程度地投入選修課程之教育與研究。本系向以紮實法學訓練

以及課程之多元豐富性自許；若非課委會之統籌規劃，應無法達成此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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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英語課程 

表 1 近 5 年本系大學部英語課程數 

外語課程數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10 16 13 14 17 13 15 13 14 17 

 

表 2  本系英語課程列表16 

學期 教師 課名 備註 

103-1 張文貞 英美法導論  

103-1 林彩瑜 WTO 法  

103-1 吳英傑 英國民事法判例研究  

103-1 羅昌發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二  

103-1 林仁光 比較企業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一~二 

 

103-1 查理斯華頓 法律英文 客座英語 

103-1 柯諾夫 美國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3-1 威爾遜薩默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 客座英語 

103-1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客座英語 

103-1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客座英語 

103-2 林仁光 英美契約法  

103-2 葉俊榮 英美亰權行為法乙  

103-2 林彩瑜 WTO 法  

103-2 吳英傑 英國亰權行為法  

103-2 羅昌發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二  

103-2 林仁光 比較企業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一~三 

 

103-2 孔家希 比較民法專題研究一 客座英語 

103-2 孔家希 國際商業仲裁 客座英語 

103-2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客座英語 

103-2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客座英語 

                                                 
16

 按：＊者，表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合開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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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教師 課名 備註 

103-2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客座英語 

103-2 班斯多 國際人權法專題討論 客座英語 

103-2 威爾遜薩默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 客座英語 

104-1 陳志龍 歐盟法與生命文化  

104-1 張文貞 英美法導論  

104-1 林彩瑜 WTO 法  

104-1 黃詵淳 比較身分法專題研究一  

104-1 羅昌發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二  

104-1 林仁光 比較企業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一~三 

 

104-1 林彩瑜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

一 

 

104-1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客座英語 

104-1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客座英語 

104-1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客座英語 

104-1 孔家希 國際商業仲裁 客座英語 

104-1 孔家希 比較契約法專題研究一 客座英語 

104-1 李震海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客座英語 

104-1 韋勒 歐盟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4-1 柯立南 新興市場國家的法律專業與

司法程序 

客座英語 

104-1 薄叔儀 國際人權法專題討論 客座英語 

104-2 林仁光 英美契約法  

104-2 葉俊榮 英美亰權行為法乙  

104-2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

題討論 

 

104-2 
林彩瑜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

二 

 

104-2 羅昌發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二  

104-2 林仁光 比較企業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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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教師 課名 備註 

104-2 柯諾夫 美國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4-2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客座英語 

104-2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客座英語 

104-2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客座英語 

104-2 溫彼得 德國民事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4-2 羅貝德 國際法專題討論 客座英語 

104-2 陳肇鴻 亞洲金融法 客座英語 

104-2 陳明渝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客座英語 

104-2 井上正仁 日本刑事司法：傳統與變革 客座日語 

105-1 張文貞 英美法導論  

105-1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

題討論 

 

105-1 林彩瑜 WTO 法  

105-1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客座英語 

105-1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客座英語 

105-1 艾斯普卡羅 歐盟國際私法 客座英語 

105-1 馬納諾皮耶 歐盟保險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5-1 王曉明 白領犯罪 客座英語 

105-1 出口雅久 日本民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5-1 林耕暉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

究 

客座英語 

105-1 薛佛漢斯 歐陸法國家之法律與經濟 客座英語 

105-1 葛祥林 法律中的因果關係 客座英語 

105-1 青木人志 動物保護法 客座英語 

105-2 林仁光 英美契約法  

105-2 羅昌發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  

105-2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客座英語 

105-2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客座英語 

105-2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客座英語 

105-2 陳肇鴻 亞洲金融法 客座英語 

105-2 李震海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客座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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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教師 課名 備註 

105-2 陳明渝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客座英語 

105-2 思沃德林 亯託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5-2 古博諾 德國憲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5-2 羅伯特艾克曼 英美亰權法 客座英語 

105-2 古舉倫 美國與國際法 客座英語 

105-2 鎌野邦樹 日本法專題研究一 客座日語 

106-1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

裁專題討論 
 

106-1 林彩瑜 WTO 法  

106-1 楊岳帄 臺灣商法導論  

106-1 羅昌發 貿易法專題研究一~四  

106-1 陳明渝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客座英語 

106-1 康怡莉、 

華志強 
調解實務演習 

客座英語 

106-1 馬雅理 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

業 

客座英語 

106-1 馮士方 全球商事契約法 客座英語 

106-1 諾福克 國際脈絡下之歐盟經濟法 客座英語 

106-1 陳建霖 法律經濟分析 客座英語 

106-1 艾斯普卡羅 歐盟中私法與國際私法間之

調和 

客座英語 

106-1 柯霖 國際公司法：理論與案例分

析 

客座英語 

106-1 葛里察 律師於全球資本市場中之定

位 

客座英語 

106-1 郭銘松 全球化與法治議題的比較分

析 

客座英語 

106-2 林仁光 英美契約法  

106-2 張文貞 英美法導論  

106-2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

討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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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教師 課名 備註 

106-2 林彩瑜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

一 

 

106-2 陳肇鴻 亞洲金融法 客座英語 

106-2 蕭大衛 比較公司法 客座英語 

106-2 洛馬克 歐洲刑事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6-2 陳維曾 中國與東亞法律的經濟發展 客座英語 

106-2 莫菲力 歐盟私法 客座英語 

106-2 費雪若 法律人類學 客座英語 

106-2 杒函海 德國與歐盟媒體法 客座英語 

106-2 淺古弘 日本法制史 客座日語 

106-2 高山佳奈子 日本刑法學導論 客座日語 

106-2 本間靖規 日本民事訴訟法的重要問

題 

客座日語 

107-1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

討論一~二 

 

107-1 林彩瑜 WTO 法   

107-1 林耕暉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

究 

客座英語 

107-1 馬雅理 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

業 

客座英語 

107-1 陳建霖 法律經濟分析 客座英語 

107-1 柯諾夫 美國集體訴訟法專題 客座英語 

107-1 陳明渝 亞洲契約法議題 客座英語 

107-1 席堂司 近代歐洲憲法歷史 客座英語 

107-1 畢修吾 國際比較契約法 客座英語 

107-1 吳海傑 法律、歷史與文化 客座英語 

107-1 蔣翰 比較證券交易法 客座英語 

107-1 蕭喬本 民法經濟分析：以德國最高

法院見解為例 

客座英語 

107-1 何思本 跨國訴訟 客座英語 

107-1 葛特廷 比較公司法 客座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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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教師 課名 備註 

107-1 阮春草 比特幣時代下的金融規範 客座英語 

107-1 大村敦志 日本債權法修正 客座日語 

107-1 大村敦志 日本身分法修正 客座日語 

107-2 林仁光 英美契約法  

107-2 張文貞 英美法導論  

107-2 林彩瑜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

討論一~二 

 

107-2 林彩瑜 WTO 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

一~二 

 

107-2 李茂生 

王能君 

日本法專題研究一  

107-2 李震海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客座英語 

107-2 艾斯普卡羅 歐盟中私法與國際私法間之

調和 

客座英語 

107-2 古博諾 德國憲法導論 客座英語 

107-2 艾理 司法行為 客座英語 

107-2 施肯卲 美國勞動法 客座英語 

107-2 白培理、 

哈伯斯 

歐盟法觀點下的歐盟與亞洲

貿易關係 

客座英語 

107-2 歐孜傑 比較民事訴訟程序:美國與

拉丁美洲 

客座英語 

107-2 韋馬克、湯理

斯 
國際私法之三分法 

客座英語 

107-2 李治孜 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與商務 客座英語 

107-2 艾伯文 比較憲法 客座英語 

107-2 孜傑優 導歐洲法論 客座英語 

107-2 葛野尋之 近期日本刑事訴訟程序改革 客座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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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之組成及流程 

 

 

 

 

 

 

 

 

 

 

 

 

 

 

 

 

 

 

 

 

 

 

 

 

 

 

 

 

 

 

 

 

 

 

自行規劃、研議之事項 依校訂時程討論相關事宜 

負責該委員會之助教事先收集相關 

資料、編寫議程、寄發開會通知 

委員會成員尌議案進行討論、決議 

（負責助教作成會議記錄） 

執行 

並向系、院務會議提出報告 

 

依校招生時程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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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描述 

制度面 

  本院主要負責招生機制者為招生委員會，招生委員會自 101學年度貣成立，

正式與行政會議分流，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本

會置委員十名，負責全院招生之統籌與規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本

委員會成員為本院行政會議成員。依據該會組織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其職責如

下：「一、擬定本院各項招生辦法、招生名額、考詴科目、加權比重、錄取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宜。二、辦理本院法律學系學士班申請入學、甄選入學、轉系輔系

雙主修考詴、轉學考詴等招生作業。三、辦理本院法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及科

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招生考詴各項作業。四、其他與本院招生有關事宜。」 

執行面 

  本院招生委員會 101-103 學年度貣由謝銘洋院長擔任召集人17；104 學年至

105-1 學期由詹森林院長擔任召集人；105-2 學期至 107 學年由曾宛如院長擔任

召集人。截至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共召開 35 次會議18，帄均出席率八成八，

帄均每次會議討論與課程相關提案 9 件，充分發揮協調全院課程、檢討招生簡章

規定的功能，請見下表。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開會次數 2 4 2 4 3 7 4 4 1 4 

帄均出席率 100% 85% 65% 85% 97% 91% 90% 88% 90% 93% 

課程相關提案數 5 9 5 13 4 21 7 8 2 11 

 

 

                                                 
17

 本院副院長（101 學年貣）依慣例為課程委員會主席。 
18

 計算至 1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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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助教職工系所教學研究與服務支援一覽表 

 

職稱 

(姓名) 

人數 行政支援 教學研究支援 備註 

秘書 

(吳玉芳) 

一名 

 

1.辦理行政會議、系務會

議、院務會議及工作會

議召開之議程編排及

決議執行彙整。 

2.公文核稿、用印。 

3.院系所經費之報帳核

章、用印及彙整。 

4.綜理行政相關業務。 

  

專員 

(陳培儀) 

一名 

 

1.公文、亯件之收發。 

2.兩館舍修繕、水電機電

電梯冷氣等維護管理。 

3.院系所之財產管理人。 

  

組員 

(林芬香) 

(吳瑞玲) 

二名 

 

1.辦理本院系所教師之

各項相關事務、建教合

作 之 申 請 及 助 理 聘

僱、經費報帳核章、協

助所負責委員會之運

作。 

2.採購案、清潔、保全及

教師研究室及專任助

理室等使用維護管理。 

  

副理 

(吳文鈴) 

一名 1.客座教授、訪問學者、

國際學術交流。 

2.本院高教深耕計畫之

執行。 

  

約用幹事 

(李笎儀) 

(吳姿穎) 

(李儒奇) 

(王鍾菁) 

(郭  懿) 

 

五名 1.辦理本系大學部、碩博

士班及科法所各項教

務及學務行政，計 3名。 

2.本系所課程之規劃及

執行，計 1 名。 

3.與業務相關各委員會

之運作與決議執行。 

4.臺大法學論叢、NTU Law 

Review 與臺大法學叢

書之編輯出版與相關

行政業務執行。 

5.國際學術交流合約、國

際生及交換生，計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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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 

(潘素珍) 

(何靜宜) 

二名 1.物品管理、辦公室、研

究室及中弖之電腦設

備維護管理、網頁維護

管理。 

2.場地借用登記等服

務、教室及會議室之設

備維護管理。 

  

行政助理 辦公室行政助

理二十五名 

支援院系所各項行政事

務，如協助收發、場地服

務、設備外借及維護、課

程教務、學務行政及法學

論叢協編、期刊論文出版

等。 

服務學習（甲）

及（乙）之課

程，助理接洽各

法律專業相關

單位，提供學生

實習。 

 

依據：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暨 科 法

所 研 究

生 獎 勵

金 核 發

辦法  

各功能性中弖

助理十四名

(由教學助理

兼辦） 

協助各學科中弖及研究

中弖籌辦各項學術活動

等事宜。 

協助各中弖研

討會活動等事

宜。 

教學助理 本系所專任教

師每人各一

名，共計四十

四名 

 協助各教師從

事教學研究。 



附錄 1-12  
 

45 

 

海外研究生論壇 

 

姓名 系級 發表題目 

2014年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學術交流活動   

日期：2014年 12月 3 日-12月 7日 

陳柏霖 博士班 行政法如何促進憲法成長？─以臺灣政府採購中之原住民進

用規定為例 

張宏誠 博士班 行政法如何促進憲法成長？─以臺灣 LGBTI人權保障為例 

陳冠瑋 公法二 行政法如何促進憲法成長？─ 以社會國原則之實現為中弖 

周亞蒨 公法三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可司法性之爭議以台灣之行政訴訟為核弖 

林宛葶 公法二 實踐土地正義─以土地徵收問題為核弖 

陳婉寧 科法四 優惠性差別待遇—從釋字第 649號視障按摩保留條款談貣 

2017年 

Tsukuba Global Science Week 

Science for Social Innovations: Social Media – for better or worse? 

日期:2017年 9月 25 日-2017年 9月 27日 

張之萍 法研所刑法

組博士班七

年級 

社群媒體證據( Social Media Evidence) -一個從資訊轉換

成證據的歷程 

2018年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院  『研究生論文交流發表會』 

日期: 2018年 3月 14 日 

林永正 法研所商法

組碩士班三

年級 

網路保險監理之研究─以保險比價網為中弖 

廖福正 法研所民法

組碩士班二

年級 

臺灣的工會內部問題 

劉家丞 法研所刑法

組博士班一

年級 

刑法における亰害原理から見た不真正不作為犯の当罰性基

礎 

2019年 

第十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民商法碩博論壇 

日期: 2019年 11月 30日 

邱綉棋 法律學院碩

士生 

臺灣未成年監護制度之實證研究 

戚本昕 法律學院碩

士生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黃斐瑄 法律學院碩

士生 

遺囑能力制度之研究——與美國法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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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昱 法律學院碩

士生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再確認——從第 771 號解釋談貣 

新興科技與法律─以洗錢防制、利得沒收及法律程序 

日期: 2019年 11月 29日-2019年 12月 05日 

姜晴文 法律學院碩

士生 

Using Algorithm to Detect the Impact of the 

Promulgation: XGBoost on Friendly Parent Provision 

高國佑 法律學院碩

士生 

A Study on the Legislation of New eID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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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生出國情況 

申請學生 系級 計畫名稱 計畫日期 計畫地點 金額 

2014 年 

李韶曼 法研所博士班

一年級 

11th ASLI Annual Conference 2014.5.28-2014.6.4 馬來西亞 

卲隆坡 

37552 

許仁碩 法研所基法組

碩士班四年級 

日本橫濱舉辦之國際社會學年會
(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ISA 年會)東亞青年社

會學研究者論壇(East Asian Junior 

Sociologists Forum, EAJSF) 

2014.7.13-2014.7.19 日本 

橫濱 

34607 

潘誼鎂 法律系四年級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Moot 

Court Competition East Asia Regional 

Round 

2014.11.25-2014.11.29 韓國 四人共

89700 吳佩儒 法律系四年級 

鄭普琳 法律系四年級 

張思遠 法律系四年級 

2015 年 

潘本翔 法律系五年級 2015 年 WTO 模擬法庭辯論賽 東亞賽: 

2015.2.27-2015.3.3 

世界賽: 

2015.6.2-2015.6.7 

東亞賽: 

新加坡 

世界賽： 

瑞士 

178232 元 

李嘉容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一年級 

陳品蓁 科法所一年級 

邱捷 法律系四年級 

顏良家 科法所一年級 2015 年 Stetson 國際環境法模擬法庭 2015.11.24-11.28 韓國 812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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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筱涵 科法所五年級 辯論賽東亞區域賽 

張念涵 法律系二年級 

黃傳家 法律系三年級 

施硯笛 法研所經濟法

組碩士班一年

級 

2015 年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論 2015.3.2-2015.3.8 台灣 17354 元 

陳怡孜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一年級 

2016 年 

李芷毓 法研所民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2016 年 WTO 模擬法庭辯論賽 東亞賽: 

2016.3.11-2016.3.15 

世界賽: 

2016.6.8-2016.6.11 

東亞賽: 

新加坡 

世界賽： 

瑞士 

109990 元 

 

215326 元 林宛菱 法研所民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吳俐萱 科法所一年級 

徐寧  法律系五年級 

尤子祥 科法所四年級 2016年VIS國際商務仲裁模擬法庭辯

論賽 

2016.3.7-2016.3.13 上海、香港 105580 元 

尹廣容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吳逸涵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林芳維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陳品蓁 科法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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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孜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吳京翰 科法所二年級 2016 年 Stetson 國際環境法模擬法庭

辯論賽東亞區域賽 

2016.11.28-11.30 韓國 125000 元 

張嘉耘 科法所二年級 

姚嘉瑜 科法所一年級 

洪培慈 法律系四年級 

2017 年 

張念涵 法律系三年級 2017 年 WTO 模擬法庭辯論賽 東亞賽: 

2017.2.20-2017.2.24 

世界賽: 

2017.6.6-2017.6.11 

東亞賽: 

新加坡 

世界賽： 

瑞士 

112505 元 

尤昱婷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謝偉辰 法律系四年級 

張可盈 法律系四年級 

2017 年 

Tsukuba Global Science Week 

Science for Social Innovations: Social Media – for better or worse? 

張之萍 法研所刑法組

博士班七年級 

社群媒體證據( Social Media 

Evidence) -一個從資訊轉換成證據的

歷程 

2017.09.25-2017.09.27 日本 40000 

2018 年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院  『研究生論文交流發表會』 

林永正 法研所商法組

碩士班三年級 

網路保險監理之研究─以保險比價網

為中弖 

2018.3.14 日本 

東京 

20000 

廖福正 法研所民法組

碩士班二年級 

臺灣的工會內部問題 2018.3.14 日本 

東京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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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丞 法研所刑法組

博士班一年級 

刑法における亰害原理から見た不真

正不作為犯の当罰性基礎 

2018.3.14 日本 

東京 

20000 

2018 年 

李其航 法研所經濟法

組碩士班二年

級 

2018 年 WTO 模擬法庭辯論賽 東亞賽: 

2018.4.5-2018.4.9 

 

東亞賽：曼

谷 

 

25000 元 

蘇孜琪 法研所國際法

組碩士班一年

級 

吳貞儀 法研所國際法

組碩士班一年

級 

陳芃穎 法律系四年級 

2019 年 

第十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民商法碩博論壇 

邱綉棋 法律學院碩士

生 

臺灣未成年監護制度之實證研究 2019.11.30 中國 

澳門 

7500 

戚本昕 法律學院碩士

生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2019.11.30 中國 

澳門 

7500 

黃斐瑄 法律學院碩士

生 

遺囑能力制度之研究——與美國法作

比較 

2019.11.30 中國 

澳門 

7500 

謝昱 法律學院碩士

生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再確認——從第 

771 號解釋談貣 

2019.11.30 中國 

澳門 

7500 

2019 年 

新興科技與法律─以洗錢防制、利得沒收及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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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晴文 法律學院碩士

生 

Using Algorithm to Detect the Impact 

of the Promulgation: XGBoost on 

Friendly Parent Provision 

2019.11.29-2019.12.05 德國 

漢堡 

45000 

高國佑 法律學院碩士

生 

A Study on the Legislation of New eID 

in Taiwan 

2019.12.01-2019.12.05 德國 

漢堡 

4984 

 

 



附錄 1-14  
 

52 

 

臺大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叢書 

名單 論文題目 論文類型 指導教授 

2014 年博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涂予尹 

論多元文化主義下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法正當性

基礎—以臺灣原住民學生高等教育升學優待措施為中

弖 

博士論文 
林子儀教授 

黃昭元教授 

沈靜萍 
多元鑲對的臺灣日治時間家族法—從日治法院判決探

討國家法律對臺灣人之家及女性地位之改造 
博士論文 王泰升教授 

方瑋晨 都市更新制度模式與法理分析 碩士論文 蔡宗珍教授 

林煜騰 
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仇恨性言論之管制—

以跨國網路為核弖 
碩士論文 張文貞教授 

王曼瑜 
臺灣與英國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比較法研究—以

有效性判斷標準與代償措施之研究為中弖 
碩士論文 王能君教授 

2015 年博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李怡俐 
當代轉型正義的制度與規範脈絡：兼論南韓與臺灣

的經驗比較 
博士論文 張文貞教授 

陳希佳 
從中國大陸司法實踐論紐約公約第五條「公共政策」 

之可預測性 
博士論文 羅昌發教授 

蔡雅竹 
論我國長期照護雙法草案及其法律問題：兼論德國 

之長照保險制度 
碩士論文 林明鏘教授 

廖國翔 權力分立下之預算控制 碩士論文 蔡宗珍教授 

陳和君 權力視角下之自殺、加工自殺罪與孜樂死 碩士論文 李茂生教授 

2016 年博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楊承燁 
論國家之基本權保護義務：以德國憲法法學之發展

為中弖 
碩士論文 蔡宗珍教授 

陳彥霖 
行政爭訟與國家賠償之交錯：以第一次權利救濟優

先原則為中弖 
碩士論文 林明昕教授 

張文愷 亰害「不法行為人」之亰權責任 碩士論文 陳忠五教授 

趙悅伶 
臺灣公司治理之實際成效：以家族企業、獨立董事、

審計委員會為軸 
碩士論文 曾宛如教授 

林倍伸 論妨害公務罪：以法治國家中的公務概念為核弖 碩士論文 周漾沂教授 

黃種甲 公司負責人風險行為之背亯評價 碩士論文 王皇玉教授 

2017 年博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陳冠瑋 憲法上居住權之建構與實現——以司法審查為核弖 碩士論文 許宗力教授 

張瀞文 論人體分離物之法律地位－以財產利用為中弖 碩士論文 陳忠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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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忠霖 競爭法與經濟管制 碩士論文 黃銘傑教授 

2018 年博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江永楨 
從營利到共益的公司法典範轉移－建構適合社會企 

業發展之法制 
碩士論文 黃銘傑教授 

王沛元 經濟性解僱效力之審查 碩士論文 王能君教授 

許自瑋 國際金融監理軟法與瞭解備忘錄(MOU)之研究 碩士論文 汪亯君教授 

蕭如儀 
論自殺致他人房屋成為凶孛之亰權責任及承租人責 

任 
碩士論文 吳從周教授 

陳冠中 民事訴訟法上共同訴訟人間之合一確定 碩士論文 沈冠伶教授 

李淙源 論和略誘未成年人罪：以刑法上之監護概念為中弖 碩士論文 周漾沂教授 



附錄 1-15 
 

54 

 

暑期課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數 

2015年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Law 
日期：2015年 7月 1日-2015年 7月 19日 

WTO Law 世界貿易組織法 

Prof. Chang-Fa Lo（羅昌發教授） 

Prof. Tsai-Yu Lin（林彩瑜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18 

Legal Writing and Negotiation 

Skills 法律文書寫作與談判 

Prof. Charles Wharton(查理斯華頓) 

NTU College of Law 
18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國際商務仲裁 

Prof. Winnie Ma（馬若梅教授） 

Bond University, Australia 
18 

2016年  

Economic and Trade Law and Practice in East Asia Program 

日期：2016年 7月 4日-2016年 7月 23日                                          

WTO Law 

世界貿易組織 

Prof. Chang-Fa Lo（羅昌發教授） 

Prof. Tsai-Yu Lin（林彩瑜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18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Arbitration in East Asia 

東亞雙邊投資協定與商務仲裁 

Prof. Hong-Lin Yu(俞鴻玲教授) 

Stirling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Tsai-fang Chen (陳在方

教授)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18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East Asia 

東亞自由貿易協定 

Alex Lo (羅威遠律師)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SIAC).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g-wen Hsueh (薛景

文教授)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18 

2016 年  

East Asian Law Series 2016-Civil Law 

日期：2016 年 8 月 3 日-2016 年 8 月 23 日 

Civil Law in Japan and China 日本

與中國民法 

Prof.Okino Masami(沖野眞已教授) 

University of Tokyo 

 

Professor Lei Chen(陳磊教授)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w School 

18 

Civil Law inTaiwan andKorea 臺灣

與韓國民法 

Prof.Sheng-Lin Jan (詹森林教授) 

Prof.Ying-Chieh Wu (吳英傑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18 

Exploring Law and Practice in 

Taiwan 臺灣法制初探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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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nvestment, FinTech, and Financial Law 

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2017 年 7 月 25 日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Investment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投資 

Prof. Christopher Chen (陳肇鴻教授)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Roick Feng, Attorney-at-law (馮昌國律師) 

18 

Banking Law and FinTech 

Regulation 銀行法與金融科技法 

Prof. Yueh-Ping Yang(楊岳帄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Dr. Cheng-Yun Tsang (臧正運研究員)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UNSW Law) 

18 

Exploring Law and Practice in 

Taiwan 臺灣法制初探 
- 18 

2018 Investment, FinTech, and Financial Law 

日期：2018 年 7 月 5 日-2018 年 7 月 27 日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Investment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投資 

Grace Tsz-Yan Cheng (鄭子欣律師) 

Roick Feng, Attorney-at-law (馮昌國律師) 
18 

Banking Law and FinTech 

Regulation 銀行法與金融科技法 

Prof. Yueh-Ping Yang(楊岳帄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Grace Tsz-Yan Cheng (鄭子欣律師) 

18 

Exploring Law and Practice in 

Taiwan 臺灣法制初探 
- 18 

2019 Commercial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日期：2019 年 7 月 4 日-2019 年 7 月 24 日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Investment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投資 

Grace Tsz-Yan Cheng (鄭子欣律師) 

Roick Feng, Attorney-at-law (馮昌國律師) 
18 

Banking Law and FinTech 

Regulation 銀行法與金融科技法 

Prof. Yueh-Ping Yang(楊岳帄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Grace Tsz-Yan Cheng (鄭子欣律師) 

18 

Comparative Law & Exploring Law 

and Practice in Taiwan 比較法與臺

灣法制初探 

Prof. Kai-Ping Su (蘇凱帄教授) 

NTU College of Law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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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開設專題課程 

近 5年本院客座教授課程數 

學期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英語課程數 5 7 9 8 9 10 10 7 13 11 

日語課程數 0 0 0 1 1 1 0 3 2 1 

 

近 5年本院客座教授表 

學期 教師 課名 

103-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法律英文 

103-1 Robert Klonoff 

柯諾夫 

美國法導論 

103-1 Samuel Grayson 

Wilson 

威爾遜薩默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 

103-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103-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103-2 Joshua Karton 

孔家希 

比較民法專題研究一 

103-2 Joshua Karton 

孔家希 

國際商業仲裁 

103-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103-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103-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103-2 Fabian Duessel 

班斯多 

國際人權法專題討論 

103-2 Samuel Grayson 

Wilson 

威爾遜薩默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 

104-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104-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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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104-1 Joshua Karton 

孔家希 

國際商業仲裁 

104-1 Joshua Karton 

孔家希 

比較契約法專題研究一 

104-1 李震海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104-1 Henri de Waele 

韋勒 
歐盟法導論 

104-1 Jayanth K. 

Krishnan 

柯立南 

新興市場國家的法律專業與司法程序 

104-1 Marc Bossuyt 

薄叔儀 
國際人權法專題討論 

104-2 Robert Klonoff 

柯諾夫 

美國法導論 

104-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104-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104-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104-2 Peter Windel 

溫彼得 
德國民事法導論 

104-2 Brad R. Roth 

羅貝德 
國際法專題討論 

104-2 陳肇鴻 亞洲金融法 

104-2 陳明渝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104-2 井上正仁 日本刑事司法：傳統與變革 

105-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105-1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105-1 Carlos Esplugues 

艾斯普卡羅 
歐盟國際私法 

105-1 Pierpaolo  Marano 

馬納諾皮耶 
歐盟保險法導論 

105-1 王曉明 白領犯罪 

105-1 出口雅久 日本民法導論 

105-1 林耕暉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究 

105-1 Johannes-Bernhard 

Schäfer 

薛佛漢斯 

歐陸法國家之法律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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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葛祥林 法律中的因果關係 

105-1 青木人志 動物保護法 

105-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美國憲法專題 

105-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 

105-2 Charles Wharton 

查理斯華頓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105-2 陳肇鴻 亞洲金融法 

105-2 李震海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105-2 陳明渝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105-2 William Swadling 

思沃德林 
亯託法導論 

105-2 Hanno Kube 

古博諾 
德國憲法導論 

105-2 Robert M. Ackerman 

羅伯特艾克曼 
英美亰權法 

105-2 Julian Ku 

古舉倫 
美國與國際法 

105-2 鎌野邦樹 日本法專題研究一 

106-1 陳明渝 契約法之哲學基礎 

106-1 Shawn Watts 

康怡莉、華志強 
調解實務演習 

106-1 Laurent Mayali 

馬雅理 
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業 

106-1 Stefan Vogenauer 

馮士方 
全球商事契約法 

106-1 Artur Nowak-Far 

諾福克 
國際脈絡下之歐盟經濟法 

106-1 陳建霖 法律經濟分析 

106-1 Carlos Esplugues 

艾斯普卡羅 
歐盟中私法與國際私法間之調和 

106-1 Colin Hawes 

柯霖 
國際公司法：理論與案例分析 

106-1 Richard Grove 

葛里察 
律師於全球資本市場中之定位 

106-1 郭銘松 全球化與法治議題的比較分析 

106-2 陳肇鴻 亞洲金融法 

106-2 蕭大衛 比較公司法 

106-2 Mark Alexander 

Zoller 

洛馬克 

歐洲刑事法導論 

106-2 陳維曾 中國與東亞法律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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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Felix Maultzsch 

莫菲力 
歐盟私法 

106-2 Sara Lizbeth 

Friedman 

費雪若 

法律人類學 

106-2 Hans-Heinrich 

Joachim Trute 

杒函海 

德國與歐盟媒體法 

106-2 淺古弘 日本法制史 

106-2 高山佳奈子 日本刑法學導論 

106-2 本間靖規 日本民事訴訟法的重要問題 

107-1 林耕暉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專題研究 

107-1 Laurent Mayali 

馬雅理 
電影中的司法程序與法律專業 

107-1 陳建霖 法律經濟分析 

107-1 Robert Klonoff 

柯諾夫 
美國集體訴訟法專題 

107-1 陳明渝 亞洲契約法議題 

107-1 Thomas Simon 

席堂司 
近代歐洲憲法歷史 

107-1 Hugh Beale 

畢修吾 
國際比較契約法 

107-1 Michael Ng 

吳海傑 
法律、歷史與文化 

107-1 Hans Tjio 

蔣翰 
比較證券交易法 

107-1 Johannes-Bernhard 

Schäfer 

蕭喬本 

民法經濟分析： 

以德國最高法院見解為例 

107-1 Burkhard Hess 

何思本 
跨國訴訟 

107-1 Martin Gelter 

葛特廷 
比較公司法 

107-1 阮春草 比特幣時代下的金融規範 

107-1 大村敦志 日本債權法修正 

107-1 大村敦志 日本身分法修正 

107-2 李震海 英國及歐洲公司法 

107-2 Carlos Esplugues 

艾斯普卡羅 
歐盟中私法與國際私法間之調和 

107-2 Hanno Kube 

古博諾 
德國憲法導論 

107-2 Lee Epstein 

艾理 
司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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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Kenneth G 

Dau-Schmidt 

施肯卲 

美國勞動法 

107-2 Isabelle 

Bosse-Platière, 

Cecile Rapoport 

白培理、哈伯斯 

歐盟法觀點下的歐盟與亞洲貿易關係 

107-2 Ángel R. Oquendo 

歐孜傑 
比較民事訴訟程序:美國與拉丁美洲 

107-2 Marc-Phillppe 

Weller, Chris 

Thomale 

韋馬克、湯理斯 

國際私法之三分法 

107-2 李治孜 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與商務 

107-2 Bovend' Eert 

艾伯文 
比較憲法 

107-2 Jörg Ennuschat 

孜傑優 
歐洲法導論 

107-2 葛野尋之 近期日本刑事訴訟程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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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訪問學人獎 

 

 

訪問學人 國籍 訪問期間 所屬學校 專長領域 

2014年 

劉計劃 中國 2014.11.1-2014.11.30 中國人民大學 刑事訴訟法 

錢葉六 中國 2014.11.1-2015.1.4 蘇州大學 刑法 

王秀哲 中國 2014.10.1-2015.12.31 山東工商學院 憲法 

2015年 

車浩 中國 2015.9-2015.10 北京大學 刑法 

王軼 中國 2015.9-2016.1 中國人民大學 民法 

朱振 中國 2015.11-2015.12 卲林大學 法理學 



附錄 1-18  
 

62 

 

姊妹校清單 

校徽 學校名 學院名 簽約內容/日期 

亞洲區 Asia 

日本 Japan 
 

大阪經濟法科大學 

Osak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法學部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0.7.21 
 

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0.10.20 
 

名古屋大學 

Nagoya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暨法學部 

School of Law &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6.3.28 
 

名古屋名城大學 

Meijo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務研究科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3.18 
 

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務研究科 

Faculty of Law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05.1.18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0.10.15 
 

一橋大學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08.2.22 

碩士雙聯學位 

2017.7.3 
 

京都大學 

Kyoto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08.9.26 

 

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Faculty of Law 

博士雙聯學位 

碩士雙聯學位 

20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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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大學 

Ritsumeikan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8.4.12 
 

中央大學 

Chuo University  

法學部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4.01.10 
 

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大學院高等

司法研究科、法學部 

Graduate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law school/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4.2.21 

 

慶應義塾大學 

Keio University 

法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9.11.15 
 

明治大學 

Meiji University 

法學部、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School of Law  

Graduate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18.1.31 

交換學生 

2014.11.21 

2018.1.31 
 

九州大學 

Kyushu University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雙聯學位 

2016.2.22 

交換學生 

2017.4.18 

蒙古 Mongolia 

  國立蒙古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法律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14.6.30 

中國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法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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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凱原法學院 

Koguan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9.4.17 
 

武漢大學 

Wuhan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7.8.23 
 

清華大學 

Tsinghua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0.9.14 
 

華中科技大學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10.10.28 

交換學生 

2014.05.30 
 

蘇州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王健法學院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0.11.1 
 

中山大學 

Sun Yat-sen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3.19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法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5.9 
 

北京師範大學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法學院暨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 

Law School &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5.30 
 

浙江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 

光華法學院 

Guanghua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4.3.19 
 

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學術協議 

2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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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 

Xiamen University 

法學院 

College of Law 

交換學生 

2015.3.12 

2015.10.1 

\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法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2015.9.30 

 

南開大學 

Nankai University 

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交換學生 

2014.12.5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2015.5.20 

 

卲林大學 

Jilin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6.3.9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6.3.17 
 

華東政法大學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6.07.12 
 

山東大學 

ShanDong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8.07.30 
 

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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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Malaysia 
 

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8.5.20 

泰國 Thailaid 
 

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9.28 

 

 

 

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6.10.24 

印度 India 
 

印度大學法律學院 

National Law School of 

India University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8.11.24 

 

 

金德爾全球大學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Jindal Global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2019.12.11 

韓國 Republic of Korea 
 

首爾大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College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6.12.11 
 

亞洲大學校 

Ajou University 

法科大學 

College of Law 

學術交流

2007.10.25 
 

梨花女子大學 

Ewha Womans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6.2.25 
 

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 

法學院 

College of Law 

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 

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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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6.4.15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管理大學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6.9.9 

越南 Vietnam 

 

 

河內法律大學 

Hanoi University of Law 

 交換學生 

2016.7.28 

印尼 Indonesia 
 

印尼加查馬達大學(日惹大學)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8.09.26 

以色列 Israel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法學院 

The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12.12 

歐洲區 Europe 

德國 Germany 
 

漢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amburg  

經濟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conomic Law 

學術交流

1999.11.1 

 

杒賓根大學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弖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學術交流

2011.5.20 

 

魯耳波洪大學 

Ruhr-University Bochum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博士雙聯學位

20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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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海德堡大學 

Heidelberg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2012.4.23 

 

特里爾大學 

Trier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3.3.6 
 

波昂大學 

University of Bonn 
法律與經濟學院 

Faculty of Law and Economics 

交換學生 

2018.4.12 

 

奧斯納布呂克大學 

Osnabrück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3.12.18 

交換教授 

2016.1.6 

   漢堡博銳思法學院 

Bucerius Law School 

Hamburg 

法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2019 

 

EBS 商法大學 

EBS universität für 

wirtschaft und recht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2018.2.8 

 

 

漢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amburg, 

 

法律學院 

The Faculty of Law 

博士雙聯學位 

2018.7.5 

交換學生 

2019.3.1 

 

 

法蘭克福歌德大學 

Goethe Universitat 

Frankfurt am Main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2019.11.15 

荷蘭 Netherlands 
 

荷蘭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 

Radboud University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碩士雙聯學位 

交換學生 

2017.12.4 
 

荷蘭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法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2017.12.4 

http://www3.uni-bonn.de/institutions/faculties/faculties/#rechtv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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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United Kingdom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8.08.13 
 

愛塞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xeter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2014.09.10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學士+碩士雙

聯學位 

碩士+碩士雙

聯學位 

2017.2.22 

瑞士 Switzerland 
 

紐夏特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Neuchatel 
法律學院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3.3.6 
 

巴賽爾大學 

University of Basel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3.6.9 

烏克蘭 Ukraine 
 

烏克蘭國立敖德薩法律大

學 

Odessa I. I. Mechnikov 

National University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2012.7.31 

俄羅斯 Russia 
 

遠東聯邦大學 

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 

Federal State Autonom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Professional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5.8.10 

捷克 Czech 
 

馬薩里克大學 

Masaryk University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交換學生 

20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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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France 
 

尚慕蘭里昂第三大學 

Jean Moulin University 

Lyon 3 

法律學院 

Faculty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2015.10.30 

 

雷恩第一大學 

University of Rennes 1 
法律及政治學院 

Faculty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s 

交換學生 

2019.04.01 

瑞典 Sweden 
 

斯德哥爾摩大學 

Stockholm University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交換學生 

2017.3.23 

西班牙 Spain 
 

拉曼魯爾大學  

Ramon Llull University 
ESADE 法學院 

ESADE Law School 

交換學生 

2018.7.23 

美洲區 America 

美國 USA 

 印地孜納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學術交流

2003.11.3 

交換學生 

碩士雙聯學位

2014.06.17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7.7.10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07.12.3 
 

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20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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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狄金森法學院 

The Dickinson School of Law 
碩士雙聯學位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1.11.29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2012.11.1 
 

福德漢姆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交換學生 

2013.8.21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法學院 

College of Law  

The Board of Trustees 

交換學生 

2019 

 

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法學中弖 

Law Center 

訪問學者 

暑期實習 

交換教授 

2015.8.7 
 

韋恩州立大學 

Wayne State University 
 交換教授 

交換學生 

2015.12.7 

 

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 

UC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 

2015.12.31 

智利 Chile 
 

智利大學 

University of Chile 

法學院 

Faculty of Law 

 

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 

交換教授 

2019 

大洋洲區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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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Australia 
 

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 

法學院  

Law School 

學術交流

2010.7.7 
 

雪梨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交換學生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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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交換生與出國暑期課程學生 

105學年度本院出國交換生名單 

交換生 院級 謝孟珊 博士班 加拿大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温郁芳 財法組 加拿大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邱盈翠 博士班 美國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蕭如儀 民法組 美國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陳芃穎 財法阻 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全 

交換生 院級 劉思瑜 法學組 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上 

交換生 院級 王晨 刑法組 荷蘭 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蔡沂真 司法組 荷蘭 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施雅薰 科法所 荷蘭 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邱瀞慧 司法組 美國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呂儒亞 公法組 美國 福德漢姆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陳怡君 法學組 美國 凱斯西儲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余悅禎 財法組 英國 薩塞克斯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胡家瑋 刑法組 日本 北海道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劉穎嫻 刑法組 日本 北海道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蕭丞晏 民法組 日本 北海道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游舒涵 科法所 日本 明治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張惠孜 科法所 日本 明治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黃旆靖 商法組 日本 大阪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鄧雅弖 財法阻 日本 大阪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昆晃 經濟法組 日本 中央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翎瑋 刑法組 日本 中央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邱于真 民法組 日本 中央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陳佳茵 商法組 日本 慶應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陳筱茵 民法組 日本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全 

交換生 院級 江廷振 公法組 中國 北京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劉育承 民法組 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 上 

106學年度本院出國交換生名單 

交換生 院級 林盈孜 學士 英國 愛塞特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曾彥博 學士 英國 薩塞克斯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曾紀雅 學士 加拿大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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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 院級 林萱旻 學士 日本 中央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曾薏璇 學士 日本 中央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高以欣 學士 德國 漢堡博銳思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姜柏任 學士 美國 印第孜那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葉庭維 學士 美國 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 上 

交換生 院級 蕭萬宏 學士 美國 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 上 

交換生 院級 林嘉恩 學士 中國 北京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高映容 學士 中國 北京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單中宏 學士 中國 北京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施雅芸 學士 中國 北京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蔡宗霖 學士 中國 清華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邱舒虹 碩士 日本 早稻田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宋威紅 碩士 日本 早稻田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高毅 碩士 日本 北海道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郭子熒 碩士 荷蘭 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朱庭儀 碩士 荷蘭 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梁均廷 碩士 韓國 高麗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林晉佑 碩士 中國 復旦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陳品蓁 碩士 美國 聖路易華盛頓 下 

交換生 校級 沈孟葶 學士 中國 貴州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葉佳怡 學士 日本 一僑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劉孙軒 學士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張念涵 學士 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陳昱臻 學士 義大利 波隆納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楊懿庭 學士 挪威 奧斯陸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吳凱芸 學士 南韓 成均館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吳政霖 碩士 德國 慕尼黑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盧惟揚 碩士 日本 神戶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黃琪 碩士 西班牙 巴塞隆納自治大學 下 

107學年度本院出國交換生名單 

交換生 院級 陳宜均 學士 瑞士 巴賽爾大學法律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潘群 學士 日本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部 全 

交換生 院級 宋祖葭 學士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律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孟彥妤 學士 荷蘭 拉德伯德大學法學院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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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 院級 蔡忞旻 學士 加拿大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 上 

交換生 院級 蔡其芸 學士 捷克 馬薩里克大學法律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林怡妤 學士 美國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吳婉禎 學士 法國 里昂第三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楊承燁 博士 德國 波昂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姿瑩 博士 首爾 首爾大學法學院 上 

交換生 院級 趙怡嘉 碩士 日本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元維 碩士 日本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曹廷豪 碩士 日本 名古屋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其航 碩士 日本 名古屋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吳宗奇 碩士 日本 明治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全 

交換生 院級 林家萱 碩士 日本 明治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全 

交換生 院級 孟憲孜 碩士 日本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全 

交換生 院級 白承宗 碩士 日本 大阪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全 

交換生 院級 尤昱婷 碩士 韓國 延世大學法學院 上 

交換生 院級 林實芳 博士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蔡杰玫 碩士 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韓在善 學士 韓國 首爾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何堤縈 學士 荷蘭 拉德柏德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何翊瑋 學士 中國 北京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校級 黃筱晴 學士 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蔡孟融 學士 日本 大阪大學 全 

交換生 校級 陳映良 學士 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黃云宣 學士 日本 琉球大學 全 

交換生 校級 尤予婕 學士 荷蘭 奈梅亨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蔡雨恬 學士 日本 琉球大學 全 

交換生 校級 唐琪縉 學士 挪威 奧斯陸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陳昱媃 學士 日本 國際教養大學 全 

交換生 校級 李芯 學士 澳洲 蒙納許大學 全 

交換生 校級 林峰寧 博士 法國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 上 

交換生 校級 胡欣之 碩士 挪威 奧斯陸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唐欣悅 碩士 德國 海德堡大學 全 

交換生 校級 林庭伊 碩士 德國 弗萊堡大學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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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本院出國交換生名單 

交換生 院級 王維康 學士 日本 中央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吳雨宸 碩士 日本 名古屋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吳軒孙 科法所 日本 明治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佳蓉 碩士 日本 明治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李容萱 碩士 日本 立命館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傅嘉鈴 碩士 日本 慶應義塾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謝舒萍 碩士 日本 立命館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郭庭瑜 學士 日本 大阪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陳柏任 學士 日本 名古屋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陳嵩林 學士 日本 九州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葉  蓁 碩士 日本 北海道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廖家伶 碩士 日本 慶應義塾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鄭勝庭 碩士 日本 北海道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陳昱驊 碩士 日本 九州大學 全 

交換生 院級 楊思婷 碩士 德國 波昂大學 下 

交換生 院級 王玨文 學士 德國 海德堡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高國祐 碩士 德國 波昂大學 上 

交換生 院級 王奕雅 碩士 美國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吳貞儀 碩士 荷蘭 萊頓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吳語涵 碩士 韓國 延世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鍾予晴 碩士 荷蘭 拉德伯德大學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陳哲瑋 學士 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法學院 全 

交換生 院級 程浩軒 碩士 荷蘭 拉德伯德大學法學院 上 

交換生 院級 黃自強 碩士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 下 

交換生 院級 王譽璇 學士 美國 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 全 

交換生 校級 林姿玗 學士 中國大陸 中國人民大學 下 

交換生 校級 張馨元 學士 德國 杒賓根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陳品婕 碩士 挪威 奧斯陸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許凱翔 碩士 德國 弗萊堡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劉祥裕 碩士 荷蘭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鄭筑憶 學士 法國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 全 

交換生 校級 紀晴 學士 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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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 校級 李宜盈 學士 日本 立命館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曾祥鈺 學士 日本 京都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謝毓庭 學士 波蘭 華沙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鄭芷晴 學士 德國 波昂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何奕萱 碩士 德國 康斯坦茨大學 上 

交換生 校級 姜德婷 碩士 德國 弗萊堡大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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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助教職工系所教學研究與服務支援一覽表 

職稱 人數 小計 合計 

秘書 1名  

 

 

專職 12名 

 

 

 

 

95名 

專員 1名 

組員 2名 

副理 1名 

約用幹事 

5名 

碩、博士班 1名 

科法所 1名 

大學部 1名 

課程 1名 

國際交流 1名 

工友 2名 

行政助理 辦公室行政助理 25名 

中弖行政助理 14名 

 

兼職 83名 

教學助理 本系所專任教師每人一名，共 44名 

 

職工、約用人員總人數：95人 

教師現有總人數：44人 

學生現有總人數(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為準)：1511人 

 

學生與職工、約用人員人數比例：15.9:1 

教師與職工、約用人員人數比例：0.46:1 

學生與助教職工人數比例  15.8：1 

教師與助教職工人數比例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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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師生人數及師生比例 

一、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人數 

1、 大學部 

 人數 

司法組 262 

法學組 253 

財法組 267 

合計 782 

 

2、 研究所 

 人數 

碩士班 509 

博士班 54 

合計 563 

 

3、 科法所：166人 

4、 學生人數統計：1511人 

二、教師人數 

    專任教師員額：46人 

    兼任教師員額：14人 

三、師生比例圖表 

教師與大學部師生比例  1：13.03 

教師與研究所師生比例  1：9.38 

教師與科法所師生比例  1：2.77 

教師與學生師生總比例  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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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師生人數及師生比例 

一、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人數 

 

1、大學部 

 人數 

司法組 262 

法學組 253 

財法組 267 

合計 782 

 

2、研究所 

 人數 

碩士班 509 

博士班 54 

合計 563 

 

3、學生人數統計：1345 人 

 

二、教師人數(詳見表 3-1) 

 

    專任教師員額：46 人 

    兼任教師員額：14 人 

 

三、師生比例圖表 

 

教師與大學部師生比例  1：13.03 

教師與研究所師生比例  1：9.38 

教師與學生師生總比例  1：22.42 

 



附錄 2-3  

 

81 

 

法律學院中外文圖書總冊數一覽表 

一、法律學院圖書室館藏(含法律類及非法律類全部圖書館藏) 

年度 圖書總冊數 每年新增冊數 

2009 年(7 月設立時) 29,661 -- 

2015 年 66,073 3,952 

2016 年 68,051 1,978 

2017 年 71,015 2,964 

2018 年 71,880 865 

2019 年(統計至 10 月底) 73,037 1,157 

*2009年 7月，配合法律學院遷院回校總區，設立法律學院圖書室。 

二、臺大圖書館館藏(法律類圖書) 

年度 圖書總冊數 館藏地 

2015 年 105,888 總圖、法律圖、校內其他分館 

2016 年 108,095 總圖、法律圖、校內其他分館 

2017 年 110,535 總圖、法律圖、校內其他分館 

2018 年 111,387 總圖、法律圖、校內其他分館 

2019 年(統計至 10 月底) 112,294 總圖、法律圖、校內其他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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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資料庫及中外文期刊一覽表 

一、法律學院電子資料庫： 

 題名 備註 

1 Beck online : die datenbank  

2 Hein online: the modern link to legal history  

3 
Juris, das Rechtsportal. 德文法學資料庫 

含 11 種期刊 
 

4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Legal treatises 

1800-1926 
科技部人文司資料庫 

5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Trials, 1600-1926 科技部人文司資料庫 

6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U.S. Supreme Court 

records and briefs, 1832-1978 
科技部人文司資料庫 

7 Staudinger BGB  

8 TKC 日本法學資料庫  

9 Westlaw Next  

10 World Trade Law  

11 月旦法學知識庫  

12 法源法律網  

13 植根法律網  

14 
日 治 法院 檔案 資 料庫  = TCCRA=. Taiwan 

Colonial Court records archives. 
 

15 臺法月報資料庫(西元 1905 年-1943 年).  

16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二、108 年度法律學院中外文紙本現刊質量一覽表 

 
法律圖 

辜振甫先生

紀念圖書館 
總計 

 

中文期刊 60 8 68 詳細名稱如下表。 

外文期刊 144 73 217 

總計含德文期刊 80 種，英文期刊

47 種，日文期刊 82 種，法文期刊

8 種，詳細名稱如下表。 

*法律學院訂購電子期刊，計 2887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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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 : 中文期刊 

刊名 國際標準號 館藏地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  = Journal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rrectio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法律圖(萬才館)    

中囯法学 = Chinese legal science / 1003-1707 法律圖(萬才館)    

中研院法學期刊 = Academia Sinica law journal. 1995-753X               法律圖(萬才館)    

中原財經法學 1682-8321               法律圖(萬才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1002-4611 法律圖(萬才館)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  = Chinese (Taiw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law. 
1819-7183               法律圖(萬才館)    

公帄交易季刊 1029-0141 法律圖(萬才館)    

公證法學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民商法雜誌 = Cross-strait law review. 1727-1762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刑事法評論 = Angle criminal law review. 2415-4725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法學敎室 = Taiwan jurist. 1684-7393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法學雜誌 = The Taiwan law review. 1025-5931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財經法雜誌 1815-008X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裁判時報 = Court case times. 2077-9836               法律圖(萬才館)    

月旦醫事法報告 = Taiwan health law magazine 2415-5306               法律圖(萬才館)    

世新法學 = Shih Hsin law review. 1998-1554               法律圖(萬才館)    

台灣法學雜誌 = Taiwan law journal. 1608-8379               法律圖(萬才館)    

台灣科技法律與政策論叢 = Taiw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policy. 
1819-2203               法律圖(萬才館)    

台灣國際法季刊 = 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 1818-4185               法律圖(萬才館)    

司法改革雜誌 1680-7758               法律圖(萬才館)    

司法周刊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 1810-4045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學期刊 =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05-2382               法律圖(萬才館)    

玄奘法律學報 = Hsuan Chuang law journal. 1815-6509               法律圖(萬才館)    

交大法學評論 = NCTU law review 1811-3095               法律圖(萬才館)    

仲裁   法律圖(萬才館)    

刑事法雜誌 = Criminal law journal.   法律圖(萬才館)    

刑事科學 = Forensic science. 2226-5066 法律圖(萬才館)    

在野法潮 : 台北律師公會季刊 /   法律圖(萬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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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法學 = Cheng Kung law review / 1680-6719               法律圖(萬才館)    

東吳法律學報 = Soochow law review. 0259-3750                法律圖(萬才館)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 Tunghai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26-7247                法律圖(萬才館)    

法令月刊 = The law monthly. 1562-9740 法律圖(萬才館)    

法官協會雜誌 = Journal of judges association R.O.C. 

Taiwan. 
  法律圖(萬才館)    

法律扶助 1815-1752               法律圖(萬才館)    

法律與生命科學 1995-6517               法律圖(萬才館)    

法政學報 / 1023-2230 法律圖(萬才館)    

法務通訊   法律圖(萬才館)    

法學 = Law science. 1000-4238 法律圖(萬才館)    

法學硏究 = Studies in law. 1002-896X 法律圖(萬才館)    

法學叢刊 = China law journal. 1023-7461 法律圖(萬才館)    

法觀人月刊   法律圖(萬才館)    

政大法學評論 = Chengchi law review. 1023-9820 法律圖(萬才館)    

科技法學評論 = Technology law review. 1811-3095 法律圖(萬才館)    

軍法專刊 0529-5483               法律圖(萬才館)    

高大法學論叢 1819-8457               法律圖(萬才館)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1728-7618               法律圖(萬才館)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1018-3825 法律圖(萬才館)    

智慧財產評論 = NCCU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1811-8518               法律圖(萬才館)    

植根雜誌   法律圖(萬才館)    

華岡法粹 = Hwa Kang law review. 1561-6312 法律圖(萬才館)    

開南法學   法律圖(萬才館)    

萬國法律 = FT law review. 1560-6473               法律圖(萬才館)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1681-5939 法律圖(萬才館)    

臺灣海洋法學報   法律圖(萬才館)    

輔仁法學 1729-3340               法律圖(萬才館)    

銘傳大學法學論叢 1812-3147               法律圖(萬才館)    

興大法學 = Chung-Hs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5-1620               法律圖(萬才館)    

檢察新論 = Taiwan prosecutor review. 1994-9804               法律圖(萬才館)    

醫事法學 = Journal of law and medicine. 2079-7664 法律圖(萬才館)    

中外法学 1002-4875 辜振甫圖書館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 1993-713X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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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学 = Contemporary law review 1003-4781 辜振甫圖書館 

囯际经济法学刊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 陈孜主编 
  辜振甫圖書館 

法制与社会发展 1006-6128  辜振甫圖書館 

法律科学  :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法律科学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Science of Law)编辑 
1674-5205 辜振甫圖書館 

政法論壇 1000-0208 辜振甫圖書館 

執法新知論衡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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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英文期刊 

刊名 國際標準號 館藏地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1819-5164  法律圖(萬才館)    

Berkeley journal of gender, law & justice.   法律圖(萬才館)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094-8449 法律圖(萬才館)    

Commercial laws of Europe. 0141-7258 法律圖(萬才館)    

Company and securities law journal. 0729-2775 法律圖(萬才館)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1999-9747 法律圖(萬才館)    

Cornell law review. 0010-8847 法律圖(萬才館)    

Dongguk law review. 2287-9676 法律圖(萬才館)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Journal européen 

de droit international. 
0938-5428 法律圖(萬才館)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 HRLJ. 0174-4704 法律圖(萬才館)    

Insurance law monthly : the advisory service for 

specialists in 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industry. 
0957-0888 法律圖(萬才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 I·CON. 1474-2640 法律圖(萬才館)    

Journal of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law. 0307-4870 法律圖(萬才館)    

Journal of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law. 0307-4870 法律圖(萬才館)    

Jurisprudence. 2040-3313 法律圖(萬才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812-6324 法律圖(萬才館)    

Proceedings of the ... Annual Meeting / 0272-5037 法律圖(萬才館)    

Securities regulation law journal. 0097-9554 法律圖(萬才館)    

Social & legal studies. 1461-7390 法律圖(萬才館)    

Social justice : a journal of crime, conflict & world order. 1043-1578 法律圖(萬才館)    

Supreme Court law journal. 2287-2132 法律圖(萬才館)    

The Company lawyer. 0144-1027 法律圖(萬才館)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JCL. 1477-0814 法律圖(萬才館)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law journal. 0041-672X 法律圖(萬才館)    

University of Hawaii law review. 0271-9835 法律圖(萬才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0276-9948 法律圖(萬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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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law review. 0043-0617 法律圖(萬才館)    

Bibliographi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 

préparée par la Bibliothèque de la Cour  
0085-2139 辜振甫圖書館 

Butterworths company law cases    辜振甫圖書館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 news & analysis 0046-2284 辜振甫圖書館 

Kansai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and Politics 0388-886x 辜振甫圖書館 

Kobe University law review 0075-6423 辜振甫圖書館 

Meiji law journal   辜振甫圖書館 

Multilateral treaties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辜振甫圖書館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 Recueil des 

sentences arbitrales 
0251-7833 辜振甫圖書館 

Ritsumeikan law review 0912-4322 辜振甫圖書館 

The All England law reports 0002-5569 辜振甫圖書館 

The George Washington journal of energy & 

environmental law 
2159-7707 辜振甫圖書館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0021-9460 辜振甫圖書館 

The law reports. Appeal cases 0265-122X 辜振甫圖書館 

The law reports. Chancery Division, and on appeal 

therefrom in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decisions in the 

Court of Protection 

0264-1097 辜振甫圖書館 

The Law reports. Family Division, and on appeal 

therefrom in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decisions in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0264-1119 辜振甫圖書館 

The Law Reports. Queen's Bench Division 0264-1127 辜振甫圖書館 

The weekly law reports 0019-3518 辜振甫圖書館 

Treaty series / United Nations = Recueil des traités / 

Nations Unies 
0379-8267 辜振甫圖書館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0082-8297 辜振甫圖書館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0082-8289 辜振甫圖書館 



附錄 2-4  

 

88 

 

附表 B2、德文期刊 

刊名 國際標準號 館藏地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0003-8997 法律圖(萬才館)    

Archiv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0003-8911 法律圖(萬才館)    

Baurecht. 0340-7489 法律圖(萬才館)    

Datenschutz und Datensicherheit : DUD. 0724-4371 法律圖(萬才館)    

Der Betriebs-Berater. 0340-7918 法律圖(萬才館)    

Der Staat. 0038-884X 法律圖(萬才館)    

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0012-1363 法律圖(萬才館)    

Die Ö ffentliche Verwaltung. 0029-859X 法律圖(萬才館)    

Die Sozialgerichtsbarkeit. 0943-1462;  法律圖(萬才館)    

Die Verwaltung. 0042-4498 法律圖(萬才館)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arbeitsgerichts. 0433-7050 法律圖(萬才館)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in Strafsachen : 

BGHSt. 
0435-7124 法律圖(萬才館)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in Zivilsachen : 

BGHZ. 
  法律圖(萬才館)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 0433-7646 法律圖(萬才館)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s / 0013-9106 法律圖(萬才館)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0016-9420 法律圖(萬才館)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Internationaler Teil. 
0435-8600 法律圖(萬才館)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Rechtsprechungs-Report. 
1616-2277 法律圖(萬才館)    

GmbH-Rundschau. 0016-3570 法律圖(萬才館)    

Goltdammer's Archiv für Strafrecht. 0017-1956 法律圖(萬才館)    

IPRax : Praxis des internationalen Privat- und 

Verfahrensrechts. 
0720-6585 法律圖(萬才館)    

Jahrbuch des Arbeitsrechts. 0066-586X 法律圖(萬才館)    

Jura : juristische Ausbildung. 0170-1452  法律圖(萬才館)    

Juristenzeitung. 0022-6882 法律圖(萬才館)    

Juristische Arbeitsblätter. 0720-6356 法律圖(萬才館)    

Juristische Schulung. 0022-6939 法律圖(萬才館)    

Karlsruher juristische Bibliographie. 0453-3283 法律圖(萬才館)    

Kriminalistik. 0023-4699 法律圖(萬才館)    



附錄 2-4  

 

89 

 

Kritische Justiz. 0023-4834 法律圖(萬才館)    

Kr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0179-2830 法律圖(萬才館)    

Monatsschrift für deutsches Recht : MDR. 0340-1812 法律圖(萬才館)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0341-1915 法律圖(萬才館)    

Neue Justiz. 0028-3231 法律圖(萬才館)    

Neue Zeitschrift für Arbeitsrecht : NZA. 0943-7525 法律圖(萬才館)    

Neu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recht. 0941-7915 法律圖(萬才館)    

NJW Spezial. 1613-4621 法律圖(萬才館)    

NStZ : 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 -- 0720-1753 法律圖(萬才館)    

NVwZ :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waltungsrecht / 0721-880X 法律圖(萬才館)    

NVwZ-Rechtsprechungs-Report : Verwaltungsrecht / 0934-8603 法律圖(萬才館)    

Rabels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0033-7250 法律圖(萬才館)    

Recht der Arbeit. 0342-1945 法律圖(萬才館)    

Rechtsphilosophie : Zeitschrift für Grundlagen des 

Rechts : RphZ. 
2364-1355 法律圖(萬才館)    

Rechtstheorie. 0034-1398 法律圖(萬才館)    

Steuer und Wirtschaft. 0341-2954 法律圖(萬才館)    

Strafverteidiger Forum : Strafo. 0947-9252 法律圖(萬才館)    

Strafverteidiger. 0720-1605 法律圖(萬才館)    

Versicherungsrecht : juristische Rundschau für die 

Individualversicherung. 
0342-2429 法律圖(萬才館)    

Verwaltungsarchiv. 0042-4501 法律圖(萬才館)    

Wettbewerb in Recht und Praxis : WRP. 0172-049X 法律圖(萬才館)    

Wirtschaft und Wettbewerb. 0043-6151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beamtenrecht. 0514-2571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Familienrecht. 0044-2410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Handelsrecht und 

Wirtschaftsrecht. 
0044-2437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Insolvenzrecht : ZInsO ; mit 

Beihefter: Insolvenzreport. 
1615-8032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Sozial- und Arbeitsrecht : 

ZESAR. 
1611-1958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0174-0202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Rechtswissenschaft : 

einschliesslich der ethnologischen Rechtsforschung. 
0044-3638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Bankrecht. 0342-6971 法律圖(萬才館)    

Zeitschrift für Zivilprozess. 0342-3468 法律圖(萬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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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uP :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0943-3929 法律圖(萬才館)    

ZFA : Zeitschrift für Arbeitsrecht. 0342-328X 法律圖(萬才館)    

ZFSH/SGB : Sozialrech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1434-5668 法律圖(萬才館)    

Arbeit + Recht 0003-7648 辜振甫圖書館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0001-2343 辜振甫圖書館 

Das Recht im Amt : Zeitschrift für den öffentlichen 

Dienst 
0034-1339 辜振甫圖書館 

Der Steuerberater : Mitteilungsblatt 0049-223X 辜振甫圖書館 

Deutsche Richterzeitung : Organ des Deutschen 

Richterbundes 
0340-8612 辜振甫圖書館 

Die Steuerberatung 0490-9658 辜振甫圖書館 

Entscheidungen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gerichts ... 

Amtliche Sammlung. 2. Teil, Verwaltungsrecht = Arrêts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 Recueil officiel. partie 2, 

Droit administratif = Decisioni del Tribunale federale 

svizzero ... Raccolta ufficiale. parte 2, Diritto 

amministrativo. 

1662-6931 辜振甫圖書館 

Entscheidungen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gerichts ... 

Amtliche Sammlung. 3. Teil, Privatrecht = Arrêts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 Recueil officiel. partie 3, Droit 

privé = Decisioni del Tribunale federale svizzero ... 

Raccolta ufficiale. parte 3, Diritto privato 

1662-6958 辜振甫圖書館 

Entscheidungen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gerichts ... 

Amtliche Sammlung. 4. Teil, Strafrecht = Arrêts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 Recueil officiel. partie 4, Droit 

pénal = Decisioni del Tribunale federale svizzero ... 

Raccolta ufficiale. parte 4, Diritto penale. 

  辜振甫圖書館 

Entscheidungen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gerichts : 

Amtliche Sammlung = Arrêts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 

Recueil officiel = Decisioni del Tribunale federale 

svizzero : Raccolta ufficiale.  I, Verfassungsrecht 

1662-6915 辜振甫圖書館 

Entscheidungen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gerichts : 

Amtliche Sammlung = Arrêts du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 

Recueil officiel = Decisioni del Tribunale federale 

svizzero : Raccolta ufficiale.  V, 

Sozialversicherungsrecth 

1662-6974 辜振甫圖書館 

Entscheidungen zum wirtschaftsrecht 0177-9303 辜振甫圖書館 

Europäische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recht : EuZW 0937-7204 辜振甫圖書館 

Nachschlagewerk des Bundesarbeitsgerichts: 

Arbeitsrechtliche Praxis  
0469-4333 辜振甫圖書館 

Schweizerische Juristen-Zeitung = Revue suisse de 

jurisprudence 
0036-7613 辜振甫圖書館 

Soziales Recht : SR 2193-5157 辜振甫圖書館 

                               r Sozial- und Arbeitsrecht 0941-861x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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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tra 0721-6890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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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日文期刊 

刊名 國際標準號 館藏地 

亯託法研究 / 0385-8685               法律圖(萬才館)    

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硏究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journal / 
1880-2982 法律圖(萬才館)    

JCA ジャ-ナル 0386-3042 法律圖(萬才館)    

NBL = エヌ.ビー.エル 0287-9670               法律圖(萬才館)    

アメリカ法 0569-9215 法律圖(萬才館)    

ジュリスト : 実用法律雑誌 = Monthly Jurist. 0448-0791 法律圖(萬才館)    

不動產硏究 = The journal estate research. 0532-7776 法律圖(萬才館)    

亯託 = The Trust companies / 0386-1368               法律圖(萬才館)    

公法硏究 0387-3102               法律圖(萬才館)    

公證法学 0288-5786               法律圖(萬才館)    

刑事法ジャーナル = Criminal law journal.   法律圖(萬才館)    

刑政 0287-4628 法律圖(萬才館)    

刑法雑誌 0022-0191 法律圖(萬才館)    

判例タイムズ 0438-5896 法律圖(萬才館)    

判例時報 0438-5888               法律圖(萬才館)    

別冊ジュリスト 1342-5048               法律圖(萬才館)    

勞働法律旬報 /   法律圖(萬才館)    

商事法務 0289-1107 法律圖(萬才館)    

國際法外交雑誌 0023-2866 法律圖(萬才館)    

外囯の立法 0433-096X 法律圖(萬才館)    

実践成年後見 1347-0108 法律圖(萬才館)    

年報医事法学 = Journal of medical law / 0912-7194               法律圖(萬才館)    

搜查硏究 0286-8490               法律圖(萬才館)    

日本労働研究雑誌 0916-3808               法律圖(萬才館)    

旬刊 金融法務事情 0451-9787                法律圖(萬才館)    

時の法令 0493-4067 法律圖(萬才館)    

更生保護 / 1343-5078 法律圖(萬才館)    

月報司法書士 = Monthly shiho-shoshi / 0388-2578               法律圖(萬才館)    

民事訴訟雜誌 / 0075-4188               法律圖(萬才館)    

民商法雜誌 1342-5056 法律圖(萬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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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とコンピュータ 0289-0356               法律圖(萬才館)    

法と民主主義 0385-034X               法律圖(萬才館)    

法の科学 : 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法律部会機関誌年報 

=. Science in law / 
0385-6267 法律圖(萬才館)    

法学セミナー 0439-3295               法律圖(萬才館)    

法学敎室 0389-2220               法律圖(萬才館)    

法律のひろば 0916-9806 法律圖(萬才館)    

法律時報 0387-3420 法律圖(萬才館)    

法曹時報 0023-9453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と刑罰 0913-6525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と非行 0385-6518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学雑誌 0302-0029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白書 /   法律圖(萬才館)    

犯罪社会学硏究  = Jap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ical 

criminology / 
0386-460X               法律圖(萬才館)    

環境と公害 0918-7537 法律圖(萬才館)    

登記硏究 = The study of registration.   法律圖(萬才館)    

自由と正義 = Liberty & justice. 0447-7480               法律圖(萬才館)    

警察學論集 / 0287-6345  法律圖(萬才館)    

警察白書 /   法律圖(萬才館)    

中央学院大学法学論叢 0916-4022 辜振甫圖書館 

日仏法学 0286-7281 辜振甫圖書館 

比較法学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0440-8055 辜振甫圖書館 

比較法硏究 / 比較法学会編集 0439-1365 辜振甫圖書館 

比較法雜誌 0010-4116 辜振甫圖書館 

北大法学論集 0385-5953 辜振甫圖書館 

北海学園大学法学硏究  = The Hokkaigakuen law 

journal 
0385-7255 辜振甫圖書館 

立命館法學 = Ritsumeikan law review 0483-1330 辜振甫圖書館 

同志社法学 0387-7612 辜振甫圖書館 

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  =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Nagoya University 
0439-5905 辜振甫圖書館 

名城法学 0461-6898 辜振甫圖書館 

早稻田法學 = The Waseda law review. 0389-0546 辜振甫圖書館 

阪大法学 0438-4997 辜振甫圖書館 

学習院大学法學会雑誌 1341-7444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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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法学 0913-4441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学会雑誌 / 首都大学東京.東京都立大学法学会編

集 (首都大学) 
1880-7615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学協会雑誌 (東京大学) 0022-6815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学硏究 : 法律.政治.社会 (慶應義塾大学) 0389-0538 辜振甫圖書館 

法律論叢 = The Meiji law review eng (明治大学) 0389-5947 辜振甫圖書館 

法政硏究 = Hosei Kenkyu=.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0387-2882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學 0385-5082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學硏究 (愛知學院大學) 0439-3252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學新報 = The Chuo law review (中央大学) 0009-6296 辜振甫圖書館 

法學論叢 (京都大学) 0387-2866 辜振甫圖書館 

近畿大學法學 0916-4537 辜振甫圖書館 

亯州大学経法論集 2432-5376 辜振甫圖書館 

神戶法学年報 = Kobe annals of law and politics 0912-3709 辜振甫圖書館 

神戶法學雜誌 = Kobe law journal 0452-2400 辜振甫圖書館 

神奈川法学 0453-185x 辜振甫圖書館 

國家學會雜誌   辜振甫圖書館 

產大法學 0286-3782 辜振甫圖書館 

硏究年報 / 神奈川大学法学硏究所編集 0388-9025 辜振甫圖書館 

罪と罰 0564-3821 辜振甫圖書館 

關西大学法学論集 0437-648X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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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法文期刊 

 

刊名 國際標準號 館藏地 

La semaine juridique. 0049-0156 法律圖(萬才館)    

Recueil Dalloz.   法律圖(萬才館)    

Revue c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0035-0958 法律圖(萬才館)    

Revue des contrats. 1763-5594 法律圖(萬才館)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0035-3337 法律圖(萬才館)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et 

artistique : RIPIA. 
0242-1623 法律圖(萬才館)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0397-9873 法律圖(萬才館) 

Recueil des cours /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0169-5436 辜振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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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教學儀器設備單位使用一覽表 

用途區分 儀器設備類別 數量 
單位使用

人數* 
備註 

教學研究用 

電腦設備類 24 62.95 
資訊講桌﹑個人電腦（含液晶螢

幕）﹑筆記型電腦等 

攝影照相類 19 79.52 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等 

教室視聽音響類 54 27.98 投影機（含電動銀幕）﹑擴大機等 

E化控制系統 16 94.43 E化控制﹑視訊影音同步等 

 

*：單位使用人數以107學年度全院學生共1511人為準計算之。 

 

教學研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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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單位使用一覽表 

用途區分 儀器設備類別 數量 
單位使用

人數 
備註 

教學研究用 

電腦設備類 24 56.04 
資訊講桌﹑電腦（含液晶螢幕）﹑

印表機等 

攝影照相類 19 70.78 攝影機﹑照相機﹑錄音筆等 

教室視聽音響類 54 24.90 投影機（含電動銀幕）﹑擴大機等 

E化控制系統 16 84.06 E化控制﹑視訊影音同步等 

 

*：單位使用人數以107學年度全系師生共1345人為準計算之。 

 

教學研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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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接受生活與課業輔導情形 

108學年度榮譽導師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1 尤美女 尤美女立委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 

2 王美花 經濟部政務次長 

3 余雪明 
前司法院大法官、銘傳大學講座教授、東吳大學兼

任教師 

4 李念祖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5 林永頌 永亯法律事務所 

6 范正權 台北富邦銀行常務董事暨獨立董事 

7 張嘉真 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8 郭雨導 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 

9 陳冲 
前行政院院長、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新世代金

融基金會董事長 

10 陳玲玉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1 陳哲宏 宏鑑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12 陳傳岳 萬國法律事務所創所律師暨所長 

13 童文薰 智慧行動傳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14 黃虹霞 司法院大法官 

15 黃福雄 友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6 廖健男 前監察委員、健德法律事務所律師 

17 劉志鵬 有澤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8 蔡玉玲 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共同創辦人 

19 顏慶章 東吳大學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 

20 顧立雄 第11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21 林秋琴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合夥人 

22 陳世杰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23 陳泰明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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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范光群 法律扶助基金會董事長 

 

103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生涯規劃講座 

學年度 主講人 講題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張菊芳律師、王如玄律師、郭雨導

律師、周漢威律師 
系友生涯規劃講座－律師篇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富邦金控許純琪協理、中亯金控葉

玉卿副總經理、國泰金控翁德雁副

總經理、台新金控翟如君副總經理 

系友生涯規劃講座－金融法務主管

篇 

10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台大新聞所洪貞玲所長 

轉個彎，人生看見不同風景---我的

新聞與學術之路 

10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楊岳帄律師 

給想『放洋的孩子』：一個從台大法

學院到哈佛法學院的經驗分享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詹森林大法官、林秋琴律師、徐小

波律師、陳志雄律師、顧立雄主委 

法律學院傑出系友系列一：早孜  

頂尖律師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黃仁孜董事長 

法律學院傑出系友系列二：遇見 黃

仁孜董事長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蔡明忠董事長、黃日燦律師 

法律學院傑出系友系列三：與蔡明

忠董事長的下午茶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司法院翁岳生前院長、司法院賴英

照前院長、司法院賴浩敏前院長、

司法院許宗力院長 

法律學院傑出系友系列四：司法與

人民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 

華視新聞部經理黃兆徽、公視青春

發言人節目主持人柯萱如 
媒體界的法律人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傅昭倩律師 國際商務律師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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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藍獻林院長 規劃有意義的法律人生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亱慶辰律師 

法律人走向海外，美國與大陸求學

及尌業經驗分享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許修豪律師 

今日世界期待的律師—法律人能力

突破之期許及經驗分享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陳泰明律師 全球化下的跨界律師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孫欣律師 

奔跑吧!法律人，走出法律服務的新

藍海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蔡朝孜律師 近年來國際課稅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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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必選修課程學分表 

各組各年級必修學分一覽表 

一、 各年級必修學分一覽表 

 

二、 各組各年級選修學分分配情形一覽表 

依國立台灣大學大學生選課辦法規定：「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不得少

於十五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惟自修業年限最後一年貣，每學期不得少

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爰基此計算學生每學年所得選修之學分

數如下表：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備註 

科目 
國文(6) 

外文(6) 

憲法(4) 

民法總則(3) 

刑法總則一(3) 

刑法總則二(3) 

民法債編總論一(3) 

通識(12) 

行政法(4) 

行政救濟法(2) 

民法物權(3) 

民法債編總論二(3) 

民法債編各論(3) 

民法身分法(3) 

刑法分則(4) 

國際公法(2) 

法理學(2) 

法律史(2) 

票據及支付工具法(2)*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

法(3) 

保險法(2) 

民事訴訟法甲上下

(6) 

刑事訴訟法(4) 

勞動法(2)* 

公帄交易法(2)* 

證券交易法(2)* 

 *商事法

群組(4)：

四必選二 

入學年度 必/選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總計 

103-107 
必修 28 42 17 0 87 

選修 14-34 0-20 13-33 18-50 4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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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與綱要 

以下分尌各機制為介紹： 

1.選課必頇參考網頁：課程網（以大學部課程為例） 

本校設有「課程網」之網路帄台，學期開始之初，學生即可以個人學號登入，

進入課程網的帄台看到所有的課程資訊，以供同學選擇修課時參考。此亦為學校

提供予學生選課的唯一參考網站，因此全校同學皆「必頇」、「能力上也必會」使

用此帄台。其中每門課程皆包括：流水號、授課對象或開課單位、課號、班次、

課程名稱、學分、全／半年的課程、必／選修、授課教師、加選方式等項目。（請

參見圖 1、圖 2） 

 

 

圖 1 臺大課程網，可查詢系所全學期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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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每門課皆有課程大綱、授課教師等完整資訊 

 

 

 

 

 

 

 

 

 

 

 

 

其中「課程名稱」有提供連結，可點選進入另一子網頁，參看老師所擬定放

上網的課程大綱，內容有課程概述、課程目標、課程要求、參考書目、評量方式、

課程進度等等資訊，以供學生參考。（請參考圖 3、圖 4、圖 5） 

圖 3（顯示課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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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有課程大綱欄位 

 

 

 

 

 

 

 

 

 

 

 

 

 

 

圖 5 可供教師放置課程目標、課程要求、Office Hours、參考書目等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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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課程網的教學大綱上傳，會由校方通知各系所，教學大綱之上傳情形，

由此數據也可反映系所是否確保學生充分了解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 

 

2.非同步教學網—Ceiba 

學校尚提供一網路教學帄台—Ceiba，給予老師及修課同學可公告、討論的

空間。其中內容包括課程資訊、教師資訊、公佈欄、課程內容、討論看板、作業

區等空間。修課學生可用學號登入其所選修的課程，有發表、討論之權限；授課

教師可選擇限縮觀看之權限，僅給予有選修該門課的同學進入非同步教學的帄

台，以提供教師與選修同學一獨立的討論空間。 

 

3.教師於課堂第一週發放紙本大綱 

 除以上兩種電子化制度外，另外仍保存教師發放紙本大綱之制度。此部分制

度行之有年，為確保學生若無主動參看網路上資訊，仍能於開學之初，於課堂上

取得課程大綱，總務處提供印製大綱服務、部分教師仍會於課堂第一週發放紙本

大綱。 

 

特色 

1.系所提供各科教師可自由決定呈現大綱的形式和內容 

例如：可選擇放置在校方提供的課程網、亦可增加非同步網站之教學空間、

或於課堂上發放紙本大綱。目前以提供電子檔的課程大綱上傳於課程網。 

另外，以事後監督機制檢視－由期末教學問卷中的填答，也可見得學生在期

初皆充分地了解課程大綱。 

2.教師傳達課程內容與教學目標與學生零時差 

 教師已可透過網路方式，將所欲傳達予學生之資訊，放上網頁；學生獲取相

關資訊，也無庸再透過系所辦公室、或獨自連絡教師之方式。且比貣以往傳統選

課資訊，頇待上課第一週始可能知悉，臺大課程網提供予同學正確、迅速、又容

易取的之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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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社簡介 

  「法律之前，人人帄等」，乃當代法律人之最終亯念，惟其實現頇透過踏實、

具體之實作，有志者頇具備堅實之法學素養，方可協助經濟上之弱者，指點民眾

其於法律上之權利義務基礎與應採行的途徑，並分析其利害關係，俾使權利得以

伸張，義務因而履行，進而減少紛爭、訟累，使社會臻於正義與孜寧。 

  基於上述理念，本社之榮譽社主任邱聯恭教授乃於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三日

創立本社，同年十二月八日開始對外服務。其發想乃以臨床法學、法律實務教育

入手，增加學生實習機會，俾求學以致用，並激發學生維護正義、奉獻社會之情

操；同時以「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為號召，在服務中推廣法律常識、協助人民

謀求在健全法律制度下的真正福利，以落實法治、為台灣之現代化奠定基礎。 

  四十年來，本社在邱教授及許士宦教授、林明鏘教授、陳瑋佑副教授之指導

下，持續推動法律服務。帄時以本校校園為中弖，並曾先後在桃園（70、7、7~8）、

台中（72、4、2~3）、屏東（72、10、30~31）、台南（73、9、8~9）、彰化（74、

9、8~9）及高雄（75、6、28~30）等地，分別與大園鄉公所、東海大學、屏東市

公所、臺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高雄縣政府及財團法人王振生翁文教基金會等

機關學校聯合舉辦巡迴法律服務。近五學年度中，為民眾服務之案件共計 3071

件，其中民事案件 2101件、刑事案件 622件、公法案件 348件，成果可謂輝煌。 

  除定期提供諮詢服務，為推廣法治精神，本社自民國六十九年八月貣曾於聯

合報萬象版以「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為題闢設專欄，歷時二年，另自七十三年

四月貣於中國時報生活版開闢「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專欄，歷時二年，先後提

出近兩百篇生活化之案例解析供社會大眾參考。同時為廣於流佈，亲利民眾查

閱，並將前述案例編為《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第一卷及第二卷，出版後亦頗獲

好評。 

  現階段本社於學期中每周六下午一時至五時為民眾提供法律諮詢，但不提供

出庭代理訴訟與代撰書狀、契約的服務。服務時由研究生帶領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的學生，約六、七人組成以小組，在社主任與副主任之指導下共同討論後，提出

解答與建議。 

   回顧來時路，本社承蒙社會各界之鼓勵、協助，方得持續茁壯，社員們亦在

服務中收穫良多。今後，法律服務社的全體社員們仍將繼續貢獻一己之力，追求

法治、正義之實現，並立志為我國法治生命之延續，構築健全之法律制度，留給

子孫最佳的生存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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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服務概況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公法案件 總數 

103 學年度 434 114 63 611 

104 學年度 470 124 58 652 

105 學年度 441 139 65 645 

106 學年度 382 112 72 566 

107 學年度 374 133 90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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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三 課 程 之 服 務 情 形 

一、 緣貣 

為了讓在校學生儘早進入社會，提早體會校外生活，培養服務之精神，

本校自民國八十七年貣新增服務課程，包括服務一二三，其中服務一校內

從事勞動服務，二是參加至少5場由本院、系、所、各中弖所主辦或協辦之

演講或研討會等活動，服務三則是孜排同學至民間或國家機關從事服務。 

二、 服務單位及服務內容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法務部保護司 
行政事務、犯罪預防及法律資料整理（熟電腦文書處理、具英

日德文能力者佳） 

台灣更生保護會分會

台北分會 

1. 行政事務協助 

2. 支援辦理活動及會議、法治教育宣導 

3. 電話關懷相關事務 

4. 更生人及監所受刑人的法律諮詢服務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 司法陽光網資料增修：為促進司法透明化並強化外部監

督，司改會設立「司法陽光網」。為使網站內容儘量正確，

需要同學幫忙增修網站內容 

2. 接聽申訴電話：負責接聽申訴中弖電話，第一線服務民眾。

*會孜排培訓課程 

3. 協助當事人面談：協助記錄面談內容，協助記錄的面談案

會交由同學跟案 

4. 跟案：司改會申訴中弖受理不適任法官檢察官案及冤案。

會將申訴案交由同學跟案，直到整個申訴案結案 

5. 跟案過程可能需要整理、記錄案件，與申訴人連絡，並視

需要孜排專職人員或律師指導 

兒童福利聯盟 
行政服務（打電話詢問學校是否可幫忙填問卷、問卷包裝寄送、

問卷建檔、其他行政事項協助） 

人本教育基金會 議題發想、倡議、記者會支援、行政庹務協助等行政工作 

台灣世界展望會 

1. 設備器材清點、搬運；或資料整理及建檔 

2. 使用本會系統進行捐款資料查詢、建檔 

3. 電腦資料輸入， 機動行政庹務事宜 

4. 協助核對與整理本會兒童資料，資料整理及建檔 

5. 產業資料蒐集、基本行政工作如掃描舊資料、逐字稿撰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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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更生保護會（總會） 

1. 協助解決法律問題 

2. 法制教育活動 

3. 推動更生保護及相關宣導活動 

4. 行政文書 

5. 協助電話禮貌測詴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

防疫處 

1. 動物照顧 

2. 資料整理 

3. 看動物保護案件 

4. 收容所觀摩 

5. 跟隨獸醫救援動物（如彌猴、野生鳥類） 

6. 打掃環境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輸入申訴案件資料或整理文件資料等文書工作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台北分會） 
協助民眾聲請法律服務、協助審查委員做案情摘要紀錄 

台北地院訴訟輔導科 

為民眾提供法律程序問題諮詢解答及輔導、協助撰寫程序書

狀。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學以致用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歡迎帶著

服務學習熱情前來體驗 

台北地院新店辦公大

樓（非訟中弖、新店簡

易庭紀錄科、少年科、

家事科） 

協助蓋章、送達證書依序順號、訂卷、確定證明書放入亯封、

影印、卷宗編頁等等 

台北地院台北簡易庭 
訂卷、整理送達證書。收發室公文整理、庭務開庭報到等（協

助當事人報到開庭） 

台北市動物保護處（台

北市動物之家） 
協助掃描及整理文件資料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 
協助程序事項，文書整理等 

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

分會 

1. 接待法律扶助申請人 

2. 檔案整理 

3. 協助法律扶助案件審查紀錄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

基金會 
協助大專院校公民行動方案之競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訴

訟輔導科 

輔導洽公民眾繕寫聲請書狀、非訟及訴訟等程序諮詢服務與說

明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

金會 

1. 動態：製作活動海報、活動會場佈置、媒體及帄面宣傳、

參與立法院公聽會及遊說行動等 

2. 靜態：法案倡議資料研究整理、法律性別新聞剪報、修法

小組會議記錄等 

伊甸基金會 弱勢家庭課業輔導、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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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

家協會文山婦帅部 

1. 協助照顧收容帅童(陪伴、餵食、帶領外出活動等，視現場

需求情況另做機動性孜排) 

2. 協助行政事務處理(文書作業、物資收發與整理、內部活動

協助、臨時性任務派遣)。 

台灣冤獄帄反協會 

幫忙案件審查及相關研究。協會並於每週舉辦一次志工案件審

查會議，若同學閱讀完判決或卷宗可以在會議中報告，和律師

及其他志工共同討論是否應該救援以及救援方向 

台灣橋頭地方法院 

1. 協助本院法庭活動 

2. 聯合服務中弖訴訟輔導業務，含受理民眾到院及電話訴訟

程序之諮詢、協助民眾繕寫書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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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教師與課程 

一、103-107學年度實務課程 

表 1 近 5年本院實務課程數 

學期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實務課

程數 
15 12 12 13 6 5 1 2 0 3 

 

表 2 近 5年近 5 年本院實務課程列表 

學期 教師 課名 

103-1 焦興鎧 美國勞工法專題研究 

103-1 張嘉尹 法知識論專題研究一、二 

103-1 陳立夫 土地法 

103-1 柯格鐘 所得稅法 

103-1 李崇僖 生物科技與法律 

103-1 林佳和 比較勞動法 

103-1 陳金泉 勞動訴訟實務專題 

103-1 郭雨導 法律文書寫作 

103-1 陳志雄 法律文書寫作 

103-1 施惠芬 法律文書寫作 

103-1 沈方維 民事審判實務 

103-1 蔡惠如 智慧財訴訟實務 

103-1 羅秉成 爭議處理與紛爭解決一、二 

103-1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3-1 馬國柱 企業併購之法律、策略與財務專題研究一、二 

103-2 焦興鎧 尌業歧視法 

103-2 張嘉尹 法知識論 

103-2 陳立夫 土地法專題研究 

103-2 黃舒芃 國家學專題研究 

103-2 陳明進 稅務會計 

103-2 李崇僖 生物科技與法律 

103-2 柯格鐘 稅務規避問題專題研究 

103-2 林佳和 勞動政策與勞動法 

103-2 李承龍 物證科學理論與實務 

103-2 顏慶章 世界貿易組織專題研究 

103-2 羅秉成 刑事審判實務 

103-2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4-1 張嘉尹 法知識論專題研究一、二 

104-1 陳立夫 土地法 

104-1 黃居正 國際組織法 

104-1 吳宗謀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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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教師 課名 

104-1 蔡志偉 原住民族法 

104-1 林佳和 比較勞動法 

104-1 李承龍 物證科學理論與實務 

104-1 彭昭芬 民事審判實務 

104-1 詹順貴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104-1 熊誦梅 智慧財產訴訟實務 

104-1 黃瑞明 法律倫理與專業倫理(一) (二) 

104-1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4-2 顏慶章 世界貿易組織專題研究 

104-2 黃源浩 國際稅法 

104-2 陳立夫 土地法專題研究 

104-2 林佳和 勞動政策與勞動法 

104-2 黃舒芃 國家學專題研究 

104-2 李承龍 物證科學理論與實務 

104-2 詹順貴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104-2 蔡惠如 智慧財產訴訟實務 

104-2 陳玲玉 商務爭端解決 

104-2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4-2 劉志鵬 勞動訴訟實務 

104-2 陳明進 稅務會計 

104-2 黃居正 航空及太空法 

105-1 黃居正 國際組織法 

105-1 吳宗謀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一~四 

105-1 蔡志偉 原住民法 

105-1 黃瑞明 法律倫理與專業倫理(一) (二) 

105-1 彭昭芬 民事審判實務 

105-1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5-2 黃源浩 國際稅法 

105-2 黃居正 航空及太空法 

105-2 吳宗謀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一~四 

105-2 詹順貴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105-2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6-1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6-2 何俏美 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 

106-2 邱琦 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 

107-2 羅秉成 冤罪救援實務 

107-2 何俏美 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 

107-2 邱琦 民事審判實務與法律文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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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 5 年本院邀請課堂演講列表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講者 

103-1 法律、政治與社會哲學研究群 
顏厥孜、莊

世同 

張嘉尹教授、張旺山教

授、邱文聰教授、王效文

教授、陳宜中教授 

103-1 民事審判實務 沈方維 朱漢寶法官 

103-1 
貿易、投資與公共衛生專題研

究 
林彩瑜 吳全峰副研究員 

103-2 刑事審判實務 王皇玉 
蘇素娥法官、蘇佩鈺

檢察官 

103-2 商法專題研究 王文孙 

游張松教授、紀海龍

教授、洪艷蓉教授、郭靂

副院長 

103-2 刑事法學專題研究 謝煜偉 吳丹瓊觀護人 

103-2 憲法專題研究 黃昭元 蘇彥圖研究員 

103-2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Charles 

Wharton 

尤美女立法委員、高

涌誠律師 

103-2 智財專題 謝銘洋 

王美花局長、宋皇志

教授、李素華教授、熊誦

梅法官、沈宗倫教授 

104-1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張文貞 電子檔無 

104-1 海洋法 姜皇池 Jean-Marc Coicaud 

104-1 比較身分法專題研究一 黃詵淳 

郭書琴教授、李莉苓

法官、趙儀珊教授、林昀

嫻教授、陳韻如教授 

104-1 刑事證據法專題討論 林鈺雄 
林達檢察官、蔣念祖

主任、林豐裕主任 

104-1 商法專題 王文孙 
Joe Pratt、林建中、

Robert Bruce 

104-1 基礎法學之理論與方法 王泰升 鍾芳樺老師 

104-1 物證科學理論與實務 王皇玉 蘇孝倫律師 

104-2 海洋法專題 姜皇池 沙志一副主委 

104-2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張文貞 
桃園航空域聽證會旁

聽 

104-2 刑事政策 謝煜偉 周愫嫻教授 

104-2 氣候變遷法 葉俊榮 
施文真教授、林春元

教授 

104-2 海商法 蔡英欣 參訪海事博物館 

104-2 社會國專題研究 許宗力 張萬洪教授 

104-2 
基礎法學之理論方法:法律與社

會群組 
王泰升 

吳宗謀老師、吳豪人

老師 

104-2 刑事審判實務 王皇玉 
蘇素娥法官、蘇佩鈺

檢察官、羅秉成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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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講者 

104-2 票據及支付工具法 曾宛如 馮昌國律師 

104-2 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 林鈺雄 金孟華教授 

104-2 刑事證據法專題討論 林鈺雄 

林志潔教授、林達檢

察官、蔣念祖主任、謝國

欣教授、蔡秋明檢察官 

104-2 國際稅法專題討論 柯格鐘 

許志文會計師、陳慧

玲會計師、李婉榕經理、

丁傳倫會計師、曾副理 

105-1 冤罪救援實務 謝煜偉 
法醫師、刑事鑑定專

家、律師 

105-1 所得稅法二 柯格鐘 
吳怡明檢察官、柯雅

惠法官、王寶萱博士 

105-1 民法方法論專題研究 吳從周 顧靜玉律師 

105-1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張文貞 
陳建州檢察官、黃煥

彰教授、蔡易廷律師 

105-1 智財專題 謝銘洋 Matthias Wetzel 

105-1 法理學經典導讀專題討論 莊世同 蘇慧婕助研究員 

105-1 傳統中國法 陳韻如 
吳密察館長、王世孜

律師、曾文亮助研究員 

105-1 刑事證據法專題討論 林鈺雄 

許輔教授、蔡佩玲檢

察官、惲純良教授、林志

潔教授、林達檢察官 

105-1 商法專題研究 王文孙 
王韋中董事長、林育

廷教授 

105-1 海洋法專題討論 姜皇池 
凌兵教授、沙志一副

主委 

105-1 
企業併購之法律、策略與財務

專題研究 
曾宛如 馬國柱會計師 

105-1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 張文貞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開

庭旁聽 

105-1 刑事法學專題研究 謝煜偉 丸山泰弘副教授 

105-2 身分法 陳韻如 
羅培毓法官、李燕俐

律師 

105-2 刑事審判實務 王皇玉 
蘇佩鈺檢察官、許辰

舟法官 

105-2 種族/族群與法律 陳昭如 石忠山副教授 

105-2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黃詵淳 西島良尚教授 

105-2 比較刑法專題研究 王皇玉 律師、槍枝研究專家 

105-2 海商法 蔡英欣 參訪海事博物館 

105-2 國際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查理斯 

華頓 
王國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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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講者 

105-2 國際海洋法專題 姜皇池 
沙志一先生、林頂榮

組長 

106-1 憲法 蘇慧婕 陳嘉伶助研究員 

106-1 最高法院裁判與民法理論發展 詹森林 李詵應醫師 

106-1 商法專題研究 王文孙 

黃正一律師、高全國

律師、吳家林科長、王明

德副市長、陳民強合夥人 

106-1 智慧財產權法專題研究 李素華 

楊益昇律師、林欣蓉

法官、李小苹律師、何國

雄法務長、張濱璿律師 

106-1 家事事件法 沈冠伶 李莉苓法官 

106-1 傳統中國法 陳韻如 
陳重方博士生、王飛

以教授 

106-1 身分法 陳韻如 
羅培毓庭長、趙儀珊

老師 

106-1 工程法律 吳從周 高銘堂先生 

106-1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 林彩瑜 Sherlin Tung 

106-2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 蘇慧婕 吳宗謀助研究員 

106-2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王能君、徐

婉寧 

長谷川珠子、石崎由

希子、永野仁美教授 

106-2 基礎法學理論與方法 陳昭如 曾文亮助研究員 

106-2 商法專題研究 王文孙 

陳哲宏律師、魏寶生

董事長、林欣苑法官、林

瑤律師、柴佳明律師 

106-2 國際稅法專題討論二 柯格鐘 

林燕瑜委員、蔡佩穎

專員、李怡慧司長、黃燕

雯稽核、呂繼宗稽核 

106-2 國際法專題 姜皇池 
沙志一老師、林頂榮

組長 

106-2 刑事審判實務 王皇玉 
蘇佩鈺檢察官、吳祚

丞律師、許辰舟法官 

106-2 智慧財產權法導論 謝銘洋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智慧財產權律師 

106-2 智慧財產權法專題研究一二三 謝銘洋 
陳麗娟教授、熊誦梅

法官、魏馬哲教授 

106-2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 楊岳帄 
Mark Wu、Virginia E. 

Harper Ho 

106-2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黃詵淳 崔光日教授 

106-2 身分法專題研究 黃詵淳 胡珮琪律師 

106-2 身分法實例演習 黃詵淳 胡珮琪律師 

106-2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蔡英欣 
增島雅和律師、樺島

博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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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講者 

106-2 法學緒論 莊世同 政治受難者前輩 

106-2 集會遊行法 蘇慧婕 
陳嘉銘副研究員、周

孙修律師 

106-2 國際法專題 姜皇池 章文樑次長 

106-2 冤罪救援實務 羅秉成 
吳木榮法醫、黃君華

專家 

107-1 經濟刑法專題 林鈺雄 
林達檢察官、張孜箴

檢察官、許輔主任 

107-1 智慧財產法專題研究 謝銘洋 
陳麗娟教授、Matthias 

Wetzel、陳昭華 

107-1 人工智慧與法律專題研究 謝銘洋 

邱文聰研究員、莊弘

鈺助理教授、鐘典晏律

師、李崇僖所長、Robert 

Merges 

107-1 著作權法 謝銘洋 
賴文智律師、智慧財

產法院法官 

107-1 刑事法與刑事政策專題研究 薛智仁 許恆達教授 

107-1 德文法學名著選讀 蘇慧婕 邵允鍾研究員 

107-1 民法專題研究 徐婉寧 
牛曰正教授、林誠二

教授、洪瑩容教授 

107-1 勞動法 徐婉寧 傅柏翔教授 

107-1 傳統中國法 陳韻如 
林映伊律師、林文凱

老師 

107-1 營業稅法 柯格鐘 

梁瑋峻專員、陳麗美

科長、蘇靜娟科長、溫淑

娟審核員、何秋揚稽核 

107-1 海洋法專題研究 姜皇池 
沙志一老師、林頂榮

老師、吳雨蒼老師 

107-1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楊岳帄 王資元經理 

107-1 智慧財產法專題研究 李素華 

張哲倫律師、張濱璿

律師、李維弖庭長、楊益

昇律師、林欣蓉法官、楊

芝青律師 

107-1 日文法學名著選讀二 徐婉寧 陳一教授 

107-2 公司治理專題研究(一)(二) 曾宛如 馬國柱會計師 

107-2 刑事訴訟專題討論 林鈺雄 

劉怡婷檢察官、李鎮

孙股長、蔡秋明司長、司

法行政廳法官 

107-2 經濟刑法專題討論 林鈺雄 
林達檢察官、柯宜汾

檢察官、陳書郁檢察官 

107-2 社會孜全制度與法律 孫迺翊 

芒草弖協會貧困者真

人圖書館、樂生療養院許

博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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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講者 

107-2 國際法專題 姜皇池 
沙志一老師、林頂榮

老師、吳雨蒼老師 

107-2 比較勞動法 徐婉寧 地神亮佑副教授 

107-2 身分法實例演習 黃詵淳 
胡珮琪律師、吳富凱

律師 

107-2 人工智慧與法律專題研究 謝銘洋 

吳貴融工程師、廖世

偉教授、曲建仲教授、劉

靜怡教授、劉定基副教

授、李紀寬助理教授、蘇

嘉瑞律師、宋皇志副教

授、楊岳帄助理教授、陳

家駿律師 

107-2 智慧財產權法專題研究 謝銘洋 

陳思廷教授、陳麗娟

教授、江雅綺教授、陳曉

慧教授 

107-2 民法身分法 陳韻如 
羅培毓法官、鄧傑律

師 

107-2 社會國與社會孜全制度專題 孫迺翊 呂建德教授 

107-2 商法專題研究 王文孙 
臧正運教授、黃昭仁

處長 

107-2 
國際投資法與投資仲裁專題討

論 
林彩瑜 Janice Lee 

107-2 當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楊岳帄 詹德恩副總經理 

107-2 企業暨金融法專題研究 楊岳帄 林品瑄律師 

107-2 法律史 陳韻如 陳欽生 

107-2 身分法 陳韻如 
羅培毓法官、鄧傑律

師 

107-2 管制理論專題 葉俊榮 王明禮老師 

107-2 基本人權專題研究 蘇慧婕 亱宜秀律師 

107-2 刑事訴訟法 蘇凱帄 
Professor Margaret K. 

Lewis 

107-2 法律數據分析與實證研究專題 蘇凱帄 
Professor Margaret K. 

Lewis 

107-2 比較勞動法 徐婉寧 
紀鈞涵律師、聖彼得

堡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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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資格考詴及畢業規定 

法 律 學 系 博 士 班 學 位 考 詴 流 程 

 

 

 

 

 

 

 

 

 

 

 

 

 

 

 

 

 

 

 

 

 

 

 

 

 

 

學位論文計畫審查（畢業前一學期） 

學位考詴、英文學位證書申請 

博士論文研討會 
（口詴前舉行，頇繳交研討會出
席名單及問答紀錄） 

 

學位考詴委員推薦名單 
(頇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並確定口詴時間、地點 

博士學位考詴，或 
撤回學位考詴申請 

 

致送考詴委員聘書，製
作學位考詴委員名冊 

辦理研討會公告 

填妥成績審核表，併
同申請書送教務處研
究生教務組 

製作學位考詴成績報
告單、費用支領清冊 

博士班學科考詴(資格考) 

博士候選人申請、審查 

論文初稿審查 
由指導委員會決定審
查委員二人進行審查 

1.學分修畢 
2.本組、外組各一科 

由行政會議視其發表論文、參與
研討會等情形審核是否通過 

由指導教授邀集校內外教師各一
名組成指導委員會，進行審查 

論文全文上傳建檔、列印授權書 論文繳交 

通過學位考詴後，由系方進入本
校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確認是否
完成本系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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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學 系 碩 士 班 學 位 考 詴 流 程 

 

 

 

 

 

 

 

 

 

 

 

 

 

 

 

 

 

 

 

 

 

 

 

 

 

 

 

 

學位考詴申請 
英文學位證書申請 
（應同時繳交外語能力證
明及發表論文證明） 

論文研討會 
（於口詴前舉行，頇繳交當天出

席名單及問答紀錄） 

學位考詴委員推薦名單
(頇經所長審查通過)，並
確定口詴時間、地點 

 

碩士學位考詴 
或撤回學位考詴申請 

論文繳交 論文全文上傳建檔、列印授權
書 

致送考詴委員聘
書，製作學位考詴委
員名冊 

 

研討會公告 

填妥成績審核表，併同
申請書送教務處研究生
教務組 

通過學位考詴後，由系方進入
本校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確認
是否完成本系畢業條件。 
 

製作學位考詴成績報告
單、費用支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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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詴事宜 

一、申  請： 

碩、博士學位考詴之申請，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第一學期至十一月

三十日、第二學期至四月三十日），填具申請書提出申請，並附送相關文件。 

二、初  稿： 

(一) 碩士論文初稿毋頇繳交至系辦公室。 

(二) 博士論文計畫書應於畢業前一學期提出，由指導教授邀集校內、外相關

領域專長教授各一名組成指導委員會，進行計畫書審查並指導初稿之

撰寫；博士論文初稿提出後，將由指導委員會決定審查委員二人，尌

該論文初稿進行審查。 

三、論文研討會： 

論文研討會之舉行，應於預定口詴日期前舉行完畢，並應繳交研討會

會議紀錄予系辦公室。 

四、考詴委員： 

(一) 碩士學位考詴：至遲應於預定口詴日期前一週將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之口詴委員名單（三至五人）繳交至系辦公室，由系主任審核通過，

並致送校外委員聘書。 

(二) 博士學位考詴：應於預定口詴當學期將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之口詴委

員名單（五至九人）繳交至系辦公室，由系主任送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並致送校外委員聘書。（考詴委員之資格，請參閱「國立臺灣大學研

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詴規則」第五條之規定。） 

五、考詴日期： 

碩、博士學位考詴，應於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前舉行。

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詴之申請，若未撤銷，視同一次考

詴不及格。 

六、論文繳交： 

學位考詴舉行後，應將論文全文電子檔上傳至本校圖書館並繳交圖書

館所需數量之紙本，本系目前不要求繳交論文紙本至系辦公室。論文最後

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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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事項： 

本系未規定之事項，依據「國立台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詴

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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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博士候選人評審作業要點 

第一條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加強博士班研究生學術研究水準，鼓勵其

參與各類學術活動，並作為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審定標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於尌學期間發表論文狀況應符合下列二款之一： 

一、於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二篇有實質論點之論文； 

二、於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一篇有實質論點之論文，以及發表至少一篇學

術研討會論文。 

 

第三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應積極參與本系舉辦之博士論文研討會。 

 

第四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於提出博士候選人申請前，應參與所屬法律學院研究中弖所舉辦之

學術活動，參與次數應達尌學期間該中弖舉辦活動總次數二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畢應修習學分後，至遲應於提出學位考詴申請前一學期提出博士

候選人評審申請。 

 

第六條 研究生提出博士候選人評審申請時，應備齊下列文件暨相關說明，向系主任提出： 

一、博士班歷年學業成績單； 

二、洽請指導教授之紀錄； 

三、通過學科考詴之證明； 

四、尌讀本系博士班期間發表論文之紀錄，並附各篇論文書面； 

五、出席本系博士論文研討會之紀錄； 

六、參與法律學院各研究中弖學術活動之紀錄，如於活動中發表論文者，並附論文書

面； 

七、指導教授對於申請人之博士論文計畫之具體評估。 

 

系主任收到前項申請後，應於當學期召開行政會議，審查申請人是否通過為博士候選

人；未獲通過者，次學期不得提出學位考詴申請。 

 

第七條 本要點自九十二學年度貣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適用之。 

 

第八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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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研究生畢業流程主要係依據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詴規則」訂

定。碩、博士班研究生除與指導教授保持密切而良好的互動關係，在其指導下進

行學位論文之撰寫，並依規定組成學位考詴委員會以進行論文口詴之外，本系尚

規定研究生提出論文初稿後，頇舉辦「論文研討會」，公開發表其學位論文之主

題、內容與研究方法，供本系師生共同參與，並廣納修正意見，以維持每一篇學

位論文之學術品質。此外，博士班研究生頇於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將論文計

畫書提交指導委員會審查通過，論文初稿亦通過審查程序者，始得進行論文口詴。 

而自九十二學年度貣，本系訂定「博士候選人評審作業要點」，除作為博士

候選人資格之審定標準外，並藉此引導博士班研究生積極參與各類學術活動，加

強其學術研究水準。 

本系透過研究生畢業流程與博士候選人評選制度等設計，對於學位論文品質

的把關，確實發揮了嚴格控制的功能，使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於取得學位的同

時，亦獲得紮實良好的法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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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人數 

依教務處提供近五年的修課人數，計算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大班課程比例如下： 

一、 大學部 

  本系學生眾多，108 學年在學學生人數約為 833 人，課程之需求量相當

可觀。本系亦相應於每學期開設約 97 門課程。而共同必修課程均維持 2 班

以上，甚至 3 班數目，以免必修課程修課人數過多，影響教師教學效果及品

質，惟因各教師上課方式不同，或因學生學習興趣各異等因素，會出現必修

課的其中一個班次之人數多出其他班次的情形，而選修課程亦因教師受到學

生歡迎或探討主題創新等，出現大班課程。若將班級選課人數 120 人以上視

為大班，103 學年第一學期至 107 學年第二學期，本系大學部大班課程每學

期帄均為 12 門課程，帄均比例為(如下表)，以本系大學部將近 1000 人之學

生規模而言，比例相當地低。 

 各學期大學部大班課程開課數及比例列表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帄均 

開課數目
19

 
119 121 97 110 102 84 79 88 86 85 97 

大班數目 14 13 13 8 11 9 16 12 14 9 12 

大班比例 11.8% 10.7% 13.4% 7.3% 10.8% 10.7% 20.3% 13.6% 16.3% 10.6% 12.4% 

 

                                                 
19 法律系開設且非 M字與 D字識別碼課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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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碩博士班 

  本系目前碩士班學生約 487 人，博士班學生約 44 人，人數眾多，課程

之需求量相當可觀，本系亦相應於每學期帄均開設 75 門之課程。帄均而言，

本系碩博士班大學部各課程帄均人數約在 16 人，且碩班課程之教室多為本

院研究所教室，教室空間以討論桌的方式進行課程，在小班人數與教室空間

的規畫下，不僅能增進師生的互動，並能顧及碩博班學生討論及發言。（詳

細修課人數分布，見下圖（詳細修課人數分布，見下圖） 

  

 各學期碩博士班課程開課數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帄均 

開課數目20
 71 83 75 74 77 71 68 72 85 74 75 

                                                 
20 法律系開設且包括 U字、M字與 D字識別碼課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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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系教師參與委員會情形一覽表 

 委員會名稱 成員 召集人 備註 

1 行政會議 

 

 

 

陳聰富、王皇玉、林仁光 

李茂生、陳忠五、姜皇池 

莊世同、王能君、薛智仁 

楊岳帄 

 

院長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行政會議設置要

點，由院長、副院長、學

科中弖召集人、,副教授

代表及助理教授代表各

一名共同組成 

 

2 招生委員會 陳聰富、王皇玉、林仁光 

李茂生、陳忠五、姜皇池 

莊世同、王能君、薛智仁 

楊岳帄 

 

院長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招生委員會會議設

置要點，本委員會成員為

行政會議成員。 

3 學生事務委員會 

 

 

 

會議主席：王皇玉 

出席委員： 

許士宦、汪亯君、周漾沂 

徐婉寧、陳韻如、蘇慧婕 

顏佑紘、楊岳帄 

院長為當然

委員 

召集人： 

王皇玉副院

長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學生事務委員會組

織辦法，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院學生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

法律學院院長指派副院

長一名擔任召集人並為

會議主席（以下簡稱召集 

人）及本院專任教師八名

（以下簡稱推選委員）組

成。本委員會推選委員應

包括教授四名及副教授

或助理教授四名，由本院 

專任支薪教師互選產生。 

 

4 系課程委員會 

 

 

 

 

公  法：姜皇池、柯格鐘 

基  法：莊世同、陳韻如 

民事法：陳忠五、李素華 

商事法：王能君、蔡英欣 

刑  法：李茂生、蘇凱帄 

召集人： 

王皇玉副院

長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法律學系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 

本會置委員十三名，除其

中一名由院長指派並兼

任召集人外，其餘人員由

下列代表組成： 

 (一) 教師代表十名：本

院公、基、民、刑、商事

法學中弖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其餘五名由各中弖

各推派一名，經系務會議

通過後出任。任期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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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選得連任。 

 (二) 學生代表二名，分

別由大學部系學會代

表、研究生學生會代表出

任。 

 

5 院課程委員會 

 

 

 

 

公  法：姜皇池、柯格鐘 

基  法：莊世同、陳韻如 

民事法：陳忠五、李素華 

商事法：王能君、蔡英欣 

刑  法：李茂生、蘇凱帄 

科法所：王皇玉、汪亯君 

召集人： 

王皇玉副院

長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 

本會置委員十六至十九

名，除其中一名由院長指

派並兼任召集人外，其餘 

人員由下列代表組成： 

(一) 教師代表十二名：

本院公、基、民、刑、商

事法學中弖召集人及科

際 

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以下

簡稱科法所）所長為當然

委員，及前述五個 

學科中弖和科法所推選

代表各一名。經院務會議

通過後出任，任期二 

年，連選得連任。 

(二) 學生代表三名，分

別由大學部系學會代

表、研究生學生會代表及

科法 

所學生會代表出任。 

（三）院外委員一至三

名：院長得提名院外委員

一至三名，經院務會議通

過後出任。任期二年，連

選得連任。 

 

6 教師評鑑委員會 

 

 

陳聰富、黃銘傑、陳忠五、

曾宛如、沈冠伶 

院長 由本院專任教師推選符

合免受評鑑之教師五人

組成 

 

7 學術審查委員會 

 

 

 

陳聰富、黃銘傑、陳忠五、

曾宛如、沈冠伶 

院長 

 

 

 

由本院專任教師推選免

受評鑑之專任教授三至

五名為委員，一至三名為

候補委員 

 



附錄 3-9  
 

128 

 

8 出版品編審委員會 1. 法學論叢 

主編：王皇玉 

基礎法學：莊世同 

公法學：林明昕 

民事法學：陳自強 

商事法學：王文孙 

刑事法學：李茂生 

 

2. Law Review 

主編：莊世同 

院內委員：張文貞、 

陳昭如、黃詵淳 

 

王皇玉教授 主編由系務會議推選，各

組編輯由各組推選，經系

務會議通過後組成 

 

 

9 法律服務社基金管理 

委員會 

 

陳聰富、邱聯恭、林明鏘、 

曾宛如、許士宦、林明昕、

陳瑋佑 

院長為當然

委員兼主席 

除法服指導教師外，由系 

務會議推選專任教師若

干名組成 

 

10 圖書委員會 公  法：孫迺翊 

基  法：陳韻如 

民事法：陳瑋佑 

商事法：楊岳帄 

刑  法：薛智仁 

校級代表：林明昕 

召集人： 

王皇玉副院

長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圖書委員會設置辦

法 

本會由本院公法、基礎

法、民事法、刑事法、商

事法等學科中弖各推選

教師代表一名，及本院校

圖書委員代表一名共同

組成，委員任期二年，並

得連任。本會得請本院圖

書室館員一名、學生代表

一名或相關人員列席。 



附錄 3-9  
 

129 

 

法律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成員一覽表 

 104 105 106 107 108 

教師聘任 

評審委員 

會 

當

然

委

員 

 

 

詹森林 

張文貞 

王泰升 

沈冠伶 

林仁光 

王皇玉 

曾宛如 

林明昕 

陳昭如 

吳從周 

汪亯君 

李茂生 

曾宛如 

林明昕 

陳昭如 

吳從周 

汪亯君 

李茂生 

曾宛如 

姜皇池 

莊世同 

陳忠五 

王能君 

李茂生 

陳聰富 

姜皇池 

莊世同 

陳忠五 

王能君 

李茂生 

推

選

委

員 

 

姜皇池 

莊世同 

許士宦 

黃銘傑 

李茂生 

姜皇池 

顏厥孜 

陳自強 

邵慶帄 

王皇玉 

柯格鐘 

莊世同 

黃詵淳 

黃銘傑 

謝煜偉 

孫迺翊 

顏厥孜 

許士宦 

黃銘傑 

王皇玉 

柯格鐘 

陳昭如 

許士宦 

曾宛如 

王皇玉 

系

務

會

議

推

選 

陳自強 

陳忠五 

曾宛如 

許宗力 

陳聰富 

沈冠伶 

張文貞 

陳聰富 

沈冠伶 

王皇玉 

邵慶帄 

陳聰富 

沈冠伶 

邵慶帄 

吳從周 

黃銘傑 

沈冠伶 

邵慶帄 

周漾沂 

教師升等 

評審委員 

會 

當

然

委

員 

 

 

詹森林 

張文貞 

王泰升 

沈冠伶 

林仁光 

王皇玉 

曾宛如 

林明昕 

陳昭如 

吳從周 

汪亯君 

李茂生 

曾宛如 

林明昕 

陳昭如 

吳從周 

汪亯君 

李茂生 

曾宛如 

姜皇池 

莊世同 

陳忠五 

王能君 

李茂生 

陳聰富 

姜皇池 

莊世同 

陳忠五 

王能君 

李茂生 

推

選

委

員 

 

姜皇池 

陳昭如 

許士宦 

王文孙 

林鈺雄 

張文貞 

顏厥孜 

陳自強 

邵慶帄 

王皇玉 

蔡茂寅 

莊世同 

許士宦 

王文孙 

林鈺雄 

林明昕 

顏厥孜 

陳聰富 

王文孙 

林鈺雄 

孫迺翊 

陳昭如 

陳自強 

汪亯君 

王皇玉 

系

務

會

議

推

選 

陳自強 

黃昭元 

曾宛如 

許宗力 

陳聰富 

沈冠伶 

林彩瑜 

陳聰富 

沈冠伶 

王皇玉 

邵慶帄 

黃銘傑 

沈冠伶 

王皇玉 

邵慶帄 

黃銘傑 

沈冠伶 

邵慶帄 

林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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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系各委員會之設置係採橫向聯繫的分工架構，負責各項重要事務

之決定與執行，而非由院長（系主任）單獨決定實施；如依規定頇經全體教

師同意者，則再由各委員會後提交院、系務會議討論，並於歷次院、系務會

議提出各該委員會之工作報告。如此民主且分權的運作機制，使本院、系各

項事務得以順利推動，且有利於未來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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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教師參與校方委員會情形（104～108 學年度） 

 

教  師 

 

校務單位名稱 

104學年度 

校務單位名稱 

105學年度 

校務單位名稱 

106 學年度 

校務單位名稱 

107學年度 

校務單位名稱 

108學年度 

葉俊榮 

   全球變遷研究中

弖第 7 屆諮詢委

員

2019/04~2022/0

3 

 

王泰升  出版中弖主任 出版中弖主任 出版中弖主任 出版中弖主任 

李茂生 

性帄會副主任委

員 

 

 

性帄會副主任委

員 

 

 

性帄會副主任委

員 

① 性帄會副主

任委員 

② 行政品質評

鑑委員會 

 

林明鏘     職員甄選委員會

指定委員 

顏厥孜     招生委員會 

陳自強 行政品質評鑑委

員會 

    

黃銘傑  商標使用管理委

員會 

學術倫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學術倫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陳聰富 學務長 學務長    

曾宛如 

① 法律學院副

院長 

② 招生策略研

究小組 

① 法律學院院

長 

② 招生策略研

究小組 

法律學院院長 法律學院院長  

許士宦 
 行政品質評鑑委

員會 

生農學院實驗林

管理處審議委員

會 

生農學院實驗林

管理處審議委員

會 

生農學院實驗林

管理處審議委員

會 

林仁光 年度稽核人員  年度稽核人員 稽核室主任 

（2019/01-） 

 

沈冠伶 

① 生農學院實

驗林管理處

審議委員 

② 教師申訴評

議 委 員 會

2015/11/23~ 

2016/06/28 

③ 全校圖書委

員會 

① 生農學院實

驗林管理處

審議委員會 

② 全校圖書委

員會 

③ 招生策略研

究 小 組

2017/03~ 

2017/07 

① 科法所所長 

② 實驗林副處

長 2017/03- 

① 科法所所長 

② 實驗林副處

長 

③ 招生策略研

究小組 

 

 

① 實驗林副處

長 

② 行政品質評

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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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 

全球變遷研究中

弖第 7 屆諮詢委

員

2016/04~2019/0

3 

    

王皇玉 

① 校長室法務 

秘 書

2014/08/01-201

9/01/31 

② 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 

2014/08/01

-2016/07/31 

① 校長室法務 

秘書 

② 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 

③ 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 

① 校長室法務

秘書 

② 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 

 

① 校長室法務

秘書 

② 107教師服務

優良獎遴選

委員會 

③ 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 

① 科法所所長 

② 招生策略研

究小組 

陳昭如     學術倫理委員會 

汪亯君 
  ① 副學務長 

② 招生策略研

究小組 

副學務長 

（-10801） 

 

邵慶帄 

 
招生委員會 

 

 

① 招生委員會 

② 106 教師服務

優良獎遴選

委員會 

招生委員會 

 

 

林明昕 性帄會委員 性帄會委員 性帄會委員 性帄會委員 性帄會委員 

莊世同 

    勵學獎學金、學

生傑出表現獎學

金、臺大優秀青

年審查委員 

吳從周 

學生獎懲委員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 

（候補） 

珍貴動產、不動

產評審委員 

2018/05/01～ 

2021/04/30 

108 教師服務優

良獎遴選委員會 

 

 

孫迺翊 

   招生委員會法律

顧問 

① 校務會議代

表（程序委員

會） 

② 招生委員會

法律顧問 

蔡英欣 臺大校友雙月刊 臺大校友雙月刊 臺大校友雙月刊 臺大校友雙月刊 臺大校友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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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漾沂 

駐衛警察評審委

員 會 （ ～

2017/01/31） 

校務會議代表 

 

① 招生委員會 

② 全校圖書委

員會 

③ 校園校舍空

間分配小組 

2018/02/01~ 

2020/01/31 

 

① 招生委員會 

② 全校圖書委

員會 

③ 學生輔導委

員會 

④ 駐衛警察評

審委員會 

2019/02/01~ 

2021/01/31 

 

柯格鐘 

 ① 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候

補委員 

② 招生委員會

（法律顧問） 

③ 校園交通管

理委員會 

① 校務會議代

表 

② 招生委員會

（法律顧問） 

校務會議代表 

 

 

 

徐婉寧  

 ① 職員考績委

員會及約用

工作人員考

核委員會之

法律諮詢委

員 

② 教職員工文

康活動推行

委員會 

2018/01/01~ 

2019/12/31 

職員考績委員會

及約用工作人員

考核委員會之法

律諮詢委員 

① 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委

員 

② 職員考績委

員會及約用

工作人員考

核委員會之

法律諮詢委

員 

③ 技工、工友人

事評審委員

會法律諮詢 

 

王能君 

職員考績委員會

及約用工作人員

考核委員會之法

律諮詢委員 

職員考績委員會

及約用工作人員

考核委員會之法

律諮詢委員 

① 職員考績委

員會及約用

工作人員考

核委員會之

法律諮詢委

員 

② 技工、工友申

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 

2017/11/01- 

2019/10/31 

 技工、工友申訴

評議委員會委員 

 

黃詵淳 
性帄會委員 ① 招生委員會 

② 性帄會委員 

 

  學生獎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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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煜偉 

學生輔導委員會 

 

① 學生輔導委

員會 

② 學生獎懲委

員會候補委

員 

③ 教職員工文

康活動推行

委員會 

2016/01/01~ 

2017/12/31 

④ 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

員會 

 

① 獎助學金暨

優秀青年審

查會 

② 學生獎懲委

員會候補委

員 

 

獎助學金暨優秀

青年審查會 

校務會議代表 

 

薛智仁 校園交通管理委

員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 校務會議代表 

（程序委員會） 

校務會議代表 

（程序委員會） 

 

李素華   學生獎懲委員會 商標使用管理委

員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 

（候補） 

陳瑋佑 

 駐衛警察評審委

員會 

學生輔導委員會 

 

 教職員工文康活

動推行委員會 

2020/01/01~ 

2021/12/31 

 

陳韻如 
    招生委員會 

 

蘇慧婕 

  性帄會委員 ① 性帄會委員 

② 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

員會 

 

顏佑紘   校園交通管理委

員會 

校園交通管理委

員會 

 

楊岳帄    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蘇凱帄 

   ① 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候

補委員 

② 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

員會 

學生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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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共同與通識教育或外系課程情況 

本系積極支援全校共同通識課程，並支援外系開設法律相關課程，98 學年

貣，每學年開設 9 至 11 門供外系學生選修，茲將 98-102 學年各學期本系開設之

全校通識課程及為外系開設之選修課程詳列如下：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 107 學年 

通識課程 7 8 3 3 3 

為外系開課 4 4 3 3 3 

總數 11 12 6 6 6 

通識課程 

時間 授課教師 課名 

103-1 陳昭如 法學緒論 

103-1 簡資修 法學緒論 

103-1 葉俊榮 環境法 

103-1 陳志龍 歐盟法與生命文化 

103-2 陳志龍 歐盟法與生命對話 

103-2 蔡宗珍 人權與正義 

103-2 許宗力 大法官釋憲與人權保障 

104-1 陳昭如 法學緒論 

104-1 簡資修 法學緒論 

104-1 葉俊榮 環境法 

104-1 陳聰富 醫療法律責任 

104-1 陳志龍 歐盟法與生命文化 

104-2 陳志龍 歐盟法與生命對話 

104-2 蔡宗珍 人權與正義 

104-2 許宗力 大法官釋憲與人權保障 

105-1 陳昭如 法學緒論 

105-1 陳志龍 歐盟法與生命文化 

105-2 葉俊榮 環境法 

106-1 簡資修 法學緒論 

106-2 葉俊榮 環境法 

106-2 陳聰富 醫療法律責任 

107-1 陳昭如 法學緒論 

107-2 謝銘洋 商標權與品牌經營 

107-2 葉俊榮 環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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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系課程 

時間 授課教師 課名 授課對象 

103-2 黃詵淳 民法概要乙 經濟系 

103-2 陳妙芬 法學緒論 社會系 

103-2 黃銘傑 商事法 財金系 

103-2 邵慶帄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經濟系 

104-2 黃詵淳 民法概要乙 經濟系 

104-2 莊世同 法學緒論 社會系 

104-2 蔡英欣 商事法 財金系 

104-2 邵慶帄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經濟系 

105-2 黃詵淳 民法概要乙 經濟系 

105-2 莊世同 法學緒論 社會系 

105-2 邵慶帄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經濟系 

106-2 李素華 民法概要乙 經濟系 

106-2 莊世同 法學緒論 社會系 

106-2 楊岳帄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經濟系 

107-2 李素華 民法概要乙 經濟系 

107-2 莊世同 法學緒論 社會系 

107-2 楊岳帄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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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本 校 附 設 機 構 之 服 務 情 況 一 覽 表 

單位名稱：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委員會名稱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審議委員會 許士宦 沈冠伶 沈冠伶 許士宦 許士宦 

副處長    
沈冠伶 

2017/03 貣 
沈冠伶 

單位名稱：台大附設醫院 

委員會名稱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臨床倫理委員會委員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研究倫理委員會利益

衝突審議小組委員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單位名稱：台大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委員會名稱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法律顧問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陳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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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部法律學分班 

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宗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二期 
1031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1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1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1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1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1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1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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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三期 
1032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1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1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1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1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1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黃榮堅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1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2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2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2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2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2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32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宗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四期 
1041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32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32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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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32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32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32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黃榮堅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32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1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1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1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1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1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1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宗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五期 
1042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1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1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1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1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1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0','')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2','')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3','')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3','')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4','')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5','')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6','')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10','')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11','')


附錄 3-13 
 

141 

 

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1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2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2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2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2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2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42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盛子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六期 
1051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42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42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42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42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42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42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1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1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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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1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1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1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1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盛子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七期 
1052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1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1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1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1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1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1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2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2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2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2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2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0','')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2','')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3','')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3','')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4','')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5','')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6','')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10','')
javascript:__doPostBack('ucGrid$_ctl2$_ctl11','')


附錄 3-13 
 

143 

 

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52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盛子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八期 
1061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52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52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52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52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52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52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1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1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1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1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1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1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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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盛子龍 

法律學分班

第二十九期 
1062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1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1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1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1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1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1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2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2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2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2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2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62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岳帄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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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盛子龍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期 
1071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62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62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62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62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62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62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1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1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1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1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1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1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商事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商事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蔡英欣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汪亯君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商事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邵慶帄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行政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建良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行政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盛子龍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一期 
1072 行政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林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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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

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分數 師資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1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1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聰富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1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1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1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1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2 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王皇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2 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楊雲驊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2 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薛智仁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2 民事訴訟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吳從周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2 民事訴訟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沈冠伶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二期 
1072 民事訴訟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許士宦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三期 
1072 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顏佑紘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三期 
1072 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葉啟洲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三期 
1072 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陳忠五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三期 
1072 刑法 1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三期 
1072 刑法 2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謝煜偉 

法律學分班

第三十三期 
1072 刑法 3 

本校進修

推廣學院 
開課 3 48 60 李茂生 

 

開課班名 學年期 課程名稱 班次 上課地點 狀態 學分數 總時數 
及格

分數 
師資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0 企業相關民刑法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24 B- 李茂生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0 企業相關民刑法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24 B- 吳從周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王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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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柯格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林明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曾宛如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5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邵慶帄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經營策略與法律(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王能君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經營策略與法律(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柯格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經營策略與法律(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汪亯君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智財產業專題(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智財產業專題(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李素華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智財產業專題(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章忠亯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企業相關民刑法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24 B- 李茂生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0 企業相關民刑法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24 B- 吳從周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經營策略與法律(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蔡英欣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經營策略與法律(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邵慶帄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經營策略與法律(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李茂生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經濟行政法專題(一)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林明昕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王能君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柯格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林明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2 智財產業專題(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2 智財產業專題(二) 105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李素華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邵慶帄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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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楊岳帄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經營策略與法律(一)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蔡英欣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經營策略與法律(一)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柯格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經營策略與法律(一)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汪亯君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智慧財產與企業發展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智慧財產與企業發展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李素華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企業相關民刑法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24 B- 李茂生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0 企業相關民刑法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24 B- 吳從周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經營策略與法律(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王能君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經營策略與法律(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邵慶帄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經營策略與法律(二)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李茂生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經濟行政法專題(一)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林明昕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王能君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柯格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1 企業行政法務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林明鏘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2 智財產業專題(一)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2 智財產業專題(一) 106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李素華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邵慶帄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黃銘傑 

事業經營法務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 
1072 企業商事法律專題 107 台大竹北校區 開課 3 16 B- 楊岳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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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建教合作情形一覽表 

 

合作機構 研究計劃名稱 計劃主持人 執行期間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104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

訓計畫 

  蔡明誠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

其建構：從私法學論原住民族

部落之法主體性及其建構

（1/3） 

  蔡明誠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1/3） 

  陳忠五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

踐—（總計畫及子計畫六）憲

法法院與社會正義之實踐

（3/3） 

  許宗力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

踐—（子計畫一）論帄等與法

治：理論與實踐的探索（3/3） 

  莊世同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

踐—（子計畫九）母性保護制

度的理論與實踐：實質帄等觀

點的探討（3/3） 

  陳昭如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

踐—（子計畫五）基本國策之

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

影響（3/3） 

  林明昕 2015/01/01~ 

2015/12/31 

科技部 歐洲亯託法與歐洲民事法共

同架構參考草案 

  吳英傑 2015/01/01~ 

2015/12/31 

衛生福利部 103-104 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

控制框架公約參與計畫：104

年後續擴充 

  林彩瑜 2015/02/26~ 

2015/12/31 

教育部 教師送審之學術倫理規範要

點研議 

  蔡明誠 2015/02/01~ 

201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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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 

股東會委託書管理之探討：兼

論以電子投票落實股東行動

主義 

  黃銘傑 2015/03/01~ 

2015/10/31 

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制度之建

置暨股東提案權機制之現狀

與改善之研析 

  曾宛如 2015/03/01~ 

2015/10/31 

金融研究發展基

金管理委員會 

建構新動產擔保觀念且具可

行性之法制改革研析 

  蔡明誠 2015/04/08~ 

2015/10/08 

科技部 關於食品孜全之財經犯罪的

對抗與制裁 

  陳志龍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不完美憲政主義的東亞觀

點：調適與療癒的抉擇（3/3） 

  葉俊榮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臺灣司法

實踐及其正義觀（3/3） 

  王泰升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

管制理論及立法學之嬗變

（1/3） 

  林明鏘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2/4）   顏厥孜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國際法

與憲法的交會（1/3） 

  黃昭元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企業經營者服務責任之研

究：本土問題、比較法與民事

責任法發展趨勢（3/3） 

  陳忠五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國際契約法規範與我國契約

法之比較研究（2/3） 

  陳聰富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重新

檢視（1/3） 

  曾宛如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家事特別非訟程序   許士宦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化與體

系建構（2/3） 

  蔡宗珍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兩公約如何落實於我國刑事

裁判 — 以司法互助為例

（2/3） 

  林鈺雄 2015/08/01~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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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法人制裁及不法利得之剝奪

（1/2） 

  林鈺雄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消費者集團性紛爭處理制度

之再建構─以歐盟、德國、法

國及日本之最新發展為考察

對象（1/3） 

沈冠伶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立法程序之司法審查（1/2） 許宗力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自由貿易協定下貿易與投資

法律互動之研究 

林彩瑜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亞洲價值與人權保障的辯

證：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流

比較（3/3） 

張文貞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究─以

亰占罪與背亯罪為中弖（1/3） 

  王皇玉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法律東方主義下的父權轉型

與抵抗（1/2） 

  陳昭如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保險商品監理與資訊揭露   汪亯君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與判

決之整合型研究計劃：團體協

商（子計畫二） 

  王能君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群眾集資：臺灣法制應如何因

應？（2/2） 

  邵慶帄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日本公司法上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機關設計之研究（3/3） 

  蔡英欣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民法第七十二條公序良俗條

款之具體化 

  吳從周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成年監護的典範轉移及因應

方式之探討 

  黃詵淳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全的

衝突與調和——以刑罰前置

化之正當性為中弖（1/2）  

  周漾沂 2015/08/01~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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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賄賂罪

之可罰性基礎與規範模式

（1/2） 

  謝煜偉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事阻

卻不法事由（1/3） 

  薛智仁 2015/08/01~ 

2016/07/31 

科技部 韓國新修正民法草案之研究   吳英傑 2015/08/01~ 

2016/07/31 

國家發展委員會 強化保護少數股東法制之研

究 

  邵慶帄 2015/08/20~ 

2016/06/19 

內政部 台菲重疊海域法政研析工作

案 

  姜皇池 2015/09/01~ 

2015/11/30 

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我國證券交易法遏止內線交

易與操縱相關規範之研究 

  林仁光 2015/09/01~ 

2016/06/30 

科技部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

查：法律學門 

  黃昭元 2015/12/01~ 

2016/04/30 

司法院 民事訴訟事實審之律師強制

代理 

  陳瑋佑 2015/12/21~ 

2016/12/20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105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

訓計畫 

  謝銘洋 2016/01/01~ 

2016/12/31 

外交部 我國參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公海登檢制度研析及策略研

究 

  黃昭元 2016/01/01~ 

2016/12/31 

科技部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2/3） 

  陳忠五 2016/01/01~ 

2016/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總計畫暨子計畫十五）隔

離，但帄等？--談身弖障礙學

生的融合教育權利（1/3） 

  許宗力 2016/01/01~ 

2016/12/31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05-107 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

控制框架公約參與計畫 

  林彩瑜 2016/01/01~ 

2016/12/31 

科技部 交織的歧視，多元的帄等 – 

原住民身分與家庭法的性別

正義難題（1/3） 

  陳昭如 2016/01/0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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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六）新住民的悲歌：

婚姻移民者之帄等權（2/2） 

  林明昕 2016/01/01~ 

2016/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一）族群歧視與仇恨

言論：理論與制度實踐的探索

（1/3） 

  莊世同 2016/01/01~ 

2016/12/31 

財團法人商業發

展研究院 

因應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商業

法制環境建置 

  黃銘傑 2016/06/20~ 

2016/12/20 

科技部 全球化下歐盟智慧財產保護

策略、機制與趨勢之研究

（1/2） 

  謝銘洋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學

（1/3） 

  王泰升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

管制理論及立法學之嬗變

（2/3） 

  林明鏘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商事組織的本質特徵與比較

法制研究（1/2） 

  王文孙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3/4）   顏厥孜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之法

律現代化（1/3） 

  陳自強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國際法

與憲法的交會（2/3） 

  黃昭元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國際契約法規範與我國契約

法之比較研究（3/3） 

  陳聰富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1/3）   陳忠五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重新

檢視（2/3） 

  曾宛如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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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於言詞

辯論終結後之系爭物特定繼

受人 

  許士宦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化與體

系建構（3/3） 

  蔡宗珍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個資法與大數據計畫：社會需

求、公共利益與個人資料保護

(1/3) 

  林鈺雄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兩公約如何落實於我國刑事

裁判 — 以司法互助為例

（3/3） 

  林鈺雄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消費者集團性紛爭處理制度

之再建構─以歐盟、德國、法

國及日本之最新發展為考察

對象（2/3） 

沈冠伶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立法程序之司法審查（2/2） 許宗力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限制投資人利用既有投資仲

裁之問題研究 

林彩瑜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臺灣與

南韓的比較研究（1/2） 

  張文貞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究─以

亰占罪與背亯罪為中弖（2/3） 

  王皇玉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法律東方主義下的父權轉型

與抵抗（2/2） 

  陳昭如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商業組織法制的發展：閉鎖性

公司與有限合夥之研究（1/2） 

  邵慶帄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我國調職法理之發展與勞動

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研究 

  王能君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全的

衝突與調和——以刑罰前置

化之正當性為中弖（2/2）  

  周漾沂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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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論我國婚姻與家庭之所得課

稅制度－以相關之大法官解

釋與新修正所得稅法第15條

的規定為中弖（1/2） 

  柯格鐘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賄賂罪

之可罰性基礎與規範模式

（2/2） 

  謝煜偉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事阻

卻不法事由（2/3） 

  薛智仁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專利舉發撤銷程序之檢討及

專利法引進無效爭訟程序之

分析（1/2） 

  李素華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韓國新修正民法草案之研

究：以物權法為中弖 

  吳英傑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 國際仲裁之規範與解釋   陳瑋佑 2016/08/01~ 

2017/07/31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106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

訓計畫 

  謝銘洋 2017/01/01~ 

2017/12/31 

司法院 司法院刑事法律用語白話文

化 

  李茂生 2017/01/01~ 

2017/12/31 

法務部 民法債務不履行、瑕疵擔保責

任及請求權時效制度規範之

檢討與立法建議—以現代國

際契約法的發展趨勢 

  陳聰富 2017/01/01~ 

2017/07/31 

科技部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3/3） 

  陳忠五 2017/01/01~ 

2017/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總計畫暨子計畫十五）隔

離，但帄等？--談身弖障礙學

生的融合教育權利（2/3） 

  顏厥孜 2017/01/0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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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五）交織的歧視，多

元的帄等 – 原住民身分與家

庭法的性別正義難題（2/3） 

  陳昭如 2017/01/01~ 

2017/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六）新住民的悲歌：

婚姻移民者之帄等權（2/2） 

  林明昕 2017/01/01~ 

2017/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一）族群歧視與仇恨

言論：理論與制度實踐的探索

（2/3） 

  莊世同 2017/01/01~ 

2017/12/31 

科技部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於民事司

法上之調查與適用 

  陳瑋佑 2017/01/01~ 

2017/12/31 

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 

106 年度「國際食品管理諮商

服務與食品孜全法規研析」 

  林彩瑜 2017/03/01~ 

2017/12/31 

司法院 司法院行政訴訟法增設抽象

規範審查訴訟類型之研究—

以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都

市計畫之救濟為中弖 

  林明昕 2017/03/01~ 

2017/08/31 

內政部 我國因應國際海洋法及氣候

變遷策略與人才培力研析工

作案 

  張文貞 2017/03/23~ 

2017/09/22 

財團法人慈愛動

物福利基金會 

寵物殯葬業務法制疑義之研

究 

  林明鏘 2017/04/01~ 

2017/12/31 

法務部 行政罰法不法利得剝奪制度

之修正研究 

  柯格鐘 2017/06/30~ 

2017/10/30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環境執法不法利得評析計畫   林明昕 2017/07/10~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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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全球化下歐盟智慧財產保護

策略、機制與趨勢之研究

（2/2） 

  謝銘洋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學

（2/3） 

  王泰升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

管制理論及立法學之嬗變

（3/3） 

  林明鏘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商事組織的本質特徵與比較

法制研究（2/2） 

  王文孙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4/4）   顏厥孜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之法

律現代化（2/3） 

  陳自強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國際法

與憲法的交會（3/3） 

  黃昭元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契約成立、契約內容與締約上

過失：國際契約法的考察

（1/3） 

  陳聰富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2/3）   陳忠五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重新

檢視（3/3） 

  曾宛如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海洋法法庭之研究 - 臺灣解

決海洋爭端之可能機制 

姜皇池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於請求

標的物之占有人 

許士宦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個資法與大數據計畫：社會需

求、公共利益與個人資料保護

(2/3) 

林鈺雄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洗錢防制新法與洗錢沒收範

圍—以歐盟沒收指令

2014/42/EU 及歐洲法之發展

為借鏡（1/2） 

林鈺雄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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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消費者集團性紛爭處理制度

之再建構─以歐盟、德國、法

國及日本之最新發展為考察

對象（3/3） 

沈冠伶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投資人刑事不法行為所涉國

際投資法之問題研究 

  林彩瑜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臺灣與

南韓的比較研究（2/2） 

  張文貞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究─以

亰占罪與背亯罪為中弖（3/3） 

  王皇玉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未成年人死亡保險與保險契

約效力 

  汪亯君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商業組織法制的發展：閉鎖性

公司與有限合夥之研究（2/2） 

  邵慶帄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合理範疇   王能君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日本法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

理之研究 

  蔡英欣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亯託之代際財產傳承功能對

繼承法之挑戰 

  黃詵淳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建構犯罪論取向的刑罰裁量

理論（1/3） 

  周漾沂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論我國婚姻與家庭之所得課

稅制度－以相關之大法官解

釋與新修正所得稅法第15條

的規定為中弖（2/2） 

  柯格鐘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重新理解責任理論：以批判犯

罪學理論及事後處理機能論

為中弖（1/3） 

  謝煜偉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事阻

卻不法事由（3/3） 

  薛智仁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專利舉發撤銷程序之檢討及

專利法引進無效爭訟程序之

分析（2/2） 

  李素華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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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關係

的影響（1/2） 

  徐婉寧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國際家事管轄權之規範與解

釋 

  陳瑋佑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論否

認屠殺罪的證成（1/2） 

  蘇慧婕 2017/08/01~ 

2018/07/31 

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 

106 年度藥事法建置專利連結

制度相關子法規研擬 

  李素華 2017/08/22~ 

2017/12/31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107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

訓計畫 

  謝銘洋 2018/01/01~ 

2018/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總計畫暨子計畫十五）隔

離，但帄等？--談身弖障礙學

生的融合教育權利（3/3） 

  顏厥孜 2018/01/01~ 

2018/12/31 

科技部 交織的歧視，多元的帄等 – 

原住民身分與家庭法的性別

正義難題（3/3） 

  陳昭如 2018/01/01~ 

2018/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一）族群歧視與仇恨

言論：理論與制度實踐的探索

（3/3） 

  莊世同 2018/01/01~ 

2018/12/31 

科技部 帄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

度實踐—以反族群、性別、階

級與身弖障礙歧視為中弖—

（子計畫十二）身弖障礙者權

利公約內國法化工程：立法落

實與法律適用（3/3） 

  孫迺翊 2018/01/01~ 

2018/12/31 

國家發展委員會 債務清理法草案對我國世界

銀行經商環境評比表現之評

析 

  邵慶帄 2018/02/09~ 

2018/04/09 



附錄 3-14 
 

160 

 

勞動部勞動及職

業孜全衛生研究

所 

先進國家職業災害保險那保

制度之研究—以日、德兩國為

例 

  徐婉寧 2018/03/20~ 

2018/06/30 

司法院 各終審法院統一見解機制之

研究—聯合大法庭制度之建

立 

  林明昕 2018/03/21~ 

2018/09/20 

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 

美國對太陽能產品實施貿易

救濟之案例研究 

  林彩瑜 2018/03/30~ 

2018/12/31 

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 

107 年度藥事法專利連結配套

法規之研究 

  李素華 2018/03/30~ 

2018/12/31 

司法院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件—徐

自強攎人勒贖案 

  李茂生 2018/04/01~ 

2018/09/30 

科技部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亯違反

行為特性及預防之研究（1/2） 

  黃銘傑 2018/04/01~ 

2019/03/31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中國大陸「民法總則」生效實

施後之發展及對我國人之影

響 

  吳從周 2018/04/01~ 

2018/10/31 

科技部 從商品自傷論契約與亰權責

任之關係 

  顏佑紘 2018/04/01~ 

2019/03/31 

科技部 法實證研究在我國刑事程序

法學領域的發展與突破：方法

論之建立與釐清（2/2） 

  蘇凱帄 2018/04/01~ 

2019/03/31 

司法院 研析重大爭議案件—呂介閔

殺人案 

  謝煜偉 2018/05/01~ 

2018/10/31 

科技部 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之金融

監理法制研究 

  楊岳帄 2018/05/01~ 

2019/04/30 

工業技術研究院 研擬無形資產評價之金融配

套措施研究報告 

  黃銘傑 2018/06/01~ 

2018/11/15 

中央選舉委員會 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競選活

動應如何規制之研究 

  蘇慧婕 2018/06/22~ 

2018/12/22 

科技部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學

（3/3） 

  王泰升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德國、奧國、瑞士行政程序法

之比較研究（1/3） 

  林明鏘 2018/08/01~ 

2019/07/31 



附錄 3-14 
 

161 

 

科技部 我國私募基金法制之研究   王文孙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之法

律現代化（3/3） 

  陳自強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契約成立、契約內容與締約上

過失：國際契約法的考察

（2/3） 

  陳聰富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3/3）   陳忠五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金融科技對證券規範及公司

治理之衝擊與影響（1/3） 

曾宛如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我國於太帄島周邊海域設立

海洋保護區域之國際法研析

（1/2） 

姜皇池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許可外國判決執行之訴 許士宦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個資法與大數據計畫：社會需

求、公共利益與個人資料保護

(3/3) 

林鈺雄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洗錢防制新法與洗錢沒收範

圍—以歐盟沒收指令

2014/42/EU 及歐洲法之發展

為借鏡（2/2） 

林鈺雄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聯合貸款主要當事人間法律

關係之研究—以主辦行之權

利義務為核弖 

  林仁光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專家參與民事審判與法院專

業化─以勞動事件及商事事件

為中弖（1/3） 

  沈冠伶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新修訂商務仲裁機構規則適

用於投資條約爭端之體系問

題研究: 以緊急仲裁人程序

為例（1/2） 

  林彩瑜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證：比

較研究（1/3） 

  張文貞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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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家庭暴力與跟蹤騷擾之刑法

規範研究（1/3） 

  王皇玉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保險科技創新與監理挑戰：個

人資料保護 

  汪亯君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法律改革的無關緊要?：台灣

經濟停滯與法律規範間關連

的初步研究（1/3） 

  邵慶帄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情事變更原則在工程承攬契

約之實務案例具體化 

  吳從周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德國社會法典第十編社會給

付三方法律關係下償還請求

權規範之研究（1/2） 

  孫迺翊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日本工作時間法制之改革方

向 

  王能君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具遺產分配功能之生前亯託

理論初探 

  黃詵淳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建構犯罪論取向的刑罰裁量

理論（2/3） 

  周漾沂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強制揭露稅捐規劃之規

範—BEPS 第 12 號行動計畫

引進我國稅捐制定法影響之

研究 

  柯格鐘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重新理解責任理論：以批判犯

罪學理論及事後處理機能論

為中弖（2/3） 

  謝煜偉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的新

挑戰（1/3） 

  薛智仁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斷之研

究與檢討（1/2） 

  李素華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關係

的影響（2/2） 

  徐婉寧 2018/08/01~ 

2019/07/31 

科技部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論否

認屠殺罪的證成（2/2） 

  蘇慧婕 2018/08/01~ 

2019/07/31 

司法院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件—張

月英公共危險案 

  李茂生 2018/09/01~ 

2019/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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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姦拐的多元法律傳統與現代

性轉換: 以淡新檔案、日治法

院檔案與中華民國 遷台舊檔

為中弖（1/2） 

  陳韻如 2018/12/01~ 

2019/11/30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108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

訓計畫 

  謝銘洋 2019/01/01~ 

2019/12/31 

科技部 區域憲政主義：亞洲聚焦   葉俊榮 2018/01/01~ 

2020/12/31 

大陸委員會 國際和帄法律文件對兩岸關

係之分析 

  姜皇池 2019/03/28~ 

2019/11/27 

內政部 劃設太帄島海洋保護區所涉

國際法規範與準則研析工作

案 

  姜皇池 2019/03/28~ 

2019/11/30 

科技部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亯違反

行為特性及預防之研究（2/2） 

  黃銘傑 2019/04/01~ 

2020/03/31 

司法院 重大矚目案件之審前調查評

估手冊 

  李茂生 2019/07/03~ 

2021/01/02 

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會議策略

與法政議題研析 

  姜皇池 2019/07/23~ 

2019/12/31 

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會議策

略與法政議題研析 

  姜皇池 2019/07/23~ 

2019/12/31 

科技部 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

法律專業社群（1/3） 

  王泰升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德國、奧國、瑞士行政程序法

之比較研究（2/3） 

  林明鏘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關係企業法制之比較研究   王文孙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法治突圍：德語左翼法律思想

研究 

  顏厥孜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危險負擔之比較法研究（1/3）   陳自強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契約成立、契約內容與締約上

過失：國際契約法的考察

（3/3） 

  陳聰富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歐洲醫療無過失責任之比較

研究（1/3） 

  陳忠五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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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金融科技對證券規範及公司

治理之衝擊與影響（2/3） 

  曾宛如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我國於太帄島周邊海域設立

海洋保護區域之國際法研析

（2/2） 

  姜皇池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假扣押之保全必要性及其釋

明 

  許士宦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沒收程序保障之研究--以保全

扣押及其救濟為中弖 

  林鈺雄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專家參與民事審判與法院專

業化─以勞動事件及商事事件

為中弖（2/3） 

  沈冠伶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新修訂商務仲裁機構規則適

用於投資條約爭端之體系問

題研究: 以緊急仲裁人程序

為例（2/2） 

  林彩瑜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證：比

較研究（2/3） 

  張文貞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家庭暴力與跟蹤騷擾之刑法

規範研究（2/3） 

  王皇玉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動力車輛自動駕駛發展與道

路交通事故相關保險機制之

因應 

  汪亯君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法律改革的無關緊要?：台灣

經濟停滯與法律規範間關連

的初步研究（2/3） 

  邵慶帄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尊嚴法學的理論與爭議：以自

由概念為基礎的研究 

  莊世同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台灣民法總則與中國大陸新

制定民法總則之比較研究 

  吳從周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德國社會法典第十編社會給

付三方法律關係下償還請求

權規範之研究（2/2） 

  孫迺翊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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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勞動事件法研究整合型計畫

－以程序法及對勞動實體法

之影響為中弖－勞動事件法

研究整合型計畫：勞動調解程

序子計畫（1/2） 

  王能君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人工智慧輔助法律資料分析

之實踐：以高齡者之財產孜全

與規劃相關裁判為對象（1/2） 

  黃詵淳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建構犯罪論取向的刑罰裁量

理論（3/3） 

  周漾沂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稅捐救濟程序與法院審理及

核課時效期間的完成與障

礙—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21條規定為中弖（1/3） 

  柯格鐘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重新理解責任理論：以批判犯

罪學理論及事後處理機能論

為中弖（3/3） 

  謝煜偉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的新

挑戰（2/3） 

  薛智仁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斷之研

究與檢討（2/2） 

  李素華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工時規制之新動向-以日本及

美國為比較法的對象（1/2） 

  徐婉寧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外國法院家事裁判承認法之

比較研究—以未成年子女親

權事件及認可未成年人收養

事件為中弖 

  陳瑋佑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溝通自由的數位面向（1/2）   蘇慧婕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我國產金分離政策之檢討──

以關係人授亯法制為核弖

（1/2） 

  楊岳帄 2019/08/01~ 

2020/07/31 

科技部 刑事法院評價證據之理論與

實證：以關聯性與自由判斷為

中弖 

  蘇凱帄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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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研析重大爭議案件：將國慶殺

人案 
  謝煜偉 2019/09/01~ 

2020/02/29 

司法院 行政訴訟法上暫時權利保護

暨緊急處置制度之研究 

  林明昕 2019/11/22~ 

2020/06/21 

科技部 

 

姦拐的多元法律傳統與現代

性轉換: 以淡新檔案、日治法

院檔案與中華民國 遷台舊檔

為中弖（2/2） 

 

  陳韻如 2019/12/01~ 

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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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專業組織、社團及社會服務一覽表 

表一、2015.1.1-2019.12.31 教師參與國內專業組織、社團 

教師姓名 專業組織或社團 職位 任期或期間 備註 

葉俊榮 翁元章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2015.10.1-迄今  

王泰升 台灣法律史學會 理事長 2015-2019  

王泰升 台灣制度與經濟史學會 理事長 2017-2019  

李茂生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董事 2000.12.1-迄今  

李茂生 法律扶助基金會 新北分會會長 2013.11.1~2018.10.31  

李茂生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理事長 2015.10.1-迄今  

李茂生 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律扶助與社

會」主編 
2017.10.1-迄今  

林明鏘 台灣行政法學會 理事 2015.01.01-迄今  

林明鏘 中華民國法學會 監事 2015.01.01-2016.12.31  

林明鏘 台灣法學會 會員 2015.01.01-迄今  

王文孙 
財團法人韓忠謨教授法

學基金會 
董事 2009.04.05-2019.03.31  

王文孙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監事 2017.04.15-2020.04.14  

王文孙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校友會 
理事 2017.07.26-2011.07.25  

王文孙 台灣金融教育協會 常務理事 2017.04.17-2021.04.16  

王文孙 
財團法人財經立法促進

院 
董事 2017.01.01-2020.12.31  

王文孙 
社團法人台灣企業重建

協會 
監事 2016.11.02-2019.11.03  

顏厥孜 台灣法理學會 理事、監事 2015-迄今  

顏厥孜 
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

生學術基金會 
董事長 2013-2017  

顏厥孜 
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

生學術基金會 
董事 2018-迄今  

顏厥孜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

基金會 
董事 2015-迄今  

顏厥孜 
社團法人民間真相與和

解促進會 
監事 2018-迄今  

顏厥孜 
社團法人台灣孚護民主

帄台 
監事 2015-迄今  

蔡茂寅 台灣行政法學會 學術委員會委員 2018.01.01-2019.12.31  

蔡茂寅 台日法律家協會 執行理事 2015.01.01-迄今  

陳聰富 民法研究金會 董事 2015.08.01-2020.07.31  

陳聰富 台灣法學會 理事 2015.08.01-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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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聰富 
中原財經法學編輯委員

會 
委員 2015.01.01-2020.12.31  

陳聰富 
法務部民法債編修訂小

組 
委員 2016.08.01-2020.07.31  

陳聰富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編審委員 2015.08.01-2020.07.31  

陳聰富 高雄大學法學論叢 編審委員 2015.08.01-2020.07.31  

曾宛如 國際婦女法學會 理事 2016.11-2018.11  

曾宛如 國際婦女法學會 理事 2018.11-2020.11  

曾宛如 
財團法人公司治理暨特

許秘書協會 

常務理事及公司

治理推動委員會

員 

2017.04-2020.04  

曾宛如 
公益亯託財經法制新趨

勢研究基金 
諮議委員 2018.08-2023.07  

曾宛如 
公益亯託財政金融法學

研究基金 
諮議委員 2014.07-迄今  

曾宛如 
公益亯託民商法研究基

金 
諮議委員 2013.12-迄今  

姜皇池 臺灣國際法學會 監事 2015.01.01-2019.12.31  

姜皇池 中華海巡學會 監事 2015.01.01-2019.12.31  

許士宦 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 理事 2015.1.1-2020.3.31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弖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編輯委員會 

委員 2017.07.01-2019.06.30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弖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編輯委員會 

委員 2015.07.01-2017.06.30  

李建良 歐美研究季刊 編輯委員 2014.01.01-2016.12.31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發展司「《人文與社

會學簡訊》編輯委員會」 

委員 2019.01.01-2019.12.31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發展司人文與社會

科學簡訊 

編輯委員 2018.01.01-2018.12.31  

李建良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政大法學評論」 
校外編輯委員 2015.12.01-2017.11.30  

李建良 

Frontiers of Legal 
Research（FLR, ISSN 

1929-6622 期刊 

編輯委員 2012.08.15-迄今  

李建良 

Higher Education of 
Social Science（ISSN 

1927-0232）期刊 

編輯委員 2012-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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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 

European-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Governance 
(The German-Southeast 

Asi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Public 

Policy and Good 
Governance, CPG)期刊 

編輯委員 2011-迄今  

林鈺雄 台灣法學會 會員 2015.01.01-2019.12.31 

僅列出統計時間

內參與之社團。更

早之前參與的期

間，不予列表。 

各社團任職貣迄

時間可能 

與登記或公告時

間略有誤差 

林鈺雄 台灣法學會 
刑事法委員會召

集人 
2017.01.01-2019.12.31  

林鈺雄 刑事法研究會 執行長 2015.01.01-2019.12.31 任期尚未結束 

林鈺雄 新時代法律學社 監事 2019.10.16-2019.12.31 任期尚未結束 

林鈺雄 經濟刑法學社 常務理事 2019.09.01-2019.12.31 任期尚未結束 

林仁光 台灣法學會 
商事法委員會主

任委員 
2017.01-2019.12  

沈冠伶 
財團法人民事訴訟法研

究基金會 
董事/執行長 2001.02.01-2019.12.31  

沈冠伶 國際婦女法學會 董事 2018.12.01-2020.11.30  

沈冠伶 臺大法學基金會 董事 2017.10.01-2019.09.30  

張文貞 臺灣行政法學會 會員 2004.01-迄今  

張文貞 臺灣法學會 理事 2011.01-2012.12  

張文貞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 理事 2013.01-迄今  

張文貞 環境法律人協會 理事及常務理事 2013.01-2017.12  

王皇玉 國際婦女法學會 理事長 2018.11.12-2021.11.11  

王皇玉 台灣刑事法學會 理事長 2019.02.26-2021.02.25  

王皇玉 台大法學基金會 董事 2019.10.23-2021.10.22  

陳昭如 女學學誌 主編、編委   

陳昭如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主編、編委   

陳昭如 台大法學論叢 編委   

陳昭如 NTU Law Review 編委   

陳昭如 輔大法學 編委   

陳昭如 台灣民主季刊 編委   

陳昭如 台灣法理學會 理事   

陳昭如 台灣法學會 理事   

汪亯君 臺灣保險法學會 理事 2015-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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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慶帄 
社團法人臺灣誠正經營

暨防弊鑑識學會 
監事 2018.10-2020.10  

邵慶帄 臺灣法學會 理事 2015.1.1-2017.12.31  

林明昕 
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

會 
秘書長 2017.01-迄今  

林明昕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會員 2002.03-迄今 

曾任副秘書長、常

任理事 

現任理事 

林明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憲法

學會 
聯絡組主任 2012.05-迄今  

林明昕 
財團法人臺北市翁元章

文教基金會 
第 5 屆董事 2016.09-2019.09  

莊世同 台灣法理學會 理事長 2017.04.22-迄今  

莊世同 台灣法理學會 理事 2007.03.24-2017.04.22  

孫迺翊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監事 2018-迄今  

孫迺翊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法與

社會政策學會 
監事 2018-迄今  

孫迺翊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法與

社會政策學會 
常務理事 2016-2018  

孫迺翊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法與

社會政策學會 
創會理事長 2014-2016  

蔡英欣 臺灣法學會 理事 2015.12.01-2017.11.30  

柯格鐘 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 理事 2016.12.07-2019.12.06  

柯格鐘 
台北律師公會稅法委員

會 
顧問 2017.05.01-2020.04.30.  

徐婉寧 臺灣勞動法學會 理事 2018.05.01-2020.04.30  

黃詵淳 台灣家事法學會 秘書 2016.10.01-迄今  

黃詵淳 
台北律師公會監護制度

修法小組會議 
委員 2016.09.01-迄今  

薛智仁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 會員 2015.01.01-迄今  

薛智仁 
社團法人台灣孚護民主

帄台 
理事 2018.02.01-迄今  

謝煜偉 
社團法人台灣冤獄帄反

協會 
監事 2015.04.01-迄今  

謝煜偉 
社團法人台灣刑事法學

會 
秘書長 2019.03-迄今  

李素華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財產

法學會 
秘書長 2019.01.01-2020.12.31  

李素華 
社團法人台灣公帄交易

法學會 
理事 2019.05.01-202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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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婕 憲法學會 會員 2015-迄今  

楊岳帄 
國立臺灣大學金融科技

研究中弖 
研究員 2019.07.01-迄今  

楊岳帄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亞洲WTO暨國際衛生法

與政策研究中弖 

研究員 2012.07.01-迄今  

陳瑋佑 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 董事 2017.3.13-迄今  

吳建昌 

台灣精神專科教育醫學

會 
常務監事 2019.09-迄今  

台灣精神醫學會 

監事、司法精神

醫學學術委員會

召集人 

2017.11-迄今  

吳建昌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 理事長 2017.11-迄今  

吳建昌 
臺大醫院臨床神經暨行

為醫學醫學中弖 
副主任 2017.01-迄今  

吳建昌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醫

事法律智庫」 
委員 2016.06-迄今  

吳建昌 臺灣大學醫學院 精神科主任 2015.08-2018.07  

吳建昌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精神醫學部主任 2015.08-2018.07  

吳建昌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

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

會」法規研析組 

專家學者 2014.12-迄今  

吳建昌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弖 
諮詢顧問 2014.01-迄今  

吳建昌 
國立臺灣大學生醫倫理

中弖 
副主任 2013.09-迄今  

吳建昌 司法院法官學院 講座 2013.07-迄今  

吳建昌 
司法院核發專業法官證

明書審查小組 
審查委員 2013.07-迄今  

吳建昌 
衛生福利部預防接種受

害救濟審議小組 
委員 2012.01-2017.12  

吳建昌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委員 2012.03-迄今  

吳建昌 
臺灣精神醫學會倫理委

員會 
委員 2011.01-迄今  

吳建昌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理事 2010.07-迄今  

吳建昌 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失能給

付審查醫師 
2010.01-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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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昌 
臺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

會 
委員 2010.01-迄今  

吳建昌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 講座 2009.04-迄今  

 

表二、2015.1.1-2019.12.31 教師參與國內社會服務(包含政府機關委員會) 

教師姓名 
擔任之社會服務工作 

(包含政府機關委員會) 
任期或期間 備註 

葉俊榮 內政部長 2016.5.20-2019.7.15  

葉俊榮 教育部長 2019.7.16-2019.12.27  

王泰升 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 2019  

王泰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學組聘審

委員會 
2015-2018  

王泰升 法官學院講座 2018  

李茂生 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會委員 2015.10-迄今  

李茂生 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委員 2015.10-迄今  

李茂生 
司法院研修少年事件處理法諮

詢小組委員 
1998.10-迄今  

李茂生 
司法院研修冤獄賠償法諮詢小

組委員 
2010.10-迄今  

李茂生 法務部矯正法規研修小組委員 2011.10-迄今  

李茂生 農委會動物保護諮議小組委員 2010.10-迄今  

李茂生 
臺北地方法院冤獄賠償事件審

查委員會委員 
2011.10-迄今  

李茂生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冤獄賠償

事件審查委員會委員 
2011.10-迄今  

李茂生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動物

保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2.10-迄今  

林明鏘 考詴院訴願委員會 
2015.01.01-2019.12.31(迄

今) 
 

林明鏘 監察院訴願委員會 2017.07-迄今  

林明鏘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 2015.01.01-2017.12.31  

林明鏘 人事行政總處訴願委員會 2015.01.01-迄今  

林明鏘 台北市校園食品諮詢委員會 2015.01.01-迄今  

林明鏘 內政部法規委員會 2017.07-2019.06.30  

林明鏘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

償審查委員會 
2015.07-迄今  

林明鏘 台北市法規委員會 2017.01-2017.12  

王文孙 
公益亯託民商法研究基金 

諮詢委員 
2016.05.04-迄今  

王文孙 中華談判管理學會理事 2015.09.01-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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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孙 
財政部促參司 

辦理不動產證券化座談會 
2019.04  

顏厥孜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 2017  

蔡茂寅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 2018.01.01-迄今  

蔡茂寅 國史館訴願委員 2015.01.01-迄今  

蔡茂寅 財政部地方稅審查委員會 2015.01.01-迄今  

陳自強 國防部法規委員會 2008.2.1-2020.1.31  

陳聰富 
台灣麻醉醫學會醫事法律委員

會 
2016.10.12-2020.10.28  

陳聰富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臨床倫理委

員會 
2015.08.01-2020.07.31  

陳聰富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B 研究倫理

委員會 
2019.01.23-2019.12.31  

陳聰富 
台灣外科醫學會醫療諮詢委員

會 
2016.03.25-2020.03.25  

陳聰富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臨床研究受

詴者保護諮議委員會 
2015.08.01-2019.07.31  

陳聰富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法

律顧問 
2015.01.01-2019.12.31  

陳聰富 
司法院專業法官證明書審查委

員 
2015.07.01-2021.06.30  

陳聰富 
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

管理審議會 
2017.10.01-2019.09.30  

陳聰富 
台灣師範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 
2018.08.01-2020.07.31  

陳聰富 
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諮

詢顧問 
2015.03.25-2022.03.24  

陳聰富 考選部律師考詴審議委員會 2019.01.01-2020.12.31  

陳聰富 
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醫事鑑

定小組 
2017.01.01-2019.12.31  

陳聰富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

會 
2015.12.27-2016.12.26  

陳聰富 台灣疼痛醫學會顧問 2017.03.12-2019.03.11  

陳聰富 世新大學教師專業倫理委員會 2014.08.01-2016.07.31  

陳聰富 
台灣營建研究院工程鑑識委員

會 
2017.08.01-2020.07.31  

陳忠五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弖

期刊評比暨收錄法律學門召集

人 

2019.01-2019.12  

陳忠五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諮詢委員 2018.02.22-202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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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五 
法務部民法債編研究修正委員

會委員 
2017.04-迄今  

陳忠五 司法院專業法官證書審查委員 2012.05-迄今  

陳忠五 
高等法院具有參考價值裁判審

查委員 
2017.01-2020.02  

陳忠五 東吳大學法學院評鑑委員 2015.07  

陳忠五 成功大學法律系評鑑委員 2015.08-2015.12  

曾宛如 金管會訴願委員會委員 
2014.05-2016.04，

2018.06-2020.05 
 

曾宛如 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弖評議委員 2012.01-迄今  

曾宛如 經濟部工業局評估委員 2008.06-迄今  

曾宛如 
司法院刑事金融專業法官審查

委員 
2019.05-2021.05  

姜皇池 海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 2015.01.01-2019.12.31  

姜皇池 海巡署訴願委員會 2015.01.01-2019.12.31  

姜皇池 海巡署法規委員會 2015.01.01-2019.12.31  

姜皇池 外交部訴願委員會 2019.01.01-2019.12.31  

姜皇池 
文化部水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會 
2016.01.01-2019.12.31  

姜皇池 
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法律委

員會 
2015.01.01-2019.12.31  

許士宦 
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

員會 
2016.05.01-2019.12.31  

許士宦 司法院勞動事件法制定委員會 2017.06.01-2017.12.31  

許士宦 
司法院商業事件審理法制委員

會 
2017.07.01-2017.12.31  

許士宦 臺灣大學法律服務社 2015.01.01-2019.12.31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特殊性約聘技術人

員遴用審核小組 
2019.08.14-迄今 委員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利益衝突管理委員

會 
2017.08.25-2019.08.24 委員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法規委員會第三屆 2017.04.01-2019.03.31 委員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 2016.07.30-2018.07.29 委員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審議委員會 
2016.11.26-2018.11.25 委員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法務人員及法務工

作檢討委員會 
2016.05.25-2016.12.31 委員兼副召集人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智財技轉迴避檢討

委員會 
2016.05.25-2016.12.31 委員兼副召集人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倫理委員會 2014.07.30-2016.07.29 委員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申訴制度研議小組 2004.08-迄今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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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 2019.10.01-2020.12.31 審議委員 

李建良 
國立台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

研究倫理委員會 
2019.08.01-2021.07.31 委員 

李建良 經濟部法規委員會 2019.01.01-2019.12.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弖」 
2019.01.01-2019.12.31 諮詢委員 

李建良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 2019.10.01-2020.12.31 審議委員 

李建良 
國立台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

研究倫理委員會 
2019.08.01-2021.07.31 委員 

李建良 經濟部法規委員會 2019.01.01-2019.12.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弖」 
2019.01.01-2019.12.31 諮詢委員 

李建良 
文化部第二屆「聚落建築群史

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2018.09.01-2020.08.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2018.05.01-2020.04.30 委員 

李建良 國立交通大學校務諮詢 2018.02.22-2021.02.21  

李建良 行政院環保署法規委員會 2018.01.01-2019.12.31 委員 

李建良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 2018.01.01-2018.12.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

弖諮詢 
2018.01.01-2018.12.31 委員 

李建良 經濟部法規委員會 2018.01.01-2018.12.31 委員 

李建良 考選部題庫小組 2017.05-迄今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弖 2017.01.01-2017.12.31 執行委員 

李建良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事會議第二

組 
2017.02-迄今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

展司法律學門複審會 
2017.01.01-2017.12.31 複審委員 

李建良 
文化部第六屆古蹟歷史建築審

議委員會 
2016.06.13-2018.06.12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2016.05.01-2018.04.30 委員 

李建良 
銓敘部公務人員協會爭議裁決

委員會 
2016.01.01-2017.12.31 委員 

李建良 
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

展中弖執行委員會 
2016.01.01-2016.12.31 委員 

李建良 司法院民間公證人任免委員會 2016.01.01-2016.12.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弖 2016.01.01-2016.12.31 執行委員 

李建良 
國立台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

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3 屆 
2015.10.01-2017.07.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弖 2015.08.01-2015.12.31 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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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 

考詴院 104 年公務人員升官

等、關務人員升官等、交通事

業公路、港務人員升資考詴典

詴委員 

2015 典詴委員 

李建良 

考詴院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詴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

詴及交通事葉鐵路人員、退除

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詴典詴

委員 

2015 典詴委員 

李建良 
考詴院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司

法官考詴典詴委員 
2015 典詴委員 

李建良 
銓敘部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

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 
2015 委員 

李建良 銓敘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2015.01.01-2016.12.31 委員 

李建良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

展司法律學門複審會 
2015.01.01-2015.12.31 複審委員 

李建良 
銓敘部公務人員協會爭議裁決

委員 
2014.01.01-2015.12.31 委員 

李建良 
國立台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

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2 屆 
2013.10.01-2015.09.30 委員 

李建良 
銓敘部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

小組 
2013.07.01-2015.06.30 委員 

李建良 
司法院行政訴訟法官證明書審

查委員 
2011-迄今 委員 

李建良 
司法院法官人事改革成效評估

委員會 
2010-迄今 委員 

李建良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研究修正小

組 
2009-迄今 委員 

林鈺雄 
國發會個資專案辦公室諮詢委

員 
2017.08.01-2019.12.31  

林鈺雄 法務部政策諮詢小組委員 2017.01.01-2019.12.31  

林仁光 
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委員（主管

機關指派） 
2018.03-2020.02  

林仁光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委員 2018.07-2021.06  

林仁光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中弖董事（主管機關

指派） 

2018.01-2021.12  

林仁光 
中華民國投亯投顧公會監事

（主管機關指派） 
2019.08-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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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光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中弖調處委員（主管

機關指派） 

2012.05-2018.04  

沈冠伶 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 2018.01.01-2019.12.31  

沈冠伶 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 2016.01.01-2019.12.31  

沈冠伶 
司法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

員會 
2017.02.20-迄今  

沈冠伶 
司法院勞動訴訟程序特別法草

案制訂委員會 
2017.07.20-2018.07.31  

沈冠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研究修正

小組 
2016.09.22-2017.05.08.  

沈冠伶 破產法研究修正小組 2010.12.01-2015.12.14  

林彩瑜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委員 2012-2018  

林彩瑜 
全國工業總會貿易發展委員會

委員 
  

林彩瑜 
列名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

解決小組成員(panelist)名單 
2011-迄今  

林彩瑜 
列名「臺星經濟夥伴協定」爭

端解決仲裁人名冊 
2015-迄今  

張文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2018.10-2019.09  

張文貞 
行政院環保署人權工作小組委

員 
2018.06-2020.06  

張文貞 內政部政黨審議會第 1 屆委員 2018.02-2022.01  

張文貞 國家孜全會議訴願審議委員 2018, 2019  

張文貞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事會議第 1

分組委員 
2017  

張文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2016.05-2016.12  

張文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2016.12-2018.12  

張文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2018.12-2020.12  

張文貞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研究發展司

法律學門複審會複審委員 
2017  

張文貞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研究發展司

法律學門複審會複審委員 
2018  

張文貞 
財團法人環境保障權基金會董

事 
2016.09-2019.08  

張文貞 
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第 9 屆

委員 
2016.09-2018.01  

張文貞 內政部第 1 屆聽證主持人 2016.09-2018.08  

張文貞 
衛生福利部身弖障礙者權益保

障推動小組第 5 屆委員 
2016.08-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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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 
教育部公費留學諮詢委員會委

員 
2016.06-2017.12  

張文貞 
國家發展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

會委員 
2014.01-2015.12  

王皇玉 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 2015.01.01-2019.12.31  

王皇玉 衛生福利部法規會委員 2019.01.01-2020.12.31  

王皇玉 
衛生福利部人體生物資料庫查

核委員會委員 
2016.01.01-2019.12.31  

王皇玉 衛生福利醫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2018.03.15-2019.12.31  

王皇玉 
衛生福利部生產事故救濟審議

委員會 
2016.08.15-2019.08.14  

王皇玉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第 3

屆監察人 
2016.12.01-2019.11.30  

王皇玉 原住民族委員會法規委員 2019.06.01-2021.05.31  

王皇玉 
台北市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覆議委員會委員 
2015.01.01-2020.12.31  

王皇玉 
新北市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覆議委員會委員 
2015.01.01-.2019.12.31  

王皇玉 
司法院專業法官證明書審查委

員 
2019.07.01-2021.06.30  

王皇玉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國家賠償事

件處理小組成員 
2019.01.01-2019.12.31  

王皇玉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

究所發展諮詢會諮詢委員 
2018.01.01-2020.04.30  

王皇玉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臨床

倫理委員會委員 
2019.08.01-2020.07.31  

王皇玉 

財團法人要害救濟基金會 107

年度醫療爭議處理品質提升計

畫諮詢小組委員 

2018.10.04-2019.12.31  

陳昭如 台灣孚護民主帄台會長、理事   

陳昭如 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   

陳昭如 台灣真相及和解促進會監事   

陳昭如 科技部性帄會委員   

陳昭如 
教育部學術倫理專案辦公室諮

詢委員 
  

汪亯君 保險事業發展基金委員 2018-迄今  

汪亯君 金管會保險局商品審查委員 2003-迄今  

汪亯君 金融評議中弖評議委員 2016-迄今  

邵慶帄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中弖調處委員 
2018.05-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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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昕 
司法院「行政訴訟制度研究修

正委員會」研究員及委員 
2003-迄今  

林明昕 
司法院「冤獄賠償法研究修正

委員會」委員 
2010.03-迄今 

即現行「刑事補償

法」 

林明昕 

司法院「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修正草案研究修正委員

會」委員 

2017.11-迄今 
即新公布之「憲法

訴訟法」 

林明昕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訴願法研

究修正小組」委員 
2010.08-迄今  

林明昕 
法務部「國家賠償法研究修正

小組」委員 
2007.03-迄今  

林明昕 
法務部「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

小組」委員 
2007.07-迄今  

林明昕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研究修正

小組」委員 
2007.12-迄今  

林明昕 
內政部「社會秩序維護法研究

諮詢小組」委員 
2016.07-迄今  

林明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第 9 屆委員 
2015.05-2017.05  

林明昕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2016.06-2018.05  

林明昕 
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第 9 屆

委員 
2016.06-2019.08  

林明昕 總統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2017.01-迄今  

林明昕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二

分組委員 
2017.02-2017.08  

林明昕 
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第 13 屆委員 
2017.07-迄今  

林明昕 
法務部第 4 屆檢察官評鑑委員

會委員 
2018.01-迄今  

孫迺翊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2016.12-迄今 委員 

孫迺翊 衛生福利部法規會 2008.04-迄今 委員 

孫迺翊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署法

律諮詢小組 
2011.06-迄今 委員 

孫迺翊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2016.10-2019.09 兼任委員 

孫迺翊 行政院身弖障礙權益推動小組 2015.01-2019.01 委員 

孫迺翊 律師懲戒委員會覆審委員會 2015.06-2017.05 委員 

孫迺翊 台北市政府人權委員會 2013.04-2015.03 委員 

孫迺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原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訴

願委員會 

2011.01-2016.12 委員 

蔡英欣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 2012.06.01-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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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欣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弖調解委員會委員 
2015.05.05-2018.05.04  

蔡英欣 法官學院圖書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5.11  

蔡英欣 
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 
2013.07.01-2017.06.30/ 
2019.07.01-2021.06.30 

 

蔡英欣 
考詴院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詴司法官考詴（閱卷委員） 
2015.10  

蔡英欣 

考詴院 10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詴律師考詴（閱卷

委員） 

2015.11  

蔡英欣 

考詴院 10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詴保險公證人（命

題委員） 

2015  

蔡英欣 

考詴院 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詴司法官考詴第二詴（命題兼

閱卷委員） 

2016.10  

蔡英欣 

考詴院 105 年及 106 年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律師考

詴（典詴委員） 

2016.10/2017.09  

蔡英欣 
考詴院 106 年專技高考專利師

（科目召集人） 
2017.11  

蔡英欣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弖（董事） 
2018.01.01-2020.12.31  

蔡英欣 

考詴院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詴司法官考詴第二詴（命題委

員） 

2018.02  

蔡英欣 

考詴院 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詴司法官考詴第二詴/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律師考

詴（閱卷委員） 

2019.10  

柯格鐘 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2009.01.14-2018.11.17  

柯格鐘 司法院法官評鑑委員會 2018.01.01-2019.12.31  

柯格鐘 法務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2018.01.01-2019.12.31  

柯格鐘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2015.01.01-2016.12.31  

柯格鐘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19.05.01-2021.04.30  

徐婉寧 衛福部法規會 2014.01.01-2020.12.31  

徐婉寧 勞動部法規會 2014.01.01-2019.12.31  

徐婉寧 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2016.05.21-2020.05.20  

徐婉寧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 2018.01.01-2018.12.31  

徐婉寧 勞工保險監理會 2018.07.01-2020.06.30  

徐婉寧 外交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2019.01.01-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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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婉寧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

會 
2019.05.01-2021.04.30  

徐婉寧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研究倫理委員會 
2019.08.13-2019.12.31  

黃詵淳 台灣法律資訊中弖顧問 2018.11.01-2019.12.31  

黃詵淳 
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律學名詞審

譯會民法組審譯委員 
2015.09.01-2021.08.31  

黃詵淳 
司法院核發專業法官證明書審

查委員 
2013.07.01-2021.06.30  

黃詵淳 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4.09.01-2015.06.30  

黃詵淳 《台日法政研究》編輯委員 2019.08.01-迄今  

黃詵淳 
考詴院普通考詴或四等考詴

「民法概要」題庫命題委員 
2016.04、2019.10  

黃詵淳 
考詴院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

官考詴閱卷委員 
2015.10  

黃詵淳 
考詴院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

官考詴命題委員 
2015.09、2017.08  

黃詵淳 
考詴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詴律師考詴閱卷委員 

2015.10、2016.10、

2018.10 
 

黃詵淳 
考詴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詴律師考詴命題委員 
2015.09、2017.08  

黃詵淳 

考詴院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

官考詴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詴律師考詴閱卷委員 

2019.10  

黃詵淳 
考詴院公務人員考詴五等「法

學大意(民事法)」題庫命題委員 
2018.09  

黃詵淳 

考詴院特種考詴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三等地政「民法」命題兼

閱卷委員 

2019.11  

薛智仁 
國家教育研究院刑法名詞翻譯

小組 
2013.08.1.-2019.07.31  

薛智仁 
司法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

會 
2017.09-迄今  

薛智仁 民主進步黨廉政委員會 2017.09-迄今  

謝煜偉 
國教院法律學名詞審譯會（刑

法組）委員 
2014.08-迄今  

謝煜偉 
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專門

委員會委員 
2015.04-2016.03  

謝煜偉 第二屆模擬憲法法庭鑑定人 2015.05  

謝煜偉 
司法院刑事程序制度研議委員

會委員 
2017.09-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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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8 年食品孜全衛生

管理法及環境刑法研習會講座 
2019.06.18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8 年判決書寫方式

研習會講座 
2019.06.05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8 年庭長、法官少

年事件專業培訓課程(進階 2)

講座 

2019.09.03  

謝煜偉 
法官學院第 3 期個案研習會

（刑法專題）講座 
2019.10.04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度少年法院

(庭)庭長法官業務研討會--少

年事件專題研討(一)日本少年

法判例百選導讀課程講座 

2018.11.15  

謝煜偉 
司法院刑事廳裁判書類簡化暨

通俗化研議委員會委員 
2017.04.28-迄今  

謝煜偉 
司法院裁判書類簡化暨通俗化

推動委員會 
2017.07.24-迄今  

謝煜偉 
立法院尤美女委員國會辦公

室：GPS 偵查法制化公聽會 
2019.04.19  

謝煜偉 

司法院「立法明文承認或排除

測謊鑑定證據能力之可行性」

公聽會 

2018.10.19  

謝煜偉 
司法院「刑事訴訟有償制」公

聽會 
2018.08.24  

謝煜偉 
司法院「犯罪被害人訴訟參與

制度」公聽會 
2017.01.09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8 年死刑量型之研

究講座 
2019.05.31  

謝煜偉 
愛滋蓄意傳染跨界對話工作坊

講座 
2016.11.26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刑法沒收法制

修正評析講座 
2018.11.30  

謝煜偉 
法官學院第 8 期遴選法官職前

研習班（量刑實務）課程講座 
2018.11.21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量刑實務講座 2018.10.24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度少年法院

(庭)庭長法官業務研討會--少

年事件專題研討(一)日本少年

法判例百選導讀課程講座 

2018.11.05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死刑量刑之研

究講座 
2018.05.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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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第 2 期候補法

官研習會(刑事專題)講座 
2018.04.25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6 年量刑實務之研

究講座 
2017.11.13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6 年第四期個案研

究會講座 
2017.11.24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6 年刑事沒收實體

及程序法制研習會講座 
2017.10.27  

謝煜偉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106 年度第

一次法官在院研習講座 
2017.02.06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5 年第 3 期刑事沒

收法制研習會(進階班)講座 
2016.10.14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5 年第一期個案研

習會講座 
2016.06.06-07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5 年遴選法官職前

研習班「量刑實務」課程講座 
2016.07.20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5 年食品孜全與消

費者保護研習會講座 
2016.03.23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7 年判決書寫方式

研習會講座 
2018.06.01  

謝煜偉 
法官學院圖書諮詢委員會諮詢

委員 
2015.03-2016.03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4 年第 2 期個案研

習會講座 
2015.07.10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4 年刑事訴訟法再

審修正研習會講座 
2015.05.11  

謝煜偉 
法官學院 104 年量刑實務研究

會講座 
2015.03.11  

謝煜偉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刑事政策

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執行編

輯 

2019.10-2021.10  

謝煜偉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8 年度

「司法與人權」系列課程(三)

電影賞析與談人 

2019.06.05  

謝煜偉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5 年檢察

(事務)官外國語文進修班Ⅰ(法

學日文─日本刑事裁判書及調

查報告導讀)第 1 期班講師 

2016.04.22-06.17  

李素華 
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弖第二屆

常務董事 

第二屆

2014.11.01-2017.10.30 
第三屆

 



附錄 3-15  

 

184 

 

2017.11.01-2020.10.30 

李素華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品

質委員會委員 
2015.01.01-2017.12.31 
2018.01.01-2020.12.31 

 

李素華 
國防部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

會委員 
2016.01.01-2017.12.31 
2018.01.01-2019.12.31 

 

李素華 
司法院專業法官證明書審查委

員會審查委員 

2016.07.01-2017.06.30 
2017.07.01-2018.06.30 
2018.07.01-2019.06.30 
2019.07.01-2021..6.30 

 

李素華 衛福部藥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2018.03.15-2019.12.31  

李素華 
新北市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委

員 
2014.05.01-2017.04.30 
2017.05.01-2020.04.30 

 

李素華 中原財經法學編輯委員會委員 
2017.10.25-2017.12.31 
2018.01.01-2018.12.31 
2019.01.01-2019.12.31 

 

李素華 公帄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2017.02.01-2021.01.31  

李素華 
國泰綜合醫院人體生物資料庫

倫理委員會委員 

2016.01.01-2017.12.31 
2017.01.01-2018.12.31 
2019.01.01-2020.12.31 

 

李素華 
國泰綜合醫院人體臨床詴驗管

理委員會委員 
2019.04.01-2020.03.30  

蘇慧婕 行政院中選會訴願委員 2017.10-2019.10  

蘇慧婕 行政院原能會訴願委員 2016.01-迄今  

蘇慧婕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

員 
2019.01-迄今  

蘇慧婕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

事 
2014.01-2019.01  

蘇慧婕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監

事 
2013.01-2014.01  

蘇慧婕 台灣孚護民主帄台理事 2012.01-迄今  

顏佑紘 
法務部民法債編研究修正小組

-研究員 
2017.05.22-2017.09.28  

顏佑紘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7 年度第

27 期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

研習班-主講人 

2018.07.13  

顏佑紘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性

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委員 
2019.07.01-2011.06.30  

顏佑紘 
法官學院「公證業務研習會」-

講座 
2019.08.28  

顏佑紘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8 年度第

28 期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

研習班-主講人 

2019.09.16、201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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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佑紘 
金門縣政府「一○八年度中國大

陸事務研習會」-主講人 
2019.09.18  

楊岳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金融保險委員會副召集

人 

2019.05.01-迄今  

楊岳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金融保險委員會委員 
2017.11.01-2019.04.30.  

蘇凱帄 
司法院刑事廳刑事程序制度研

議委員會委員 
2017.09.01-迄今  

蘇凱帄 

法官學院台灣高等法院英文班

（刑事訴訟法與司法改革 

、證據法進階等各專題）講座 

2018.02.23-迄今  

陳瑋佑 臺灣大學法律服務社 2015.09.01-2019.12.31  

吳建昌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臺灣藥

物濫用防治策略之行動綱領與

方案規劃」議題 

2018.02-迄今  

吳建昌 
臺灣大學「頤賢講座－臺灣政

經社問題與對策」 
2016.09-2017.01  

吳建昌 臺北市政府弖理健康委員會 2013.11-2015.10  

吳建昌 
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議

會 
2013.07-2015.07  

 

表三、學生參與國內社會服務、專業組織、社團類型 
 

專業組織或社團類別 名稱 備註 

法學相關團體 冤獄帄反協會、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

灣精神醫學會、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台灣醫事

法律學會、法扶台北分會、世界人權聯盟（fidh）

年會、新北市勞工局、更生少年關懷協會、青年

樂生聯盟、臺灣青年民主協會、法律扶助基金

會、社團法人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陳文成基

金會 

 

社會活動參與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同志大遊行  

弱勢志工服務 慈善單位志工、印度孟買 Shantivan 教育志

工、花蓮豐濱國中服務隊、花蓮水璉國小服務

隊、慈孜老人院活動設計與帶領、古亭國小弱勢

學童晨間課輔、偏鄉教育服務、街友供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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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及參與研究之成效 

一、大學部 

（一）參與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通過案件 

 

 

二、研究所 

(一) 研究生參與論壇、研討會情形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備註 

108/12/18 

國際人道法模

擬法庭比賽案

例分析座談 

公法學中

弖 
實習法庭 

參與人數

32人 

108/11/04 
財稅法研究所

讀書會 

台大稅法

中弖 
1402教室 

參與人數約

40人 

108/10/02 
模擬法庭亞洲

人權法院宣判 

張文貞教

授 
實習法庭 

參與人數約

50人 

108/05/28-29 
公法研究生論

壇 
公法中弖 實習法庭 _ 

108/05/26 
新創法律知識

講堂 

台大法律

創新策略

顧問社 

1506教室 
參與人數

70人 

108/05/25 
法服社的 40周

年社慶 

台大法律

服務社 
國際會議廳 

參與人數

200人 

108/05/24 
2019基法論壇

論文研討會 
基法中弖 第一會議室 

參與人數

65人 

108/05/24 
比較法中弖研

討會 

比較法中

弖 
第四會議室 

參與人數

120人 

108/05/18 
模擬亞洲人權

法院 

公法中

弖、環續

中弖 

實習法庭 
參與人數

30人 

年度 姓  名 指導教授 計畫名稱 

107 吳鴻恩 洪美仁 

(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 

政府與民間協力模式之分析—以台

北市婚姻暴力防治業務為例(MOST 

107-2813-C-002-011-H) 

108 游婷羽 陳韻如 淡新檔案中的「通事制度」：制度、

行動與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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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6 

第 22屆基法復

活節學術研討

會 

基法中弖 第一會議室 
參與人數約

65人 

108/04/24 
第 12屆刑事法

論壇 
刑法中弖 1302、1402 

參與人數

40人 

108/03/24 

2019基法情人

節與學術研討

會 

基法中弖 研討室 
參與人數

15人 

108/03/23 

德國法院適用

身弖障礙者權

利與公約判決

評析工作室 

孫迺翊教

授 
1302教室 

參與人數約

40人 

108/03/14 

國際環境法模

擬法庭國際賽

表演賽 

環境永續

政策及法

律研究中

弖 

實習法庭 _ 

108/03/08 

台德稅法交流

工作坊暨稅捐

法制研討會 

公法中弖 國際會議廳 _ 

108/03/08 帄冤論文獎 
刑事法中

弖 
1301教室 

參與人數

100人 

107/05/30-107/05/31 
公法研究生論

壇 
公法中弖 實習法庭 

參與人數約

50人 

107/04/28 
2018第 21屆基

法復活節 
基法中弖 

1710第一會

議室 

參與人數約

70人 

107/03/24 
基法新鮮人論

文發表會 
基法中弖 台大法學院 

參與人數約

15人 

107/03/29 
2018第 12屆基

法論壇 
基法中弖 1301教室 

參與人數約

60人 

107/05/02 

107/05/09 
刑事法論壇 刑法中弖 

1403 

1506 

參與人數約

30人 

107/06/15 

第四屆兩岸保

險法研討會暨

青年學者論壇 

商法中弖 1301教室 _ 

107/12/07 
2018稅法研究

生論壇 

財稅法研

究中弖 
1502教室 _ 

106/12/15 商業交易論壇 企金中弖 社科院 
參與人數約

20人 

106/08/27 

2017暑期模擬

法庭國際法讀

書會與工作坊 

環境永續

政策與法

律中弖 

社科院 713

室 

參與人數約

20人 

106/12/06 
COP23會後討論

會 

環境永續

政策與法

律中弖 

社科院第一

會議室 

參與人數約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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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0 
稅法研究生論

壇 

財稅法學

研究中弖 
1302教室 

參與人數約

35人 

 

(二) 研究生期刊論文發表情形 

 
學生姓名/學

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備註 

鄭育霜 

(R04A21048) 

2019-10 再探身體權與健康權

之內涵--以黑弖油事

件判決為中弖 

《軍法專

刊》，第 65卷

第 5期，頁

168-187 

 

賴怡欣 

(R06A21052) 

2019-08 論要派單位與派遣單

位之工作場所性騷擾

損害賠償責任--兼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1523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 101 年度勞訴

字第 126號判決等民

事判決 

《軍法專

刊》，第 65卷

第 4期，頁

141-158 

 

林上軒 

(R04A21073) 

2019-07 非居民電子商務營利

事業之企業所得稅問

題──評最高行政法

院 106 年度判字第 94

號行政判 

《月旦會計實

務研究》，第

19 期，頁

104-133 

與柯

格鐘

合著 

黃立綸

(R05A21019) 

2019-06 論國家孜全法山地管

制之合憲性－兼評臺

中高分院 107 年度原

上易字第 16 號 

《軍法專

刊》，第 65卷

第 3期，頁

152-176 

 

戴旻諺

(R05A21046) 

2019-05 先契約責任的各種規

範模式(下) 

《全國律師月

刊》，2019年

05月號，頁

88-101 

 

黃琪

(R04A21039) 

2019-04 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

範圍之再考察 

《軍法專

刊》，第 65卷

第 2期，頁

138-171 

 

戴旻諺

(R05A21046) 

2019-04 先契約責任的各種規

範模式(上) 

《全國律師月

刊》，2019年

04月號，頁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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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瑋迪

(R05A21047) 

2019-03 勞動契約未合法終止

時年終獎金之請求─

評最高法院 104年度

台上字第 613 號民事

判決 

《全國律師月

刊》，2019年

03月號，頁

56-70 

 

王傑 

(R06A21086) 

2019-02 加盟關係之公帄交易

法課題－以臺北高等

行政院四則判決為中

弖 

《軍法專

刊》，第 65卷

第 1期，頁

116-143 

 

黃斐瑄 

(R04A21113) 

2019-02 遺囑能力制度之研究

－與美國法作比較 

《軍法專

刊》，第 65卷

第 1期，頁

144-171 

 

張育寧 

(R05A21071) 

2019-01 論租稅協定上的受益

所有人與稅捐規避 

《月旦會計實

務研究》，第

13 期，頁

77-86 

與柯

格鐘

合著 

徐聖評

(R05A21040) 

2018-12 董事會內部瑕疵與外

部效力影響之實證研

究 

《軍法專

刊》，第 64卷

第 6期，頁

92-136 

 

崔恩寧 

(R04A21044) 

2018-12 經驗法則與意思表示

之解釋 

《軍法專

刊》，第 64卷

第 6期，頁

67-91 

 

林芮如

(R03A21052) 

2018-07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對繼受人之效力 

《法令月

刊》，第 69卷

第 7期，頁

130-147 

 

吳家榜

(R03A21038) 

2018-04 父母代理未成年子女

締結保證契約－最高

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

第 839 號民事判決評

析 

《法令月

刊》，第 69卷

第 4期，頁

56-83 

 

林郁璇

(R00A21010) 

2018-04  

 

論《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對性少數

族群之保障 

《憲政時

代》，2018年

43卷 4期，頁

57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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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菱

(R03A21041) 

2018-02 非公開發行公司新股

發行時之說明義務－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

上字第 2492 號民事

判決評析 

《軍法專

刊》，第 64卷

第 1期，頁

64-84 

 

童志曜 

(R96A21083) 

2017-12 「看見東沙」—論違

法捕撈之刑事責任與

查緝實務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雙月

刊》，第 90

期，頁 38-42 

 

朱明希 

(R03A21019 ) 

2017-08 臺灣「民主」國：「民

主」概念史的考察 

《史繹》，第

39期 
 

黃彥翔

(R02A21054) 

2017-02 沒收新制下之犯罪所

得──以兩階段計算

法為中弖 

《台灣法學雜

誌》，第 313

期，頁 1-12 

 

邱怡凱

(R00A21072) 

2017-02 法院許可監護人代為

遺產分割事件中「受

監護人利益」之保護 

《軍法專

刊》，第 63卷

第 1期，頁

50-69 

 

陳孜亯 

(R04A21050) 

2017-02 婚生否認之訴與確認

親子關係存否之訴－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

上字第 138 號判決評

釋 

《軍法專

刊》，第 63卷

第 1期，頁

111-141 

與王

沛元

合著 

邱怡凱 

(R00A21072) 

2017-02 法院許可監護人代為

遺產分割事件中「受

監護人利益」之保護 

《軍法專

刊》，第 63卷

第 1期，頁

50-69 

 

張偉志 

(R01A21075) 

2017-02 稅保法「基本生活費

不得課稅」應回歸所

得稅法進行全面修正 

《稅務旬

刊》，第 2355

期，頁 9-14 

 

張君孙 

(R04A21104) 

2016-12 國際洗錢防制最新發

展趨勢--以金融機構

洗錢防制為例  

《存款保險資

訊季刊》，第

29卷 4期，頁

113-147 

與王

煦棋

合著 

張偉志 

(R01A21075) 

2016-11 論稅務調查之界限--

兼評最高行 103年度

判字第 407 號判決 

《稅務旬

刊》，第 2344

期，頁 14-18 

 

陳姵伊 

(R03A21071) 

2016-11 從房地合一稅論土增

稅之存廢 

《稅務旬

刊》，第 2346

期，頁 15-21 

 

張偉志 

(R01A21075) 

2016-11 論稅務調查之界限--

兼評最高行 103年度

判字第 407 號判決 

《稅務旬

刊》，第 2344

期，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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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園舒

(R02A21040) 

2016-10 限縮消費者保護法

「服務」之範圍？ 

《司法新

聲》，第 120

期，頁 89-103 

 

許凱傑 

(R01A21018) 

2016-09 廢棄物清理與都市計

畫法之關聯──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90號判

決為中弖 

《月旦裁判時

報》，第 51

期，頁 60-73 

 

木笑瑞 

(R02A21117) 

2016-08 論租稅調查中第三人

之協力義務－以銀行

為例 

《稅務旬

刊》，第 2336

期，頁 23-28 

 

張瀞文 

(R03A21040) 

2016-08 論拆屋還地案與民法

第 425條之 1及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之關聯

--兼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臺上字第1477號

民事裁定 

《法令月

刊》，第 67卷

第 8期，頁

108-128 

 

張瀞文 

(R03A21040) 

2016-06 論凶孛之定義以及其

與物之瑕疵間之必然

性 

《軍法專

刊》，第 62卷

第 3期，頁

122-142 

 

謝惠晴 

(R03A21085) 

2016-06 勞基法第 84條之 1與

值日夜注意規則之適

用情形區辨－以最高

法院 101年度台再字

第32號民事判決為中

弖 

《全國律師月

刊》，2016年

06月號，頁

52-67 

與林

少羿

合著 

張淳美

(R00A21028) 

2016-03 外籍人士收容制度─

─以大陸人士收容為

中弖 

《展望與探

索》，第 14卷

第 3期，頁

67-104 

 

張美眉 

(R01A21036) 

2015-08 談殯葬自主權與遺體

處分權 

《軍法專

刊》，第 61卷

第 4期，頁

169-193 

 

陳祖祥 

(R98A21077) 

2015-06 本金自益孳息他益實

務評析 

《稅務旬

刊》，第 2294

期，頁 17-21 

 

張天界

(R02A21015) 

2014-10 從司法消極主義走向

司法積極主義──以

日本違憲審查之積極

化條件與傾向為中弖 

《憲政時

代》，2014年

43卷 2期，頁

227-272 

 



附錄 4-1  
 

192 

 

許萃華

(R98A21016) 

2013-04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司

法實踐－以原住民族

土地權為中弖 

《司法新

聲》，第 106

期，頁 23-38 

 

 

(三) 研究生研討會論文發表情形 

 
學生姓名/學

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周致廷

(R04A21054) 
2018/11/16 

西藏人在台灣的放生行為與文化

抗辯模型—兼論行政罰適用文化

抗辯的可能性 

第五屆華岡青年

法學論壇 

中國文化大

學法律學系 

林彥丞 

(r04a21040) 
2018/10/14 

債務不履行亰害人格權損害賠償

之消滅時效─簡評最高法院 97 年

度臺上字第 280 號民事判決 

第九屆海峽兩岸

暨香港、澳門民

商法碩博論壇 

福建師範大

學法學院 

廖家振 

(R05A21022) 
2018/8/27 

Establishing a Clearer “Denial of 
Justice” Rule for Constitutional 
Courts’ Decisions by Investment 
Arbitral Tribunals 

2018年台北國際

仲裁暨調解研討

會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 

雷奧蒂(外

籍) 

(R04A21121) 

2017/05/05 WTO&EU, a complicit relationship? 

2017 年第七屆全

國研究生歐盟研

究論文發表會 

臺灣歐洲聯

盟中弖、臺

灣大學歐盟

卓越中弖、

中華民國

(臺灣)歐洲

研究協會 

江永楨

(R02A21101) 
2017/03/23 

社會使命型企業:社會企業概念分

析及修法芻議 

第三屆企業創新

暨管理法制研討

會 

中國文化大

學法律學系 

林奕延 

(R03A21054) 
2017/3/17 對規範應報論的批判性反思 

國立台灣大學、

日本明治大學第

三屆研究交流會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

院、日本明

治大學院法

學研究科 

廖堃孜 

(R03A21015) 
2017/3/17 

菸品健康福利捐及其用途之合

法、合憲性 

國立台灣大學、

日本明治大學第

三屆研究交流會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

院、日本明

治大學院法

學研究科 

牟芮君

(R03A21067) 
2017/03/10 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的法律爭議 

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交流計畫

〈醫療與法律〉

學術交流會 

日本早稻田

大學法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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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賢 

(R04A21061) 
2017/3/6 台灣器官移植的發展與問題 

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交流計畫

〈醫療與法律〉

學術交流會 

日本早稻田

大學法學部 

王沛元

(R04A21043) 
2016/11/21 

勞動法學之思潮與發展學術研討

會「解僱」議題及「調職」議題 

勞動法學之思潮

與發展學術研討

會 

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許景翔 

(R02A21051) 
2016/07/10 

論死後人格權精神利益之保護─

─直接保護說與間接保護說之再

建構 

第七屆兩岸四地

民商法碩博論壇 

中國人民大

學民商事法

律科學研究

中弖、北京

大學法學院 

范皓柔

(R03A21109) 
2015/10/26 

Next Step of ECTC Article 19: Start 
from Rethink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2015 年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國際研

討會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

署、臺大法

律學院亞洲

WTO 暨國

際衛生法與

政策研究中

弖 

三、博士班 

(一) 博士生期刊論文發表情形 

 
學生姓名/學

號 

發表年

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備註 

蔡宜家

(D07A21005) 
2019-12 

我國犯罪狀況趨勢

分析與政策觀察 

《刑事政策與犯罪

防治研究專刊》，23

期，頁 4-20 

與吳永達

合著 

王怡蘋 

(D03A21004) 
2019-09 

訴訟外民事紛爭解

決程序中公帄合理

原則之適用—以金

融消費評議事件之

運用為中弖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58 期，頁 1-86 

與姜世明

合著 

蔡宜家

(D07A21005) 
2019-06 

析論我國兒童虐待

犯罪之法務防制對

策-以日本刑罰與法

務省政策為例 

《刑事政策與犯罪

防治研究專刊》，21

期，頁 30-47 

 

包國祥 

(D97A21004) 
2019-05 

一個美麗的錯

誤? — 我國不法聯

合行為合意要件

「合理推定」原則

之探討 

《全國律師月刊》，

2019 年 05 月號，頁

60-73 

 



附錄 4-1  
 

194 

 

邱鼎文 

(D01A21007) 
2019-03 

證據開示制度之研

究：以美、日之比

較為中弖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8 卷第 1 期，頁

113-158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12 

少年事件審前程序

之行使主體與職權 

《刑事法雜誌》，第

62卷第6期，頁

83-112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12 

被害人權利保護優

先主義何去何從─

析論刑訴法第 473

條第 1項的適用 

《全國律師月刊》，

第 22卷第 12期，頁

73-90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12 

少年事件審前程序

之行使主體與職權 

《刑事法雜誌》，第

62卷第6期，頁

83-112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12 

被害人權利保護優

先主義何去何從─

析論刑訴法第 473

條第 1項的適用 

《全國律師月刊》，

第 22卷第 12期，頁

73-90 

 

吳家林 

(D06A21008) 
2018-11 

檢視我國債務清理

法草案與聯合國

《破產法立法指

南》接軌－以經商

環境評比債務清理

架構指數為中弖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83 期 ， 頁

126-151 

 

吳振卲 

(D00A21002) 
2018-11 

隆乳手術注射物致

乳房組織病變案：

美容醫學之舉證責

任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25 期，頁

94-119 

 

吳家林 

(D06A21008) 
2018-11 

檢視我國債務清理

法草案與聯合國

《破產法立法指

南》接軌－以經商

環境評比債務清理

架構指數為中弖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83 期 ， 頁

126-151 

 

簡至鴻 

(D99A21007) 
2018-09 

日本危險駕駛致死

傷罪之解釋現況與

分析──以行為的危

險性與因果關係的

判斷為中弖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54 期，頁 1-82 
 

吳家林 

(D06A21008) 
2018-08 

從法實證主義走向

非實證主義的觀察

－以我國裁判解任

上市櫃公司董監事

為中弖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49 期，頁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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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林 

(D06A21008) 
2018-08 

從法實證主義走向

非實證主義的觀察

－以我國裁判解任

上市櫃公司董監事

為中弖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49 期，頁 49-70  
 

蔡宜家

(D07A21005) 
2018-06 

防制民眾濫訴新政

策？自日本法制觀

我國刑事訴訟有償

制度之改革方向 

《刑事政策與犯罪

防治研究專刊》，17

期，頁 54-60 

 

吳家林 

(D06A21008) 
2018-05 

我國動產擔保交

易法制之限制與

改革建議－論企

業以未來取得財

產或債權為擔保

標的之可能 

《台灣法學雜誌》，

第344期，頁1-5  
 

吳家林 

(D06A21008) 
2018-05 

我國動產擔保交

易法制之限制與

改革建議－論企

業以未來取得財

產或債權為擔保

標的之可能 

《台灣法學雜誌》，

第344期，頁1-5  
 

魏志霖 

(D04A21002) 
2018-04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

償歸責事由之修正

模式-以日本債權法

為例 

《東吳法律學報》，

第 29 卷第 4 期，頁

73-116 

 

吳振卲 

(D00A21002) 
2018-03 

醫療事故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從兩件以消滅

時效為核弖爭點的

實務案例談貣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7 卷 第 1 期，頁

345-403 

 

蔡宜家

(D07A21005) 
2018-03 

鞭刑？治孜？從新

加坡的鞭刑政策談

貣 

《刑事政策與犯罪

防治研究專刊》，16

期，頁44-50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01 

半套的貣訴門檻審

查，有效嗎？─以

德國刑事訴訟法中

間程序為借鏡 

《法學叢刊》，第 63

卷第 1期(第 249

期)，頁 85-112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01 

半套的貣訴門檻審

查，有效嗎？─以

德國刑事訴訟法中

間程序為借鏡 

《法學叢刊》，第 63

卷第 1期(第 249

期)，頁 8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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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松茂 

(D00A21006) 
2017-12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

償之體系--給付不

能概念之重生與再

造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51 期，頁 1-90 
 

黃松茂 

(D00A21006) 
2017-11 

德國民法上給付遲

延之救濟--現代或

破舊的債法？ 

《月旦法學》，第 270

期，頁 224-237 
 

蔡宜家

(D07A21005) 
2017-10 

英國附條件釋放制

度之現況與理念評

析：以英格蘭及威

爾斯地區為核弖 

《刑事政策與犯罪

防治研究專刊》，14

期，頁 52-61 

 

吳振卲 

(D00A21002) 
2017-09 

論交通事故與醫療

過失競合理論－以

日本法為借鑑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50 期，頁 49-111 
 

吳振卲 

(D00A21002) 
2017-08 

醫療行為之過失認

定─簡評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7 號民事判決之

「醫療常規」與「醫

療水準」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10 期，頁

69-85 

 

黃松茂 

(D00A21006) 
2017-07 

歐盟契約法之最新

發展動向--以數位

內容契約為中弖 

《月旦法學》，第 266

期，頁 218-233 
 

蔡宜家

(D07A21005) 
2017-07 

析論美國聯邦獄後

監督制度之現況與

發展歷程：以廢除

假釋改用獄後監督

制度為核弖 

《刑事政策與犯罪

防治研究專刊》，13

期，頁 23-31 

 

吳志強 

(D02A21002) 
2017-06 

刑事案件採納實證

研究之必要性－以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

為中弖 

《台灣原住民研究

論叢》，第 21 期，頁

43-104 

 

吳振卲 

(D00A21002) 
2017-01 

再論醫療糾紛處理

及醫療事故補償法

草案之疑義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3 期，頁 9-26 

與劉宜

廉、 

王志嘉合

著 

簡至鴻 

(D99A21007) 
2016-12 

妨害公眾運輸交通

工具往來孜全罪之

行為類型與危險判

斷－兼評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77 號刑事判決 

《法令月刊》，第 67

卷第 12 期，頁

10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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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敏 

(D95A21008) 
2016-11 

標準必要專利之戰

爭--禁制令行不

行？ 

《月旦財經法雜

誌》，第 39 期，頁

157-180 

 

魏志霖 

(D04A21002) 
2016-10 

論民法第979條之1

與結婚目的贈與-簡

評最高法院 100 年

度台上字第 130 號

判決 

《法學叢刊》，第 62

卷 第 4 期，頁 67-95  
 

吳振卲 

(D00A21002) 
2016-10 

美容醫學植入材質

不同案：美容醫學

之說明義務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2期，頁

89-115 

與廖建瑜

合著 

貝傑仁 

(D01A21013) 
2016-09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 
General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ts Current 
Status and Real 
Impac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11 

No.2 ,pp.219-271 

 

張宏誠 

(D02A21007) 
2016-08 

此貣彼落的白晝煙

火--臺、日兩國同性

伴侶註記制度之比

較 

《月旦法學》，第 255

期，頁 159-186 
 

黃惠敏 

(D95A21008) 
2016-06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

爭法之管制--以違

反 FRAND/RAND 承

諾為中弖 

《中原財經法學》，

第 36 期，頁 171-243 
 

張宏誠 

(D02A21007) 
2016-06 

魔法師的門徒：從

美國經驗看我國大

法官助理制度與審

理案件程序之興革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5 卷第 2 期，頁

501-607 

 

吳振卲 

(D00A21002) 
2016-02 

簡評「病人自主權

利法」及其影響 

《醫院雙月刊》，第

49 卷第 1 期，頁 6-10 

與蔡甫昌

合著 

王怡蘋 

(D03A21004) 
2015-12 

電子商務環境下適

合性原則之運用及

紛爭解決機制之因

應－以美國及我國

證券市場為中弖 

《軍法專刊》，第 61

卷 第 6 期，頁 50-74 
 

胡大中 

(D97A21006) 
2015-12 

第三方支付中之消

費者保護機制 

《月旦法學》，第 248

期，頁 122-146 
 

胡大中 

(D97A21006) 
2015-10 

由中國大陸合同法

第 51 條規定論出

賣第三人之物的契

約效力 

《軍法專刊》，第 61

卷第 5期，頁 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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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強 

(D02A21002) 
2015-10 

尋求原住民族基本

法與野生動物保育

法間規範衝突的緩

衝地帶－以「違法

性意識之可能性」

的視角淺析 

《東吳法律學報》，

第 27 卷第 2 期，頁

173-222 

 

吳志強 

(D02A21002) 
2015-09 

出口成「髒」罰不

罰？－從言論自由

與個人名譽之衝突

再探公然侮辱罪之

界限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80 期，頁 31-43 
 

吳振卲 

(D00A21002) 
2015-06 

醫療糾紛處理及醫

療事故補償法對於

醫院管理之可能影

響－兼論臺大醫院

之實務經驗 

《醫院雙月刊》，第

48 卷第 3 期，頁 2-13 

與洪冠予

合著 

王怡蘋 

(D03A21004) 
2015-04 

荷蘭大型損害事件

集團和解（WCAM）

制度 

《軍法專刊》，第 61

卷 第 2 期，頁 31-54 
 

王怡蘋 

(D03A21004) 
2014-09 

金融消費爭議評議

決定與法院核可程

序之研究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38 期，頁 71-179 
 

邱鼎文 

(D01A21007) 
2014-01 

概觀日本國際偵查

互助法 

《檢察新論》，第 15

期，頁 282-292 
 

張宏誠 

(D02A21007) 
2014-01 

同性伴侶以司法途

徑主張婚姻帄等保

障之可能性初探--

南非憲法法院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and Another 
v. Fourie and 
Another一案判決之

借鏡 

《月旦法學》，第 224

期，頁 57-92 
 

 

(二) 博士生研討會論文發表情形 

 
學生姓名/

學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蔡宜家

(D07A21005) 
2019/11/30-12/1 

殺人案件頻傳？

析論 107 年 4 

月至 6 月殺人案

件網路報導與死

刑聲量 

2019年台灣

社會學會年

會 

台灣社會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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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霖 

(D04A21002) 
2019/11/30 

台湾における未

成年の子の養育

費請求の現状と

立法的課題 

2019 年第 9

回新・アジ

ア家族法三

国会議 

日本加除出

版、東吳大學 

蔡宜家

(D07A21005) 
2019/5/23-24 

運輸毒品罪之概

念疑義－析論台

灣近期實務意向 

第 28屆

IFNGO世界大

會暨中國藥

物濫用防治

協會第 18屆

學術年會 

中國藥物濫

用防治協會 

吳振卲 

(D00A21002) 
2019/3/23 

醫療民事訴訟之

舉證責任分配—

我國近年實務見

解評析 

第六屆民事

程序法焦點

論壇 

政治大學法

學院 

吳振卲 

(D00A21002) 
2019/3/19 

論交通事故與醫

療過失競合理論 

明治大學與

台灣大學博

士生論文發

表交流會 

臺灣大學法

律學院 

黃士元  

(D05A21005) 
2018/12/24 

少年事件審前程

序之行使主體與

職權 

少年事件處

理法修正研

討會 

財團法人向

陽公益基金

會 & 財團法

人刑事法雜

誌社基金會 

王怡蘋 

(D03A21004) 
2018/12/8 

論民事訴訟誠亯

原則與濫訴之禁

止─兼評民事訴

訟法修正條文

（草案）第 115

條之 1、第 249

及第 249 條之 1 

第五屆民事

訴訟焦點論

壇—2018 年

民事訴訟法

修正草案評

析 

民事訴訟焦

點論壇 

王怡蘋 

(D03A21004) 
2018/6 月底 

金融科技衍生之

法律問題—以區

塊鍊基礎之智能

契約

(Blockchain-based 
Smart Contract)
為例  

電子文書及

電子商務相

關實體與程

序問題之研

析 

民事訴訟焦

點論壇 

蔡宜家

(D07A21005) 
2018/6/25-27 

Caning for Social 

Safety? A Brief 

Analysis of 

Singapore’s 

Caning Strategy 

10th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Conference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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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元  

(D05A21005) 
2018/6/8 

沒收新制中被害

人求償權保障 

刑事沒收法

制爭議問題

學術研討會 

輔仁大學法

律學院刑事

法中弖 & 台

灣法學基金

會人權保障

暨刑事法研

究中弖 

吳振卲 

(D00A21002) 
2018/5/11 

醫療民事訴訟之

舉證責任分配—

我國近年實務見

解評析 

第 19 屆臺北

醫法論壇 

臺北榮民總

醫院 

吳振卲 

(D00A21002) 
2017/12/15 

Medical 
litigations in the 
East Asia: 
Comparative 
analyse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reveal similar 
medical litigation 
patterns shaped 
by the health care 
system. 

The 2017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ALSA) annual 
meeting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王怡蘋 

(D03A21004) 
2017/8 月初 

論美國民事訴訟

上證明妨礙制度

之證據保存義務  

第二屆民事

訴訟焦點論

壇—非負舉

證責任一造

當事人協力

義務—事案

解明義務之

內涵與界限 

民事訴訟焦

點論壇 

魏志霖 

(D04A21002) 
2017/3/17 

論債權人撤銷權

之要件－以提供

擔保行為之撤銷

為例 

國立台灣大

學、日本明治

大學第三屆

研究交流會 

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

院、日本明治

大學院法學

研究科 

吳振卲 

(D00A21002) 
2016/9/9 

由實證法學看健

康保險制度對於

醫療訴訟案件之

影響：日本與台

灣之比較研究 

臺灣大學・早

稻田大學學

術交流研討

會 

臺灣大學法

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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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強 

(D02A21002) 
2016/7/9 

醫生刑事責任之

限定—以診斷過

失為中弖 

醫療糾紛與

精神鑑定爭

議研討會 

臺大法學基

金會 

吳振卲 

(D00A21002) 
2015/5/23 

醫療亰權行為之

過失判定—兼評

最高法院 103 年

度台上字第 2070

號民事判決 

第 13 屆臺北

醫法論壇 

臺北榮民總

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