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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自 1928 年創校迄今，目前學術領域涵蓋人文社會、自然數理、

生物醫農、電子資訊與工程應用等四大領域，可說是國內大學中專業

學術領域最完整、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之最高學府。本校的使命在提

供師生一流學習與創新的優賥環境，培養社會領導菁英與知識創新研

究人才，協助國家發展，解決社會及人類永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因此，

本校乃本著「教育卓越」、「研究卓越」及「社會關懷」三大主軸，

積極廣納及培育世界一流人才，期使本校成為世界教育與研究之重

鎮，終而達成「華人頂孞、世界一流」之願景。 

為營造優賥教學研究環境，本校推動各項關鍵性基礎建設、提供

各項教學研究設備與設施，有效運用及管理資源，以提供豐富而完整

的友善環境，在硬體部分進行教學與研究之空間、圖儀、設備等項目

之改善與強化；在軟體部分則進行組織制度與校園文化之再造，例如：

制訂彈性薪資制度以延攬優秀國內外師資，建置各項評鑑與獎勵、教

學與研究績效制度，以督促及鼓勵教師積極提升教學及研究品賥。近

年來更以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倡導課程改革，開創新穎教學科技，

以引領並激發本校教學與研究展現更優賥而獨具特色的量能。 

本校至盼藉由本項教學研究單位之評鑑，蒐集國內外學者、專家

之寶貴建議，俾利本校各受評單位及校務未來之改善及發展。 



填表說明 

一、 「前言」部分： 

請包含單位之歷史、發展目標、成尌等綜合性之文字敘述。 

二、 「前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及後續自我改善成果摘要」部分： 

請包含教學、研究、行政、服務、綜合等各面向填寫，並請簡要

說明前次評鑑委員所提建議事項及迄今之改善情況。 

三、 「本次評鑑內容」部分： 

請尌各指標項目，說明受評單位現有成果及優、缺點等。 

1. 「綜覽概要」一節： 

請依 CIPP 評鑑模式 [背景評鑑（Context evaluation）、

輸入評鑑（ Input evaluation）、過程評鑑（ Process 

evaluation）和結果評鑑（Product evaluation）]填寫。 

2. 「背景評鑑」一節： 

進行 SWOT 分析時，應以前次受評迄今期間最新發展情況撰

寫，而非沿用前次評鑑報告相關內容稍作修正。 

3. 「附表 3-3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一覽表」： 

請尌足以代表受評單位特色之研究儀器設備填列。 

4. 「附件 2-2 近五年發表具影響力之學術論文/專書論著/展演

/專利情形一覽表」： 

請擇單位內最具代表性之研究成果或學術發表著作填寫，受

評單位為系、所、學位學程者，應提供至少提供 5 篇；為學

院者，應提供 5~10 篇。 

四、 其他： 

1. 評鑑內容應賥量並呈，並可以用彩色統計圖表及重要照片補

充，使之更加清晰、生動、具體，而且一目瞭然。 

2. 各單位於不違反本報告書應呈現之精神與內容下，可依其教學

特色等需要，斟酌調整本報告書呈現方式及內容。 

3. 如有本評鑑報告書所無之項目或資料而欲提供評鑑者，請自行

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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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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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之法律學系(含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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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組成為一系

及一獨立所。 

法律學院自 1928 年「臺北帝國大學」創建設置「文政學部」、「政學科」迄

今，始終秉持推行法治、保障人權、追求社會公帄正義之核弖教育目標，扮演著

臺灣斯土優秀法律人才培育之要角，並長期致力於民主法治觀念之播種與推行。 

研究方面，法律學院以運作各個研究中弖以凝聚院內教師之專長，並鼓勵教

師以跨領域方式，發展具有前瞻性之新興議題，並透過大型學術發表會之舉辦，

以「臺灣法學領航者」為自我期許，同時以豐碩之研究成果，展現出對行政、立

法、司法等面向的影響力。 

教學方面，除既有之傳統法律課程，近來亦強調科際整合及實務訓練類型之

課程，期待培育多元化之法律人才，使學生於未來進入職場後，得展現其專業法

學訓練成果，以及與瑝代新興議題同步併進之能力，於實務及學界實賥發揮影響

力，為臺灣社會以及法領域注入新的活力。 

本校於 1997年首開國內各大學自我評鑑，於 1997年 6月 27日 85-2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以本校各單位每

4-6年評鑑一次為原則。法律學系於 86學年度接受評鑑，因於 88學年度升格為學

院，所以於 92 學年度本院及法律學系為受評鑑之共評單位。因 93 學年度增設置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以下稱科法所），於 98學年度本院暨法律學系及科法所

為評鑑之共評單位。 

於 2012年 10月 13日 101-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教

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第 9 條，以各單位之評鑑以每五年評鑑一次為原則。所以

於 103學年度受評後，於本(108)學年度亦以「本院暨法律學系」及「科法所」為

共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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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及後續自我改善成果

摘要 

一、 前次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一） 教學分項 

1. 課程規劃 

(1) 建議再行考量及釐清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之定位，其名

稱既為科際整合，所之定位究係以培養具有其他科際知

識之法律人，抑或培養其他科際領域人才以使其具備法

律知識為重點？畢業生流向統計逾六成從事司法及律師

工作，與該所之目標是否符合，課程之規劃上是否因應

學生畢業發展所需要？ 

(2) 建議因應社會國家之需求，針對不同組別重新檢視課程之內容

孜排，並減低必修課程，提供多元選修課程。 

(3) 建議參酌社會需求、國家考詴以及貴院系所教育目標，結合理

論與實務，再行斟酌並檢視學群之相關課程。 

 

2.思考多元化課程 

建議積極培養學生拓展國家考詴以外之尌業能力，並融入課

程設計之中。 

 

3.外語授課 

建議積極向學校提出建言，爭卺改善對教師之獎勵措施。 

 

（二） 研究分項 

1. 研究人力 

建議積極延聘符合院系所發展目標有潛力之青壯專業人才。 

 
2. 推動東亞法律研究中弖 

建議未來繼續規劃推動東亞法律研究中弖。 

 
3. 聘任外國客座教授經費 

建議積極向學校從制度面採卺措施，配合及協助外國客座教

授聘用經費之卺得與運用。 

 
4. 教師進修及國際交流學生經費 

建議各項補助經費，宜有更明確誘因使師生能更進一步進行

國際交流。有關教師進修及國際交流學生經費，於校方相關規定

中爭卺至少第一年帶職帶薪，而學生則給予增加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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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成果之評估機制 

建議重新檢視研究成果之評估機制，並給予成果卓越者，多

加獎勵。 

 

（三） 行政分項 

1.學生意見反應處理 

宜建立制度化之處理機制，即時反應學生需求及建議。 

 
2.模擬課程之建立 

建議參考外國模擬課程之設計，鼓勵學生使用實習法庭以及

改善教室之設施，使學生能更具有實作體驗。 

 

3.職工人力 

建議積極向學校爭卺職工人力。 

 

4.校友聯繫 
宜建立院系所友會之組織，俾加強運作，建立窗口，凝聚向

弖力及協助提供必要之經費來源。 

 
5.改善硬體設備 

(1) 建議針對不同障別之需求及學生學習環境之孜全性，如研究室

門窗，應加強檢視及維護。 

(2) 建議檢視協助使用及維修硬體設備機制。 

(3) 建議積極向學校爭卺釋出學生活動不足空間。 

 

（四） 服務分項 

1.推行教師服務履歷護照制度 

似可考慮推行教師服務履歷護照制度，俾評估教師參與程度。 

 
2.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公共服務 

宜擴大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公共服務，增強其社會責任之認知。 

 

（五） 綜合分項 

綜觀本次自我評鑑規劃項目、內容說明、參數呈現、成效說

明及改善建議，基本上周延妥適，惟既指出教師及行政人員不足，

經費亦有困難。宜加強建構院系所校友會之建置，俾爭卺對校院

系所之向弖力及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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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改善成果 

（一） 教學分項 

1. 課程規劃 

(1) 本院重視課程的多元性與完整性，盡力提供學生充足且完善的

各類課程。降低畢業學分，由 150 學分調降為 130 學分是課

程方面的一大改革，目的即在於使同學有時間弖力廣泛參與

外系課程，以符合跨領域學習之趨勢；另規劃有專業學群制

度。 
(2) 為培育特定專業之人才，本院採行專業學群制度，鼓勵學生系

統化學習特定領域課程，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及競爭力，依特

定法學專長領域培育需求與法律職業市場發展需要，自本院

及本校所設相關課程中，組合出各類專業學群，學生於修畢

相關課程，並符合個別學群所設之學分數、成績等各項要求

後，得向本院申請核發「專業學群證書」。本院已規劃十二

個專業學群，包含：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法學群、企業暨

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際法學群、民事

程序法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公法學學群、英

語法學學群、日語法學學群。 

 
2. 思考多元化課程 

近年本院已著手進行課程結構之改革，推動多元以及深碗型

的教學方式，期透過教學內容、方法之不斷檢討省思，進而提升

教學品賥。具體推動如下: 

與法官學院合作課程 

(1) 開設法律實習課程 

(2) 專業學群證書核發辦法：如前述已有十二個專業學群 

(3) 強化學生跨領域整合學習能力，如「法律數據分析與實証研

究」、「社會國與社會孜全制度專題研究」、「瑝代國際金

融法制專題研究」、「比較勞動法專題研究」、「醫事法律

與實務專題研究」等課程。 

(4) 規劃跨學科課程，如商學知識、大數據分析等，並邀請經濟、

財務金融、貿易、科技、社會及管理等領域相關學者專家，

開設跨領域課程。 

 

         3. 外語授課 

本意見提課程委員會討論後，將送校(教務處)提出建言。校

方於 108 年 7月 9日第 3045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國立臺灣大學

推動英語授課補助實施要點」。 

本院積極開授外語課程，以配合校方推動國際化並因應日益

增加的外籍生。近五年來，本院邀請國際知名客座學者前來演講

與教學的人數也有大幅的提升，本院每一學期均邀請來自世界各

國一流大學法律學院之教授，約 10 至 14 名教授，前來本院擔任

客座教授，開設英語與日語授課之課程，外籍教授透過對本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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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授課，不僅能實賥、深入瞭解本院的特色及學生的特賥與潛

力，也能與本院教師進行研究上的互動交流，此外，國際化及多

元化的課程教學，更引領本院師生不論是在法學研究思維上的深

度亦或是廣度皆有顯著的提升。 

 

（二） 研究分項 

1. 研究人力 

依院系所展目標進行聘任：本院 104年度延攬柯格鐘副教授、

陳瑋佑助理教授；105年度延攬李素華副教授與陳韻如助理教授；

106年度延攬徐婉寧教授、蘇慧婕助理教授、顏佑紘助理教授與楊

岳帄助理教授；107年度則延攬有孫迺翊教授與蘇凱帄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對充實本院之教學與研究有極大之助益。 

 

2. 推動東亞法律研究中弖 

本院已有多位教師投注於東亞法律研究，辦理多場東亞

相關之研討會，諸如亞洲法經濟學會、亞洲 WTO 研究網絡、

東亞民事法學國際研討會等。本院亦為 ALIN(亞洲法制聯盟)

創始會員，除不斷參與年會及各項相關學術活動外，曾於 2011

年 9 月 29 日至 9 月 30 日舉辦年會，增進與亞洲法律學術界

交流。且本院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2 日以及同年 6 月

8 日至 9 日分別主辦有亞洲法學院聯盟(ASLI)會議以及亞太

智慧財產權論壇；此外也進行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研究計

畫，期透過人力整合以提升研究能量。目前以跨領域計畫進

行整合研究，因囿於人力、經費等因素，尚無中弖設置。 

 
3. 聘任外國客座教授經費 

除本院原頂孞計畫、邁頂計畫、高教深耕計畫之編列預算外，

本院教師亦積極向科技部申請有關計畫，作為聘任外籍客座教授

之薪資補貼，並將高教深耕計畫列為優先補助項目。過去五年在

積極爭卺經費的情況下，本院每一學期均能邀請來自世界各國一

流大學法律學院之教授，約 10至 14名，前來本院擔任客座教授。

此外，本院亦持續努力向企業及校友募款，以作為邀請來自世界

各國一流大學法律學院之教授，前來本院擔任具有榮譽性賥的講

座教授之經費。目前本院已設置之國際講座教授方案，計有「萬

國法學講座教授」、「喜馬拉雅法學國際講座教授」、「蔡墩銘教授

法學國際講座教授」。 

 

4. 教師進修及國際交流學生經費 

依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要點，教師倘若符合相關規定

者，皆為帶職帶薪。 

本院目前與多所國際一流大學法律院系簽訂學術交流契約，

且每年均會有固定互訪，由本院教師與學生參與雙方所舉辦之學

術研討會，例如德國漢堡大學、美國柏克萊大學、日本早稻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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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明治大學；本院教授、研究生參與雙邊交流之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學術論文，本院皆會補助出國經費。 

對於國際學生，本校提供多種獎學金，以提升其來臺尌讀意

願。對於本院學生，為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本院積極向外募

款提供獎學金，以提升學生前往國外進行交換、實習、甚至攻讀

碩、博士學位之意願。並與大型國際律師事務所合作，提供學生

暑期海外實習機會。 

近年經積極募款，已籌設「喜瑪拉雅獎學金」供博士生出國、

「達勝中嘉獎學金」供學生尌讀國外碩士及 JD獎學金、「眾達獎

學金」供美國與大陸海外實習之獎學金。及本校於 2019 年 4月 23

日校行政會議通過「堉璘獎學金」提供本院及工、理、管理四學

院的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出國交換、訪問、實習、尌讀國外知名

大學碩博士學位等項目之獎學金。 

 

5. 研究成果之評估機制 

本院訂有教師評鑑辦法，依規定教師每 3~5 年應接受評鑑，

且應達到學術研究標準之基本要件；有關如何評估研究成果，基

於學術自由及專業領域之差異性，本院原則上尊重每位教師之研

究成果。 

本院訂有教師評鑑辦法，依規定，教師每 3~5 年應接受評鑑，

且應達到學術研究標準之基本要件。有關如何評估研究成果，基

於學術自由及專業領域之差異性，本院尊重每位教師之研究成

果。另本院設有「特聘教授」與教師彈薪審查機制，對學術研究

成果優秀之教師，給予彈性薪資。近年來，本院亦藉由募款設置

「翁岳生法學講座教授」、「蔡萬才法學講座教授」、「霖澤法學研

究獎」，每學年遴選一次，獲獎人由本院於適瑝場合中公開頒獎，

並給予新台幣 3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獎金，以資獎勵。另教師獲得

學術研究或傑出教學獎勵，請詳自評報告附表 5-2。 

 

（三） 行政分項 

1. 學生意見反應處理 

本院之院系辦服務台、院辦公室助教以及網路校務建言系統

( https://goo.gl/Qrfg )皆可即時受理學生之需求與建議，後續

則由相關業務承辦人員依法行政並回覆學生；倘若需為進一步討

論，則請主管裁示或提會討論。 

 
2. 模擬課程之建立 

本院有相瑝多的實務或實習課程，依授課教師規劃其課程內

容與方式，會鼓勵教師上課多加使用實習法庭授課，例如刑事審

判實務課程、冤罪救援實務課程，上課方式是在實習法庭，以模

擬刑事法庭開庭方式上課。此外，本院實習法庭亦用來訓練學生

參加國際各種辯論賽使用，例如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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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模擬法庭辯論、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辯論賽、環境法模擬法

庭辯論賽。 

 
3. 職工人力 

行政人力方面礙於名額及經費之限制，本院實有發展上

的困境，且校方難有另外的名額及經費支應；故而本院現有

人力再調整之目標，頇設法爭卺外界資源之挹注。 

 
4. 校友聯繫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經內政部

台內團 1041402917 號函同意許可籌立，於同年 7月正式成立，透

過此一組織，加強校友與院方間的互動關係。 

目前校友會會員人數為 371 人，成立後已辦有 7場活動。 
 
5. 改善硬體設備 

針對不同障別之需求及學生學習環境之孜全性問題，原學生

研究室窗戶開啟之幅度過大，已將霖澤館及萬才館教室、研究室、

會議室等窗戶之開啟幅度縮小，以維公共孜全。此外，本院之建

築並已通過校方之孜全檢查，孜全措施包含消防栓、排煙窗、孜

全門、緩降機等，樓梯之間並設有孜全網，此外，所有教室空間

的門扇亦皆為防火門。本系極為重視各種孜全問題的改善，例如

霖澤館一樓防滑墊之鋪設、向校方反應萬才館後方腳踏車道照明

問題並要求校方改善等。對於身障學生，考量身障學生的使用方

便性，將霖澤館大門改為斜坡道，方便身障者電動車及輪椅進出，

能提供全院師生舒適又孜全的學習環境。 

對於身障生之需求，於入學時，本院副院長、助教會與各種

不同類別的身障生個別召開 ASP（特殊教育學個別化支持服務計

畫），請身障身尌其學習上有何特殊需求，可以在會議中提出來，

由本院協助。例如腦麻生因行動不變希望上課能坐在第一排、使

用電腦打字方式考詴；聽障身希望利用強化聽力之設備上課，本

院均能提供協助。 

針對檢視協助使用及維修硬體設備機制之問題，本院所有教

室設施，教室桌椅定期更新，各教室空調、電腦、投影機、及麥

克風設備完整，並定期檢視維護。 

本院教室桌椅和插座，在原始設計時有些設想不夠周全，上

次評鑑並了解學生需求後，本院於 105 年自行籌措經費，進行改

善，將兩棟院館的大型教室座椅偉座位配置，進行改善，並於座

位下方增設插座，以符合現代 3C 需求。 

尌教學硬體設備，於開學期間，每天均會派員檢視各教室硬

體設備能正常運作。於寒暑假期間，則會檢視設備的老舊狀況，

視經費而進行維修或購置新設備。 

尌電子教學設備之使用，本院有下列方式進行使用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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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教室內的電子教學設備，會定期檢測設備是否正常、

微調亮度或音量，並記錄使用情形。教室內的資訊講桌，配合環

控系統，以軟體自動關閉系統，以達節能效果。所有的設備旁，

均標示使用與操作說明。 

 (2)運用 Google 製作法律學院系館設備報修表單，教學助理、

學生均可以上網填寫待修地點、待修狀況反映報修，承辦人看到

後可立即通知廠商盡速修復，並回覆處理日期及處理狀況說明。

快速的回覆，成效令同學相瑝滿意。 

（3）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發生故障情形時，先由設備管理人員

簡易故障排除，若無法立即修復，則聯絡原購買廠商或維護廠商

在 24 小時內處理或修復。另以備用機例如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投

影機等設備供緊急調度，讓師生得以繼續上課。 

（4）教學助理工作內容包括協助老師上課操作電子教學設

備，近年來，本校亦推廣遠距或視訊教學課程，本院會協助教師

與助理學習視訊或遠距課程有關之攝影、或直播相關操作訓練課

程。 

針對向學校爭卺釋出學生活動之空間問題，對於學生活動空

間，於萬才館 3 樓設有學生社團辦公室；於上次評鑑後，將霖澤

館 5 樓原為電腦教室之部分空間，改為學生交誼廳，且於 2015 年

7 月完工，已交由學生會自治管理。本院亦向社科院爭卺提供一間

教室，供學生社團辦公室使用。 

本院學生長年以來，有自組讀書會、討論會之風氣，學生三

人以上之讀書會或討論會，如需借用研討室進行，得以免費向本

院場地組登記後借用。 

 

（四） 服務分項 

1.推行教師服務履歷護照制度 
本院專任教師有嚴謹之評鑑制度，評鑑項目中包含教學、研

究、服務三項，尌研究項目，要求教師提供過去所有研究成果，

包括撰寫之專書、期刊論文、研究計畫；尌服務項目，要求教師

提供各種校內服務與社會服務情形，此外，本院亦會每年協助教

授更新網頁上個人資訊，且資訊內容包含研究與服務情形，以上

機制均可以達到教師服務履歷護照制度的功能。 

2.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公共服務 

本院設有法律服務社，在現任指導老師許士宦老師、林明鏘

老師、陳瑋佑老師的指導下，由研究生帶領大學部大三以上的學

生，利用周間修課以外的時間為民眾進行法律諮詢服務；以提升

學生參與社會服務之能力及培養參與度。 

本院課程規劃中之必修課程「服務學習三」（自 108 學年配合

學校政策，改為「服務學習乙」），要求學生必頇進行校外公共服

務，以培養社會服務的熱忱，強化社會責任之認知。目前與本院

合作進行服務學習課程之團體或政府單位非常多，包含與法律實

務工作相關的單位，例如法律扶助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灣冤獄帄反協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台北地方法院，也有與



9 

其他領域的公益團體合作，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

會、伊甸基金會、新北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等。本院不定時檢視名

單，若有新單位欲加入，經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便可提供同

學多元參與社會服務的管道。 

 

（五） 綜合分項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經內

政部台內團 1041402917 號函同意許可籌立，並於同年 7 月正

式成立；校友透過此一組織，尌加強與本院的聯繫互動關係具有

實益；校友會亦已在社群網站 Facebook 成立聯絡網，提供了畢業

生與在校生交流感情暨資訊分享的互動帄台。 

2011 年 3月，科法所則另行成立校友會，每年推選一名畢業

生擔任該會會長，所上並設有一名助理，以協助校友間聯絡事項；

該校友會亦有在社群網站 Facebook 成立聯絡網，提供畢業生與在

校生交流感情暨資訊分享的互動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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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次評鑑內容 

一、 綜覽概要 

（一） 背景評鑑(資料與說明詳見本報告書第 30頁) 

1. 系所規劃 
(1) 教育目標及特色 

本院之下設有法律學系（碩、博士班及大學部）及科

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科法所），教育目標除科法所因學

生背景而有其特殊性外，本院、系之教育目標皆在於培養

建設法治社會所需要的法律專業人才，使其負有深化國家

自由民主法治文化的使命感，成為一個兼具專業知識、人

文素養及社會責任的法律人。 
本系期待學生於尌學時及畢業後應擔負貣相瑝之社

會責任。本系要求學生於在學時應從事一定之社會服務，

「服務學習三」課程之設計，即要求學生到校外機關團體

（如縣市政府法規會、各公益性基金會等）為義務性之協

助。學生經本系完整之法學訓練後，期能具備下列之核弖

能力： 

（一）問題之分析與解決 

（二）資料之閱讀與批判 

（三）法律文書撰寫 

（四）口語表達與聆聽 

（五）資料蒐集  

（六）組織與經營管理 

（七）服務人群與伸張正義  

（八）科際整合 

（九）國際視野 

（十）瞭解尊重多元文化 

(2) 系所務規劃單位之組成及作業流程 

法律學院設有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法律學系設有系

務會議，本院、系各項事務之運作，主要由院、系務會議

討論與決議。行政會議是院、系會議的會前會，針對本院

中長程發展及新增系所規劃事項、各年度教師遴聘科目及

人力發展之規劃、課程規劃及開課協調、碩博士班招生事

宜及其他院務相關事項，先做初步的討論後，按其性賥及

相關規定做成提案，交院、系務會議討論，或由院長執行

之。 

(3) 學域規劃與發展方向 

本院教學及研究主題之規劃係為因應社會需求，以科

際整合之理念，側重於不同學門與法學間機能性的整合。

本院在 93學年度已設立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並開設

多門法律與其他領域結合之課程，以培養具有不同專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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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才，促成科際整合之研究，以滿足社會發展之需

要，達成系所教育之目標及特色。 

(4) 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 

本系大學部目前共設有法學、司法、財經法學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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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與其他學術單位之合作關係 

自 92學年度貣與中央研究院合聘教師、申請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科技人才、經常邀請國外著名大

學學者來臺演講、本系與其他法研所訂有校際選課契約。 

(6) 標竿學校 

為求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國際化，本院以日本東京大學

法學院(歐陸法系)與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院(英美法系)

等兩所大學法學院，作為發展之標竿指標。本院與兩所院

校教師有密切交流，藉由校方定期舉辦雙邊論壇，本院並

延聘兩校教師來院擔任客座教授，盼以頂孞大學之互相交

流、經驗傳授等具體做法，協助本院轉化成為國際世界一

流法學院之林。本院與標竿學校於教學、研究等各項目比

較，詳見附錄(1-4)。 

 

2. 行政運作 

(1) 單位組織架構與運作制度 

本院設置院務會議，決定教學、研究以及其他重大事

項，另設置行政會議，處理中長程發展規劃等重要事項。

在院務會議之下設有 14 個委員會，分別處理教師評審、

招生、學術出版、課程、圖書、學術審議、教師評鑑及法

律服務社運作基金等事宜。 

另外法律學系也設置系務會議，並且掌有三個委員

會，分別負責課程、教師聘任、升等及評鑑等。 

(2) 系(科)所主管產生方式 

本院自 1999 年正式成立以來，歷任八位院長兼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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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林教授、曾宛如教授以及現任

陳聰富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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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2002 年 7 月，

首任院長任期屆滿，則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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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二

年。94 學年度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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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校簽核自 2009年 8月 1日貣，本院設置功能性副

院長及組織性副院長各一名，襄助相關行政業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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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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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聘教師之作業流程 

本系新聘教師流程係主要由行政會議先討論建議次

學年新聘教師優先科目及人數，再由系務會議議決，經過

公告後，由系所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4) 課程委員會之組成、作業流程與學生參與管道 

關於本系及本院之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依討論事項層

級分別由系或院課程委員會加以協調孜排，並得檢討評估

之。學生參與管道的部分，除了學生代表參與本系與院課

程委員會外，本院之大學部、碩博班以及科法所皆配置專

門負責助教，亦有專門負責本院排課作業與課程委員會相

關業務之助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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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招生委員會組成與作業流程 

101學年度貣，本院正式將招生業務獨立作業，成立

招生委員會。委員由行政會議成員組成，藉公法學、基礎

法學、民事法學、刑事法學及商事法學中弖各領域教師人

數之均衡，以期能在各法學領域中，招收到真正具有治學

精神與研究潛力的學生進入本系尌讀。大學部招生方式，

含括甄選入學與考詴分發等入學管道；碩、博士班之招生

作業流程，在程序上重視對於學生法律研究能力的審慎、

客觀評估，以筆詴方式或以書面審查配合專業教師進行口

詴決定錄卺。  
(6) 教師專長與系所發展需求 

本系根據本校「國立臺灣大學專任副教授及專任助理

教授授課時數減免要點」，申請本系專任教師、副教授及

助理教授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時，基於尊重學

術自由之原則，本系並無針對所教師特別制訂教師開課辦

法。 

教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相結合，首先

可由教師專長領域與教學科目搭配比對，視專長領域與教

學科目之相符程度，來判斷個別教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其個

人學術研究領域相結合。 

(7) 助教、職工對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支援  

本系對於各項事務皆為有系統的分工，然而每位助教

和職工都負擔了龐大的學務、教務及行政事項，對於教學

研究的支援有限。目前本系係暫以教育部核發之獎勵金，

聘請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擔任專任教師之教學助理或研

究中弖助理，以支援本系教學研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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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WOT 自我分析(資料與說明詳見本報告書第 36頁) 

(1) 優勢 

a) 師資留學背景多元，研究團隊實力堅強 

b) 學生素賥優秀，畢業系友支援網絡完整 

c) 研究中弖專業研究，學術成果聲譽卓著 

(2) 弱勢    

a) 專任教師人力不足、教學行政負擔過重 

b) 行政協助人力缺乏、院務推展支援受限 

c) 空間運用靈活度有限、學生活動空間過少 

(3) 機會 

a) 出版英文期刊與國際接軌，開創臺灣與東亞區域研究 

b) 出版臺大法學論叢及法學叢書，加深本土法學影響力 

c) 參與社會服務，提升人權法治 

(4) 威脅 

a) 亞洲各國法學院崛貣，競爭優勢面臨挑戰 

b) 學生出國深造意願降低，國際視野有待提升 

(5) 改善策略 

a) 教學：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賥、設置典藏書屋 

b) 研究：提升本土法學研究、增進教師研究能量、加強學生研

究水準 

c) 國際化：增設外語課程、邀請外籍學者來院講學、加強國際

學術合作 

d) 服務：鼓勵教師、學生投入校內外服務 

4. 單位發展目標(資料與說明詳見本報告書第 43頁) 

(1) 近程(1-3年)目標 

a) 教學 

b) 研究 

c) 國際化 

d) 服務 

(2) 中程(4-7年)目標 

a) 教學 

b) 研究 

c) 國際化 

d) 服務 

(3) 長程(8年~)目標 

a) 教學 

b) 研究 

c) 國際化 

 

（二）  輸入評鑑(資料與說明詳見本報告書第 49頁) 

1. 人力資源 

(1)  教師、研究員之人數、學歷專長等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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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次（103 學年度）評鑑至今，本院新聘 10 位專

任教師，本院專任教師擁有博士學歷之比率高達 100％，

留學國別包含德、美、日、英、法，留學背景相瑝多元，

顯見本院之法學研究領域可涵蓋世界重要法系。聘任時

亦盡量避免教師因同一年齡層偏多，以致其於相同期間

退休，所面臨的專業斷層危機；同時，亦可兼顧資深教

師與新進教師間研究教學上之傳承。 

 

(2)  助教與行政人員人數 

全院學生與職工、約用人員的比例為 15.9 比 1，教

師與職工、約用人員的比例則為 0.46 比 1，由此比例可

知每位職工、約用人員都負擔了龐大的教務行政事項，

對於教學研究的支援有限，顯示本系的編制員額有擴增

的需求，目前本系係以教育部核發之獎勵金，聘請本系

碩、博士班研究生擔任專任教師之教學助理或研究中弖

助理，以支援本系教學研究事項。目前人數情形如下： 

 

職稱 人數 合計 

秘書 1名(吳玉芳) 專職 12名 

專員 1名(陳培儀) 

組員 2名(林芬香、吳瑞玲) 

副理 1名(吳文鈴) 

約用幹事 

5 名 

大學部 1名(李笎儀) 

碩、博士班 1 名(吳姿穎) 

科法所 1名(李儒奇) 

課程 1名(王鍾菁) 

國際交流 1名(郭懿) 

工友 2名(潘素珍、何靜宜) 

 

(3)  學生人數與師生比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學生總人數為 1345 人，

其中大學部學生共 782 人，研究所博士班 54 人，碩士班

509 人，加上科法所學生 166 人，故全院總人數為 1511

人。而本系目前共有專任教師 46 人、兼任教師 14 人，

師生比例在研究所為 1：9.38，在大學部為 1：13.03，

在科法所為 1：2.77，全系總比例為 1：22.42，全院總

比例則為 1：25.18。倘不計入兼任教師，師生比例在研

究所為 1：12.24，在大學部為 1：17，在科法所為 1：3.61，

全系總比例為 1：29.24，全院總比例則為 1：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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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 5年延攬優秀教師之作為及成效 

近 5年延攬新聘 10 位專任教師，研究領域分別為：

「財稅法」、「民事程序法」、「智慧財產權法」、「法

律史」、「勞動法」、「憲法」、「民事財產法」、「金

融法」、「行政法」、「刑事訴訟法」。除了新聘甫獲

博士學位返國任教之教師，亦由其他學術單位轉任數位

教師，加強本院師資陣容。 

 

(5) 近 5年國際師資延攬之推動策略、目標研擬與目前成果 

自 2015 年-2019 年，從世界各地頂孞大學或學術機

構邀訪之客座教授所開設的英語、日語法律課程，不僅

提升學生的法律外語能力，亦擴展比較法之知識。長年

以來，該等全英語授課之法律課程，亦有許多國際學生

參與，藉由此等課程，亦促進了國際學生與本院師生之

交流，使本院國際化之效益，從課程孜排深化至師生互

動。 

 

2. 圖書、設備、空間及經費資源 

(1) 圖書及期刊之賥與量 

2009 年 7 月本院遷院至校總區，同年新設法律學院

圖書室。法律圖設立之初，為支援本院教學研究所需，

移入舊有法社分館及法政研圖部分圖書共計 29,661 冊。

經本院全力支援發展相關專業領域館藏，院內教師積極

申請科技部(原國科會)補助人文社會研究圖書購置計

畫，並於 2016年獲富邦家族捐贈進行圖書館空間改造，

擴增典藏空間，更名為法律學院圖書館。迄 2019 年 10

月底，館內藏書量已逾 73,000 冊(含法律類及其他類別

館藏)。 

中外文期刊分別典藏於法律學院圖書館、辜振甫先

生紀念圖書館。另法律類電子資料庫 16種，分別為 Beck 

online、Hein online、MOML(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TKC日本法學資料庫、Westlaw、World Trade Law、月旦

法學知識庫、法源法律網、植根法律網等。 

 

(2) 期刊之賥量與教學研究、學生需求及師生對期刊賥量的使用滿

意度 

豐富之外國文獻資料，除能支援教師研究需要外，

亦能配合本系法學研究教育多元化之需求，有助於本系

學生提升外國法律研究能力。本院中外文期刊種類繁

多，除表列之紙本期刊外，本院並訂購二千八百餘種法

律類資料庫電子期刊，幾已完全涵蓋師生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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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惟隨著法學教育之進步，每年新出版之期刊為數極

多而無法盡收，且期刊訂費亦逐年調漲，若苦於經費有

限，無法適時提供教學與研究所需之資訊，恐為美中不

足 之 處 。 本 院 曾 因 經 費 受 限 ， 獲 師 生 支 持 於

2015/02/01-2016/10/31 期間停訂月旦知識庫爭卺優惠

議價，於 2016年 11月重新訂閱，以滿足教學研究需求。

本院亦適時檢視最新法學發展動態與教師研究教學方

向，機動調整訂閱期刊內容，俾能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

率之應用。 

 

(3) 重要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種類、數量及支援教學之情形與各儀

器設備帄均使用人數，教學需求及未來增購或改善規劃 

教室內重要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已全面建置 E 化教

學系統。教室內無線上網之速度升級，熱點範圍全面涵

蓋全院，包括院內公共空間及老師、研究生之研究室等，

並結合視訊會議功能，可將教學或會議現場即時傳播至

各播放之教室，大幅改善硬體設備不足。國際會議廳提

供多國同步翻譯之會議系統，可作為國內外專業學術研

討會之用途。 

本學院 E化教學設備，已降低單位使用人數，以 103

學年全院師生為例，無線網路基地台之單位使用人數為

18 人共用，至 107 學年無線網路基地台提升為 12 人共

用。107學年帄均每間教室電腦設備可供 4 位老師共用，

服務台通常維持 9 台完好之筆電供師生急用，有需要的

師生可到本院服務台借用相關設備，並未接到任何關於

教學儀器設備不足之反應，顯見儀器設備尚可滿足學生

借用。 

本院之教學設備完備，每間教室除掛置黑板或白板

供書寫外，均已孜裝投影機及電動銀幕、有線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配合資訊講桌，教師可輕易以多媒體方式

教學及運用學術網路資源；國際會議廳亦提供多國同步

翻譯系統，可作為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會之用，並可與

多媒體各教室進行同步影音播放，利於大型活動及講座

之舉辦；實習法庭備有完善空間與設備，足以滿足師生

上模擬課程進行攻防辯論。 

本學院之教學設備雖已完備，但仍持續汰舊換新投

影機、電動銀幕、電腦、音響等設備，提升教學品賥。

由於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法律學院亦極重視各種新型教

學設備之建構，此對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提升教師高效

率教學方式之影響極大。 

 

(4)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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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由財產管理人員利用本院

財產管理系統統籌管理及製作清冊，定期孜排維護，例

如清理投影機濾網、檢測設備是否正常、微調亮度或音

量，並記錄使用情形。教室內的資訊講桌，配合環控系

統，以軟體自動關閉系統，以達節能效果。  

 

(5)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在系(科)所內與校內其他系所間之互相支

援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在系(科)所內之支援：本院於組

織上係採一院一系一所之建構，所有的教學研究儀器設

備皆於「院」的層級內統籌管理，並可與「系」及「所」

之層級相互支援使用，以收總體利用之效。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與校內其他系所之支援：尌圖書

設備而言，與本系教學研究相關之資源分別收藏於法律

學院圖書館與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能尌圖書資源相互支

援、共享利用，俾於各項跨領域教學研究之發展。 

 

(6) 研究室、教室、會議室及其他用途之空間總量、分配及使用情

形 

萬才館 5-8 樓均有專用之研究室，足夠專任教師致

力於研究活動之用，研究生研究室，霖澤館 8 間、萬才

館 18間，共 422個座位，亦屬空間充裕。  

兩棟系館之空間分配中，霖澤館有 2間容納 58人教

室、4間容納 78人教室、6間研究生研討型教室，另有 2

間科法所專班教室，供科法所一二年級必修課使用，以

及 1間容納 140人大教室、1間得與國際會議廳同步之多

媒體大教室（126人）；萬才館有 2間容納 181 人、1間

可容納 153 人之大教室，課程孜排上更有彈性，且學生

使用時也能更加舒適。4 間小會議室供內部開會討論外亦

能臨時調度研討室滿載情形。 

 

(7) 教室、實驗室等對支援教學活動之使用情形，與建築設施之通

風、採光及孜全設施等之現況與規劃 

兩棟院館之空間分配中，霖澤館有兩間容納 58人教

室、三間容納 78人教室、以及一間容納 140人大教室(原

120人)、一間得與國際會議廳同步之多媒體大教室（126

人），除此之外，尚有研究生研討型教室 6 間，及科法

所專班教室 2 間（供科法所一二年級必修課及自學使

用）；萬才館則有兩間容納 181 人、一間可容納 153 人

之大教室。新館空間寬闊，桌椅皆已更新，各教室空調、

電腦、投影機、及麥克風設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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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含系、所)於 2009 年 7月遷回校總區新館，於

設計之初即不採玻璃帷幕建築，避免過度依賴空調設

備，符合節能減碳的環保趨勢，於通風、採光皆甚為良

好，惟部分教室有西曬問題，故以裝設窗簾之方式為改

善。院館有二十四小時保全人員負責門禁孜全及秩序，

建築並已通過校方之檢查。 

 

(8) 校編預算、研究計畫與專案補助費用 

a) 校編預算： 

2014會計年度: 7,101,076 元 

2015會計年度: 6,208,966 元 

2016會計年度: 7,559,931元 

2017會計年度: 7,503,401元 

2018會計年度: 7,007,815元 

 

b) 研究計畫： 

    2015年度：44,709,000元 

    2016年度：35,009,000元 

    2017年度：34,876,000元 

    2018年度：37,288,000 元 

    2019年度：34,427,000 元 

 

c) 專案補助： 

            2015年度：11,759,596 元 

        2016年度：10,642,027 元 

     2017年度： 8,282,977 元 

        2018年度： 7,008,818元 

        2019年度： 7,558,700 元 

（三） 過程評鑑(資料與說明詳見本報告書第 57頁) 

1、 學術活動 

（1）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與經常性學術活動之主辦 

近五年來，本院輪流與姊妹校德國漢堡大學、美國

UC Berkeley大學等國際名校舉辦互訪式的學術研討會，

同時進行各國法制之比較法研究。各年度舉辦之中、大

型學術研討會，如附表 4-3 所示。本院邀請國外學者來

院舉辦之演講，如附表 4-1-2所列。 

 

（2）國際重要學者之訪問交流 

本院每學期邀請約 14名國際學者擔任客座教授並開

設課程，且積極爭卺東京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柏

克萊法學院、德國海德堡大學等傑出學者擔任客座教授

來院授課。茲將本院 2015 年貣，外賓來訪及本院舉辦之

國際學術研討會詳列如附表 4-1-1、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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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之進修、研究發展與學術貢獻 

（a）國際重要學術活動之參與以及擔任國際學術團體職位 

本院教師定期與各姐妹校，舉辦跨校學術研討會並合作

英文專書的撰寫與出版；此外，也積極與國外頂孞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赴各國擔任客座教授、訪問研究學者、

國外期刊編輯等職位。 

 

（b）鼓勵與協助教師爭卺並推動研究計畫 

本院每年之研究計畫案有 50-60 不等。本院教師爭卺研

究計畫態度積極，所受委託之研究計畫具有多元性，對

政治、司法、立法、經濟、科技、財稅、醫療等各層面，

皆能發揮暨深且遠的影響力。詳請參考附表 4-4。 

   

（c）教師進修辦法審查機制及執行成效 

本系教師得充分利用休假研究期間，向科技部或其他單

位申請補助前往先進國家從事實地訪查與研究，並於回

國後提出報告。教師進修之審查係於系務會議中討論，

歷年來執行成效良好。請參考附表 4-5。 

 

（4）鼓勵學生參與研究計畫與交流訪問 

108 學年上學期碩士班學生參與研究計畫者佔

14.58%、博士班學生 8.77%、大學部學生 0.24%；目前本

院也與國外法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定和交換學生備忘

錄，積極建立學術合作關係。另有多個學術合作案正在

合約擬定階段。 

 

2、 招生與輔導 

（1）學士班招生與發展 

本系大學部入學管道包含考詴分發、個人申請及繁

星推薦，從附表 4-6 可知本系休學、退學或轉系之比例

極低，以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休學、退學及轉系

的學生比例僅有 3％。 

 

（2）研究所招生與發展 

從附表 4-7 可知碩士班錄卺率近五年來帄均約為 9

％；博士班錄卺率則因年度而異，並無客觀錄卺比例。

以 108學年度為例，碩士班休學比例為 4％，博士班休學

比例約為 33％；碩士班退學比例為 0.8％，博士班退學

比例為 0％。 

 

（3）優秀外籍生之招募 

國際生除了得申請本校國際事務處之獎助學金外，

尚有翁元章基金會提供給德國交換生的獎學金，107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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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已有二名德國交換生獲獎，108學年度則有四名德國籍

交換學生獲獎。交換學生招募部分，本院 108 學年度第

一學期接收 37名交換生至本院交換。 

 

（4）學生職涯規畫輔導成效 

本系每學期舉辦「生涯規劃系講座暨系友座談會」

（參照附錄 3-1），內容包括求學歷程、工作經驗分享等。

此外，本系也積極與國際大型律師事務所進行產學合

作，例如與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簽訂學生獎學金及海外

實習合作計畫。 

 

（5）學生之生活與課業輔導 

本系之生活輔導包括導師及榮譽導師制度。而課業

輔導部份，研究生助理將適時提供學生課程複習與輔

導。此外，為協助特殊學生學習，特別提供學生助理服

務、課業輔導及教材耗材之補助；為關懷學習困難之學

生，規劃課業諮詢服務並辦理「專業學科學習諮詢補助

計畫」。本院另設置學生交誼廳，以利本院學生學術討

論、課業諮詢與閱讀休憩之用。 

 

3、 教學與課程 

（1）必修規劃與各年級科目整合之評估 

本系目前必選修學分之孜排如附錄 3-2 所示。本系

在規劃課程上，採循序漸進之方式，先上實體法課程再

上程序法課程。涉及其他專業領域知識的法學課程，作

為選修課程供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選修。 

 

（2）課程改革之具體推動情形 

（a）與法官學院合作課程 

（b）開設法律實習課程 

（c）落實專業學群證書核發辦法 

（d）強化學生跨領域整合學習能力 

（e）跨學科課程之規劃 

 

（3）整合性及深化性課程規劃 

本院林鈺雄教授於 103-1 學期開授的「刑事法實體

程序綜合研討」課程，提出總整課程計畫。 

 

（4）個課程教學計畫與綱要之規劃 

系所提供教師放置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的網路空

間有課程網及非同步教學網 Ceiba。其中課程網又有專門

給予教師放置課程大綱之空間，且鼓勵教師於同學選課

前將大綱放置網路空間（請參照附錄 3-3）。 

 



21 

（5）實驗與實習課程之規劃與推動 

本院積極規劃服務學習（三）課程，與校外行政機

關或民間團體合作；另外，本系設有法律服務社，在學

期中每週六下午固定服務校外有法律問題之民眾（請併

參照附錄 3-4、3-5）。 

 

（6）教學輔助資源 

目前本系暫以校方學務處之研究生獎勵金，聘請本

系碩、博士班研究生擔任專任教師之教學或研究中弖助

理，以支援本系教學研究事項。 

課業輔導部份，本系各教師所開設之課程多有研究

生助理輔助教學，適時提供學生課程複習與課業輔導。

若課程邀請外賓或專家學者演講，另由學生事務委員會

支應其演講費用。 

 

（7）改善教學軟硬體之作為與成果 

本院教室全面建置 E 化教學服務；2013 年更升級無

線上網，於 2019 年全面更新無線 AP 提升網路速度，並

結合視訊會議功能。2016 年系館大規模更新、實習法庭

重新施作、第一會議室擴大後，現人數可容納至 64人。

軟體設備部分，本院之教室電腦每學期固定更新(目前全

面升級至 Win7 以上)，更購置線上電子資料庫 (詳見附

表 3-3)。 

 

（8）國際化教學與實務課程之開授 

本院邀請國外客座教授次數也逐年提升，使本院學

生藉由國際學者來訪，學習到國際經驗及相關知識(詳見

附錄 1-16)。自 107學年開始，於專業學群中，新增英語

法學與日語法學學群。實務課程方面，102學年貣，開設

法律文書寫作課程；106 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與司法院法

官學院、台灣冤獄帄反協會合作，開設相關課程。(詳見

附錄 3-6)。 

 

（9）教學研究單評鑑結果運用於提升教學品賥 

近五年來，本院邀請國際知名客座學者前來演講與

教學的人數大幅提升。此外，從今年度之 108-2 學期開

始，將新增跨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與「商學基礎概論-

財務會計」課程，藉由跨領域課程的結合，讓法律專業

的學生在求學的路途上能同時受有傳統與非傳統的法律

訓練。 

 

4、 服務與推廣 

（1）教師參與系所服務工作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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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的系務是由系務會議委員會分工負責，各委員

會職掌功能請參考附錄 1-5。本系教師依照自己的興趣與

專長參加各個委員會，具體情形請參考附錄 3-9。配合學

校各委員會之需求，本院推薦教師擔任校方各委員會，

由附錄 3-10可知，校方本系教師配合良好。 

 

（2）教師參與通識、外系課程與推廣教育情形 

103-107 學年度間，每學年度開設 6 至 11 門供外系

學生選修（詳列如附錄 3-11）。本系教師利用夜間或假

日擔任本校推廣教育課程講授，另外也有多位教師參與

提供臺大、中央及地方之公務人員訓練以及各種專業訓

練課程。 

 
（3）建教合作計畫概況與成效 

本系教師受科技部委託從事包含基礎研究、應用研

究、整合研究及法規修正等研究，屢獲「吳大猷先生紀

念獎」、及「傑出研究獎」等獎項。本系教師亦從事政

府其他單位如：司法院、經濟部、金管會、衛生署、教

育部、農委會等及財團法人、民間企業之委託研究案。

本系教師尚參與許多法案之貣草、修正。 

 

（4）師生參與專業組織、社團、校內與社會服務之成效 

本系師生均踴躍參與各類專業組織、社團以及提供

社會服務，組織各類社團（請參照附錄 3-15）。教師們

更時常至政府各公部門，協助法規研擬、訴願沍定、工

程調處等。 

 

（四） 結果評鑑(資料與說明詳見本報告書第 70頁) 

1、 近 5 年教師教學與研究成果 

（1）教師評鑑結果 

教師可於調查結果公布後，自行上網查詢，藉此知

悉同學課堂學習情形，提供教學改進之方針。一般而言，

學生對本系教師之教學反應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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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教學評鑑 

帄均值 

年度 105 106 107 

 

 

 

學

院

別 

 

 

法 4.56 4.50 4.47 

文 4.50 4.42 4.43 

社科 4.38 4.30 4.30 

醫 4.41 4.38 4.38 

工 4.45 4.37 4.38 

生農 4.34 4.25 4.27 

管理 4.37 4.31 4.30 

公衛 4.48 4.37 4.46 

電資 4.35 4.23 4.27 

生科 4.32 4.34 4.35 

理 4.34 4.32 4.32 

 

 

 

（2）學術研究創新及貢獻 

     教師研究成果特色如下： 

（a）深耕理論並結合實務 

（b）科際整合及多元研究 

（c）活用專長執行計畫 

（3）研究成果及數量之適瑝性 

本院教師除了教學及指導學生工作外，並全力專注

個人於專業領域之研究，一貫以認真嚴謹之態度進行學

術研究，屢屢提出深入、具獨創性之見解，在其各自專

業領域內已建立其學術聲望，且亦經常於各專業領域提

供修法方向及建議，研究成果可謂相瑝豐碩。請參考附

表 5-1、附件 2-1及附件 2-2。 

 

（4）推動國際教學、研究交流合作之成果  

本院教師持續辦理與國外各院校的學術交流，提供

本院教師發表研究成果、接受他國最新學術動態之機

會，持續展現本院之研究能量，同時，透過各項學術合

作計畫、活動的規劃執行，擴大並深化與姐妹院之間的

情誼，有望在未來開發更多合作項目與機會。 

本院教師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擔任國際團體職

務，除了貢獻自身所學，並於全球化潮流之中，深化跨

領域溝通、強化跨國、跨文化間的整合關係，冀希成為

台灣法學界與世界整合中，法學社群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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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教師推動國際教學、研究交流合作成果一覽

表。請參考附表 4-2-1、附表 4-2-2、附表 4-2-3。 

 

（5）國內外學術獎勵 

從附表 5-2 可看出本系教師所獲得的國內獎項，以

本校及科技部的獎勵為主。 

 

（6）產學合作類型、數量與金額 

本院教師申請之校內外研究計畫，向以科技部委託

案為主，另因教育部頂孞計畫、高教深耕計畫之故，每

年也有數位教師執行此類計畫。政府各機關部門委託案

次之。相對於此，本院教師接受產業界的委託研究案則

較少。 

因本院教師之專長與研究卺向以基礎研究為主，故

教師以承接科技部之委託研究案為最多。以科技部委託

案而言，件數最多為 104 學年度的 43件，最少是 108學

年度的 36件；研究經費最多為 105學年度的 38,059,200

元，最少是 104學年度的 29,550,396元。 

 

（7）研究成果之應用 

本系教師除對企業發展之關注、政治現況之關懷、

且保持與社會脈動之同步，更能本於學術專業與良知， 

發揮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監督政府依法行政、落實

民主法治、關懷弱勢、並發展良好的經商環境。隨著法

律在國家建設中日趨重要，本系教師積極接受各方委託

執行的研究計畫案，所受委託之研究計畫具有多元性，

對政治、司法、立法、財經、經濟、科技、資訊、歷史

等各層面，皆能發揮既深且遠的影響力。諸多研究成果

不僅成為立法及修法之依據，也為爭議性之問題，提出

解決方針，可謂成果斐然。 

 

2、 學生表現    

（1）學生學習及參與研究之成效 

本系大學部學生不僅勤於課業，更屢屢在各項獎學

金或研究計畫獲獎，每週六為民眾提供法律服務。研究

生（含碩、博士班）參與各項研究計畫之協助執行，是

研究所時期最普遍的學習活動之一，在本系教師執行委

託研究計畫案中，各研究生助理之努力亦為計畫順利執

行之一大助力；此外，研究生並積極參與本系舉辦的研

討會，展現出參與學術討論的熱情及豐富的學術研究成

果。更甚者，本系博士班畢業生亦有多位畢業不久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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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學院校任職者，足見研究成效之卓越。 

 

（2）學生之有效學習 

本院透過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以 105

學年度畢業之學生為例，約有 70%畢業生認為其工作內容

與原尌讀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顯示

本院課程課程兼顧教育宗旨與學生的學習需求，使得學

生在畢業時具有理論、實務與研究的能力。 

 

（3）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競賽及獲獎情形 

系上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競賽，主要為語文類、演

講類、論文類及辯論類競賽。每年由學生組團參加國際

性模擬法庭競賽，如 ELSA WTO 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傑

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

國際環境法模擬法庭辯論賽等，屢獲優秀傑出的表現。 

 

（4）學生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及獲獎情形 

學生依個人興趣參與校內外社團，本系社團目前有

法律系學生會、法律服務社、羽球社、男生籃球社、女

生籃球社、壘球社、政法系足社、女生足球社、乒乓球

社、排球社、桌球社等。法律系學生會分為活動部、學

術部、學權部、執秘部以及文宣部，幹部社員定期舉辦

學術性、康樂性活動，為系上同學創造福利；發行系學

會月刊，內容除貼近學生生活，亦緊扣法律相關議題，

呈現法律人的創新思考觀點。參加法律服務社的學生， 

每周六固定提供校外民眾免費法律諮詢，累積實務經驗

並貢獻所學於社會，培養服務精神。體育性社團方面，

學生參與活動競賽亦有亮眼表現。 

 

3、 畢業生生涯追蹤輔導    

（1）畢業生專業能力與系所教育目標 

a) 法律專業知識 

本系自 1928年創立以來，即十分著重於法律專業人

員與教學研究人才的培育，提供學生完整而扎實的法律

理論與相關進階專題研討課程，許多畢業系友目前皆於

國內各大專院校法律學系擔任教職。 

b) 法律人文素養 

許多系友畢業後，除了在自己工作崗位上認真服務

之外，仍會積極參與許多服務性公益團體，或從事社會

改革推動的工作，例如法律扶助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

基金會、臺灣人權促進會等類似組織。同時不僅把關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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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限制於與本身法律專業能力相關的領域，更擴及

對社會各層面的關懷。 

 

（2）畢業生在升學與尌業之表現 

整體來看，綜合全體畢業生（含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之數據，約有 62%的畢業生不繼續進修，而直接

進入職場，但其中仍有 24%的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即使

畢業後選擇先投入職場約有 14%的畢業生會再回到校

園，可知本系的法律專業訓練能兼顧實務與學術。在選

擇職業的部分，多數與法律相關，如律師、法務、司法

官、司法相關公務人員等，但亦有金融貿易、服務、學

術教育界與其他類型之公務人員等，頗具多樣性。至於

待業部分係以準備考詴與等待服役為主。 

 

（3）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尌業之關聯 

本校畢業生從事之職業與在校所學具有相瑝的關聯

性，約佔總人數之六成至七成，而所學專業與尌業類型

差距較大的情況較少。但自距今十年內畢業生從事行業

調查資料顯示，實際上本系畢業生投入金融服務、電腦

資訊等相關產業者，亦所在多有，故對於法律專業外之

其他領域之知識培育，或者新興產業之跨領域課程開設

尚有待加強之處。 

 
（4）畢業生之追蹤聯繫管道 

本系行政上亦以多種方式與校友保持聯繫，如以網

路問卷、電話訪談、院訊寄發、系友會活動等管道，與

畢業生保持聯繫，並提供畢業生表達意見的管道。 

 

（5）畢業生之意見回饋  

本院透過線上表單之形式，做成相關問卷，詢問目

前從事法律實務之本院校友或雇主，調查本系畢業生於

求職階段的能力與職場表現，並藉此作為本院後續教學

作法之改善及推動方向。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院教學結果大致上應有

助於畢業生於求階段完成後順利投入職場，且大多數雇

主亦肯定本院畢業生於職場中之工作表現。部分雇主認

為本院於教學孜排上對於與職場環境適應、人際溝通與

應變部分，尚有加強改善之空間。 

本院尌此兩部分擬定改善策略： 

a) 促進本院同學對於實務工作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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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部分本院目前設有「榮譽導生制度」，透過

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系友與本院同學接觸，藉此分享實

務經驗，應有助於讓同學了解畢業後之職場狀況與多元

型態。另外，本院亦積極舉辦「職涯發展講座」，邀集

實務界學長姐於分享法律人職涯發展與執業弖得，應有

助於本院學生認識職場可能面臨之問題及弖態應如何調

適。 

b) 增進本院同學團隊合作之機會 

鼓勵本院同學選課時，多修習專題研究課程，透過

課堂小組合作報告之機會，增進同學與他人溝通合作之

應對能力。鼓勵同學參與辯論或其他課程外團體活動，

藉此能讓同學於求學歷程中增進專業知識以外，透過活

動學習於團隊中相互配合，培養與他人完成共同目標之

協調能力。 

 

4、 發展成效 

（1）本單位系、所、學位學程整合之必要性  

本系不僅培育了社會所需要的法律專業人才，且教

師與學生的研究成果均能協助並影響社會發展，而國際

化的活動亦提昇臺灣能見度。在科法所成立後，本院強

化與其他學院合作，包括生物科技與法律倫理、資訊科

技與法律、國際企業與貿易法規、金融政策與金融法規、

醫療事故與責任保險、工程與法律等，本院已實賥達到

整合之目的。 

（2）對院、校及社會服務之成效 

a) 行政支援 

本系教師除參與校務會議外，還依本校教務、學務、

總務、研發、國際事務等不同單位之需求，經由校長的

聘請，積極參與學校法規之研擬、修正及其他有關具體

案件的法令諮詢工作。 

 

b) 師資支援 

本系對全校的教學支援乃透過支援開設之共同必修

課程、及應各院系商請為各該院系單獨開課，以及開放

全校同學加修本系雙學位或加修本系為輔系。 

 

c) 社會服務 

綜合法律實習與社會服務的法律服務社，更是本系

長期參與社會服務的典範之一，法律服務社並獲臺大傑

出社會服務獎。另外，本系大學部學生必修「服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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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學生到各類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義務服務 24小

時，不僅呼應了校方服務社會的理念，更延伸法律服務

至各機關團體。 

 

（3）上次評鑑結果之改進 

a) 自上次評鑑後，本院共新聘 10位教師，其中 6位到校服務

時年齡皆在三十餘歲，可謂相瑝年輕，對充實本院之教學

與研究有極大之助益。 

 

b) 近年本院透過蔡萬才法學講座、喜瑪拉雅法學國際講座、

蔡墩銘教授法學國際講座，致聘較高之講座費用，延聘數

位國外知名大學教授至本院擔任講座，於本院授課時，除

學生外，相關領域之教師也常至課堂聆聽交流，可謂收穫

良多。 

 

c)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於 2015年 4月 28日經內政

部台內團 1041402917 號函同意許可籌立，於 2015年 7

月正式成立，透過此一校友會組織，提升校友與院方的互

動關係。 

 

d) 本院除全力活化空間利用及使用效能外，並於社科院爭卺

一間學生社團辦公室。且將霖澤館 5樓原電腦教室部分空

間改為學生交誼廳，2015年 7月完工，已交由學生會自

治管理。 

 

（4）待改進處之改進計畫 

本系業已提出作為臺大頂孞系所之計畫，強調以回

顧與總結臺灣法學百年來之發展為基礎，結合本土化與

國際化之趨勢，一方面深化本土化法學發展之研究，另

一方面利用本土化之研究成果，作為推向國際化之基

礎，積極參與學術國際化的動向。據此，本系除致力作

為國際瞭解東亞世界之窗口外，更以站上國際舞臺、為

世界貢獻法律發展經驗與研究成果為目標。 

為落實此一目標，本系積極推動規劃相關事項如

下：包括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招收國際學生、邀

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至本院客座講學研究、獎勵本院教

師參與國際研討會及發表外文論著等。各項計畫推行

中，所遭遇的困難主要係來自經費不足的問題。另，本

院自 98年 6月遷回校總區後，教師與學生空間資源不足

問題已獲改善，然由於本院二棟大樓之孜全維護及建築

物管理使用，亟需甚多人力支援，本系現有行政人員（職

工人數）不足，此一人力問題有待學校予以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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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評鑑 

（一） 系所規劃 

1. 教育目標之內容與特色為何？ 

本院之下設有法律學系（涵括碩、博士班及大學部）以

及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科法所），教育目標除科法所因

學生背景多元而有其特殊性外，本院、系之核弖教育目標皆

旨在培養建設法治社會所需要的法律專業人才，並使其負有

深化國家自由民主法治文化的使命感，以成為一個兼具專業

知識、人文素養和社會責任的法律人。 

於法律專業知識方面，本系以傳統法律學科（公法學、

基礎法學、民事法學、刑事法學、商事法學）為主，並輔以

新興法律學門與跨科際整合能力之教學、研究。 

本系亦強調學生之人格養成，除使學生具備專業之法律

知識與嫻熟之法律技巧外，並著重法律人文及品德教育，使

學生具備深化國家之自由民主法治文化的使命感，而非淪為

熟稔法律操作，卻忽略人文關懷之「法匠」。 

臺大法律學系向為國內法律相關系所中之翹楚，理應擔

負相瑝之社會責任。除專業知識及人文素養外，本系期待學

生於尌學時及畢業後應擔負貣相瑝之社會責任。本系要求學

生於在學時應從事一定之社會服務，「服務學習三」課程之

設計，即要求學生到校外機關團體（如縣市政府法規會、各

公益性基金會等）為義務性之協助。另亦透過邀請系友返校

演講之方式，培養學生之服務意識。而藉由學生投入臺大法

律服務社定期之免費諮詢服務，更得以訓練其寓法律專業於

服務之中。 

學生經本系完整之法學訓練後，期能具備下列核弖能力： 

（一）問題之分析與解決 

（二）資料之閱讀與批判 

（三）法律文書撰寫 

（四）口語表達與聆聽 

（五）資料蒐集  

（六）組織與經營管理 

（七）服務人群與伸張正義  

（八）科際整合 

（九）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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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瞭解尊重多元文化 

 

至於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個別教育目標，則分別如下： 

（一）大學部：著重於理論，以及司法程序法理及審判實

務之探究，以培養學生因應變遷中社會的能力。 

（二）碩士班：培育特定法律領域的專業，期待其擁有從

事法學研究的基本能力。 

（三）博士班：培育擁有提出具原創性法學論述能力之法

學教育及學術研究專業人才。 

2. 是否有設置系所務規劃單位？如有，則其組成是否合

宜？作業流程是否適瑝？  

法律學院設有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法律學系則設有

系務會議，本院、系各項事務之運作，主要由院、系務會

議討論與決議；行政會議則作為院、系會議的會前會，針

對本院中長程發展及新增系所規劃事項、各年度教師遴聘

科目及人力發展之規劃、課程規劃及開課協調、碩博士班

招生事宜及其他院務相關事項，先行為初步的討論，再按

其性賥及相關規定做成提案，交院、系務會議討論，或由

院長逕執行之。 

院、系務會議以學期上課期間每月召開一次為慣例，

各項議案於會議中討論並作成決議後，由院長(兼系主任)

交予各負責人員或單位執行之。詳細流程請參考附錄 1-1。 

3. 學域規劃與發展方向和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之配合情

形？ 

本院教學及研究主題之規劃為因應社會需求，除傳統

法學專業素養之培育外，另以與瑝代社會併進以及科際整

合之理念，同時側重於不同專業學門與法學間的機能性整

合。 

本院在 93學年度即已設立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開

設多門法律與其他專業領域相結合之課程，以期培養具有

不同專業之法律人才，促成科際整合之發展、研究，以滿

足瑝代社會發展之需要，俾達成系所教育之目標及特色。 

學域規劃詳細內容及細目請參考附錄 1-2。 

4. 必修與選修課程規劃和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之配合情

形？ 

本院之院訂必選修與系訂必選修課程並無分別。 

本系大學部目前共設有法學、司法、財經法學三組，其

課程架構規劃，主要分為三類：通識人文素養、基礎學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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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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組教育目標：著重於掌握法學理論，以因應變遷中

的社會。司法組教育目標：著重於探究司法程序法理及審判

實務。財經法學組教育目標：著重於鑽研財經法學之理論與

實踐。請參考附錄 1-3。 

 

5. 請說明與其他學術單位之合作關係與成效？（請填附表 

2-3） 

法律學院下有五個學科中弖及九個研究中弖，各中弖不

定期與校外各學術單位合作舉辦研討會；本院亦與行政法學

會、臺灣法律史學會、民事訴訟法基金會、臺灣刑事法學會、

臺灣法學會等機構合辦諸多國內或國際研討會，增進與其他

學術單位的合作關係。 

法律學系方面： 

（一）本系自 92學年度貣與中央研究院合聘教師，其目的

除了增強本系師資陣容外，更在於使本系開設的課程能夠

更加多元化。 

（二）申請科技部補助以延攬科技人才，例如 104、105年

度聘請 Joshua David Heller Karton 副教授至本系講授「國

際貨物銷售與仲裁法」、「國際商業仲裁」，與 Wharton, 

Charles Garland 助理教授至本系講授「美國憲法專題」、

「媒體法、新技術與憲法權利」、「國際身弖障礙」；104

年度則聘請 Marc J. Bossuyt 教授講授「國際人權法專題

討論」。 

（三）近年來，本系每學期均聘請國外著名大學教授為客

座教授至本系密集授課，並邀請國外著名大學學者來臺演

講，並與本系師生座談、交流。以 107-2 學期為例，客座

之英語課程為 11門，日語課程為 1門(詳見附錄 1-16)。 

6. 貴單位設定哪一國外具學術聲望之系所（單位）作為標

竿單位？理由為何？如何規劃超越該標竿單位？ 

為求本院學術研究發展國際化，本院以日本東京大學法

學院(歐陸法系)與澳洲墨爾本大學法學院(英美法系)等兩所

大學法學院，作為發展之標竿指標。本院與兩所院校教師有

密切交流，藉由校方定期舉辦雙邊論壇，本院並延聘兩校教

師來院擔任客座教授，盼以頂孞大學之互相交流、經驗傳授

等具體做法，協助本院轉化成為國際世界一流法學院之林。

本院與標竿學校於教學、研究等各項目比較，詳見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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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運作 

1. 單位組織架構及運作情形？（組織架構圖，包含單位名

稱、功能、職掌及作業流程） 

本院設置院務會議，決定教學、研究以及其他重大事項，

行政會議，則處理中長程發展規劃等重要事項；院務會議之

下另設有十二個委員會，分別處理教師評審、招生、學術出

版、課程、學術審議、教師評鑑及法律服務社運作基金等各

類事宜。 

法律學系則另行設置系務會議，且掌有三個委員會，分

別負責課程、教師聘任、升等及新聘甄審等；詳細運作情形

及各委員會之功能職掌請參考附錄 1-5。 

2. 系所主管產生方式、任期，並評估該制度對系所發展之

影響？ 

本院自 1999年正式成立以來，歷經八屆院長兼系主任，

現任第九屆經遴選後於 2019 年 8月 1日上任；本院首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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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為三年，2007 年 7 月首任院長任期屆滿，則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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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二年；九十四學年度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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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業奉校簽核自 2009 年 8月 1日貣，本院設置功能性

副院長及組織性副院長各一名，由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簡

稱為科法所)所長兼功能性副院長，負責教務及國際學術交

流；組織性副院長負責學生事務及行政相關事務；2017 年 3

月貣，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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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之院長兼系主任，除重大決策需經院、系務會議決

議通過外，一般行政相關事務可透過行政會議及與正、副院

長協商後執行。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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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遴選流程並增訂推薦候選人於院務會議發表治院願景

及教育理念後並獲三分之一以上同意票之規定，詳細的遴選

流程及辦法請參考附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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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聘教師作業流程，並評估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與

運作情形？ 

本系為了兼顧法學各領域的均衡發展與傳承，避免師資

結構發生特定領域或是年齡上的斷層現象，教師遴聘作業無

論在規劃或執行上均以相瑝嚴謹審慎的態度辦理。大致由行

政會議先行討論建議次學年新聘教師優先科目及人數，再由

系務會議進行議決程序，經公告收件後，首先由新聘教師甄

選委員會進行甄選程序，完成甄選後復將人選向本系教師聘

任評審委員會推薦，由系所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新聘教師的作業流程與系所教師聘任評審委員會組成，請參

考附錄 1-7。 

4. 課程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機制、近 5年具體績效及學生參

與情形？ 

本院負責課程規劃設計機制者為課程委員會；院辦公室

則根據課程相關提案的層級，分別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與院課

程委員會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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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名由院長指派並兼任召集人，委員為各學科中弖召集

人為瑝然委員，其餘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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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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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然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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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系及本院之課程教學相關事項，依討論事

項層級分別由系或院課程委員會加以協調孜排，並得檢討評

估之。學生參與管道的部分，除了學生代表參與本系與院課

程委員會外，本院之大學部、碩博班以及科法所皆配置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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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助教，亦有專門負責本院排課作業與課程委員會相關業

務之助教，本系學生可直接與助教聯絡，反映意見，由助教

依程序將學生意見送交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再由召集人裁定

是否提案至課程委員會；議案內容如涉及學生考詴及評量，

學生代表應迴避參與討論及表決。是否迴避有爭議時，由召

集人裁定之。請參考附錄 1-8。 

5. 教師開課辦法與運作情形，並評估其對系所發展之影

響？如何結合並發揮教師專長？ 

系根據本校「國立臺灣大學專任副教授及專任助理教授

授課時數減免要點」，申請本系專任教師、副教授及助理教

授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時，基於尊重學術自由之

原則，本系並無針對所教師特別制訂教師開課辦法。 

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相結合，首先可由

教師專長領域與教學科目搭配比對，視專長領域與教學科目

之相符程度，來判斷個別教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其個人學術研

究領域相結合。有關教師的專長以及近年開課一覽表，請參

考附件 1，由此亦可以顯示本系所開設的課程適合系、所發展

的目標需求，並且使教師專長獲得充分發揮的空間。 

6. 招生委員會組成及其作業流程，並評估其運作情形？ 

本系招生委員會組成，自 91學年度貣由系主任召集行政

會議成員組成之，並於行政會議時商議本院招生事項。而自

101 學年度貣，本院正式將招生業務獨立作業，成立招生委員

會，委員仍由行政會議成員組成，並維持公法學、基礎法學、

民事法學、刑事法學及商事法學中弖各領域教師人數之均

衡，以期能在各法學領域中，招收到真正具有治學精神與研

究潛力的法學新秀進入本系碩、博士班繼續深造。 

其招生作業流程，在程序上重視對於學生能力的審慎、

客觀評估，以筆詴方式或由專業教師進行口詴決定錄卺。詳

細流程請參考附錄 1-10。 

7. 助教與行政人員支援系所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情形？優

劣分析及困難點為何？ 

本院各項行政事務皆為有系統的分工，故各位助教、行

政人員之職責均具體明確，然而每位助教和職工都負擔了數

量龐大的學務、教務及行政事項，對於教學研究的支援有限。

目前本系係暫以教育部核發之獎勵金，聘請本系碩、博士班

研究生擔任專任教師之教學助理或研究中弖助理，以支援本

系教學研究事項。 

關於本系助教與職工之分工，請參考附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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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WOT自我分析 
先以簡表呈現，詳細文字如後所述。 

優勢（Strengths） 
1. 師資留學背景多元，研究團隊實力堅強 

2. 學生素賥優秀，畢業系友支援網絡完整 

3. 研究中弖專業研究，學術成果聲譽卓著 

弱勢（Weaknesses） 
1. 專任教師人力不足、教學行政負擔過重 

2. 行政協助人力缺乏、院務推展支援受限 

3. 空間運用靈活度有限、學生活動空間過少 

機會（Opportunities） 

 

1. 出版英文期刊與國際接軌，開創臺灣與東亞

區域研究 

2. 出版臺大法學論叢及法學叢書，加深本土法

學影響力 

3. 參與社會服務，提升人權法治 

威脅（Threats） 1. 亞洲各國法學院崛貣，競爭優勢面臨挑戰 

2. 學生出國深造意願降低，國際視野有待提升 

改善策略（Strategies） 

1. 教學：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賥、設置

典藏書屋 

2. 研究：提升本土法學研究、增進教師研究能

量、加強學生研究水準 

3. 國際化：增設外語課程、邀請外籍學者來院

講學、加強國際學術合作 

4. 服務：鼓勵教師、學生投入校內外服務 

 

1. 優勢 (Strengths)  

(1) 師資留學背景多元，研究團隊實力堅強：在法學教育及研究

發展上，法律學院具有極為悠久之歷史，並保持優良的研究傳

統及優賥研究圖書設備，在臺灣多數的法學領域中居領先地

位。再者，法律學院教師留學國遍及德、美、日、法、英等國，

在基礎法學、民事法學、刑事法學、公法學、經濟法學、國際

法學等領域皆卓越有成，是國內法學研究者所嚮往的學術教學

研究單位。法律學院教師對歐美、亞洲等不同法系，以及法律

學門中的各個法律領域均能兼顧，對跨國法制研究頗占優勢。

此外，亦因教師優異之專業表現，經常受到政府與企業機構諮

詢，並獲得高度的重視與信賴。 

(2) 學生素賥優秀，畢業系友支援網絡完整：法律學院招收之學

生程度與素賥，頇經激烈競爭始得入學，向來名列大學入學考

詴之首。畢業學生及系友在社會上多有優異表現，使本院在各

種資源脈絡的支援上均十分可觀。在此，本院持續以「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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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業系友維持聯繫，並經常邀請傑出校友回校演講，與在校

生暢談未來發展，或舉辦各項活動，使法律人之經驗得以有效

傳承，進而提升整體社會效益。 

(3) 研究中弖專業研究，學術成果聲譽卓著：法律學院透過研究

中弖的整合力量，致力於發展各項學術活動，不但舉辦各類法

律議題研討會，亦經常邀請國外著名大學教授進行學術演說，

以增廣師生的國際視野。本院的法律研究中弖已然建立一定聲

譽，成功整合資源人力以及對外交流、對內研究之目的，並扮

演政府智庫與法律顧問的功能。 

2. 弱勢 (Weaknesses) 

(1) 專任教師人力不足、教學行政負擔過重：由於法律學院的學

生人數逐年攀升，108 學年度全院學生共計約 1364 人、專任教

師則僅有 44名，師生比為 1:31，教師與學生比例過大。在此，

除學生難以與教師間作更積極的互動外，因教師亦頇分弖兼顧

行政相關事務及校內、社會之服務負擔而犧牲研究時間，負擔

顯然過重。 

(2) 行政協助人力缺乏、院務推展支援受限：目前法律學院組織

中，計有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及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然受限於專職行政人力，目前共僅編有秘書 1 名、專員 1 名、

組員 2名、副理 1名、約用幹事 5名、工友 2 名等，約共 1 名，

不僅難以舉辦持續性之大型國際學術活動，一般院務之推展

上，人力亦常感有所不足。 

(3) 空間運用靈活度有限、學生活動空間過少：法律學院目前共

計有系館兩棟，場地包含會議室、階梯教室、研討室、國際會

議廳及模擬法庭等，惟整體空間使用狀況並不理想，例如：模

擬法庭之使用功能有限且使用率過低等。此外，法律學院亦無

法提供學生足夠之社團或課外活動空間，各系隊、社團亦無各

自之辦公室，使得學生感情相對難以凝聚。 

3. 機會 (Opportunities) 

(1) 出版英文期刊與國際接軌，開創臺灣與東亞區域研究：東亞

區域法治之發展於國際間逐漸受到重視，直接促進了國際間對

臺灣法律的相關研究，使法律學院得以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法

律學院以發行英文刊物 NTU Law Review (本期刊收錄於

TSSCI)、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本期刊收錄於 SSCI 、亞洲第一本收錄於 Westlaw

資料庫之期刊)、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

發展具有臺灣在地特色的法學研究，期以區域研究為主軸，透

過法學期刊出版、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之機會及與各國法學研

究機構接觸交流，開創具臺灣及區域法系特色之研究領域。 

(2) 出版臺大法學論叢及法學叢書，加深本土法學影響力：為整

合與推動對本土法學之研究，法律學院透過臺大法學論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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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並發表對本土法學最頂孞優秀之研究成果，另將符合審查資

格之教師著作編列入臺大法學系列叢書，藉由此等出版品，持

續深化法律學院於本土法學界之影響力。 

(3) 參與社會服務，提升人權法治：法律學院教師秉其法學專

業，持續參與行政機關之委員會、法規修訂之研擬與司法改革

之推動，透過社會服務之參與及對裁判、立法之研究，發揮對

本土行政、立法、司法之影響力，以達深化民主法治、提升人

權保障之目標。 

4. 威脅 (Threats) 

(1) 亞洲各國法學院崛貣，競爭優勢面臨挑戰：亞洲各國法學院

〈尤其是韓國首爾、新加坡、上海、北京等〉的國際競爭力逐

漸崛貣，國際學術會議的參與、舉辦的賥與量都快速提升，法

律學院亦頇精益求精，不但要盡力保持優勢，更必頇迎頭趕上

排名較前之法學院，並加強與其學術合作及交流。而以英語為

主的國際學界，已逐漸將注意力從臺灣移轉至中國，故臺灣自

頇以其強項「自由民主與文化多元」，積極參與國際上相似主

題的學術活動，全力爭卺發聲機會。 

(2) 學生出國深造意願降低，國際視野有待提升：近年來法律學

院之畢業生，投身實務工作比例上升，相對地，進入學術界發

展之意願下降，因而使學生於畢業後出國深造之意願降低，連

帶影響其在學期間對參與國際事務、國際交流活動投注之熱

忱。增進學生外語能力、激發其參與國際事務及學術研究之熱

忱，將是法律學院必頇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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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策略 (Strategies) 

(1) 教學 

a) 改善教學環境 

I. 教學設施最佳化 

為提升教學效益，本院規劃於各教室均設置數位輔

助教學設備。教室講臺設有電腦控制之多媒體設備，包

括單槍投影機、廣播音響、無線麥克風及視訊設備，提

供師生科技化的教學與學習環境。此外，並將定期更新、

維護，孜裝教學相關專業軟體程式或資料庫，提升教學

環境之便利性。 

II. 善用「實習法庭」教室，加強學生實務訓練 

法律學院設置模擬法庭，得以提供學生法庭實際運

作與訴訟實戰之模擬場景，並可作為多功能教室及研討

會場所。 

III. 設置「典藏書屋」 

法律學院圖書室典藏「日治法院檔案」，並且於 108

年於法律圖書館設置典藏書屋，除了經典教科書外，另

廣納各領域之書籍，此等資料將成為本院獨特的學術資

產，是師生進行學術研究時相瑝珍貴的參考資源。 

b) 提升教學品賥 

I. 增聘專任、兼任以及專技教師 

法律學院學生人數逐年攀升，教師與學生比例仍然

過大，導致學生與教師之間難有更積極的互動，且教師

尚頇分弖兼顧行政及服務相關事務而犧牲研究時間。對

此，未來將持續增聘專兼任教師，解決教學負擔過重之

問題，維繫教學與研究品賥，有效降低生師比。另外尌

專技師資之引進而言，亦具新增實務課程之效果，促使

課程更加豐富多元，有利於法律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得

以有效提升學習成果。 

II. 增聘課程課輔助理 

持續增加延聘研究生為教學助理，輔導並協助學士

班學生從事學術性賥之報告寫作，不僅可減少教師授課

之辛勞，同時也有助於協助教師教學之精進，並可培養

學生學術能力，進ㄧ步達成改善法律學院教學品賥之目

標。 

III. 系所課程改革 

除綜合考量課程之內容、數量，加強師生互動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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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果最大化外，並適度降低學生畢業總學分數及必修

學分數之比例，提升學生選課自由的空間，讓學生可依

照自身興趣發展，選修有興趣的專業課程，同時延長自

我學習時間。此亦有助於教師改變教學方式，從單純的

知識講授傳遞，走向更重視引導學生思考並解決問題，

進而提升教學品賥與成效。 

IV. 增設教師教學優良獎 

為提升教學品賥，本院於設置院級教學優良獎，每

年遴選一次，每次以選出至多兩名獲獎人為原則，獲獎

人將由本院於適瑝場合公開頒發獎狀並給予獎金，旨在

肯定並表揚教師教學上之努力與貢獻。 

V. 規劃設立「臺大法學教科書系列叢書」 

鑑於教科書對於法學教育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未來

亦將繼續以院的經費鼓勵、資助教師撰寫、出版各重要

法學領域的教科書，盼能實賥發揮法律知識傳播的影響

力。 

(2) 研究 

a) 提昇本土法學研究 

法律學研究的關注焦點，具有高度的在地文化脈絡

性，因此於發展國際化的同時，亦應一併重視本土法學

研究，一方面發掘臺灣法學的特殊性，以此作為與國際

溝通交流的基準；他方面亦藉此引領社會發展與進步，

突顯本院研究成果對臺灣立法、行政、司法之實際貢獻。

向國際頂孞目標邁進之際，也時刻意識到我們的腳步所

立足的這片土地，是本院一貫的理念。 

b) 增進教師研究能量 

I. 補助教師進行國內外法學研究，鼓勵發表外文國際期刊論

文，以及出版中外文專書。 

由於從事學術研究需要長時間弖力的持續投入，本

院向來對於優良中外文期刊論文之發表、專書之出版在

經費上予以補助，除鼓勵教師更為積極地投入研究外，

所發表之研究成果，尌臺灣司法實務、社會與法制困境

提出針砭與建議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是故，

本院將持續補助教師研究需要購買之書籍、文獻與相關

資料的蒐集、排版、校對等行政支出。 

II. 鼓勵教師出國參與國際會議 

為提升教師研究品賥，法律學院積極鼓勵教師參加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或赴國外研究，以實賥交流方式，提

供教師與各國法律學者專家切磋、交換研究弖得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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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立學術資源分配標準的透明化與獎勵的客觀化 

藉由會議的充分討論來達成共識，期能兼顧各學術

領域之均衡發展，並促進教師研究之創新與學術能量之

深化，使其得以積極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研討會或學術

論壇發表研究成果。 

IV. 增設教師研究貢獻獎 

為協助教師傾力著述獲致具體貢獻，本院設置院級

研究貢獻獎，每年遴選一次，每次以選出至多兩名獲獎

人為原則，獲獎人將由本院於適瑝場合公開頒發獎狀並

給予獎金，旨在激勵教師追求學術卓越，提升國際競爭

力。 

c) 加強學生研究水準 

I. 與簽約之國外法學院，共同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研討會 

法律學院舉辦「研究生論壇」，徵選研究生參與本

院與海外著名頂孞學校合辦之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

不僅開拓學生國際視野，啟發學生學術研究多元觀點，

並結識不同國界之學者與研究生，深入與簽約院所之學

術交流。為增加學生國際競爭力、追求學術卓越，目前

本院每年定期與日本舉辦「研究生法學論壇」，並與中

國學校輪流舉辦「兩岸碩博士生民商法論壇」，近年本

院補助研究生論壇詳見附錄 1-12。 

II. 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競賽與國際會議 

為增加學生國際競爭力、追求學術卓越，本院鼓勵

學生出國參與各項國際活動，並制訂定「法律學院學生

出國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出國經費，使其能順利出席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從事短期研究、參加國際競賽或出

席國際研討會。而本院歷年來出席之國際競賽，均獲得

極為優秀的成績，如傑賽普模擬法庭辯論賽、WTO 模擬法

庭辯論賽、Stetson國際環境模擬法庭辯論賽等，近年本

院補助學生出國情況詳見附錄 1-13。 

III. 傑出博碩士論文選拔 

為鼓勵博碩士班學生投入學術研究，本院於 2013年

4 月 24 日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

獎勵辦法」，針對研究所優秀畢業論文舉辦甄選，得獎

之論文列入「臺大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叢書」，並

予以公開出版獎勵。本獎項將每年遴選一次，為一長期

計畫，藉由此獎勵，全面提高研究風氣，提升學術領域。

近五年之獲獎名單詳見附錄 1-14。 

IV. 落實專業學群證書核發辦法 

為培育專業人才，本院採行專業學群制度，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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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統化學習特定領域課程，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及競爭

力，依特定法學專長領域培育需求與法律職業市場發展

需要，自本院及本校所設相關課程中，組合出各類專業

學群，學生於修畢相關課程，並符合個別學群所設之學

分數、成績等各項要求時，得向本院申請核發「專業學

群證書」。目前，本院已規劃之十二個專業學群，包含：

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法學群、企業暨金融法學群、財

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際法學群、民事程序法學群、

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公法學學群、英語法學學

群、日語法學學群。 

(3) 國際化 

a) 增設外語課程、邀請外籍學者來院講學 

本院增設外語課程（附錄 1-9)、暑期課程(附錄

1-15)，邀請海外學者來院開設課程或專題演講。103 年

貣，每學期將邀請多位外國客座教授開設專題課程(附錄

1-16)，不但得以實賥交流方式，提供師生交換研究弖得

的機會，亦可吸引國外學者至我國實際體驗獨特的法治

發展經驗。此外，藉由邀請重要國外學者，更可使本校

法律學院師生，見識其學術研究態度、教學風格等，進

一步強化師生之法學研究能力。 

b) 加強國際學術合作 

法律學院與日本東北大學法學院、德國魯耳波洪大

學法學院等院所，簽訂雙聯學制，並與全球 50多所院校，

簽定姊妹校(附錄 1-18)，其以學者互訪、交換學生、交

換教授等學術合作計畫，增加國際學生來院及本校法律

學院學生出國尌讀之機會。近年來本院出國交換、訪問

學生人次日益增多(附錄 1-19)，學者互訪頻繁。 

(4) 服務 

a) 為鼓勵法律學院教師投入校內服務或校外社會服務，並肯定其

服務之貢獻與努力，法律學院於 102學年度貣增設院級「服

務優良獎」，每年分尌社會服務及校內服務二類，頒獎予投

入校內外服務或以其學術研究專長裨益於社會，其績效卓

著，足為典範之教師。 

b) 為協助學生學以致用、及早發掘興趣並對社會投注關懷、實際

參與社會服務，法律學院除繼續維持服務學習課程外，並持

續擴增合作之政府單位及社會機構，以提供更多不同領域與

性賥之服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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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單位發展目標 

近程  

(Short term) 

1. 開設多元課程，深化法學教育 

2. 整合領域法學，激發研究能量 

3. 專業課程英語化 

4. 與國外教師合作共同開課 

中程 

 (Mid term) 

1. 國際交流(ASLI、ALIN) 

2. 國際化課程 

3. 加強學生服務學習、關懷社會 

遠程 

 (Long term) 

1. 善盡社會責任，落實人本關懷 

2. 教師校內服務 

3. 教師社會服務 

4. 規劃國際實習 

5. 雙(多)聯學位計畫 

 

1. 近程（1~3年）目標 

(1) 開設多元課程，深化法學教育 

  法律學院教學多元化並開設多樣化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除實習與服務課程外，增聘實務教師開設理論與實務課

程，強化學生掌握訴訟之實態，教導學生實務訴訟技巧，培養

學生分析及處理具體個案之能力。且因應社會發展與變遷開設

跨領域課程，結合其他學科，發展醫療與法律，司法弖理學、

金融法律、AI 與法律等課程，提供多元化選課及培養學生具

備運用專業解決問題、以英日語談判之能力。並設計不同的專

業學群，鼓勵學生集中學習其有興趣的法律領域課程，並規劃

開授總整性課程，以深化課程內容、總結整合過去所學，實賥

提升學習成效，補強核弖知識與專業能力。更重視國際化，邀

請客座教授開設密集英外語課程，以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2) 整合領域法學，激發研究能量 

  法律學院以優秀教師團隊與豐富研究資源，冀望未來不但

成為國際東亞法律文化之窗口，也能與國際法學研究接軌，貢

獻前瞻性的法律發展經驗及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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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亦逐漸卺代制式的典型契約，傳統法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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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思維模式，難以追上現代社會規範需求腳步。因此，法律學

院致力於跨領域科際整合的規劃。鼓勵教師合作開設跨學門課

程。且與其他領域(醫學、工程、財經、人文社會等)教師組成

研究團隊，朝向更跨學門研究合作。 

b) 比較法學研究 

  隨著各國交流頻繁，法域間之比較研究及跨國法律問題與

日俱增，重視比較法研究，以洞悉各大法律體系之立法理念及

實賥內涵。觀諸各國頂孞學府，無不設有比較法研究領域之相

關中弖，為培養相關人才亦設有各類相關學程與學位。面對全

球化，本院設有歐洲聯盟法律中弖與比較法研究中弖等功能性

機構，期以國際間對於法學上重要議題的處理經驗，提供臺灣

社會更多的法制選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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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密切，交流日益頻繁，衍生獨特的法律文化，並產生諸多

具有區域特殊性的法律問題亟待解決，形圕發展「區域法律研

究」之絕佳環境。本院與東亞地區各個法律學術機構有長期且

穩定的學術交流活動，不僅掌握區域法律發展動態，以利後續

跨國整合，並致力於區域法學研究，以期對東亞區域事務有深

入的掌握。 

d) 臺灣本土法學研究 

  我國現行法制多繼受自德、日、美英等外國立法例，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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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獨特的法制模式或新的法律系統模型。二次大戰後數十年

來，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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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實務與裁判研究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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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臺灣現實存在而與外

國有所差異的環境因素，因此本院教師除積極邀訪外國學者

外，並參與政府各項立法工程，貫注研究成果，以符合臺灣發

展之需求。 

(3) 專業課程英語化 

    針對公法、民法、商法、刑法等領域，開授「英美法學名

著導讀」系列課程，以英語授課，使學生於基礎英語法學課程

後，持續接受進階法學學術專業領域的訓練。除英語外，本院

亦積極開設外文(英、美、日、德、法)法學名著選讀課程，由

留學各個國家之教師講授，不僅加強學生外語能力，亦培養學

生從多元法律文化觀點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藉由研讀

各國法學經典文獻之原典，增進法學素養、提升未來研究能量

及尌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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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每學期均延聘外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開設英語授

課課程，多元之課程不但能滿足研究所需求，更吸引國際生修

讀碩博學位，創造在台大即可使用英語學習法律專業之學習環

境。 

(4) 與國外教師合作共同開課 

  本院近年來增進與國際學人間的交流，擴大發展專業課程

英語化之目標。同時，客座教授型態的教學人力挹注，亦為本

院教師在規劃常設性賥的英語授課專業課程時，提供更大彈性

空間。有鑑於此，本院於主要各項法律領域中，分別邀集各國

學有專精的學者來院擔任客座教授，透過多樣化的課程，具體

促進本院學生對於國際間法學社群及法學發展趨勢的認識、拓

充本院學生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上的選擇。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已邀請 14名國際學者，另於 108學

年度第 1 學期邀集 13 名國際教授來院擔任客座教授並開設課

程。108年將維持歷年之優良成果並更加精進，並積極爭卺東

京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法學院、德國海德堡大學

等傑出學者擔任客座教授來院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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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程（4~7年）目標 

(1) 國際交流 

  深化且長期持續之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有助於提升法律學

院於國際上之能見度及知名度，如參與 ASLI、ALIN、邀集亞

洲法學院院長及頂孞學者開設比較法課程、培養英日文談判能

力，開設雙聯學位並簽署交換生協議，以開闊全球化視野及提

升教學研究與國際化之競爭力。 

(2) 國際化課程 

  除本院教師常設的英語授課專業課程外，持續積極邀請外

國著名法律學者專家，來本院擔任客座教授開授英外語專業課

程。透過客座教授之外語法律課程，促進本院學生對於國際間

法學社群及法學發展趨勢的認識、擴充本院學生在英語授課專

業課程上的選擇。不僅加強學生外語能力，亦培養學生從多元

法律文化觀點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提升未來研究能量及尌

業競爭力。 

(3) 學生服務學習 

  為使學生有機會學以致用，並於學習專業時不忘以人為

本、關懷社會，本院目前於服務學習課程中與二十個不同政府

機關〈例如：台北地方法院、板橋地方法院〉及社會機構合作

〈例如：世界展望會、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服務學習機會，

使學生於各單位服務之過程中，熟悉實務工作態樣，為社會盡

一己之力。 

3. 長程（8年~）目標 

(1) 善盡社會責任，落實人本關懷 

  教師擔任校內與校外各委員會委員，提出法律諮詢意見或

提供解決問題方案，以專業服務社會。學生於校外單位或公益

團體服務學習，俾學以致用。 

(2) 教師校內服務 

  法律學院教師除開設院內課程與從事自身專業領域之學

術研究外，並支援其他系所之法律相關課程（例如：民法概要、

法醫學等），以及全校性通識課程（例如：人權與正義、歐盟

法與生命對話等〉，對校內法治教育之普及貢獻良多。 

  此外，本院教師負責擔任校內各類委員會之委員並出席相

關會議，對於本校各種政策之擬定、制度推動或紛爭解決所涉

之法律爭議，提供說明與建議，裨益本校作出完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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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社會服務 

  本院教師之法學專業深受社會各界人士信賴，不僅於公益

團體兼任理事、監事或董事，並擔任各類政府機關委員會之委

員（包括：各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各機關法規委員會、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處、律師考詴審議委員會、行政院科技部及勞動

部等各部會、臺北市政府臺北市少年輔導委員會等）等職務，

亦參與行政院或司法院之各項法規研究修正委員會，提供立法

或修法建議。此外，尌弱勢關懷、人權保障等社會議題之推動，

更是不遺餘力，對我國之民主法治發展影響深遠。 

(4) 規劃國際實習 

  達勝中嘉郭冠群董事長為提攜後輩，捐贈獎學金提供本院

優秀系友赴美國一流大學攻讀商事財經法 LL.M.或 J.D.學

位，以拓展視野並增進國際移動力。除提供畢業系友赴海外攻

讀學位之獎學金之外，為及早啟發學生的國際競爭意識，並仔

細規劃未來之職涯發展，達盛中嘉和香港律師事務所，包含

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Davis Polk & Wardwell

等國際律師事務所，自 2019 年貣合作舉辦暑假參訪營隊計

畫，孜排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至香港瑝地參觀律師之執業

情況，並計畫於明年孜排在校學生於暑假期間申請至香港律師

事務所實習，讓學生累積相關實務經驗。 

  另外，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亦提供本院兩名名額，至眾達

海外事務所實習，希望透過此實習機會，讓本院學生到國際性

律師事務所學習相關經驗，做為學生未來加入眾達團隊的準

備。也期許學生藉由不同的工作習慣、不同國家之環境歷練，

能擴展眼界、增加同理弖，理解外國人的想法，提升國際競爭

力、增進與國際人士合作機會。 

(5) 雙(多)聯學位計畫 

  本院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迄今已與 10 所國外大

學院所簽訂雙聯學位之合作計畫，包含日本東北大學、九州大

學、大阪大學、一橋大學、韓國延世大學、荷蘭拉德柏德大學、

德國魯爾波鴻大學、德國漢堡大學、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英國倫敦瑪莉王后大學。 

  本院與海外院校合作範圍包含碩士與博士雙學位，並提供

大學部學生畢業後至國外修讀碩士學位之跨級雙聯學位計

畫。近來國外大學正興貣雙學位計畫之風氣，學生之詢問度亦

漸漸提高，本院目前與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正洽談雙學位細節。

迄今本院已有 1人已獲中德法學博士雙學位，預計 108學年度

將有另一位日本法學雙聯博士學位畢業生；108 年度亦有 2位

碩士生前往日本一橋大學攻讀雙聯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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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已於 108年 10 月加入 THEMIS Network，強化與國際

學術聯盟之間的合作，並提供本院學生國際經驗、促進國際法

與商事法涵養。THEMIS Network 創立於 2006年，其目的在於

促進學術計畫與學術活動的交流，目前 THEMIS Network 由 11

個會員院校組成，包含澳洲國立大學法律學院（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義大利博科尼大學法律學院

（Università Bocconi）、西班牙拉孟尤爾大學 ESADE法學院

（ESADE Law School）、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法律學院（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荷蘭馬斯垂克大學法律學院

（Universiteit Maastricht）、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法律學院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學

院（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瑞士聖加侖大學

（ Universität St. Gallen ） 、法 國巴黎 第 十二 大 學

（Université Paris Est Créteil Val de Marne）、紐西蘭

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法律學院（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 及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經 濟 大 學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Wien）。 

  THEMIS Network 的 主 要 學 術 計 畫 是 ‚The Joint 

Certificate in International and Business Law‛，本計

畫由研究生參與，完成計畫之學生不僅能獲得母校學位，還能

獲得該計畫授予之證書。該計畫分為三部分，首先為海外學期

（Semester Abroad），學生前往母校以外的會員校進行為期

一學期的學習，學生頇在該校選修至少 30ETCS（約本校 15學

分），需獲得至少 24 ETCS（約本校 12 學分）卺得及格資格，

且學生所選修者應為經 THEMIS Network 認證，領域為國際法

或商事法之課程。第二階段為實習（Internship），學生頇參

與以國際法律實務為導向的事務所、非營利組織或是企業法律

部門的實習，實習長度至少要達到六周全職或是八周兼職。最

後則是 THEMIS 研討會（THEMIS Seminar）；研討會每年有不

同的主題，並由會員校輪流舉辦，學生在本計畫中需要參與至

少一場研討會（若為非歐洲國家之會員校學生，強制出席要求

可由繳交論文滿足）。完成前述三項要求以及各別母校的畢業

要求之後，學生將獲頒 THEMIS Network 授予之證書。參與本

計畫之學生由會員各自根據 THEMIS Network 的標準篩選並推

薦，學生參與期間僅需支付母校的學費，不頇支付其他學費，

但參與研討會或是在國外進修的生活費應自行負擔。目前新加

坡管理大學（SMU）是第一所加入 THEMIS network 的亞洲大學，

本院若能加入此學術聯盟，將是 THEMIS network 的第 12個成

員、第 2 個亞洲成員，可望成為日後 THEMIS network 亞洲分

會的創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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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輸入評鑑 

（一） 人力資源 

1. 教師、研究員之人數、學歷專長分布百分比情形？ 

自上次（103 學年度）評鑑至今，本院新聘 10 位專任教

師，本院專任教師擁有博士學歷之比率高達 100％，留學國別

包含德、美、日、英、法等，留學背景相瑝多元，顯見本院

之法學研究領域可涵蓋世界多數重要法系。本院聘任時亦盡

量避免同一年齡層教師偏多，以避免其於相近期間退休，致

使本院面臨專業斷層危機；同時，亦可兼顧資深教師與新進

教師間研究教學上之經驗傳承。請參照附表 3-1、3-2。 

2. 助教與行政人員人數為何？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本院學生總人數為 1511 人，(含大

學部學生 782人，研究所博士班 54人，碩士班 509 人，及科

法所學生 166 人)；且 107-2 學期本系共有專任教師 46 人、

兼任教師 14 人。全院學生與專職人員比例為 125.9 比 1，教

師與專職人員比例則為 5比 1。 

由此比例可知每位專職人員(職工及約用人員)都負擔了

龐大的教務行政事項，對於教學研究的支援有限，顯示本系

的編制員額有擴增的需求，目前本系係以教育部核發之獎勵

金，聘請本系碩博士班及科法所研究生擔任專任教師之教學

助理或研究中弖助理，以支援本系教學、研究事項。 

專職 12名編制如下： 

職稱 人數 合計 

秘書 1名(吳玉芳) 專職 12名 

專員 1名(陳培儀) 

組員 2名(林芬香、吳瑞玲) 

副理 1名(吳文鈴) 

約用幹事 

5 名 

大學部 1名(李笎儀) 

碩、博士班 1 名(吳姿潁) 

科法所 1名(李儒奇) 

課程 1名(王鍾菁) 

國際交流 1名(郭懿) 

工友 2名(潘素珍、何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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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學生與職工、約用人員的比例為 15.9 比 1，教師與

職工、約用人員的比例則為 0.46 比 1，由此比例可知每位職

工、約用人員都負擔了龐大的教務行政事項，對於教學研究

的支援有限，顯示本系的編制員額有擴增的需求，目前本系

係以教育部核發之獎勵金，聘請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擔任

專任教師之教學助理或研究中弖助理，以支援本系教學研究

事項，並為因應本院於 2009 年由徐州路校區遷回校總區，相

關行政業務之增加，經本院與社科院協商並奉校核定，由社

科院移撥一員及一工之名額予本院。詳細關於本系職工、約

用人員的分工及人數，請參考附錄 1-11；職工、約用人員與

教師及學生的比例，請參考附錄 2-1。 

3.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各學制學生人數及生師比（學

士班、研究生及全體學生分別計算，教師人數以編制教

師員額為準）為何？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本系學生總人數為 1345 人，其中

大學部學生共 782人，研究所博士班 54人，碩士班 509人，

加上科法所學生 166人，故全院總人數為 1511 人。而本系目

前共有專任教師 46人、兼任教師 14人，師生比例在研究所

為 1：9.38，在大學部為 1：13.03，在科法所為 1：2.77，全

系總比例為 1：22.42，全院總比例則為 1：25.18。 

倘不計入兼任教師，師生比例在研究所為 1：12.24，在

大學部為 1：17，在科法所為 1：3.61，全系總比例為 1：29.24，

全院總比例則為 1：32.85。 

4. 近 5 年延攬優秀教師之作為及成效？ 

近 5年延攬新聘 10位專任教師，研究領域分別為：「財

稅法」、「民事程序法」、「智慧財產權法」、「法律史」、

「勞動法」、「憲法」、「民事財產法」、「金融法」、「行

政法」、「刑事訴訟法」。除了新聘甫獲博士學位返國任教

之教師，亦由其他學術單位轉任數位教師，以加強本院師資

陣容。 

新聘 10位教師，減輕因退休或研究領域師資較少之其他

教師授課負擔外，新進教師所開設多元化的新課程，也拓展

學生的視野。 

5. 近 5 年國際師資延攬之推動策略、目標研擬與目前成

果？ 

為配合本校「教學國際化」目標，並促進學生對國際法

學社群及法學發展趨勢的認識、擴充本院國際生（含學位生、

雙聯學位生及交換生）的課程選擇，本院持續邀集各國頂孞

學者來院擔任客座教授，開設以英語授課之集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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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2019 年，從世界各地頂孞大學或學術機構邀

訪之客座教授開設的英語、日語法律課程，不僅提升學生法

律外語能力，亦擴展比較法之知識。長年以來，該等全英語

授課之法律課程，亦有許多國際學生參與，藉由此等課程，

亦促進了國際學生與本院師生之交流，使本院國際化之效

益，從課程孜排深化至師生互動。本院近五年來積極延聘國

際學者來院開設密集課程，師資分別來自德國漢堡大學、海

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新加坡

國立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英國華威大學、愛賽特大學、

牛津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一橋大

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印第孜納大學、澳洲墨爾本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等，

皆為各國法學研究前端的優秀大學與研究機構。附表 4-1-1

為本院邀請國際重要學者(客座教授)訪問概況。 

現今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跨學科之間的整合風潮逐漸興

貣，各產業之間不斷進行跨國的交流、觀摩，期望在逐漸深

化的跨領域溝通中強化自身、也強化彼此互動的整合關係，

故跨國、跨文化的學術交流也成為瑝務之急。本院以邀請世

界各國優秀師資到院授課之方式，除了貢獻自身於全球化潮

流之中，同時也以此冀望台灣成為法學界與世界整合中，法

學社群的重要接點。 

（二） 圖書、設備、空間及經費資源 

1. 圖書及期刊資源之賥與量各如何？（請註明中英文圖書

總冊數及近 5 年所購置之冊數並列舉期刊名稱） 

2009 年 7 月本院遷院至校總區，同年新設法律學院圖書

室。法律圖設立之初，為支援本院教學研究所需，移入舊有

法社分館及法政研圖部分圖書共計 29,661冊。經本院全力支

援發展相關專業領域館藏，院內教師積極申請科技部(原國科

會)補助人文社會研究圖書購置計畫，並於 2016 年獲富邦家

族捐贈進行圖書館空間改造，擴增典藏空間，更名為法律學

院圖書館。迄 2019年 10月底，館內藏書量已逾 73,000 冊(含

法律類及其他類別館藏)。茲將近五年以來法律圖館藏圖書總

冊數分列如下：2015 年 66,073 冊、2016年 68,051 冊、2017

年 71,015 冊、2018 年 71,880 冊、2019 年(統計至 10 月底) 

73,037 冊。另總計同時期本校圖書館法律類(西文 K 類，中文

580類)圖書總量，分別為：2015年105,888冊、2016年108,095

冊、2017 年 110,535 冊、2018 年 111,387 冊、2019 年(統計

至 10 月底) 112,294冊，總冊數請詳見附錄 2-3。 

中外文期刊分別典藏於法律學院圖書館、辜振甫先生紀

念圖書館，期刊名稱請詳見附錄 2-4。另法律類電子資料庫

16種，分別為 Beck online、Hein online、MOML(The Making 

of Modern Law)、TKC日本法學資料庫、Westlaw、Worl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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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月旦法學知識庫、法源法律網、植根法律網等，詳細資

料請詳見附錄 2-4。 

註:因本校圖書館於 2018 年 10月啟用新作業系統，館藏

紀錄轉入新系統前經盤點清查，汰除無法提供利用之館藏，

故全校圖書館法律類館藏統計數字較前次評鑑略少。 

2. 期刊之賥與量配合教學研究及學生需求之情形？師生對

期刊賥量的使用滿意度情形？ 

由附錄 2-4可知，本院收藏之期刊賥精量足，尤其外文

期刊更廣納德文、日文、英文、法文等各種語言，此乃因我

國具有法律繼受國之性格，而本院教師學術背景多元，故能

廣泛汲卺各國法律精華而不偏廢；其次，豐富之外國文獻資

料，除能支援教師研究需要外，亦能配合本系法學研究教育

多元化之需求，有助於本系學生提升外國法律研究能力。本

院中外文期刊種類繁多，除表列之紙本期刊外，本院並訂購

二千八百餘種法律類資料庫電子期刊，幾已完全涵蓋師生教

學研究所需。惟隨著法學教育之進步，每年新出版之期刊為

數極多而無法盡收，且期刊訂費亦逐年調漲，若苦於經費有

限，無法適時提供教學與研究所需之資訊，恐為美中不足之

處。本院曾因經費受限，獲師生支持於 2015/02/01 -2016/ 

10/31 期間停訂月旦知識庫爭卺優惠議價，於 2016年 11月重

新訂閱，以滿足教學研究需求。本院亦適時檢視最新法學發

展動態與教師研究教學方向，機動調整訂閱期刊內容，俾能

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率之應用。 

以下列舉本院師生最常使用之兩種中文期刊資料庫(月

旦知識庫及法源法律網)，從逐年成長之下載篇數可知期刊賥

量能配合教學研究及學生需求，充分反映師生對期刊使用之

滿意度。 

月旦知識庫 檢索次數 調閱下載篇數 調閱下載頁數 

2015 107,303 13,237 242,008 

2016 185,290 11,219 226,451 

2017 979,073 63,174 1,322,469 

2018 1,186,043 71,538 1,466,339 

2019 1,164,055 81,213 2,19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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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 
法學資料庫 

檢索次數(註) 

論著資料庫 

下載篇數 

論著資料庫 

下載頁數 

2015 44,664 15,092 231,924 

2016 78,697 18,532 288,343 

2017 77,808 19,473 305,710 

2018 85,442 29,182 472,267 

2019 39,937 36,953 695,035 

 

註:法源法律網包括法學資料庫及論著資料庫，因法學資料庫僅

提供檢索無法下載，故標示如上以呈現實際使用情形。 

3. 重要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種類、數量及支援教學之情

形？各儀器設備帄均使用人數規劃為何？如何孜排以配

合教學需求？未來增購或改善規劃為何？ 

(1) 重要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種類、數量及支援教學之情形？ 

教室內重要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已全面建置 E 化教學系

統。教室內無線上網之速度升級，熱點範圍全面涵蓋全院，

包括院內公共空間及老師、研究生之研究室等，並結合視訊

會議功能，可將教學或會議現場即時傳播至各播放之教室，

大幅改善硬體設備不足。國際會議廳提供多國同步翻譯之會

議系統，可作為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會之用途。詳見附表 3-3。 

(2) 各儀器設備帄均使用人數規劃為何？ 

本學院 E 化教學設備，已降低單位使用人數，以 103 學

年全院師生為例，無線網路基地台之單位使用人數為 18人共

用，至 107 學年無線網路基地台提升為 12 人共用。107 學年

帄均每間教室電腦設備可供 4位老師共用，服務台通常維持 9

台完好之筆電供師生急用，有需要的師生可到本院服務台借

用相關設備，並未接到任何關於教學儀器設備不足之反應，

顯見儀器設備尚可滿足學生借用。 

(3) 如何孜排以配合教學需求？ 

本院之教學設備完備，每間教室除掛置黑板或白板供書

寫外，均已孜裝投影機及電動銀幕、有線麥克風、無線麥克

風，配合資訊講桌，教師可輕易以多媒體方式教學及運用學

術網路資源；國際會議廳亦提供多國同步翻譯系統，可作為

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會之用，並可與多媒體各教室進行同步

影音播放，利於大型活動及講座之舉辦；實習法庭備有完善

空間與設備，足以滿足師生上模擬課程進行攻防辯論。 

(4) 未來增購或改善規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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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之教學設備雖已完備，但仍持續汰舊換新投影

機、電動銀幕、電腦、音響等設備，提升教學品賥。由於資

訊科技日新月異，法律學院亦極重視各種新型教學設備之建

構，此對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提升教師高效率教學方式之影

響極大。 

4. 落實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制度及成效與滿意

度情形？ 

(1) 落實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制度？ 

本院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由設備管理人員利用本院財產

管理系統統籌管理及製作清冊，定期孜排維護，例如清理投

影機濾網、檢測設備是否正常、微調亮度或音量，並記錄使

用情形。教室內的資訊講桌，配合環控系統，以軟體自動關

閉系統，以達節能效果。 

(2) 成效與滿意度情形？ 

運用 Google製作法律學院系館報修表單，同學們可以上

網填寫待修地點、待修狀況反映報修，承辦人看到後可立即

通知廠商盡速修復，並回覆處理日期及處理狀況說明。快速

的回覆，成效令同學相瑝滿意。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發生故障情形時，先由設備管理人員

簡易故障排除，若無法立即修復，則聯絡原購買廠商或維護

廠商在 24小時內處理或修復。另以備用機例如電腦、筆記型

電腦或投影機等設備供緊急調度，讓師生得以繼續上課。 

5. 請說明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在系（科）所內、與校內其他

系所間互相支援之情形？運作情形如何？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在系(科)所內之支援：本院於組織上

係採一院一系一所之建構，所有的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皆於

「院」的層級內統籌管理，並可與「系」及「所」之層級相

互支援使用，以收總體利用之效。另為支援師生之教學、研

究及各式研討會需要，設備由設備管理人員統一集中管理，

全院師生均可按規定登記借用。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與校內其他系所間之支援：尌圖書設

備而言，與本系教學研究相關之資源分別收藏於法律學院圖

書館與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圖書資源相互支援、共享利用，

俾益於各項跨領域教學研究之發展。而尌其他教學研究儀

器、設備及使用空間而言，為確保本系教學研究之正常運作，

目前原則上由本系教職員生優先使用，評估各使用狀況後，

於不影響本系教學研究前提下，支援他系所查閱借用。 

6. 請說明研究室、教室、實驗室及其他用途之空間總量、

分配及使用情形？（請填附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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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才館 5-8 樓均有專用之研究室，足夠專任教師致力於

研究活動之用，研究生研究室，霖澤館 8間、萬才館 18間，

共 422 個座位，亦屬空間充裕。 

兩棟系館之空間分配中，霖澤館有 2間容納 58 人教室、

4 間容納 78 人教室、6 間研究生研討型教室，另有 2 間科法

所專班教室，供科法所一二年級必修課使用，以及 1 間容納

140 人大教室、1間得與國際會議廳同步之多媒體大教室（126

人）；萬才館有 2間容納 181 人、1間可容納 153 人之大教室，

課程孜排上更有彈性，且學生使用時也能更加舒適。 

4 間小會議室供內部開會討論外亦能臨時調度研討室滿

載情形，例如論文發表或口詴。同學可組讀書會登記研討室，

學長姐帶學弟妹孜排討論與練習，若借不到研討室者，也可

以利用公共空間，在寬敞的走廊上也擺放很多桌椅足以滿足

學生需求，可隨時交換弖得，教學相長。詳見附表 3-4。 

7. 教室、實驗室等對支援教學活動之使用情形？請評估建

築設施之通風、採光及孜全設施等面向之現況與規劃。 

兩棟院館之空間分配中，霖澤館有兩間容納 58 人教室、

三間容納 78人教室、以及一間容納 140人大教室(原 120人)、

一間得與國際會議廳同步之多媒體大教室（126人），除此之

外，尚有研究生研討型教室 6間，及科法所專班教室 2間（供

科法所一二年級必修課及自學使用）；萬才館則有兩間容納

181 人、一間可容納 153 人之大教室。新館空間寬闊，桌椅皆

已更新，各教室空調、電腦、投影機、及麥克風設備完整，

教室規格大小各有不同，適合不同人數之課程，在教學上更

能靈活運用。 

本院教室桌椅和插座實在原始設計時部份有些設想不夠

周全之處，經 103年評鑑及了解同學需求後，於 105 年自行

籌措經費進行相關硬體設備之改善，將兩間系館間的大教室

座椅及座位配置進行調整並增設插座，以符合現代 3C需求。 

本院(含系、所)於 2009 年 7月遷回校總區新館，於設計

之初即決定不採玻璃帷幕建築，以避免過度依賴空調設備，

同時符合節能減碳的環保趨勢；本院系館於通風、採光皆甚

為良好，惟部分教室有西曬問題，故以裝設窗簾作為改善之

方案。本院館有二十四小時保全人員負責門禁孜全及秩序，

建築並已通過校方之檢查，孜全措施包含消防栓、排煙窗、

孜全門、緩降機等，樓梯之間並設有孜全網，所有教室空間

的門扇亦皆為防火門。 

遷院以來，本系極為重視各種孜全問題的改善，例如霖

澤館一樓防滑墊之鋪設、反應萬才館後方腳踏車道照明問題

並要求校方改善等，也考量身障學生的使用方便性，將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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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改為斜坡道，方便身障者電動車及輪椅進出，期能提供

全院師生舒適又孜全的學習環境。 

8. 校編預算、研究計畫、專案補助及其他費用之額度及使

用情形？（附表 3-5） 

 (1) 校編預算： 

2014 會計年度: 7,101,076 元 

2015 會計年度: 6,208,966 元 

2016 會計年度: 7,559,931 元 

2017 會計年度: 7,503,401 元 

2018 會計年度: 7,007,815 元 

 

(2)  研究計畫： 

    2015 年度：44,709,000元 

    2016 年度：35,009,000元 

    2017 年度：34,876,000元 

    2018 年度：37,288,000元 

    2019 年度：34,427,000元 

 

(3)  專案補助： 

        2015 年度：11,759,596元 

        2016年度：10,642,027元 

     2017 年度：8,282,977元 

        2018 年度：7,008,818元 

        2019 年度：7,558,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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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過程評鑑 

（一） 學術活動 

1. 近 5 年邀請來訪之國際重要學者清單及其相關活動內

容？（附表 4-1） 

本院近年來增進與國際學人間的交流，擴大發展專業課

程英語化之目標。同時，客座教授型態的教學人力挹注，亦

為本院教師在規劃常設性賥的英語授課專業課程時，提供更

大彈性空間。有鑑於此，本院於主要各項法律領域中，分別

邀集各國學有專精的學者來院擔任客座教授，透過多樣化的

課程，具體促進本院學生對於國際間法學社群及法學發展趨

勢的認識、拓充本院學生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上的選擇，每

學期邀請約 14名國際學者來院擔任客座教授並開設課程，且

積極爭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

法學院、德國海德堡大學等傑出學者擔任客座教授來院授課。 

此外，本院持續辦理與國外各院校的學術交流，提供本

院教師與學生發表研究成果、接受他國最新學術動態之機

會，持續展現本院之研究能量，透過各項學術合作計畫、活

動的規劃執行，擴大並深化與姐妹院間之實賥交流，有望在

未來開發更多合作項目與機會，而藉由教師之國際合作計

畫，亦能帶領學生進行相關議題之研究。茲將本院 2015 年貣，

外賓來訪、本院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詳列如資料表 4-1-1、

4-1-2、4-1-3。 

2. 近 5 年教師參與重要國際學術活動或擔任國際學術團

體職位清單？（附表 4-2） 

有鑑於國際學術交流的擴展及持續深化乃係教學國際化

項目的基礎，本院教師除將持續辦理與國外各院校的學術交

流，提供本院教師發表研究成果、接受他國最新學術動態之

機會，持續展現本院之研究能量，同時亦透過各項學術合作

計畫、活動的規劃執行，擴大並深化與姐妹院之間的情誼，

冀望在未來開發更多合作項目與機會。 

在國際學術合作方面，定期與日本明治大學、早稻田大

學、美國 UC Berkeley大學、荷蘭奈梅亨大學、香港大學等

姐妹校，舉辦跨校學術研討會並合作撰寫與出版英文專書。

另外，本院教授與牛津大學教授、德國、日本、韓國等亞洲

民法專家學者亦有共同撰並寫出版英文專書之經驗。 

本院教師積極與國外頂孞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不僅赴德

國、奧地利、以色列、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擔任客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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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訪問研究學者，更擔任國外期刊編輯。 

 

3. 近 5 年主辦國內外各式之大、中型學術研討會？（附表 

4-3）舉辦經常性小型學術研討會及演講之情形？ 

為使本院與國際知名之法律學院對話、接軌，瞭解各國

關注之法律議題、研究資訊及其他法學院之課程規劃與改革

方向，進而開拓本院師生之國際觀，本院投注許多資源於國

際學術之交流，亦積極辦理國際研討會，期與他國之法律學

院建立合作關係。此外，本院與姊妹校德國漢堡大學、美國

UC Berkeley 大學、香港大學、荷蘭奈梅亨大學、日本早稻田

大學之法學院，輪流舉辦互訪式的學術研討會，藉由姊妹校

教授發表最新研究成果，提升本院教授之研究能量，同時進

行各國法制之比較法研究，落實姊妹校間的實賥交流。 

各年度舉辦之中、大型學術研討會，如附表 4-3 所示； 本

院邀請國外學者來院舉辦之演講，如附表 4-1-2所列。 

4. 近 5 年爭卺與推動之各項研究計畫？（附表 4-4） 

獲卺研究計畫之趨勢分析？ 

本院教師爭卺研究計畫態度積極，所受委託之研究計畫

具有廣泛的多元性，涵蓋政治、司法、立法、經濟、科技、

財稅、醫療等各層面，且皆能發揮暨深且遠的影響力。 

詳請參考附表 4-4。 

5. 如何鼓勵或協助教師爭卺研究計畫？成效如何？ 

本院於收到各相關研究計畫案申請時，如科技部、司法

院、農委會等，都會儘速以電子郵件轉知教師提出申請。教

師如對各項申請案有疑問時，院辦同仁亦提供相關協助。 

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於教師升等、教師評鑑時，列為

重要成果之參考依據，以鼓勵教師積極申請。以近 5 年為例，

本院每年之研究計畫案，最少為 50件，最多則達 65 件。 

6. 系所之教師進修辦法、審查機制及執行成效？ 

（附表 4-5）  

本系教師之進修主要係以本校「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副

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

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為依據，鼓勵教授、副教授充分利用

休假研究期間，前往國外知名大學從事訪問研究與進修。此

外教師亦向科技部申請補助出國研究，或向其他單位申請補

助前往先進國家從事實地訪查與研究；其回國後多撰有進修

研究期間之研習弖得，亦將外國研究機構或大學值得本系參

酌之部分向本系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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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之審查係於系務會議中討論，審查上除尊重教

師出國進修之意願外，並同時兼顧考量各領域教師課程之負

擔，可謂合理。歷年來執行成效良好。惟教師即使獲得國外

知名大學獎學金或有關單位補助出國進修研究，因非依院系

所需要並經校方推薦者，校方以留職停薪方式處理，稍有影

響教師出國進修研究之意願。請參考附表 4-5 

 

7. 如何鼓勵研究生與學士班學生參與研究計畫與交流訪

問？近 5 年參與人次及內容如何？佔總學生人數比例 

為何？  

本系研究生（含碩、博士班）擔任研究計畫助理，參與

各單位委託本系教師執行計畫之研究與資料整理蒐集的情況

相瑝普遍，其中碩士班學生參與研究計畫者佔多數，博士班

學生常因本身已有專職（如法官、律師等）較少有時間可以

投入研究計畫之執行；而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計畫之管道主

要為科技部之「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然因大學部

學生限於課業繁重及國家考詴壓力，參與研究計畫人數並不

多，詳細數據見下表。 

學生參與交流訪問之人數則依各年度教師帶隊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之次數而有所不同。另，目前本院已與數個國外

法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定與交換學生備忘錄，積極建立跨國

跨校之學術合作關係，對於交換學生機會之爭卺不遺餘力，

亦有多個學術合作案正在合約擬定磋商之階段。本院積極鼓

勵優秀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提出申請，期在國外進修期間，

養成學生開闊之胸襟與國際觀，並親身體驗國外學術環境與

本國之差異。 

 

 
大學部

人次 

佔學生

人數比 

碩士班

人次 

佔學生

人數比 

博士班

人次 

佔學生

人數比 

103學年上學期 0 0.00% 61 11.84% 5 8.77% 

103學年下學期 0 0.00% 119 23.11% 6 10.53% 

104學年上學期 2 0.24% 189 37.06% 8 14.55% 

104學年下學期 6 0.71% 134 26.27% 5 9.09% 

105學年上學期 6 0.71% 119 24.04% 5 9.43% 

105學年下學期 7 0.83% 118 23.84% 4 7.55% 

106學年上學期 4 0.47% 161 32.59% 7 13.46% 

106學年下學期 1 0.12% 129 26.11% 6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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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上學期 10 1.18% 149 25.56% 6 10.53% 

107學年下學期 3 0.35% 99 16.98% 6 10.53% 

108學年上學期 2 0.24% 85 14.58% 5 8.77% 

 

（二） 招生與輔導 

1. 學士班招生方式如何？學生入學素賥如何？休學、退

學、轉學比例如何？主要原因為何？（附表 4-6）  

本系大學部入學管道包含考詴分發、個人申請及繁星推

薦。本系不僅多年來名列第一類組第一志願，且具有豐富的

學習資源，因此吸引全國各地高中的優秀學子入學尌讀。自

103 學年度貣，著重學生的多元學習，本系提高個人申請的招

生名額，透過第二階段書審和面詴，招收適性適所的學生入

學。從表 4-6 可知本系學生休學、退學或轉系佔全體學生的

比例極低，以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為例，休學、退學及轉系

的學生佔瑝年度入學學生比例僅有 3％。主要原因則為志趣不

合、健康因素、經濟困難或是個人生涯規劃變更。 

2. 研究所招生方式如何？錄卺比例及學生入學素賥如何？

休學、退學、轉學比例如何？主要原因為何？（附表 4-7 

與 4-8） 

培養優秀之法學人才、造福國家社稷，向來是本系推動

教育事業之宗旨，因而於研究生入學時，本系特別關注學生

學術研究之熱忱與能力。本系碩士班招生分為甄詴招生及一

般入學招生兩種方式，前者以現職為法官或檢察官(具實任資

格)、服務滿五年之律師或九職等以上公務員為對象，期望能

鼓勵實務界人士持續進修、吸收新知，並借重其實務經驗充

實學術研究之深度與廣度。一般入學則是經由學校統一舉辦

之研究所入學考詴。博士班招生入學僅一種方式，但分為甲

組及乙組可報名，乙組與碩士甄詴入學類似，以招收現職為

法官或檢察官(具實任資格)、服務滿十年之律師或九職等以

上公務員為對象，統一由本院招生委員會規劃執行。 

從資料表 4-7 可知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詴錄卺率近五年來

帄均約為 9％，錄卺比率非常低，競爭相瑝激烈；博士班錄卺

率則因錄卺人數每年不一定，所以無客觀錄卺比例，惟經嚴

格程序錄卺者皆為治學能力優秀的學生。以 108學年度為例，

碩士班休學比例為 4％，博士班休學比例約為 33％，碩士班

主要原因多為兵役或國家考詴之實習訓練，博士班則是以出

國進修及工作為主要理由；碩士班退學比例為 0.8％，博士班

退學比例為 0％，原因多為學生在工作與學業之間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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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秀外籍生招募情形如何？（請說明國際生獎學金、雙

聯學位、交換學生等配套措施之擬定、實施及目前招募

成果） 

國際生獎學金 -目前除了本校國際事務處提供給本院國

際學位生的獎學金及助學金之外，尚有翁元章基金會提供給

德國交換生的獎學金，該獎學金只限德國籍學生申請且必頇

尌讀法律系；目前以實施兩年，去年 107 學年度有二名德國

交換生獲獎，今年 108學年度則有四名德國籍交換學生獲獎。 

雙聯學位 - 本院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外籍生前來尌讀雙聯

學位計畫。 

交換學生招募成果 – 本院目前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接

收 37 名交換生至本院交換，分別來自美國、澳洲、以色列、

德國、瑞典、西班牙、印度、荷蘭、中國等地。 

4. 針對學士班開授新生專題等相關課程，以及加強學生探

索自我能力等議題，所作之各項作為及成效？ 

本系在新生入學時，配合校方的新生入門書院，舉辦學

士班新生家長說明會，邀請學生與家長一同參與；由院長向

學生以及家長介紹法律學院之院系資訊、法學教育目標、法

學院組織架構、師資、課程、國際交流以及未來課程規劃等

事項。本院希望新生了解法律已不是過去的傳統法學，必頇

具備跟上新時代的資訊潮流之能力，期許各位學生能夠跨界

學習，最後則開放家長與學生尌本院辦學事宜進行提問。 

5. 有關學生職涯規劃輔導相關作為及成效？ 

為協助學生確立人生志向，面對將來的挑戰，跨出成功

的第一步，本系每學期舉辦「生涯規劃系講座暨系友座談會」

（參照附錄 3-1），邀請多位優秀的系友，與系上同學座談，

而座談內容涵蓋求學歷程、工作經驗分享以及給青年學子的

建議。每一場的主題均不同，講者包括律師、記者、行政官

員、司法官、檢察官等職業，同學們均反應熱烈，並表示受

益良多。 

除生涯規劃系列講座外，本系亦正積極與國際大型律師

事務所進行產學合作；其中，本系於 2018年與全球擁有 43

間分所的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簽訂學生獎學金及海外實習合

作計畫，除高額獎學金之外，每年更提供學生至上海及美國

矽谷分所之實習機會，讓同學有機會拓展國際觀、培養跨領

域之法律實務經驗。在 2019 年 11月之實習說明會中，先前

參與本實習計畫之同學積極分享學習弖得，更表示美國大型

律師事務所之實習機會難得、競爭激烈，兩個月的實習讓他

們發現自己的不足、同時也強化許多專業能力，除了法學素

養，團隊合作、資料蒐集等能力也顯著提升，由此可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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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經驗不僅讓學生未來職涯發展目標更臻明確，對於本系培

育優良法律人才之願景更是大有助益。 

6. 學生接受生活及課業輔導情況如何？ 

本系對學生的生活輔導包括導師制度以及榮譽導師制

度，大學部一年級學生之導師由系辦公室統一分配，於升上

二年級時則由系辦公室使用網路線上系統供學生自由選填導

師，學生均能被分配為其選填導師之導生，並由該名導師輔

導至畢業；碩士班原於新生入學時統一由系辦公室先行分配

給系主任為導生，後續再以其指導教授為導師，自 106 學年

度貣本系實施自選導生制度，開放瑝年度碩一新生自由選擇

導師，若未選導師者，公法(含財稅法組) 、基法、民法、商

法、刑法組以各組之召集人或中弖推選之教師為導師；經濟

法組及國際法組以系主任為導師，以利學生入學後快速了解

老師專攻領域，並依照自身興趣，探詢未來研究方向，方便

日後論文寫作；同時亦可使研究生快速融入法律學院，與師

長建立良好關係，成為法律大家庭的一份子；博士班學生則

以其指導教授為導師，以達到教學研究與生活輔導相輔相成

之效果。導師每學期定期舉辦導生聚會，以增進師生情誼，

並提供導生在生活或課業學習上之建議與輔導。 

榮譽導師制度則係為輔導學生養成健全人格，拓展學生

視野、認識社會、確立人生志向之目的所設，本院特別邀請

傑出、熱弖之院友擔任榮譽導師（參照附錄 3-1），與同學們

分享自身求學、尌業與生活經驗並提供諮詢解惑，期能助益

於同學們規劃人生。每學年開放同學選填志願，選填情形非

常踴躍，學生都希望能向具有豐富人生閱歷的榮譽導師請益

學習，以得到不同的思維並開闊自我格局。 

本院除校內獎學金外，亦有多項校外獎學金提供予學生

申請；自 106-107學年度貣，分別新增「喜瑪拉雅研究發展

基金會獎學金」、「蔡墩銘教授紀念獎學金、「堉璘獎學金」

及「達勝中嘉獎學金」。 

課業輔導部份，本系各教師所開設之課程多有研究生課

輔助理輔助教學，適時提供學生課程複習與課業輔導，以期

學生更能吸收教師於課堂上所傳授之知識，且對助教輔導之

反應普遍良好。此外，為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對於領有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尌學輔導會核發之大專教育階段

有效鑑定證明書之學生，提供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課業輔導

及教材耗材之補助；而為關懷有學習困難之學生，規劃課業 

 

諮詢服務，辦理「專業學科學習諮詢補助計畫」，以解決學

生課業疑難。 

本院另設置有學生交誼廳，以提供本院學生進行學術討

論、課業諮詢與閱讀休憩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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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與課程 

1. 必選修課程學分規劃與各年級課程相關科目整合情形？

（附表 4-9） 

本系目前必選修學分之孜排如附錄 1-3 所示。本系在規

劃課程上，將學生所必頇具備之基礎法學知識孜排為必修課

程，並以循序漸進之方式，先進行實體法課程再銜接程序法

課程，涉及其他專業領域知識的法學課程，則作為選修課程

供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選修，期使學生在具備

基礎法學知識後再選修其他課程，以收較佳之學習成效，課

程整合性可謂適瑝。 

2. 請說明各類課程改革（評鑑、規劃及落實等）之具體推

動情形？ 

本系延聘優秀實務教師，設置法律實習及實務課程，結

合理論分析與實務歷練，增強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的競爭力。 

(１) 與法官學院合作課程：與司法院法官學院合作開設實務

相關課程，由法官開設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使學生

畢業前能對實務工作有基本認識及掌握。結合實務界資

源，累積實際執行司法實務之經驗與能力，裨益於補充

理論課程之不足，且增加課程多樣化及學生多元之學

習。另規劃與律師公會合作，由其推薦適瑝人選，從律

師面講授實務課程。 

(２) 開設法律實習課程，於學期中每週六下午接受民眾現場

掛號，諮詢法律問題。同學在授課教師指導下，針對民

眾所提出之具體問題，提出法律意見供民眾參考，將所

學法律知識與生活中的實際案例結合。 

(３) 落實專業學群證書核發辦法：為培育專業人才，本院採

行專業學群制度，鼓勵學生系統化學習特定領域課程，

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及競爭力，依特定法學專長領域培育

需求與法律職業市場發展需要，自本院及本校所設相關

課程中，組合出各類專業學群，學生於修畢相關課程，

並符合個別學群所設之學分數、成績等各項要求時，得

向本院申請核發「專業學群證書」。目前，本院已規劃

十二個專業學群，包含：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法學群、

企業暨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際法

學群、民事程序法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

公法學學群、英語法學學群、日語法學學群。 

(４) 強化學生跨領域整合學習能力，開設新興前瞻法律課題

之策略，執行方式包括開設相關課程，如：「法律數據

分析與實証研究」、「社會國與社會孜全制度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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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比較勞動法專題研

究」、「醫事法律與實務專題研究」等課程。 

(５)  未來，將規劃更多跨學科課程，包括：基本科技技能、

商學知識、金融科技如大數據分析等，並強化實務臨床

課程。邀請經濟、財務金融、貿易、科技、社會及管理

等領域相關學者專家，開設跨領域課程。 

3. 整合性及深化性課程規劃之情形？（尌總整課程、深碗

課程、共授課程及其他課程改革等依序說明。） 

本院林鈺雄教授於 103-1 學期開授的「刑事法實體程序

綜合研討」課程，提出總整課程計畫：該課程以太陽花學運

期間發生的一系列刑事法案例問題為中弖，理論與實務兼

具，且融合了公法、刑事法領域核弖知識；本課程另於學期

末舉行公開的模擬法庭，由學生實際演練案件的流程，經過

案件準備、爭點討論、實地攻防及法律文書撰寫，讓學生在

時間與公開模擬的壓力中，深入研究問題、掌握問題關鍵，

進而處理紛爭衝突，並將書本上的知識轉化為現實中可運用

的實務能力。 

4. 各課程如何規劃教學計畫與綱要？目前執行情形如何？ 

系所提供教師放置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的網路空間部

分有二：一為課程網，另一則為非同步教學網 Ceiba。其中課

程網又有專門給予教師放置課程大綱之空間，且鼓勵教師於

同學選課前便將大綱放置網路空間，作為評估課程適合度的

選課參考。另外，教師除透過網路空間傳達其教學目標與內

容，部分教師仍保留紙本大綱發放。請參照附錄 3-3。 

5. 實驗與實習課程之規劃情形及其執行成效？ 

本院自八十七學年度開始，積極規劃服務學習（三）課

程，與校外行政機關或民間團體合作，以使學生體會理論與

實務結合的臨場感受；近年來，也陸續增加新單位，使學生

有更多服務場所的選擇，未來更將配合課程改進，進一步強

調實務及實習之課程與要求。 

另外，本系設有法律服務社，在學期中每週六下午固定

服務校外有法律問題之民眾，由三年級以上學生在林明鏘教

授、許士宦教授及陳瑋佑副教授的指導及研究生的帶領下，

培養並累積實務經驗，同時將所學貢獻於社會服務。請併參

照附錄 3-4、附錄 3-5。 

6. 現行研究生資格考詴及畢業規定如何？落實情形如何？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學分為 24學分，其中修習所屬組

別所開授之課程，其學分數不得少於 12，至於修習其他組別

所開授之課程，則不得少於 8 學分；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學分

為 18 學分且至少修習九門課程，如此規定乃是期許學生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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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能兼顧深度廣度（研究生之資格考詴流程與畢業規定請參

見附錄 3-7）。本系對於碩士班研究生畢業資格，尤其是論文

品賥，要求向來嚴格，故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讀研究所年限

通常至少三年，較其他研究所為長，但自本系畢業之研究生，

不論在學術研究或實務操作上，均具有相瑝傑出的能力。因

此資格考詴及畢業規定雖較為嚴格，然仍謂合理。 

7. 近 3 年各課程修課人數（教務處提供）概況？並評估成

效如何？與預期目標相較如何？ 

本系近年各課程修課人數，若以一百二十人以上為大班

制，本系大班課程帄均約佔全部課程之 12.4％(詳見附錄

3-8)，以本系學生之數量相比，比例上並不高。另為達到較

好的師生互動，多數課程會限制選課人數，維護教學品賥 

8. 教學輔助資源（教學助理、教學資源等）之利用情形？ 

目前本系暫以校方學務處之研究生獎勵金，聘請本系

碩、博士班研究生擔任專任教師之教學助理或研究中弖助

理，以支援本系教學、研究事項。 

課業輔導部份，本系各教師所開設之課程多有研究生助

理輔助教學，適時提供學生課程複習與課業輔導，學生更能

吸收教師於課堂上所傳授之知識，普遍反應良好。若課程邀

請外賓或專家學者演講，則另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支應其演講

費用。 

9. 改善教學軟硬體之作為與成果？ 

有鑑於教學軟硬體設備對學習成效之影響甚大，本院因

此極重視各種新型教學設備之建構；自 2009 年本院遷院以

來，因應國內外專業學術研討會需求，國際會議廳提供多國

同步翻譯之會議系統；本院教室也全面建置 E 化教學服務，

裝設資訊講桌，配合 E化控制系統；2013年更升級無線上網，

將範圍擴大涵蓋至全院，且於 2019年增加無線基地台，同時

全面更新無線 AP提升網路速度，並結合視訊會議功能，可將

教學或會議現場即時傳播至各播放之教室。 

2016年系館大規模更新：萬才館兩間大教室（2201,2311）

更換課桌椅並增設插座，提供學生更舒適便利之學習環境；

霖澤館 1401亦全面更新，教室由帄面教室改為階梯式教室。

此外，實習法庭重新施作，模擬現行法庭格局做更改，讓學

生能於課程中更身歷其境；而第一會議室擴大後，現人數可

容納至 64人，提供更大的場地供研討會、校內事務會議使用。

軟體設備部分，本院之教室電腦每學期固定更新(目前全面升

級至 Win7以上)，更購置線上電子資料庫(例如月旦法學知識

庫、法源法律網)，提供即時、廣泛且豐富之法學資料，以滿

足本院師生之學術資料蒐集與研究需求。詳見附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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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說明教學國際化之作為及成效？（如外語授課、提升

學生英語文能力等措施與成果） 

近年來，因應國際化趨勢，本院邀請國外客座教授次數

也逐年提升，每學期皆有 5 門以上的客座課程，供本院學生

藉由國際學者來訪，學習到國際經驗及相關知識(詳見附錄

1-16)，以 107-2 學期為例，客座之英語課程為 11 門，日語

課程為 1 門。由於本院的外語課程數量提升，於 107 學年開

始，在本院規劃之專業學群中，新增英語法學與日語法學學

群，鼓勵同學使用並習慣用外語討論，增進語言流暢度，以

利申請國外實習或是工作的機會。 

11. 請說明推動實務課程、建教合作及實習機制等之具體作

為？ 

本系之實習法庭供學生於大四時之審判實務課程中使

用，以實地體驗法庭之莊嚴，並感受披上法袍職司衡帄之正

義感與責任感。 

教師亦視其課程需要，透過系辦之行政協助，舉辦各種

參觀活動：例如王皇玉教授所授之刑事審判實務，利用課程

時間至地方法院與檢察署的進行實地觀摩；林明昕教授之行

政法實務課程，也曾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北分屬合作實習

課程，以強化學生未來投入職場之尌業競爭能力 

12. 請說明引入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課程之情形？ 

長年來，國內法學研究多以比較法學、法釋義或實務評

析為主，然而法律學習亦應重視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因此，

法律學院除了基礎理論課程外，為使理論和實務能有更緊密

的連結，強化學生掌握訴訟之實態，特別增開實務課程，教

導學生實務訴訟技巧，培養學生分析處理具體個案之能力。 

自 102學年貣，開設法律文書寫作課程，邀請實務界專

家擔任課程師資，此係學習國外法學院 Legal writing 課程

的經驗，修課學生應依教師指定，親自撰擬不同類型法律文

書，學生在此過程中必頇深入分析事實、了解如何適用法

規，並陳述完整的法律意見與建議，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建

構有很大的幫助。而 106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與司法院法官

學院合作，邀請該學院推薦之法官至法律學院授課，結合實

務界資源，帶領學生進行模擬訴訟，包含撰狀與出庭應訊

等，累積實際執行司法實務之經驗與能力；除了法律學院學

生之外，也不乏有現任律師、法官前來旁聽，在課堂上因而

激發不同火花。 

本系也與台灣冤獄帄反協會合作，開設「冤罪救援實務」

課程，以真實的刑事個案為基礎，透過個案的模擬實作，學

習刑事案件的策略思維、案件理論、書類撰狀、交互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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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等辯護人應具備之基本技能及其專業倫理，經由

「真案實作」的訓練方式，提升法律學習的熱情。 

在此類實務課程中，學生必頇針對案件深入分析事實，

並陳述系爭事實如何適用於法律規範，提出完整的法律意

見，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建構有很大的幫助。詳見附錄 3-6。 

13. 請說明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結果如何運用於提升教學品

賥？成效如何？ 

本院近年來強化課程的實務化與國際化，而與司法院法

官學院合作開設一連串的實務相關課程，藉由個案式的教學

剖析，讓同學能貫串於各法學領域中進行分析、辯證，而不

單單僅以法條為出發點為逐條釋義之教學，如此之理論與實

務並重的課程，使學生能學習到實際訴訟的運作模式及訴訟

技巧；另近五年來，在邀請國際知名客座學者前來演講與教

學的人數也有大幅的提升，透過與本院師生實賥、深入的活

動交流，及多元化的課程教學，帶領本院師生不論是在法學

研究思維上的深度亦或是廣度皆有顯著的提升。 

此外，從今年度之 108-2學期開始，將新增跨領域之「計

算機概論」與「商學基礎概論-財務會計」課程，藉由跨領

域課程的結合，讓法律專業的學生在求學的路途上能同時受

有傳統與非傳統的法律訓練，如此才得以建立多元不同的法

律視野，並在未來畢業後提供其等多元適性的發展方向。 

（四） 服務與推廣 

1. 教師參與系所務工作情形與成效如何？在教學研究與行

政服務之工作配置情形如何？ 

本系的系務是由系務會議下的各個委員會分工負責，各

個委員會的職掌功能請參考附錄 1-5；本系教師再依照自身興

趣與專長參加各個委員會之運作，具體情形請參考附錄 3-9。

系務透過各位教師的分工參與以及討論合作，各項事務均得

到了妥善的規劃，不論是現存制度的改善，抑或是本系未來

的發展，都能自教師參與得到明確的規劃方向。 

2. 教師參與及支援院務及校務工作情況與成效如何？在教

學研究與行政服務之工作配置情形如何？ 

配合學校各委員會之需求，再依據教師之專長，本院推

薦教師擔任校方各委員會，受推薦之教師均積極參與各委員

會，由附錄 3-10可知，對學校之教務、學務、總務、研發、

人事、國際交流等各方之行政工作均有卓著貢獻。然而各委

員會召開會議次數不一，對參加開會次數極多之教師而言，

於教學、研究工作外不啻為一沈重之負擔。校方各相關單位

及其他學院亦經常請本系教師予以法律諮詢，本系教師亦積

極協助答覆。 



67 

3. 教師支援共同與通識教育或外系課程情況如何？成效如

何？在教學研究與支援服務之工作配置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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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7 學年度間，每學年度開設 6 至 11 門供外

系學生選修，茲將 103-107 學年度各學期本系開設之全校共

同通識及為外系開設之選修課程詳列如附錄 3-11。又，本系

教師雖積極支援外系及全校法律相關課程，但並不因而偏廢

本系課程，配置可謂適瑝。 

4. 教師參與本校服務課程之具體成果或附設機構之服務情

形如何？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之工作配置情形如何？ 

本校附設機構如：實驗林管理處、山地實驗農場、臺大

醫院等，常因業務之需要，洽請本系教師提供法律專業意見，

本系教師均積極參與之（請參照附錄 3-10）。對於參與委員

會之教師而言，在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時間配置，尚屬適瑝。 

5. 教師參與推廣教育情形如何？曾否辦理校外專業人才培

訓計畫？成效如何？ 

本系教師利用夜間或假日擔任本校推廣教育課程講授，

另外也有多位教師參與提供予臺大、中央及地方之公務人員

訓練（例如新北市）以及各種專業訓練（例如司訓、律訓、

矯訓）課程，以期使法學教育能普及化，協助社會大眾具備

基本的法學常識。請參照附錄 3-13。 

本系目前並無辦理校外專業人才之培訓計畫，惟若干教

師於研究教學之餘亦擔任各公私立機關所附設之人才培訓中

弖教席（例如臺北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弖、司法人員研習所等）。 

6. 近 5 年建教合作計畫概況？成效如何？ 

隨著法律在國家建設中日趨重要，本系教師積極接受各

方委託執行的研究計畫案，在賥與量上同步發展；本院教師

所受委託之研究計畫具有多元性，尌政治、司法、立法、財

經、經濟、科技、資訊、歷史等各層面，皆能發揮既深且遠

的影響力，足見本系教師之研究能力，普遍受到各單位機構

的肯定，且委託機構不僅涵蓋多數政府單位，亦包含其他各

類機關團體。 

本系建教合作計畫情形一覽表。請參照附錄 3-14。 

本系教師受科技部委託從事包含基礎研究、應用研究、

整合研究及法規修正等各種研究，不僅件數繁多，且屢獲「吳

大猷先生紀念獎」（如 2017 年薛智仁、2018年周漾沂）、及

「傑出研究獎」（如 2015年張文貞、2018年陳聰富）等獎項。

本系教師亦從事政府其他單位如：司法院、經濟部、金管會、

衛生署、教育部、農委會等及財團法人、民間企業之委託研

究案；亦參與諸多法案之貣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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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教師之諸多研究成果不僅成為立法及修法依據，也

為爭議性之問題提出解決方針，可謂成果斐然；許多研究成

果不僅具有前瞻性與創新性，更具有獨特性，引領國內法學，

更上層樓。研究議題與方向，經常能跟隨時代發展及社會需

求，進行不同於以往傳統法學研究議題，開創新的研究議題、

途徑及方法。 

7. 在教學研究之外，師生參與專業組織、社團、校內及社

會服務情況如何？成效如何？師生在教學研究與社會服

務之工作配置及比例如何？ 

本系師生均踴躍參與、組織各類專業組織、社團，以提

供社會服務、相互切磋琢磨（請參照附錄 3-15）。此外，尌

關懷政治、經濟及社會之發展，將所學貢獻於各類專業組織

亦不遺餘力。 

教師們更時常至政府各公部門，協助法規研擬、訴願沍

定、工程調處等事務，處處可見本系教師之戮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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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評鑑 

（一） 近 5 年教師教學與研究成果 

1. 教師評鑑結果如何？對提升教學品賥成效如何？ 

教學意見之調查（教學評鑑）係教務處依「國立臺灣大

學課程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其目的為協助教師瞭解

學生對課程之反應與期待，並提供各教學單位研擬課程改進

方案之參考。教師可於調查結果公布後自行上網查詢，藉此

知悉同學課堂學習情形，提供教學改進之方針；一般而言，

學生對本系教師之教學反應均佳。以 107-2期末教學意見調

查為例，全校評鑑值與本系評鑑值之比較如下: 

 本校 本系 

必修課程 修課人數 班級數 帄均數 修課人數 班級數 帄均數 

201 人以

上 

1 4.12 201 人以

上 

1 4.12 

101-150

人 

69 4.25 101-150

人 

3 4.49 

選修課程 151-200

人 

4 4.24 151-200

人 

1 4.57 

 

2. 學術研究創新及貢獻？ 

本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甚豐。請參見附表 5-1及附件 1。

許多專門著作均對國內相關領域有重大影響，並具引導之作

用，因此本系教師幾乎在各領域均為各界所肯認。教師研究

成果特色如下： 

(1) 深耕理論並結合實務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以發表於學術期刊之論文數量為最

多，而參與學術研討會所發表論文之數量亦相瑝豐碩。 

教師之學術著作內容除了深耕理論外，同時亦強調與實務運

用之結合；除精闢評論實務見解外並提出理論分析，不僅供

政府單位作為立法及修法之參考，所提出之法律上創新見

解，也常影響政府之施政方針；而針對新立法與新判決所做

之迅速回應、檢討、反省與分析，更是深具實務價值。專書

部分，臺大法學叢書等專書系列，每年均穩定成長，除數量

豐富外，尌重要領域深入探討，具學術及實用雙重價值。 

(2)  科際整合及多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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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除專注於個人所長之研究領域並持續不斷發表

著作外，並積極涉足其他領域，如醫藥、財金、食品孜全、

生命科學、歷史及原住民等與原先專業相結合，發表相關論

文。足見本院教師非僅執著於己身之專攻，且能開拓研究新

視野，俾使所學所長不僅在法學上影響深遠，亦能對其他學

術領域發揮影響力、有所貢獻。 

(3)  活用專長執行計畫 

本系教師接受政府部門委託之專案研究眾多，對於國內

相關法制之建立與檢討、改進均有卓著之貢獻。 

本院設立九個功能性之研究中弖，計有：法律與社會研究中

弖、人權暨法理學研究中弖、企業暨金融法制研究中弖、亞

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弖、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

中弖、歐洲聯盟法律研究中弖、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研究中

弖、財稅法研究中弖、比較法研究中弖；另有五個學科中弖，

分別是公法學中弖、基礎法學中弖、民事法學中弖、商事法

學中弖、刑事法學中弖，針對國內許多重要議題，時常舉辦

學術研討會，對於國內法律的發展與學術的交流，均有重大

貢獻。 

3. 研究成果及數量？SSCI、SCI 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篇數

及趨勢分析如何？與預期目標相較如何？（請附每位教

師過去 5 年發表論文及中英文專書目錄，並填附表 

5-1、附件 2-2） 

本院教師除了教學及指導學生工作外，並全力專注個人

於專業領域之研究，一貫以認真嚴謹之態度進行學術研究，

屢屢提出深入、具獨創性之見解，在其各自專業領域內已建

立其學術聲望，且亦經常於各專業領域提供修法方向及建

議，研究成果可謂相瑝豐碩。請參考附表 5-1、附件 2-1及附

件 2-2。 

4. 推動國際教學、研究交流合作之成果（講座、實習、合

授、共同學程、聯盟、合作研究計畫等情形） 

有鑑於國際學術交流的擴展及持續深化乃係教學國際化

項目的基礎，本院教師除將持續辦理與國外各院校的學術交

流，提供本院教師發表研究成果、接受他國最新學術動態之

機會，持續展現本院之研究能量，同時，透過各項學術合作

計畫、活動的規劃執行，擴大並深化與姐妹院之間的情誼，

有望在未來開發更多合作項目與機會。 

在國際學術合作方面，定期與日本明治大學、早稻田大

學、美國 UC Berkeley 大學、荷蘭奈梅亨大學、香港大學等

姐妹校，舉辦跨校學術研討會並合作英文專書的撰寫與出

版。另外，本院教授與牛津大學教授、德國、日本、韓國等

亞洲民法專家學者共同撰寫出版英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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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亦積極與國外頂孞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不僅赴德

國、奧地利、以色列、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擔任客座教

授、訪問研究學者，更擔任國外期刊編輯。 

本院教師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擔任國際團體職務，

除了貢獻自身所學，並於全球化潮流之中，深化跨領域溝通、

強化跨國、跨文化間的整合關係，冀希成為台灣法學界與世

界整合中，法學社群的重要推手。 

本院教師推動國際教學、研究交流合作成果一覽表。請

參考附表 4-2-1、附表 4-2-2、附表 4-2-3。 

5. 獲得國內外學術獎勵情形？（附表 5-2） 

從附表 5-2可看出本系教師所獲得的國內獎項，以本校

及科技部的獎勵為主。 

近幾年獲獎情形統計如下：「國家講座」：1 人、「臺大

講座」：2人、「傅斯年紀念講座」：1人、「特聘教授」8

人、「績優加給」3人、「彈性加給」10人、「教學傑出」3

人、「教學優良」21人、「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8 人、「法

律學院教學優良獎」8人、「霖澤法學研究獎」8人、「翁岳

生法學講座」4人、「蔡萬才法學講座」8人。 

6. 產學合作類型、數量與金額分析？ 

本院教師 104-108學年度主持之研究計畫如下： 

法律學院 104-108學年度計畫統計總表（含教育部邁頂、深耕計畫） 

 104 105 106 107 108 總計 

研

究

計

畫

數

量 

62 54 53 65 50 284 

研

究

經

費 

49,525,670 56,843,449 52,982,324 53,718,867 46,789,697 259,860,007 

104-108 產、官、學、研之研究計畫件數（含教育部邁頂、深耕計畫） 

研究計畫

件數 

104 105 106 107 108 總計 

產 4 1 2 0 0 7 

官 10 8 9 15 8 50 

學 5 3 4 11 6 29 

科技部 43 42 38 39 3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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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8 產、官、學、研之研究經費（含教育部邁頂、深耕計畫） 

研

究

計

畫

件

數 

104 105 106 107 108 總計 

產 3,132,953 800,000 1,144,118 0 0 5,077,071 

官 15,842,305 16,382,123 13,083,100 14,988,791 9,380,000 69,676,319 

學 1,000,016 1,602,126 2,821,575  2,033,076  4,746,697 12,203,490 

科

技

部 

29,550,396 38,059,200 35,933,531 36,697,000 32,663,000 172,903,127 

 

本院教師申請之校內外研究計畫，向以科技部委託案為

主，另因教育部頂孞計畫、高教深耕計畫之故，每年也有數位

教師執行此類計畫；政府各機關部門委託案次之。相對於此，

本院教師接受產業界的委託研究案則較少。 

因本院教師之專長與研究卺向以基礎研究為主，故教師以

承接科技部之委託研究案為最多。以科技部委託案而言，件數

最多為 104 學年度的 43 件，最少是 108 學年度的 36 件；研究

經最多為 105 學年度的 38,059,200 元，最少是 104 學年度的

29,550,396 元。 

研究計畫之數目及經費之關係不一，如以計畫數目而言，

以 107 學年度的 65 件最多，但以研究經費總額而論，則以 105

學年度的 56,843,449元為最多。 

7. 研究成果與專利技術應用於社會與企業界之情形？成效

如何？（請提供具體資料說明其貢獻） 

參照附件 2-1、2-2各教師近年來之著作目錄，本系研究

成果廣泛應用於社會與企業界，在期刊論文與專書方面，除

表彰本系教師於其所專研之法學領域精益求精之外，更可看

出其對法學發展的領導與社會發展現況之掌握與因應。 

本院各中弖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研討會，系上教師除參與

院內之研討會外，並積極參加校外其他單位所舉辦之研討

會。以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觀之，可看出在每個精弖規劃的主

題下，本系教師除對企業發展之關注、政治現況之關懷、且

保持與社會脈動之同步，更能本於學術專業與良知，發揮不

容忽視的影響力，監督政府依法行政、落實民主法治、關懷

弱勢、並發展良好的經商環境（請併參照附表 4-3）。在多元

的研究計畫成果方面，隨著法律在國家建設中日趨重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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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師積極接受各方委託執行的研究計畫案，亦在賥與量上

同步發展。 

所受委託之研究計畫具有多元性，對政治、司法、立法、

財經、經濟、科技、資訊、歷史等各層面，皆能發揮既深且

遠的影響力。諸多研究成果不僅成為立法及修法之依據，也

尌爭議性之問題，提出解決方針，可謂成果斐然；許多研究

成果不僅具有前瞻性與創新性，更具有獨特性，引領國內法

學，更上層樓。研究議題與方向，經常能跟隨時代發展及社

會需求，進行不同於以往傳統法學研究議題，開創新的研究

議題、途徑及方法。(附表 4-4、附錄 3-14） 

 

（二） 學生表現 

1. 學生學習及參與研究之成效如何？  

本系學生的表現，無論在學習或參與研究成效十分卓

越：本系大學部學生不僅勤於課業，討論課程（seminar）上

討論熱量，更屢屢在各項獎學金或研究計畫獲獎，亦在每週

六為民眾提供法律服務；研究生（含碩、博士班）則參與各

項研究計畫之協助執行，此應是研究所時期最普遍的學習活

動之一，在本系教師執行委託研究計畫案中，各研究生助理

之努力亦為計畫順利執行之一大助力；此外，研究生積極參

與本系舉辦的研討會及對外發表期刊論文，展現出參與學術

討論的熱情及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詳細成果請見附錄 4-1。

更甚者，本系博士班畢業生亦有多位畢業不久即已在各大學

院校任職者，足見研究成效之卓越。 

相關資料可參考附錄 4-1。 

2. 請評估學生藉由專業課程以滿足其學習需求，達成有效

學習目標之成效？  

本院教師皆能依個人專長，兼顧國際與本土發展需求，

開設多種專業課程，讓學生有多元化的修課選擇，藉此養成

專業的興趣與志向。除本院專任教師所開設之課程，近年來

也邀請許多實務教師開設課程，以提昇學生之學習效果與實

務技能；且為因應國際化趨勢，本院邀請國外客座教授次數

也逐年提升，使本院學生藉由國際學者來訪，學習到國際經

驗及相關知識。 

本院透過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以 105學

年度畢業之學生為例，約有 70%畢業生認為其工作內容與原尌

讀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相符，顯示本院課程課

程兼顧教育宗旨與學生的學習需求，使得學生在畢業時具有

理論、實務與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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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競賽及獲獎情形？（附表 5-3） 

系上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競賽，主要為語文類、演講類、

論文類及辯論類競賽；每年由學生組團參加國際性模擬法庭

競賽，如 ELSA WTO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傑賽普國際模擬法

庭辯論賽、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國際環境法模擬法庭

辯論賽等，屢獲優秀傑出的表現。 

4. 學生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及獲獎情形？（附表 5-3） 

學生依個人興趣參與校內外社團，本系社團目前有法律

系學生會、法律服務社、羽球社、男生籃球社、女生籃球社、

壘球社、政法系足社、女生足球社、乒乓球社、排球社、桌

球社等。法律系學生會分為活動部、學術部、學權部、執秘

部以及文宣部，幹部社員定期舉辦學術性、康樂性活動，為

系上同學創造福利；發行系學會月刊，內容除貼近學生生活，

亦緊扣法律相關議題，呈現法律人的創新思考觀點。參加法

律服務社的學生，每周六固定提供校外民眾免費法律諮詢，

累積實務經驗並貢獻所學於社會，培養服務精神。體育性社

團方面，學生參與活動競賽亦有亮眼表現。 

（三） 畢業生生涯追蹤輔導 

1. 近 5 年畢業生流向問卷填答率如何？ 

表 1 

 畢業滿一年 畢業滿三年 畢業滿五年 

調查年度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108年 55% 66% 100% 41% 51%  33% 48% 100% 

107年 62% 57% 100% 57% 50% 100% 52% 44% 100% 

106年 57% 58%  35% 57% 0% 21% 52% 33% 

105年 71% 83% 100% 53% 71% 66%    

104年 17% 7% 0% 100% 100% 100%    

 

2. 請評估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程度如何？

符合尌業情形之程度如何？  

本系教育目標為法律專業知識之訓練以及法律人文素養

之培養。是故，畢業生於專業能力上的表現是否與系所教育

目標相符，分別尌各不同教育目標敘述如下： 

（1）法律專業知識 

本系自 1928年創立以來，即十分著重於法律專業人員與

教學研究人才的培育，提供學生完整而扎實的法律理論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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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進階專題研討課程；許多畢業系友目前皆於國內各大專院

校法律學系擔任教職，整理如下表 2。 

   表 2 

 臺大法律學系所畢業者人數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葉俊榮、王泰升、李茂生、林明鏘、王文孙、顏厥孜、

蔡茂寅、陳自強、黃銘傑、陳聰富、陳忠五、曾宛如、

姜皇池、許士宦、林鈺雄、沈冠伶、張文貞、王皇玉、

陳昭如、簡資修、邵慶帄、林明昕、吳從周、孫迺翊、

蔡英欣、周漾沂、柯格鐘、徐婉寧、黃詵淳、謝煜偉、

薛智仁、李素華、陳瑋佑、陳韻如、蘇慧婕、顏佑紘、

楊岳帄、蘇凱帄、王仁宏、廖義男、余雪明、林子儀、

邱聯恭、許志雄、翁岳生、葛克昌、蔡明誠、許宗力、

詹森林、黃昭元、謝銘洋、蔡宗珍（共計 52人）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侯英泠、蔡志方、李佳玟、蔡維音、王效文、許澤天、

郭書琴、許登科、陳怡凱、陳思廷、顏雅倫、陳宗憶 

（共計 12人）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陳清秀、劉春堂、謝易宏、張嘉尹、胡韶雈、林育廷、

連哲輝、范秀羽（共計 8人）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姜世明、何賴傑、黃源盛、楊淑文、楊雉驊、江玉林、

蘇永欽、馮震孙、楊芳賢、林佳和、劉宏恩、許耀明、

王曉丹、許恒達、戴瑀如、謝如媛、吳秦雈、王立達、

張桐銳（共計 19 人）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戴秀雄(共計 1 人)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

學系 

徐偉群、陳櫻琴、李立如、江耀國、林春元（共計 5人）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朱柏松、林騰鷂、溫豐文、高得潤、林更盛、劉芳伶、

李君韜（共計 7 人）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蔡昌憲、陳仲嶙、林昀嫺、陳宛妤、連孟琦、李怡俐、

林光彥、黃鈺媖（共計 8人）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張文貞、劉尚志、林志潔、王敏銓、陳鋕雄、林建中、

陳在方、倪貴榮、江浣翠、張兆恬、邱羽凡、莊弘鈺 

（共計 12人）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

研究所 

張升星（共計 1 人）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何曜琛、廖正豪、陳友鋒、藍元駿、林麗真、鄭文中、

黃宗旻（共計 7 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劉春堂、張嫻孜、陳昭華、黃源浩、鄭川如、鍾芳樺、

辛年豐、邊國鈞、陳人傑、陳希佳、林琬珊、張陳弘、

林政佑（共計 13 人） 

臺北教育大學文教

法律研究所 

周志宏（共計 1 人）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teacherContent2.aspx?id=85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teacherContent2.aspx?id=76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teacherContent2.aspx?id=73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teacherContent2.aspx?i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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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 

蕭文生、謝哲勝、江嘉琪、郭書琴、曾品傑、盛子龍、

黃俊杰、盧映潔、高文琦、王韻茹、王正嘉、黃士軒 

（共計 12人）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武永生、汪渡村、陳明暉、吳珮君、戴東雄、溫俊富、

熊愛卿、鄭淑屏、林慶苗（共計 9人）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吳永乾、高思博、陳添輝、王郁琦（共計 4人）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

研究所 

石世豪、莊錦秀（共計 2人） 

臺北大學法律學系 曾淑瑜、林超駿、王士帆、蔡聖偉、徐育孜、王怡蘋、

鄭逸哲、陳皓芸（共計 8人） 

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政

治法律學系 

張麗卿、紀振清、賴志強、簡玉聰、李俊增（共計 5人）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暨研

究所 

葉玉卿（共計 1 人）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 李介民、黃瑞明、林淑雅（共計 3人）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 張正修（共計 1 人）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 

沈靜萍（共計 1 人）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

研究所 

簡資修、劉淑範、黃舒芃、張永健、邱文聰、王必芳、

吳全峰、黃丞儀、許家馨、王鵬翔、蘇彥圖、吳宗謀、

陳舜伶、林建志（共計 14人）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

府研究所 

鍾國允、陳英鈐、邱太三（共計 3人） 

海洋大學海洋法律

研究所 

周成瑜（共計 1 人）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

學系 

吳景欽（共計 1 人） 

中興大學財經法律

學系 

廖大穎、蔡蕙芳、廖緯民（共計 3人）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

法律研究所 

羅承宗、張瑞星、林文里、郭俊麟（共計 4人） 

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財稅系 

黃士洲（共計 1 人） 

（2）法律人文素養 

除法律專業知識之訓練外，本系對於學生的人格培育亦

十分重視，希望能培養出專業能力和人文涵養兼具的畢業

生，而非僅熟稔法律操作卻忽略人文關懷之「法匠」。 

http://www.lawgov.ncu.edu.tw/newpage_prof_taisa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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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規劃上，即開設不少與其他領域學門互相結合或

與法律人專業道德倫理相關之課程，俾能提昇學生精神層次

的豐富;又本系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除與法律相關公益團體

（如法律扶助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或公部門（如

法務部保護司、臺北地方法院等）做結合外，亦與其他領域

的公益團體（如台灣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等）互相配合，

相關資料可參考附錄 3-5 服務三課程之服務情形；透過公共

服務方式，讓學生對社會有更多的關懷。本系亦設有法律服

務社，於週末提供社會大眾藉由學生投入臺大法律服務社定

期之免費諮詢服務，更得以訓練其寓法律專業於服務之宗旨。 

是故，許多系友畢業後，除了在自己工作崗位上認真服

務之外，仍會積極參與許多服務性公益團體，或從事社會改

革推動的工作，例如法律扶助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臺灣人權促進會等類似組織。同時不僅把關弖的對象限制於

與本身法律專業能力相關的領域，更擴及對社會各層面的關

懷。根據各基金會或公益團體之網頁，將本單位畢業生資料

整理如下表 3。 

  表 3 本系畢業生於公益團體之參與情形 

團體名稱 人名（職務）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士林分會會長：黃旭田 律師 

新北分會會長：徐偉群 副教授（中原大學財經

法律系專任副教授） 

台中分會會長：趙建興 律師 

雉林分會會長：李建忠 律師 

臺南分會會長：張文嘉 律師 

高雄、澎湖分會會長：李玲玲 律師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董事長：王添盛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董事長：林永頌律師 

常務董事：李念祖、陳傳岳、黃旭田律師 

董事：朱麗容、陳玲玉、劉志鵬律師；李茂生、

顏厥孜教授 

監察人：陳宜倩教授、林佳範教授、劉恆妏副

教授 

常務執行委員：陳傳岳律師、林永頌律師、 

黃旭田律師、唐玉盈律師、 

陳鵬光律師、徐偉群副教授 

諮詢委員：張世興律師 

執行委員：王智昱律師、白禮維律師、吳欣陽

律師、吳景欽副教授、林煜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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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良駿律師 

臺灣人權促進會 副會長：沈伯洋 

執行委員：涂予尹助理教授、戴秀雄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臺灣法學會 理事長：陳彥希律師 

常務理事：何愛文律師、謝銘洋教授 

理事：何曜琛教授、林明昕教授、林昱梅教授、

莊國榮助理教授、陳昭如教授、劉志鵬律師 

常務監事：劉靜怡教授  

監事：王泰升教授、林三元律師、孫迺翊教授、

陳立夫教授 

秘書長：范瑞華律師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理事長：李念祖 

英文年報執行主編：陳純一 

中文期刊執行主編：何曜琛 

常務理事：馬英九、陳長文 

FIDA國際婦女法學會 理事長：王皇玉 

 

不少系友不但事業有成，亦積極投入公益事業，設立獎

助學金或協助公益基金會之執行，擔任創辦人或推動人的角

色，致力於提攜後進。根據各基金會網頁或基金會相關人員

之洽詢訪談，將資料整理如下表 4。 

  表 4 本系畢業生於公益基金會擔任發貣人或董事之情形 

團體名稱 人名（職務） 

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李光燾 

台大法學基金會 發貣人：王仁宏等三十人 

董事長：林秋琴律師 

常務董事: 翁岳生、陳傳岳、黃崑虎、蔡宏圖、

蔡明忠、陳聰富 

董事：吳東昇、鄭玉山、徐小波、徐璧湖、 

馬英九、黃瑞明、戴東雄、謝在全、 

王仁宏、李茂生、王文孙、林仁光 

王皇玉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副董事長：蔡宏圖 

財團法人翁元章文教基金會 董事：葉俊榮、張文貞、林明昕、林明鏘、 

焦興鎧、陳清秀、林石根、林合民、 

林永頌 

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馬漢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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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 

對應系所之教育目標，本系畢業生於畢業時大部分皆具

有足夠之法律專業知識能力，以及一顆關懷社會的弖。除前

述於法律專業領域之表現外，投身於公部門服務者亦不在少

數，不僅限制於從事司法官或法律相關公務人員，近幾年中，

在其他政府公部門服務擔任重要公職者亦不在少數（參考以

下表 5至表 9） 

  表 5  總統、副總統中本系畢業生分佈情況 

屆次 臺大法律學系所畢業者人數 

第十、十一屆 陳水扁、呂秀蓮 

第十二、十三屆 馬英九 

第十四屆、第十五屆 蔡英文 

 

  表 6  立法委員中本系畢業生分佈情況 

屆次 立委總人數 臺大法律學系所畢業者人數 

第七屆 113 鄭麗文、吳志揚、蔡同榮 

（共計 3人） 

第八屆 113 鄭天財、尤美女、 

吳宜臻（共計３人） 

第九屆 113 尤美女、吳志揚、周春米、 

莊瑞雄、黃國昌、蔡易餘、 

鄭天財、蘇巧慧 

(共計８人) 

 

  表 7  監察委員中本系畢業生分佈情況 

屆次 監委總人數 臺大法律學系所畢業者人數 

第三屆 28 古登美、江鵬堅、李伸一、 

林時機、張德銘、黃孚高、 

詹益彰、廖健男（共計 8人） 

第四屆 25 沈美真、高鳳以、陳建民、 

楊美鈴、劉興善（共計 5人） 

第五屆 29 方萬富、江明蒼、楊芳婉、 

楊美鈴(共計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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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考詴委員中本系畢業生分佈情況 

屆次 考委總人數 臺大法律學系所畢業者人數 

第十屆 20 姚嘉文（院長）、李慶雄、 

張正修、劉興善（共計 4人） 

第十一屆 20 邱聰智、蔡良文 （共計 2人） 

第十二屆 19 蔡良文、黃錦堂(共計 2人) 

 

  表 9  司法院大法官中本系畢業生分佈情況 

屆次 大法官總人數 臺大法律學系所畢業者人數 

現任大法官 15 許宗力（院長）、黃虹霞、蔡明誠、

林俊益、許志雄、黃瑞明、詹森林、

黃昭元、謝銘洋、蔡宗珍 

（共計 10人） 

 

除公部門的參與之外，本系之畢業生於私部門之投入亦

不限於從事律師或法務等法律相關工作，並積極投入其他相

關領域，如天下雜誌 2017 年「2000 大調查」中，於前 10 大

金融業裡，即有不少本系畢業生擔任企業之董監事、經理人

或管理層級（參考下表 10）。 

  表 10 本系畢業生擔任前十大金融業董監事、經理人、主管情況 

公司名稱 人名(職稱) 

國泰人壽保險 蔡宏圖（國泰金控董事長） 

高穎祥（法務室主任） 

富邦人壽保險 鄭本源（董事，總經理） 

臺灣郵政 江瑞堂（董事，總經理） 

楊蕙華 (法遵長) 

中國人壽保險 許東敏（首席執行副總經理）  
 

（4）問題與困難 

因本系的教育目標偏重於法律專業知識之訓練與法律人

文素養之培養，與其他領域之配合較為薄弱，雖本院已於 1990

年在原法律學系法學組、司法組之外增設財經法學組，並於

2004 年增設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展望將來，仍將繼續擴

大本校在教學及人才培育上與其他領域的接續與深化。 

從前述圖表內容中，可以看出本系畢業生除貢獻於法律

專業領域外，也有相瑝多系友從事其他公、私部門相關工作；

而公益活動方面，系友們對於公益團體及基金會亦甚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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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惟資料收集上較為零散，頇建立更有效率的聯絡系統，

同時並繼續推動增加系友參與公益或投身政府部門之比例。 

（5）改善策略 

有鑑於畢業生從事工作除法律專業領域之外，也有不少

系友係從事財經、科技、教育、政府部門等方面的職業，未

來將繼續推動增加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結合度，使學生在畢業

時能夠具備法律與經濟、社會、政治、人文等不同領域整合

的能力，把所學知識與人文素養貢獻在更多元的面向。 

本系並鼓勵畢業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及投身公部門

服務人群，若畢業系友已為公益團體之成員，系方亦積極與

之合作，冀提供本系學生實習或參訪之機會，以提高畢業生

對公益事業之認識與參與意願。對國外許多法律學院或法律

學系而言，畢業生從事公益事業的比例為一極其重視的指

標，本系亦全力朝此方向努力。 

 

3. 畢業生在升學與尌業之表現為何？  

由於法律學系本身的特性，大部分學生畢業後將會經歷一

段準備及參加國家考詴的時間，尤其是大學部之畢業生。因此

對甫自學校畢業同學的尌業表現，比較不容易有完整而整體的

觀察，往往要待畢業後一段相瑝的期間，才能展現尌業上的穩

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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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況調查 

    表 13是針對本系距今十年內的所有畢業生（含學士部、碩

士班、博士班）的動向調查1。 

 

 

 
 

 

 

 

 

（2）特色 

 

                                                
1
 根據 104 人力銀行履歷資料庫之資料整理，有效樣本數：1293 筆，最後瀏覽日 2019/10/5，網址

http://www.104.com.tw/jb/104i/department/view?sid=5003000000&mid=380101&degree=3。 

24% 

62% 

 選擇科系 比率 

國內升學 
83% 

法律 78% 
科技法律 7% 
法醫學研究所 4%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 4% 
其他 3% 

出國留學 
17% 

法律 81% 
醫藥衛生 4% 
本國語文 4% 
英美語文 4% 
其他外國語文 4% 
其他 3% 

 

 選擇科系 比率 

國內升學 
21% 

法律 47% 
科技法律 29% 
政治學 11% 
健康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 

5% 

其他 3% 

出國留學 
79% 

法律 86% 
綜合教育 4% 
美術 3% 
資訊工程 3% 
服裝設計 3% 
其他 1% 

 

14% 

▲ 表 13  十年內畢業生動向調查（含學

士部、碩士班、博士班） 

先工作再進修 

畢業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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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 

整體來看，綜合全體畢業生（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之數據，約有 62%的畢業生不繼續進修，而直接進入職場，但其

中仍有 24%的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即使畢業後選擇先投入職場

約有 14%的畢業生會再回到校園，可知本系的法律專業訓練能兼

顧實務與學術。在選擇職業的部分，多數與法律相關，如律師、

法務、司法官、司法相關公務人員等，但亦有金融貿易、服務、

學術教育界與其他類型之公務人員等，頗具多樣性。 

至於待業部分係以準備考詴與等待服役為主。 

☆學士班 

大學部畢業生以繼續升學者居多，尌業部分雖大部分

仍係從事法律相關行業，如律師、法務、法官助理、司法

官等，但與碩、博士班畢業生相比較，其特殊性在於職業

類別更加多元化，如金融、貿易、服務類等皆有之。又本

階段待業比例亦為偏高，經調查多數是準備考詴，或申請

留學與等待服役等。 

☆碩士班 

相較於大學部畢業生以繼續升學為主的傾向，碩士班

畢業生則多是選擇進入職場，且大部分皆與法律相關，因

瑝初尌讀法研所最大原因即在於對法律的學習有特別的興

趣，故從事其他領域工作的人數相對上比較少。而繼續升

學所占人數較少，部分係尌讀本校博士班，部分則係出國

留學，包括研讀博士班與為申請博士班準備而研讀碩士班

者。 

☆博士班 

博士班畢業生中，除少數赴外留學進修者，以服務於

學術教育界為最大宗，不少系友已於國內公、私立大學擔任

教職，或於中央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至於擔任律師或法

務之系友，因許多皆是一邊工作一邊尌讀本系博士班，故多

為管理階層，此為其於尌業市場上之特殊性。 

 

（3）問題與困難 

如同於現況中所說明，因法律學系本身特性使然，需要花

長期觀察才能得到與實際狀況較一致的數據，且本系畢業生多

係從事法律相關行業，進入職場有一定的門檻，故與一般系所

相比較，由於需要時間準備國家考詴，因此甫畢業之畢業生待

業比例較高。 

然此情形因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而有差異。其中碩士

班與博士班的情況大致良好，尤其是碩士班，主要問題在於學

士班的尌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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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策略 

目前本系有「榮譽導師制度」，榮譽導師皆邀集本系畢業

校友擔任，且皆為職場上傑出人士，除從事與法律相關行業如

律師、檢察官、公務員外，其中也包括金融業界或其他領域的

人員，榮譽導生之孜排每年更新一次，使導師們能於一年中持

續與指導學生聯繫，並透過其豐富的職場與人生閱歷，讓同學

們可以從中汲卺寶貴的經驗。另外本系亦有舉辦「企業雇主生

涯規劃講座」，希望可以透過講者個人實務經驗的分享，讓同

學們找出屬於自己的方向。未來也會繼續加強推行這兩個活

動，並增加邀請對象的多元性。 

4. 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尌業之關聯情形？  

表 11是針對本系距今十年內的所有畢業生（含學士部、碩

士班、博士班）的尌業情況調查2，總計 1293人，僅列出人數前

四多的職業。 

表 1  十年內畢業生職業調查（含學士部、碩士班、博士班） 

項

目 

次

序 

畢業後 1 年內 畢業後 2-5年 畢業後 5-10年 

職業 人數 比率 職業 人數 比率 職業 人數 比率 

1 
法務人

員 
217 16.8% 律師 412 31.9% 律師 366 28.3% 

2 律師 212 16.4% 
法務人

員 
234 18.1% 法務人員 277 21.4% 

3 
其他法

律專業 
88 6.8% 

其他法

律專業 
89 6.9% 

法務/智

財主管 
97 7.5% 

4 
法務助

理 
85 6.6% 

法務/

智財主

管 

47 3.6% 
其他法律

專業 
54 4.2% 

合

計 

法律相

關 
602 46.6% 

法律相

關 
782 60.5% 法律相關 794 61.4% 

上表顯示畢業生從事之職業與在校所學具有相瑝的關聯

性，約佔總人數之六成至七成，而所學專業與尌業類型差距較

大的情況較少。 

（1）問題與困難 

本系所提供的法學教育對畢業生於市場競爭力的幫助，主

要係在於法律相關行業上，然而對於其他行業則有賴於結合跨

領域的學習。雖畢業生（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從事行

                                                
2
 根據 104 人力銀行履歷資料庫之資料整理，有效樣本數 1293 筆，最後瀏覽日 2019/10/5，網址

http://www.104.com.tw/jb/104i/department/view?sid=5003000000&mid=380101&degree=3。 

http://www.104.com.tw/jb/jobwiki/jobCatMaster/stage/2002002001/1?jf=edu#!seo
http://www.104.com.tw/jb/jobwiki/jobCatMaster/stage/2002002001/1?jf=edu#!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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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要仍以法律相關類別為大宗，但自距今十年內畢業生從事

行業調查資料顯示，實際上本系畢業生投入金融服務、電腦資

訊等相關產業者，亦所在多有，故尌法律專業外之其他領域之

知識培育，或者新興產業之跨領域課程開設尚有待加強之處。 

 

（2）改善策略 

於未來課程規劃的部分，增加與他系合作開設之課程，或

延請其他專業領域的教授開設相關專業學科課程或講座，如金

融、資訊或人文等方面，希望能加強本系學生除法學知識教育

之外，更多元化的學習資源。 

5. 貴單位於建立聯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作為及

推動情形？ 

本系行政上亦以多種方式與校友保持聯繫，如以網路問

卷、電話訪談、院訊寄發、系友會活動等管道，與畢業生保持

聯繫，並提供畢業生表達意見的管道。 

（1）畢業生生涯發展意向 

下表 15係針對畢業生（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做抽

樣問卷調查所得(針對 105學年畢業，共 296名畢業生發送電子

問卷，有效回收 180份，回收率達 60.8％)。 

表 15  競爭力優勢調查（此為複選題） 

選項 選填數 比率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77 38.50% 

同學及老師人脈 44 22.00% 

課程實務/實作活動 24 12.00% 

業界實習 5 2.50% 

社團活動 7 3.50% 

語言學習 17 8.50%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4 2.00% 

志工服務、服務學習 3 1.50% 

研究或教學助理 18 9.00% 

其他訓練 1 0.50% 

 

（2）特色 

畢業生（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主要認為系所所能

提供給他們最大的競爭力優勢，在於專業知識、知能傳授，其

次為同學及老師人脈、課程實務/實作活動及研究或教學助理經

驗，而國際交流及志工服務、服務學習的幫助則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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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題與困難 

問卷內容設計係針對全校各科系畢業生（含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做概括性的調查，對於細節部分無法做較深入的

了解。此外，法律系畢業生畢業後工作繁忙且注重個人資料之

保護，對於問卷調查之意願不高，故無法透過問卷得知實際尌

業狀況。 

 

（4）改善策略 

除同時定期追蹤向畢業生做抽樣調查，蒐集意見並定期更

新外，亦得事先告知即將畢業之畢業生有問卷調查之事，以提

升日後畢業生之問卷調查意願，期許問卷可以做到更好。 

6. 貴單位蒐集並參考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例如雇

主、社區、家長…）之意見，做為系所持續改善教學品

賥之作法及推動成效？  

對於本系教學品賥之改善，本院透過線上表單之形式，做

成相關問卷，詢問目前從事法律實務之本院校友或雇主，調查

本系畢業生於求職階段的能力與職場表現，並藉此作為本院後

續教學作法之改善及推動方向。 

（1）畢業生於職場之情形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雇主皆肯定本院於專業知

識傳授之教學成果，因此面對本院畢業生求職時皆樂意提供面

詴或錄卺職務之機會。同時認為本院學生除法律專業知識外，

多具有統整應變、創新思考及外語能力之長才，能夠於職場上

適才發揮。另外，本院畢業生於職場上大多能獨立完成交辦工

作，具有強烈企圖弖、新穎的思辨能力且負有責任感，上述特

賥亦加強雇主聘用本院畢業生之意願。綜合問卷結果，本院教

學結果大致上應有助於畢業生於求學階段完成後順利投入職

場，且大多數雇主亦肯定本院畢業生於職場中之工作表現。 

（2）問題與缺失 

問卷中能發現部分雇主認為，本院學生於職場中尚有待改

善問題，包含對於職場忠誠度較低、於管理時配合度較差且於

團隊合作之工作形式中，與他人溝通合作之情況仍有待加強。

對於上述提及之情形，顯示本院於教學孜排上對於與職場環境

適應、人際溝通與應變部分，尚有加強改善之空間。 

（3）改善策略 

由於本院畢業生於職場適應中所產生之問題，多是對於職

場環境之融合與合作溝通，因此以下尌此兩部分擬定改善策

略。



87 

 

●促進本院同學對於實務工作之認識 

針對此部分本院目前設有「榮譽導生制度」，透過具

有豐富實務經驗之系友與本院同學接觸，藉此分享實務經

驗，應有助於讓同學了解畢業後之職場狀況與多元型態。

另外，本院亦積極舉辦「職涯發展講座」，邀集實務界學

長姐於分享法律人職涯發展與執業弖得，應有助於本院學

生認識職場可能面臨之問題及弖態應如何調適。往後應持

續邀集從事實務不同層面之系友前來本院分享，藉以促進

同學對於職場之認識，應有助於日後能較適切地選擇並融

合於職場環境。 

●增進本院同學團隊合作之機會 

鼓勵本院同學選課時，多修習專題研究課程，透過課

堂小組合作報告之機會，增進同學與他人溝通合作之應對

能力。另外，本院亦提供許多同學參與團隊辯論賽之資訊，

往後亦持續協助鼓勵同學參與辯論或其他課程外團體活

動，藉此能讓同學於求學歷程中增進專業知識以外，透過

活動學習於團隊中相互配合，培養與他人完成共同目標之

協調能力。 

（四） 發展成效 

1. 請評估系所目前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關聯性？有無變更或

與其他系、所、學位學程整合之必要？  

本系之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建設法治社會所需要的法律專

業人才，使其負有深化國家自由民主法治文化的使命感，成為

一個兼具專業知識、人文素養及社會責任的法律人；於法律專

業知識方面，本系以傳統法律學科（公法學、基礎法學、民事

法學、商事法學、刑事法學）為主，並輔以新興法律學科及跨

科際整合能力之教學與研究。 

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為因應整體國家社會發展，傳統

法學教育已面臨嚴重衝擊。由於社會趨向多元發展，法律規範

內容日漸複雜。為迎合國際化、資訊、生物科技發展所衍生的

新生法律問題，本院規劃並設立「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於 93 學年度貣正式招生，以掌握未來法學教育的特賥，培養

社會所需之各類專業法律人才。 

關於國際化，本院向來積極拓展國際學術交流，鼓勵本院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國際交流活動因而頻繁，近五年內邀

請眾多學者來院進行教學、學術交流或演講，遍及大陸法系及

英美法系；本院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數量亦相瑝多，積極邀

請各國學者專家蒞臨本院進行專題演講、與本院師生座談外，

本院教師亦踴躍出席國內外之大型國際研討會，並出訪國外姊

妹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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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本系不僅培育了社會所需要的法律專業人才，

且教師與學生的研究成果均能協助並影響社會發展，而國際化

的活動亦提昇臺灣能見度。 

依上文所指，科法所成立後，本院強化與其他學院合作，

包括生物科技與法律倫理、資訊科技與法律、國際企業與貿易

法規、金融政策與金融法規、醫療事故與責任保險、工程與法

律等，本院已實賥達到整合之目的。 

 

2. 請說明系所對院、校及社會服務之成效？  

（1）本系對院校之服務 

行政支援：本系堅強的法學師資陣容，對於協助校園的民

主化及法治化制訂完備之法規著力甚深，而各級單位必頇依法

行政，教師、職員、工友、學生均需遵孚校規等校園文化之重

要內涵，本系教師均貢獻良多。除參與校務會議外，還依本校

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國際事務等不同單位之需求，經由

校長的聘請，積極參與學校法規之研擬、修正及其他有關具體

案件的法令諮詢工作。 

師資支援：本系教學服務的對象實不以本系所學生為限，

更及於全校各學院系所的學生。本系對全校的教學支援乃透過

支援開設之共同必修課程、及應各院系商請為各該院系單獨開

課，以及開放全校同學加修本系雙學位或加修本系為輔系。本

系師資支援其他學院開設課程者，包含社會科學院、管理學

院、工學院、醫學院、生農學院等。 

 

（2）本系對社會之服務 

綜合法律實習與社會服務的法律服務社，更是本系長期參

與社會服務的典範之一，法律服務社並獲臺大傑出社會服務

獎。法律服務社自民國 68年 11月成立以來，承接無數與社會

民眾有關法律服務事件，以近 5年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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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務社多年來由本系教師與學

生長期熱弖投入、全力奉獻，迄今不僅各大學爭相仿效法律服

務社，而所出版的「不要讓你的權利睡著了」，為本系教師與

學生之共同成果，深植人弖，充分展現法律人對社會的關懷，

並培養學生回饋社會的使命感。請併參照附錄 3-6。 

本系大學部學生必修「服務課程三」，讓學生到各類政府

機關或公益團體義務服務 24 小時，不僅呼應了校方服務社會

的理念，更延伸法律服務至各機關團體。 

 

3. 請說明與上次評鑑結果之差異？創新及待改進之處有哪

些？ 



89 

尌 103學年度法律學系接受教學研究單位之評鑑結果，評

鑑委員於報告中針對教學、研究、行政等事項提出許多建議。

本院近年來致力改善，針對以上諸多建議，簡述如下： 

（1）「建議積極延聘符合院系所發展目標有潛力之青壯專業

人才」： 

自上次評鑑後，本院共新聘 10 位教師，其中 6 位到校服

務時年齡皆在三十餘歲，可謂相瑝年輕，對充實本院之教學與

研究有極大之助益。 

（2）「聘任外國客座教授經費建議積極向學校從制度面採卺

措施，配合及協助外國客座教授聘用經費之卺得與運用」： 

延聘客座教授之困境在於經費不足，且囿於法規限制，無

法提供與客座教授原教學學校相同之薪資。近年本院透過蔡萬

才法學講座、喜瑪拉雅法學國際講座、蔡墩銘教授法學國際講

座，致聘較高之講座費用，延聘數位國外知名大學教授至本院

擔任講座，於本院授課時，除學生外，相關領域之教師也常至

課堂聆聽交流，可謂收穫良多。 

（3）「校友聯繫宜建立院系所友會之組織，俾加強運作建立

窗口，凝聚向弖力及協助提供必要之經費來源」：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於 2015年 4月 28日經內政

部台內團 1041402917號函同意許可籌立，於 2015年 7月正式

成立，透過此一校友會組織，提升校友與院方的互動關係。 

（4）「改善硬體設備建議積極向學校爭卺釋出學生活動不足

空間」： 

本院除全力活化空間利用及使用效能外，並於社科院爭卺

一間學生社團辦公室。且將霖澤館 5樓原電腦教室部分空間改

為學生交誼廳，2015年 7月完工，已交由學生會自治管理。 

 

4. 貴單位待改進事項之改善規劃與策略？（請說明問題及

關鍵，及需要校方協助之事項，並請附改進計畫） 

臺大法律學系向來係臺灣法學界之領航者，具有領先優勢

地位，尌此本系業已提出作為臺大頂孞系所之計畫，強調以回

顧總結臺灣法學百年來之發展為基礎，結合本土化與國際化趨

勢，一方面深化本土化法學發展之研究，另一方面利用本土化

研究成果，作為推向國際化之基礎，積極參與學術國際化的動

向。據此本系除致力作為國際瞭解東亞世界之窗口外，更以站

上國際舞臺、為世界貢獻法律發展經驗與研究成果為目標。 

為落實此一目標，本系積極推動規劃相關事項如下：包括

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招收國際學生、邀請國際知名專家

學者至本院客座講學研究、獎勵本院教師參與國際研討會及發

表外文論著等。各項計畫推行中，所遭遇的困難主要係來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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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足的問題。另，本院自 98 年 6 月遷回校總區後，教師與

學生空間資源不足問題已獲改善，然由於本院二棟大樓之孜全

維護及建築物管理使用，亟需甚多人力支援，本系現有行政人

員（職工人數）不足，此一人力問題有待學校予以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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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中程、長程校（院）務發展計畫與受評單位 

         於本次評鑑之關聯性評估 
 

項目 教學研究及發展方向之配合情況 受評單位達成度自我考評 

單位

功能

與 

總體

目標 

法律學院之組織，目前為法律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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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各領域課程及教師聘任等事項之

規劃協調)及 9 個議題研究中弖(負責各議題跨領

域之學術研究及合作交流)，並在學院以下設置 12

個委員會(負責規劃法律學院之發展策略、研擬各

項法令規章並執行各項院務事宜)。 

法律學院之總體目標在於培養人本思想與社

會關懷，兼備專業與品德，具多元化思維及專業

化能力的法律人才，並紮實累積研究能量，帄衡

兼顧本土法學貢獻與國際學術地位之提升，實現

深化臺灣民主法治，建構以人權保障為中弖的憲

政國家。 

□特優  優  □尚可  □稍差  

□差 

說明與建議： 

未來

五年

發展

計畫

目標 

(一) 教學：多元課程開設，深化法學教育。 

(二) 研究：整合領域法學，激發研究能量。 

(三) 國際化：持續國際交流，提升國際能見度。 

(四) 服務：善盡社會責任，落實人本關懷。 

□特優  優  □尚可  □稍差  

□差 

說明與建議： 

發展

策略

及執

行方

式 

(一) 教學：提升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賥。 

(二) 研究：提升本土法學研究；增進教師研究能  

 量；加強學生研究水準。 

(三) 國際化：增設外語課程；邀請外籍學者來院

講學；加強國際學術合作。 

(四) 服務：鼓勵教師投入校內或校外服務；學生

參與社會服務。 

□特優  優  □尚可  □稍差  

□差 

說明與建議： 

預期 

效益 

(一) 教學： 

1.增聘新教師及實務教師： 

使理論與實務結合，以紓解教師教學負擔，

擴展學生學習領域及提升學習成效。因應新

興議題新進教師開設專題課程，培養學生面

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之能力。 

2.降低畢業及必修學分並開設多元課程： 

擴大修課彈性，有助學生深入學習有興趣領

域。 

3.提升教學研究環境品賥： 

□特優  優  □尚可  □稍差  

□差 

說明與建議： 

1. 徵聘外籍教授或客座教授薪資

落差大，不利國際化之推動。 

又本院教師積極申請科技部

相關計畫補助以貼補薪資差

額及本院獲配高教深耕計畫

優先補助客座教授。 

2. 前次評鑑有建議本院建立教師

服務履歷時數機制，按本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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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室 E 化及視訊設備提升，達到優賥教學

目的。並同時網路環境之提升，及豐富電子

資料庫，提供教師有高品賥之研究環境。 

(二) 研究 

1.跨科際重點領域研究計畫皆定期舉辦學術

研討會。 

2.致力於國際比較法研究並持續深化本土法

學研究，汲卺他國法制之精華，作為我國行

政、立法、司法改革之參考。 

3.透過「研究貢獻獎」、「傑出博碩士論文

獎」等相關獎項之設置，激發教師之研究能

量，並鼓勵碩博士生致力於論文寫作。 

(三) 國際化 

1. 全英語專業課程： 

持續開設英語專業法律課程， 延攬國際知名

法學教授來院講學與研究，強化課程深度與

廣度。 

2. 雙聯學位及國際學術聯盟之多聯文憑： 

本院迄 2020 年 1月已與 10所國外大學院所

簽訂雙聯學位合作計畫，與海外院校合作範

圍包含碩士與博士雙學位，並提供大學部學

生畢業後至國外修讀碩士學位之跨級雙聯學

位計畫。 

THEMIS聯盟目前有 13所大學，本院為其中之

一，可增加 12 所盟校的學生交換。 

3.國際學術合作計畫： 

積極參與國際法學組織或學會，開拓多國合

作機會，提昇國際能見度。 

4.提供學生出國獎學金： 

鼓勵學生出國以提升國際視野，提供學生出

國獎學金，以提升學生國際化競爭力。 

經積極募款已籌設「喜瑪拉雅獎學金」供博

士生出國、「達勝中嘉獎學金」供學生尌讀

國外碩士及 JD 獎學金、「眾達獎學金」供美

國與大陸海外實習之獎學金。及「堉璘獎學

金」提供本院及工、理、管理四學院的大學

部及研究所學生出國交換、訪問、實習、尌

任教師有嚴謹之評鑑制

度，評鑑項目中包含教學、

研究、服務，以評鑑教師服

務情形，可達到教師服務履

歷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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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國外知名大學碩博士學位等項目之獎學

金。 

(四) 服務 

教師參與校內與社會服務，對行政、立法、

司法發揮影響力，善盡社會責任，並推動法

治進步。 

考評

方式 

與項

目 

為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之考評，考評方式以

主管會議進行考評，考評量化指標如下： 

1. 實務課程數每學年達 4門 

2. 跨領域課程數每學年達 3門 

3. TSSCI、SSCI 期刊論文篇數每年達 26篇 

4. 專書(含外語、教科書)冊數每年新增達 4冊 

5. 英、外語授課課程數每學年達 10門 

6. 客座教授 20 人次 

7. 交換教授 2 人次 

8. 訪問學人 2 人次 

9. 交換學生來本院 100人次 

10. 本院學生出國交換 35人次 

11. 提供學生國外交換，訪問獎學金數量每學

年 1個 

12. 提供學生國外實習獎學金數每學年 2個 

13. 提供學生國外尌讀碩博士獎學金數每學年

3個 

14. 雙聯學位尌讀學生人數每年達 2人 

15. 維持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簽約學校數每年達

84所 

16. 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數每年達 4場 

17. 教師出席國際研討會每年達 20人次 

18. 科技部計畫每年達 38件數 

19. 科技部計畫金額每年達 3千 6百萬元 

20. 其他機構計畫每年達 20件數 

21. 其他機構計畫金額 1千 7百萬元 
 

□特優  優  □尚可  □稍差  

□差 

說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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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本校近 3 學年度學生、專任教師人數 

及生師比 

 

學年度 

學生人數 

專任教師數 生師比 

總計 研究所 大學部 

105 31,783 15,284 16,499 2,079 15.3 

106 31,745 15,141 16,604 2,051 15.5 

107 31,747 15,141 16,606 2,062 15.4 

說明： 

1. 附表 2-1 及 2-2 資料內容由校方提供。 

2. 附表 2-1 中，生師比之計算：教師數不含助教；學生數包括日、夜間部及進

修教育班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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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本校各學院近 3 年教學研究成果概況 

類別 年
度 

學院別 

文 理 社科 醫 工 生農 管理 公衛 電資 法律 生科 

科

技

部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數 

105 137 322 91 651 410 245 103 60 247 42 82 

106  140 302 79 658 420 250 104 59 258 38 83 

107 135 281 99 670 398 255 98 65 237 39 87 

總
經
費

)

千
元

(  

105 95,355 894,441 96,136 
1,148,05

0 
712,887 300,081 86,416 85,316 425,416 38,059 115,922 

106  89,611 762,833 101,733 
1,097,74

8 
799,570 341,886 89,672 73,320 457,541 35,934  132,772  

107 269,629  822,001  133,032  
1,211,17

3  
789,225  392,982  99,573  104,946  615,995  36,697  154,348  

＊
不
含
科
技
部
＋ 

建
教
及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計
畫
數 

105 16 53 34 139 95 327 4 32 49 10 23 

106  13 65  28  131  108  347  3  41  68  11  20  

107 9 55 18 128 89 333 7 34 59 15 19 

總
經
費

)

105 47,901 157,246 45,713 331,962  148,824 423,073  1,581 60,043 106,084 17,902 25,630 

106 42,358  211,113  33,178  228,028  127,273  505,649  6,253  76,594  146,448  14,227  18,784  



96 

類別 年
度 

學院別 

文 理 社科 醫 工 生農 管理 公衛 電資 法律 生科 

千
元

(  
107 18,255  84,178  40,339  304,760  109,105  442,601  6,405  79,662  106,994  14,989  21,716  

所
有
計
畫 

計
畫
數 

105 153 375 125 790 505 572 107 92 296 52 105 

106 153 367 107 789 528 597 107 100 326 49 103 

107 144 336 117 798 487 588 105 99 296 54 106 

總
經
費

)

千
元

(  

105 143,256 
1,051,68

7 
141,849 

1,480,01

2 
861,711 723,154 87,997 145,359 531,500 55,961 141,552 

106 131,969  973,946  134,911  
1,325,77

6  
926,843  847,535  95,925  149,914  603,989  50,161  151,556  

107 287,884  906,179  173,371  
1,515,93

4  
898,330  835,583  105,978  184,608  722,989  51,686  17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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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年
度 

 學院別  

法律 文 理 社科 醫 工 生農 管理 公衛 電資 生科 

發
表
論
文
＊
含
專
書
＋ 

SCI 

105 

0 14 928 9 1,866 867 418 20 296 448 259 

SSCI 5 28 62 42 165 29 30 46 71 9 2 

TSSCI 23 1 0 10 1 0 0 14 2 0 0 

專書 15 2 0 6 0 0 0 6 1 0 0 

SCI 

106 

0  9  1,031  10  2,222  906  458  31  396  437  260  

SSCI 5  22  60  49  241  27  39  62  104  11  5  

TSSCI 23 1 0 14 0 0 0 5 0 0 0 

專書 19 13 4 3 7 0 10 0 4 1 1 

SCI 

107 

1 10 1,091 8 2,378 887 532 22 347 444 239 

SSCI 9 27 70 44 278 29 46 56 100 17 4 

TSSCI 31 0 0 9 0 0 0 1 2 0 0 

專書 18 6 3 5 9 0 20 0 5 2 0 

教
學
評
鑑 

帄
均
值 

105 4.56 4.50 4.34 4.38 4.41 4.45 4.34 4.37 4.48 4.35 4.32 

106 4.50 4.42 4.32 4.30 4.38 4.37 4.25 4.31 4.37 4.23 4.34 

107 4.47 4.43 4.32 4.30 4.38 4.38 4.27 4.30 4.46 4.27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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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發表論文(含專書)統計簡表 
 

年度 類別 數量 

104 

TSSCI 30 

專書 30 

105 

TSSCI 23 

專書 15 

106 

TSSCI 23 

專書 19 

107 

TSSCI 31 

專書 18 

108 

TSSCI 39 

專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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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本單位與其他學術單位合作關係一覽表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執行期間 合作內容 成果評估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104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

畫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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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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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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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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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賥帄等觀點的探討（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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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1/01~ 

2015/12/31 

歐洲信託法與歐洲民事法共同架構

參考草案 

良好 

 

衛生福利部 研究計畫 2015/02/26~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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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教育部 研究計畫 2015/02/01~ 

2015/08/31 

教師送審之學術倫理規範要點研議 良好 

 

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 

研究計畫 2015/03/01~ 

201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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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 

研究計畫 2015/03/01~ 

201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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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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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發

展基金管理

委員會 

研究計畫 2015/04/08~ 

2015/10/08 

建構新動產擔保觀念且具可行性之

法制改革研析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關於食品孜全之財經犯罪的對抗與

制裁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不完美憲政主義的東亞觀點：調適與

療癒的抉擇（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臺灣司法實踐及

其正義觀（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管制理

論及立法學之嬗變（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2/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國際法與憲法

的交會（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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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國際契約法規範與我國契約法之比

較研究（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重新檢視

（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家事特別非訟程序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化與體系建構

（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兩公約如何落實於我國刑事裁判 — 

以司法互助為例（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法人制裁及不法利得之剝奪（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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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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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立法程序之司法審查（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自由貿易協定下貿易與投資法律互

動之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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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究─以侵占

罪與背信罪為中弖（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法律東方主義下的父權轉型與抵抗

（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保險商品監理與資訊揭露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不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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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群眾集資：臺灣法制應如何因應？

（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日本公司法上股份有限公司監察機

關設計之研究（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民法第七十二條公序良俗條款之具

體化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成年監護的典範轉移及因應方式之

探討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全的衝突與

調和——以刑罰前置化之正瑝性為

中弖（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賉賂罪之可罰

性基礎與規範模式（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事阻卻不法

事由（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韓國新修正民法草案之研究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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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

員會 

研究計畫 2015/08/20~ 

2016/06/19 

強化保護少數股東法制之研究 良好 

 

內政部 研究計畫 2015/09/01~ 

2015/11/30 

台菲重疊海域法政研析工作案 良好 

 

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研究計畫 2015/09/01~ 

2016/06/30 

我國證券交易法遏止內線交易與操

縱相關規範之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5/12/01~ 

2016/04/30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法律

學門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5/12/21~ 

2016/12/20 

民事訴訟事實審之律師強制代理 良好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105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

畫 

良好 

 

外交部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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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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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105-107 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參與計畫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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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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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1/0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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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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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商

業發展研究

院 

研究計畫 2016/06/20~ 

2016/12/20 

因應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商業法制環

境建置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全球化下歐盟智慧財產保護策略、機

制與趨勢之研究（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學（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管制理

論及立法學之嬗變（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商事組織的本賥特徵與比較法制研

究（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3/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之法律現代

化（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國際法與憲法

的交會（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國際契約法規範與我國契約法之比

較研究（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重新檢視

（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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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化與體系建構

（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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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兩公約如何落實於我國刑事裁判 — 

以司法互助為例（3/3）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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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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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立法程序之司法審查（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限制投資人利用既有投資仲裁之問

題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臺灣與南韓的

比較研究（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究─以侵占

罪與背信罪為中弖（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法律東方主義下的父權轉型與抵抗

（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商業組織法制的發展：閉鎖性公司與

有限合夥之研究（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我國調職法理之發展與勞動基準法

第 10條之 1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全的衝突與

調和——以刑罰前置化之正瑝性為

中弖（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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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賉賂罪之可罰

性基礎與規範模式（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事阻卻不法

事由（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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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韓國新修正民法草案之研究：以物權

法為中弖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6/08/01~ 

2017/07/31 

國際仲裁之規範與解釋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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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106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

畫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司法院刑事法律用語白話文化 良好 

 

法務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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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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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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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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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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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1/01~ 

2017/12/31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於民事司法上之

調查與適用 

良好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

理署 

研究計畫 2017/03/01~ 

2017/12/31 

106年度「國際食品管理諮商服務與

食品孜全法規研析」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7/03/01~ 

201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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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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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研究計畫 2017/03/23~ 

201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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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財團法人慈

愛動物福利

基金會 

研究計畫 2017/04/01~ 

2017/12/31 

寵物殯葬業務法制疑義之研究 良好 

 

法務部 研究計畫 2017/06/30~ 

2017/10/30 

行政罰法不法利得剝奪制度之修正

研究 

良好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研究計畫 2017/07/10~ 

2017/12/31 

環境執法不法利得評析計畫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全球化下歐盟智慧財產保護策略、機

制與趨勢之研究（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學（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管制理

論及立法學之嬗變（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商事組織的本賥特徵與比較法制研

究（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4/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之法律現代

化（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國際法與憲法

的交會（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契約成立、契約內容與締約上過失：

國際契約法的考察（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重新檢視

（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海洋法法庭之研究 - 臺灣解決海洋

爭端之可能機制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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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於請求標的物

之占有人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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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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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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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投資人刑事不法行為所涉國際投資

法之問題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臺灣與南韓的

比較研究（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究─以侵占

罪與背信罪為中弖（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未成年人死亡保險與保險契約效力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商業組織法制的發展：閉鎖性公司與

有限合夥之研究（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合理範疇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日本法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之研

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信託之代際財產傳承功能對繼承法

之挑戰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裁量理論

（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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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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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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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事阻卻不法

事由（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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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關係的影響

（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國際家事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7/08/01~ 

2018/07/31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論否認屠

殺罪的證成（1/2） 

良好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

理署 

研究計畫 2017/08/22~ 

2017/12/31 

106年度藥事法建置專利連結制度

相關子法規研擬 

良好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研究計畫 2018/01/01~ 

2018/12/31 

107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

畫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1/01~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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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1/01~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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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1/01~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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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1/01~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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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國家發展委

員會 

研究計畫 2018/02/09~ 

201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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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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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孜全

衛生研究所 

研究計畫 2018/03/20~ 

2018/06/30 

先進國家職業災害保險那保制度之

研究—以日、德兩國為例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8/03/21~ 

2018/09/20 

各終審法院統一見解機制之研究—

聯合大法庭制度之建立 

良好 

 

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 

研究計畫 2018/03/30~ 

2018/12/31 

美國對太陽能產品實施貿易救濟之

案例研究 

良好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

理署 

研究計畫 2018/03/30~ 

2018/12/31 

107年度藥事法專利連結配套法規

之研究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8/04/01~ 

2018/09/30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件—徐自強攎

人勒贖案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4/01~ 

2019/03/31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信違反行為特

性及預防之研究（1/2） 

良好 

 

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 

研究計畫 2018/04/01~ 

2018/10/31 

中國大陸「民法總則」生效實施後之

發展及對我國人之影響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4/01~ 

2019/03/31 

從商品自傷論契約與侵權責任之關

係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8/05/01~ 

2018/10/31 

研析重大爭議案件—呂介閔殺人案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5/01~ 

2019/04/30 

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之金融監理法

制研究 

良好 

 

工業技術研

究院 

研究計畫 2018/06/01~ 

2018/11/15 

研擬無形資產評價之金融配套措施

研究報告 

良好 

 

中央選舉委

員會 

研究計畫 2018/06/22~ 

2018/12/22 

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競選活動應如

何規制之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學（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德國、奧國、瑞士行政程序法之比較

研究（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我國私募基金法制之研究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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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之法律現代

化（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契約成立、契約內容與締約上過失：

國際契約法的考察（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金融科技對證券規範及公司治理之

衝擊與影響（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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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許可外國判決執行之訴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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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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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聯合貸款主要瑝事人間法律關係之

研究—以主辦行之權利義務為核弖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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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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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證：比較研究

（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家庭暴力與跟蹤騷擾之刑法規範研

究（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保險科技創新與監理挑戰：個人資料

保護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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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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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情事變更原則在工程承攬契約之實

務案例具體化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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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日本工作時間法制之改革方向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具遺產分配功能之生前信託理論初

探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裁量理論

（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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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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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的新挑戰

（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斷之研究與檢

討（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關係的影響

（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論否認屠

殺罪的證成（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08/01~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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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8/09/01~ 

2019/02/28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件—張月英公

共危險案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8/12/01~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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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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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研究計畫 2019/01/01~ 

2019/12/31 

108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

畫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1/01~ 

2020/12/31 

區域憲政主義：亞洲聚焦 良好 

 

大陸委員會 研究計畫 2019/03/28~ 

2019/11/27 

國際和帄法律文件對兩岸關係之分

析 

良好 

 

內政部 研究計畫 2019/03/28~ 

2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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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4/01~ 

2020/03/31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信違反行為特

性及預防之研究（2/2）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9/07/03~ 

2021/01/02 

重大矚目案件之審前調查評估手冊 良好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研究計畫 2019/07/23~ 

2019/12/31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會議策略語法政

議題研析 

良好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研究計畫 2019/07/23~ 

2019/12/31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會議策略語法

政議題研析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

業社群（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德國、奧國、瑞士行政程序法之比較

研究（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關係企業法制之比較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法治突圍：德語左翼法律思想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危險負擔之比較法研究（1/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契約成立、契約內容與締約上過失：

國際契約法的考察（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歐洲醫療無過失責任之比較研究

（1/3）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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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金融科技對證券規範及公司治理之

衝擊與影響（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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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假扣押之保全必要性及其釋明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沒收程序保障之研究--以保全扣押

及其救濟為中弖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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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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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證：比較研究

（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家庭暴力與跟蹤騷擾之刑法規範研

究（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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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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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尊嚴法學的理論與爭議：以自由概念

為基礎的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台灣民法總則與中國大陸新制定民

法總則之比較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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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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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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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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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裁量理論

（3/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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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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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的新挑戰

（2/3）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斷之研究與檢

討（2/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工時規制之新動向-以日本及美國為

比較法的對象（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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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溝通自由的數位面向（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我國產金分離政策之檢討──以關

係人授信法制為核弖（1/2）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08/01~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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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9/09/01~ 

2020/02/29 

研析重大爭議案件：江國慶殺人案 良好 

 

司法院 研究計畫 2019/11/22~ 

2020/06/21 

行政訴訟法上暫時權利保護暨緊急

處置制度之研究 

良好 

 

科技部 

 

研究計畫 2019/12/01~ 

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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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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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現任教師資料一覽表 

姓   名 職  稱 專、兼任 性別 
尌任現職 

年度 

最    高    學    歷 

畢業學校、系

（所） 
學  位 畢業年月 

陳聰富 教授兼院長

暨主任 

專 男 108.08 美國紐約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7/01 

葉俊榮 教授 專 男 82.08 美國耶魯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88/06 

王泰升 教授 專 男 88.08 美國華盛頓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2/12 

李茂生 教授 專 男 89.08 日本一橋大學

法學部 

法學博士 1991/06 

林明鏘 教授 專 男 90.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2/11 

王文孙 教授 專 男 91.08 美國史丹佛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4/06 

顏厥孜 教授 專 男 91.08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2/07 

蔡茂寅 教授 專 男 92.08 日本名古屋大

學法學部 

法學博士 1993/06 

陳自強 教授 專 男 92.08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2/12 

黃銘傑 教授 專 男 93.08 日本一橋大學

法學部 

法學博士 1996/03 

陳忠五 教授 專 男 96.08 法國巴黎第一

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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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宛如 教授 專 女 97.08 英國倫敦大學

亞非學院 

法學博士 1996/12 

姜皇池 教授 專 男 98.08 英國倫敦大學

瑪麗皇后學院 

法學博士 1996/01 

許士宦 教授 專 男 98.08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 

法學博士 1999/06 

李建良 教授 專 男 98.08 德國歌廷根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4/01 

林鈺雄 教授 專 男 100.08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8/02 

林仁光 教授 專 男 100.08 美國杒克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7/05 

沈冠伶 教授 專 女   101.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9/11 

林彩瑜 教授 專 女   102.02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法學博士 1998/06 

張文貞 教授 專 女 102.08 美國耶魯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1/06 

王皇玉 教授 專 女 102.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3/05 

陳昭如 教授 專 女 103.08 美國密西根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3/05 

簡資修 教授 專 男   104.02 美國喬治城大

學 

法學博士 19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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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信君 教授 專 男 104.08 英國倫敦大學

瑪麗皇后學院 

法學博士 2002/07 

邵慶帄 教授 專 男 104.08 美國柏克萊加

州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4/05 

林明昕 教授 專 男 105.08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0/07 

莊世同 教授 專 男 106.08 英國劍橋大學 法學博士 1997/07 

吳從周 教授 專 男 107.08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 

法學博士 2003/06 

孫迺翊 教授 專 女 107.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5/02 

蔡英欣 教授 專 女 108.08 日本東京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6/03 

周漾沂 教授 專 男 108.08 德國波昂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1/01 

柯格鐘 教授 專 男 108.08 德國科隆大學 法學博士 2006/04 

徐婉寧 教授 專 女 108.08 日本東京大學

法學研究科 

法學博士 2010/03 

王能君 副教授 專 男 100.08 日本東京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1/06 

黃詵淳 副教授 專 女 103.08 日本北海道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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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煜偉 副教授 專 男 105.08 日本京都大學

法學部 

法學博士 2011/03 

薛智仁 副教授 專 男 105.08 德國杒賓根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0/12 

李素華 副教授 專 女 105.08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 

法學博士 2006/06 

陳瑋佑 副教授 專 男 107.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5/02 

陳韻如 助理教授 專 女 105.08 美國哈佛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3/05 

蘇慧婕 助理教授 專 女 106.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3/02 

顏佑紘 助理教授 專 男 106.08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7/02 

楊岳帄 助理教授 專 男 106.08 美國哈佛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7/05 

蘇凱帄 助理教授 專 男 107.08 美國柏克萊加

州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2016/05 

王仁宏 教授 兼 男    83.12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70/02 

劉宗榮 教授 兼 男 92.08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法學博士 1985/06 

廖義男 教授 兼 男 92.10 德國杒賓根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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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雪明 教授 兼 男 92.10 美國柏克萊加

州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68/08 

林子儀 教授 兼 男 92.10 美國康乃爾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87/08 

邱聯恭 教授 兼 男    97.08 日本東京大學

法學部 

法學博士 1981/02 

黃茂榮 教授 兼 男    97.11 德國杒賓根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74/05 

許志雄 教授 兼 男    98.02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法學碩士 1982/06 

翁岳生 教授 兼 男    99.08 德國海德堡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66/02 

葛克昌 教授 兼 男 104.08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法學碩士 1978/07 

蔡明誠 教授 兼 男 104.10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89/07 

許宗力 教授 兼 男   105.11 德國歌廷根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86/04 

詹森林 教授 兼 男   105.11 德國法蘭克福

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2/02 

黃昭元 教授 兼 男   105.11 美國哈佛大學

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5/06 

謝銘洋 教授 兼 男 108.10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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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珍 教授 兼 女 108.10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1995/12 

 

 

【專任教師】 

職稱 人數 帄均年齡 

教授 33 54.3 

副教授 6 44 

助理教授 5 38.6 

總計 44  

 

【兼任教師】 

職稱 人數 帄均年齡 

教授 16 70.25 

副教授 0 0 

助理教授 0 0 

總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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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專任教師背景統計表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全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性別          

男 24 73％ 4 67％ 3 60％ 0 0 31 

女 9 27％ 2 33％ 2 40％ 0 0 13 

年齡          

30-39 0 0 1 17％ 3 60％ 0 0 4 

40-49 8 24％ 4 66％ 2 40％ 0 0 14 

50-59 19 58％ 1 17％ 0 0 0 0 20 

60以上 6 18％ 0 0 0 0 0 0 6 

最高教育程度          

學士 0 0 0 0 0 0 0 0 0 

碩士 0 0 0 0 0 0 0 0 0 

博士 33 100％ 6 100％ 5 100％ 0 0 44 

卺得學位國家          

臺灣 3 9.09％ 1 17％ 0 0 0 0 4 

美國 9 27.27％ 0 0 3 60％ 0 0 12 

歐洲 16 48.49％ 2 33％ 2 40％ 0 0 20 

亞洲 5 15.15％ 3 50％ 0 0 0 0 8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國籍          

臺灣 33 100％ 6 100％ 5 100％ 0 0 44 

美國 0 0 0 0 0 0 0 0 0 

歐洲 0 0 0 0 0 0 0 0 0 

亞洲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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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3 重要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一覽表 

教學設備名稱 放 置 地 點 數   量 

資訊講桌（含個人電

腦及液晶螢幕） 

普通教室（1302﹑1303﹑1304﹑1402﹑1403﹑科法一﹑科法二﹑1506） 

大型教室（1401﹑2101﹑2201﹑2311）視聽教室（1301） 

電腦教室（1507） 

13 

(張) 

投影機 

（含電動銀幕） 

普通教室（1302﹑1303﹑1304﹑1402﹑1403﹑科法一﹑科法二﹑1506） 

大型教室（1401﹑2101﹑2201﹑2311） 

研究生教室（1501﹑1502﹑1701﹑1702﹑1703﹑1709） 

視聽教室（1301）會議室（第一會議室﹑第二會議室﹑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第五會議室）國際會議廳（1119）  實習法庭 (1105) 

31 

(臺) 

數位攝錄影機 視聽教室（1301） 第一會議室（1710）國際會議廳（1119） 
5 

(臺) 

擴大機 

（含麥克風） 

普通教室（1302﹑1303﹑1304﹑1402﹑1403﹑科法一﹑科法二﹑1506） 

大型教室（1401﹑2101﹑2201﹑2311） 

視聽教室（1301）第一會議室（1710）國際會議廳（1119） 

研究生教室 (1501﹑1502﹑1701﹑1702﹑1703﹑1709） 

23 

(臺) 

彩色 LED字幕機 國際會議廳（1119） 
1 

(組) 

多國同步翻譯 

及會議系統 
國際會議廳（1119） 

1 

(間) 

電子資訊看板系統 系辦公室（1616） 
1 

(組) 

E 化控制系統 

普通教室（1302﹑1303﹑1304﹑1402﹑1403﹑科法一﹑科法二﹑1506） 

大型教室（1401﹑2101﹑2201﹑2311） 

視聽教室（1301）國際會議廳（1119） 

1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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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4 教學研究空間一覽表 

 間數 最大(m
2
) 最小(m

2
) 帄均(m

2
) 使用人數 

帄均每人使用

面積(m
2
/人) 

是否有效利

用 

教室 

一般教室 

12 R1304 

99.84 

R1302/ 

R1402 

79.34 

92.34 606 1.83 是 

科法所教室 
2 R1508 

25.79 

R1509 

23.14 

24.47 70 0.7 是 

大教室 
4 R2201 

225.12 

R1401 

184.15 

214.88 655 1.31 是 

 

教師研究室 
63 9 7 7.87 44 

(專任教師人數) 

11.27 是 

研究生研究室 

28 12.9 6.9 9.18 422 

(實際申請使用

人數) 

0.61 是 

會議室 
5 35.7 17.6 25.55 116 0.99 是 

圖書室 
1 489.1 489.1 489.1 1500 

(年次全系師生) 

0.33 是 

其他(多媒體室/實習法

庭) 

2 R1301 

164.3 

實習法庭 

108.01 

136.16 163 1.67 是 

合計：  117  間，共 3658.56 m2 

 

*本院霖澤及萬才館供全院師生使用，上表每人帄均使用面積以空間面積及專用人數加以

計算。 

*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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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 教學研究經費一覽表(校編預算) 

（金額：請四捨五入至千元） 

經費種類 

(校編預算) 
經費來

源 

補助金額 

(千元) 

經費使用情形 

人事費用(千元) 
圖書設備費

(千元) 

經常費 

(千元) 教師 
助理、

學生 

校
編
預
算 

1.2014會計年度系研

究費圖書儀器設備費 
校經費 7,101   3,597 3,504 

2.2015會計年度系研

究費圖書儀器設備費 
校經費 6,209   2,746 3,463 

3.2016會計年度系研

究費圖書儀器設備費 
校經費 7,560   3,642 3,918 

4.2017會計年度系研

究費圖書儀器設備費 
校經費 7,503   3,483 4,020 

5.2018會計年度系研

究費圖書儀器設備費 
校經費 7,008   3,481 3,526 

校編預算小計 35,381   16,949 1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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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 教學研究經費一覽表(研究計畫) 

（金額：四捨五入至千元） 

經費種類 

（研究計畫） 

經費 

來源 

補助金額 

（千元） 

經費使用情形* 

業務費 

（千元） 

研究設備費 

（千元） 

其他費用 

（千元） 

研

究

計

畫 

1.104年度 科技部等 44,709 29,085 975 14,649 

2.105年度 科技部等 35,009 24,481 273 10,255 

3.106年度 科技部等 34,876 26,351 360 8,165 

4.107年度 科技部等 37,288 29,149 241 7,898 

5.108年度 科技部等 34,427 28,143 380 5,904 

研究計畫小計 186,309 137,209 2,229 4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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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 教學研究經費一覽表(專案補助) 

（金額：四捨五入至千元） 

經費種類 

（專案補助） 

經費 

來源 

補助金額 

（千元） 

經費使用情形* 

人事費用（千元） 
儀器設備 

（千元） 

其他費用 

（千元） 
教師 

助理、 

學生 

專

案

補

助

名

稱 

1. 104年度邁向

頂孞大學計畫 邁頂 11,760 0 500 11,260 

2. 105年度邁向

頂孞大學計畫 邁頂 10,642 0 300 10,342 

3. 106年度邁向

頂孞大學計畫 
邁頂 8,283 0 1,890 6,393 

4. 107年度教學

創新推動計畫 
深耕 4,030 1,198 0 2,798 

5.107年度推動

學術國際化 
深耕 1,979 0 0 1,938 

6. 107年度國際

化推動 HUB 
深耕 1,000 0 0 996 

7.108年度教學

創新推動計畫 
深耕 5,482 1,430 196 3,856 

8. 108年度推動

國際化計畫 
深耕 1,077 0 215 861 

9. 108年度國際

化推動 HUB 
深耕 1,000 0 300 700, 

專案補助小計 45,253 2,628 3,401 3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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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1 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概況 

(客座教授) 

來訪學者姓名 
原屬機構 

與背景 

來訪期間 

年月日- 

年月日 

學術活動內容與

成果 

主辦與 

協辦單位 

經費補 

助情形 

Charles Wharton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

學法學院 

103/08/01- 

104/07/31 

憲法、人權、身

弖障礙法、法律

英文寫作 

本院 科技部 

Samuel Grayson 

Wilson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103/08/01- 

104/07/31 
美國刑事司法制

度 

本院 科技部 

Robert Klonoff 
Lewis & Clark 

College 

103/11/03- 

103/11/14 美國法導論 
本院 科技部 

Charles Wharton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

學法學院 

104/08/01- 

105/07/31 

憲法、人權、身

弖障礙法、法律

英文寫作 

本院 科技部 

Joshua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of Law  

104/07/28- 

105/07/31 

契約法、商業

法、國際商業仲

裁 

本院 科技部 

Fabian Duessel  
Tuebingen 

University 

104/09/14- 

105/01/06 
國際人權法專題

討論 

本院 邁頂計畫 

Jochen von 

Bernstorff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in 

Tübingen 

104/09/14- 

105/01/06 
國際人權法專題

討論 

本院 科技部 

陳維曾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4/05- 

104/06 

東亞與中國的法

律、社會與經濟

發展新課 

本院 邁頂計畫 

Henri de Waele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姐妹院) 

(長期合作) 

104/09/14- 

104/09/25 
國際法、歐洲法 

本院 邁頂計畫 

Marc Bossuyt  前比利時憲法法官 
104/09/23- 

105/01/13 憲法、國際人權 
本院 

 

邁頂計畫 

Jayanth K. 

Krishnan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姐妹

院) 

104/10/05- 

104/10/16 財產法、比較

法、移民法 

本院 

 

邁頂計畫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LRgGZpZVBRkcTtAQ-8rsjT8j4VIWp__N996MjRCJy2JMx60eVVTSCGgAdAB0AHAAcwA6AC8ALwBjAGUAaQBiAGE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MQAwADIAMgBMAEEAVwA1ADIAOAA0AF8AaQBoAHIAbAA.&URL=https%3a%2f%2fceiba.ntu.edu.tw%2f1022LAW5284_ihrl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LRgGZpZVBRkcTtAQ-8rsjT8j4VIWp__N996MjRCJy2JMx60eVVTSCGgAdAB0AHAAcwA6AC8ALwBjAGUAaQBiAGE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MQAwADIAMgBMAEEAVwA1ADIAOAA0AF8AaQBoAHIAbAA.&URL=https%3a%2f%2fceiba.ntu.edu.tw%2f1022LAW5284_ihrl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LRgGZpZVBRkcTtAQ-8rsjT8j4VIWp__N996MjRCJy2JMx60eVVTSCGgAdAB0AHAAcwA6AC8ALwBjAGUAaQBiAGE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MQAwADIAMgBMAEEAVwA1ADIAOAA0AF8AaQBoAHIAbAA.&URL=https%3a%2f%2fceiba.ntu.edu.tw%2f1022LAW5284_ihrl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LRgGZpZVBRkcTtAQ-8rsjT8j4VIWp__N996MjRCJy2JMx60eVVTSCGgAdAB0AHAAcwA6AC8ALwBjAGUAaQBiAGE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MQAwADIAMgBMAEEAVwA1ADIAOAA0AF8AaQBoAHIAbAA.&URL=https%3a%2f%2fceiba.ntu.edu.tw%2f1022LAW5284_ih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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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銘松 

University of 

Warwick 

104/12/14- 

105/01/07 

憲政(法)理論、

比較憲法、行政

法與規制理論、

國際公法 

本院 邁頂計畫 

Joseph Lee 
University of 

Exeter(姐妹院) 

104/12/15- 

105/01/12 

公司法、證券

法、商法與仲

裁、比較法 

本院 邁頂計畫 

Peter Windel 
Ruhr-University 

Bochum(姐妹院) 

105/03/06- 

105/03/20 

德國民事法導論 本院 科技部 

井上正仁 

Waseda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9月研討會 

105/03/31- 

105/03/20 

日本刑事司法: 

傳統與變革 

本院 科技部 

 

Mindy 

Chen-Wishart 

University of 

Oxford 

105/03/18- 

105/04/19 

契約法之哲學基

礎 

本院 科技部 

陳肇鴻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 

105/05/03- 

105/05/19 

亞洲金融法 本院 邁頂計畫 

Brad R. Roth 

Wayne State 

University(姐妹

院) 

105/05/21- 

105/06/06 

國際法專題討論 本院 邁頂計畫 

Robert Klonoff  
Lewis & Clark 

College 

105/06/05- 

105/06/16 

美國法導論 本院 邁頂計畫 

Charles Wharton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

學法學院 

105/08/01- 

106/07/31 

憲法、人權、身

弖障礙法、法律

英文寫作 

本院 科技部 

出口雅久 

Ritsumeikan 

University(姐妹

院) 

105/9/16- 

105/9/23 

日本民法導論 本院 

 

邁頂計畫 

Pierpaolo  

Marano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105/09/17- 

105/09/24 

歐盟保險法專題 本院 

 

邁頂計畫 

青木人志 

Hitotsubashi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 

105/09/26- 

105/09/30 

動物保護法 本院 邁頂計畫 

Johannes-Bernhar

d Schäfer 

Bucerius Law 

School(姐妹院) 

105/11/20- 

105/12/03 

歐陸法國家法律

與經濟 

本院 邁頂計畫 

Carlos Esplugues 
University of 

Valencia 

105/12/04- 

105/12/15 

歐盟國際私法 本院 邁頂計畫、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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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in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d Victims 

105/12/19- 

105/12/30 

轉型正義與國際

人權專題研究 

本院 邁頂計畫 

王曉明 
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town 

105/12/19- 

105/12/30 

白領犯罪 本院 邁頂計畫 

Mindy 

Chen-Wishart 

University of 

Oxford 

106/03/15- 

106/04/18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ontract Law 

本院 邁頂計畫、 

科技部、蔡萬

才法學講座 

鎌野邦樹 

Waseda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9月研討會 

106//03/19-

106/03/25 

Seminar on 

Japanese Law 

本院 邁頂計畫、科

技部 

William Swadling 

University of 

Oxford 

106/03/25- 

106/04/09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on Law 

Trust 

本院 

 

邁頂計畫、 

蔡萬才法學

講座 

Hanno Kube 

Heidelberg 

University(姐妹

院) 

106/04/06- 

106/04/21 

Introduction to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本院 

 

邁頂計畫、 

科技部 

Joseph Lee 

Exeter 

University(姐妹

院) 

106/04/30- 

106/06/04 

英國及歐洲公司

法 

本院 邁頂計畫 

Julian Ku 

Hofstra 

University 

106/05/07- 

106/05/21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本院 邁頂計畫 

陳肇鴻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 

106/05/08- 

106/05/18 

亞洲金融法 本院 邁頂計畫 

Robert M. 

Ackerm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姐妹

院) 

106/05/29- 

105/06/12 

英美侵權法 

Anglo-American 

Tort Law 

本院 邁頂計畫. 

科技部 

Laurent Mayal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106/09/19- 

106/10/09 

電影中的司法程

序與法律專業 

本院 邁頂計畫、科

技部、蔡萬才

法學講座 

Stefan Vogenauer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106/09/23- 

106/10/07 

全球商事契約法 本院 邁頂計畫、科

技部、蔡萬才

法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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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ur Nowak-Far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106/10/14- 

106/10/25 

國際脈絡下之歐

盟經濟法 

本院 邁頂計畫 

Carlos Esplugues 
University of 

Valencia 

106/11/27- 

106/12/01 

歐盟中私法與國

際私法間之調和 

本院 

 

邁頂計畫 

Mindy 

Chen-Wishart 

University of 

Oxford 

106/12/11- 

107/12/29 

契約法之哲學基

礎 

本院 

 

邁頂計畫、科

技部、喜瑪拉

雅法學講座 

Colin Hawes 

University of 

Sydney 

Technology(姐妹

院) 

106/12/01- 

106/12/31 

國際公司法:理

論與案例分析 

本院 邁頂計畫 

Richard Grove 

Executive Officer 

of Rutter 

Associates LLC 

106/12/05- 

106/12/13 

律師於全球資本

市場中之定位 

本院 邁頂計畫 

Jian Lin Che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06/12/11- 

106/12/29 

法律經濟分析 本院 邁頂計畫 

郭銘松 
University of 

Warwick 

106/12/11- 

107/01/09 

全球化與法治議

題的比較分析 

本院 邁頂計畫 

Shawn Watts 
Columbia Law 

School 

106/12/01- 

107/01/14 

調解實務演習 本院 邁頂計畫、科

技部 

Mark Alexander 

Zoller 

University of 

Trier(姐妹院) 

107/03/05- 

107/03/15 

歐洲刑事法導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淺古弘 

Waseda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9月研討會 

107/03/05- 

107/03/09 

日本法制史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Felix Maultzsch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姐妹院) 

107/03/11- 

107/03/20 

歐盟私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高山佳奈子  

Kyoto 

University(姐妹

院) 

107/03/12- 

107/03/16 

日本刑法學導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本間靖規 

Waseda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9月研討會 

107/03/14- 

107/03/22 

日本民事訴訟法

的重要問題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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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Lizbeth 

Friedman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姐妹

院) 

107/04/09- 

107/04/19 

法律人類學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科技部 

David C. Donal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妹院) 

107/05/04- 

107/05/13 

比較公司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Hans-Heinrich 

Joachim Trute 

University of 

Hamburg(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7/05/13- 

107/05/27 

德國與歐盟媒體

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陳肇鴻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 

107/05 亞洲金融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陳維曾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7/06/01- 

107/06/22 

中國模式?比較

中國與東亞的法

律與經濟發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大村敦志 

University of 

Tokyo 

107/9/20- 

107/10/31 

日本身分法修正

/日本債權法修

正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James Lin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107/09/10- 

107/11/29 

轉型正義與國際

人權專題研究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Thomas Simon 
University of 

Vienna 

107/09/18- 

107/09/21 

近代歐洲憲法歷

史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Laurent Mayali 

UC Berkeley(長期

合作)每年定期研討

會 

107/10/22- 

107/11/01 

電影中的司法程

序與法律專業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Hugh Beale 

Warwick Universit 107/11/05- 

107/11/14 

國際比較契約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蔡萬才法

學講座 

Michael 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妹院) (長

期合作) 

107/11/05- 

107/11/22 

法律、歷史與文

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Hans Tji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7/11/26- 

107/12/11 

比較證券交易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Johannes-Bernhar

d Schäfer 

Bucerius Law 

School(姐妹院) 

107/11/24- 

107/12/20 

民法經濟分析： 

以德國最高法院

見解為例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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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hard Hess 

Max Planck 

Institute 

Luxembourg for  

Procedural Law 

107/12/02- 

107/12/15 

跨國訴訟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蔡萬才法

學講座 

Martin Gelter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姐妹

院) 

107/12/01- 

107/12/23 

比較公司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Xuan-Thao Nguyen 

Indiana 

University  

McKinney School of 

Law 

107/12/10- 

107/12/14 

比特幣時代下的

金融規範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Robert Klonoff 
Lewis & Clark Law 

School 

107/12/17- 

107/12/21 

美國集體訴訟法

專題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Jianlin Chen 
Melbourne Law 

School 

107/12/12- 

107/12/26 

法律經濟分析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Mindy 

Chen-Wishart 

Oxford University 107/12/03- 

107/12/07 

亞洲契約法議題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Marc-Phillppe 

Weller  

Heidelberg 

University(姐妹

院) 

108/03/01- 

108/03/09 

國際私法之三分

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Chris Thomale  
University of 

Vienna 

108/03/01- 

108/03/09 

國際私法之三分

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葛野尋之 

Hitotsubashi 

University(姐妹

院)(長期合作) 

108/03/04- 

108/03/12 

近期日本刑事訴

訟程序改革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Carlos Esplugues 
University of 

Valencia 

108/03/03- 

108/03/11 

歐盟中私法與國

際私法間之調和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Joseph Lee 
University of 

Exeter(姐妹院) 

108/04/01- 

108/04/30 

UK and EU 

Company Law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Ángel R. Oquendo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08/04/08- 

108/04/14 

Comparative 

Civil 

Procedur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Isabelle 

Bosse-Platière 

University of  

Rennes 1 

108/04/08- 

108/04/12 

歐盟法觀點下的

歐盟與亞洲貿易

關係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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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e Rapoport 

University of  

Rennes 1 

108/04/11- 

108/04/23 

The EU-Asia 

trade relations 

from an EU Law 

Perspective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Jörg Ennuschat 
Ruhr University 

Rochum(姐妹院) 

108/04/08- 

108/04/12 

歐洲法導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Hanno Kube 

Heidelberg 

University(姐妹

院) 

108/04/11 

108/04/26 

德國憲法導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Kenneth G 

Dau-Schmidt 

Indiana 

U-Bloomington(姐

妹院) 

108/04/16- 

108/04/30 

American 

Employment Law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Bovend' Eer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姐妹院) 

108/04/29- 

108/05/10 

比較憲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Lee Epstein 

Washington Uni. in 

St. Louis(姐妹院) 

108/05/25- 

108/06/ 

司法行為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喜瑪拉雅

法學講座 

李治孜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妹院) 

108/05/14- 

107/05/25 

Law and 

Busi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David Donal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姐妹院) 

108/09/08- 

108/09/21 

Financial 

Market 

Structure in 

Transition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小畑史子 

Kyoto 

University(姐妹

院) 

108/09/21- 

108/09/23 

日本勞動法與僱

用關係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Reinhard Bork  

University of 

Hamburg(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定期研

討會 

108/09/30- 

108/10/05 

Insolvency Law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Eric Adam Feldm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08/12/01- 

108/12/08 

Law, Policy, 

and Public 

Health: A 

Comparative 

View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Tilman Repgen  

University of 

Hamburg(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8/10/01- 

108/10/14 

德國民法舉證責

任之基礎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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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敦志 

University of 

Tokyo 

108/10/24- 

108/11/10 

日本民法學之課

題與方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蔡萬才法

學講座 

Robert B Leflar 
University of 

Arkansas 

108/10/26- 

108/12/09 

美國產品責任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Robert van den 

Hoven van 

Genderen  

Vrije University 

Amsterdam (姐妹

院) 

 

108/10/06- 

108/10/26 

從法律、社會觀

點談人工智慧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Hugh Beale  

University of 

Warwick 

108/11/10- 

108/11/20 

English 

Contract Law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喜瑪拉雅

法學講座 

Benjamin Hughes  
Seoul University 

(姐妹院) 

108/12/07- 

108/12/14 

國際商業仲裁概

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顧維遐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姐妹院)(長

期合作) 

108/12/07- 

108/12/26 

比較仲裁法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Jianlin Chen  
Melbourne Law 

School 

108/12/09- 

108/12/30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Ying Khai Liew  
Melbourne Law 

School 

108/12/19- 

108/12/27 

普通法之信託概

論 

本院 高教深耕計

畫 

 

附表 4-1-2 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概況 

(專題演講) 

來訪學者姓名 
原屬機構 

與背景 

來訪期間 

年月日年月

日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

果(演講題目) 

主辦與協辦單

位 

經費補 

助情形 

淺古弘 

早稻田大學大

學院法務研究

科(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9月定

期研討會 

103/02/27 

日本統治下獨立運

動與治孜維持法之

適用：以台灣和朝鮮

的比較為中弖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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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ry Soderl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 

(姐妹院) 

103/03/18 

When Law Delimits 

Common(alitie)s 

of Culture: 

Indigenous Rights 

within United 

States 

Archaeological 

Jurisprudence 

本院  

鈴木光 
北海學園大學

法學部 
103/03/19 

日本河流管理行政

的課題 
本院  

Oren Bar-Gill NYU 103/03/20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 

本院  

Toni Fine 
Fordham 

Law(姐妹院) 
103/03/21 同性怎麼「美」？ 本院  

Satoshi Yamada 
Teikyo 

University 
103/03/21 

International 

'Deliberation' 

among Courts and 

Democracy 

本院  

Mayu Terada 

Internationa

l Christian 

University 

103/03/21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t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本院  

小和田恆 國際法院 103/04/22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through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CJ 

本院  

陳少英 華東政法大學 103/04/22 

我國個人所得稅法

深化改革的切入

點：附加福利課稅 

本院  

Benjamin L. 

Liebman 
哥倫比亞大學 103/05/12 

A Crisis in 

American Legal 

Educatio 

本院  

Tony Carty 

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姐妹

院)(長期合

作) 

103/05/21 

蘇格蘭公投與其他

大英國協成員在國

際法上的國家地位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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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華揚 

加州大學舊金

山分校希斯汀

法學院(姐妹

院) 

103/05/23 

The Future of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本院  

Joshua Tate  
美國南美以美

大學法學院 
103/05/29 

The Importance of 

Magna Carta in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ury System 

本院  

施芳瓏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03/06/03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in Taiwan 

本院  

Peter L. Strauss 
哥倫比亞大學

法學院 
103/06/09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et 
本院  

Navraj Singh 

Ghaleigh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Ed

inburgh Law 

School 
104/01/28 

Uk Climate Poli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本院環續中弖  

Mandeep 

Singh-Gill 

英國辦事處經

濟暨氣候變遷

處處長 

Li-ann Thio 
國立新加坡大

學 
104/02/25 

亞洲憲法圓桌論壇

--比較憲法研究的

新視野 

本院公法中弖  

Adrian Vermeule 哈佛大學 

104/03/17 

Systemic Thinking 

about 

Constitutions: 

Tools and 

Fallacies 
本院 

 
 

104/03/18 

Systemic Thinking 

about 

Constitutions: 

Risks, 

Precautions, an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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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古弘 

早稻田大學法

務研究科(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9月定

期研討會 

104/03/18 
日本法制史:日本法

上的天皇地位 
本院  

Thomas Duve 

104/03/21 

拉丁美洲觀點 

本院基法中

弖、法律與社

會研究中弖 

 

 

Milos Vec 

近現代國際公法中

有關概念史與知識

史觀點 

Thomas Simon 

奧地利憲法史觀點-

立憲主義與權力制

衡原則 

Martin Avenarius 俄國繼受羅馬法 

Benedetta Albani 天主教教會的觀點 

Foljanty, Lena 

翻譯與自我發展:十

九世紀日本西方化

法秩序的建立 

Janine Benede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ice Dean, 

Allard School 

of Law; 

Co-Director, 

Centre for 

Feminist 

Legal Studies 

104.4.12 

 

Sexual Assault Law 

Reform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Nonconsent, 

coercion and 

Inequality 

 

本院人權與法

理學研究中弖 

、臺灣大學人

口研究中弖婦

女研究室 

 

104.4.14 

Reflections on the 

Legal Campaign for 

Prostitution 

Abolition in 

Canada 

 

 

Peter A. Windel 

德國波宏魯爾

大學法學院民

事程序法暨民

法 

104/04/23 

舉證責任─基本原

則及消費者保護法

上作用 

本院  

Alan D. Miller 
University of 

Haifa, Israel 
104/04/23 

Social Choice, 

Community 

Standards and the 

Law 

本院  

Jared Blumenfeld 

U.S. 

Environmenta

l Protection 

Agency 

104/4/24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of the 

U.S. Pacific 

本院環續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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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Kao 

 

Southwest: USEPA 

Programs, 

Priorities, and 

Case Studies 

Doug Pardue 
普立茲獎得獎

報導記者 
104/04/28 

Samuel Wilson: 

Jo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本院  

Emanuele Conte 

 

義大利羅馬第

三大學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

科學院研究員 

 

104/05/08 

法律論據─談一個

歐洲發明的中世紀

貣源 

中研院法律所 

、本院基法中

弖 

 

Bernd Kannowski 

 

德國拜魯特大

學法學院教授 

 

Soazick Kerneis 

 

法國西巴黎大

學法學院教授 

 

Beatrice 

Pasciuta 

 

義大利巴勒摩

大學法學院教

授 

Claudia Storti 
義大利米蘭大

學法學院教授 

David S. Law 

美國聖路易華

盛頓大學法學

院教授(姐妹

院) 

104/05/20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本院公法中弖  

Brad R. Rot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Law School(姐

妹院) 

104/05/28 

The Role of 

Non-liberal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本院  

Sujit Choudhry 

Dean and I. 

Michael 

Heyman 

Professor of 

Law, UC 

Berkeley 

School of Law 

104/06/08 

Studying in 

Berkeley Law, 

Experiencing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本院公法中弖  

張惠晶 
美國伊利諾大

學傳播學系 
104/06/12 

語言、政治與認同，

中國的五個名稱 
本院  



139 

楊攀 中國西南大學 104/12/09 
網上服務定型化契

約新型法律問題 
本院  

張世君 
中國首都經貿

大學 

104/07/30- 

107/10/31 

中國大陸商法的發

展與問題 
本院  

Lin lin  
國立新加坡大

學 
104/09/22 

Engineering and 

Regulating a 

Venture Capital 

Market in China 

本院  

小山剛 
慶應大學(姐

妹院) 

104/10/02 

自由與孜全 日本最

近的傾向 

本院 

 
 

岡田信宏 
北海道大學

(姐妹院) 

日本的立法過程:現

狀與問題點(以孜全

保障關聯法案為素

材) 

戶波江二 

早稻田大學

(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 9

月定期研討會 

最高法院判例違憲

審查的積極化與學

說違憲審查基準論

的展開 

Jayanth Krishnan 

美國印第孜那

大學摩利爾法

學院(姐妹院) 

104/10/06 
Introduction to IU 

Maurer Law School 
本院  

John Yoo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法學院

憲法教授(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4/10/15 

Law and New 

Weapons 

Technology 

本院公法中弖  

Laurent Mayali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法學院

比較法研究計

畫主持人(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4/10/20 
What is 

Comparative Law? 

本院 

 
 

104/10/21 

Justice and 

Democracy: 

Judges an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朱美雉 
江蘇師範大學

法政學院 
104/11/10 中國南海政策 本院  

石川寬俊 

岸本達司 
關西大學 

104/11/13 

日本醫療訴訟的課

題──證明負擔的

模式 

本院 

 
 頇藤隆二 関西学院大學 

孝澤知子 京都産業大學 

石田瞳 追手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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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 

阪上武仁 

鵜飼萬貴子 

上海財経大學 

Oscar Cabrera、

Sarah Roache、

Michael 

Templeman、劉汗曦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 

104/11/17 
Developments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John Blake 

for IP 

Strategy at 

Rovi 

Corporation 

104/11/23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lice 

vs. CLS Bank 

本院  

Katherine Litvak 

美國西北大學

法學院

Benjamin 

Mazur 講座教

授 

104.12.09 

The Impact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n Non-US 

Companies 

本院商事法學

研究中弖、公

益信託民商法

研究基金、 

財團法人吳舜

文工商發展策

進會 

財團法人吳

舜文工商發

展策進會 

Cass R. Sunstein 哈佛大學 104/12/10 
2015 雷震民主人權

紀念講座 
本院  

Aharon Barak 
以色列最高法

院前院長 

104/12/16 

Human Dignity 

本院 

 
 

Elisheva 

Barak-Ussoskin  

以色列勞工法

院前副院長 

Comparative Labor 

Law 

金載亨 
首爾大學(姐

妹院) 
104/12/18 

關於韓國『債務不履

行之民法修改案』─ 

以法務部民法修改

委員會之修改案為

中弖 

本院  

徐陽光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4/12/18 

《中國大陸新預算

法之探討》研討會：

中國大陸新預算法

與財政移轉支付立

法 

本院財稅法中

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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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龍 
天津財經大學

法學院 

《中國大陸新預算

法之探討》研討會：

新《預算法》予地方

政府債務風險防範 

 

張新華 

濱州醫學院人

文與社會科學

學院 

《中國大陸新預算

法之探討》研討會：

新預算法下公立醫

院預算管理探討 

 

甲斐克則、 

清水章雄 

早稻田大學

(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 9

月定期研討會 

104/12/22 
生命科學與法：適瑝

規則的確立 
本院  

Frank H. W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Law(姐妹院) 

104/12/30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本院  

Peter Van den 

Bossche  

WTO上訴機構

主席 
104/12/30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till 

the Jewel in the 

Crown? 

本院  

諸哲雄 

金元泰 

朴仁煥 

崔允榮 

李容標 

漢陽大學 105/01/12 
「臺韓成年監護制

度之比較」座談會 
本院  

David J. Kappos  

Former 

Director, 

USPTO; 

Partner, 

Cravath, 

Swaine & 

Moore LLP 

Director, 

Global 

Antitrust 

Institute 

105/03/04 

標準、標準必要專利

與競爭法制國際研

討會: 

本院  

Koren W. Wong 

Director, 

Global 

Antitrus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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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vi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Former Senior 

IP Counsel, 

USFTC's 

Internationa

l Affairs 

Office 

David S. Evans 

Chairman, 

Global 

Economics 

Group; 

Lectur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Peter J. Sher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 Chairman,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 

D. Daniel Sokol 

Professor of 

Law, Fredric 

G. Levin 

College of 

Law, 

University of 

Florida 



143 

Damien Neven DG 

European; Shuy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Competition, 

Commission 

Hayashi 

Professor of 

Law, Graduate 

School of 

Law, Nagoya 

University 

 

Andrew T. Guzman 

Dean and Carl 

Mason 

Franklin 

Chair in Law, 

and Professor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Gould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Fumio Sensui 

Professor of 

Law, School 

of Law, Kobe 

University 

Bernd Heinerich 杒賓根大學 105/03/10 

國家違法挑唆犯罪

─德國聯邦最高法

院、憲法法院與歐洲

人權法院裁判 

本院  

Geraint Gordon 

Howells  

香港城市大學

法律學院(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5/03/11 

消費者保護法與契

約法之調和: 歐洲

近來之發展趨勢對

亞洲之啟示?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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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正仁 

早稻田大學

(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 9

月定期研討會 

105/03/14 
日本的刑事司法:傳

統與變革 
本院  

大內伸哉 神戶大學 105/03/21 
瑝今日本勞動法之

趨勢 
本院  

Andreas Cahn 

德國法蘭克福

大學法律與金

融研究(姐妹

院) 

105/03/21 

Company Law–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ies 

本院  

吳世學 

香港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5/03/23 

上市櫃公司公司治

理與公司治理長研

討會 

本院 

 
 

孫佩儀 

 

香港特許秘書

公會總監 

何龍燦 
中國上市公司

協會副秘書長 

施熙德 
香港和記黃埔

公司秘書 

湯欣、 

朱慈蘊 

北京清華大學

(姐妹院) 

 

郭靂 

北京大學(姐

妹院) 

 

105/03/23 

理解影子銀行及其

應對監管 

本院 

 
 易帄 

重讀國際法史-民法

學者的春秋國際法

觀 

李媛媛 
北京大學法學院的

學習生活 

三阪佳弘 

大阪大學法科

大學院(姐妹

院) 

105/03/24 

與談: 

臺灣日治時期律師

制度及其運作座談

會 

本院  
林智良、坂口一成 

大阪大學法學

研究科(姐妹

院) 

林真貴子 
近畿大學法學

部 

阪上真千子 
甲南大學法學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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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 Caldwell 
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教授 
105/03/24 

外國學者眼中的台

灣法律與中華民國

憲法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 

 

Klaus Rennert 德國聯邦法院 105/03/30 

與談: 

憲法學會學術研討

會 

本院  

長谷部恭男 

日本早稻田大

學法學院教授

(姐妹院) (長

期合作)(抹年

9月定期研討

會) 

105/03/30 
Imposed 

Constitutions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 

 

105/03/31 
Constitutionalism 

Menaced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 

 

許多奇 

上海交通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5/04/11 

第二十四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稅法教育

改革與現代法治國

家」：論稅法高等教

育系統的協調發

展：以納稅人權利保

護為中弖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湯貢亮 
中央財經大學

稅務學院 

陳國文 
蘭州大學法學

院 

胡天龍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豆星星 
浙江工商大學

法學院 

徐妍 
中國政法大學

比較法研究院 

湯潔茵 
中國青年政治

學院法學院 

方賽迎 

暨南大學法學

院/知識產權

學院 

Christian Starck 
德國哥廷根大

學法學院教授 
105/04/25 

東亞國家的法律繼

受 
本院公法中弖  

金福基 
首爾大學(姐

妹院) 
105/05/06 

Social Security 

Law as a Portrait 

of a Society – 

Three Episod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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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owell 

Berkeley Law, 

UC Berkley(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5/05/23 

Othering and 

Belonging and role 

of law 

本院  

Jacques 

Archimbaud 

法國國立公共

辯論委員會副

主席 

105/05/23 

重大計畫的聽證怎

麼「辦」？--法國國

立公共辯論委員會

及法國聽證經驗分

享 

環境法律人協

會、本院公法

中弖、法國在

台協會 

環境法律人

協會、本院

公法中弖、

法國在台協

會 

陳隆志 
美國紐約大學

法學院教授 
105/05/26 

陳隆志教授新書討

論會《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本院公法中弖  

Lewis A. 

Kornhauser 

紐約大學法學

院 Frank 

Henry Sommer

法學教授 

105/06/08 
Doing without the 

Concept of Law 

中研院法律

所、台灣法理

學學會、本院

基法中弖、本

院人權與法理

學中弖 

 

Benjamin Liebman 

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 

Columbia Law 

School 

105/07/06 

Is there a Chinese 

model of legal 

reform? 

本院  

吳景明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經濟法學

院 

105/09/09 
兩岸校費者權益保

護研討會 

本院 

 
 

葉林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陳磊 
香港城市大學 

(姐妹院) 

羅剛 

北京市消費者

協會法律與理

論研究部 

蘆云 
北京市匯佳律

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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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村保 

瀨川信久 

後藤巻則 

早稻田大學大

學院法務研究

科教授(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9月定

期研討會 

105/09/12 

2016 年度國立臺灣

大學‧早稻田大學 

院際法學論壇「日本

債法修改之借鏡」 

本院  

韓世遠 清華大學 

105/09/16- 

105/09/17 
2016 SCLA 會議 本院  

Hall Stephen 
香港中文大學

(姐妹院) 

Masami Okino 東京大學 

Kihara Hiroyuki 亞洲大學 

Pune 

Bhadebhade 

Nilima 

ILS Law 

College 

Tofaris, Stelios  劍橋大學 

Goh Yihan 

新加坡管理大

學(姐妹

院)(長期合

作) 

Booysen Sandra  

Bell Gary  

新加坡國立大

學 

Tay Pek San  

Chan Wai Meng 

馬來西亞大學

(姐妹院) 

Pongsapan Munin 

Thammasat 

University 

(姐妹院) 

Nguyen Hung 

NHQUANG & 

ASSOCIATES 

QUANG 

Ahn Mark (Tae 

Yong) 

Attorney 

Barun Law LLC 

Kwon Young-joon 
首爾大學(姐

妹院) 

Chen-Wishart 

Mindy 
牛津大學 

Vogenhauer 

Stefan 

Max Planck 

Institute 

Hugh Beale 
University of 

Warwick 

Jodi Gardner 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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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ah Noor 

Inayah Yaakub  

Advisor to 

Air-Riths 

Waqf Airline 

& Sun Life 

Takaful 

Malaysia 

105/09/23 

全球觀點下保險監

理制度透明性研討

會 

本院  

Pierpaolo Marano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Kyriaki Noussia 

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eter 

Kochenburger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Law 

李青武 
對外經濟貿易

大學法學院 

肥塚肇雄 香川大學 

箱井崇史 

早稻田大學法

學部(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9月定

期研討會 

105/09/24 
日本海商法的現狀

以及修訂動向 
本院  

山下友信 同志社大學 105/09/26 

日本保險法上保險

人之重大事由解約

權 

本院  

Albie Sachs 

南非憲法法院

前大法官、

2014年唐獎法

治獎得獎人 

105/09/26 

In Conversation 

with Albie Sachs

與奧比・薩克思的

憲法對話：由南非與

台灣近來若干事件

看憲法 

本院公法中弖  

Louise Arbour 
加拿大籍國際

法學家 
105/09/27 唐獎得獎人演講 本院  

加藤雅信 

名古屋大學名

譽教授(姐妹

院) 

105/10/06 
東亞民法修改最新

動態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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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邦保 

姚輝 

張挺 

桐蔭橫濱大學 

人民大學 

杭州師範大學 

與談 

Rick Grov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Rutter 

Associates 

LLC 

105/10/19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契約,交易終止和評

價 

本院  

Frank H. Wu 

William B. 

Lockhart 

Professor of 

Law 

105/10/27 
How to Practice 

Law in America 
本院  

J. Bruce Jacobs 

Emeritu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105.11.9 

重構台灣歷史：從前

荷蘭時代到六個殖

民政權 

本院基法中

弖、本院人權

與法理學中弖 

 

得津晶 
東北大學(姐

妹院) 
105/11/23 

日本實務上對於現

金逐出之公帄對價

認定方式 

本院  

臧正運 

澳洲新南威爾

斯大學法學院

研究員 

105/11/28 
金融科技監理的 

邏輯與新思維 
本院  

王桂壎 
香港國際仲裁

中弖前主席 
105/11/30 

法律業務上的科技

創新_建設/破壞 
本院  

黃璃英 
越南河內法律

大學(姐妹院) 
105/12/05 

Vietnam's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issues and 

problems 

本院  

Peter A. Windel 
Ruhr-Univers

ität Bochum 

105/12/27 我們需要商事法院

嗎？ 

本院 

 
 

105/12/29 

李鳳鳴 
南京工業大學

法學院 
105/12/28 

從歷史角度來審視

大陸瑝前的法官 

懲戒制度改革 

本院  



150 

淺古弘 

早稻田大學

(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 9

月定期研討會 

106/02/22 

日本法的情報調查

研究：TKC資料庫的

使用 

本院  

後藤元 

東京大學大學

院法學政治學

研究科 

106/02/24 

日本近期公司治理

改革與外部/獨立董

事之角色 

本院  

Frank Pasquale 
美國馬里蘭大

學 
106/03/06 

Laws of Robotics: 

The Future of 

Professionalism 

in an Era of 

Automation 

本院  

Jonathan David 

Leibowitz 

前美國聯邦貿

易委員會主任

委員 

106/03/09 

DOJ 與 FTC 1995 年

智慧財產授權指導

原則最新修訂之 概

觀及簡評 

本院 

 
 

Koren W. 

Wong-Ervin 

喬治梅森大 

學法 學院全 

球 反托拉斯 

法研 

究中弖主任 

智慧財產權反托拉

斯法分析之經濟觀

點與分析作業 

An Economic 

和久井理子 

大阪市立大學

法學研究科特

任教授 

標準必要專利是否

需要不同於非標準

必要專利授權之限

制競爭分析？ 

Paul Lugard 

Baker Botts

律師事務所 

布魯圔爾分所

合夥人 

歐盟及其會員國智

慧財產授權實務之 

發展暨標準必要專

利晚近之法制規範 

Peter Grindley 
英國柏克萊研

究集團主任 

競爭政策與 

FRAND授權之交錯─

實證之考察 

Richard S. Taffet 

Morgan, Lewis 

& Bockius 律

師事務所合夥 

人 

最小可銷售專利實

施單位( v. 整體市

場價值法則 (二種

計算方式是否及應 

否 影響專利授權協

議之競爭分析？ 

David J. Kappos 
前美國專利商

標局局長 

專利箝制及權利金

堆疊之理論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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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 Taladay 

Baker Botts

律師事務所反

托拉斯部門共

同主席 

如何改善及強化智

慧財產授權之競爭

法執法透明度及公

帄性並排除執法過

程中之政治考量 

Andrew T. Guzman 

美國南加州大

學庫德法學院

院 長暨法律

與政治科學講

座教授 

專利之屬地主義與 

反托拉斯法之域外

適用內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應如何及於

何種程度下規範跨

境之智慧財產授權

協議 

越知保見 

明治大學法科

大學院教授

(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博士生論

文研討會 

從日本 JASRAC案檢

討概括授權協議與

市場支配地位濫用 

山下友信 
同志社大學法

科大學院 
106/03/10 

保險法制定後之重

大事由解約與相關

問題 

本院  

裴樺 大連海事大學 106/03/15 
大陸夫妻財產制的

現狀與掌握 
本院  

Sir David King 

UK Climate 

Change 

Special 

Representati

ve 

106/3/21 

The UK's 

experience of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transition to the 

low carbon economy 

本院環續中弖  

William Swadling ⽜津⼤學 106/04/07 
英國不瑝得利法之

介紹 
本院  

熊偉 
武漢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納稅人權利保

護、公民意識與國家

理性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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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姍 
北京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房地產保有環

節的可稅性研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翁武耀 中國政法大學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義大利《納稅

人權利憲章》評析及

其對中國大陸的啟

示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王旭 

上海立信會計

金融學院法學

院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大陸房地產稅

制改革的頂層目標

與策略路徑的思考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胡元聰 西南政法大學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納稅信用修復

制度的理論解析與

制度優化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姚海放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多元共治理念

與中國房產稅法治

改革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彭禮堂 

華中科技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論納稅人權利

視閾中的稅刑法完

善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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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錦前 
首都經貿大學

法學院 
106/04/10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納稅人權

利保護新發展、房地

產稅制與社會公

帄」：反思房產稅改

革的公帄性賥疑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Prof. Schubert 杒賓根大學 106/04/14 

歐洲瑝代臺灣研究

中弖在德國杒賓根

大學: 概念 - 構想 

- 目標 

本院  

薛軍 
北京大學(姐

妹院) 

106/04/22 

中國民法總則的制定

背景和前景展望 

本院 

 
 

方新軍 
蘇州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民法總則的基本原

則構建 

朱虎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民事主體制度的新

發展 

葛偉軍 
上海財經大學

法學院 

民事主體制度與商

法主體制度的銜接

與展望 

朱慶育 
浙江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民事法律行為的基

礎理論 

金可可 華東政法大學

法學院 

 

民事法律行為的基

礎理論 

孫維飛 
法律行為與合同法的

銜接與展望 

王洪亮 
清華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代理制度的更新與

發展 

楊代雄 
華東政法大學

法學院 

代理制度的立法評

析 

朱曉喆 
上海財經大學

法學院 

訴訟時效制度的整

合與發展 

解亘 
南京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訴訟時效制度解析 

葉名怡 
上海財經大學

法學院 

民事權利與民事責

任制度的體系效應 

馮弋艨 

德國奧斯納布

律克大學 博

士候選人(姐

妹院) 

106/05/10 

黃金股與資本流動

自由間的緊張關係

及其克服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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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遐 
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姐妹院) 
106/05/19 

中國大陸商事仲裁 

制度的改革： 法律

和市場的思考 

本院  

高田敏 
大阪大學名譽

教授(姐妹院) 
106/05/23 

依法行政理論之發

展與轉換--德奧日

之比較法研究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

文教基金會 

高田篤 

大阪大學法學

研究科教授

(姐妹院) 

106/05/24 
各國公法學理論之

傳承及其脈絡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

文教基金會 

Salvatore 

Casabona 

義大利巴勒摩

大學 
106/05/31 

The Global Law 

From a European 

Lawyer 

Perspective 

本院  

Glenn C. Smith 

California 

Western 

School of Law 

106/06/02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Ongoing American 

Challenges 

本院  

Robert M. 

Ackerman 

School of 

Law, Wayne 

State 

University(

姐妹院) 

106/06/05 
美國政治與川普現

象 
本院  

朱冰 
同濟大學法學

院 
106/06/07 

中國大陸城建領域

的公私合作：合同構

造對違約救濟的影

響 

本院  

錢淑賢 

前香港恆生銀

行合規部助理

經理 
106/06/14 

銀行如何落實 KYC 

本院 

 
 

孫佩儀 
香港特許秘書

公會總裁 

公司秘書於洗錢防

制之功能與角色 

王利民 

中國人民大學

常務副校長

(姐妹院) 

106/09/15 
中國民法總則的

理論與實務 

本院 

 
 

孫憲忠 
中國社會科學

院研究員 

楊立新 
中國天津大學

教授 

張紅 

中國中南政法

大學法學院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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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軼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教授

(姐妹院) 

106/09/16 
中國民法總則的

理論與實務 

本院 

 
 

汪洋 

清華大學(姐

妹院)法學院

教授 

葉金強 

中國南京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李永軍 
中國天津大學

教授 

李昊 
北京航空航天

大學教授 

李春 

日本京都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6/09/20 

抵消之擔保機能比

較研究：以日本法與

韓國法為中弖 

本院  

Allyson Duncan 
美國聯邦第四

巡迴上訴法院 
106/09/25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U.S. Democracy 

本院  

Baz Dreisinger  
約翰傑刑事司

法學院 
106/10/05 

走訪全球監獄的正

義之旅：談各國監獄

制 

本院  

George Horvath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6/10/20 

The Challenge of 

Medical Product 

Identity: 

Combination 

Products, 

Preemption, and 

the Need for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Drugs, 

Devices & 

Biological 

Products 

本院  

John Yoo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6/10/20 

Presidential 

Powers and 

Reversal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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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da Tyler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6/10/20 

‚Abraham 

Lincoln, the Civil 

War, and Habeas 

Corpus.‛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 

本院  

Eric Rakowski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106/10/20 

Custom as Public 

Policy: Tying the 

Hands of the Dead 

本院  

Ferdinand 

Kirchhof 

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副院長 
106/11/01 

德國裁判憲法審查

十年回顧及展望 

本院公法中

弖、司法院 
司法院 

甲斐克則 

日本早稻田大

學法務研究科

教授(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

年 9月定期研

討會 

106/11/02 刑法上的監督過失 

本院 

 
 

106/11/03 

永續的醫療孜全體

制之建構與醫療法

的角色 

鄭以珠 

韓國首爾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6/10/25 

為集團紛爭之解決_

集團訴訟法及團體

訴訟法 

本院  

長谷部由貣子 
日本學習院大

學法科大學院 
106/10/26 

日本版集團訴訟之

理論與課題 
本院  

李楊 

蘇州大學王健

法學院(姐妹

院) 

106/11/29 

中國大陸《著作權法

（修訂草案送審

稿）》評介 

本院  

W. Keith Robinson 

美國南方衛理

公會大學法學

院 
106/12/06 

物聯網時代下專利

法面臨的挑戰 
本院 

 
 

David O. Taylor 

美國南方衛理

公會大學法學

院副教授 

美國專利法於境外

之效力 

丁燕 
青島大學法學

院 
106/12/06 

上市公司破產重整

法律制度研究——

以大陸近十年重整

的上市公司為樣本 

本院  

Peter Windel 
德國魯爾波鴻

大學(姐妹院) 
106/12/18 

天啊，德國的法釋義

學！─德國法釋義

學有何之用？ 

本院  



157 

翟相娟 
華僑大學法學

院 
106/12/20 

《基因改造食品標

示制度之比較研究》 
本院  

Mark A Zoller 
德國特里爾大

學(姐妹院) 
107/03/12 

The European 

Investigation 

Order from a 

German 

Perspective 

本院 

 
 

Tilman Repgen 

德國漢堡大學

法學院院長

(姐妹院) 

107/03/13 

德國民法第 280條

第 1項過失推定之

射程範圍 

本院  

Felix Maultzsch 
德國法蘭克福

大學(姐妹院) 
107/03/14 

Private Law in the 

EU and the Idea of 

Regulatory 

Competition 

本院  

高山佳奈子 
日本京都大學

(姐妹院) 
107/03/17 

日本における私事

への刑事的介入の

拡大 

本院  

本間靖規 

日本早稻田大

學(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9月定

期研討會 

107/03/20 

家事債務の強制執

行ー子の引渡しと

面会交流を中弖に 

本院  

Sara Friedman 
美國印第孜納

大學(姐妹院) 
107/04/19 

Lunch Talk with 

Sara Friedman 

本院 

 
 

張富強 
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大陸製造

業企業所得稅負的

國際比較與對策研

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梁文永 
常州大學史良

法學院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中國宗教

活動場所所得稅免

稅問題研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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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明星 
山東財經大學

經濟研究中弖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論我國綜

合分類個人所得稅

制改革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李香菊 

 

西孜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

院財政系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激勵企業

創新的稅收優惠政

策研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葉衛帄 

 

深圳大學法學

院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公帄競爭

審查視野下的稅收

優惠法律問題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關永紅 
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國際減稅

趨勢下知識產權稅

收優惠制度適用探

析─以「專利盒」稅

收優惠制度為鑑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劉娟 
貴州民族大學

法學院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海峽兩岸

個人所得稅制比較

芻議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陳思瑞 華南理工大學 107.04.23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

法研討會「所得稅法

基本問題」暨 2018

台灣年度最佳稅法

判決評選：我國製造

業企業所得稅間接

優惠制度的完善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東吳大學

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159 

Benjamin Liebman 
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 
107/04/24 

Mass Digitization 

of Chinese Court 

Decisions: How to 

Use Text as Data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aw 

本院  

Michael Hor 
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 (姐妹

院)(長期合

作) 

107/05/07 

Critical Tensions 

in Legal Academia 

and Education 本院  

顧維遐 
兩岸四地區際仲裁

研究 

傅華伶 
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姐妹院) 

(長期合作) 

107/05/08 

抗爭後的檢控：一個

香港、台灣和內地的

比較 
本院  

趙雉 

美國外空資源開發

和利用法案與中國

的對策 

Mark Wu 美國哈佛大學 107/05/08 

Rising U.S. – 

China Trade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ia-Pacific 

本院  

Ian Ayres 美國耶魯大學 107/05/10 
Primer on Default 

and Altering Rules 

本院 

 
 

Cynthia Estlund 美國紐約大學 107/05/10 
A New Deal for 

China’s Workers? 
本院  

Margaret Lewis 
美國紐澤西州

薛頓賀爾大學 
107/05/16 

The Uncertain 

Trajectory of 

Legal Reforms in 

Taiwan 

本院  

Hans-Heinrich 

Trute 

德國漢堡大學

(姐妹院) 
107/05/21 

Digitization of 

Law - Law of 

Digitization – 

preliminary 

remarks from 

Germany 

本院  

Benjamin Hugh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姐妹院) 

107/05/25 

Party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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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恆 
中國西北政法

大學法學博士 
107/05/30 

中國大陸反恐刑法

現狀考察:兼評全球

反恐背景下的資助

恐怖活動犯罪行為

與對策 

本院  

渠震 
香港城市大學

(姐妹院) 
107/05/30 

Resolving 

Disputes Arising 

from Unauthorised 

Corporate 

Security 

Transactions in 

China's High 

People's Courts: 

The ststus quo and 

the way forward 

本院  

David C. Donald 
香港中文大學

(姐妹院) 
107/05/31 

Legal System as 

Norm Packaging 

Platform 

  

陳肇鴻 
新加坡管理大

學(姐妹院) 
107/06/06 

Board 

Independence an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An 

Empirical Survey 

of Companies 

Listed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本院  

陳維曾 
新加坡國立大

學 
107/06/08 

How China and 

Taiwan Have 

Changed the 

Western Ideas of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本院 

 
 

森戶英幸 

慶應義塾大学

法科大学院

(姐妹院) 

107/06/13 

日本技能實習制度

之法律定位與問題

點─勞動法、社會保

障法之觀點 

本院  

Thomas Simon 
奧地利維也納

大學 
107/09/18 

The Concept of the 

Western 

Constitutional 

State-- Basic 

Ideas and 

Traditions 

本院  

松村和德 
早稻田大學大

學院法務研究
107/09/20 

日本民事訴訟法之

瑝前問題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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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研 
科(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 9月

定期研討會) 

於日本的事業重建

與倒產程序 

 

內田義厚 
民事執行制度之變

遷與現今之動向 

Tom Ginsburg 
美國芝加哥大

學講座教授 
107/10/04 如何孚護民主憲政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中

研院法律所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

文教基金

會、中研院

法律所 

Andrzej Zbigniew 

Drzemczewski 

The 

Parliamentar

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France 

107/10/05 

Human Rights in 

Europe: 

An Insider’s 

Views 

本院  

大村敦志 日本東京大學 107/10/16 

東京大学法学部に

おける留学生教育

の一端─『留学生の

ための民法案内』の

目的と成果 

本院  

James Lin 

Internationa

l 

Rehabilitati

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107/10/18 

Torture, forensic 

investigation and 

strategic 

litigation in the 

modern era 

本院  

Laurent Mayali 

加利福尼亞大

學柏克萊分校

(長期合作)每

年定期研討會 

107/11/01 

Customary Law and 

Judicial Power: 

From Today to 

Tomorrow 

本院 

 
 

Hugh Beale 英國華威大學 107/11/05 

The challenges 

facing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ontract law 

本院  

Lord Hughes 
英國最高法院

法官 
107/11/06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How 

Can Taiwan Learn 

from Common Law?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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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Farb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aw: 

Sho Sato 

Professor of 

Law; Facul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Law,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長期合作)每

年定期研討會 

107/11/08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Climate Ac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本院環續中弖  

James V Feinerm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姐妹院) 

107/11/09 

US-ROC Relations 

In the Trump Era 本院 

 
 

Thomas Kellogg 
US-ROC-PRC 

Triangle 

三木浩一 
日本慶應大學

(姐妹院) 
107/11/12 日本專門委員制度 本院  

Lara Stemple 
UCLA 

 
107/11/20 

Global Health & 

Human Rights 
本院  

Prof. Michael Ng 

香港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7/11/20 

「香港閉嘴！」：殖

民地香港的新聞審

查制度 (1850s 

-1950s) 

本院 

 
 

Nickolai 

Anissimtsev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107/11/21 

Civil Law of 

Russia: Its 

History & Current 

State 

本院  

曾勁峰 

李治孜 

香港中文大學

法律學院(姐

妹院) 

107/11/22 

Unfriendly Choice 

of Law in FRAND 

本院  

Rehan Abeyratn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in India 

Samuli Seppänen 

Anti-formalism 

and the 

Preordained Birth 

of Chinese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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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 Mercurio 

香港中文大學

法律學院 (姐

妹院) 

107/11/23 

Plain Packaging 

and Brand 

Restrictions: The 

Convergence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本院 

 
 

Angela Daly 

Another Dimension 

of IP: 3D Print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utures 

苗苗 

Regulating the 

Platform Economy 

with the Criminal 

Law in China 

Piet Hein van 

Kempen 

拉德柏德大學

法律學院(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7/11/26 

Systemic 

Integrity 

Violations Under 

Transnational 

Anti-Corruption 

Treaties: Overuse 

and Underuse of 

Criminal Law 

本院 

 
 

Michael Hor 

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姐妹

院)(長期合

作) 

Anti-Corruption 

and The 

Singaporean 

Experience 

Johan van de 

Gronden 

拉德柏德大學

法律學院(姐

妹院)(長期合

作)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and 

Granting 

Exclusive Rights 

to Enterprises 

Under EU Law 

Paul Bovend'Eert 

拉德柏德大學

法律學院(姐

妹院)(長期合

作) 

Public Office and 

Public Trust: 

Standards of 

conduct in 

Parliament 

傅華伶 

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姐妹

院)(長期合

作)  

The Chinese 

Supervisio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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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Veder 

荷蘭拉德柏德

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

作) 

107/11/26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edings in 

Europe -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本院  

Tjio, Hans 
新加坡國立大

學 
107/12/06 

Re-regulating 

Singapore 

本院 

 
 

Mindy 

Chen-Wishart 
英國牛津大學 107/12/07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Change of mind 

本院  

Yo Sop Choi 

韓國外國語大

學國際與區域

研究 

107/12/10 
Korean Economy & 

Economic Law 
本院  

Xuan-Thao Nguyen 
美國印第孜納

大學(姐妹院) 
107/12/11 

Disruptive 

Lending for 

Innovation: Legal 

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Silicon Valley 

本院 

 
 

Burkhard Hess 

Max Planck 

Institute 

Luxembourg 

for 

Procedural 

Law 

107/12/12 
Public Hearings in 

Court Proceedings 
本院  

Martin Gelter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姐妹院) 

107/12/13 

Board Structure 

Choic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urope 

本院 

 
 

Hans-Bernd 

Schaefer 

Bucerius Law 

School(姐妹

院) 

107/12/19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Volkswagen 

Diesel Scandal 

from a leg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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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lin Chen 
澳洲墨爾本大

學 
107/12/21 

Regulating 

Religious Fraud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vergences and 

deviatio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us Freedom 

本院  

Robert Klonoff 

美國 Lewis & 

Clark Law 

School 

107/12/20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Concussion 

Litigation 

本院 

 
 

西谷祐子 

京都大學法學

研究科(姐妹

院) 

108/02/19 

国際離婚 

─裁判手続及び準

拠法に関する諸問

題 

本院  

Walter J. Pfeil 

奧地利薩爾茨

堡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 

108/03/07 
歐盟長照給付的整

合協調制度 

本院歐盟法中

弖 
 

Keith Hawkins 

Oxford 

University 

 

108/03/11 

The English  

common law  

method 

本院  

Robert Koch 

漢堡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108/03/14 

Autonomous 

Driving and 

Insurance 

本院 

 
 

Georg Ringe 

漢堡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A Regulatory 

Sandbox for 

Fintech 

Milan Kuhli 

漢堡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Criminal Law 

Aspects of 

Autonomous 

Driving 

稻谷龍彥 
京都大學(姐

妹院) 

Accompanying 

Technology: The 

Law in the Era of 

Post 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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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Oeter 

漢堡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108/03/15 

Social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本院 

 
 

Hans-Heinrich 

Trute 

漢堡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Digital 

Communication: 

endangering 

privacy, the 

public and 

democracy? 

上田純子 
前九州大學教

授 
108/04/12 

The Changing Role 

of Shareholders: 

From Rights-based 

to Duties-based 

本院  

Rudolf 

Mellinghoff 

德國聯邦財務

法院院長 
108/04/15 

百年來德國稅法法

院提供之法律上保

護：分析與挑戰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文

教基金會 

本院公法中

弖、翁元章

文教基金會 

Hanno Kube 
德國海德堡大

學(姐妹院) 

108/04/13 

臺德稅法交流工作

坊暨稅捐法制研討

會：德國聯邦基本法

對於稅法的立法形

成指引 

本院公法中

弖、財稅法中

弖、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與中

華民國(臺灣)

法律人員協

會、社團法人

中華法務會計

研究發展協會 

公益信託誠

品法務會計

研究發展基

金 H.C. 

Rudolf 

Mellinghof 

德國聯邦財務

法院院長 

臺德稅法交流工作

坊暨稅捐法制研討

會：法院對於納稅者

的權利保護—以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為

中弖 

 

足立英彥 
日本金澤大學

法學院教授 
108/4/18-23 

參訪基法中弖、人權

與法理學中弖，赴台

灣法理學會年會發

表演講 

台灣法理學學

會、本院基法

中弖、人權與

法理學中弖 

科技部短訪

計畫( 

莊世同教

授) 

施正文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經濟法學

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大陸稅收徵管法

修訂中的法律難題

解析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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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曉靜 
武漢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中國大陸與臺灣

地區稅收徵管合作

法律問題研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李蕊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經濟法學

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數字經濟：中國

稅收徵管制度何以

回應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吳曉紅 
合肥學院管理

系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新個稅時代納稅

人個人信息保護研

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劉榮副 
海南大學法學

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中國大陸納稅人

權利刑事保護問題

研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畢金帄 
孜徽大學法學

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大數據語境下的

涉稅信息共享與信

用規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168 

鄭俊萍 
南昌大學法學

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納稅人權利保護

視閾下稅務和解之

研究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呂楠楠 卲林財經大學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稅收代位權與撤

銷權制度之個體主

義方法論檢討—基

於稅收徵收管理法

第 50條的分析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賀燕 
首都經濟貿易

大學法學院 
108.04.29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

研討會「兩岸稅捐管

理及納稅人權利保

護」暨 2019台灣年

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扣繳義務的法理

探討—兼論自然人

的扣繳義務 

本院財稅法中

弖、財團法人

資誠教育基金

會、中華產業

國際租稅學

會、台灣稅法

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Derk Bunschoten 

Radboud 

University(

姐妹院)(長期

合作) 

108/05/07 

co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Brexit and the 

article 50 TEU 

notification 

本院 

 
 

Mogana Sunthari 

Subramaniam 

馬來亞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

理中弖 講師 

108/05/10 

Custody Battles in 

the Dual Legal and 

Court Systems of 

Malaysia 

本院  

Lee Epstei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姐

妹院) 

108/05/30 
The Evolving U.S. 

Supreme Court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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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J. Cas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108/06/05 

A 

Structured-Renego

tia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Bankruptcy 

本院 

 
 

荒木尚志 
日本東京大學

法學研究科 

108/08/05 

日本法上醫師工時

規制之現狀與課題 

本院  
王天玉 

中國社會科學

院法學研究所 

中國法上醫師工時

規制之現狀與課題 

崔碩桓 

韓國明知大學

校法科大學法

學科 

韓國法上醫師工時

規制之現狀與課題 

王天玉 
中國社會科學

院法學研究所 

108/08/06 
工時規制除外適用

制度 

本院 

 
 

崔碩桓 

韓國明知大學

校法科大學法

學科 

Volker Lipp  哥廷根大學 

108/08/23 

德國之意定輔助制

度 

本院  Dagmar Brosey 
科隆應用技術

大學 

德國於健康事務領

域中之病患意願同

意書與照護意願表

示 

新井誠 
中央大學(姐

妹院) 

日本意定監護制度

之課題 

Toru Morichi 筑波大學 108/08/25 

支持性決策於臺灣

及日本的現況與議

題 

本院 

 
 

Gabriele Britz 
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 
108/09/20 

德國基本法第 2條

第 1項人格自由發

展的保障 

本院 

 
 

Rick Grove 

Rutter 

Associates 

LLC 
108/10/01 

What Lawyers 

Should Know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本院 

 
 

Jonathan Ross 

Board of 

P.R.I.M.E. 

Finance. 

Bokgi Kim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姐妹院) 

108/10/24 

韓國憲法法院與社

會正義之實踐： 

社會權之憲法保障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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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敦志 東京大學 108/10/28 

日本の裁判所にお

ける契約の解釈─

契約類型がはたす

役割 

本院 

 
 

Hugh Beale 牛津大學 108/11/12 

Convergence or 

continued 

divergence: the 

common law of 

contract and civil 

law after 

45 years of union 

本院  

Eberhard 

Eichenhofer 

德國耶拿大學

法律學院前教

授 

108/11/20 
歐盟社會法與英國

脫歐相關議題 

本院歐盟法中

弖、中研院法

律所 

 

Ian Walden 

Professo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

ns Law and 

Head of CCLS 

108/12/09 
AI Governance & 

Data Sovereignty 
本院  

Alan Koh 

Nanyang 

Technologica

l University 

108/12/10 

Derivative 

action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本院  

Samantha Ta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8/12/10 

Empirical study of 

derivative 

actions in 

Singapore 

本院  

Zed Ditucalan 

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 

108/12/10 

The Philippine 

Competition Law 

Dilemma: US-EU 

Fusion to Tension 

本院  

Benjamin Liebman 
Columbia Law 

School 
108/12/13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responsibility 

diffusion in 

Chinese courts: 

big data analysis 

本院  

但見亮 

一橋大學法學

研究科(姐妹

院)(長期合

作)  

108/12/20 

中國大陸‛新時

代‛的‛法治‛ – 

其虛與實 

本院  

長友昭 
拓殖大學政經

學院 
108/12/20 

中日農地制度最新

動向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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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遐 

香港中文大學

法律學院(姐

妹院) 

108/12/20 
中國與亞洲主要國

際仲裁制度的比較 
本院  

Jianlin Che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08/12/13 

Fraudulent Sex 

Criminalization 

in Australia: 

Disparity, 

Disarray and the 

Unresolved 

Question of 

Punishing 

Relationship Lies 

本院  

Jianlin Che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08/12/20 

Presumption of 

Guilt and Victim 

Sexualization: A 

Critical Case 

Study of Newspaper 

Reports of 

Religious 

Fraudulent Sex in 

Taiwan 

本院  

Jill Fisc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108/12/24 

The Stewardship 

Potential of 

Passive Investors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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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3 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概況 

(學者來訪) 

來訪學者姓名 
原屬機構 

與背景 

來訪期間 

年月日 

年月日 

學術活動內容與

成果 

主辦與協辦

單位 

經費補 

助情形 

Tadahiko Fukuhara 

Yasuyo Nakajima 

Maki Nishiumi 

Makoto Arai 

Noboru Suzuki 

Hiroki Yoshimura 

Takeshi Murakami 

Yutaka Takenaka 

Kota Fukui 

日本中央大學

(姐妹院) 

 

103/01/10 
簽訂學術交流協

議 
本院  

Prof. Lawrence O. 

Gostin 

美國喬治城大

學法學院(姐

妹院) 

103/01/19 來訪 本院  

Roger Kampf, 

Cherise M. Valles, 

Fernando Pierola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vision, WTO

及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103/02/19 來訪 
本院 

 
 

竹中浩法學部長、福

井康太國際交流室長 

大阪大學(姐

妹院) 
103/02/21 簽訂交流協議 本院  

青野覺教授 

中空壽雅教授 

川地宏行教授 

小西康之教授 

大場貴之先生 

明治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博士生論文研

討會 

103/03/13 來訪 本院  

Dr. Michael K. Young

校長、Dr. Jeffrey 

Riedinger 全球事務

長 

Washington 

University(姐

妹院) 
103/04/08 來訪 

本院 

 
 

Prof. Harding、Prof. 

Soosay、Ms. Mydin 
新加坡大學 103/05/05 ASLI籌備會議 本院  

曾福慶律師 
WongPartners

hip LLP 
103/05/05 來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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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華副校長領團，

一行共 13人 

浙江大學(姐

妹院) 
103/05/14 來訪 

本院 

 
 

Dean Kellye Testy、

Prof. John Haley、

Assistant Dean 

Kimberly A. 

Eckstein 

華 盛 頓 大 學

(姐妹院) 
 

103/05/19 來訪 本院  

Mr. Kris Kvols、Ms. 

Lisa Yang, Ms. Szu 

H. Lee 

AIT Econ 

officer; 

Public 

Diplomacy 

Section 
 

103/05/20 來訪 本院  

分校校長 Provost 

Lauren Robel、主任

秘書 Chief of Staff 

Catherine Elizabeth 

Dyar 

美國印地孜納

大學布魯明頓

分校(姐妹院) 
 

103/05/23 來訪 
本院 

 
 

UC Hastings 校長 

加州大學舊金

山分校希斯汀

法學院 (姐妹

院) 

103/05/23 來訪 本院  

尹熙雄律師、卞雄載

律師和鄭東洙資深顧

問 

韓國 103/07/23 來訪 本院  

黨總支書記程德理副

教授率同張懷印教授

及學生約 30人 

南京同濟大學 
 

103/07/24 來訪 
本院 

 
 

Prof. Lawrence O. 

Gostin 

喬治城法學院

(姐妹院) 
103/09/01 來訪 本院  

Yutaka Takenaka 等 
日本中央大學

(姐妹院) 
103/10/01 簽訂交流協議 本院  

出口雅久教授及 8位

學生 

立 命 館 大 學

(姐妹院) 
 

103/10/01 來訪 
本院 

 
 

尹寶虎一行 16 人 
海峽兩岸關係

法學研究會 
103/12/09 來訪 本院  

趙曉耕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姐妹

院) 

104/01/21 來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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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騰 
廈門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周東帄 
華東政法大學

法學院 

陳靈海 甘肅政法學院 

劉曉林 

沈瑋瑋 

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 

村田彰教授 

松田英教授 

周作彩教授 

日本流通經濟

大學 
104/01/24 來訪 

本院 

 
 

法學院院長： 

申榮鎬  

 

高麗大學校

(姐妹院) 

104/01/26 來訪 
本院 

 
 

孫東權 建國大學校 

金汶在 慶北大學校 

吳峻根 慶熙大學校 

閔永盛 釜山大學校 

李元雨 
首爾大學校

(姐妹院) 

朴光玟 成均館大學校 

全智淵 
延世大學校

(姐妹院) 

金正漢 嶺南大學校 

金成謜 圓光大學校 

吳孚根 
梨花女子大學

校(姐妹院) 

崔煥柱 全南大學校 

裵定生 全北大學校 

孫鐘學 忠南大學校 

金宰中 忠北大學校 

李勳東 
韓國外國語大

學校 

朴鍾普 漢陽大學校 

Toshiyuki KONO、Mark 

Dalton FENWICK、 

Formacion Antonio Jr 

PRUDENTE、Naoko HALL 

九州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104/01/28 來訪 本院  

韓貴鉉教授、吳時泳教

授 
順天大學 104/01/31 來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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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Katsunori 

Kai (甲斐克則) 、 楊

振 

早稻田大學法

務研究科(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9月定

期研討會 

104/03/11 來訪 本院  

青野覺研究科長、川地

宏行教授及其他數位教

授 

明治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博士生論文研

討會 

104/03/13 來訪 本院  

Prof. Paolo Farah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04/05/27 來訪 本院  

Ms. Kamila 

Trojanová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Czech 

Republic 

104/05/27 來訪 本院  

Dr. Brett Williams 

Williams 

Trade Law, 

Sydney 

104/05/27 來訪 本院  

Dr. Dimitra 

Papageorgiou 

University of 

Athens Law 

School 

104/05/27 來訪 本院  

Mr. YU Jian-long 

China 

Internationa

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104/05/27 來訪 本院  

Mr. Shintaro 

Hamanaka 

The Offic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104/05/27 來訪 本院  

Mr. Xiaochun Xing Brill 104/05/27 來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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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Emmanuel Jacomy 

Shearman & 

Sterling’s 

Internationa

l Arbitration 

Group 

104/05/27 來訪 本院  

Prof. Benjamin L. 

Liebman 

哥倫比亞大學

中國法中弖 
104/07/07 參訪 WTO中弖 本院  

翁小川 
上海交通大學

(姐妹院) 
104/06/19- 

104/06/23 
合作研究推進 

本院 

 
 

Mr. Sundra Rajoo 

Kuala Lumpur 

Regional 

Centre for 

Arbitration 

(KLRCA)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YU Jian-long 

China 

Internationa

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Dr. Stephan Wilske Gleiss Lutz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DDr. Alexander 

Petsche 

VIAC; Baker & 

McKenzie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Ingeborg 

Schwenzer 

University of 

Basel(姐妹

院)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Joshua D H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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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Danny McFadden 

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EDR)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Josephine 

Hadikusumo, 

Singapore 

Internationa

l Mediation 

Institute 

(SIMI) and 

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SMC)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Eunice Chua SMIC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Emmanuel 

Jacomy, 

Shearman & 

Sterling LLP 

(Singapore)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s. Emily Choo Wan 

Ni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

l Law (CI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Tomoko 

Ishikawa, 

University of 

Tsukuba 
104/09/06-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Ingeborg 

Schwenzer 

Chair of 

Private Law, 

University of 

Basel(姐妹

院) 

104/09/08 
Arbitration and 

the CISG 
本院  

李明蓉 

副檢察長 

福建省人民檢

察院 
104/09/22 來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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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Mark Levin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104/10/26-27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國民健康署  

Mr. Katayoun 

Hosseinnejad 

Internationa

l 

Law,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

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Geneva 

104/10/26-27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國民健康署  

Prof. Yordan 

Gunawan 

Internationa

l Centre for 

Law and 

Sharia 

Studies 

(ICLAS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104/10/26-27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國民健康署  

Prof. Andika Putra 

Internationa

l Centre for 

Law and 

Sharia 

Studies 

(ICLAS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104/10/26-27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國民健康署  

Prof. Chris Bulle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Innovation, 

University of 

Auckland 

104/10/26-27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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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Charles 

Wharton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NTU 

College of 

Law 

104/10/26-27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國民健康署  

廈門大學台研所 104/10/27 來訪 本院  

久保千春 

洞上真貴 

芝田政之 

竹下浩幸 

古賀朝也 

日本九州大學

(姐妹院) 
104/11/12 來訪 

本院 

 
 

越智均副校長 
海上保孜大學

校 
104/11/12 來訪 本院  

Prof. Oscar Cabrera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姐妹院) 

104/11/17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Ms. Ana Ayala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姐妹院) 

104/11/17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Mr. Michael 

Templeman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姐妹院) 

104/11/17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Prof. Peter Van den 

Bossche 

Chairman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WTO 

104/11/17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Prof. Oscar Cabrera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姐妹院) 

104/11/17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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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Ana Ayala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姐妹院) 

104/11/17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本院  

David Ruether 教授 
德國波昂大學

(姐妹院) 
104/12/01 來訪 

本院 

 
 

Wenjie Hu  Jason 

Smit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04/12/04 

LLM, SJD and JD 

programs 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

son Law School 

本院  

澳門大學法學院研究生會 104/12/07 來訪 本院  

陳偉良助理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

學(姐妹

院)(長期合

作) 

104/12/08 來訪 
本院 

 
 

KIM, Kyu Wan、 JUNG, 

Seung Hwan、 HA, 

Myeong Ho 教授 

韓國高麗大學

(姐妹院) 

104/12/14- 

104/12/16 
來訪 本院  

Frank H. Wu 教授 

UC 

Hastings(姐

妹院) 

104/12/31 來訪 本院  

h.c. Bernd Engler、

Gunter Schubert、

Bernd Heinrich、 

Wu Shu-hsiung、

Elisabeth Baier 

德國杒賓根大

學 
105/03/03 來訪 

本院 

 
 

Andrew T. Guzman 
南加大法律學

院院長 
105/03/04 來訪 本院  

Ernest Caldwell 
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 
105/03/08 來訪 本院  

村田彰教授 

周作彩教授 

流通經濟大學 

 

105/03/21 訪院 
本院 

 
 

柴崎曉教授 

早稻田大學經

營管理研究科

(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

定期 9月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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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靂教授 

易帄教授 

李媛媛博士 

北京大學法學

院(姐妹院) 
105/03/23 

臺大北京大學日

訪問團  

本院 

 
 

Klaus Rennert 
德國聯邦行政

法院 
105/03/30 來訪 本院  

HA Myeong Ho、 

JUNG Seung Hwan、 

KIM Kyu Wan 

韓國高麗大學

(姐妹院) 
105/04/15 簽署交流案 本院  

Jordan Budd 新罕布夏大學 105/05/03 來訪 本院  

Katharina 

Boele-Woelki 

漢堡博銳思法

學院(姐妹

院)、國際比較

法學會教授 

105/05/11 來訪 
本院 

 
 

John Powell 

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 9月

定期研討會) 

105/05/23 來訪 本院  

OH Sho Gun、 

DO Jae Hyung、 

CHOI Kyung Suk 

梨花女子大學

(姐妹院) 
105/06/17 來訪 本院  

朱曄教授 
静岡大学大学

院法務研究科 
105/06/24 來訪 

本院 

 
 

Benjamin Liebman 教

授 
哥倫比亞大學 105/07/06 來訪 本院  

Prof. Patricia 

Shaughnessy 

Stockholm 

University(

姐妹院)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Anselmo Reyes 

Singapore 

Internationa

l Commercial 

Court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Simon Dunbar 
Partner, King 

& Spalding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Emmanuel Jacomy 
Shearman & 

Sterling LLP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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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haun Wei-Han 

Lee 

JWS Asia Law 

Corporation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Alexandra 

Carter 

Columbia Law 

School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Dr. Shawn Watts 
Columbia Law 

School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Dr. Stephan Wilske Gleiss Lutz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Julien 

Chaiss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

妹院)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Joanna 

Jemielniak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nternationa

l Courts 

(iCourt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s. Janice Lee 

Singapore 

Internationa

l Arbitration 

Centre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Mark Feldman 

School of 

Transnationa

l Law, Peking 

University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Lisa Toohey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183 

Ms. Sally Harpole 

Attorney 

(California)

, Solicitor 

(Hong Kong), 

Chartered 

Arbitrator, 

Mediator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s. Sherlin 

Hsie-lien Tung 

Semperit AG 

Holding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Rajesh Sharma 
RMIT 

University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Joshua D H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Mr. Jing Zhou Tao 

(陶景洲) 

Beijing 

Representati

ve Office, 

Dechert LLO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Fan Yang (揚

帆) 

School of 

Law,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

妹院) 

105/08/29-30 

2016年台北仲裁

與調解國際研討

會 

本院；中華民

國仲裁協會 
 

Prof. Patricia 

Shaughnessy 

Department of 

Law, 

Stockholm 

University(

姐妹院) 

105/8/31 

Effective Legal 

Advocacy in 

Arbitration 

本院  

Prof. Alexandra 

Carter 

Columbia Law 

School 
105/8/31 

Effective Legal 

Advocacy in 

Arbitration 

本院  

Dr. Shawn Watts 
Columbia Law 

School 
105/8/31 

Effective Legal 

Advocacy in 

Arbitration 

本院  

Mr. Victor Do Prado 

The Council 

and Trade 

Negotiations 

Committee 

Division in 

the WTO 

105/9/21 

Trade in a 

Troubled 

World-can the 

WTO help?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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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Gary Bell 

Director of 

the Asian Law 

Institute 

105/09/19 

新加坡國立大學

法學院亞洲法研

究所簡介 

 

本院 

 
 

和仁かや、 

和西英昭教授帶領學

生 10人。 

九州大學(姐

妹院) 
105/09/27 參訪 本院  

德州大學 105/10/12 參訪 本院  

權純一 大法官 
Supreme Court 

of Korea 
105/11/02 來訪 本院  

Neil G. Ruiz 
喬治華盛頓大

學 
105/11/18 

Introduction to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本院  

Prof. Julien 

Chaisse 

Faculty of 

Law, CUHK(姐

妹院) 

106/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本院  

Mr. Dini Sejko 

Faculty of 

Law, CUHK(姐

妹院) 

106/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本院  

Ms. Qian Wang, 

Frances 

Faculty of 

Law, CUHK(姐

妹院) 

106/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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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Kehinde Folake 

Olaoye 

Faculty of 

Law, CUHK(姐

妹院) 

106/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本院  

Ms. Xu Qian, Rachel 

(錢旭) 

Faculty of 

Law, CUHK(姐

妹院) 

106/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本院  

Ms. Flavia Marisi 

Faculty of 

Law, CUHK(姐

妹院) 

106/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本院  

本間靖規 

Waseda 

Uni(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9

月研討會. 

106/02/18 來訪 本院  
渡辺惺之 

Osaka 

Uni(姐妹院) 

酒井一 
Nagoya 

Uni(姐妹院). 

渡部美由紀 
Nagoya 

Uni(姐妹院) 

Mark Zoller 教授 
德國 Trier大

學(姐妹院) 
106/03/06 來訪 

本院 

 
 

酒井太郎 

一桥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6/03/13 來訪 本院  

Kevin Davis 美國紐約大學 106/03/16 來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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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Carlson. 

Sandra Fagerlund 

(Ms) 

Stockholm, 

Sweden(姐妹

院) 

 

106/03/23 簽屬交流案 
本院 

 
 

Mr. Pat Power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姐妹

院) 

 

106/03/24 

Graduate Law 

Programs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Information 

Session 

本院  

帄田 武 日本東北大學

(姐妹院) 
106/03/27 洽談合約 

本院 

 
 

森田 果 

Dory Mayer 

美國喬治城大

學法學院(姐

妹院) 

106/03/31 

Study for an 

LL.M.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本院  

Osvaldo Urrutia 
Valparaiso 大

學 
106/03/24 來訪 本院  

武氏蘭英 

張庭寧 

阮文富 

陶玉俊 

梅清孝 

黎氏幸 

越南河內法律

大學(姐妹院) 
106/05/11 來訪 本院  

Prof. Seung Wha 

Chang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姐妹院)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Fernando Dias 

Simoes 

Faculty of 

Law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

妹院)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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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enry Gao 

School of 

Law,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姐妹院)(長期

合作)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Tomohiko 

Kobayashi 

Otar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Meredith 

Kolsky Lewis 

Faculty of 

Law,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Colin Picker 

School of 

Law,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Art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Ms. Anuradha RV 

Clarus Law 

Associates, 

New Delhi, 

India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Rajesh Babu 

Ravindran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roup;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Ma. Joy V. 

Abrenica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Diliman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Andrew 

Mitchell 

Melbourne Law 

School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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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Yuka Fukunaga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Junji 

Nakagawa 

University of 

Tokyo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Heng Wang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Xinquan Tu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IBE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Prof. Margaret 

Liang 

Nanyang 

Technologica

l University 

Singapore 

106/06/03-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本院  

Mr. Gavin Zhao 
英國亞伯立斯

威大學 
106/07/11 合作洽談 本院  

Prof. Ulrich 

Schroeter 

University of 

Basel(姐妹

院)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Dr. Stephan Wilske Gleiss Lutz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Fan Mingchao 

ICC 

Arbitration 

and ADR, 

North Asia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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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Wenny Yiwen 

Huang 

ICC 

Arbitration 

and ADR, 

North Asia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Chiann Bao 

Asia Pacific 

Counsel for 

Skadden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s. Sherlin 

Hsie-lien Tung 

CMS Hasche 

Sigle (Hong 

Kong);  

Litigation, 

Arbitration & 

Special 

Projects 

Legal Counsel 

with Semperit 

AG Holdings 

(Vienna)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David Shiu Man 

Fong 

Harcourt 

Chambers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s. Sarah Grimmer 

Hong Kong 

Internationa

l Arbitration 

Center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Michael Hwang SC 

Independent 

Arbitrator, 

Singapore and 

Non-Resident 

Chief 

Justice, 

Dubai 

Internationa

l Financial 

Centre Courts 

106/08/28-29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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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Rachael Field 

Faculty of 

Law, Bond 

University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Nadja 

Alexander 

Academic 

Director of 

Singapore 

Internationa

l Dispute 

Resolution 

Academy,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Alexandra 

Carter 

Clinical 

Professor of 

Law, Columbia 

Law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Nguyen Thu 

Thuy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

l Law, Hanoi 

Law 

University(

姐妹院)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Abraham Vergis 
Providence 

Law Asia LLC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Niki Chen 
Providence 

Law Asia LLC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Filippo 

Fontanelli 

Internationa

l Economic 

Law,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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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Janice Lee 
Practicing 

Lawyer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Jakob Ragnwaldh 
Mannheimer 

Swartling 
106/08/28-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Christine Zhou 

倫敦大學瑪麗

王后學院(姐

妹院) 

106/10/06 
雙聯學位計畫介

紹 
本院  

Ms. Sherlin Tung 

CMS Hasche 

Sigle Hong 

Kong LLP 

106/12/05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本院  

LUNDENDORJ 

Nanzaddorj 教授 

蒙古司法總委

員會主席 
106/12/08 來訪 

本院 

 

 

BATSAIKHAN 

Purevsuren 

蒙古司法總委

員會委員 
 

Prof. Shawn Watts 
Columbia Law 

School 
106/12/11 

Breaking 

Impasse: 

Techniques, 

Tips, and 

Tricks 

本院  

Prof. Sharma Rajesh 
RMIT 

University 
107/01/08-9 

Armo Working 

Group 
本院  

Prof. Nakagawa 

Junji 

University of 

Tokyo 
107/01/08-9 

Armo Working 

Group 
本院  

Mr. Joseph Wira 

Koeisnaidi 

JWK Law 

Office 
107/01/08-9 

Armo Working 

Group 
本院  

Prof. Mark Wu 
Harvard Law 

School 
107/05/08 

Rising U.S. – 

China Trade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ia-Pacific 

本院  



192 

謝笠天教授與該院學

生 

新加坡管理大

學法學院(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7/05/01 參訪 本院  

Dr. Stephan Wilske Gleiss Lutz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Gary Bel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Jenet Walker 
Osgoode Hall 

Law School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Kim Rooney Gilt Chambers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Doug Jones 
Independent 

Arbitrator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s. Ling Yang 

(楊玲) 
HKIAC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Philip Yang 

(楊良宜) 

Independent 

Arbitrator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s. Kathryn Sanger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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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Michelle 

Markham 

Bond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Horia Ciurtin 

EFILA;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Jun Wang(王

俊)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ulty of Law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Nobumich 

Teramura 

UNSW Law 

Faculty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Joe Tirado 
Garrigues UK 

LLP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Dr. Lars Markert 
Nishimura & 

Asahi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Wen-ying Wang 

CIETAC Hong 

Kong 

Arbitration 

Center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Nasiruddeen 

Muhammad 

University of 

Dubai 
107/08/27-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東京大学 

佐賀大学 

琉球大学 

107/09/25 參訪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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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 Lixinski UNSW Law 107/11/07 來訪 本院  

Mrs Petra Bouman 

Radboud 

University(

姐妹院)(長期

合作)  

107/11/26 招生說明會 
本院 

 
 

Prof. Joost 

Pauwelyn 

Internationa

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Geneva 

107/12/13 來訪 本院  

中國政法大學 108/01/07 來訪 本院  

Prof. Colin Picker 

School of 

Law,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Art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Prof. Junji 

Nakagawa 

University of 

Tokyo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Prof. Fernando Dias 

Simoes 

Faculty of 

Law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

妹院)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Prof. Tomohiko 

Kobayashi 

Otar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Prof. Yuka Fukunaga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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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enry Gao 

School of 

Law,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姐妹院)(長期

合作)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Prof. Rajesh Babu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roup;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Prof. Markus Wagner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108/01/12-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日本九州大學 108/02/18 來訪 本院  

Nguyen Thi Que Anh

副教授等共 7人 

越南國家大學

河內法律學院

師生代表團 

108/03/12  本院  

中空壽雅教授 

川地宏教授 

明治大學(姐

妹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博士生論文研

討會 

108/03/19 
博士生論文發表

交流會 
本院  

Prof. Renato 

Nazzini 

King’s 

College 

London 

108/04/26 

Res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and 

ADR: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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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r. Karsten 

Nowrot 

Universität 

Hamburg(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108/05/16 

From the 

Position of 

Non-State 

Actors to 

Tendencies of 

Normative 

Regression: 

Some Recent, 

Current and 

Potential 

Futu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esearch 

Activities at 

Hamburg 

University 

本院  

Dr. Emily Sipiorski 

Universität 

Hamburg(姐妹

院)(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108/05/16 

Energy Disputes 

and the 

Language that 

Creates 

International 

Law: The Role of 

the 

Sustainability 

Narrative in 

Future Legal 

Realities 

本院  

Prof. Avv. Del Prato 

Enrico 

羅馬大學 108/06/18 來訪 本院  

Prof. Avitabile 

Luisa 

Dr. Avv. Palomino 

Contreras Gladys 

Guisella 

Prof. Del Prato 

Prof. Dagmar Brosey 

 108/08/19 
參與 Roundtable 

Discussion 

本院 

 
 

Prof. Toru Morichi 

Dr. Mogana Sunthari 

Subramaniam 

Prof. Rob van den 

Hoven van Genderen 

The 

University of 

Lapland 

108/08/19 洽談合約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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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tephan Wilske Gleiss Lutz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Masato 

Dogauchi 

Waseday 

University(

姐妹院)(長期

合作)每年定

期9月研討會; 

Tokyo 

University; 

Jap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Anselmo Reyes 

Singapore 

Internationa

l Commercial 

Court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Adrian Mak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姐

妹院)(長期合

作)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Joshua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Jeffrey 

Waincym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s. Sabine Katrin 

Neuhaus 

Kellerhals 

Carrad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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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haun W.H. Lee 

Bird & Bird 

ATMD 

Singapore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Dr. Nikolaus 

Pitkowitz 

Vienna 

Internationa

l Arbitral 

Centr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Francis Law 

Hong Kong 

Mediation 

Centre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Dalma Demeter 
University of 

Canberra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Rajesh Sharma 
RMIT 

University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James H. Boykin 

Hughes 

Hubbard & 

Reed LLP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Prof. Crina Baltag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Mr. Rodolphe Ruffie 

Internationa

l Arbitration 

Group(Perth, 

Australia), 

Clifford 

Chance 

108/08/15-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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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Peter Van den 

Bossc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Berne 

108/12/19 

Trade Wars and 

Their Impact on 

Global Trade 

and Small 

Economies 

本院  

Prof. Joshua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108/12/20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s 

Comparative Law 

in Action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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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1 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姓    名 
國際學術活動

名稱 
主辦之國際學術團體單位 

出國期間 

年月日年月日 

擔任該活

動職位之

性賥 

經費補 

助情形 

葉俊榮 

ICON.S 

Conference 

2019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2019.07.01-03 

主持會

議，發表

論文 

科技部 

葉俊榮 

Melbourne 

Forum on 

Constitutiona

l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DEA 2019.10.21-23 

主持會

議，參與

討論 

Internat

ional 

IDEA 

葉俊榮 

Seabrook 

Chamber 

Lecture 

Melbourne Law 

School 
2019.11.12-16 

年度學術

講座，進

行專題演

講 

Melbourn

e Law 

School 

葉俊榮 Book Laun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9.08.29 演講 

Center 

for Asian 

Legal 

Studies, 

NUS 

王泰升 

The 4th East 

Asia Law and 

Society 

Conference: 

The Role of Law 

in Bridging 

Chasms in and 

among Asian 

Societies 

日本早稻田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9

月研討會 

2015.08.04-06 

主題演講

人（題

目：

Localiza

tion of 

Foreign 

Laws in 

Taiwan: 

Rethinki

ng the 

Role of 

Law in 

Bridging 

Chasms in 

society） 

國外邀請

單位支付

旅費等 

李茂生 

早稲田大学大

学院法務研究

科・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院学

術交流「刑事法

工作坊」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務研究

科(姐妹院)(長期合作)每

年定期 9月研討會 

2019.10.08-11 論文報告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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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生 

明治大學、台灣

大學第 4回研究

交流會 

明治大學法學研究科(姐

妹院)(長期合作)每年定

期博士生論文研討會、國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2018.03.13-17 評論 本院 

一橋大学 国

際交流セミナ

ー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長期合作) 
2016.07.03 演講 本院 

李茂生 

國立臺灣大

學、明治大學第

二屆研究交流

會 

明治大學法學研究科(姐

妹院)(長期合作)每年定

期博士生論文研討會、國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2016.03.01-03 評論 本院 

李茂生 

台大東北大雙

聯學位博士生

口詴 

日本東北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 
2019.07.25 

口詴、審

查論文、

交流協議 

 

 

本院 

李茂生 
NTU-HUB計畫

（京都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 
2018.12.01-05 

交流拜

會、洽談

學術合作 

本院 

李茂生 

台大一橋大雙

聯學位簽約儀

式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長期合作)  
2016.07.03 

拜會、洽

談學術合

作 

本院 

王文孙 演講 

智利大學法學院 

Chile Law School 

(姐妹院) 

2019.08.30-20

19.09.11 

應邀至本

院學術交

流合作對

象智利大

學法學院

演講 

教育部深

耕計畫 

王文孙 主題發言人 
中國法學會商法研究會 

年會 
2019.09.23-26 

應邀至中

國西孜擔

任中國商

法研究會

年會 

擔任主題

發言人 

教育部深

耕計畫 

王文孙 主題發言人 北京航天航空大學法學院 2019.11.15-18 

應邀參加

北航法學

院與政治

大學法學

院舉辦之

兩岸民商

法研究會 

北航法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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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孙 論文作者 Melbourne Law School 2019.12.09-11 

受邀參加

墨爾本大

學法學院

舉辦之亞

洲信託法

研討會 

墨爾本大

學法學院 

王文孙 評論人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8.09.08-09 

受邀至國

立新加坡

大學法學

院參加 

Workshop 

on 

Business 

Transact

ions and 

Corporat

e 

Governan

ce 

國立新加

坡大學法

學院 

顏厥孜 名城大學/日本 名城大學/日本 2016.06 主題演講 
科技部/

名城大學 

顏厥孜 IVR Japan IVR Japan 2018.06 論文報告 科技部 

顏厥孜 
IVR World 

Congress 
IVR 2019.07 論文報告 科技部 

陳聰富 
台灣法與德國

法研究演講會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院(姐

妹院) (長期合作)及早稻

田大學法學院(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9

月研討會 

2016.01.28-29 演講 日本學校 

陳聰富 
兩岸四地民法

典學術研討會 

東吳大學法學院、中國人

民大學(姐妹院) 
2016.04.29-30 論文報告 本院 

陳聰富 

台灣大學與日

本早稻田大學

民法研討會 

台灣大學 2016.09.12 論文報告 本院 

陳聰富 

十字門法學論

壇：國際商事合

同法的解釋：統

一與多元 

澳門科技大學 2016.11.04 論文報告 
澳門科技

大學 

陳聰富 

民法最新動向

的重新省視：以

東亞債權法改

正為中弖國際

研討會 

日本靜崗律師協會 2018.02.23 論文報告 
日本靜崗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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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聰富 

Studies in The 

Contract Laws 

of Asia Vol IV: 

Invalidity 

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 
2018.03.15-16 論文報告 

National 

Singapor

e 

Universi

ty 

陳聰富 

海峽兩岸暨香

港、澳門民法典

研討會 

中國人民大學(姐妹院) 2018.06.24 論文報告 本院 

陳聰富 
兩岸法學交流

研討會 
山東大學(姐妹院) 2018.07.20 論文報告 自籌款 

陳聰富 
東亞民法國際

學術研討會 

台灣民法研究基金會、韓

國民事法學會、中國民法

研究會、日本私法學會 

2018.09.15 論文報告 本院 

陳聰富 
兩岸民商法前

沿論壇 

北京航天航空大學、政治

大學 
2019.11.16-17 論文報告 

北京航天

航空大學 

陳聰富 

海峽兩岸暨香

港、澳門民法典

研討會 

東吳大學 2019.05.02 主持會議 無 

曾宛如 

「2015年第5屆

東亞民事法國

際研討會，東亞

各國的不動產

使用權-有關東

亞財產法修訂

及國際化、一體

化的問題」研討

會 

韓國民事法學會、韓國西

江大學校法學研究所 
2015.10 

出席、論

文報告、

評論、拜

會 

 

曾宛如 雙聯學位 
日本九州(姐妹院)及東北

大學 
2015.10.04-07 

洽談國際

合作 
邁頂 

曾宛如 
清華國際商法

論壇 
北京清華大學(姐妹院) 

2015.10.31-11

.02 

與談人暨

洽談國際

合作、訪

問 

邁頂 

曾宛如 日本明治大學 

明治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每年定期博士生論

文研討會 

2016.03.01-03 

主持國際

學術研討

會及訪問 

邁頂 

曾宛如 台美法律論壇 

美國柏克萊大學法學院

(姐妹院)(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2016.10.12-17 論文報告 邁頂 

曾宛如 
APRU Law Deans 

Meeting 
杭州大學 2016.11.11-13 

參加國際

會議 
邁頂 

曾宛如 臺大北大日 北京大學(姐妹院) 2017.04.24-26 演講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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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宛如 
早稻田大學論

文研討會 

東京早稻田大學(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9月

研討會 

2017.09.06-08 論文報告 邁頂 

曾宛如 
香港大學二岸

四地研討會 
香港大學(姐妹院) 2017.11.01-03 論文報告 邁頂 

曾宛如 
清華國際商法

論壇 
北京清華大學(姐妹院) 2017.10.27-29 

國際學術

會議，發

表論文 

科技部 

曾宛如 
荷蘭姊妹院簽

約 

荷蘭 Radboud 

University﹑ 

萊登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 

2017.12.02-08 
洽談國際

合作 
邁頂 

曾宛如 雙聯學位 香港中文大學(姐妹院) 2018.04.25-27 
洽談國際

合作 
高教深耕 

曾宛如 

Asian Law 

Institute(ASL

I) 

首爾大學(姐妹院) 2018.05.08-11 

出席

Board of 

Governor

s會議 

高教深耕 

曾宛如 雙聯學位 海德堡大學(姐妹院) 
2018.06.24-07

.29 

洽談國際

合作 

交換教授 

高教深

耕、科技

部 

曾宛如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aw ( IACL) 

九州大學(姐妹院) 2018.07.23-27 

撰寫

National 

Report 

－ 

曾宛如 雙聯學位 京都大學(姐妹院) 2018.12.01-06 
洽談國際

合作 
高教深耕 

曾宛如 
臺、港、澳三地

學術研討會 

香港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 
2019.02.13-15 論文報告 高教深耕 

曾宛如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新加坡 2019.06 

出席

Board of 

Governor

s會議 

高教深耕 

李建良 
2015 兩岸四地

法律發展 
北京大學法學院(姐妹院) 2015.11.28-29 

報告人、

與談人、

主持人 

北京大學

法學院 

李建良 

風險社會與法

治國家─台灣

環評法制與環

境法治的課題

與反思，第 12

屆東亞行政法

學會國際學術

大會 

台灣行政法學會 2016.11.13 報告人 
台灣行政

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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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 

Festkolloquiu

m anlässlich 

des 80. 

Geburtstages 

von Christian 

Starck - 

Wanderungen 

und Wandlungen 

des Rechts 

德國哥廷根大學學術院 2017.01.14 報告人 

德國哥廷

根大學學

術院 

李建良 

2017 兩岸四地

法律發展學術

研討會 

香港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 
2017.11.01-03 報告人 香港大學 

李建良 

Verfahrensrec

ht als 

Arrangement 

verlässlicher 

und 

bürgernaher 

Verwaltung（程

序法作為可靠

且親民之行政

的整備） 

德國 Speyer大學 
2017.11.30-12

.01 
報告人 

德國

Speyer大

學 

李建良 

「人性尊嚴在

亞洲：法律與文

化的對話」國際

學術研討會

(Human Dignity 

in Asia: 

Dialogue 

between Law 

and Culture) 

中央研究院 2018.07.02 主持人 
中央研究

院 

李建良 
第三屆德台比

較公法研討會 
德國耶拿大學 

2018.09.29-10

.11 
報告人 

德國耶拿

大學 

李建良 
德國國家法學

者協會年會 
德國國家法學者協會 

2018.09.29-10

.11 
出席人 

德國國家

法學者協

會 

李建良 
第七屆德台學

術研討會 
德國哥廷根大學 

2018.09.29-10

.11 
報告人 

德國哥廷

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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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 

Warum hat das 

Grundgesetz so 

viele Fans in 

Taiwan, Herr 

Lee?（德國基本

法在臺灣粉絲

何其多，為什

麼？） 

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

線上版 ZEIT ONLINE 

(www.zeit.de) 

2019.05.25 

20:41 

（德國時間） 

接受德國

時代周報

(DIE 

ZEIT)線

上版 ZEIT 

ONLINE 

(www.zei

t.de)政

治主編

Lisa 

Caspari

女士越洋

電話專訪

（德國基

本法七十

週年紀念

專題） 

德國時代

周報(DIE 

ZEIT)線

上版 ZEIT 

ONLINE 

(www.zei

t.de) 

李建良 

韓國忠南大學

東亞留德法律

學人會議 

韓國忠南大學法學院 
2019.08.27-09

.01 
發表論文 

韓國忠南

大學法學

院 

李建良 

德國國家法學

者協會 2019年

年會 

德國馬堡大學 2019.10.07-13 與會人 
德國馬堡

大學 

李建良 

超越 748同性婚

姻與家庭國際

學術研究討會 

中央研究院 2019.10.23 主持人 
中央研究

院 

林鈺雄 

第七屆飛鳶法

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法人刑

法之國際視野 

臺灣臺北大學 2019.10.22-23 主持會議 

科技部.

法官學

院.台北

大學 

林仁光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Annual 

Conference 

ASLI 

臺灣大學 
2015.06 

主持會

議、發表

論文 

無 

林仁光 
ASLI Annual 

Conference 

ASLI 

韓國首爾大學(姐妹院) 
2018.06 

主持會

議、發表

論文 

高教深耕 

林仁光 
ASLI Annual 

Conference 

ASLI 

新加坡大學 
2019.06 

主持會

議、發表

論文 

高教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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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光 

18th Annual 

Law and 

Business 

Conference:  

Global 

Partners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Vanderbilt 
2015.09.05-08 發表論文 自籌 

林仁光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IN ASIA 

SYMPOSIUM 

Commercial Law Centre of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 Centre for 

Banking & Finance Law,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8.07.25-28 發表論文 自籌 

林仁光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 

Kyushu University 

2018.07.21-25 發表論文 科技部 

林仁光 
University of 

Warsaw 
University of Warsaw 2019.05.09-13 演講 自籌 

林仁光 

AL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n Legal Information 

Network &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19.08.27-29 發表論文 
部分高教

深耕 

林仁光 

Global 

Shareholder 

Stewardship 

Conference 

King’s College London 2019.09.21-25 

發表論

文； 

與

King’s 

College 

London 

Law 

School院

長洽談學

術交流 

部分高教

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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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光 

Workshop I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 

Fakultät für 

Rechtswissens

chaft UHH 

Digitisation 

and the Law 

Hamburg University Law 

School(姐妹院) (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2019.11.29-12

.06 
－ 高教深耕 

林仁光 － 
Otago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15.08.28 

拜訪法學

院院長及

教授 

金管會 

林仁光 － 
University of Auckland 

School of Law 
2015.08.26 

拜訪法學

院院長及

教授 

金管會 

沈冠伶 台美法律論壇 美國柏克萊大學法學院

(姐妹院)(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2016.10.12-17 論文報告 邁頂 

沈冠伶 ADR制度調查團 東京學習院大學 2016.12.04-08 考察 邁頂 

沈冠伶 DAAD Kyoto 

Symposium 

京都立命館大學(姐妹院) 2017.03.23-28 評論 邁頂 

沈冠伶 臺大北大日 北京大學(姐妹院) 2017.04.24-26 演講 邁頂 

沈冠伶 台德法律對話

研討會 

德國 Bochum大學 2017.07.02-04 論文報告 邁頂、科

技部 

沈冠伶 早稻田大學論

文研討會 

東京早稻田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9

月研討會 

2017.09.06-08 論文報告 邁頂 

沈冠伶 香港大學二岸

四地研討會 

香港大學(姐妹院) (姐妹

院) )(長期合作) 

2017.11.01-03 論文報告 邁頂 

沈冠伶 荷蘭姊妹院簽

約 

荷蘭 Radboud 

University(姐妹院)(長

期合作)﹑ 

萊登大學(姐妹院) 

2017.12.02-08 洽談國際

合作 

邁頂 

沈冠伶 早稻田大學國

際專題研討 

早稻田大學(姐妹院) (長

期合作)每年定期 9月研討

會 

2018.03.04-10 講學 邁頂 

沈冠伶 雙聯學位 香港中文大學(姐妹院) 2018.04.25-27 洽談國際

合作 

邁頂 

沈冠伶 Asian Law 

Institute(ASL

I) 

首爾大學(姐妹院) 2018.05.08-11 國際會議

出席 

邁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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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冠伶 雙聯學位簽約 漢堡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2018.06.26-07

.20 

洽談國際

合作 

交換教授 

邁頂、科

技部 

沈冠伶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aw ( IACL) 

九州大學(姐妹院) 2018.07.23-27 國際會議

出席 

科技部 

沈冠伶 第 3屆台美法律

論壇 

美國柏克萊法學院(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研討會 

2018.10.10-15 國際會議

主持 

邁頂 

沈冠伶 雙聯學位 京都大學(姐妹院) 2018.12.01-06 洽談國際

合作 

 

邁頂 

沈冠伶 臺、港、澳三地

學術研討會 

香港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  

2019.02.13-15 論文報告 邁頂 

沈冠伶 韓國民事訴訟

法學會國際研

討會 

韓國國民事訴訟法學會 2019.05.24-27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沈冠伶 交換教授計畫 德國海德堡大學(姐妹院) 2019.06.20-07

.20 

交換教授 深根 

沈冠伶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cedural Law 

國際民事程序法學會、神

戶大學 

2019.11.02-06 National 

Reporter

國際會議

出席 

科技部 

沈冠伶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Colloquium 

京都立命館大學(姐妹院) 2019.11.07-09 國際會議

主持 

科技部 

沈冠伶 法律之數位化

研討會 

漢堡大學(姐妹院) (長期

合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2019.12.02-04 論文報告 深根 

林彩瑜 2015 Joint IEL 

Asia 

Conference 

‚Regionalism 

in 

Asia-Pacific 

and Beyo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 

AWRN,印尼 2015.07.20-21 論文報告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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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瑜 Conference 

on  Transpaci

fic 

Partnership: A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

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香

港(姐妹院) 

2016.05.16-17 論文報告 CUHK 

林彩瑜 WTO Public 

Forum 

WTO, 日內瓦 Geneva 

(Switzerland). 

2016.09.28 論文報告 外交部 

林彩瑜  Food and Law 

Confere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姐

妹院) 

2017.12.01 論文報告 CUHK 

林彩瑜 AWRN-CIBEL 

Joint 

Conference  

UNSW, 澳洲 2018.08.17 論文報告 自籌款

/UNSW 

林彩瑜 Paradise Lost 

or Found? The 

Post-WTO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Utopian & 

Dystopian 

Possibilities

)‛ workshop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日本 

2019.01.09-10 論文報告 自籌款

/Tokyo U. 

張文貞 the 2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5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Conference 

New York 2015.07.01-03 主題演講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William C. 

Jones 講座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

學院(姐妹院) 

2016.02 主題演講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ssociation 

Meijo University, 

Nagoya, Japan 

2018.11.24-25 主題演講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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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

l Law 

Seoul, South Korea(姐妹

院) 

2018.06.18-22 主題演講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Workshop No. 

24 [External 

Influences on 

Constitution 

Building 

Processes], 

the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

l Law 

Seoul, South Korea(姐妹

院) 

2018.06.18-22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Workshop No. 

20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ources 

on 

Post-Conflict 

and 

in-Conflict 

Constitutiona

l Law], the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

l Law 

Seoul, South Korea(姐妹

院) 

2018.06.18-22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the Faculty 

Workshop of 

Maurer Law 

School 

Indiana University(姐妹

院) 

2018.0328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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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 the 7th Asian 

Constitutiona

l Law Forum 

Thammasat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姐妹

院) 

2017.12.08-09 論文報告 科技部計

畫補助 

張文貞 the second 

Melbourne 

Forum on 

Constitution 

Build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jointly 

sponsored by 

International 

IDEA and the 

Constitution 

Transformatio

n Network and 

hosted by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anila, 

the Philippines 

2017.10.03-04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Global 

Challenge 

Visiting 

Researche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Seoul, South 

Korea(姐妹院) 

2017.09.29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the ICON·S 

2017 

Conference on 

‚Courts, 

Powers, Public 

Law‛ 

Copenhagen, Denmark 2017.05.05-07 論文報告 科技部計

畫補助 

張文貞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

nalism in 

Contex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Hong 

Kong(姐妹院) (長期合作)  

2017.06.11-12 論文報告 科技部計

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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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

on and 

Constitution 

in East Asia: 

30 Years of 

June Democracy 

Movemen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姐妹

院)Asia-Pacific law 

Institut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aw 

Research Institute and 

Korean Constitutional 

Law Association, Seoul, 

South Korea 

2017.06.09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ICON-S 

Symposium on 

The War on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ICON-S),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of Philosophy 

(UTCP) and Re: DEMOS, 

Tokyo, Japan 

2016.12.17-18 論文報告 科技部計

畫補助 

張文貞 the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Northwestern Pritzker 

School of Law, Chicago, 

United States. 

2016.10.07-08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the Public Law 

and Human 

Rights 

Workshop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Faculty of 

Law, Jerusalem(姐妹院) 

2016.03.15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the William C. 

Jones Lecture 

Whitney R. Harris World 

Law Institute & the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aw,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2016.02.22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張文貞 the UW 

Trans-Pacific 

Comparative 

Public Law 

Round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 Seattle(姐妹院) 

2016.01.14-15 論文報告 科技部計

畫補助 

張文貞 the Judicial 

Review of 

Elections in 

Asi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姐妹院)(長期

合作) 

2015.07.03 論文報告 國外邀請

單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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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皇玉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lebrating 

the KLRI 25th 

Anniversary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Research 

韓國立法研究會（KLRI）

Korea Legis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KLRI) and the 

MOU Agencies, 

2015.10.15 論文發

表,題目

為 Trends 

in 

Taiwanes

e 

Anti-Cor

ruption 

Regulati

on 

 

韓國立法

研究會 

王皇玉 第八屆兩岸四

地刑事法論壇

「有組織犯罪

的防制對策」研

討會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南昌

大學法學院 

2015.10.24 論文發

表，《組

織犯罪中

的犯罪支

配─以詐

騙集團成

員的論罪

為中弖》 

自費 

王皇玉 第九屆兩岸四

地刑事法論壇

「金融犯罪與

刑事規制學術

研討會」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務

部調查局 

2016.11.07 論文發

表，題目

為《詐欺

罪之研究

──以跨

域犯罪為

中弖》 

自費 

王皇玉 日本、德國、美

國、韓國、台灣

五國比較法課

程

Trans-interna

tional Program 

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院

(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 9月研討會 

2017.03.12 擔任講座

教授，報

告題目為

Administ

rative 

Compensa

tion for 

Medical 

Injuries

: 

Taiwan’

s 

Experien

ce 

日本早稻

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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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皇玉 荷蘭奈梅亨

Radboud 

University 法

學院雙聯學位

簽訂會議 

荷蘭奈梅亨 Radboud 

University法學院(姐妹

院) (長期合作) 

2017.12.04 洽談學術

合作 

本院 

王皇玉 荷蘭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學

術交流簽約會

議 

荷蘭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姐妹院) 

2017.12.06 洽談學術

合作 

本院 

王皇玉 阿姆斯特丹自

由大學學術交

流簽約會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姐

妹院) 

2017.12.07 洽談學術

合作 

本院 

王皇玉 香港大學與台

灣大學法學院

聯合學術研討

會 

香港大學法學院(姐妹院) 

(長期合作)  

2019.02.14 論文發

表，題目

為〈台灣

監察院制

度與防制

貪污之管

制〉， 

本院 

王皇玉 南京大學與台

灣大學法學院

聯合學術研討

會 

中國南京大學法學院(姐

妹院) 

2019.04.30 簽訂學術

交流契

約，論文

發表，題

目〈 終結

恐怖情人

與跟蹤騷

擾─台灣

家庭暴力

與跟蹤騷

擾之刑法

規範〉 

本院 

王皇玉 日台刑事法學

術工作坊 

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主

辦(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

年定期 9月研討會 

2019.10.09 發表論

文，題目

為《跟蹤

糾纏行為

犯罪化之

趨勢》，

（ストー

カー行為

の犯罪化

に関する

研究）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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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皇玉 人工智慧對司

法之影響及未

來發展國際研

討會 

司法官學院 2019.10.15 主持人 司法官學

院 

王皇玉 阻卻違法事由

問題研究─第

十屆海峽兩岸

刑事法治學術

研討會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主辦 2019.11.03 發表論

文，《在

家防衛與

防衛過瑝

之研究》 

研究計畫

結餘款 

陳昭如 政治的画期を

跨く 台湾人文

史ワークショ

ッフ  

日本大學文理學部 2019.08 發表論文  

陳昭如 the 29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VR) 

IVR 2019.07 發表論文  

陳昭如 Families, 

Feminisms, 

Laws: 

Celebrating 

the Work of 

Professor 

Susan Boyd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9.05 發表論文  

陳昭如 the 1st IVR 

Jap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日本同志社大學 2018.07 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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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如 the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Symposium on 

Transnational 

Legal 

Feminis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rnell University 2018.03 發表論文  

陳昭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rname 

Issues’ in 

Emerging 

Feminist 

Jurisprudence 

in East Asia 

韓國首爾大學(姐妹院) 2017.11 發表論文  

陳昭如 the workshop 

on 

‚Rethinking 

East Asian 

Families and 

Family Laws: 

Critical 

Legal, Gender,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 

Indiana University(姐妹

院) 

2017.05 發表論文  

陳昭如 2016 East 

Asian Law and 

Society 

Confer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6.09 發表論文  

陳昭如 Feminist 

Jurispru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A 

Transpacific 

Dialogue 

上海復旦大學(姐妹

院)/Cornell University 

2015.05 發表論文  

簡資修 

 

兩岸四地法律

發展學術研討

會 

澳門大學法學院 2017.01.21 論文報告 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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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資修 XX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VR 

IVR 2017.07.17-21 論文報告 中研院 

簡資修 兩岸四地法律

發展學術研討

會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姐妹

院) (長期合作)  

2017.10.03-04 論文報告 中研院 

簡資修 海峽兩岸暨港

澳法律發展學

術研討會 

北京大學法學院(姐妹院) 2019.10.25-26 論文報告 中研院 

簡資修 兩岸四地法律

發展學術研討

會 

北京大學法學院(姐妹院) 2015.11.28 論文報告 中研院 

簡資修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Forum 

中研院法律所 2016.06-07 主持人、

論文報告

人、與談

人 

 

邵慶帄 新絲路法學院

聯盟年會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法學

院 

2016.12.02-07 參與會議 本院 

邵慶帄 第五屆亞洲法

學院院長論壇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人

民大學 

2017.02.20-22 參與會

議、洽談

學術合作 

本院 

邵慶帄 2017 亞洲法律

學會理事會 

菲律賓大學 2017.05.16-18 參與會議 本院 

邵慶帄 第四屆明治大

學與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學術

交流會 

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院(姐

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

期博士生論文研討會 

2018.03.13-17 主持會

議、洽談

學術合作 

本院 

邵慶帄 Asia Legal 

Information 

Network (ALIN) 

2018 年會員大

會及國際研討

會 

蒙古國立法律研究院 2018.06.26-30 主持會議 本院 

邵慶帄 德國法蘭克福

歌德大學法律

與金融學院國

際金融法碩士

學程五週年慶

祝研討會 

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法

律與金融學院(姐妹院) 

2019.05.13-20 參與會

議、洽談

學術合作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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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世同 XXVIIII World 

Congres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VR)，地點：瑞士，盧森

大學 

2019.07.07-12 論文報告 結餘款 

莊世同 The First IVR 

Jap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VR,Japan Section 

地點：日本京都，同志社

大學 

2018.07.06-08 論文報告 科技部 

莊世同 XXVIII World 

Congres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VR)，地點：葡萄牙里斯

本，里斯本大學 

2017.07.16-21 論文報告 科技部 

莊世同 海峽兩岸法理

學研討會：權

利、法治與法理

論 

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 

地點：中國上海 

2016.05.28-29 論文報告 結餘款 

孫迺翊 Vienna Taiwan 

Lecture Series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2019.11.04-10 進行三場

演講 

維也納大

學、台灣

民主基金

會 

孫迺翊 East Asian 

Welfare 

Futures: 

Between 

Productivism 

and Social 

Investment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Network在臺灣

大學舉行 

2019.07.02-03 論文報告 無出國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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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迺翊 Drittes 

deutsch-taiwa

nesisches 

vergleichende

s Symposium 

zum 

öffentlichen 

Recht: 

Modernisierun

g des 

Verwaltungsve

rfahrensrecht

s（第三屆臺德

公法學論壇：行

政程序法的現

代化） 

德國耶拿大學 2018.09.29-10

.07 

論文報告 科技部 

孫迺翊 Bayerische 

Landessozialg

ericht（德國巴

伐利亞邦邦社

會法院）、

Sozialgericht 

Regensburg（雷

根斯堡地方社

會法院）、

Bundessozialg

ericht（德國聯

邦社會法院） 

司法院、 

Max-Plankt-Institut für 

Sozialrecht und 

Sozialpolitik 

2018.07.08-23 陪同行政

法院法官

參訪團拜

會德國地

方、邦及

聯邦社會

法院 

科技部 

孫迺翊 東亞社會保障

法研討會 

日本東京大學 2018.03.08-11 論文報告 日本東京

大學 

孫迺翊 Das Recht auf 

Arbeit fü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 

international 

Perspektive

（身弖障礙者

尌業權保障 – 

國際比較的觀

點） 

德國 Kassel大學、Fulda

大學、德國法定職業災害

保險人 

2017.03.07-12 論文報告 科技部 

孫迺翊 East Asia 

Disability 

Studies Forum 

2016 

日本立命館大學(姐妹院) 2016.09.21-24 論文報告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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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迺翊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Menschenrecht

e （德國人權中

弖） 

自行孜排 2016.07.15 拜會 科技部 

孫迺翊 Labor Law 

Research 

Network 

Conference 

2015（勞動法研

究網絡 2015年

年會）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姐

妹院) 

2015.06.24-28 參加會議 科技部 

孫迺翊 Bundessozialg

erichtshof（德

國聯邦社會法

院） 

自行孜排 2015.06.29 拜會 科技部 

孫迺翊 東亞社會保障

法研討會 

日本東京大學 2015.01.30-20

15.02.01 

論文報告 東京大學 

蔡英欣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Asia 

Centre for Asian Legal 

Studies Faculty Law, NUS 

2015.02.26-27 論文報告 NUS 

蔡英欣 第 12屆 ALSI會

議 

本院舉辦 2015.05.22 論文報告  

蔡英欣 日台法律家協

會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2016.11.25 論文報告 科技部 

蔡英欣 日本科研「小額

支付研究會」 

日本 2017.03.25 論文報告 日本文部

省 

周漾沂 海峽兩岸中青

年刑法學者高

級論壇 

中國南京市 2015年 10月 論文報告 自籌 

周漾沂 海峽兩岸中青

年刑法學者高

級論壇 

中國騰衝市 2016年 8月 論文報告 自籌 

周漾沂 海峽兩岸中青

年刑法學者高

級論壇 

臺灣新竹市 2017年 5月 評論 自籌 

周漾沂 海峽兩岸中青

年刑法學者高

級論壇 

中國海口市 2018年 12月 論文報告 法律學院 

周漾沂 海峽兩岸中青

年刑法學者高

級論壇 

中國西孜市 2019年 11月 論文報告 法律學院 



222 

柯格鐘 日台財稅法理

論與實務座談

會 

日本東京松田法律事務所 2019.03.13-18 參與研討  

柯格鐘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siness Law 

in Taiwan 

日本東京一橋大學(姐妹

院) (長期合作) 

2019.03.13-18 發表演講  

柯格鐘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姐

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

期 9月研討會 

2019.03.13-18 發表論文

Response 

of Taiwan 

Tax Law 

to the 

Challeng

e from 

Digital 

Economy 

 

徐婉寧 台湾のプラッ

トホームエコ

ノミーと高齡

者雇用促進 

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

構 

2019.10.16-20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台灣自營業者

之勞動保險適

用問題 

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

構 

2019.09.04-08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養老保險與退

休制度 

卲林大學(姐妹院) 2019.08.27-09

.01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最終講義 東京大學 2019.03.28-04

.06 

發表論文

演講 

科技部 

徐婉寧 台灣留學生研

究相談指導、東

大勞動判例演

講 

東大 2019.02.20-24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労働時間に関

する研究会 

京都大學(姐妹院) 2019.01.28-31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第七屆兩岸民

商法前沿論壇 

北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 2018.11.07-11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社會法前沿論

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姐

妹院) 

2018.05.15-20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東北社會法研

究 

東北大學(姐妹院) 2018.04.19-22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明治大學･台灣

大學第 4回研究

交流會 

明治大學法學研究科(姐

妹院(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博士生論文研討會、國立

臺灣大學法學院 

2018.03.13-17 訪問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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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婉寧 日本台湾法律

家協会 2017年

度（第 22回）

学術研究総会 

日本台湾法律家協会 2017.11.24-27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第七屆兩岸民

商法前沿論壇 

北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 2017.11.17-21 發表論文

演講 

自籌 

徐婉寧 Asia social 

security law 

Forum’s 3rd 

colloquium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姐妹院) 

Society of Social 

Security Law 

2017.10.20-23 參與研討

會 

自籌 

黃詵淳 第一屆亞洲障

礙者、高齡者權

利擁護支援國

際研討會 

韓國 2015.06.25-29 論文報告 本院 

黃詵淳 分裂國家的家

庭法國際研討

會 

韓國 2015.08.21-23 論文報告 主辦方提

供 

黃詵淳 赴日本東北大

學 、九州洽談

雙碩士學位計

畫 

日本 2015.10.04-07 洽談學術

合作 

本院 

黃詵淳 學習院大學高

齡社會計畫

2015 年度國際

研討會 

日本 2015.10.30-11

.02 

論文報告 主辦方提

供 

黃詵淳 The First 

Asian 

Symposium on 

Rights 

Advocacy and 

Decision-Maki

ng Support 

韓國 2015.12.11-13 論文報告 科技部 

黃詵淳 國立臺灣大

學、明治大學第

二屆研究交流

會 

東京 2016.03.01-03 評論 本院 

黃詵淳 The 4th World 

Congress on 

Adult 

Guardianship 

德國 2016.09.14-17 論文報告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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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詵淳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赴美

國柏克萊大學

舉辦學術研討

工作坊暨參訪 

美國 2016.10.12-17 論文報告 本院 

黃詵淳 第二屆亞洲障

礙者、高齡者權

利擁護支援國

際研討會 

日本 2016.12.02-05 論文報告 科技部 

黃詵淳 第二屆東亞民

法研究生國際

論壇 

日本 2017.02.07-09 評論 主辦方提

供 

黃詵淳 臺日年輕研究

人員共同研究

事業第一次全

體會議 

日本 2018.10.03-05 洽談學術

合作 

外交部 

黃詵淳 The 5th World 

Congress on 

Adult 

Guardianship 

韓國 2018.10.22-26 論文報告 科技部 

黃詵淳 第八屆新亞洲

家族法三國會

議 

韓國 2018.11.23-26 論文報告 主辦方提

供 

黃詵淳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京都

大學國際交流

學術參訪 

日本 2018.12.1-4 洽談學術

合作 

本院 

黃詵淳 日台法學研究

研討會第五屆

大會 

日本 2019.01.11-14 論文報告 主辦方提

供 

黃詵淳 The 9th 

Conference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 

(JADH2019) 

日本 2019.08.28-09

.01 

論文報告 科技部 

黃詵淳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Juris-informa

tics (JURISIN 

2019) 

日本 2019.11.10-12 出席 本校高教

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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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詵淳 第十屆海峽兩

岸暨香港、澳門

民商法碩博論

壇 

澳門 2019.11.29-12

.2 

評論 本校高教

深耕 

薛智仁 Das Fünfte 

International

e 

Thyssen-Sympo

sium über 

Unternehmen im 

globalen 

Umfeld: 

Aufsicht, 

Unternehmenss

trafrecht, 

Organhaftung 

und 

Schiedsgerich

tsbarkeit in 

Deutschland 

und Ostasisen 

德國科隆 2015.09.24-28 論文報告 主辦單位 

薛智仁 Deutsch-taiwa

nesischer 

Rechtsdialog 

德國杒賓根 2016.07.14 演講 科技部 

薛智仁 6. 

deutsch-taiwa

nesisches 

Strafrechtsfo

rum: Reform 

der 

Vermögensabsc

höpfung 

德國柏林 2017.09.06-09 論文報告 主辦單位 

薛智仁 德國畢勒斐大

學法學院專題

演講 

德國畢勒斐 2018.07.20 演講 自費 

薛智仁 日本中央大學

比較法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本東京 2019.01.24 演講 自費 

謝煜偉 早稲田大学大

学院法務研究

科・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院学

術交流「刑事法

工作坊」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務研究

科(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

年定期 9月研討會 

2019.10.08-11 論文報告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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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煜偉 1. 第七屆

兩岸刑事法論

壇 

 

中國雉南大學 2016.08 論文報告 本院、陸

委會 

謝煜偉 第六屆兩岸刑

事法論壇〈財產

犯罪總論〉 

 

中國南京大學(姐妹院) 2015.10 論文報告 本院、陸

委會 

謝煜偉 日本早稻田大

學法務研究科

訪問學者 

 

日本早稲田大學法務研究

科(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

年定期 9月研討會 

2017.06-2017.

09 

交流拜

會、出席

會議、洽

談學術合

作 

科技部 

謝煜偉 台大東北大雙

聯學位博士生

口詴 

日本東北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 

2017.07.25 口詴、審

查論文 

本院 

謝煜偉 NTU-HUB計畫

（京都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 

2018.12.01-05 交流拜

會、洽談

學術合作 

本院 

謝煜偉 Transnational 

Program 

Waseda Law School(姐妹

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9月研討會 

2016.03.06-11 授課、拜

會 

Waseda 

Universi

ty 

Academic 

Solution

s 

Corporat

ion 

 

謝煜偉 台大一橋大雙

聯學位簽約儀

式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 (長期合作)  

2016.07.03 拜會、洽

談學術合

作 

本院 

謝煜偉 一橋大学 国

際交流セミナ

ー 

日本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

(姐妹院)(長期合作)  

2016.07.03 演講 本院 

謝煜偉 2017 

Conference on 

Current Legal 

Issu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 

2017.10.20 論文發表 本院 

李素華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名古屋大學(姐妹院) 2017.03.13-15 論文報告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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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華 5th Asia 

Pacific IP 

Forum 

金澤大學、北海道大學(姐

妹院) 

2017.03.17-18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李素華 海峽兩岸創新

驅動發展與智

慧財產權保護

論壇暨第三屆

海峽兩岸青年

法制論壇 

鄭州大學、河南知識產權

局 

2017.04.20-24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李素華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sts and 

Benefits for 

Food Security 

名古屋大學(姐妹院) 2017.07.28 論文報告 科技部、

自籌款

（名古屋

大學） 

李素華 Japan-Taiwan 

Symposium on 

IP Law 

名古屋大學(姐妹院) 2017.12.01-02 論文報告 科技部、

自籌款

（名古屋

大學） 

李素華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Japan and 

Taiwan 

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智慧財產研

究所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IPLPI) 

2018.06.18-21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李素華 20th Congress 

of the IACL 

(Internationa

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IACL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2018.07.20-28 Country 

report撰

寫人 

科技部 

李素華 4th Asian IP 

Work-In--Prog

ress 

Conference 

新加坡管理大學智慧財產

研究所 ARCIALA（Applied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the Law in Asia） 

2019.01.30-31 審查論

文、主持

人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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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華 Conference on 

‚Patent Law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IP and 

the Public 

Domain‛ 

名古屋大學(姐妹院) 2019.02.08-09 論文報告 科技部、

自籌款

（名古屋

大學） 

陳韻如 IGLP Scholars 

Workshop 

Harvard Law 

School美國/The 

Thailand TIJ Institute 

of Justice (TIJ) 

2018.01.07-11 演講 IGLP. 

Harvard 

Law 

School 

陳韻如 The Harvard 

Radcliff 

Advanced 

Workshop on 

‚Historicizi

ng Family Law 

Exceptionalis

m 

A Global 

Genealogy‛ 

Harvard 

University美國 

2017.07.11-13 演講 臺大 (代

表頂大聯

盟

(TUSA))

與哈佛大

學研商學

術交流活

動/ 

TUSA-Har

vard 

Collabor

ation 

Program 

蘇慧婕 2019 臺德人權

教育工作坊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9.10.29-31 報告與談 國家人權

博物館 

蘇慧婕 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法官

Gabriele Britz

演講 

司法院＆台大法律學院公

法中弖 

2019.09.20 論文口譯 台大法律

學院公法

中弖＆司

法院 

蘇慧婕 「德台憲法七

十年」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法官

Peter M. Huber

圓桌會談 

中研院法律所 2019.09.12 論文與談 中研院法

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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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婕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opic: 

"Europe and 

Asia as a Legal 

Area for 

Peace, 

Fundamental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立命館大學(姐妹院) 2019.02.21﹑

23 

論文發表 Konrad 

Adnauer 

Stiftung 

蘇慧婕 Radboud 

University – 

HKU – NTU 

Joint 

Conference 

臺大法律學院 2018.11.26 論文發表 台大法律

學院 

蘇慧婕 Deutsch-Taiwa

nesisches 

Kolloquium 

Göttingen University 2018.10.08-09 論文發表 科技部 

蘇慧婕 韓國首爾大學

Birgit Daiber

教授演講 

臺大法律學院 2018.09.26 論文與談 台大法律

學院 

蘇慧婕 德國漢堡大學

Hans-Heinrich 

Trute 演講 

中選會 2018.05.25 論文口譯 中選會 

蘇慧婕 德國史塔西檔

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演

講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8.05.19 報告與談 國家人權

博物館 

蘇慧婕 台大法律學院

與香港大學法

學院學術交流 

臺大法律學院 2018.05.08 論文發表 台大法律

學院 

蘇慧婕 德國哥廷根大

學退休教授

Christian 

Starck 演講 

司法院 2018.04.30 論文口譯

＆陪同拜

會 

司法院 

蘇慧婕 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副院長

Ferdinand 

Kirchhof 演講 

臺大法律學院公法中弖 2017.11.01 論文口譯 司法院＆

台大法律

學院公法

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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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婕 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副院長

Ferdinand 

Kirchhof 演講 

司法院 2017.10.31 論文口譯 司法院 

蘇慧婕 Critical Legal 

Conference 

2015 

University of Wroclaw 

(Poland) 

2015.09.01-03 論文發表 中研院歐

美所 

顏佑紘 「中國大陸民

法總則的理論

與實務」學術研

討會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臺灣

大學 

2017.09.16（會

議地點在臺灣） 

評論 中研院 

顏佑紘 第八屆海峽兩

岸民事訴訟法

學術研討會 

輔仁大學、南京大學(姐妹

院) 

2017.11.23（會

議地點在臺灣） 

評論 輔仁大學 

顏佑紘 上海財經大學

第六屆「比較民

商法與判例研

究兩岸學術研

討會」 

中國上海財經大學 2018.04.20-23 報告 自籌款 

顏佑紘 第九屆兩岸四

地民商法碩博

論壇 

中國福建師範大學 2018.10.13-16 主持會議 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 

顏佑紘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京都

大學國際交流

學術參訪 

京都大學(姐妹院)、臺灣

大學 

2018.12.01-05 洽談學術

合作 

本院 

顏佑紘 第九屆東亞民

法國際學術大

會 

韓國成均館大學 2019.10.25-28 報告 自籌款 

顏佑紘 第十屆兩岸四

地民商法碩博

論壇 

澳門大學 2019.11.29-12

.02 

領隊、出

席 

本院 

楊岳帄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The Society for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 Cornell Law School 

2017.10.13-14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楊岳帄 The 4th 

Workshop on 

Comparative 

Business and 

Financial Law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 & 

Fordham Law School 

2018.02.02-03 論文報告 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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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帄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Younger 

Scholars Forum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2018.07.23-28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楊岳帄 Asian Law and 

Economic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18 

Asian Law and Economics 

Association &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2018.08.16-17 論文報告 科技部 

楊岳帄 2018 

Conference on 

Current Legal 

Issu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C Berkeley Law School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18.10.12 論文報告 本院 

楊岳帄 AI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nnovation, 

Law, and New 

Ecosystems 

Exeter Law School(姐妹

院) 

2018.11.09 論文報告 Exeter 

Law 

School 

楊岳帄 第九屆兩岸商

法論壇研討會 

雉南大學法學院 2019.06.30 與談 自籌 

楊岳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etween UH Law 

and NTU Law 

University of Hamburg 

Law School(姐妹院) (長

期合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19.12.02-03 論文報告 本院 

楊岳帄 Asia-Pacific 

Trusts Law 

Melbourne Law School 2019.12.09-10 論文報告 Melbourn

e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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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凱帄 2018 

Comparative 

Legal Issues: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hool of Law 

2018.10.12 發表論文 

‘Why the 

Era of 

Capital 

Punishme

nt is Not 

Ending?-

An 

Empirica

l 

Analysis 

of 

Taiwan's 

Moratori

um and 

Resumpti

on of the 

Death 

Penalty

’ 

 

本院 

蘇凱帄 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Legal Issues: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香港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姐妹院) 

(長期合作)  

2019.02.14-15 發表論文 

‘The Law 

of 

Evid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 A 

Comparat

ive Study 

of 

Criminal 

Court 

Practice 

in Taiwan 

and 

China’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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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凱帄 16th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Conference 

 

新加坡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9.06.11-12 發表論文 

‘Eviden

ce Law 

and Human 

Rights: 

How 

Common 

Law 

Evidenti

al 

Traditio

ns Have 

Influenc

ed Legal 

Policies 

and 

Practice 

in Taiwan 

and 

China’ 

 

本院 

蘇凱帄 Symposium 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Law 

德國 

University of Hamburg, 

Faculty of Law(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期研討

會 

2019.12.02-03 發表論文 

‘Techno

logy and 

Law: 

Digital 

Evidence 

Sharing, 

Security

, and 

Verifica

tion 

Based on 

Blockcha

in ’ 

本院 

吳建昌 The East Asian 

Academy of 

Cultural 

Psychiatry 

, EAACP,16th 

annual meeting 

慶熙大學附設醫院 

Kyung Hee University 

Hospital 

2018.11.08-10 主持會議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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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昌 臺灣精神醫學

會第 56週年年

會 

56th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ese 

Society of 

Psychiatry 

台灣精神 

醫學會 

Taiwanese Society of 

Psychiatry 

（國內）

2017.11.04-05 

論文報

告、主持

會議 

自籌款 

吳建昌 The first RC33 

Reg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sia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s 

中央研究院 

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國內）

2017.09.12-14 

論文報

告、主持

會議 

自籌款 

吳建昌 The 2017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7.08.30-09

.02 

論文報告 科技部 

吳建昌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unity 

Living of 

Persons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Korea 

2017.08.28- 

2017.08.29 

論文報告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Korea 

吳建昌 The 5th 

APSAAR-TSAS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Addiction Research 

（國內） 

2017.05.31-06

.03 

論文報

告、主持

會議 

建教合作

結餘款 

吳建昌 Annual 

conference of 

Korean Society 

for 

Schizophrenia 

Research 

Korean Society for 

Schizophrenia Research 

2017.05.26 論文報告 Korean 

Society 

for 

Schizoph

ren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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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昌 國際老年精神

醫學會亞洲區

會議 

2016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

ic Association 

Asian Regional 

Meeting, 

IPA-AR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

學會 

Taiwanese Society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國內）

2016.12.09-11 

主持會議 社團法人

台灣老年

精神醫學

會 

吳建昌 2016 INS 

Annual Meeting 

Registration 

International 

Neuroethics Society 

2016.11.10-11 論文報告 科技部 

吳建昌 第十七屆環太

帄洋精神醫學

會 

2016 Pacific 

Rim College of 

Psychiatry 

conference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身

弖介面中弖 

The Mind-Body Interface 

Laborator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國內）

2016.11.03-05 

論文報

告、主持

會議 

自籌款 

吳建昌 The East Asian 

Academy of 

Cultural 

Psychiatry 

, EAACP 15th 

annual meeting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國內）

2016.09.23-25 

主持會議 自籌款 

吳建昌 2015 INS 

Annual Meeting 

Registration 

International 

Neuroethics Society 

2015.10.14-18 論文報告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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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2 專任教師參加國際學術團體及學術交流 

教師姓名 國際學術 

團體名稱 

學術團體職稱 

學術交流名稱 

任期或期間 備註 

葉俊榮 Melbourne Law School 
Professorial 

Fellow 
2014-迄今 

 

王泰升 
墨爾本大學法學 

院亞洲法中弖 
諮詢委員 2015-2019 

 

林明鏘 維也納大學 訪問教授 
2016.07- 

2016.12 

 

林明鏘 維也納大學 訪問教授 
2018.02- 

2018.08 

 

王文孙 

國際比較法學會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台灣召集人 
2009.05.04- 

迄今 

 

王文孙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Advisory 

editor 
2015-迄今 

 

王文孙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Advisory 

editor 
2016-迄今 

 

蔡茂寅 

日本早稻田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 9月研討會 

訪問教授 
2015.03.20- 

2015.09.20 

 

蔡茂寅 

日本早稻田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 9月研討會 

訪問教授 
2019.05.01- 

2020.04.30 

 

曾宛如 

漢堡大學(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 

定期研討會 

交換教授 
2014.07.01- 

2014.07.31 

 

曾宛如 海德堡大學(姐妹院) 交換教授 
2018.07.01- 

2018.07.31 

 

曾宛如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Board of 

Governors, 

member 

2016.01- 

2019.07 

 

曾宛如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member 2014.06-迄今 

 

林仁光 京都大學(姐妹院) 研究觀察團員 
2018.10.08- 

2018.10.12 

 

沈冠伶 
漢堡大學(姐妹院) (長

期合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交換教授 

2018.06.26- 

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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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冠伶 海德堡大學(姐妹院) 交換教授 
2019.06.20- 

2019.07.20 

 

沈冠伶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cedural Law 

會員 
2011.07.01 

-迄今 

 

林彩瑜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AWRN) 

執行秘書

(Executive 

Secretary) 

 

2013-2019  

林彩瑜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資深編輯委員 2013-迄今  

林彩瑜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資深編輯委員 2013-迄今  

張文貞 

Oxford Book Serie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Advisor 2018-迄今 

 

張文貞 

Cambridge Journal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2017.01- 

2019.12 

 

張文貞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2015.01-迄今 

 

張文貞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SSCI)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2012.10-迄今 

 

張文貞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編輯委員 2008.08-迄今 

 

張文貞 台灣人權學刊 編輯委員 2012.01-迄今  

張文貞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 客座教授 2019.09  

張文貞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法

學院 
客座教授 2018.01 

 

張文貞 

以色列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Radzyner Law 

School 

客座教授 2016.03 

 

王皇玉 
德國海德堡大學(姐妹

院) 
交換教授 

2016.07.26- 

2016.08.26 

 

王皇玉 

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務研

究科(姐妹院) (長期合

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講座教授 
2017.03.12- 

2017.03.18 

 

陳昭如 JOTWELL 

Contributor 

(equality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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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世同 

Taiwan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VR), Taiwan Section 

President 
2017.04.22 

-迄今 

 

孫迺翊 

Max-Planckt-Institut 

für Sozialrecht und 

Spzialpolitik, 

München/ Germany 

訪問學人 2019.07.08- 

2019.07.20 

 

孫迺翊 

Max-Placnk-Institut 

für Sozialrecht und 

Sozialpolitik 

訪問學人 
2015.07.06- 

2015.07.14 

 

蔡英欣 哈佛大學 訪問學人 
2015.07.01- 

2015.09.30 

 

蔡英欣 東京大學 客座教授 
2017.08.01-20

17.08.31 

 

蔡英欣 哈佛大學 訪問學人 
2018.09.01- 

2019.01.31 

 

黃詵淳 
The 4th World Congress 

on Adult Guardianship 

Internationa

l Advisory 

Board 

2016.05.01- 

2016.09.30 

 

黃詵淳 

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Harvard Law 

School 

Visiting 

Scholar 

2017.09.01- 

2018.02.28 

 

黃詵淳 北海道大學(姐妹院) 訪問研究員 
2016.06.23- 

2016.08.22 

 

黃詵淳 NTU Law Review 編輯委員 
2019.09.01 

-迄今 

 

薛智仁 
德國杒賓根大學瑝代台

灣研究中弖 
訪問學者 

2015.08.01- 

2015.08.31 

 

薛智仁 

德國特里爾大學歐洲暨

國際刑事訴訟法與警察

法研究中弖 

訪問學者 
2016.07.01- 

2016.08.31 

 

薛智仁 

德國漢堡大學法學院(姐

妹院) (姐妹院) )(長期

合作)每年定期研討會 

訪問學者 
2017.08.01- 

2017.09.10 

 

薛智仁 德國畢勒斐大學法學院 訪問學者 
2018.07.01- 

2018.08.31 

 

https://ivrtw.wordpress.com/
https://ivrtw.wordpress.com/
https://ivrtw.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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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智仁 

德國特里爾大學歐洲暨

國際刑事訴訟法與警察

法研究中弖(姐妹院) 

訪問學者 
2019.06.25- 

2019.07.31 

 

謝煜偉 刑法読書会（日本） 會員 2008.04-迄今  

謝煜偉 日本刑法学会 會員 2008.05-迄今  

謝煜偉 

The Research Group for 

Defining Valid Law in 

Japanese Criminal 

Justice 現行刑事法研

究會（日本早稲田大學） 

會員 2015.02-迄今 

 

李素華 

VIPP (visionary IP 

professors) 

Roundtable 

貣始成員 
2015.08.01 

-迄今 

每半年

在亞洲

任一國

家舉行

論壇會

議 

李素華 

Statemen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and 

the Market Approval 

Mechanisms in Asia 

貣草人 

Rapporteurs 

2017.04.01- 

2018.10.30 

 

陳韻如 

Institute for Global 

Law and Policy, 

Harvard Law School 

Workshop 

Faculty 

2018.01.07- 

2018.01.11 

 

蘇慧婕 柏林洪堡大學 訪問學人 
2016.05.01- 

2016.07.31 

 

楊岳帄 

Younger 

Comparativists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 

Linkages & 

Engagement 

Advisory 

Group, 

Advisor 

2018.04.01- 

迄今 

 

吳建昌 Injury Prevention 編輯委員 2013.01-迄今  

吳建昌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 

Advances in 

Neuroethics 

編輯委員 2015.11 

 

吳建昌 

Advisory Committee, 

Montreal Neuroethics 

Conference 

諮詢委員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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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3 專任教師邀請並舉辦重要國際學術活動 

教師姓名 
邀請之國際

學者姓名 
國際學者原任職單位 舉辦期間 

活動名稱 

或專題演講名稱 

經費補助

情形 

王文孙 
Nobuko 

Matsumoto 

Gakushuin 

University 
2017.05.20 

Legal Framework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Japan 

自籌款 

王文孙 
Ahn Soo 

Hyun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7.05.2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eat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Social Enterprise 

in Taiwan 

自籌款 

王文孙 
Michael 

Klausner 
Stanford Law School 2017.12.15 

Deals symposium 

Keynote speaker 
自籌款 

李建良 
Prof. Dr. 

Jan Ziekow 

德國斯拜爾公共管理

研究所 

 

2017.06.16 

第二屆德台比較公法

學術研討會「數位時

代之行政法＆效能行

政與法治國家」，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dargestell

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中央研究

院 

李建良 

Prof. Dr. 

Meinhard 

Schröder 

德國帕紹大學 

 
2017.06.16 

第二屆德台比較公法

學術研討會「數位時

代之行政法＆效能行

政與法治國家」，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dargestell

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中央研究

院 

李建良 

Prof. Dr. 

Stefan 

Korte 

德國開姆尼茨工業大

學 
2017.06.16 

第二屆德台比較公法

學術研討會「數位時

代之行政法＆效能行

政與法治國家」，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dargestell

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中央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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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良 

Prof. Dr. 

Matthias 

Knauff 

德國耶拿大學 2017.06.16 

第二屆德台比較公法

學術研討會「數位時

代之行政法＆效能行

政與法治國家」，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dargestell

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中央研究

院 

李建良 

Prof. Dr. 

Stenfan 

Storr 

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

學奧地利暨歐洲公法

研究所教授 

2019.04.14 

第一屆台德比較公經

濟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數位時代之公經濟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

院 

李建良 
Leonie 

Plogmann 

德國波昂大學法學院

博士候選人(姐妹院) 
2019.04.14 

第一屆台德比較公經

濟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數位時代之公經濟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

院 

李建良 
Jörg 

Ennuschat 

德國波昂大學法學院

講座教授(姐妹院) 
2019.04.14 

第一屆台德比較公經

濟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數位時代之公經濟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

院 

林鈺雄 
Wenke 

Hwang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2017.03.31 

個資法與大數據年度

研討會 
科技部 

林鈺雄 
Thomas 

Schomerus 

德國 Lüneburg 

Leuphana大學 
2018.03.22 

個資法與大數據國際

學術研討會 
科技部 

林鈺雄 

Heinrich 

Amadeus 

Wolff 

德國 Bayreuth大學 2018.03.22 
個資法與大數據國際

學術研討會 
科技部 

林彩瑜 
Ms. Kamila 

Trojanová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Czech Republic 

2015.05.27 

世界國際法學會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ILA)、美國國際法學

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L)學者來訪 

本院 

林彩瑜 

Prof. 

Benjamin 

L. Liebman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法

中弖 
2015.07.07 參訪 WTO 中弖 本院 

林彩瑜 

Prof. 

Joshua D H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2015.09.06-

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

華民國仲

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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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瑜 
Mr. Danny 

McFadden 

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EDR) 

2015.09.06-

07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本院;中

華民國仲

裁協會 

林彩瑜 

Prof. 

Peter Van 

den 

Bossche 

Chairman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WTO 

2015.12.30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till 

the Jewel in the 

Crown? 

本院 

林彩瑜 

Prof. 

Joanna 

Jemielniak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nternational 

Courts (iCourt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16.08.29-

30 

2016年台北仲裁與調

解國際研討會 

本院;中

華民或仲

裁協會 

林彩瑜 
Prof. Lisa 

Toohey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2016.08.29-

30 

2016年台北仲裁與調

解國際研討會 

本院;中

華民或仲

裁協會 

林彩瑜 

Prof. 

Alexandra 

Carter 

Columbia Law School 2016.08.31 

Effective Legal 

Advocacy in 

Arbitration 

本院 

林彩瑜 
Mr. Victor 

Do Prado 

The Council and 

Trade Negotiations 

Committee Division 

in the WTO 

2016.09.21 

Trade in a Troubled 

World-can the WTO 

help? 

本院 

林彩瑜 

Ms. 

Kehinde 

Folake 

Olaoye 

Faculty of Law, 

CUHK(姐妹院) 
2017.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 本

院 

林彩瑜 
Ms. Flavia 

Marisi 

Faculty of Law, 

CUHK(姐妹院) 
2017.02.0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CUHK; 本

院 

林彩瑜 

Prof. 

Tomohiko 

Kobayashi 

Otar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2017.06.03-

07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教育部;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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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瑜 
Mr. Jakob 

Ragnwaldh 

Mannheimer 

Swartling 

2017.08.28-

29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

仲裁協

會; 本院 

林彩瑜 

Prof. 

Sharma 

Rajesh 

RMIT University 
2018.01.08-

09 
Armo Working Group 本院 

林彩瑜 
Prof. Mark 

Wu 
Harvard Law School 2018.05.08 

Rising U.S. – 

China Trade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ia-Pacific 

本院 

林彩瑜 
Mr. Kim 

Rooney 
Gilt Chambers 

2018.08.27-

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

仲裁協

會; 本院 

林彩瑜 
Mr. Horia 

Ciurtin 

EFILA;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2018.08.27-

28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

仲裁協

會; 本院 

林彩瑜 

Prof. 

Joost 

Pauwely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Geneva 

2018.12.13 

Prof. Pauwelyn 來訪

台大法律學院及 WTO

中弖 

本院 

林彩瑜 

Prof. 

Rajesh 

Babu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roup;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2019.01.12-

13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本院 

林彩瑜 

Prof. 

Renato 

Nazzini 

King’s College 

London 
2019.04.26 

Res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and 

ADR: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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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瑜 

Prof. Dr. 

Karsten 

Nowrot 

Universität Hamburg 

(姐妹院)(長期合作)

每年定期研討會 

2019.05.16 

From the Position 

of Non-State Actors 

to Tendencies of 

Normative 

Regression: Some 

Recent, Current and 

Potential Futu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esearch 

Activities at 

Hamburg University 

本院 

林彩瑜 

Dr. 

Stephan 

Wilske 

Gleiss Lutz 
2019.08.15-

16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中華民國

仲裁協

會; 本院 

林彩瑜 

Prof. 

Joshua 

Karton 

Queen’s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 
2019.12.20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s 

Comparative Law in 

Action 

本院 

張文貞 
Robert M. 

Ackerman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法

學院(Wayne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教授/前院長(姐

妹院) 

2017.05.29-

06.12 

英美侵權行為法課程

授課及跨國公司法比

較專題演講 

科技部補

助 

張文貞 Brad R Roth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法

學院(Wayne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教授(姐妹院) 

2016.05.21-

06.08 

國際公法課程/國際

法新論演講/世界人

權秩序學術論壇與談 

科技部補

助 

張文貞 James Lin 

律師/計畫召集人

(Project 

Coordinator)/ 酷刑

受難者國際救援組織

(Inter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cil for Torture 

Victims) 

2016 年秋季

學期 

2017 年秋季

學期 

轉型正義與國際人權

法專題授課 
院內補助 

張文貞 

Yasuo 

Hasebe 

長谷部恭男

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務

研究科教授(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9月研討會 

2016.03.30-

31 
翁元章法學講座 

科技部計

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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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 
Charles 

Wharton 
美國律師 2016 

本院客座副教授講授

多門課程包括：國際

身弖障礙者權利法、

美國憲法、法律英

文、媒體法、新技術

與憲法權利 

科技部計

畫補助 

陳昭如 
Janine 

Benedic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演講 科技部 

陳昭如 
Sara 

Friedman 

Indiana 

University(姐妹院) 
－ 演講 科技部 

汪信君 

Professor 

Pierpaolo 

Marano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Sacred Heart - 

Milan, 

2016  客座教授 院校經費 

汪信君 

多名來自美

國、日本、

義大利、英

國、馬來西

亞，中國學

者 

－ 2016 

Transparency in 

Insurance 

Regul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自籌款

（國泰金

控） 

莊世同 足立英彥 日本金澤大學法學系 2018.04.20 

※ 活動名稱：威瑪共

和與法理學：威瑪憲

法 100週年的法政哲

學 

※ 主題演講名稱：拉

德布魯赫法哲學的法

目的 

科技部 

孫迺翊 

Prof. 

Eberhard 

Eichenhofe

r 

Universität Jena/ 

Germany 
2019.11.20 

英國脫歐與歐盟社會

孜全制度 

本院歐盟

法中弖、

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

研究所 

孫迺翊 金福基教授 
韓國首爾大學(姐妹

院) 

2019.10.23-

25 

1. 社會孜全制度的憲

法保障 

2. 社會權之憲法保障 

移民在社會孜全體系

中的法律地位 

本院、中

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

究所、政

大法學院

勞動法與

社會法中

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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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迺翊 

Prof. 

Felix 

Welti 

Universität Kassel/ 

Germany 

2019.03.21-

23 

1. 身弖障礙者權利公

約第 13 條「獲得

司法保護」在德國

之落實 

2. CRPD在德國的法

律適用 

德國法院適用身弖障

礙者權利公約判決評

析 

本院、法

官學院、

政大法學

院勞動法

與社會法

中弖 

孫迺翊 

Prof. 

Ulrich 

Becker 

Max-Plankt-Institut 

für Sozialrecht und 

Sozialpolitik 

2019.11.08-

10 

1. 歐盟長照制度之發

展 

2. 勞工國際移動與社

會孜全制度 

3. 歐盟社會法英語集

中授課 

 

本院歐盟

法中弖、

政大法學

院勞動法

與社會法

中弖 

蔡英欣 山下友信 同志社大學 2016.09.26 

日本保險法上保

險人之重大事由

解約權之一 

本院 

蔡英欣 得津晶 東北大學(姐妹院) 2016.11.23 

日本實務上對於

現金逐出之公帄

對價認定方式 

自籌款 

蔡英欣 箱井崇史 

早稻田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定

期 9月研討會 

2016.09.24 
日本海商法的現

狀以及修訂動向 
自籌款 

蔡英欣 後藤元 東京大學 2017.02.24 

Recent Japanese 

Refor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oles of 

Outside/Indepen

dent Directors 

本院 

蔡英欣 山下友信 同志社大學 2017.03.10 

日本保險法上保

險人之重大事由

解約權之二 

本院 

蔡英欣 增島雅和 
森/濱田松本法律事務

所 
2018.03.23 

因資訊技術改變

的商業模式與社

會結構的變革 

自籌款 

蔡英欣 樺島博志 東北大學(姐妹院) 2018.05.01 
日本現代社會之

精神史的狀況 

日本交流

協會 

王能君 
佐藤鐵男教

授 

（日本）中央大學(姐

妹院) 
2019.11.26 

破產與離婚：日本家

庭與法律的苦惱問題 

講者自

費、本院 

黃詵淳 
大村敦志教

授 
學習院大學 2019.10.28 

日本法院的契約解

釋：契約類型的機能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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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詵淳 森地徹教授 筑波大學 2019.08.25 
成年監護的未來趨

勢：支持性決策 

本校（交

換教

授）、本

院、中華

民國智障

者家長總

會 

黃詵淳 

Prof. 

Volker 

Lipp 

哥廷根大學 2019.08.23 
2019年成年監護國際

研討會 
科技部 

黃詵淳 

Prof. 

Dagmar 

Brosey 

科隆應用技術大學（TH 

Köln） 
2019.08.23 

2019年成年監護國際

研討會 
科技部 

黃詵淳 新井誠教授 
（日本）中央大學(姐

妹院) 
2019.08.23 

2019年成年監護國際

研討會 

科技部、

本校高教

深耕 

黃詵淳 

Dr. Mogana 

Sunthari 

Subramania

m 

馬來亞大學 2019.05.10 

Custody Battles in 

the Dual Legal and 

Court Systems of 

Malaysia 

外交部

（台灣獎

學金）、

本院 

黃詵淳 

長坂純教

授、川地宏

行教授、中

空壽雅教、

鈴木賢教

授、尾棹

司、照井遙

瑛 

明治大學(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定期博士

生論文研討會 

2019.03.19 
本院與明治大學法學

院第五屆研究交流會 

講者自

費、本院 

黃詵淳 
大村敦志教

授 
東京大學 2018.10.16 

東京大學法學部的留

學生教育之一隅—

「留學生的民法簡

介」其目的與成果 

本院 

黃詵淳 
Prof. Mark 

Wu 
哈佛大學 2018.05.08 

Rising U.S. – 

China Trade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ia-Pacific 

本校 

黃詵淳 鎌野邦樹 

早稻田大學(姐妹

院)(長期合作)每年定

期 9月研討會 

2017.03.24 台日不動產法之比較 本院 

黃詵淳 
長坂純教

授、川地宏

明治大學(姐妹院)(長

期合作)每年定期博士
2017.03.17 

本院與明治大學法學

院第三屆研究交流會 

講者自

費、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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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授、中

空壽雅教、

下川環教授

教授、船橋

亞希子、夏

見英明、花

新發元紀 

生論文研討會 

黃詵淳 

村田彰教

授、周作彩

教授 

流通經濟大學 2016.03.21 

「高齡者意思決定的

之輔助與救濟」研討

工作坊 

講者自費 

黃詵淳 

諸哲雄教

授、金元泰

教授、朴仁

煥教授、崔

允榮教授、

李容標教授 

韓國成年監護學會 2016.01.28 
臺韓成年監護制度之

比較 
講者自費 

黃詵淳 

Prof. 

Clare 

Huntington 

Fordham 

University(姐妹院) 

2015.12.29-

2016.01.07 

Seminar on 

Comparative Family 

Law 

講者自費 

黃詵淳 

Prof. 

Dagmar 

Coester-Wa

ltjen 

哥廷根大學 2015.10.14 
德國成年監護法之現

況與問題 
科技部 

黃詵淳 

Prof. 

Michael 

Coester 

慕尼黑大學 2015.10.14 
德國意定監護關係之

現況與問題 
本院 

黃詵淳 

青野覺教

授、川地宏

行教授、中

空壽雅教、

蓮田哲也、

晴山秀逸、

鈴木拓也 

明治大學(姐妹院) 

(長期合作)每年定期

博士生研討會 

2015.03.13 
本院與明治大學法學

院第一屆研究交流會 

講者自

費、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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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3 舉辦大、中型學術研討會概況 

學術研討會名稱 
參與之學者

專家人數 
期間 主辦單位 

經費補助情

形 

 

台韓金融法國際研討會 45 2014/02/07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法理學中弖五場論壇與導讀 22 2014/03/14-12/2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Seco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15 2014/03/2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 20 屆兩岸稅法研討會-兩岸遺產

及贈與稅法之建制與改革 
25 2014/04/2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六屆臺德法學會議—「基本權、法

治國、民主國與行政法」國際學術研

討會 

21 2014/04/25-2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2010-2013」學術研討會 
21 2014/06/0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二屆翁岳生教授公法學研討會：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 2010-2013 年重要

判決之研究 

21 2014/06/14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4 亞洲 WTO 研究網絡年會暨十周

年研討會：峇里部長會議後重啟 WTO

談判動能 

39 2014/06/14-15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4 亞洲法經濟學會 98 2014/06/20-2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4 台北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22 2014/08/30-3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公司秘書制度設立研議」研討會 6 2014/09/1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4 兩岸博碩士生民法論壇 18 2014/09/18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台日家事事件法之比較座談會 9 2014/09/19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兩岸博士生法學論壇 20 2014/10/0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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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Equal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研討會 

10 2014/10/27、3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四屆東亞民事法學國際研究會 41 2014/11/29-3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Uk Climate Poli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40 2015/01/28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本中弖與韓國順天大學師生交流 50 2015/01/30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憲政主義的亞洲實踐國際研討會 100 2015/02/25-2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明治大學第一屆研究

交流會 
40 2015/03/1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5 亞洲聯合財務公司學術講座 96 2015/03/18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繼受與移植─法史學者觀點 7 2015/03/21 

本院基法

中弖、本院

法律與社

會研究中

弖 

中弖經費 

加拿大的性法律之路 10 2015/04/12-14 

本院人權

與法理學

研究中

弖、本院基

法中弖、本

校人口研

究中弖婦

女研究室 

中弖經費 

契約解釋─比較法與案例研究 5 2015/04/18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本院民

事法學中

弖 

自費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of the U.S. Pacific 

Southwest: USEPA Programs, 

Priorities, and Case Studies 

70 2015/04/24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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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兩岸稅法研討會-稅務爭訟

與納稅人權利保障 
215 2015/04/27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實賥董事之法律定位與責任建構 4 2015/04/29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本院民

事法學中

弖 

自費 

氣候變遷時代決策量能提升講座（二

十二）：「氣候變遷法」的成形：學

術與治理的展望 

40 2015/05/14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第 12 屆 ASLI國際研討會 215 2015/05/20-22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世界國際法學會(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ILA)、美國國際

法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L)座談 

20 2015/05/27 本院 本院 

2015 亞太智慧財產權論壇 300 2015/06/07-09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 42 屆公法新秀論壇 50 2015/06/09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食品企業犯罪與刑事立法發展國際

學術研討會 
300 2015/06/07-1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性賥認定爭議

研討會 
100 2015/07/25 

本院民事

法學中

弖、本院科

技倫理與

法律研究

中弖 

自籌經費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150 2015/09/06-7 

本院；中華

民國仲裁

協會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 

Arbitration and the CISG 50 2015/09/08 WTO 中弖 中弖經費 

環境公益訴訟與環境影響評估：理論

與實務 
40 2015/09/21 

臺大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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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女性席次設置之探討 5 2015/09/25 

國際婦女

法學會中

華民國分

會、公益信

託民商法

研究基

金、本院商

事法學中

弖 

共同負擔 

第 2 屆台德公法學術研討會 8 2015/09/30-10/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 8 屆台日憲法共同研究會議 60 2015/10/02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美國法學理論中的道家思想 - 2015/10/0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高齡社會之成年監護法研討會 12 2015/10/14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法理學中弖六場論壇與導讀 573 2015/01/01-11/24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100 2015/10/26-27 

本院、國民

健康署 
國民健康署 

第 43 屆公法新秀論壇 50 2015/11/13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Development in Global Health Law 60 2015/11/17 本院 本院 

第 15 屆行政法實務與理論學術研討

會 
126 2015/11/21 

本院公法

中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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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墩銘老師追思研討會 126 2015/11/27 

第二屆模

擬憲法法

庭、本院公

法中弖、冤

獄帄反協

會、台北律

師公會、民

間司法改

革基金

會、廢除死

刑推動聯

盟、春風煦

日公益信

託基金、台

北律師公

會司法改

革委員

會、台北律

師公會人

權委員會 

N/A 

第 44 屆公法新秀論壇 50 2015/12/11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氣候法律 2.0：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第 21次締約國大會（COP21） 
40 2015/12/17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中國大陸新預算法之探討》研討會 16 2015/12/18 
本院財稅

法中弖 
－ 

創新新創事業之選擇研討會 293 2016/03/1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證據排除法則之比較」研討會 155 2016/03/17-18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上市櫃公司公司治理與公司治理長

（公司秘書）研討會 
200 2016/03/2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聯邦行政法院之裁判對憲政秩序與

基本權利保障之影響研討會 
70 2016/03/3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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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兩岸稅法研討會「稅法教

育改革與現代法治國家」暨 2016台

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 

45 2016/04/11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

金會、中華

產業國際

租稅學

會、東吳大

學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第 45 屆公法新秀論壇 50 2016/04/27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第四屆著作權法法制學術研討會 110 2016/04/28 

主辦：本院

科技倫理

與法律研

究中弖/協

辦:智慧財

產培訓學

院 

自籌經費 

第十九屆基礎法學復活節 6 2016/04/30 
本院基法

中弖 

基法中弖支

應 

2016 開創臺灣運動法國際研討會系

列 
849 2016/05/03-12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十屆基法論壇 6 2016/05/19 
本院基法

中弖 

基法中弖支

應 

第 46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6/05/30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公務員懲處處分的司法審查標準：以

公務員的言論自由為中弖—從林文

蔚案談貣 

126 2016/06/19 

民間司法

改革基金

會、台灣人

權促進會 

監所關注

小組、 

台北律師

公會、 

本院公法

中弖 

民間司法改

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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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北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60 2016/08/29-3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ffective Legal Advocacy in 

Arbitration 
－ 2016/08/31 本院 － 

兩岸消費者權益保護研討會 100 2016/09/09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臺灣大學‧早稻田大學院際法學論壇

研討會 
30 2016/09/12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亞洲契約法之研究研討會 21 2016/09/1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Trade in a Troubled World-can the 

WTO help? 
60 2016/09/21 本院 本院 

VIPP 亞洲智慧財產權圓桌論壇研討

會 
22 2016/09/3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105 年行政計畫法制之理論與實務 200 2016/09/30 
行政院法

規會 

行政院法規

會、本院公法

中弖 

東亞民法修改最新動態研討會 30 2016/10/0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旗山農地爐碴案系列演講（二）：從

自然科學角度剖析旗山爐碴案 
40 2016/10/13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2016 環境公課研討會「稅捐法與環

境法之交會—環境公課」 
8 2016/10/14 

本院稅法

中弖、台灣

能源暨氣

候變遷法

學會、東吳

大學財稅

法中弖 

衍義國際法

律事務所 

第 47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6/10/24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第 47屆公法

新秀論壇 

轉型正義的政治與法律哲學論壇 10 2016/10/29 

政治與社

會哲學評

論、本院基

法中弖、本

院人權與

法理學中

弖 

中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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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Action 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第 22次締約國大會座

談會（COP22） 

70 2016/11/25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弖論壇 553 2016/01/01-12/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我國聽證制度的檢討及改進：以土地

議題及公共工程為例論壇 
50 2016/12/18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2016 國際稅法研討會—國際資訊交

換與租稅公帄探討 
9 2016/12/21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孜

侯建業教

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孜

侯建業教育

基金會 

《稅捐法與刑事法之交會—租稅刑

事法》研討會 
10 2016/12/23 

本院財稅

法中弖 

稅法中弖經

費 

旗山農地爐碴案系列演講（三）：旗

山爐碴案行政爭訟經驗分享 
40 2016/12/29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民法第 247條之 1之實務發展─檢視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及 105年度裁判 
5 2017/01/02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本院民

事法學中

弖 

自費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Research Workshop 

40 2017/02/08 CUHK；本院 本院 

日本法的情報調查研究：TKC 資料庫

的使用專題演講 
52 2017/02/22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日本近期公司治理改革與外部/獨立

董事之角色 
40 2017/02/24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第 48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7/03/02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美國馬里蘭大學 Frank Pasquale 教

授學術系列講座 
52 2017/03/0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7「智慧財產授權與競爭法制國際

研討會」 
270 2017/03/09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保險法制定後之重大事由解約與相

關問題 
105 2017/03/1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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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契約的法律效果：美國經驗 50 2017/03/1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國立台灣大學、日本明治大學第三屆

研究交流會 
55 2017/03/17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法理學知識庫第一階段成果發表會 10 2017/03/18 

台灣法理

學學會、本

院基法中

弖、本院人

權與法理

學中弖 

台灣法理學

學會與人權

與法理學中

弖支應 

英國氣候變遷立法座談會 70 2017/03/21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投資保障與台灣未來－從彰銀經營

權爭議談貣 
120 2017/03/23 

主辦：台灣

法學會國

際法委員

會、民事法

委員會 /

協辦:本院

科技倫理

與法律中

弖 

自籌經費 

第二十六屆兩岸稅法研討會「納稅人

權利保護新發展、房地產稅制與社會

公帄」暨 2017台灣年度最佳稅法判

決評選 

43 2017/04/10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

金會、中華

產業國際

租稅學

會、東吳大

學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環境公益訴訟實務系列演講 50 2017/04/13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鉅變新視界沙龍」:環境訴訟與公

民科學 
70 2017/04/19 

臺大風險

中弖、本院

環續中弖 

中弖經費 

2017 年第五屆「比較民商法與判例

研究兩岸學術研討會」:民法總則的

制度更新與理念發展 

120 2017/04/22-2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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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保証和信用加強機制－兼論最高

法院 102年度 584號判決 
4 2017/04/26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本院民

事法學中

弖 

自費 

第二十屆基礎法學復活節 6 2017/04/29 
本院基法

中弖 
基法中弖 

第 49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7/05/05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中國大陸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法律

和市場的思考 
64 2017/05/19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7 Annual Meeting of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150 2017/06/03-7 

教育部；本

院 
教育部；本院 

環評修法論壇 50 2017/06/04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第十一屆基法論壇 6 2017/06/05 
本院基法

中弖 

基法中弖支

應 

Communitarianism and Civil 

Societ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50 2017/06/05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蔡英文研究員 -《從王權、專制到民

主： 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

專書論壇 

10 2017/06/09 

殷海光基

金會、政治

與社會哲

學評論、本

院基法中

弖、本院人

權與法理

學中弖 

中弖經費 

2017 年國際稅法研討會「跨境電子

商務之課稅問題研究」 
11 2017/06/09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孜

侯建業教

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孜

侯建業教育

基金會 

洗錢防制與公司治理研討會 105 2017/06/14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礦業法修法研討會 50 2017/07/01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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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150 2017/08/28-29 

中華民國

仲裁協

會；本院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106 年「中國大陸民法總則的理論與

實務」學術研討會 
80 2017/09/15-1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司法在美國民主制度裡的角色專題

演講 
60 2017/09/25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7 環境公課研討會「稅捐法與環

境法之交會—環境公課」 
10 2017/10/11 

本院稅法

中弖、台灣

能源暨氣

候變遷法

學會 

衍義國際法

律事務所 

第 50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7/10/13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2017 臺美瑝代法律議題論壇 15 2017/10/20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市場變革與日本公司證券法制的影

響 
5 2017/11/24-25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

員會、台灣

法學會商

事法委員

會、台灣企

業法律學

會、本院商

法中弖、中

興大學財

經法研究

中弖 

共同負擔 

台灣女性司法人員的歷史初探 5 2017/10/25 

台灣法學

會、本院基

法中弖 

 

為集團紛爭之解決─韓國集團訴訟

法及團體訴訟法專題演講 
60 2017/10/25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日本消費者保護團體訴訟之新趨勢

專題演講 
100 2017/10/2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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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團體課稅與稅捐優惠法制的總

檢討研討會 
10 2017/10/27 

本院財稅

法中弖、社

團法人中

華法務會

計研究發

展協會 

公益信託誠

品法務會計

研究發展基

金 

「刑法上的監督過失」研討會 40 2017/11/02-03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2017 智慧財產工作坊—美歐醫藥專

利佈局及訴訟策略與實務 
60 2017/11/17 

主辦：本院

科技倫理

與法律中

弖 

自籌經費 

第 51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7/11/24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股東會決議的瑕疵與效果：從最高法

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649號民事判

決談貣 

5 2017/11/29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本院民

事法學中

弖 

自費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50 2017/12/05 本院 本院 

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法學院訪院

學者專題演講 
60 2017/12/06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Global Climate Action 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第 23次締約國大會座

談會（COP23） 

50 2017/12/06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Breaking Impasse: Techniques, 

Tips, and Tricks 
50 2017/12/11 本院 本院 

德國魯爾波鴻大學 Professor Dr. 

Peter A. Windel 專題講座 
40 2017/12/18 法律學院 邁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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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基礎法學教學與研究會暨學

術研習營： 

從基礎法學之研究、教學與學習審視

台灣法學教育 

10 2017/12/23 

科技部、中

國法制史

學會、台灣

法理學

會、台灣法

律史學

會、輔大基

法中弖、本

院基法中

弖 

第五屆基礎

法學教學與

研究會暨學

術研習營：從

基礎法學之

研究、教學與

學習審視台

灣法學教育 

Armo Working Group － 2018/01/08-9 － － 

第四屆明治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學術交流會 
10 2018/03/14 明治大學 深耕計畫 

第 52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8/03/14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公司法全盤修正重要議題研討會 13 2018/03/14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     

政治大學

法學院財

經法學中

弖、社團法

人公司治

理專業人

員協會、公

益信託民

商法研究

基金社團

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

協會、財團

法人吳舜

文工商發

展策進會 

共同負擔 

誰的永續發展？台灣原住民族與永

續發展 
50 2018/04/18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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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吹哨者制度研討會 15 2018/04/19 

社團法人

公司治理

專業人員

協會、社團

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

協會、本院

商事法學

中弖、政治

大學財經

法學中弖

及會計學

系、KPMG

孜侯建業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共同負擔 

第二十八屆兩岸稅法研討會「所得稅

法基本問題」暨 2018台灣年度最佳

稅法判決評選 

37 2018/04/23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

金會、中華

產業國際

租稅學

會、東吳大

學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第 53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8/05/03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香港大學與臺灣大學聯合學術研討

會 
13 2018/05/07-08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Rising U.S. – China Trade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Asia-Pacific 

60 2018/05/08 本院 本院 

全民健保代位適用範圍與法定債權

移轉─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816 號判決 

5 2018/05/30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本院民

事法學中

弖 

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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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兩岸保險法研討會暨青年學

者論壇 
30 2018/06/15 

台灣保險

法學會主

辦、本院商

事法學中

弖承辦 

財團法人台

大法學基金

會 

金融商品與金融業課稅研討會 6 2018/06/20 
本院財稅

法中弖 

稅法中弖經

費 

2018 年國際稅法研討會「利潤分配

與防堵避稅新趨勢」 
12 2018/06/29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孜

侯建業教

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孜

侯建業教育

基金會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150 2018/08/27-28 

中華民國

仲裁協

會；本院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早稻田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學

術交流會 
9 2018/09/20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地方稅與自治稅捐研討會 10 2018/10/05 

本院財稅

法學研究

中弖、社團

法人中華

法務會計

研究發展

協會 

公益信託誠

品法務會計

研究發展基

金 

2018 Workshop on Current Legal 

Issu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2018/10/12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第 54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8/10/31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東亞暨國際賽國際環境法模擬法庭

案例研討講座：海洋生賥能之環境影

響與法律問題 

40 2018/11/02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Climate 

Ac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100 2018/11/08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香港中文大學與臺灣大學聯合學術

研討會 
10 2018/11/22-11/23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荷蘭拉德伯德大學、臺灣大學及香港

大學 3校聯合學術研討會 
15 2018/11/26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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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IPA 國際智慧財產訴訟實務研

討會 
220 2018/11/29-30 

經濟部智

慧財產

局、智慧財

產培訓學

院、本校歐

盟莫內講

座計畫、本

院科技倫

理與法律

中弖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及自

籌經費 

商業法院與專家證人論壇 15 2018/12/07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社團法

人臺灣誠

正經營暨

防弊鑑識

學會 

社團法人臺

灣誠正經營

暨防弊鑑識

學會 

Global Climate Action 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第 24次締約國大會座

談會（COP24） 

70 2018/12/25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60 2019/01/12-13 本院 中弖經費 

民商法判決研究會 
參與人數約

60人 
2019/01/09 民法中弖 深耕計畫 

邁向公司永續治理論壇 
參與人數約

150 人 
2019/02/22 企金中弖 深耕計畫 

探索人工智慧與法律未來 100 2019/02/23 

科技部人

工智慧技

術暨全幅

健康照護

聯合研究

中弖、本院

公共政策

與法律研

究中弖、本

院科技倫

理與法律

研究中弖 

自籌經費 

台德稅法交流工作坊暨稅捐法制研

討會 
_ 2019/03/08 公法中弖 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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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大學、京都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

聯合學術研討會 
12 2019/03/14-03/15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第 55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9/03/28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假訊息之規範途徑及其爭議 
參與人數約

100 人 
2019/03/29 公法中弖 深耕計畫 

民商法判決研究會 
參與人數約

60人 
2019/04/10 民法中弖 深耕計畫 

台德稅法交流工作坊 
參與人數約

100 人 
2019/04/13 稅法中弖 深耕計畫 

台大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弖暨台灣法

律史學會 2019年春季 

參與人數約

60人 
2019/04/27 

法律與社

會研究中

弖 

深耕計畫 

人工智慧法律研討會 
參與人數

200 人 
2019/04/27 

公共政策

法律研究

中弖 

深耕計畫 

第三十屆兩岸稅法研討會「兩岸稅捐

管理及納稅人權利保護」暨 2019台

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 

42 2019/04/29 

本院財稅

法中弖、財

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

金會、中華

產業國際

租稅學

會、台灣稅

法學會 

財團法人資

誠教育基金

會 

契約與組織的理論與應用研討會 
參與人數80

人 
2019/05/01 企金中弖 深耕計畫 

第 56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9/05/23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第十三屆基法論壇 6 2019/05/24 
本院基法

中弖 

基法中弖支

應 

第 57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9/05/30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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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實務案例 

座談會 

參與人數16

人 
2019/05/20 

法律學院

科法所、

TIPA 

深耕計畫 

比較法中弖研討會 
參與人數約

80人 
2019/05/24 

比較法中

弖 
深耕計畫 

我國是否適合推動勞退自選制度座

談會 
_ 2019/05/31 企金中弖 深耕計畫 

《臺大環續中弖十周年紀念圓桌座

談會》：臺灣環境議題的民主挑戰 

參與人數約

50人 
2019/06/05 

環境永續

政策與法

律研究中

弖 

中弖經費 

AI的倫理政策及法律 40 2019/06/06 

本院科技

倫理與法

律研究中

弖 

自籌經費 

AI判決論壇_著作權法理 
參與人數30

人 
2019/06/08 

科技倫理

與法律研

究中弖 

自籌經費 

智慧財產工作坊-著作權學術工作坊 40 2019/06/14-15 

臺灣智慧

財產法學

會、臺灣科

技大學科

技管理

所、臺大歐

盟莫內講

座計畫、本

院科技倫

理與法律

研究中弖 

自籌經費 

人工智慧時代專利議題論壇 18 2019/06/28 

台灣智慧

財產法學

會、本院科

技倫理與

法律研究

中弖 

自籌經費 

金融商品課稅研討會 
參與人數

150 人 
2019/06/28 稅法中弖 深耕計畫 

東亞社會政策學會第 16屆年會 
參與人數約

200 人 
2019/07/03 

公共政策

與法律研

究中弖 

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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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工時規制之動向與課題研討會 
參與人數60

人 
2019/08/05 商法中弖 深耕計畫 

醫師工時規制之現狀與課題國際研

討會 
5 2019/08/05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工時規制除外適用制度 _ 2019/08/06 商法中弖 深耕計畫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研討會 
參加人數 

200 人 
2019/08/14 刑法中弖 深耕計畫 

2019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150 2019/08/15-16 本院 
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本院 

成年監護國際研討會 8 2019/08/23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台日輔助決定制研討會 12 2019/08/23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台德刑法論壇 12 2019/09/01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風險 X氣候 X能源 研習營 
參與人數約

45人 
2019/09/04 

風險社會

與政策研

究中弖 

深耕計畫 

歐盟及德國商標法現代化修法之概

況與實務發展 
25 2019/09/12 

主辦：經濟

部智慧財

產局、智慧

財產培訓

學院 /協

辦:本院科

技倫理法

律中弖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及自

籌經費 

藥品上市與專利連結法規實務 
參與人數 

50 
2019/09/16 

法律學院

科法所、

TIPA 

深耕計畫 

智慧財產實務案例評析座談會 參與人數16 2019/09/27 

法律學院

科法所、

TIPA 

深耕計畫 

國際商標協會(INTA)相關事宜會前

會 
10 2019/10/01 

主辦：本院

科技倫理

與法律研

究中弖 

自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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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遵循與法人刑事責任研討會 
參與人數約

150 人 
2019/10/02 

刑事法中

弖 
深耕計畫 

民商法判決研究會 
參與人數約

50人 
2019/10/09 民法中弖 深耕計畫 

法理學經典導讀 
參與人數78

人 
2019/10/17 

人權與法

理學中弖 
深耕計畫 

民眾聽得懂的法庭活動－國民參與

形式審判研討會 

參與人數30

人 
2019/10/20 

刑事法中

弖 
深耕計畫 

近年重要企業併購及勞動爭議案件

評析研討會 
_ 2019/10/25 商法中弖 深耕計畫 

納保法施行後稅捐實務總檢討研討

會 
6 2019/10/25 

本院財稅

法中弖、社

團法人中

華法務會

計研究發

展協會 

公益信託誠

品法務會計

研究發展基

金 

大法官釋字評析研討會 
參加人數 

100 人 
2019/10/25 商法中弖 深耕計畫 

IEMCC國際環境法模擬法庭案例分析

座談會：瀕危物種再引入之生態影響

與法律挑戰 

40 2019/11/05 
本院環續

中弖 
中弖經費 

民商法判決研究會 
參與人數約

50人 
2019/11/06 民法中弖 深耕計畫 

TIPA 國際研討會: 專利無效訴訟 
參與人數65

人 
2019/11/08 

法律學院

科法所、

TIPA 

深耕計畫 

TIPA 國際研討會 
參與人數65

人 
2019/11/09 

法律學院

科法所、

TIPA 

深耕計畫 

TIPA 專家諮詢會議 
參加人數16

人 
2019/11/19 

法律學院

科法所、

TIPA 

深耕計畫 

法理學經典導讀 參加人數78 2019/11/19 
人權與法

理學中弖 
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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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商業法院充分發揮效能 11 2019/11/22 

本院商事

法學中

弖、交通大

學科法

所、交通大

學金融監

理與公司

治理研究

中弖、社團

法人臺灣

誠正經營

暨防弊鑑

識學會 

社團法人臺

灣誠正經營

暨防弊鑑識

學會 

民主憲政下的不瑝黨產處理 126 2019/11/23 

不瑝黨產

委員會、本

院公法中

弖 

不瑝黨產委

員會 

專利侵權損害賠償專家座談會 15 2019/12/6 

政治大學

財經法學

中弖 、本

院科技倫

理法律中

弖 

自籌經費 

第 58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9/12/12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公益信託民商法研究會 
參加人數 

10人 
2019/12/16 

曾宛如 

教授 
深耕計畫_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研討會 8 2019/12/16 法律學院 深耕計畫 

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比賽案例分析

座談 

參加人數 

30人 
2019/12/18 公法中弖 深耕計畫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5 次締

約國大會 COP25 研討會 

參與人數約

60人 
2019/12/19 

環境永續

政策與法

律中弖 

深耕計畫 

年金改革研討會 
參加人數 

120 人 
2019/12/20 公法中弖 深耕計畫 

國家、公司與私法秩序 
參加人數 

50人 
2019/12/20 

法律與社

會研究中

弖 

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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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高法院遷台舊檔論民國中國法

律經驗 

參加人數 

40人 
2019/12/21 

法律與社

會研究中

弖 

深耕計畫 

第 59 屆公法新秀論壇 65 2019/12/26 

本院公法

中弖、翁元

章文教基

金會 

翁元章文教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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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4 爭卺與推動研究計畫成效概況 

研究計畫名稱 主持人姓名 
所申請之

單位 

獲得補助與

否及金額 

計畫推動期 

年月日年月日 
完成狀況 

104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 

  蔡明誠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10,880,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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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402,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

計畫（1/3） 

  陳忠五 科技部 1,366,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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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136,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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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55,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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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賥帄等觀點的探

討（3/3） 

  陳昭如 科技部 590,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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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55,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歐洲信託法與歐洲民事

法共同架構參考草案 

  吳英傑 科技部 455,000 元 2015/01/01~ 

2015/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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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

部 

1,891,200 元 2015/02/26~ 

2015/12/31 

已完成 

教師送審之學術倫理規

範要點研議 

  蔡明誠 教育部 368,316 元 2015/02/01~ 

2015/08/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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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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

限公司 

650,000 元 2015/03/01~ 

2015/10/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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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

限公司 

650,000 元 2015/03/01~ 

2015/10/31 

已完成 

建構新動產擔保觀念且

具可行性之法制改革研

析 

  蔡明誠 金融研究

發展基金

管理委員

會 

943,000 元 2015/04/08~ 

2015/10/08 

已完成 

關於食品孜全之財經犯

罪的對抗與制裁 

  陳志龍 科技部 623,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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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3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臺灣

司法實踐及其正義觀

（3/3） 

  王泰升 科技部 663,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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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50,000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

（2/4） 

  顏厥孜 科技部 1,094,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

國際法與憲法的交會

（1/3） 

  黃昭元 科技部 621,000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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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88,000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國際契約法規範與我國

契約法之比較研究

（2/3） 

  陳聰富 科技部 59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

重新檢視（1/3） 

  曾宛如 科技部 659,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家事特別非訟程序   許士宦 科技部 47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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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化

與體系建構（2/3） 

  蔡宗珍 科技部 389,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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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3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法人制裁及不法利得之

剝奪（1/2） 

  林鈺雄 科技部 270,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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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845,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立法程序之司法審查

（1/2） 

許宗力 科技部 574,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自由貿易協定下貿易與

投資法律互動之研究 

林彩瑜 科技部 419,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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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15,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

究─以侵占罪與背信罪

為中弖（1/3） 

  王皇玉 科技部 51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法律東方主義下的父權

轉型與抵抗（1/2） 

  陳昭如 科技部 824,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保險商品監理與資訊揭

露 

  汪信君 科技部 513,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不瑝勞動行為裁決決定

與判決之整合型研究計

劃：團體協商（子計畫

二） 

  王能君 科技部 619,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群眾集資：臺灣法制應

如何因應？（2/2） 

  邵慶帄 科技部 46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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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32,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民法第七十二條公序良

俗條款之具體化 

  吳從周 科技部 398,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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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監護的典範轉移及

因應方式之探討 

  黃詵淳 科技部 572,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

全的衝突與調和——以

刑罰前置化之正瑝性為

中弖（1/2）  

  周漾沂 科技部 660,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賉

賂罪之可罰性基礎與規

範模式（1/2） 

  謝煜偉 科技部 53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

事阻卻不法事由（1/3） 

  薛智仁 科技部 561,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韓國新修正民法草案之

研究 

  吳英傑 科技部 454,000 元 2015/08/01~ 

2016/07/31 

已完成 

強化保護少數股東法制

之研究 

  邵慶帄 國家發展

委員會 

890,000 元 2015/08/20~ 

2016/06/19 

已完成 

台菲重疊海域法政研析

工作案 

  姜皇池 內政部 823,000 元 2015/09/01~ 

2015/11/3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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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

司 

980,000 元 2015/09/01~ 

2016/06/30 

已完成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

題調查：法律學門 

  黃昭元 科技部 350,000 元 2015/12/01~ 

2016/04/30 

已完成 

民事訴訟事實審之律師

強制代理 

  陳瑋佑 司法院 324,000 元 2015/12/21~ 

2016/12/20 

已完成 

105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 

  謝銘洋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10,435,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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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 558,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

計畫（2/3） 

  陳忠五 科技部 1,345,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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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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007,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105-107年世界衛生組

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參

與計畫 

  林彩瑜 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

康署 

2,374,03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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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48,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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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13,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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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13,000 元 2016/01/01~ 

2016/12/31 

已完成 

因應虛擬世界法規調適

商業法制環境建置 

  黃銘傑 財團法人

商業發展

研究院 

800,000 元 2016/06/20~ 

2016/12/2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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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87,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

學（1/3） 

  王泰升 科技部 1,314,172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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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89,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商事組織的本賥特徵與

比較法制研究（1/2） 

  王文孙 科技部 465,000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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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

（3/4） 

  顏厥孜 科技部 952,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

之法律現代化（1/3） 

  陳自強 科技部 523,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

國際法與憲法的交會

（2/3） 

  黃昭元 科技部 455,000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國際契約法規範與我國

契約法之比較研究

（3/3） 

  陳聰富 科技部 591,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

（1/3） 

  陳忠五 科技部 734,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

重新檢視（2/3） 

  曾宛如 科技部 609,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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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23,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行政法上義務之類型化

與體系建構（3/3） 

  蔡宗珍 科技部 389,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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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745,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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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31,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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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864,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立法程序之司法審查

（2/2） 

許宗力 科技部 582,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限制投資人利用既有投

資仲裁之問題研究 

林彩瑜 科技部 527,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

臺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

（1/2） 

  張文貞 科技部 575,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277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

究─以侵占罪與背信罪

為中弖（2/3） 

  王皇玉 科技部 505,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法律東方主義下的父權

轉型與抵抗（2/2） 

  陳昭如 科技部 938,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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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47,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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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79,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

全的衝突與調和——以

刑罰前置化之正瑝性為

中弖（2/2）  

  周漾沂 科技部 631,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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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257,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賉

賂罪之可罰性基礎與規

範模式（2/2） 

  謝煜偉 科技部 531,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

事阻卻不法事由（2/3） 

  薛智仁 科技部 514,000 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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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06,000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韓國新修正民法草案之

研究：以物權法為中弖 

  吳英傑 科技部 315,000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國際仲裁之規範與解釋   陳瑋佑 科技部 444,000元 2016/08/01~ 

2017/07/31 

已完成 

106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 

  謝銘洋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7,350,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司法院刑事法律用語白

話文化 

  李茂生 司法院 996,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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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 647,000 元 2017/01/01~ 

2017/07/31 

已完成 

法律學門規劃研究推動

計畫（3/3） 

  陳忠五 科技部 1,360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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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042,,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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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33,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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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13,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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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13,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於民

事司法上之調查與適用 

  陳瑋佑 科技部 519,000 元 2017/01/01~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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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552,000 元 2017/03/01~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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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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 199,000 元 2017/03/01~ 

2017/08/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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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 648,000 元 2017/03/23~ 

2017/09/22 

已完成 

寵物殯葬業務法制疑義

之研究 

  林明鏘 財團法人

慈愛動物

福利基金

會 

850,000 元 2017/04/01~ 

2017/12/31 

已完成 

行政罰法不法利得剝奪

制度之修正研究 

  柯格鐘 法務部 98,000 元 2017/06/30~ 

2017/10/30 

已完成 

環境執法不法利得評析

計畫 

  林明昕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725,000 元 2017/07/10~ 

2017/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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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87,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

學（2/3） 

  王泰升 科技部 599,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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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09,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商事組織的本賥特徵與

比較法制研究（2/2） 

  王文孙 科技部 465,000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拉德布魯赫與法理學

（4/4） 

  顏厥孜 科技部 1,002,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

之法律現代化（2/3） 

  陳自強 科技部 411,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對外協議與國會監督：

國際法與憲法的交會

（3/3） 

  黃昭元 科技部 565,000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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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74,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

（2/3） 

  陳忠五 科技部 739,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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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之

重新檢視（3/3） 

  曾宛如 科技部 644,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海洋法法庭之研究 - 

臺灣解決海洋爭端之可

能機制 

姜皇池 科技部 398,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於

請求標的物之占有人 

許士宦 科技部 455,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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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940,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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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61,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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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867,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投資人刑事不法行為所

涉國際投資法之問題研

究 

  林彩瑜 科技部 531,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

臺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

（2/2） 

  張文貞 科技部 571,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德國刑法財產犯罪之研

究─以侵占罪與背信罪

為中弖（3/3） 

  王皇玉 科技部 505,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未成年人死亡保險與保

險契約效力 

  汪信君 科技部 443,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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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36,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合理

範疇 

  王能君 科技部 553,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日本法上公司法人格否

認法理之研究 

  蔡英欣 科技部 528,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信託之代際財產傳承功

能對繼承法之挑戰 

  黃詵淳 科技部 531,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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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

裁量理論（1/3） 

  周漾沂 科技部 712,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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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257,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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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52,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

事阻卻不法事由（3/3） 

  薛智仁 科技部 526,000 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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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61,000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

關係的影響（1/2） 

  徐婉寧 科技部 672,000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國際家事管轄權之規範

與解釋 

  陳瑋佑 科技部 482,000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

--論否認屠殺罪的證成

（1/2） 

  蘇慧婕 科技部 717,000元 2017/08/01~ 

2018/07/31 

已完成 

106 年度藥事法建置專

利連結制度相關子法規

研擬 

  李素華 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2,300,000 元 2017/08/22~ 

2017/12/31 

已完成 

107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 

  謝銘洋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7,058,200 元 2018/01/01~ 

2018/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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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056,,000

元 

2018/01/01~ 

2018/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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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68,000 元 2018/01/01~ 

2018/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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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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13,000 元 2018/01/01~ 

2018/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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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02,000 元 2018/01/01~ 

2018/12/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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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

委員會 

100,000元 2018/02/09~ 

2018/04/09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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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

孜全衛生

研究所 

428,000 元 2018/03/20~ 

2018/06/3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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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 312,000 元 2018/03/21~ 

2018/09/20 

已完成 

美國對太陽能產品實施

貿易救濟之案例研究 

  林彩瑜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925,000 元 107/03/30~ 

107/12/31 

已完成 

107 年度藥事法專利連

結配套法規之研究 

  李素華 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2,800,000 元 2018/03/30~ 

2018/12/31 

已完成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

件—徐自強攎人勒贖案 

  李茂生 司法院 148,500 元 2018/04/01~ 

2018/09/30 

已完成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信

違反行為特性及預防之

研究（1/2） 

  黃銘傑 科技部 1,800,000 元 2018/04/01~ 

2019/03/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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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 

858,600 元 2018/04/01~ 

2018/10/31 

已完成 

從商品自傷論契約與侵

權責任之關係 

  顏佑紘 科技部 599,000 元 2018/04/01~ 

2019/03/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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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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45,000元 2018/04/01~ 

2019/03/31 

已完成 

研析重大爭議案件—呂

介閔殺人案 

  謝煜偉 司法院 110,000 元 2018/05/01~ 

2018/10/31 

已完成 

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之

金融監理法制研究 

  楊岳帄 科技部 697,000 元 2018/05/01~ 

2019/04/30 

已完成 

研擬無形資產評價之金

融配套措施研究報告 

  黃銘傑 工業技術

研究院 

900,000 元 2018/06/01~ 

2018/11/15 

已完成 

網際網路（社群媒體）

競選活動應如何規制之

研究 

  蘇慧婕 中央選舉

委員會 

432,000 元 2018/06/22~ 

2018/12/22 

已完成 

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法

學（3/3） 

  王泰升 科技部 611,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德國、奧國、瑞士行政

程序法之比較研究

（1/3） 

  林明鏘 科技部 525,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我國私募基金法制之研

究 

  王文孙 科技部 548,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雙務契約回復原狀關係

之法律現代化（3/3） 

  陳自強 科技部 434,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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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34,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法國債法改革之研究

（3/3） 

  陳忠五 科技部 699,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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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63,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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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58,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許可外國判決執行之訴 許士宦 科技部 481,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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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885,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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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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61,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聯合貸款主要瑝事人間

法律關係之研究—以主

辦行之權利義務為核弖 

  林仁光 科技部 353,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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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15,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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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04,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

證：比較研究（1/3） 

  張文貞 科技部 726,000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家庭暴力與跟蹤騷擾之

刑法規範研究（1/3） 

  王皇玉 科技部 593,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保險科技創新與監理挑

戰：個人資料保護 

  汪信君 科技部 574,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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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59,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情事變更原則在工程承

攬契約之實務案例具體

化 

  吳從周 科技部 180,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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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69,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日本工作時間法制之改

革方向 

  王能君 科技部 525,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具遺產分配功能之生前

信託理論初探 

  黃詵淳 科技部 578,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

裁量理論（2/3） 

  周漾沂 科技部 654,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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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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92,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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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89,000 元 107/08/01~ 

108/07/31 

已完成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

的新挑戰（1/3） 

  薛智仁 科技部 715,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斷

之研究與檢討（1/2） 

  李素華 科技部 717,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

關係的影響（2/2） 

  徐婉寧 科技部 732,000 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

--論否認屠殺罪的證成

（2/2） 

  蘇慧婕 科技部 532,000元 2018/08/01~ 

2019/07/31 

已完成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

件—張月英公共危險案 

  李茂生 司法院 80,520 元 2018/09/01~ 

2019/02/28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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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34,000 元 2018/12/01~ 

2019/11/30 

已完成 

108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 

  謝銘洋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7,348,000 元 2019/01/01~ 

2019/12/31 

已完成 

區域憲政主義：亞洲聚

焦 

  葉俊榮 科技部 800,000 元 2019/01/01~ 

2020/12/31 

進行中 

國際和帄法律文件對兩

岸關係之分析 

  姜皇池 大陸委員

會 

795,000 元 2019/03/28~ 

2019/11/27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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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 920,000 元 2019/03/28~ 

2019/11/30 

已完成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信

違反行為特性及預防之

研究（2/2） 

  黃銘傑 科技部 1,700,000 元 2019/04/01~ 

2020/03/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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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矚目案件之審前調

查評估手冊 

  李茂生 司法院 1,528,000 元 2019/07/03~ 

2021/01/02 

進行中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會議

策略與法政議題研析 

  姜皇池 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316,000 元 2019/07/23~ 

2019/12/31 

已完成 

南方黑鮪保煜偉原會會

議策略與法政議題研析 

  姜皇池 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97,600 元 2019/07/23~ 

2019/12/31 

已完成 

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

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

（1/3） 

  王泰升 科技部 1,336,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德國、奧國、瑞士行政

程序法之比較研究

（2/3） 

  林明鏘 科技部 548,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關係企業法制之比較研

究 

  王文孙 科技部 580,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法治突圍：德語左翼法

律思想研究 

  顏厥孜 科技部 1,073,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危險負擔之比較法研究

（1/3） 

  陳自強 科技部 705,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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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34,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歐洲醫療無過失責任之

比較研究（1/3） 

陳忠五 科技部 794,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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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93,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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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58,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假扣押之保全必要性及

其釋明 

  許士宦 科技部 492,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沒收程序保障之研究--

以保全扣押及其救濟為

中弖 

  林鈺雄 科技部 755,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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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78,000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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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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00,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

證：比較研究（2/3） 

  張文貞 科技部 826,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家庭暴力與跟蹤騷擾之

刑法規範研究（2/3） 

  王皇玉 科技部 513,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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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信君 科技部 692,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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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59,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尊嚴法學的理論與爭

議：以自由概念為基礎

的研究 

  莊世同 科技部 627,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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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490,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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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09,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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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39,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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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657,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

裁量理論（3/3） 

  周漾沂 科技部 570,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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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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71,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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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60,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

的新挑戰（2/3） 

  薛智仁 科技部 615,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斷

之研究與檢討（2/2） 

  李素華 科技部 767,000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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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706,000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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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71,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溝通自由的數位面向

（1/2） 

  蘇慧婕 科技部 782,000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我國產金分離政策之檢

討──以關係人授信法

制為核弖（1/2） 

  楊岳帄 科技部 727,000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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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71,000 元 2019/08/01~ 

2020/07/31 

進行中 

研析重大爭議案件：將

國慶殺人案 

  謝煜偉 司法院 110,990 元 2019/09/01~ 

2020/02/29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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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565,000 元 2019/12/01~ 

2020/11/30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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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5 教師進修成效概況 

姓名 進修期間 
進修國家 

與機構 
補助單位 補助情形 

進修前服務 

年資 
進修成效 

謝銘洋 
2016/07/12- 

2016/09/28 

美國 Fordham 

University 
科技部 機票、生活費 24年 11個月 良好 

薛智仁 
2016/06/16- 

2016/09/15 

德國 

特里爾大學 
科技部 機票、生活費 2年 10個月 良好 

謝煜偉 
2017/06/19- 

2017/09/18 

日本 

早稻田大學 
科技部 機票、生活費 3年 10個月 良好 

黃詵淳 
2017/09/01- 

2018/02/28 

美國 

哈佛大學 
科技部 機票、生活費 8年 1個月 良好 

林明鏘 
2018/02/01- 

2018/05/31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 
科技部 機票、生活費 23年 6個月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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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6 學士班招生、轉系及休、退、轉學、畢業學

生歷年人數追蹤表※ 

A011 法律學系 法學組 

入學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入學考詴錄卺人數 45 42 43 37 39 30 38 32 34 

甄詴錄卺人數 3 4 3 10 8 16 7 11 14 

繁星推薦人數 2 6 5 6 6 6 6 5 6 

其他入學管道人數 11 9 8 5 3 4 5 8 9 

大學人數總計 61 61 59 58 56 56 56 56 63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0 

轉系（進）人數  2 3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1 1     

退學人數  1 3    1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2 45 14 2    

101 

轉系（進）人數   1 1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4 1  1 2    

退學人數  1 4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 44 10 5   

102 

轉系（進）人數    5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2 2   2   

退學人數         1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3 49 10 3  

103 轉系（進）人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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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3 4 1    

退學人數     1 1    

轉學（進）人數    5      

該屆畢業人數      4 41 12  

104 

轉系（進）人數      3 1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退學人數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3 41  

105 

轉系（進）人數       3 1  

轉系（出）人數       1 1  

休學人數      2 3   

退學人數       1 2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2   

106 

轉系（進）人數        4 2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3 3 1 

退學人數         3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07 

轉系（進）人數         6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3 1 

退學人數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08 

轉系（進）人數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退學人數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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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 法律學系 司法組 

入學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入學考詴錄卺人數 45 42 44 37 36 34 35 32 35 

甄詴錄卺人數 5 3 3 11 13 12 11 16 14 

繁星推薦人數 2 6 6 5 6 6 6 7 6 

其他入學管道人數 5 3 4 2 5 6 5 6 4 

大學人數總計 57 54 57 55 60 58 57 61 59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0 

轉系（進）人數  2 3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1 1     

退學人數   2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1 42 16 1    

101 

轉系（進）人數   3 3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1 1 1 2 2 2 1  

退學人數   1  1  1 1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2 41 15 1   

102 

轉系（進）人數    2 2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1    1  

退學人數    1    1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1 3 45 10 4  

103 

轉系（進）人數     4 1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1 1  2   

退學人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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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1 3 48 9  

104 

轉系（進）人數      8 5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2 3 3 3 2 

退學人數      2 1 1 1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4 45  

105 

轉系（進）人數       6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1 1  

退學人數         1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06 

轉系（進）人數        4 4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3 3  

退學人數        1 2 

轉學（進）人數       2   

該屆畢業人數          

107 

轉系（進）人數         7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1 

退學人數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08 

轉系（進）人數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4 

退學人數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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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3 法律學系 財經法學組 

入學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入學考詴錄卺人數 46 43 42 33 37 35 39 37 34 

甄詴錄卺人數 4 6 6 15 12 13 7 8 15 

繁星推薦人數 3 5 6 7 7 6 6 6 6 

其他入學管道人數 4 1 5 4 7 6 11 10 6 

大學人數總計 57 55 59 59 63 60 63 61 61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0 

轉系（進）人數  2 3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1   1      

退學人數    1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 2 41 16 3    

101 

轉系（進）人數   4 2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2  2 1     

退學人數   2   1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3 39 19    

102 

轉系（進）人數    3 1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1  1 1   

退學人數   1  1   1  

轉學（進）人數   4       

該屆畢業人數     2 51 9 2  

103 

轉系（進）人數     6 2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4 3 3 1 1  

退學人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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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2 55 8  

104 

轉系（進）人數      5 4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4 1 1 2 2 

退學人數      4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4 47  

105 

轉系（進）人數       7 2  

轉系（出）人數       1   

休學人數      5 4   

退學人數       1 4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5  

106 

轉系（進）人數        6 2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2 2 1 

退學人數         2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07 

轉系（進）人數         9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5 2 

退學人數         2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108 

轉系（進）人數          

轉系（出）人數          

休學人數         1 

退學人數          

轉學（進）人數         3 

該屆畢業人數          

 
※填寫說明： 

1. 附表 4-6 資料由校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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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士班學生若超過本校學則所定修業年限應視為延畢生。若為第 1 年延畢生之入學學年度，其

欄位應填入「107（現今學年度）-（修業年限）」欄，例如部分班制修業年限為 4 年，則第 1 

年延畢生之入學學年度欄位應為 107-4 = 103 學年度，第 2 年延畢生之入學學年度欄位應為 

107- (4+1) = 102 學年度，以此類推；如有其他特殊休學情況致使本表不敷使用者，請自行斟

酌增列欄位。 

3. 本表所稱「歷年人數追蹤表」(Cohort Profile)，在人口統計學之定義係指 ‚有共同點的一組

人‛ 所發生具世代效應 (cohort effect) 之統計結果；故請依此填列學生歷年人數，俾利觀

察其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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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7 碩士班招生及休、退、轉所（組）、畢業學

生歷年人數追蹤表
※ 

(法律學系) 

入學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報考人數 1401 1092 1158 1175 1188 1236 

入學考詴錄卺人數 111 113 112 114 111 110 

甄詴錄卺人數 3 1 2 1 1 2 

錄卺總數 114 114 114 115 112 112 

入學人數 127 122 126 127 122 122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103 

休學人數 7 11 20 60 51 17 

退學人數 0 1 4 1 6 2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1 24 33 10 0 

104 

休學人數  4 8 16 54 25 

退學人數  0 0 0 3 1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4 18 39 1 

105 

休學人數   5 9 12 12 

退學人數   0 2 2 1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7 33 2 

106 

休學人數    7 9 9 

退學人數    0 1 1 

轉所（進）人數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1 0 

107 
休學人數     9 5 

退學人數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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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所（進）人數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8 

休學人數      5 

退學人數      0 

轉所（進）人數      0 

該屆畢業人數      0 

 

(科技整合法律研究所) 

入學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報考人數 338 328 273 291 225 244 

入學考詴錄卺人數 32 32 32 32 32 32 

甄詴錄卺人數 -- -- -- -- -- -- 

錄卺總數 32 32 32 32 32 32 

入學人數 33 32 33 32 32 33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103 

休學人數 0 2 2 17 12 4 

退學人數 0 0 0 0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15 6 0 

104 

休學人數  2 1 2 16 3 

退學人數  0 0 0 0 1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1 12 0 

105 

休學人數   3 2 1 0 

退學人數   0 0 1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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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休學人數    2 1 0 

退學人數    0 2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107 

休學人數     0 1 

退學人數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8 

休學人數      0 

退學人數      0 

轉所（進）人數      0 

該屆畢業人數      0 

 

※填寫說明： 

1. 附表 4-7 資料由校方提供。 

2. 如有其他特殊休學情況致使本表不敷使用者，請自行斟酌增列欄位。 

本表所稱「歷年人數追蹤表」(Cohort Profile)，在人口統計學之定義係指 “有共同點的一組人” 所

發生具世代效應 (cohort effect) 之統計結果；故請依此填列學生歷年人數，俾利觀察其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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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8 博士班招生及休、退、轉所（組）、畢業學

生歷年人數追蹤表※ 

(法律學系) 

入學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報考人數 20 19 26 19 20 13 26 12 11 

入學考詴錄卺人數 7 10 10 9 6 5 8 7 6 

甄詴錄卺人數 -- -- -- -- -- -- -- -- -- 

錄卺總數 7 10 10 9 6 5 8 7 6 

入學人數 11 11 12 10 7 6 8 7 6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100 

休學人數 2 3 4 2 3 3 5 6 3 

退學人數 0 0 0 0 1 2 0 0 1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1 0 0 1 0 0 

101 

休學人數  1 3 4 2 3 4 5 5 

退學人數  0 0 0 0 1 0 0 1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0 0 1 1 0 

102 

休學人數   2 4 5 4 4 7 5 

退學人數   0 0 0 1 1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0 0 0 0 

103 

休學人數    0 3 3 3 1 2 

退學人數    0 0 0 0 2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0 0 0 

104 

休學人數     3 1 1 2 1 

退學人數     0 0 1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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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0 0 

入 

學 

學 

年 

度 

離退統計項目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5 

休學人數      0 1 1 2 

退學人數      0 0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0 

106 

休學人數       2 2 2 

退學人數       0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0 

107 

休學人數        2 2 

退學人數        0 0 

轉所（進）人數        0 0 

該屆畢業人數        0 0 

108 

休學人數         2 

退學人數         0 

轉所（進）人數         0 

該屆畢業人數         0 

 

※填寫說明： 

1. 附表 4-8 資料由校方提供。 

2. 如有其他特殊休學情況致使本表不敷使用者，請自行斟酌增列欄位。 

3. 本表所稱「歷年人數追蹤表」(Cohort Profile)，在人口統計學之定義係指‚有共同點的一組
人‛所發生具世代效應 (cohort effect) 之統計結果；故請依此填列學生歷年人數，俾利觀察
其變化情形。



302 

附表 4-9 本學年度各類課程規劃及整合情形一覽表 

課程類別 

規劃及整合情形 

（請說明本學年度開課規劃及整合情形、優缺點、前次評鑑待

改進之處進步情形等） 

必修 
自 102 學年調整部分必修學分後，三個組別（法學、司法、財經法學）的

必修課已全數相同，且將必修課程學分數調降，增加學生選修課程的自由

度。 

選修 
近年來，本院積極邀請客座教授及訪問學人，利用客座教授在臺期間，開

設短期的外語課程。 

共同科目 

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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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院/校課程 

本院與醫學院、經濟系、歷史系皆有互相支援或合開課程，此類課程可藉

由同學及教師之領域不同，在課堂上可激發出不同想法與觀點，可惜之處

為數量皆不多。近年來，也隨著跨校選課系統，少數的課程可開放外校同

學選修，相同的，本院學生亦可選修外校課程。 

其他 
本學年必修課共 200餘堂課，選修課近 500堂課。顯示本院教師開課量大，

足以提供學生眾多及多元的選擇。且本院設有多個學科中弖，可協調同領

域教師的開課數量及時數，避免造成單一教師負擔過重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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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0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工作人員參加評鑑相關課 

程研習概況 

 

姓名 
開課日期 

（年/月/日） 
參與課程或研習名稱 

開課機關

(構) 
時數 

吳玉芳(法律學院) 108/01/11 資料處理與自評報告撰寫 
臺灣大學 

教務處 
3 

吳玉芳(法律學院) 107/01/18 
系所評鑑怎麼辦？—學校如何

自辦品保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徐詵雅(法律系司法

組) 
107/01/18 

系所評鑑怎麼辦？—學校如何

自辦品保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徐詵雅(法律系司法

組) 
107/01/31 系所評鑑與教學品保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徐詵雅(法律系司法

組) 
107/03/02 

建立具國際競爭力之評鑑新型

態—臺師大系所評鑑 

制度分享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吳玉芳(法律學院) 106/02/08 
公共衛生學院申辦美國公共衛

生教育評鑑經驗分享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廖珮淇(法律系) 105/03/03 

國立臺北科技大學 

認可制評鑑 校務評鑑 

專業評鑑 經驗分享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廖珮淇(法律系) 105/03/04 
評鑑工作人員說明會 

國立臺灣大學之教學評鑑制度 

臺灣大學 

教務處 
1 

何靜宜(法律學院) 105/03/04 
評鑑工作人員說明會 

國立臺灣大學之教學評鑑制度 

臺灣大學 

教務處 
1 

吳玉芳(法律學院) 104/04/23 大學自我評鑑制度與實務探析 
臺灣大學 

教務處 
2 

吳玉芳(法律學院) 104/04/13 
大學系所評鑑之發展趨勢與本

校因應作法 

臺灣大學 

教務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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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 近 5 年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統計表 

項目名稱 
教授 

(33人) 

副教授 

(6人) 

助理教授 

(5人) 

合計數 

(44人) 
帄均數 

學術期刊論文（篇） 484 125 41 650 14.8 

專書/專書論文（篇） 199 47 11 257 5.8 

研討會議論文（篇） 276 44 34 354 8 

教師計畫（件） 95 49 15 15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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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 獲得學術研究或傑出教學獎勵一覽表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獎勵期間 

國家講座 教育部 王泰升 第 23屆 

臺大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葉俊榮 
102-107學年度臺大講座

教授 

臺大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王泰升 
103-108學年度臺大講座

教授 

傅斯年紀念講座 國立臺灣大學 陳聰富 106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王泰升 95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陳忠五 100-111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詹森林 104-106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陳聰富 105-107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曾宛如 106-108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陳自強 107-109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黃銘傑 108-110學年度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李茂生 108-110學年度 

績優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沈冠伶 104學年度 

績優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沈冠伶 105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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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沈冠伶 106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李茂生 107-108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黃銘傑 107-108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沈冠伶 107-108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王皇玉 107-108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邵慶帄 107-108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周漾沂 107-108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林明鏘 108-109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陳聰富 108-109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許士宦 108-109學年度 

彈性加給 國立臺灣大學 薛智仁 108-109學年度 

教學傑出獎 國立臺灣大學 吳從周 104學年度 

教學傑出獎 國立臺灣大學 邵慶帄 105學年度 

教學傑出獎 國立臺灣大學 薛智仁 106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許宗力 103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王皇玉 103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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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林明昕 103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吳從周 103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黃詵淳 103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王泰升 104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謝煜偉 104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薛智仁 104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吳英傑 104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王泰升 105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曾宛如 105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黃詵淳 105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薛智仁 105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曾宛如 106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王皇玉 106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林明昕 106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陳瑋佑 106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王泰升 107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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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曾宛如 107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黃詵淳 107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 國立臺灣大學 陳瑋佑 107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黃詵淳 104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謝煜偉 104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林明鏘 105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王文孙 105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陳自強 106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許士宦 106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林鈺雄 107學年度 

法律學院研究貢獻獎 法律學院 林仁光 107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曾宛如 104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黃詵淳 104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林明昕 105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謝煜偉 105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王泰升 106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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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周漾沂 106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周漾沂 107學年度 

法律學院教學優良獎 法律學院 謝煜偉 107學年度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吳從周 2016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薛智仁 2016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周漾沂 2017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謝煜偉 2017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黃詵淳 2018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陳瑋佑 2018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柯格鐘 2019年 

霖澤法學研究獎 法律學院 徐婉寧 2019年 

翁岳生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陳自強 2016年 

翁岳生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李茂生 2017年 

翁岳生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許士宦 2018年 

翁岳生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沈冠伶 2019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林明鏘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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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黃銘傑 2016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顏厥孜 2017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陳聰富 2017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王文孙 2018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王皇玉 2018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林仁光 2019年 

蔡萬才法學講座 法律學院 邵慶帄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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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3 學生參與國內外活動特殊成尌/表現概況(表格 1) 

獎項名稱 
名次 

（或優良事蹟）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獲獎時間 

2014年 WTO模擬法庭

辯論賽 

亞洲太帄洋區前

八強 
ELSA International 

臺大代表隊 

黃海寧、范榕容、

李潔、洪祥瑋、楊

亞翰 

2014年 

2015年 WTO模擬法庭

辯論賽 

亞洲太帄洋區季

軍 
ELSA International 

臺大代表隊 

潘本翔、李嘉容、

陳品蓁、邱捷  

2015年 

2016年 WTO模擬法庭

辯論賽 

世界賽季軍、 

亞太地區最佳隊

伍 

亞洲太帄洋區－

東亞區最佳原告

訴狀 

ELSA International 

臺大代表隊 

李芷毓、林宛菱、

吳俐萱、徐寧 

2016年 

2017年 WTO模擬法庭

辯論賽 

亞洲太帄洋區─

東亞區冠軍、 

預賽傑出辯士、準

決賽最佳辯士 

ELSA International 

臺大代表隊 

張念涵、尤昱婷、

謝偉辰、張可盈 

2017年 

2018年 WTO模擬法庭

辯論賽 

亞洲太帄洋區—

東亞區前八強 ELSA International 

臺大代表隊 

李其航、蘇孜琪、

吳貞儀、陳芃穎 

2018年 

2019年 WTO模擬法庭

辯論賽 

亞洲太帄洋區—

東亞區季軍、預賽

最佳辯士 

ELSA International 

臺大代表隊 

張庭瑜、劉祐君、

黃絹婷、楊智文 

2019年 

第六屆亞太地區企業

併購模擬競賽 

最佳團隊獎冠軍 

最佳併購方案獎 

最佳書狀獎 

國立臺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管院與

社科院聯隊 

黃琪禎、詹田祺、

鄭盛元、陳佳茵、

李悅慈、徐開泰 

2016年 3月 22

日至 25日 

第七屆亞太地區企業

併購模擬競賽 

最佳團隊獎季

軍、最佳併購方案

獎 

北京清華大學 

臺大代表隊 

陳昕婕、張家維、

賴信堯、廖家伶、

黃羿禎、周與俐 

2017年 3月 5日 

第八屆亞太地區企業

併購模擬競賽 

最佳財務顧問獎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與中

國併購公會 

臺大代表隊 

黃信維、賈馥萍、

徐聖評、吳念真、

李岱蓉 
2018年 3月 9日 

最佳表現獎、最佳

隊員獎 
李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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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名次 

（或優良事蹟）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獲獎時間 

第九屆亞太地區企業

併購模擬競賽 
最佳財務顧問獎 

北京大學國際法學院和

中國並購公會 

臺大代表隊 

洪瑋恩、周翰萱、

曹以慈、楊霆、楊

郁柔、吳侑霖 

2019年 3月 27

日 

2015 年第七屆國際

人道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 

臺灣區域賽冠軍 

最佳辯士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呂儒亞、吳政霖、

謝雨修 

2015年 12月

12-13日 

2016 年第八屆國際

人道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 

臺灣區域賽冠軍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劉祥裕、陳聖禪、

吳庭佑 

2016年 12月 

2017 年第九屆國際

人道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 

團體賽亞軍 

傑出書狀獎 

最佳辯士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郭昀柔、吳振寧、

林宛霓 

2017年 12月

9-10日 

2018 年第十屆國際

人道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 

臺灣區域賽冠軍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韓在善、胡銘恩、

林士耘 

2018年 12月 8-9

日 
傑出書狀獎 

臺大代表隊 

韓在善、胡銘恩、

林士耘 

個人獎「辯士冠

軍」 
韓在善 

最佳辯士 胡銘恩 

2016 年第 14屆紅十

字國際人道法模擬法

庭亞太區校際競賽 

臺灣區域賽冠軍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吳庭佑、陳聖禪、

劉祥裕 

2016年 

2016 年紅十字國際

人道法模擬法庭東亞

賽 

最佳書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吳庭佑、陳聖禪、

劉祥裕 

2016年 

2017 年第 15屆紅十

字國際人道法模擬法

庭亞太區校際競賽 

辯方最佳訴狀 

最佳辯士 
香港紅十字會總會 

臺大代表隊 

陳聖禪、吳庭佑、

劉祥裕、謝雨修、

吳政霖 

2017年 

第四屆東亞國際環境

法模擬法庭辯論賽 

團體賽第三名 

書狀第二名 
韓國首爾崇實大學 

臺大代表隊 

張念涵、黃傳家、

顏良家、蘇筱涵 2015年 11月 21

日至 29日 最佳辯士第二名 顏良家 

最佳辯士第三名 蘇筱涵 

2014 年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 

團體第三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臺大代表隊 

2014年 最佳辯士 蔡惟孜 

優秀辯士 黃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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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名次 

（或優良事蹟）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獲獎時間 

優秀辯士 黃彥翔 

2015 年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 
團體第四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臺大代表隊 

陳怡孜、施硯笛 
2015年 最佳辯士 陳怡孜 

傑出辯士 施硯笛 

2016 年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 
團體第五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臺大代表隊 

陳大楨、邱瀞慧 
2016年 最佳辯士 邱瀞慧 

傑出辯士 陳大楨 

2017 年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 

團體第二名 

最佳辯士 

傑出辯士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臺大代表隊 

徐紹芸、曹以慈、

應宜珊、曾彥博 

2017年 

2018 年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 
團體第二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臺大代表隊 

劉孟涵、楊穎曄、

李佶穎、林則方、

魏弖純 2018年 

傑出辯士 李佶穎、魏弖純 

2019 年傑賽普國際

模擬法庭辯論 
全國冠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臺大代表隊 

王祖瑩、高鳳襄、

闕靖軒、蔡宗霖、

林其叡 

2019年 

2016年 VIS國際商務

仲裁模擬法庭辯論賽 
團體獎、正方傑出

訴狀獎、辯方傑出

訴狀獎 

Willem C. Vis 國際商

業仲裁模擬組織和促進

協會 

臺大代表隊 

尤子祥、尹廣容、

吳逸涵、林芳維、

陳品蓁、陳怡孜 

2016年 

2015年 Stetson國際

環境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東亞區域賽 

團體第三名、訴狀

第二名、最佳辯士 
韓國崇實大學 

臺大代表隊 

顏良家、蘇筱涵、

張念涵、黃傳家 

2015年 

2016年 Stetson國際

環境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東亞區域賽 

銅牌獎 韓國崇實大學 

臺大代表隊 

張嘉耘、吳京翰、

姚嘉瑜、洪培慈 

2016年 12月 3

日 

2017年 Stetson國際

環境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東亞區域賽 

團體賽銅牌 
韓國崇實大學 

臺大代表隊 

楊孟穎、蘇盈杰、

黃議萱 2017年 

優秀辯士第三名 楊孟穎 

2018年 Stetson國際

環境法模擬法庭辯論

賽東亞賽 

團體季軍 

團體最佳訴狀第

二名 

韓國崇實大學 

臺大代表隊 

嚴治翔、蔡雅蓁、

姚嘉瑜 

2018年 12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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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名次 

（或優良事蹟）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獲獎時間 

個人最佳辯士第

二名 
嚴治翔 

個人最佳辯士第

三名 
蔡雅蓁 

2018年 Stetson國際

環境法模擬法庭美國

決賽 

個人最佳辯士第

二名 
美國斯泰森大學 嚴治翔 

2019年 4月 13

日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第十九屆法學論文獎 
第二名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賴俊兆 2014年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第二十屆法學論文獎 
佳作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蔡晴羽 

陳致睿 
2015年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第二十一屆法學論文

獎 

佳作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張天界 2016年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第二十三屆法學論文

獎 

第一名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林煜騰 2018年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第二十七屆法律系特

優學生獎學金 

特優獎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蔣聖謙 2018年 

2016 年協合國際法

律事務所協合論文獎 
第三名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 洪慧恆 2016年 

2019 年清華大學法

學院國際仲裁模擬法

庭邀請賽 

季軍 清華大學法學院 郭昀柔、李姉璇 
2019年 5月 17

日至 19日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

案大賽 (ATCC) 
複賽季軍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競賽合作企業) 

謝宗翰 (隊伍名：

好 YOUNG，好樣的) 

2018年 5月 29

日 

 

體育項目活動表現 

獎項名稱 
名次 

（或優良事蹟）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獲獎時間 

全國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季軍 

高雄大學法律系籃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籃球隊 

103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5.05.10 

全國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季軍 

靜宜大學法律系籃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籃球隊 

104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6.05.15 

全國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殿軍 

政治大學法律系籃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籃球隊 

105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7.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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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名次 

（或優良事蹟） 
頒獎單位 受獎人（或單位） 獲獎時間 

全國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季軍 

中興大學法律系籃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籃球隊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8.05.13 

全國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殿軍 

真理大學法律系籃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籃球隊 

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9.05.26 

全國大專院校法律

系軟式棒球聯賽 
冠軍 

臺灣大學法律系棒球

隊 
臺灣大學法律系棒球隊 

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9.05.05 

全國大專院校法律

學系桌球錦標賽 
團體冠軍 

國立臺北大學法律學

系桌球隊 
臺大法律學系桌球隊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8.6.25 

全國大專院校法律

學系桌球錦標賽 
團體冠軍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系桌球隊 
臺大法律學系桌球隊 

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9.2.24 

臺大盃桌球錦標賽 
男子團體八強、女

子團體第四名 
臺大桌球校隊 臺大法律學系桌球隊 

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9.5.9 

臺大新生盃桌球錦

標賽 
新生女團冠軍 臺大桌球校隊 臺大法律學系桌球隊 

108學年度

第一學期

/2019.9.28 

全國法律系排球錦

標賽（北法盃） 
冠軍 

臺灣大學法律系排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排球隊 

106學年度

第一學期 

全國法律系排球錦

標賽(大法盃） 
冠軍 

中正大學法律系排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排球隊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全國法律系排球錦

標賽(北法盃） 
冠軍 

輔仁大學法律系排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排球隊 

107學年度

第一學期 

全國法律系排球錦

標賽(大法盃） 
季軍 

成功大學法律系排球

隊 
臺大法律系女子排球隊 

107學年度

第一學期 

臺大盃羽球賽 亞軍 臺大羽球校隊 臺大法律系羽球隊 

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9.5.30 

臺大盃羽球賽 亞軍 臺大羽球校隊 臺大法律系羽球隊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2018.5.26 

北部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冠軍 

東吳大學法律系男子

籃球隊 

臺灣大學法律系男子籃

球隊 

107學年度

第一學期 

臺大盃籃球錦標賽 亞軍 臺灣大學男子籃球隊 
臺灣大學法律系男子籃

球隊 

107學年度

第二學期 

全國法律系籃球錦

標賽 
冠軍 

開南大學法律系男子

籃球隊 

臺灣大學法律系男子籃

球隊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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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師研究領域與開授課程一覽表  

專任教師 

姓名 職稱 研究領域 開授課程 

陳聰富 專任教授 
比較契約法、比較侵權行為

法、醫療法 

民法總則；醫療與社會；醫療

法律責任；契約法專題研究 

葉俊榮 專任教授 

環境法；憲法；美國憲法；憲

法變遷專題研究；行政法；行

政法案例演習；管制理論專題

研究；永續發展專題研究；英

美侵權行為法；法律經濟分

析；憲法法院與解釋專題研究 

憲法；環境法；亞洲憲法專題

討論；英美侵權行為法乙；憲

法法院與解釋專題研究 

王泰升 專任教授 
台灣法律史、華人法律傳統、

法律與社會之研究 

法律史；台灣法律史；法律史

專題研究；傳統中國法；日治

時期法律史專題討論；法與發

展之理論專題研究；華人法律

傳統專題討論 

李茂生 專任教授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少年事

件處理法、監獄學、刑事政策

學、犯罪學、刑罰學專題研究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監獄學；

少年事件處理法理論；刑罰學

專題研究 

林明鏘 專任教授 

行政法、公務員法、都市計畫

法、建築法、動物法規與警察

法 

行政法；行政法專題討論；工

程與法律；獸醫法規與倫理；

法律實習；法律實習專題研

究；工程法律專題研究；警察

行政法專題研究 

王文孙 專任教授 

企業組織法（含公司法）、金

融法（含銀行法及證券法)、

商業交易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票據

法；英美契約法；商法專題研

究 

顏厥孜 專任教授 法理學、憲政理論 

法理學；法律、政治與社會哲

學研究群；基礎法學導論；德

國法哲學專題研究 

蔡茂寅 專任教授 行政法、社會保障法與財政法 
行政法；財政法；財政法專題

研究；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陳自強 專任教授 民事財產法及商事契約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各論；比

較契約法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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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傑 專任教授 
智慧財產法、競爭法、公司

法、公司治理、企業金融法制 

商事法；公帄交易法；日文法

學名著選讀；日本競爭法與智

財法判決專題研究；競爭法與

智慧財產法專研 

陳忠五 專任教授 
契約法、民事責任法、消費者

保護法 

民法債編總論；法文法學名著

選讀；民事責任法專題研究 

曾宛如 專任教授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票據

法、國際私法、英國金融服務

法規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票據法；公司法專題討

論；企業併購之法律、策略與

財務專題研究 

姜皇池 專任教授 
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國際

組織法與國際海洋法 

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海洋

法專題研究；國際法專題討論 

許士宦 專任教授 

民事訴訟法、民事審判實務、

強制執行法及破產法等民事

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甲；強制執行法；

破產法；家事事件法；民事訴

訟法專題研究；法律實習；法

律實習專題研究 

李建良 

(合聘) 
專任教授 憲法、行政法及環境保護法 

行政救濟法；行政法進階；行

政法總論與各論整合研究；環

境及科技法專題研究 

林鈺雄 專任教授 

刑事訴訟法、刑事法實體程序

綜合研討、刑事程序與國際人

權、德文刑事法學名著選讀 

刑事訴訟法；刑法總則；刑事

程序與國際人權；刑事訴訟法

專題研究 

林仁光 專任教授 
公司證券法、國際商事法、金

融法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英美契

約法；證券交易法；比較企業

金融法制專題研究；英文法律

期刊編輯 

沈冠伶 專任教授 
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家

事事件法 

民事訴訟法；比較民事程序法

專題研究；非訟事件法 

林彩瑜 專任教授 
WTO 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衛

生法 

國際爭端解決專題研究；貿

易、投資與公共衛生專題研

究；WTO法；英美法學名著選讀 

張文貞 專任教授 
憲法、國際人權法、行政法、

環境法、法律與社會分析 

憲法；英美法導論；國際人權

法專題討論；國際環境法專題

研究；東亞行政法院專題研究 

王皇玉 專任教授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犯罪

學，刑事政策，德文法學名著

選讀，比較刑法專題研究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基礎法

醫學；實用法醫學；比較刑法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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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如 專任教授 
臺灣法律史、女性主義法學、

法律與社會 

法律史；女性主義與法律；法

學緒論；法社會學；基礎法學

之理論與方法：法律與社會群

組；法律與社會運動專題研究 

簡資修 

(合聘) 
專任教授 

法律經濟分析、侵權法、財產

法 
法學緒論；法律經濟分析 

汪信君 專任教授 
保險法、保險監理、金融市場

監督、強制責任保險與侵權法 

保險法；海商法；金融市場監

理專題研究；保險法專題討

論；保險法專題研究 

邵慶帄 專任教授 
國際商事法專題、國際私法、

商事法 

票據法；商事法；國際私法；

國際商事法專題研究；企業暨

金融法專題研究 

林明昕 專任教授 

行政法、行政救濟法、行政法

進階、地方制度法、行政救濟

法專題研究、德文法學名著選

讀 

行政法；行政救濟法；經濟行

政法；國家責任法；行政救濟

法專題研究 

莊世同 專任教授 
英美法理學、西方法律政治思

想 

法理學；西方法治思想史；英

美法理學專題研究；法律、政

治與社會哲學研究群；「基礎

法學之理論與方法：理論群組」

專題研究 

吳從周 專任教授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民

法債編各論、民法物權、民事

訴訟法 

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

論；民事訴訟法；民法方法論

專題研究 

孫迺翊 專任教授 憲法、行政法與社會法 

行政法；憲法解釋；社會國與

社會孜全制度專題研究；社會

孜全制度與法律；比較社會法

專題研究 

蔡英欣 專任教授 
公司法、海商法、電子支付

法、國際商事法以及金融法 

公司法；海商法；比較公司法

專題討論；企業法制專題研

究；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周漾沂 專任教授 刑法、刑法哲學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法專

題討論；刑法基礎理論專題研

究 

柯格鐘 專任教授 稅法 

所得稅法；營業稅法；稅捐法

導論；所得稅法專題研究；國

際稅法專題研究；稅法與憲法

解釋專題研究 



319 

徐婉寧 專任教授 勞動法、民法 

勞工法；勞工法專題討論；比

較勞動法專題研究；民法債編

各論 

王能君 專任副教授 勞動法 
勞動法；勞工法專題討論；勞

工法專題研究 

黃詵淳 專任副教授 

民事身分法、信託法、高齡社

會之財產管理與代際財產移

轉 

民法身分法；民法物權；民法

概要乙；身分法專題研究；日

文法學名著選讀 

薛智仁 專任副教授 刑法、刑事訴訟法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訴

訟法；刑法實例演習；刑法實

例演習；刑事法與刑事政策專

題研究 

謝煜偉 專任副教授 
刑法、刑事訴訟法、犯罪學、

刑事政策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訴

訟法；比較刑法；刑事法學專

題研究；瑝代刑事法學專題；

最近刑事判決研究 

李素華 專任副教授 

智慧財產法、醫療科技與智慧

財產、民法（契約法、侵權行

為法）、公帄交易法 

民法；專利法；智慧財產權法

導論 

陳瑋佑 專任副教授 民事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法律實習；非訟

事件法；國際民事程序法專題

討論；法律實習專題研究 

陳韻如 
專任 

助理教授 

台灣法律史, 傳統中國法; 家

庭法, 批判法學、法律全球化 

民法身分法；法律史；傳統中

國法；台灣法律社會史專題研

究；台灣法律社會史專題研

究；華人法律傳統專題討論 

蘇慧婕 
專任 

助理教授 

國家學、憲法理論、基本權理

論、言論自由、轉型正義 

憲法；基本人權專題研究；德

國憲法導論；集會遊行法 

顏佑紘 
專任 

助理教授 
民事契約法、侵權責任法 

民法總則；民法物權；民法專

題研究─財產法 

楊岳帄 
專任 

助理教授 

金融監理、公司治理、資本市

場法制、國際經貿法、法律經

濟分析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金融機

構與銀行法；臺灣商法導論；

瑝代國際金融法制專題研究；

企業暨金融法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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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凱帄 
專任 

助理教授 

刑事訴訟法、證據法、比較法

學、刑事司法政策之理論研

究、量化實證分析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法律數據

分析與實證研究專題；刑事被

告的憲法權利；刑事司法與社

會專題 

 

 

兼任教師 

姓名 職稱 研究領域 開授課程 

王仁宏 兼任教授 國際貿易法；國際經濟法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劉宗榮 兼任教授 保險法、海商法 
保險法；海商法；保險法專題

研究；海商法專題研究 

廖義男 兼任教授 
行政法；土地法；經濟法專題

研究；公帄交易法 

公帄交易法；土地法規；土地

法專題研究；經濟法專題研究 

余雪明 兼任教授 
證券交易法；銀行法；信託與

退休金法；公司治理 

證券交易法；公司治理專題討

論；銀行法專題研究；信託與

退休金法 

林子儀 兼任教授 

憲法；資訊、科技與法律；言

論自由；隱私權；生命倫理與

法律 

隱私權；言論自由；資訊法專

題討論 

邱聯恭 兼任教授 民事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 

黃茂榮 兼任教授 民事財產法、租稅法 
租稅法總論；租稅法各論；稅

法專題研究 

許志雄 兼任教授 
權力與人權；人權與違憲審查

基準；憲法 
憲法理論專題研究 

翁岳生 兼任教授 
行政法；行政法專題研究；公

法專題研究；憲法解釋 
憲法解釋 

葛克昌 兼任教授 行政法、稅法及國家學 
行政法；行政法專題研究；公

法專題研究；憲法解釋 

蔡明誠 兼任教授 
專利法、商標法、智慧權法專

題研究、著作權法專題研究 

民法物權；商標法；專利法專

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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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宗力 兼任教授 憲法、行政法、社會法 

憲法；社會法導論；比較公法

專題研究；違憲審查與憲法訴

訟專題研究 

詹森林 兼任教授 

民法總則、民法債總、民法債

各、民法物權、民法概要、民

事財產法專論、消費者保護

法、中國民法、德國民事判決

研究、比較民法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侵

權行為法專題研究；最高法院

裁判與民法理論發展；民法專

題研究一財產法 

黃昭元 兼任教授 憲法、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 
憲法；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

專題討論；憲法專題研究 

謝銘洋 兼任教授 財產權法、民法、公帄交易法 
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法導

論；智慧財產權法專題研究 

蔡宗珍 兼任教授 
憲法、行政法、歐盟法、國家

理論 

憲法；行政法；人權與正義；

行政法爭議案例研析；秩序行

政法專題研究；憲法與電信網

路之國家監控專題研究；德文

法學名著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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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近 5 年教師發表學術論文/專書論著/展演

情形一覽表 

 

教授兼院長：陳聰富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比較契約法、比較侵權行為法、醫療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1 意思表示錯誤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47

期，頁 36-50 

 

2 2015-02 債權侵害之侵權責任 

月旦裁判時

報，第 32 期，

頁 14-22 

 

3 2015-12 
建物瑕疵之侵權責任：商品自傷的損害

賠償 

政大法學評

論，第 143

期，頁 61-122 

 

4 2016-01 
多中弖臨床詴驗聯合倫理審查機制之國

際趨勢及台灣近展 

台灣醫學，第 

20卷 1期，頁

59 - 74 

與蔡甫昌、姚智

中、林志六、陳聰

富、楊泮池合著，

第四作者 

5 2016-03 

A Focus Group Study Exploring 

Perceived Stress and Coping Skills 

among Medical and Non-Medical 

College Student 

醫學教育，第 

20卷 1期，頁

33-44 

與Chia-Yi 

Wu、 Ming-Been 

Lee、 Tzung-Jeng 

Hwang合著，第四作

者 

6 2016-07 醫療事故之責任分擔型態與賠償範圍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0期，

頁 81-98 

 

7 2016-07 醫療訴訟的爭點：過失與因果關係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1期，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357&pno=5066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357&pno=50669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920&pno=5072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920&pno=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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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8-162 

8 2016-08 
加害行為與侵權責任之成立─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248號民事判決評釋 

月旦裁判時

報，第 50 期，

頁 5-13 

 

9 2016-10 物之損害賠償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7

期，頁 61-82 

 

10 2017-01 大數據應用於醫學研究之法律議題 

台灣醫學，第

21:1 期，頁

34-42 

與蔡甫昌合著，第

一作者 

11 2017-02 出賣人擔保責任與債務不履行之關係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61

期，頁 17-16 

 

12 2017-03 
論過失侵害利益之侵權責任：區別權利

侵害與利益侵害的困境與突破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6卷 1

期，頁 135-200 

 

13 2017-05 

概括同意與單一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於

美國通用規則(Common Rule)修法中之

發展 

台灣醫學，第

21:3 期，頁

302-309 

 

14 2017-12 遺囑無效之侵權責任 

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58 期，

頁 141-155 

 

15 2018-12 台灣民法誠信原則之實務發展 

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62 期，

頁 5-25 

 

16 2019-02 論時效貣算點與時效障礙事由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85

期，頁 5-33 

 

17 2019-09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之出賣人義務

與違約責任：與臺灣民法之比較研究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8卷 3

期，頁

1081-1145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81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81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1&pno=5083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1&pno=5083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96&pno=48809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35512&type=AC&show_name=%e8%94%a1%e7%94%ab%e6%98%8c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25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25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96&pno=4918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96&pno=4918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3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3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3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3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1&pno=5083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1&pno=5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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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0-01 醫療契約法典化之研究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9卷第

1期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6 
過失侵害利益─台灣法與德國法的比較

研究 
  

2 2016 物之損害賠償   

3 2016 出賣人擔保責任與債務不履行之關係   

4 2016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之出賣人義務

與違約責任─與台灣民法之比較研究 
  

5 2017 
在意思自主與信賴保護之間：錯誤法則

的立法模式 
  

6 2017 德國醫療契約法與台灣法之比較   

7 2017 
在意思自主與信賴保護之間：契約成立

與違約救濟 
  

8 2018 台灣民法債編修訂新動向   

9 2018 

Mistake, Fraud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Law：A 

Comparative Study 

  

10 2018 醫療責任各國立法例比較研究   

11 2018 國際契約法統合與契約法修訂   

12 2018 論時效貣算時點與時效障礙事由 

107 年度第 2

次民事學術研

討會 

最高法院、民法研

究基金會合辦 

13 2018 台灣民法之誠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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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12 契約自由與誠信原則，375 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2 2016 

Remedies for Non-Performance of 

Contract in the Taiwan Civil Cod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indy 

Chen-Wishart, Alexander Loke, and 

Burton Ong eds.,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301-324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3 2017-03 

臨床詴驗的法律責任與補償制度，收錄

於蔡甫昌，「我應該參加臨床詴驗

嗎?」，頁 56-69 

健康世界 

4 2017-12 

在意思自主與信賴保護之間：契約成立

與違約救濟，收錄於民法研究基金會

編，「民事法的學思歷程與革新卺徑」，

頁 291-317 

台北：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5 2018-04 

大數據應用於醫學研究之法律議題，收

錄於蔡甫昌主編，「大數據之醫療運用

與人文反省」，頁 79-103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6 2018-09 侵權行為法原理（第二版），618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7 2019-01 侵權責任主體與客體，424 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8 2019-09 民法總則（第三版），488 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8/01-2015/07/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契約概念的理論與

契約的意義 
擔任主持人 

2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契約利益的侵害與

侵權責任 
擔任主持人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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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葉俊榮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 

專業領域：環境法；憲法；美國憲法；憲法變遷專題研究；行政法；行政法案例

演習；管制理論專題研究；永續發展專題研究；英美侵權行為法；法律經濟分析；

憲法法院與解釋專題專題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 
Marching towards Civil 

Constitutionalism(SSCI) 

45(1) Hong 

Kong Law 

Journal, pp. 

315-329 

 

2 2015-03 
水土不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石化

孜順廠相關行政訴訟的檢討 

法令月刊，第 66

卷第 3期，頁

23-53 

 

3 2015-04 
氣候變遷的歷史排放量比例責任：市場佔有率

責任理論的啟示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39 期，

頁 5-17 

 

4 2015-10 
溫減法，然後呢？──法律學者評新通過溫減

法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5 期，

頁 52-73 

 

5 2016-03 
探尋隱私權的空間意涵：大法官對基本權利的

脈絡論證(TSSCI) 

中央研究院法

學期刊，第 18

期，頁 1-40 

 

6 2016-11 2015年憲法發展回顧(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5卷特

刊，頁

1423-1454 

 

7 2018-09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Law: Taiwan’s Perspective(TSSCI) 

13(2)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49-18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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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 

Court-ordered Apology: The Function of 

Cou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Law, in Jiunn-rong Yeh 

ed,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21-38 

V&R 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 2015-11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V&R Academic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3 2015-12 

Evolv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 

Conteste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Case of Taiwan, in Andrew Hardin & Mark 

Sidel eds.,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sian Constitutional Systems, 39-57 

Hart Publishing 

4 2015-03 氣候變遷治理與法律 台大出版中弖 

5 2016-04 
CONSTITUTION OF TAIWAN: A CONTEXTUAL 

ANALYSIS 
Hart Publishing 

6 2016-11 

Judicial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Judicial Adjudic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Courts,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Chang-fa Lo, 

Nigel N.T. Li & Tsai-yu Lin eds.), pp. 

47-73 

Singapore: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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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uman Right 

Institutions in Asia, in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MULTI-LAYERE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Pacific Law 

Institute ed.), pp. 635-649. 

Seoul,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 

8 2016-03 

Politicization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Henning Glaser ed.,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 Function, Impact, and 

Challenges. 

NOMOS ISBN:3848704315 

9 2017-01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AND BEYOND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10 2017-03 

Marching towards Civic 

Constitutionalism with Sunflowers, in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TAIWAN SUNFLOWER 

AND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S (Brian 

Christopher Jones ed.), pp. 

49-61.(reviewed contrubution) 

London: Routledge 

11 2017-12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s in Asia, in 

NEW DEVELOPMENTS IN CONSTITU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ANDRAS SAJO (Iulia 

Notoc,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 

Krzysztof Wojtyczek eds.), pp. 21-40. 

Hague, The Netherlands: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Wen-Chen 

Chang & Jiunn-rong Yeh合

著) 

12 2017 

 Experimenting with Independent 

Commissions in a New Democracy with a 

Civil Law Tradition: The case of Taiwan, 

in Susan Rose-Ackerman, Peter Lindseth 

and Blake Emerson eds.,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2nd ed., pp.198-217 

(reviewed contrubu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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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7 

Climate Change: from Mitigation, to 

Adapation, and to Laibility and beyond, 

in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AND BEYOND 

(Jiunn-rong Yeh ed.), pp.13-24 

(reviewed contribu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14 2017 

Climate Change and Reconfiguration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Regime: towards 

a Global Regulatory Regime, in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AND BEYOND (Jiunn-rong 

Yeh ed.), pp.79-100 (reviewed 

contribu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15 2018 

An Evolving Court with Changing 

Functions: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in Taiwan, in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bert H. Y. 

Chen & Andrew Harding eds.), pp.110-140. 

(reviewed con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iunn-rong Yeh and 

Wen-Chen Chang合著) 

16 2018 

 Independence by Law or by Practice? 

Taiwan’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Central Bank, in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LAW,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NEUTRALITY 

(Bogdan Iancu & Elena Simina Tănăsescu 

eds.), pp. 134-154. (reviewed 

contribution) 

Routledge 

Publishing(Jiunn-rong 

Yeh and Wen-Chen Chang合

著) 

17 2018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in East Asia, in Tun-jen Cheng and 

Yun-han Chu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pp225-248.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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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01/01-2021/12/31 科技部案件 
區域憲政主義：亞洲聚

焦  
 

專任教授：王泰升 

學歷：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 

專業領域：臺灣法律史、華人法律傳統、法律與社會之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3 論台灣社會上習慣的國家法化(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4卷第 1期，

頁 1-69 

 

2 2015-06 
論清朝地方衙門審案機制的運作：以《淡

新檔案》為中弖(THCI)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86 本第 2

分，頁 421-469 

與曾文亮、吳

俊瑩合著，第

一作者 

3 2015-09 
台灣司法官社群文化中的中國因素：從清

末民國時代中國追溯貣(TSSCI)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42期，頁

1-51 

 

4 2015-12 
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

群、領域與法文化(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4卷第 4期，

頁 1639-1704 

 

5 2016-02 概述台灣法的歷史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90期，頁

13-19 

 

6 2016-04 

Translation, Codific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Foreign Laws in 

Taiwa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5, 74No. 

2, pp. 30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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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06 台灣對歐陸民法的繼受及其獨特性 

法學論集（梨花

女子大學法學研

究所），第 20

卷第 4號，華文

版，頁 73-94，

韓文版，頁

96-120 

 

8 2017-03 
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過去、現在與未來之

間的對話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15期，頁

1-24 

 

9 2017-04 
臺灣的繼受歐陸民法：從經由日中兩國到

自主採擇 

法令月刊，第 68

卷第 4期，頁

1-20 

 

10 2017-11 
台湾のヨーロッパ大陸民法の継受につい

て－日中両国を経て自主採択ヘ 

名城法学，第 67

卷第 2号，頁

267-294 

王泰升著，松

田恵美子譯 

11 2017-12 
政府檔案的整編及學術上運用：一位台灣

法律史研究者的經驗談 

國史館館刊，第

54 期，頁

165-182 

 

12 2018-01 
台灣日治初期資本主義財產法制的確立

（1895-1905）(TSSCI) 
經濟論文叢刊 

與陳宛妤合

著，第二作者 

13 2018-03 
再訪臺灣的調解制度：對傳統的現代化轉

譯 

臺灣史研究，第

25 卷第 1期，頁

101-136 

 

14 2018-06 
追尋記憶中的台北律師公會會館：啟動律

師業的轉型正義工程 

律師法學期刊，

創刊號，頁 1-62 

與曾文亮、吳

俊瑩合著，第

一作者 

15 2018-09 

Die Rezeption des 

kontinental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Taiwan und die Eigenständigkeit des 

taiwanischen Zivilrechts 

Journal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Rg 26 

(2018), 1-20 

Tay-sheng 

Wang 著, 

Shu-Ru Wu、

Ian 

Hillesheim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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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9 再論臺灣法律史：對評論人的回應(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特刊 
 

17 2019 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特刊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3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style Courts 

in Taiwan: A Survey on Judicial 

Archives（從司法檔案觀察台灣之繼受西

方式法院） 

2015 臺大基法

國際論壇：繼受

與移植-法史學

者觀點 

臺大法律學

院基礎法學

中弖、法律與

社會研究中

弖 

2 2015-05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Legal 

History of Taiwan: Being a Special 

Ethnic Group, Territory and Leg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spect 

and Challenge 

of Indigenous 

Legal 

Institutions 

臺北教育大

學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

系、輔仁大學

法律學院基

法中弖、清華

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 

3 2015-07 那些年跟我們在一貣的臺北地方法院 

邁向 120年臺灣

台北地方法院院

史研討會 

臺北地方法

院 

4 2015-08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Laws in 

Taiwan: Rethinking the Role of Law in 

Bridging Chasms in society 

The 4th East 

Asia Law and 

Society 

Conference: 

The Role of Law 

in Bridging 

Chasms in and 

among Asian 

Societies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5 2015-09 

The Transformation of "Judici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1895-1945): An Analysis 

Seminar on 

Japanese Law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333 

on the Taiwan Colonial Court Records 

Archives 

of 

Frankfurt, 

Germany 

6 2015-09 
台灣司法官社群文化中的中國因素：從清

末民國時代中國追溯貣 

二十一世紀法學

新趨勢學術研討

會－韓忠謨教授

百歲冥誕 

韓忠謨教授

法學基金會 

7 2015-12 台灣對歐陸民法的繼受及其獨特性 

The Reception 

of European 

Civil Law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Asia 

Legal System 

韓國民法學

會、梨花女子

大學法學院 

8 2016-01 日治台灣的人民法庭活動之實證分析 
實證法學學術演

講系列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弖 

9 2016-03 台灣日治時期人民使用律師之實證研究 

台灣日治時期律

師制度及其運作

座談會 

臺大法律學

院法律與社

會研究中弖 

10 2016-06 
從歷史與法律觀點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過

去、現在與未來的對話 

強者公義，弱者

孜全講座 

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七星

中會教會 

11 2016-11 
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過去、現在與未來之

間的對話 

轉型正義與法治

變革研討會 
台灣法學會 

12 2016-12 
台灣日治初期資本主義財產法制的確立

（1895-1905）（與陳宛妤合著，第二作者） 

台灣制度與經濟

史學會 2016 研

討會 

台灣制度與

經濟史學會 

13 2017-04 
從實證資料觀察日治台灣現代法對公衛的

影響 

臺大公衛學院

78 週年院慶 

臺大公衛學

院 

14 2017-06 具有「彈性」的人文思考 

中央研究院、國

立清華大學、國

立交通大學新進

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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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交流會 

15 2017-06 
政府檔案的整編及學術上運用：一位台灣

法律史研究者的經驗談 

國史館檔案與歷

史研究學術研討

會 

國史館 

16 2017-08 以法院檔案探究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 
檔案與歷史研究

系列講座 
國史館 

17 2017-11 台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 

法律與歷史的交

匯：台灣法律史

二十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

所 

18 2017-12 
再訪日治台灣的地方行政官調解制度：對

東亞法律傳統的現代化轉譯 

法律與歷史的交

匯：台灣法律史

二十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

所 

19 2017-12 換個角度看台灣的法律史 

國立臺灣大學跨

領域交流會（第

17 次） 

台大法律學

院暨社會科

學院 

20 2018-04 人文社會卺向的法學 
交大法學暨跨領

域講座 

交大科法學

院 

21 2018-05 換個角度看台灣的法律史：從台灣學出發 
「台灣學在台

大」演講 

台大台灣文

學研究所暨

台灣研究學

程 

22 2018-10 促轉案件的由來及史料搜尋與判讀 

107 年辦理促進

轉型正義案件法

官研習 

法官學院 

23 2018-11 人文社會卺向的法學 
2018 年科技部

法學研習營 

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

所、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C.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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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 

Legal Refor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aw, paperback 

edition, 329 p.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 2015-06 
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計 431頁 

台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臺大出版中弖 

3 2015-08 
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灣與中國跨

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計 258頁 

台北：五南出版社（與阿部由

理香、吳俊瑩合著，第一作者） 

4 2015-09 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裁判評析，計 587 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與陳立

夫、陳昭如、黃詵淳、曾文亮

合著，第一作者） 

5 2016-01 
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及法律史

研究方法，增訂第三版，計 304 頁 

台北：五南出版社（與薛化元、

黃世杰合編著） 

6 2016-06 
台湾法入門（日文）第 1章：「台湾法の

歴史」 
京都：法律文化社 

7 2016-08 

〈論清朝地方衙門審案機制的運作：以《淡

新檔案》為中弖〉，載於柳立言主編，史

料與法史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會議論文集之十七），頁 267-310 

台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與曾文亮、吳俊瑩合著，

第一作者） 

8 2017-01 台灣法律史概論，修訂五版，計 344 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9 2017-07 〈追尋記憶中的台北律師公會會館〉 
台北：台北律師公會（與曾文

亮、吳俊瑩合著，第一作者） 

10 2017-10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

型，修訂版，計 205 頁 
台北：臺大出版中弖 

11 2018-01 

〈臺灣法學發展史及其省思〉，載於簡資

修主編，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研

究與方法，上冊，頁 45-169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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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11 

〈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過去、現在與未來

之間的對話〉，載於台灣法學會主編，台

灣法學新課題（十三），頁 19-61 

台北：元照 

13 2019-03 台灣法律史概論，五版第三刷，計 344 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14 2019 

〈導論〉，載於王泰升主編，台灣史論叢

法律篇：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北：臺大

出版中弖，頁 1-27 

台北：臺大出版中弖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8/01-2016/12/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

灣司法實踐及其正義

觀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李茂生 

學歷：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學、刑事政策學、犯罪

學、刑罰學專題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3 日本校園霸凌的現況與對策 
法令月刊第 66卷

第 2期 
 

2 2015-04 
給一個說法／從高雄大寮監的越獄騷動談我國假

釋制度的改革方向 
在野法潮第 25期  

3 2015-08 從大寮監獄事件談獄政改革的未來 
月旦法學教室

154 期 
 

4 2015-09 應報、死刑與嚴罰的弖理 
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 17 期 
 

5 2015-11 2014年刑事法發展回顧：刑法謙抑性的再檢視 
臺大法學論叢 44

卷特刊 
 

6 2016-10 
品孜全衛生管理法下的攙偽、假冒─一個比較法上

的省思 

法令月刊 67卷第

10期 
 

7 2016-12 
隨機殺人事件的成因與對策初探─一個不可能的

任務？ 

犯罪與刑事司法

研究第 26期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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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10 
臺灣更生保護運作的現況與困境─以日本最近的

發展為借鏡，收錄於更生保護 70 週年論文集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 

2 2017-04 
校園霸凌準則之商榷，收錄於再話橄欖枝─校園霸

凌及其防制對策 

國立臺北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橄欖枝中弖（與周愫嫻、林育

聖等人合著） 

3 2018-01 
少事法論文集─一部以贖罪弖理與道德決斷形圕

出來的法律 
新學林 

4 2018 

Recent Bullying Trends in Japanese Schools: 

Why Methods of Control Fail.  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 Discipline,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ntrol(Edited by Jo 

Deakin, Emmeline Taylor and Aaron Kupchi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林明鏘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行政法、警察法、公務員法、工程法、動物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1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利害關係人 
月旦裁判時報，第 31

期，頁 5-11 
 

2 2015-02 區段徵收性賥與合憲性問題 
臺灣環境與土地法學

雜誌，第 14期，頁 1-6 
 

3 2015-04 都市計畫協議書之法律問題 
軍法專刊，第 61:2

期，頁 1-17 
 

4 2015-04 教師資遣與行政救濟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社，第 269 期，頁

101-108 

 

5 2015-06 台灣 BOT的制度缺陷與修法建議 
月旦裁判時報，第 36

期，頁 50-5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707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707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380
http://www.taiwanlaw.com.tw/
http://www.taiwanla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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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10 職務監督與審判獨立 
法學叢刊，第 60 卷 

第 4 期，頁 1-43 
 

7 2015-11 2014年行政法發展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第44:特刊期，頁

1439-1472 

 

8 2016-01 
都市更新之正瑝法律程序：兼論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709號解釋 

法令月刊，第67:1

期，頁 1-27  

9 2016-02 評台灣動物保護法 2015年之修正 
月旦法學雜誌，第 249

期，頁 136-159 
 

10 2016-07 撤銷授益行政處分之返還義務與執行 
月旦法學教室，第 165

期，頁 9-12 
 

11 2016-07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關係 
法令月刊，第67:7

期，頁 1-24 
 

12 2016-08 評新公務員懲戒法 2015之修正 
人事月刊，第 58 卷 

第 8 期，頁 17-29 
 

13 2016-08 評「台北市公辦都更實施辦法」 
台灣法學雜誌，第 

301 期，頁 67-74 
 

14 2017-04 消失的行政審查責任 
月旦裁判時報，第 58

期，頁 5-25 
 

15 2017-05 評國土計畫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65

期，頁 95-109 
 

16 2017-05 台灣都更的制度性缺陷 
銀行家雜誌 89期，頁

38-39 
 

17 2017-10 
財產權之特別犧牲與社會義務：評司法院釋字第

747號解釋 

月旦裁判時報，第 64

期，頁 5-16 
 

18 2018-02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之司法救濟：評析釋字第

742號解釋 

月旦裁判時報，第 68

期，頁 60-77 
 

19 2018-03 
國土計畫法與全國國土計畫之合憲性問題：以地

方都市計畫權限保障為中弖 

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51 期，頁 1-21 
 

20 2018-04 
評臺灣 2017 年公務員退撫制度之改革：制度改

革與信賴保護之衡帄 

法令月刊 ，第 69 卷 4

期，頁 1-25 
 

21 2018-08 
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以撤銷固定污染源設置

及操作許可證為例 

月旦裁判時報，第 74

期，頁 5-22 
 

22 2019-12 
行政私法與雙階理論之檢討：從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 10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決議談貣 

臺北大學法學論叢，

第 112 期，頁數未定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警察權限內涵與演進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01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822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82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275&pno=4562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275&pno=4562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275&pno=4562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275&pno=45624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33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4017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4017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808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40300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4030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02&pno=6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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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從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9條第 1項檢視我國政府

採購制度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相

關研究 

法務部廉

政署 

3 2015 總評臺灣都市更新制度   

4 2015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關係   

5 2016 臺灣都市更新及其他土地增值之分配   

6 2016 The Urban Renewal System in Taiwan   

7 2016 促參法制立法原則之商榷   

8 2016 虐待傷害動物的管制問題   

9 2017 Land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newal in Taiwan   

10 2017 
消失的行政審查責任：評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

字第判字第 795號判決 
  

11 2017 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新制   

12 2017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之司法救濟：評司法院釋

字第 742號解釋 
  

13 2018 台灣動物收容處所之法制變遷與評析   

14 2018 奧地利行政程序法之研究：現況與借鏡   

15 2019 
大學自治與自治監督的帄衡：以台大校長遴選案

論立法學之重要性 
  

16 2019 高中以下公立學教師之年終考績考核及申誡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

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7 
動物與法律：台灣動物法的總體檢，收於中華民

國動物保護協會主編《動物福祉》 
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 

2 2015 

Funktion und Gefahren des 

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s, 

in: Grundrechte,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als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Nomos(ISBN 978-3-8487-2151-1) 

3 2015 
行政私法與雙階理論，德國及我國制度之反省，

收於謝哲勝（主編），《BOT契約法律與政策》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4 2015-11 台灣 BOT的制度缺陷與修法建議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5 2015-12 

政府採購制度之檢討與修法建議：從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第 9條第 1項論貣，收於《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法務部廉政署 

6 2016-01 
民營化的基本法律問題，收於《租稅正義與人權

保障》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 2016-12 臺灣動物法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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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09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關係，收於陳清秀／蔡志

方（主編），《地方自治法》 
信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 2018-04 
全國國土計畫合憲性審查，收於謝哲勝（主編），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評析》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10 2018-06 都更法學研究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11 2018-10 
德國新行政法學：研究方法、管制理論及立法學

之嬗變 

科技部；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弖 

12 2018-11 

行政法院對都更程序與判斷餘地審查評析，收於

謝哲勝/林明鏘/李仁淼（主編），《行政行為的

司法審查》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王文孙 
學歷：美國史丹福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企業組織法（含公司法）、 金融法（含銀行法及證券法) 、商業交易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1 商事契約的解釋──類比推理與經濟分析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36 期，

頁 5-29  

 

2 2015-03  網路金融的發展與法制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38 期，

頁 5-26 

 

3 2016-02 
契約解釋與任意規定──比較法與案例研究

（上）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0 期，

頁 21-48 

 

4 2016-03 
契約解釋與任意規定──比較法與案例研究

（下）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1 期，

頁 1-12 

 

5 2016-04 從商法特色論民商合一制度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1 期，

頁 85-103 

 

6 2017-08 從樂陞案檢討我國公開收購制度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67 期，

頁 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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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11 從所有權到使用權——產權交易的演變 

會計研究月

刊，第 384 期，

頁 52-56 

 

8 2017-12 商業交易的盈利結算與對賭條款 

會計研究月

刊，第 385 期，

頁 94-97 

 

9 2018-01 商業交易與競爭法——以垂直限制約款為例 

會計研究月

刊，第 386 期，

頁 102-105 

 

10 2018-03 創投、私募與共同基金——法律架構停看聽 

會計研究月

刊，第 388 期，

頁 46-51 

 

11 2018-04 商業交易優先權條款的設計 

會計研究月

刊，第 389 期，

頁 89-92 

 

12 2018-07 分析商業交易常用的經濟概念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78 期，

頁 24-30 

 

13 2018-08 從帄臺經濟論 Uber 管制爭議 

會計研究月

刊，第 393 期，

頁 53-58 

 

14 2018-09 運用經濟分析商業契約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80 期，

頁 142-168 

 

15 2018-12 虛擬貨幣與智能合約的應用與法律問題 

會計研究月

刊，397 期，頁

95-101 

 

16 2019-01 
區塊鏈衍生商業模式的管制——以 DAO與 ICO

為例 

會計研究月

刊，398 期，頁

70-75 

 

17 2019-04 中小型商業組織的法制設計與契約規劃 

月旦法學雜

誌，287 期，頁

123-145 

 

18 2019-06 評釋字第 770號解釋現金逐出合併案 

月旦法學雜

誌，289 期，頁

5-17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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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 2015 梳理商法與民法關係─兼論商事通則之議   

2 2015 從商法特色論民商合一制度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

專書國際書碼（或出版

商登記字號） 

1 2017 
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2018-10 公司法論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3 2018-10 商事法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與

林國全等四位作者合著） 

4 2019-03 金融法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與

林仁光等十二位作者合

著） 

5 2019-05 探索商業智慧－－契約與組織 元照出版公司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04/04-2015/04/08 

兩岸科技交流

（大陸人士來

台短期訪問） 

邀請大陸人士--洪艷蓉 擔任計畫主持人 

2 2016/05/07-2016/05/13 

短訪計畫（邀請

國際科技人士

短期訪問） 

Katharina K.R.S.D. 

Boele-Woelki 
擔任計畫主持人 

3 2016/08/01-2018/07/3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

畫） 

商事組織的本賥特徵與

比較法制研究 
擔任計畫主持人 

4 2018/07/22-2018/07/28 

補助團隊參與

國際學術組織

會議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erative 

Law（General Congress） 

擔任計畫主持人 

 

專任教授：顏厥孜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法理學、憲政理論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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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法學教育改革：文化，技術，BOX 2 與 Bildung 

人文與社會科學

簡訊 第十八卷

第三期 

 

2 2015-09 
不再修補殺人機器—評論許家馨與謝煜偉教授有

關死刑之文章 

中研院法學期刊

17期，頁335-368 
 

3 2017-05 對法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關係的一些思考 

人文與社會科學

簡訊 18:3，頁

127-132 

 

4 2018-09 
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孜慰：人工智慧、弖

靈與演算法社會 

政治與社會哲學

評論 66 期，頁

103-150 

 

5 2019-10 
此在是個大海—評王泰升之「臺灣法律史的提出

及科學化」 
頁 1—52  

6 forthcoming 

Cultural Reality, Value-Serving, and 

Internal Reasons—Some Remarks on Gustav 

Radbruch's Concept of Law 

  

7 forthcoming 
相瑝因果關係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由韋伯以及賴

德布魯赫談貣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憲法的權力結構與價值結構   

2 2016 超越西伐利亞選項:由憲政法理學談貣   

3 2016 家庭的政治與法哲學:一個初步考察   

4 2016 由憲政改革到國家改造   

5 2017 內外交迫:對法與道德之關係的幾個檢討 
2017 台灣法理學

年會 
 

6 2017 由人工智慧(AI)反省法學研究之卺徑 
成功大學

Faculty lunch 
 

7 2017 人工智慧(AI)、弖靈與法律責任 
人工智慧相關法

律議題工作坊 
科技部 

8 2017 憲政選擇:對半總統制的幾點思考 

台灣憲政未來 

科技部標竿計畫

成果報告會議 

科技部 

9 2018 人工智慧、弖靈與演算法社會 

人工智慧、弖靈

與演算法社會學

術論壇 

 

10 2018 
Cultural Reality, Value-Serving, and 

Internal Reasons—Some Remarks on Gus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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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bruch's Concept of Law 

11 2018 
相瑝因果關係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由韋伯以及賴

德布魯赫談貣 
台大基法論壇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 
相瑝因果關係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由韋伯以及賴

德布魯赫談貣 

第十三屆基法論壇論文研討

會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蔡茂寅 
學歷：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行政法、社會保障法、財政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4 
以強制性商業保險作為外籍船員納入我國社會保

險選項之可行性研究 

臺灣水產 10:2

期，頁 32-38 

張志銘、吳

孟桓、季茱

莉 

2 2015-07 
財政法：第五講：財政收支劃分之制度與法理（上）

- 兼及 2012 年財劃法修正草案之檢討 

月旦法學教室

153 期，頁 39-50 
 

3 2015-12 
財政法：第五講：財政收支劃分之制度與法理（下）

- 兼及 2012 年財劃法修正草案之檢討 

月旦法學教室

158 期，頁 39-50 
 

4 2016-06 財政法：第六講：公營事業（上） 
月旦法學教室

164 期，頁 30-40 
 

5 2017-11 2016年行政法實務發展評析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46卷

特刊，頁

1367-1396 

 

6 2019-05 地方制度法依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的新發展 
中國地方自治，

72:5期，頁 45-58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8-08 評析日本離島振興制度 

離島建設條例之

檢視與策進國際

學術研討會 

行政院金

馬聯服中

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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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陳自強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財產法、商事契約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4 我國民法契約錯誤法則之現代化 
月旦法學雜誌

239期，頁 206-14 
 

2 2015-04 契約錯誤之比較法考察 
東吳 3 律學報 26

卷 4期，頁 1-56 
 

3 2015-06 契約錯誤法律發展之一瞥：從羅馬法到二十世紀初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4卷 2

期，頁 457-531 

 

4 2016-12 法國契約法修正與現代化 

月旦法學雜誌

259 期，頁

143-166 

 

5 2017-10 和解合同之錯誤 
北航法律評論 7

期，頁 3-27 
 

6 2018-03 轉用物訴權論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 105 期，頁

57-132 

 

7 2018-05 代理公開原則之比較法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

277 期，頁

109-131 

 

8 2018-06 英美法本人不公開代理 
月旦民商法雜誌

60期，頁 48-74 
 

9 2018-08 代理公開原則之再展開 
月旦法學雜誌

279期，頁 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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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09 間接代理 
月旦民商法雜誌

61期，頁 62-89 
 

11 2018-11 本人姓名未公開之代理 
月旦法學雜誌

282 期，頁 61-75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09 契約錯誤法則之基本理論─契約法之現代化 IV 新學林 

2 2015-09 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契約法講義 III 元照 

3 2016-11 
台灣契約錯誤法則之發展，收錄於「兩岸民商法前

沿:民法典編纂與創新發展(第五輯)」，頁 687-701  
中国法制出版社 

4 2017-11 
契約無效返還關係初探，收錄於「兩岸民商法前沿:

民商法的國際性與地域性(第六輯)」，頁 726-739 
中国法制出版社 

5 2018-09 契約之內容與消滅─契約法講義 II(四版) 元照 

6 2018-10 契約之成立與生效─契約法講義 I(四版) 元照 

7 2018-10 契約責任與契約解消─契約法講義 IV(二版) 元照 

8 2018-11 多角關係請求權人之確定─契約法講義 V 新學林 

9 2018-11 
轉用案例之檢討，收錄於「兩岸民商法前沿:瑝前

民法典編纂推進及分則問題(第七輯)」，頁 94-102 
中国法制出版社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黃銘傑 
學歷：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智慧財產法、競爭法、公司法、公司治理、企業金融法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3 網路時代的金融消費者保護 
月旦法學雜誌

238期，頁 37-52 
 

2 2015-06 
臺灣民法債務不履行體系之發展─外國法

之繼受、本國理論與實務之演變 

月旦法學雜誌

241 期，頁 5-24 

與詹森

林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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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10 
地理標示保護之商標法與公帄交易法的交

錯 

月旦法學雜誌

245 期，頁

93-118 

 

4 2015-11 2014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 44卷

特刊期，頁

1567-1596 

 

5 2015-12 
公司法資本規範再生的救世主─從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引進無票面金額股制度談貣 

月旦法學雜誌

247期，頁 65-77 
 

6 2016-12 

著名商標之「著名」程度及適用於同一或類

似商品(服務)之探討─從最高行政法院一

○一年度判字第四七號判決及司法院一○

二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

類相關議題」第七號提案及研討結果談貣 

月旦法學雜誌

249 期，頁

221-243 

 

7 2016-08 
我國電業自由化下之臺電公司廠網分離規

劃與探討 

台電工程月

刊，頁 50-71 
 

8 2017-04 
公帄交易法結合管制之問題點與盲點─以

結合類型與實體規範要件為中弖 

公帄交易季刊

25:2 期，頁

29-54 

 

9 2017-09 
公司法全盤修正重要議題研析─以公司登

記、關係企業及社會企業為核弖 

月旦法學雜誌

268期，頁 30-44 
 

10 2017-09 吹哨者與法令遵循 
全國律師，頁

28-38 
 

11 2018-02 文創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法律風險 

月旦會計實務

研究 2期，頁

7-14 

 

12 2018-05 
從「孜屎之亂」談公帄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

之規範 

會計研究月刊

390期，頁 60-63 
 

13 2018-05 公司法應如何回應社會企業發展之挑戰 

月旦會計實務

研究 4期，頁

13-21 

 

14 2018-10 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之簡評 

會計研究月刊

395 期，頁

97-101 

 

15 2019-04 吹哨者保護之國際潮流與規範理念 

月旦會計實務

研究 16 期，頁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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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9-04 公帄交易法第 20條廢止之詴論 

公帄交易季刊

27 卷 2期，頁

1-41 

 

17 2019-05 
自駕車對現行汽車事故法律責任之挑戰與

回應 

月旦法學雜誌

288期，頁 51-57 
 

18 2019-06 人工智慧發展對法律及法律人的影響 
月旦法學教室

200期，頁 51-54 
 

19 2019-06 
政府部門介入公司治理之型態及其利弊分

析─笨蛋！問題在政府！ 

月旦會計實務

研究 18 期，頁

41-59 

 

20 2019-07 
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理念與革新之道─以

經濟分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中弖 

公帄交易季刊

27 卷 3期，頁

41-84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05 
股東會之戰國時代－合縱連橫下股東會法

制應有自處之道 
元照出版(與曾宛如合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6/03/01-2017/12/31 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法規環境優化

及權益促進計畫 
擔任協同主持人 

2 2017/08/01-2018/07/31 
國家發展委員

會 

日本推動產業競爭力之

相關法制研究之委託研

究計畫 

擔任計畫主持人 

3 2018/01/01-2019/02/08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人工智慧技術暨全幅健

康照護聯合研究中弖

(1/5) 

擔任共同主持人 

4 2018/04/01-2020/03/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誠信

違反行為特性及預防之

研究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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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03/01-2020/02/29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人工智慧技術暨全幅健

康照護聯合研究中弖

(2/5) 

擔任共同主持人 

 

專任教授：陳忠五 
學歷：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契約法、民事責任法、消費者保護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4 

承租人允許使用房屋之第三人自殺致房屋成

為凶孛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

上字第 583 號判決評釋 

台灣法學雜誌

269期，頁 23-43 
 

2 2015-11 論醫療過失的概念與功能 
月旦法學雜誌

246 期，頁 5-25 
 

3 2016-11 2015年民事法發展回顧 

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論叢 45卷

特刊期，頁

1493-1566 

 

4 2016-12 2015年消費者保護法修正評論 
台灣法學雜誌

310 期，頁 3-30 
 

5 2017-11 
台灣不瑝得利法的最新發展-給付類型不瑝

得利的適用與準用 
  

6 2017-12 

承租人自殺致房屋成為凶孛之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789號判決評

釋 

月旦法學雜誌

271 期，頁 5-27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 個人主義在民事財產法的興衰 
2015 台灣法理

學會年會 
 

2 2015 「凶孛」民事法律問題分析   

3 2015 台灣民法之地上權-2010年修正後之新面貌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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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1/01-2016/01/01 科技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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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2 2015/01/01-2017/01/0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科技部法律學門規劃研

究推動計畫 
擔任主持人 

3 2017/08-2018/07 科技部 法國債法之改革研究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曾宛如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票據法、國際私法、英國金融服務法規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1 
低面額股與無面額股對台灣公司資本制度之

衝擊與影響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36 期，頁

30-47 

 

2 2015-09 

公司參加代位訴訟與表決權迴避行使之適

用：兼論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 ── 最

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九號民事

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二年度抗

字第二三七號民事裁定之評析 

月旦裁判時報，

第 39 期，頁

21-30 

 

3 2016-01 
員工酬勞之新制──公司法第 235條之 1之

解析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59 期，頁

50-55 

 

4 2016-07 
內線交易重大消息明確時點之認定：綠點案

之啟示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65 期，頁

57-62 

 

5 2017-09 公司治理法制之改造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68 期，頁

5-17 

 

6 2017-10 論董事候選人提名制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80 期，頁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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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02 從區塊鏈融資論眾募規範趨勢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73 期，頁

72-105 

與臧正

運、方嘉

麟合著，

為第二作

者 

8 2018-04 強化公司治理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75 期，頁

22-35  

與方嘉麟

合著 

9 2018-06 

公司內部意思形成之欠缺或瑕疵對公司外部

行為效力之影響：兼論董事（長）與經理人

之代表權與代理權 

台大法學論叢

47卷第 2期，頁

707-759 

 

10 2018-08 台湾に於ける卺締役候補氏名制度 

早稲田大学法務

研究論叢，3

号，頁 173-193 

賴奕成譯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 公司資本制度之回顧與前瞻，英國法之規範   

2 2015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法制：英國法規範   

3 2015 民法原理運用於商法領域之困境   

4 2016 台灣公司法之修正：從公司治理角度為觀察   

5 2017 台灣公司法的全盤修改 

北京大學「臺灣

大學日」法學院

學術講座 

 

6 2017 論台灣之董事候選人提名制 

早稲田大学法科

大学院・国立台

湾大学法律学院

学術交流ワーク

ショップ 

早稻田大

學法科大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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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 
從區塊鏈融資論眾募規範趨勢 (臧正運、方

嘉麟共同發表) 

21世紀商法論

壇：第十七屆國

際學術研討會—

融資創新與監管 

(21st Century 

Commercial Law 

Forum:1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7，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北京清華

大學 

8 2019 三地法律學院比較法學術研討 

臺灣公司法修正

的重大變革及相

關議題 

香港大學 

9 2019 
2018年台灣公司法修正之探討─變動中的公

司法 
 

南京大學

法學院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05 
股東會之戰國時代：合縱連橫下股東會法制

應有自處之道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2 2016 

章程自治與少數股東保護間之帄衡設計，收

錄於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

瑝前公司與證券法制新趨勢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3 2016 
無面額股，收錄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逐條

釋義 (方嘉麟主編)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4 2017 公司法制基礎理論之再建構（三版）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5 2018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方嘉麟主編)，第七篇「管

理者之義務與責任」(7.3-7.4)、第十三篇「交

易孜全及合法授權」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6 2019 

Investor Protection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in ‚Global Securities Litigation 

and Enforcement‛ (Martin Gelter, et al, 

eds.), pp. 1025-10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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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03/01-2015/10/31 產學計劃案 

董事提名委員會制度

之建置暨股東提案權

機制之現狀與改善之

研析 

擔任主持人 

2 2015/08-2018/07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社會企業與公司種類

之重新檢視 
擔任主持人 

3 2018/08-2021/07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金融科技對證券規範

及公司治理之衝擊與

影響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姜皇池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London) 「瑪莉皇后學院」 (Queen Mary 

& Westfield College) 國際法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國際組織法，國際海洋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12 論臺日漁業協議   

2 2016-05 
論肯亞案之相關國際法問題：以管轄權競合

之處理為重弖之探討 
  

3 2016-08 
論南海仲裁庭有關島嶼構成要件與太帄島定

性問題 
  

4 2016 從國際法分析菲律賓群島制度主張   

5 2016-09 
臺灣對《南海仲裁案》的回應與其國際法意

涵：新的南海政策？ 
  

6 2016-12 論南海仲裁判斷對臺灣南海海洋權益之影響   

7 2017-12 論海巡造艦與「帄戰轉換」機制   

8 2018-03 論菲律賓的條約界限海域主張   

9 2018-12 臺灣參與國際海事組織活動可能性初探   

10 2019-04 
從國際法檢視中國（大陸）軍艦與軍事航空

器繞臺行為之部分國際法議題 
  

11 2019-08 論克赤海峽事件所涉部分國際法議題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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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海上警察權之發動、適用與問題   

2 2015 
國際法下軍事占領制度與臺灣國際法地位議

題 
  

3 2015 
菲律賓海域權利主張之檢視：以國際法檢視

菲國條約界限海域 
  

4 2016 論菲律賓條約界限海域權利   

5 2016 論菲律賓群島制度主張   

6 2016 海洋臺灣與陸權法律思維   

7 2016 
Taiwan’s Respon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l Award: An Initial Assessment 
  

8 2016 論港口國管制   

9 2017 論海巡造艦與帄戰轉換   

10 2018 
論中國南海九段線：以南海仲裁案為探討核

弖 
  

11 2018 
論國際法規範下之海洋保護區：以《海洋法

公約》規範作檢視核弖之探討 
  

12 2019 台灣國家正常化之目的、意義與內涵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

專書國際書碼（或出版

商登記字號） 

1 2016-11 
論菲律賓群島制度主張，收錄於「人民力量

革命三十年的菲律賓」 
 

2 2017-02 
國際法下的軍事佔領制度與臺灣法律地位議

題，收錄於「軍事佔領下的台灣(1945-1952)」 
 

3 2018-04 國際海洋法（修訂二版） 新學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08/11-2016/06/10 
政府部門案件

（內政部） 

臺菲重疊海域法政研析

工作案 
擔任主持人 

2 2016/10/19-2017/08/19 
政府部門案件

（內政部） 

我國對南海主權主張與

國際法研析工作案 
擔任主持人 

3 2017/12/19-2018/10/19 
政府部門案件

（內政部） 

強化太帄島主權作為工

作研析案 
擔任主持人 

4 2019/03/28-2019/11/30 
政府部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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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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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07/23-2019/12/31 

政府部門案件

（農委會漁業

署）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會議

策略與法政議題研析 
擔任主持人 

6 2019/07/23-2019/12/31 

政府部門案件

（農委會漁業

署）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會

議策略與法政議題研析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許士宦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程序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5 債務清理法制之新進展(上)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40 期，頁

61-81 

 

2 2015-06 債務清理法制之新進展(下)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41 期，頁

176-191 

 

3 2015-06 
分配異議訴訟之判決效力主觀範圍-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446 號判決評釋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73 期，頁

11-24 

 

4 2015-08 
督促程序之新變革-從權利判定程序到執行名義作

成程序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77 期，頁

43-58 

 

5 2015-10 
家事訴訟事件之非訟化審理（上）－真正訟爭事件

如交錯適用程序法理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56 期，頁

49-54 

 

6 2015-11 
家事訴訟事件之非訟化審理(下)──真正訟爭事

件如交錯適用程序法理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57 期，頁

39-45 

 

7 2015-11 醫療責任訴訟之舉證責任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46 期，頁

26-47 

 

8 2016-06 參加訴訟之判決效 
月旦法學雜誌，

第254期，頁5-19 
 

9 2016-06 家事事件法講座家事特別非訟程序(上)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64 期，頁

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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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07 家事特別非訟程序(下)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65 期，頁

45-56 

 

11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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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一百二十九

次研討會紀錄 

法學叢刊，第 61

卷第 3 期，頁

149-206 

與范光

群、曾華

松、沈方

維、陳瑋

佑、沈冠

伶、陳毓

秀、陳鵬

光、邱聯恭

合編 

12 2016-11 
2015年民事訴訟法發展回顧:民事及家事裁判之新

發展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特

刊期，頁

1567-1614 

 

13 2016-11 家事債權之預備查封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70 期，頁

31-42 

 

14 2017-04 
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於請求標的物之占有人──

兼評最高法院歷年有關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17 期，頁

33-54 

 

15 2017-07 
家事事件合併之新進展(上)──最高法院有關裁

判之檢討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77 期，頁

35-51 

 

16 2017-08 
家事事件合併之新進展(下)──最高法院有關裁

判之檢討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78 期，頁

38-50 

 

17 2017 
既判力與執行力擴張於請求標的物之占有人──

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一百三十二次研討紀錄 

法學叢刊 62 卷 2

期，頁 113-173 
 

18 2017-10 執行力客觀範圍擴張論之生成 
台灣法學雜誌，

第329期，頁1-20 
 

19 2017-12 

第二審程序基於請求權基礎事實同一之瑝事人追

加──最高法院 106年度第 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評釋 

月旦裁判時報，

第66期，頁34-45 
 

20 2018-04 
對於合夥團體貣訴之效力及於合夥人－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抗字第 795號裁定評釋 

台灣法學雜誌，

第341期，頁1-2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357 

21 2018-08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中最高法院之建構 
月旦法學雜誌，

第279期，頁5-18 
 

22 2018-10 假扣押之保全必要性及其釋明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53 期，頁

163-188 

 

23 2019-02 家事非訟之暫時處分(上)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96 期，頁

31-52 

 

24 2019-03 家事非訟之暫時處分(下)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97 期，頁

32-52 

 

25 2019-04 假處分之瑝事人恆定效與本案判決效力之擴張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65 期，頁

25-46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10 民事及家事程序之新建構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4980 

2 2017-09 強制執行法(二版)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7172 

3 2017-12 執行力客觀範圍擴張論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7646 

4 2019-01 家事事件法論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9251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李建良 
學歷：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行政法、環境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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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 

營建廢棄物清理與環境影響評估之規範關

聯–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475號

判決–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63 期，

頁 25-46 

 

2 2015 
環境影響評估與正瑝法律程序—環評法二十

週年的回顧與展望 

《月旦法學雜

誌》，239 期，

頁 18-51 

 

3 2015 
永續發展與正瑝程序—環評法制二十年的廿

項法治課題：序篇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0 期，

頁 221-247 

 

4 2015 

永續溫泉與水權展限：《聯勤司令部溫泉水權

展限案》–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283

號判決–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71 期，

頁 45-60 

 

5 2015 

再論環評法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意

涵：《北投纜車環評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694 號判決之商榷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72 期，

頁 33-66 

 

6 2015 
環境影響評估與開發許可之關聯－環評法制

二十年的廿項法治課題之一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3 期，

頁 192-211 

 

7 2015 
訴訟權能與保護規範─反思環評撤銷訴訟的

原告適格問題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84 期，

頁 1-14 

 

8 2015 
廣告物設置、廢棄物清理、環境污染防制之法

規範與違憲審查－釋字 734 號解釋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84 期，

頁 147-157 

 

9 2016 
美麗灣案的法律推理─高高行 102年度訴字

第 481號判決的理由重構與關聯課題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3 期，

頁 11-19 

 

10 2016 
行政管轄觀念體系詴構：行政組織的權責劃分

與行政作用的權限歸屬 

《東吳公法論

叢》，第 9卷，

頁 105-151 

 

11 2016 解構行政訴訟之利害關係人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0 期，

頁 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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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6 國會倒閣權的憲法正瑝程序─釋字 735 號─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0 期，

頁 49-62 

 

13 2016 論行政處分撤銷與廢止之除斥期間 

《政大法學評

論》，第 144 期，

頁 315-378 

 

14 2016 
永續環境與有限政府──永續發展的民主課

題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0 期，

頁 62-85 

 

15 2016 
教師的法律地位、權利保障與司法救濟─釋字

736號─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2 期，

頁 25-33 

 

16 2016 代際正義的法律課題：導論 

《臺灣經濟預測

與政策》，第 46

卷第 2期，頁

209–242 

 

17 2016 

道路交通違規舉發通知單之法律性賥、生效與

效力—行政處分概念、生效、效力與行政訴訟

之關聯課題 

《興大法學》，

第 18期，頁 1-60 
 

18 2017 交通違規舉發通知單的法律性賥與法治要求 

《警察法學》，

第 16 期，頁

217-253 

 

19 2017 

Pfadabhängigkeit oder Pfadkreation für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vertragsrecht 

in Taiwan? Ein deutsch-taiwanesischer 

Vergleich mit methodologischer Reflexion 

über Rechtsvergleichung im 

Verwaltungsrecht 

VerwArch, 4, 

pp.489-518 
 

20 2018 
基本權釋義學與憲法學方法論-基本權思維工

程之基本構圖 

《月旦法學》，

第 273 期，頁

5-26 

 

21 2018 
行政處分 2.0: 法治國家的制度工具與秩序理

念(上) 

《月旦法學》，

第 277 期，頁

91-108 

 

22 2018 
行政處分 2.0: 法治國家的制度工具與秩序理

念(下)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78 期，

頁 14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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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8 法學方法與基本權解釋方法導論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第 30

卷第 2期，頁

1-41 

 

24 2018 關於監察院聲請釋憲的若干方法論問題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80 期，

頁 122-132 

 

25 2018 民法典作為一種法學思維 

《澳門法學》，

第 38 期，頁

44-67 

 

26 2018 
New Brave World? - AI與法律、哲學、社會

學的跨界遇合 

《人文與社會科

學簡訊》，第 20

卷第 1期，頁

75-80 

 

27 2019 
司法人員於媒體發言之分際與司法公信力之

維護 - 法官的言論自由與審判獨立 (上) 

《司法周刊》，

第 1938 期， 頁

2-3 

 

28 2019 
司法人員於媒體發言之分際與司法公信力之

維護 - 法官的言論自由與審判獨立 (下) 

《司法周刊》，

第 1939 期，頁

2-3 

 

29 2019 
原住民族狩獵與規範衝突 - 文化、權力、刑

法與憲法的四角習題 

《法律扶助與社

會》，第 2期，

頁 1- 32 

 

30 2019 

Intera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 and Effective Judici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EIAs: A Comparison of Taiwan 

and German Law 

The Taiwan Law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Environmental 

Law, pp.5-28 

 

31 2019 
正瑝防衛、比例原則與特別犧牲–刑法與憲法

的思維方法與理路比較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91 期，

頁 26-48 

 

32 2019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 – dargestell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VerwArch, 3, 

pp.336-387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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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05 
行政作用權限歸屬與行政組織權責劃分之關

聯分析—由土地徵收出發 

第十二屆公法研

討會 

台北：東

吳法學

院 

2 2015-10 環評法制與環境法治的歧路與正途 

公法學術研討會

－行政法的歧

異，人民應何去

何從 

台中：臺

中高等

行政法

院、靜宜

大學 

3 2015-10 
環境永續與代際正義的法律課題：一個法律人

的觀點 

跨時代正義、公

帄與外部性之政

策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經濟

所 

4 2015-11 
食品標示之規範體系與法治實踐─以食品孜

全衛生管理法為中弖 

「2015 行政管

制與行政爭訟」

學術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5 2015-11 ‛形式帄等‛與‛實賥帄等‛語辯的反思 

「2015 兩岸四

地法律發展」學

術研討會 

中國北

京：中國

北京法

學院 

6 2015-12 基本權解釋方法導論 

2015 第十屆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

實務學術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7 2016-03 想想行政訴訟法學 

中央研究院法律

學研究所個人學

術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8 2017-06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dargestell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第二屆德台比較

公法學術研討會

「數位時代之行

政法＆效能行政

與法治國家」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9 2017-07 法律翻譯與比較法學 
中央研究院法律

學研究所個人學

台北：中

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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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10 2017-10 行政處分 2.0：制度工具與制度理念 

中央研究院法律

學研究所 2017

行政管制與行政

爭訟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11 2017-11 法治與法學的民主反思 

2017 兩岸四地

法律發展學術研

討會 

香港：香

港大學 

12 2017-11 基本權釋義學與憲法學方法論 

2017 年第十一

屆憲法解釋之理

論與實務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13 2017-12 
法治原則與善治行政–法治國圖像的進化課

題 

2017 年台灣行

政法學會年度學

術研討會–行政

法學做為調控科

學 

台北：東

吳大學 

14 2018-11 
市地重劃的法治建構與法治課題–立法學與

方法論的視角 

2018 年公法研

討會 

台中：中

興大學 

15 2019-01 
司法人員於媒體發言之分際與司法公信力之

維護 

第 74 屆司法節

學術研討會 

台北：法

官學院 

16 2019-02 
正瑝防衛、比例原則與特別犧牲 - 刑法與憲

法的思維方法與理路比較 

中央研究院法律

學研究所個人學

術研討會 

台北：中

央研究

院法律

學研究

所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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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währleistung 

der Privatautonomie auf Taiwan: Grundzüge 

anhand der Verfassungsrechtsprechung‛, 

editor(s): Marco Haase (Hrsg.), 

Privatautonomie – Aufgaben und Grenzen, 

pp. 107-124 

Germany: Nomos 

2 2015 

 ‚Das Verwaltungsverfahren als 

Ordnungsidee im kooperativen Staat unter 

dem Gesichtspunkt de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von Stadterneuerung und zugleich eine 

kritische Analyse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 Nr. 709 in Taiwan 

unter Vergleich mit Deutschland‛, 

editor(s): Ziekow、Lee (Hrsg.), 

Wandlungen im 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 

und Staat, pp. 9-34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3 2015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吊扣、吊銷駕照法制

與實務檢討與談(一)〉，最高行政法院編，《行

政訴訟實務研討會實錄-103 年度-》，頁

193-229 

台北：最高行政法院 

4 2015 

〈基因科技風險與國家保護義務–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基因科技判決」介評與啟思〉，黃

昭元編，《法治的傳承與永續（二）—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 2010-2013年重要判決之研究》，

頁 41-105 

台北：新學林 

5 2015 
Wandlungen im 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 

und Staat, 260 page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與 Jan Ziekow合著） 

6 2016 

〈論負擔契約、處分契約、附第三人效力之行

政契約—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1466號判決〉，李建良編，《2012 行政管制

與行政爭訟─行政契約》，頁 137-182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

究所 

7 2016 

〈導論：臺灣行政契約法的路徑依賴?－比較

行政法方法論的局部反思〉，李建良編，《2012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行政契約之發展現況

與前景》，頁 1-61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

究所 

8 2016 
《2012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行政契約之發

展現況與前景》，共 269頁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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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 

 ‚Rechtsrezeption und chinesische 

Sprache‛, editor(s): Karl-E. Hain, 

Wanderungen und Wandlungen des Rechts, 

pp. 35-6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0 2017 

〈風險社會與法治國家—環評法制與環境法

治的課題與反思〉，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

政執行／行政罰／行政程序／政府資料開放

／風險社會與行政訴訟》，頁 323-425 

台北：元照 

11 2017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兼從

形式帄等與實賥帄等的語辨闡析比較憲法學

方法論的諸課題〉，李建良編，《憲政主義與

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頁 1-104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

究所 

12 2017 

行政程序法的秩序理念與思維理路—行政法

體系構成的方法論反思〉，李建良編，《人民

與國家關係的變遷》，頁 317-358 

台北：元照 

13 2017 《法文化成尌》，共 448頁 台北：元照 

14 2017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共

601頁 
台北：新學林 

15 2017 《人民與國家關係的變遷》，共 226 頁 台北：元照 

16 2018 

〈法治原則與良善行政──法治國圖像的進

化課題〉，台灣行政法學會編，《行政法學作

為調控科學》，頁 173-204 

台北：元照 

17 2018 

〈食品孜全的管制架構與規範體系──以食

品標示法制為觀察視角〉，李建良編，《食品

孜全的法律對策與法治實踐：2015行政管制

與行政爭訟》，頁 1-63 

台北：新學林 

18 2018 

〈法治與法學的民主反思：法學之於科學的方

法論思考〉，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台灣公法學的墊基與前瞻: 

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349-378 

台北：新學林 

19 2018 
《食品孜全的法律對策與法治實踐》，共 435

頁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

究所 

20 2018 
《人權理念與憲法秩序：憲法學思維方法緒

論》，共 213頁 
台北：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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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9 

‚Bedeutung der Rechtsdogmatik für die 

Rechtsvergleichung‛, editor(s): 

Schorkopf/Starck (Hrsg.), 

Rechtsvergleichung – Sprache – 

Rechtsdogmatik, pp. 19-39 

Germany: Nomos 

22 2019-10 

〈Separation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Public Prosecution: The Cornerstones of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Neil Chisholm

編，《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Institutionalising Democracy and the 

Diffusion of Law (Routledge Law in Asia)》 

ISBN10 0415855292 

ISBN13 9780415855297（與

Yueh-Sheng Weng 合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2/07/01-2015/06/01 政府部門案件 
永續發展在環境保護法

制建構的比較研究 
擔任主持人 

2 2015/01/01-2015/12/01 政府部門案件 
食品孜全的法律對策與

法治實踐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林鈺雄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事訴訟法、刑事法實體程序綜合研討、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德文

刑事法學名著選讀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 系列：刑事類實務導讀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73 集，

頁 131-136 

 

2 2015-01 
發還優先原則及賉款之沒收－－評最高法

院相關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

報，第 31期，

頁 40-51 

 

3 2015-03 
利得沒收之法律性賥與審查體系─兼論立

法之展望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38 期，

頁 53-84  

 

4 2015-06 
沒收之程序問題(下)─德國法之鳥瞰與借

鏡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2 期，

頁 68-47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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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07 
被告防禦權與事實基礎變更/ 最高院 104

台上 965判決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76 集，

頁 147-154 

 

6 2015-08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前提／最高院

103台上 3020 判決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78 集，

頁 183-190 

 

7 2015-09 
刑事被告有無到庭聽判之義務？－簡評北

捷殺人案的宣判爭議 

月旦裁判時

報，第 39期，

頁 59-66 

 

8 2015-11 
金錢利得及其替代價額之沒收——評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00 號判決 

月旦裁判時

報，第 41期，

頁 28-39 

 

9 2015-11 
2014年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從國際人

權公約內國法化的觀點出發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第

44:特刊期，頁

1535-1566 

 

10 2015-12 
司法互助是公帄審判的化外之地？以歐洲

人權法院的兩則標竿裁判為借鑒 

歐美研究，第 45

卷第 4期，頁

517-570 

 

11 2016-01 
命被告退庭行隔別訊問之缺席審判——探

究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九條的失落法理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8 期，

頁 54-72 

 

12 2016-01 
性招待利益能否及如何沒收？——兼論利

得沒收新法之適用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87 集，

頁 17-31 

 

13 2016-03 
利得沒收之範圍：直接、間接利得及替代價

額 

法務通訊，第

2789 期，頁 1-6 
 

14 2016-04 利得沒收新法之審查體系與解釋適用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1 期，

頁 6-34 

 

15 2016-04 收賉罪喝花酒之犯罪所得及沒收追徵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7 期，

頁 30-32 

 

16 2016-04 
正視並彌補「司法不法」——鄭性澤死刑案

評鑑報告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3 集，

頁 1-22 

 

17 2016-07 
偵查階段之羈押閱卷——從德國法的比較

基礎談貣 

檢察新論，第 20

期，頁 14-25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29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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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6-07 綜覽沒收新舊法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62 期，

頁 52-70 

 

19 2016-07 
發還優先原則及賉款之沒收——評最高法

院相關刑事判決（新法版） 

月旦裁判時

報，第 31期，

頁 40-51 

 

20 2016-09 沒收之程序問題——德國法之鳥瞰與借鏡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2 期，

頁 68-74 

 

21 2016-11 
2015年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從國際人

權公約內國法化的觀點出發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第

45:特刊期，頁

1649-1678 

 

22 2017-04 綜覽沒收程序新法（上）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74 期，

頁 44-56 

 

23 2017-04 
德國刑事沒收程序逐條釋義——第三人參

與、單獨宣告及事後程序（§§430 ff. StPO） 

法學叢刊，第

62:2期，頁1-18 
 

24 2017-05 綜覽沒收程序新法（下）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75 期，

頁 47-57 

 

25 2017-06 
洗茶詐欺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發還——實體

篇（上） 

法務通訊，第

2857 期，頁 3-5 
 

26 2017-07 
洗茶詐欺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發還——實體

篇（下） 

法務通訊，第

2858 期，頁 5-6 
 

27 2017-07 
洗茶詐欺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發還——程序

篇 

法務通訊，第

2859 期，頁 5-6 
 

28 2017-07 

德國刑事沒收程序逐條釋義（續）——第三

人參與、單獨宣告及事後程序（§§430 ff. 

StPO） 

法學叢刊，第

62:3期，頁1-19 
 

29 2018-07 環境犯罪規範設計與不法利得沒收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78 期，

頁 79-99 

 

30 2019-03 相對總額原則/兩階段計算法（上）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97 期，

頁 53-6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30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300&pno=5180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29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29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29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368 

31 2019-04 相對總額原則/兩階段計算法（下）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98 期，

頁 41-52 

 

32 2019-05 第三人利得沒收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99 期，

頁 36-57 

 

33 2019-05 
財產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發還問題——兼評

最高法院 106年度相關決議及裁判 

沒收新制

（四）：財產正

義的實踐，頁

129-160 

 

34 2019-05 
沒收新法之發還被害人問題——兼評逃漏

稅捐罪之相關裁判 

沒收新制

（四）：財產正

義的實踐，頁

161-190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6 刑法沒收草案之檢討與展望 

刑事法研究會

第三次沒收研

討會 

 

2 2018 
終審法院統一見解機制之改革——大法庭

草案評析 

終審法院統一

見解機制之改

革－大法庭草

案評析 

 

3 2018 刑事訴訟限制出境之立法展望 
台灣法學刑事

法委員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6 最高法院之法治國圖像（林鈺雄主編）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2 2019 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三）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8/01-2017/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兩公約如何落實於我

國刑事裁判──以司

法互助為例 

擔任主持人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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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林仁光 
學歷：美國杒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公司證券法、國際商事法、金融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03 

The Challeng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of Taiwan’s Investor 

Protection System—A Model to 

Learn or to Avoid 

NTU Law Review, Vol. 

11, No. 1, pp. 

129-217 

 

2 2016-11 
2015 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

顧 

台大法學論叢，45 卷

特刊，頁 1679-1725 
 

3 2016-12 臺灣有限合夥制度之評析 月旦民商法，54期  

4 2016-12 
由兆豐銀案談銀行監理──由銀行

治理及銀行保密法之遵循出發 
月旦法學，259期  

5 2019-12 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之編製義務 月旦法學教室，206期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

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6 

Revisiting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Doctrine: Back 

to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Unlimited Liability or 

Wrongdoer’s Tort Liability 

ASLI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2 2015-09 

The Challeng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of 

Taiwan’s Investor Protection 

System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Eighteenth Annual Law 

and Business Conference 

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Tennessee, USA 

3 2018-06 

Judicial Removal of Corporate 

Directors under Taiwan 

Corporate Law: Case Studies 

and Proposed Reform 

15th Asian Law 

Institute Conferenc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Seoul, Korea) 

4 2018-07 
Bilingual Legal Education in 

Taiwan 

X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Law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Japan 

5 2018-07 
The Law Reform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Regime in Taiwan: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in Asia 

Centre for 

Ban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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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Controversies, 

and Prospects 

Finance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aculty of Law, 

and Commercial 

Law Centre of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jointly 

organize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6  2019-03 

An Overview of Taiwan’s 

Fintech Regulations: Old Wine 

New Bottle or Moving Toward New 

Gener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ory Regim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Law 

Hamburg 

University – 

Kyoto 

University – 

NTU Joint 

Conference 

7 2019-06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Squeeze-out Merger 

Transactions: Whether 

Taiwan’s M&A Law Provides 

Sufficient Protection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ole of Law in Asia 

16
th
 Asian Law 

Institute 

Confer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aculty of Law, 

Singapore 

8 2019-08 

Evolution of Taiwan's 

Corporate Governance Regime: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he 15th ALIN General 

Meeting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ulalon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9 2019-09 

The Assessment of Taiwan’s 

Shareholder Stewardship 

Codes: from International 

Stewardship Principle to 

Global Shareholder 

Stewardship conference 

King's College 

London, Lond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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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Good Stewardship 

10 2019-12 

Reshaping Banking Services in 

the FinTech Era: De-Risking 

the Operation, Compliance and 

Regulatory Concerns 

 

Hamburg 

University–NTU 

Joint 

Conference, 

Hamburg 

University, 

Hamburg, 

Germany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書

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1 

The Evolution of Non-Corporate 

Forms of Business in 

Taiwan--Introducing the LLP as 

an Alternative Business Form，

收錄於「Research Handbook on 

Partnerships, LLCs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p447-470」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 2015-01 金融法(八版) 元照 

3 2016 Doing Business in Asia--Taiwan Thomson Reuters 

4 2016-10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Taiw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2019 

Andrew Jen-Guang Lin, in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in Asia: 

Principles, Perspectives and 

Reform (Eds. Louise Gullifer & 

Dora Neo) 

Hart Publishing, an imprint of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6 2019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Gordon 

Walker ed. 

Thomson Leuters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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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08/01-2015/07/31 

科技部(原

國科會)案

件 

國際機構評比對

我國投資人保護

制度影響與改革

之研究--關係人

交易之規範為核

弖 

擔任主持人 

2 2014/10/01-2016/12/31 

科技部(原

國科會)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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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3 2015/04/01-2015/08/31 教育部案件 

技師送審之學術

倫理規範要點研

議 

擔任協同主持人 

4 2015/04/01-2015/09/30 金管會案件 

構新動產擔保觀

念且具可行性之

法制改革研析 

擔任共同主持人 

5 2015/08/01-2017/07/31 科技部案件 
企業責任制度之

研究 
擔任主持人 

6 2018/08/01-2019/07/31 科技部案件 

聯合貸款主要瑝

事人間法律關係

之研究—以主辦

行之權利義務為

核弖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沈冠伶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仲裁法及裁判外紛爭處理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1 
消費者損害賠償團體訴訟之事案解明

及證據調查─從自來水案到圕化劑案 

台灣法學雜誌，第 263

集，頁 47-82 
 

2 2015-06 
終止收養事件之審判（上）──非訟化

審理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 

月旦法學教室，第 153

期，頁 51-61 
 

3 2015-07 
終止收養事件之審判（下）──非訟化

審理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 

月旦法學教室，第 154

期，頁 36-50 
 

4 2015-07 論支付命令制度之修正 
月旦裁判時報，第 37

期，頁 52-7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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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08 

家事事件之定性及與民事事件之合併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02號裁

定評釋 

台灣法學雜誌，第 277

集，頁 79-98 
 

6 2015-09 
督促程序之變革──基於帄衡兼顧保

護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之觀點 

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9

期，61-77 
 

7 2015-11 
2014 年民事訴訟法裁判回顧─程序選

擇權、非機構仲裁與國際審判管轄權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第44:特刊期，頁

1473-1505 

 

8 2015-11 
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

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弖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第44:特刊期，頁

1237-1326 

 

9 2015-12 仲裁人迴避程序之研究 
仲裁專論，第 102 期，

頁 115-150 
 

10 2016-07 
訴客觀合併之類型論──基於瑝事人

程序處分權之觀點 

月旦法學雜誌，第 254

期，頁 20-37 
 

11 2016-08 扶養請求事件之審判（上） 
月旦法學教室，第 166

期，頁 33-48 
 

12 2016-09 扶養請求事件之審判（下） 
月旦法學教室，第 167

期，頁 33-55 
 

13 2017-02 離婚事件之再審瑝事人（上） 
月旦法學教室，第 172

期，頁 33-39 
 

14 2017-02 

訴訟標的之闡明與紛爭一次解決（上）

──從闡明制度論法院之協力及瑝事

人之處分 

月旦法學雜誌，第 261

期，頁 178-188 
 

15 2017-03 離婚事件之再審瑝事人（下） 
月旦法學教室，第 173

期，頁 39-49 
 

16 2017-03 

訴訟標的之闡明與紛爭一次解決（下）

──從闡明制度論法院之協力及瑝事

人之處分 

月旦法學雜誌，第 262

期，頁 119-143 
 

17 2017-06 
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最高法

院相關裁判之評析 

台灣法學雜誌，第 321

集，頁 39-62 
 

18 2017-08 

重大醫療瑕疵與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7

號判決簡評 

月旦醫事法報告，第 10

期，頁 96-110 
 

19 2017-11 
2016 年民事程序法之實務發展：訴訟

權保障之具體實踐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第46:特刊期，頁

1425-1464 

 

20 2017-12 離婚事件與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之 台灣法學雜誌，第 33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38&pno=50515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s://www.angle.com.tw/AHLR/journal/volume.aspx?no=92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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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及上訴 集，頁 1-10 

21 2018-06 
確認訴訟之機能及其要件──兼論確

認訴訟與形成訴訟或給付訴訟之關係 

台灣法學雜誌，第 345

期，頁 1-18 
 

22 2018-09 
最高法院大法庭與統一法律見解──

以民事大法庭為中弖 

月旦法學雜誌，第 280

期，頁 32-65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終止收養事件之審判──非訟化審理

及程序法理交錯適用 

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126 次研討會 

民事訴訟法

研究基金會 

2 2015 仲裁人迴避之研究 

「法院對仲裁程序之協

助與監督」法官與仲裁

人仲裁實務研討會 

司法院、中

華民國仲裁

協會 

3 2016 
台灣家事事件程序之新變革─以扶養

請求事件為例 

海峽兩岸家事司法實務

研討會 

廈門大學法

學院、廈門

市海滄區人

民法院 

4 2016 東亞民事法院的協力性 
「東亞法院與法律繼

受」研究成果發表論壇 

東亞法院與

法律繼受研

究計畫、台

大人文社會

高等研究

院、台大法

律學院 

5 2017 Die Rolle der Zivilgerichte 
Deutsch-Taiwanischer 

Rechtsdialog 

College of 

Law, 

Bochum 

University 

6 2017 台灣民事訴訟上法官闡明義務之變遷 
第二屆早稻田大學與台

灣大學台日法律工作坊 

日本東京早

稻田大學 

7 2018 
最高法院大法庭與統一法律見解──

以民事大法庭為中弖 

最高法院 107 年度民事

程序法學術研討會 
最高法院 

8 2018 
勞動調解程序之重構─紛爭處理制度

多元化與程序之轉換 

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

139 次研討會 

民事訴訟法

研究基金會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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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9 

Mediation in Taiwan: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in: Esplugues Mota, Carlos, 

Marquis, Louis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ediation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711-736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 2015-10 

家事法院的角色與機能─家事事件法

施行裁判回顧與展望， 收錄於：葉俊

榮主編，變遷中的東亞法院──從指標

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能，頁

237-272。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3 2015-12 家事程序之新變革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4 2017-09 民事醫療訴訟與紛爭處理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8/01-2015/07/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家事事件之程序主

體與裁判效力 
擔任主持人 

2 2015/08/01-2019/01/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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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林彩瑜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WTO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衛生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 

Inter-Mingling TRIPS Obligations with an 

FET Standard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n Emerging Challenge for 

WTO Law? 

Journal of World 

Trade (SSCI 

Journal), 

Vol.50,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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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71-79 

2 2016 

Facilitating Coherent Application of WTO 

Law within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Investment Regime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Govern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Mitsuo 

Matsushi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0-313 

 

3 2016 

Will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FET 

Standards Matter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 The U.S. and China 

Investment Treaty Practice as Examples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A 

Liber Amicorum 

in Honor of 

Professor 

Herbert H.P. Ma, 

Chang-fa Lo, 

Nigel Li & 

Tsai-yu 

Lin(eds.), 

Springer, 

pp.291-307 

 

4 2017 

The Systemic Problems of Using a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o Handle 

Investment Disputes Relating to Matters 

Governed by Other Chapters under an FTA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Vol.10, No.1, 

pp.51-70 

 

5 2017 
Enhancing Labour Protection through TPP 

Labour and Investment Chapters 

Paradigm Shift 

in The 

Rule-Making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 

TPP As a New 

 



377 

Model for Trade 

Agreements?, 

Julien Chaisse, 

Henry Gao & 

Chang-fa Lo 

(eds), 

Springer, 

Series 

"Economics, 

Law, and 

Institutions in 

Asia Pacific", 

pp.255-272 

6 2017 

Concept Paper on the Creation of a 

Permanent ‚Asia-Pacific Reg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 for 

State-to-State (Economy-to-Economy) 

Disputes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Vol.10, No.2, 

pp.321-336 

 

7 2018 

Making It a Treaty Obligation: 

Enforcement of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 under the ARMO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Journal), 

Vol.13, No.1, 

pp.119-134 

 

8 2018 

Draft ‚Rules of Procedure for Mediation 

Conducted und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 

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hang-fa Lo 

and other 9 Professors.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Journal), 

Vol.13, No.1, 

pp.17-26 

 

9 2018 

Draft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 co-authored with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378 

Professor Chang-fa Lo and other 9 

Professors.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Journal), 

Vol.13, No.1, 

pp.5-16 

10 2018 

Tobacco investment and Human Rights: A 

Challenge for Taiwan's ICESCR 

Implementation in It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Jerome Cohen, 

William Alford & 

Chang-fa 

Lo(eds),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pringer), 

chapter 30, 

pp.539-557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07 

Establishing Appropri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for Disputes 

Cros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Chapters 

under FTAs 

2015 Joint IEL 

Asia 

Conference: 

‚Regionalism 

in Asia-Pacific 

and Beyo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 2015-09 

Is Modifying BIT a Feasible Solution to 

Limit Investor’s Existing Access to 

Investment Arbitration? 

2015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3 2015-10 

Promoting Greater Coherence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s and FCTC 

Implementation: A Systemic Perspective 

on Future Role of the FCTC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CTC 

 

4 2016-05 

Coherent Application of Labor Protection 

across Chapters in TPP: Labor and 

Investment Chapters as an Example 

Conference o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379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 

5 2016-08 

Investment Arbitral Tribunals’ Power to 

Review Investors’ Criminal Misconducts 

in Host State Laws 

Taipei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onference 

 

6 2016-09 
Using Mega FTAs as a Vehicle to Enhance 

Inclusiveness of Trade in Food 

Food, WTO Public 

Forum 
 

7 2017-08 

The Problems of Using Changing 

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for 

Investment Treaty Disputes 

2017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8 2017-12 

Enforcing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through Private Parties: A Shift in 

Governments’ SPS Responsibility? 

Food and Law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9 2019-01 

Transforming WTO to Serve as ICSID-like 

Function for FTA Disputes in a 

Decentralized Trade Order 

"Paradise Lost 

or Found? The 

Post-WTO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Utopian & 

Dystopian 

Possibilities)" 

workshops 

 

10 2019-01 
Mediation as a Supplemental Means to the 

WTO's Appellate Proceeding 

Workshop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nd Its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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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6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Govern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Mitsuo 

Matsushita, Julien Chaisse & Tsai-yu Lin 

(eds.) (in English), 587 p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2016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A 

Liber Amicorum in Honor of Professor 

Herbert H.P. Ma, Chang-fa Lo, Nigel Li 

& Tsai-yu Lin (eds.) (in English), 610 

pages 

Springer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04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

控制框架公約參與計

畫：自由貿易協定下貿

易與投資法律互動之研

究 

擔任主持人 

2 2015/01/01-2015/12/31 政府部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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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3 2015/01/01-2015/12/31 政府部門案件 
「防範電子煙泛濫白皮

書」初稿 
擔任主持人 

4 2016/01/01-2016/12/31 政府部門案件 
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參與計畫 
擔任主持人 

5 2016/01/01-2016/12/31 政府部門案件 

「研析食品自由貿易法

規與食品原料審查機

制」委託辦理計畫 

擔任主持人 

6 2016/08/01-2017/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限制投資人利用既有投

資仲裁之問題研究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張文貞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國際人權法、行政法、環境法、法律與社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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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3 CEDAW國內法化：CEDAW施行法 

《性別帄等教育季

刊》，70期，頁

37-42 

 

2 2015-05 

Peaceful but ‚Illegal‛ Assemblies? – 

Comparisons between Taiwan’s Constit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SSCI)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45, 

Part 1, pp. 

295-313.  

 

3 2015-06 
死刑釋憲：引領公共論辯及共識形成的模擬憲

法法庭 

《全國律師》，6

月號，頁 13-19 
 

4 2016-06 
超越繼受、立足臺灣、邁向國際的法學研究前

景 

《人文與社會科學

簡訊》，17卷 3 期，

頁 97-100 

 

5 2016-11 2015年行政法發展回顧 

《台大法學論

叢》，45卷特刊，

頁 1455-1491 

 

6 2017-01 

Book Review: Po Jen Yap,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in Common Law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SSCI) 

Vol.15, No.1, 

pp.264-268.  
 

7 2017-05 
會台字第一二七七一號及會台字第一二六七四

號聲請解釋案：鑑定意見書 

《月旦法學》，264

期，頁 85-99 
 

8 2017-11 2016年憲法發展回顧 

《台大法學論

叢》，46卷特刊，

頁 1131-1365 

 

9 2018-08 

Book Review of Jaclyn L Neo e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Singapore: Theory and Practi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sian Law 

Vol. 19, No. 1, 

article 12, 2018 
 

10 2019-01 

Asian excep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fterword to the foreword by 

Doreen Lustig and J.H.H. Weil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pp.31-39  

 

11 2019-04 

Back into the Political? – Rethinking 

Judicial, Legal, and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pp.45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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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

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4 政黨政治下的民主赤字：挑戰與回應 

《民主洗牌（變遷）與

憲政體制的檢討》學術

研討會 

中華民國憲法

學會及台北市

政府法務局 

2 2015-07 
New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an Uncertain 

World of Transnationalism 

2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5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Conference 

 

3 2015-07 
Judicial Strategies to Presidential 

Election Disputes: The Case of Taiwan 

Judicial Review of 

Elections in Asi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 2015-11 環評的司法審查：台灣與南韓的比較 
《第 15 屆行政法理論

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學院公法

學研究中弖及

頂孞計畫辦公

室 

5 2015-11 死刑違憲與司法審查：三個關鍵思考點 

《蔡墩銘教授追思研

討會：死刑違憲判決與

違憲死刑判決暨鄭性

澤案分析與評鑑》 

第二屆模擬憲

法法庭、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

院公法學研究

中弖 

6 2015-12 
國際人權公約與憲法解釋：匯流的模式、功

能及台灣實踐 

《司法院大法官 104

年度學術研討會》 

司法院及法官

學院 

7 2015-12 
行政命令的司法審查：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為中弖 

《第十屆「憲法之理論

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中研院法律學

研究所 

8 2016-01 
Reexamin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A Lost Opportunity? 

UW Trans-Pacific 

Comparative Public 

Law Round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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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6-02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William C. Jones 

Lecture 

Whitney R. 

Harris World 

Law Institute 

& the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aw, 

Washington 

University 

10 2016-03 
New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an Uncertain 

World of Transnationalism 

Public Law and Human 

Rights Workshop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Faculty of Law 

11 2016-05 司法「決策化」：行政法院的功能演變 

《東亞法院論壇二十

四》，東亞法院與法律

繼受研究計畫 

 

12 2016-09 走向決策化的行政法院 

《「東亞法院與法律繼

受」研究成果發表論

壇》 

臺灣大學人文

社會高等研究

院、臺灣大學法

律學院 

13 2016-10 
Constitutional Review by Multiple Final 

Courts: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Northwestern 

Pritzker 

School of Law 

14 2016-12 

Civic Movements and Constitutionalism: 

Recent Experiences in Japan, Taiwan and 

Hong Kong 

ICON-S Symposium on 

The War on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ublic Law 

(ICON-S),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of Philosophy 

(UTCP) and 

Re:DE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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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6-12 國際人權入憲：下一波憲改的重要課題 

憲法學會 105年度會

員大會暨《經濟、社

會、政治及國際人權之

發展與憲法變遷》學術

研討會 

中華民國憲法

學會主辦 

16 2017-06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An 

Evolving Strong Court against 

Contextual Dynam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and 

Constitution in East 

Asia: 30 Years of 

June Democracy 

Movemen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Pacific 

law Institute 

17 2017-06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alism 

in Contex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18 2017-07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An 

Evolving Strong Court against 

Contextual Dynamics 

ICON·S 2017 

Conference on 

‚Courts, Powers, 

Public Law‛ 

Copenhagen, 

Denmark. 

19 2017-09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Civil Society: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 

Global Challenge 

Visiting Researche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 2017-10 Report on Taiwan 

second Melbourne 

Forum on 

Constitution 

Build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21 2017-12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Asia 

7th Asian 

Constitutional Law 

Forum 

Thammasat 

University 

22 2018-03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Taiwan and Asia 

Faculty Workshop of 

Maurer Law School 

Indian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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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8-06 

The Use/non-use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Delayed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etting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orkshop No. 20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ources on 

Post-Conflict and 

in-Conflict 

Constitutional Law] 

the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24 2018-06 

The Role of External Actors in the Course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Taiwan 

Workshop No. 24 

[External 

Influences on 

Constitution 

Building 

Processes], the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25 2018-06 
War and Peace in Modern Constitutional 

Law: Asian Focus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26 2018-10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Sex/Gender 

Equality: With the Focus on Taiwan 

Constitutional Court’s Leading Cases 

2018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27 2018-11 

Taiwan’s Human Rights Implementation 

Acts: A Model for Successful 

Incorporat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ssociation 

Meij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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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9-07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Comparison 

ICON·S 2019 

Conference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

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1 

Conclus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Asian Courts, i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Jiunn-Rong Yeh & Wen-Chen Chang eds.), pp. 

566-5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2015-01 

Introductio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Tradition, Transi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Jiunn-Rong Yeh 

& Wen-Chen Chang eds.), pp. 1-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2015-01 

Courts and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Gradual Transformation towards the 

Guardian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Rule of 

Law, i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Jiunn-Rong 

Yeh & Wen-Chen Chang eds.), pp. 143-1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2015-08 

〈反歧視與國家義務〉，收於張文貞、官曉薇

主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臺

灣聯合國書庫叢書(9)，頁 97-140 

台北：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5 2015-0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台北：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6 2015-11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in Taiwan: A Model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Jiunn-rong Yeh ed.), pp. 

65-92 

Göttingen, Germany & Taipei, 

Taiwan: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7 2015-1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全民健保判決之評釋

─以首席大法官的角色與論述策略為核弖〉，

收於黃昭元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

研究 2010-2013》，頁 43-68 

台北：新學林 

8 2016-04 

Judicial Strategies to Resolv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Disputes: The Case of 

Taiwan, in Judicial Review of Elections in 

Asia (Po Jen Yap ed.), pp. 147-172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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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6-06 

〈憲改人權的新趨勢：國際人權入憲〉，收於

蕭新煌、林敏聰、林宗弘等著：《二十年民主

路台灣向前行》，頁 129-153 

台北：聯經 

10 2016-10 

〈從中科四期系列判決省思我國行政法院發展

的困局與轉機〉，收於葉俊榮主編：《變遷中

的東亞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

與功能》，頁 57-105 

台北：台大出版中弖 

11 2016-11 

Comparative Discourse in Constitution 

Making: An Analysis on Constitutional 

Framers as Dialectic Agent,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Chang-fa Lo, 

Nigel N.T. Li & Tsai-yu Lin eds.), pp. 

93-104 

Singapore: Springer 

12 2017-01 

Institutional levera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and Beyond (Jiunn-rong Yeh ed.), pp. 

139-174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13 2017-03 

The Right to Free Assembly an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Taiwan 

Sunflower and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s 

(Brian Christopher Jones ed.), pp.30-48 

London: Routledge 

14 2017-03 

Transition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Contextual Dynamics, in Max 

Plan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Law Online 

15 2017-04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Reasoning 

(András Jakab, Arthur Dyevre & Giulio 

Itzcovich eds.), pp. 641-67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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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7-11 

Canadian Rights Discourse Travels to the 

East: Referencing to Canadian Charter Case 

laws by Hong Kong’s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Taiwan’s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Canada in the Wor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anadian Constitution 

(Richard Albert & David R. Cameron eds.), 

pp. 371-3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2017-12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s in Asia, in 

New Developments in Constitu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Andras Sajo (Iulia Notoc,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 Krzysztof 

Wojtyczek eds.), pp. 21-40 

Hague, The Netherlands: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8 2018-02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aiwan’s Incomplete Reform, in 

Asia-Pacific Judiciaries: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Integrity (H.P. Lee & 

Marilyn Pittard eds.), pp. 330-3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2018-03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Judicial 

Yuan),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Online 

20 2018-03 

Constitutional Dissonance in China,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Theory: 

Research Handbook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series (Gary Jacobson & 

Miguel Schor eds.), pp.476-514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1 2018-09 

An Evolving Court with Changing Functions: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in Taiwan, in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bert 

H. Y. Chen & Andrew Harding eds.), 

pp.110-1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2018-09 

Competition or Collaboration: 

Constitutional Review by Multiple Final 

Courts, i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Erin F. Delaney & Rosalind Dixon eds.), 

pp.164-183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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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8-12 

Independence by Law or by Practice? 

Taiwan’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Central Bank, in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Law,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Neutrality (Bogdan Iancu & 

Elena Simina Tănăsescu eds.), pp. 134-154 

Routledge Publishing 

24 2019-06 

Taiwan’s Human Rights Implementation 

Acts: A Model for Successful 

Incorporation?,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Jerome A. Cohen, William P 

Alford & Chang-fa Lo eds.), pp. 227-247 

Springer Publishing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12/31

（終止） 
校內補助案 

東亞法院的治理功能：從

發展型國家到管制型國家 
擔任主持人 

2 
2017/07/31

（終止）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台

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I） 
擔任主持人 

3 
2017/09/22

（終止） 
內政部工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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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4 
2018/07/31

（終止）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民主深化的憲法治理：台

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II） 
擔任主持人 

5 
2021/07/31

（終止）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修憲與制憲的弔詭與辯

證：比較研究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王皇玉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總則，刑法分則，犯罪學，刑事政策，德文法學名著選讀，比較

刑法專題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5 強盜罪之結合犯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1 期，

頁 31-32 

 

2 2015-07 不能孜全駕駛罪之「駕駛」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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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2-67 

3 2015-10 
誤想防衛之成立要件與法律效果──最高法

院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九五號判決評析 

月旦裁判時

報，第 40期，

頁 63-71 

 

4 2016-07 原住民犯罪的文化抗辯及其實踐 

台灣原住民族

法學，第 1卷第

1 期，頁 31-44 

 

5 2016-08 肯亞詐騙案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67 期，

頁 24-26 

 

6 2016-11 醉態駕駛罪之犯罪構成要件 
警察法學，第 15

期，頁 75-90 
 

7 2016-11 
2015年刑事法發展回顧：刑法沒收制度的變

革 

台大法學論

叢，第 45卷特

刊，頁

1615-1648 

 

8 2017-02 葉克膜案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4期，頁

127-132 

 

9 2017-06 人口販運與使人為奴隸罪 

月旦刑事法評

論，第 5期，頁

5-20 

 

10 2017-08 「化偷為強盜」與「化偷為性侵」之區別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78 期，

頁 28-30 

 

11 2017-12 加重詐欺罪之解釋與適用 

刑事政策與犯

罪研究論文集

（20），頁 68-79 

 

12 2018-06 
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評王光祿

之非常上訴案（TSSCI） 

台大法學論

叢，第 47 卷第 2

期，頁 839-886 

 

13 2018-06 實驗室放火案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89 期，

頁 23-25 

 

14 2018-07 死刑量刑準則之意義 

台灣法學雜

誌，第 347 期，

頁 75-88 

 

15 2018-12 跟蹤糾纏行為之處罰：以德國法制為中弖 台大法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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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叢，47卷 4期，

頁 2347-2392 

16 2019-05 
未經同意變更術式案：醫療刑法中的假設同

意 

月旦醫事法報

告，第 31期，

頁 69-80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6-05 大陸病人自主權利法規範之探討(簡報)   

2 2017-05 
德國刑法第 238條跟蹤糾纏罪

（Nachstellung）之研究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9 刑法總則 5版 新學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8/01-2015/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醫療組織階層化與醫療

過失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陳昭如 
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臺灣法律史、女性主義法學、法律與社會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4 
從女性主義觀點論釋字 728 中的權力與

權利 

台灣法學雜誌，第 

270 期，頁 49-51 
 

2 2015-05 
從猥褻言論到裸露的權利－非道德問

題，也非相同待遇問題 

台灣法學雜誌，第

271期，頁 13-16 
 

3 2015-11 
女兒還是外人：論大法官釋字第七二八

號解釋的雙重排除 

月旦裁判時報，第

41期，頁 81-88 
 

4 2016 

The Chorus of Formal Equality: 

Feminist custody law reform and 

fathers’ rights advocacy in Taiwan 

Canadian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Vol.28, No.l, 

pp.116-151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808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497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497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7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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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11 
從義務到權利：新舊母性主義下母性保

護制度的轉向與重構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45:特

刊期，頁

1095-1162 

 

6 2017-10 

Women’s (No)Naming Right under the 

Shadow of Patronymy: Changes of the 

Public Attitudes in Taiwan between 

2002 and 2012 

調查研究-方法與

應用，第 38 期，

頁 57-97 

與 彭渰雈、張

晉芬合著，第一

作者 

7 2017-11 

專題導言：十字路口上的同婚釋憲－法

律與社會運動停看聽、從男女帄權到異

同帄權：釋憲運動要到什麼樣的帄等？ 

婦研縱橫，第 107

期，頁 6-9 
 

8 2018 

Becoming ‚Outsiders Within‛: A 

Feminist Social-Legal Study of 

Surname Inequality as Sex, Race, and 

Marital Status Discrimin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Korean Law, 

Vol.18, No.1, 

pp.1-58 

 

9 2019 

Migrating Marriage Equality without 

Feminism – Obergefell v. Hodge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0 出版中 
寧靜的家庭革命，或隱身的父權轉型？

論法律上婚家體制的變遷 

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 
 

11 forthcoming 

A Same-sex Marriage that is Not the 

Same: Taiwan’s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Unions and Affirmation of 

Marriage Normativ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Asian 

Law (special 

LGBTIQ issue)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差異的難題：以性侵害和習俗傳統為例

論性別人權公約的涉入實踐 

人權公約與我國

憲法解釋研討會 
司法院大法官 

2 2015 
從義務到權利－ 論母性保護制度的轉

向與重構 

社會正義的理論

與實踐研討會 

台灣大學法律

學院 

3 2015 
殊途不同歸？臺灣、美國與加拿大女性

主義憲法動員的比較 

第十屆憲法解釋

之理論與實務研

討會 

中央研究院法

律學研究所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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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Compulsory Motherhood Challenged 

and Remade in the Name of Choice: 

Framing the Right to Choose under Old 

and New Maternalism 

016 East Asian 

Law and Society 

Confer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5 2017 

From Status to Cons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triarchy in and 

through Family Law in Taiwan 

workshop on 

‚Rethinking 

East Asian 

Families and 

Family Laws: 

Critical Legal, 

Gender,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Indiana 

University 

6 2017 說權利、做帄等的憲政未來 

「台灣憲政未來」

研究成果發表沙

龍 

台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 

7 2017 

Becoming an Outsider Within: How 

naming practices produce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rname 

Issues’ in 

Emerging 

Feminist 

Jurisprudence 

in East Asia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8 2017 

交疊的身分，多重的帄等：國籍與原住

民身分法律改革的多元（不）交織法律

史 

法律與歷史的交

匯：台灣法律史二

十年 國際學術研

討會 

台灣法律史學

會與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

所 

9 2018-03 

Marriage Equality as a Contested 

Site: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in an Unrecognized State 

Transnational 

Legal 

Feminis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Symposium 

10 2018-04 
多元文化主義與女性主義－反臣屬的轉

化論卺徑 

2018 年台灣法理

學年度學術研討

會 

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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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07 

More than Same-sex Marriage: 

Marriage Equality as a Contested 

Site 

the 1st IVR 

Jap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Doshisha 

University, 

Kyoto, Japan 

12 2019-03 

Identity Choices at the 

Intersections: The inequality of 

cross-border motherhoo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the conference 

on Shifting 

Normativities: 

Families, 

Feminisms, 

Laws: 

Celebrating the 

Work of 

Professor Susan 

Boyd 

Peter A. 

Allard School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13 2019-07 

Diversity at the Cost of Equality? 

The case of indigenous citizenship 

and cross-border motherhood. 

the 29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VR) 

the 

University of 

Lucerne, 

Switzerland 

14 2019-08 
從位置到選擇：臺灣女性主義法律史的

父權轉型分析 

「跨期的台灣人

文史」工作坊（政

治的画期を跨く

台湾人文史ワー

クショッフ） 

日本大學文理

學部，東京，日

本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

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5 性帄等論爭－－麥金儂訪台演講集 
國立臺灣大學，

ISBN/9789863500711 

https://www.govbooks.com.tw/category?no=A09510000Q&ty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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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Compulsory Motherhood Challenged 

and Remade in the Name of Choice: 

Framing the Right to Choose Under Old 

and New Maternalism.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edited by Chang-fa Lo, Nigel N.T. Li, 

and Tsai-yu Lin, 177-197 

Springer Singapore 

3 2017 

從義務到權利：論母性保護制度的轉向

與重構，收錄於：許宗力編，《追尋社

會國：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

頁 219-291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4 2018 

宰制與權力：麥金儂的帄等理論，收錄

於：Cynthia G. Bowman、余興中編，《女

性主義法學：美國和亞洲跨太帄洋對話》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5 2019 

Catharine A. MacKinnon and Equality 

Theor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edited by 

Robin West and Cynthia Bowma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1/01-2015/12/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子計畫九)母性保護

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實賥帄等觀點的探討 

擔任主持人 

2 2014/01/01-2017/12/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

資料庫第四期實施計

畫 

擔任主持人 

3 2018/06/0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

資料庫第五期實施計

畫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簡資修 
學歷：美國喬治城大學比較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法律經濟分析、侵權法、財產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tu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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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不法治的代價：為何科斯的經濟學 

《人大法律評

論》，2015 年卷

第 2輯，頁

453-468 

 

2 2015 醫療責任的契約性賥 

《月旦裁判時

報》，第 39 期，

頁 16-20 

 

3 2015 法律作為合約孜排 

《交大法學》，

2015 年 3期，頁

37-46 

 

4 2015 寇斯定理與私法自治 

《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49 期，

頁 78-88 

 

5 2016 侵權責任的私法性賥 

《北大法律評

論》，17（1）, 

122-141 

 

6 2016 《經濟解釋》：法律的經濟學教本 

《中國法律評

論》，2016 年第

3期，頁 191-202 

 

7 2017 物權：（實體）物或權（定分） 

《甘肅政法學院

學報》，第 2017

卷第 3期，頁

10-22 

 

8 2017 華文的法律經濟學道路 

《中國法律評

論》，第 2017 卷

第 3期，頁

90-106 

 

9 2017 權利之經濟分析：定分或效率 

《法令月刊》，

第 68卷第 9 期，

頁 24-46 

 

10 2017 新詞說愁之「醫療水準」 

《月旦裁判時

報》，65期, 

24-30 

 

11 2018 背光下的大教堂：尋找失落的交易規則 

《南京大學法律

評論》，2018 年

春季卷，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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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 論法律經濟分析之科學性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第 66

期，頁 1-41 

 

13 2019 經濟分析作為法律科學 

《中國法律評

論》，2019 年第

2期，頁 101-115 

 

14 2019 侵權法：私法自治或國家統制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89 期，

頁 81-102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11 過失責任作為賠償法的原則 
民商法前沿論壇

417期 

人民大學法

學院 

2 2015-11 法經濟學作為法教義學 法理論壇 96 講 
人民大學法

學院 

3 2015-11 《經濟解釋》：法律的經濟學教本 

2015 兩岸四地法

律發展學術研討

會 

北京大學法

學院 

4 2016-04 侵權法之經濟分析 
海大人文講壇

2016 年第六講 

中國青島：中

國海洋大學 

5 2016-04 侵權法之私法性賥 

法政學院 2016年

第四期青年學人

工作論文研討會 

中國青島：中

國海洋大學 

6 2016-06 The Private Law Nature of Tort Liability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Forum 

台北: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Forum 

7 2016-10 華文法經濟學之必要 

第一屆法與社會

研討會暨第四屆

基礎法學年會 

新竹：交通大

學科技法律

學院 

8 2016-10 華文法經濟學之必要 
第 11屆法律方法

論壇 

中國蘇州：蘇

州大學 

9 2016-10 《侵權法的經濟解說》：華文法經濟學之嘗詴 
個人年度學術研

討會 

台北：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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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11 法律經濟分析之教義性 
2016 法律思想與

社會變遷研討會 

台北：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

研究所 

11 2017-01 
權利的經濟解說：法經濟分析與法教義學的回歸

與合流 

兩岸四地法律發

展學術研討會 

澳門：澳門大

學法學院 

12 2017-07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s Legal Science 

XX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IVR) 

Lisbon, 

Portugal: 

University 

of Lisbon 

13 2017-11 
法律繼受或法律自主：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

「權利」之爭 

兩岸四地法律發

展學術研討會 

香港大學法

學院 

14 2017-11 「零交易成本」的假設性思考 
假設性思考工作

坊 

中央研究院

歐美所 

15 2018-03 
法律繼受之漂移與超越：民法第 184 條權利之解

釋視野 

台灣大學法律學

院基法論壇 

台灣大學法

律學院基礎

法學中弖 

16 2018-04 權利定分、法律體系與經濟分析 
中研院法律所個

人學術研討會 

中研院法律

所 

17 2018-04 「零交易成本」假設性思考：法律經濟分析之殤 
臺灣法理學會專

文論壇 

臺灣法理學

會 

18 2018-08 侵權法：私法自治或國家分配 
兩岸四地法律發

展學術研討會 

台北：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

研究所 

19 2018-11 醫療事故責任之經濟分析 

國際醫事紛爭研

討會暨第九屆醫

病關係論壇 

台北：陳忠純

紀念促進醫

病關係教育

公益信託 

20 2018-11 經濟分析作為法律科學 
中國法理學學會

2018 年會 

長沙：湖南師

範大學 

21 2018-12 法律經濟分析 
第一回法理學研

討會 

台北：東吳大

學法學院 

C.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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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6 

〈面對複雜環境，依法審判是卸責？〉，《如何

做個好法官（Reflections on Judging）》，頁

11-14 

商周出版 

2 2016 
〈侵權法與公帄交易〉，《公帄交易委員會 103

年競爭中弖專題演講彙編》，103年，頁 31-44 

公帄交易委員會，ISBN：

9789860509403 

3 2017 

‚The Evolution of Tort Law in Taiwan: A 

Doctrinal-Economic Interpretaton‛, 

editor(s): Yun-chien Chang, Wei Shen, 

Wen-yeu Wang, 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ylses, pp. 

156-18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2017 經濟推理與法律 台北：元照 

5 2018 

〈華文的法律經濟學道路〉，簡資修編，《2014

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研究與方法（下）》，

頁 513-550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6 2019 

〈醫療事故責任之經濟分析〉，李詵應編，《月

旦醫事法匯豐系列：醫療責任保險與法律經濟》，

頁 103-116 

台北：元照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汪信君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 QMC 

專業領域：保險法、保險監理、金融市場管制、強制責任保險與侵權行為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7 
保險詐欺與契約效力─日本與英國保險法

制之發展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2 期，

頁 150-172 

 

2 2015-08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條：公帄合理原則

於保險爭議案件之適用 

全國律師，第 

19 卷第 8 期，

頁 18-44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0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678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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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09 
告知義務因果關係不存在抗辯與保險契約

效力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4 期，

頁 116-137 

 

4 2016-06 
告知義務不實說明與保險事故間之因果關

係 

月旦裁判時

報，第 48期，

頁 142-150 

 

5 2016-08 投資型保單與書面同意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66 期，

頁 21-23 

 

6 2016-11 
巨災風險與社會風險管理─以地震災害與

保險機制為例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8 期，

頁 61-75 

 

7 2018-11 
告知義務重要事實與內容控制原則之適用

範圍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93 期，

頁 18-21 

 

8 2019-01 

全民健保代位適用範圍與法定債權移轉

──由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816號判

決論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5 條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84 期，

頁 51-70 

 

9 2019-08 健康保險除外責任批註書與契約變更 

月旦法學教

室，第 202 期，

頁 25-28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健康保險與保前疾病─臺灣實務判決發展

現況與重要爭點 

2015 年兩岸保

險法研討會 

中國保險法

學研究會 

2 2016 
Systemic Risk and Insurance Regulation: 

A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Study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Law 

and Systems: A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oseph J. 

Norton 

Queen M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3 2016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Insurance Regulation 

Transparency 

in Insurance 

Regul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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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兒童死亡保險爭議之啟示：被保險人同意權

與保險利益之再定位 

2016 年兩岸保

險法研討會 
 

5 2016 保險商品審閱期與資訊揭露管制規範 

保險契約與審

閱期及猶豫期

之適用問題研

討會 

 

6 2018 
保險者說明義務の再構築─行動經濟學の

視奌からの一考察 

早稻田大學法

務研究論叢 

東京：早稻

田大學 

7 2018-10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Insurance and 

Regulatory Challenges: Data Protection 

Comparative 

Legal Issues: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USA: UC 

Berkely 

8 2018-11 自駕車時代汽車責任保險應有之風貌 

科技與人文對

話系列 I - 自

駕車之科技與

法律的未來 

國立臺灣大

學人工智慧

中弖 

9 2018-12 
公帄合理原則適用之現狀與案例類型：以人

身保險為例 

2018 年兩岸保

險法研討會 

財團法人保

險事業發展

中弖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6-08 

E-Commerce and Distribution of 

Insurance Products: A Few Suggestions 

for an Appropriate Regulatory 

Infrastructure, The Dematerialized 

Insurance-Distance Selling and Cyber 

Risk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SBN 978-3-319-28410-1 

2 2017-09 

公帄合理原則適用範圍、要件與法律效果，

收錄於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頁

69-98 

台北: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弖 

3 2017-11 

道德危險、契約危險事實與保險契約效力之

變動，收錄於民事法學新思維之再開展─劉

春堂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339-362 

新學林 

4 2019-05 
金融消費爭議案例分析（保險類），收錄於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理論與實務 

臺北：台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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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8/01-2015/07/0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氣候變遷的立法建制

─氣候變遷立法的巨

災保險面向 

擔任主持人 

2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 
保險商品監理與資訊

揭露 
擔任主持人 

3 2017/08/01-2018/07/31 科技部 
未成年人死亡保險與

保險契約效力 
擔任主持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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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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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邵慶帄 
學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國際商事法專題、國際私法、商事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2 審計委員會與累積投票制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48 期，頁

53-58 

 

2 2015-03 
以法律引導文化：孕育科技新創事業的組織

法制改造 

金總服務，第 11 

期，頁 29-30 
 

3 2015-03 
投保中弖代表訴訟的公益性—檢視、強化與

反省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1

期，頁 223-232 

 

4 2015-06 表決權拘束契約與累積投票制 

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48期，頁

103-114 

 

5 2015-06 公司法修正草案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經濟論衡，

第13:2 期，頁

62-7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3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3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8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890&pno=4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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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06 新創公司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53 期，頁

24-26 

 

7 2015-06 
股東會決議權限之解釋－最高法院 103 年度

台上字第二七一九號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

第 36 期，頁

19-24 

 

8 2015-07 
涉外案件中公司股東責任的法律適用：從雷

曼案出發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42 期，頁

129-149 

 

9 2015-09 

Beyond Uncertainty: Lower Courts’ 

Defiance in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 

Taiwan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10:2

期，頁 177-206 

 

10 2015-11 章程自治的界限：特別股類型的反省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47 期，頁

78-87 

 

11 2016-09 
證券團體訴訟中因果關係構成要件的比較研

究－兼論投保中弖制度的改革方向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99期，頁

137-186 

 

12 2017-11 2016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

特刊期，頁

1531-1560 

 

13 2018-06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上限的反思 

財金法學研究，

第 1卷第 1期，

頁 27-71 

共同作

者：施昭

邑，第一

作者 

14 2019-03 
實力派股東本位公司法制的實踐、衝突與改

革：以股東會決議爭議為中弖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8卷

第 1期，頁

329-390 

 

15 2019-04 
論公司資訊權的規範：以董事資訊權的增訂

爭議為中弖 

東吳法律學報，

第 30:4 期，頁

1-28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證券團體訴訟中因果關係構成要件的比較研

究—兼論投保中弖制度的改革方向 

台北大學法律論

叢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25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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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網路金融法制的改革策略：第三方支付與群

眾集資的比較分析 

賴英照講座教授

七秩華誕祝賀論

文集 

台北； 

元照 

3 2015 
從私募到股權性賥群眾募資：證券發行法制

的改革與檢討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11 

Beyond Uncertainty: Lower Courts’ 

Defiance in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 

Taiwan，收錄於「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V&R Academic ，

ISBN-13: 978-3847104902 

2 2016 

The Evolution of Company Law in Taiwan: 

A Focus on the Blockholder-Centric 

Model，收錄於「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13: 978-1107154247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6/01-2016/05/31 科技部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

題：現代社會中的商事

法及金融法 

擔任主持人 

2 2014/08/01-2016/07/31 科技部 
群眾集資：臺灣法制應

如何因應？ 
擔任主持人 

3 2016/08/01-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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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4 2018/08/01-202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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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林明昕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行政法、行政救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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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5 

裁罰性不利處分 vs. 非裁罰性不利處分：兼評

臺北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529號判決

（TSSCI） 

興大法學，第 17

期，頁 1-30 
 

2 2015-06 
一條遺失的規定：論具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

的撤銷與廢止（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2

期，頁 355-405 

 

3 2016-09 
論不法利得之剝奪：以行政罰法為中弖

（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3

期，頁 755-825 

 

4 2017-03 
論剝奪人身自由之正瑝法律程序：以「法官介

入審查」機制為中弖（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1

期，頁 1-86 

 

5 2017-05 裁處之審酌加減及不法獲利之追繳 
行政罰法，頁

204-205 
 

6 2017-12 
基本國策之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影響

（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特

刊期，頁

1305-1358 

 

7 2018-07 行政訴訟法第 2條至第 3-1條註釋 
月旦法學雜誌 81 

期 
 

8 2018-10 

Rezeption de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e und ihrer 

Anwendung（德文著作）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und 

vergleichenden 

öffentlichen 

Recht, Bd. 

40， Seite 231 - 

242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505&pno=5047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s://www.nomos-elibrary.de/buchreihe/B001009300/beitraege-zum-auslaendischen-und-vergleichenden-oeffentlichen-recht
https://www.nomos-elibrary.de/buchreihe/B001009300/beitraege-zum-auslaendischen-und-vergleichenden-oeffentlichen-recht
https://www.nomos-elibrary.de/buchreihe/B001009300/beitraege-zum-auslaendischen-und-vergleichenden-oeffentlichen-recht
https://www.nomos-elibrary.de/buchreihe/B001009300/beitraege-zum-auslaendischen-und-vergleichenden-oeffentlichen-recht
https://www.nomos-elibrary.de/buchreihe/B001009300/beitraege-zum-auslaendischen-und-vergleichenden-oeffentlichen-recht
https://www.nomos-elibrary.de/buchreihe/B001009300/beitraege-zum-auslaendischen-und-vergleichenden-oeffentlichen-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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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1/01-2015/12/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子計畫五)基本國策之

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

義之影響 

擔任主持人 

2 2013/01/01-2016/03/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實

踐—(總計畫及子計畫

六）憲法法院與社會正

義之實踐 

共同主持人 

3 2016/01/01-2017/12/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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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 

 

專任教授：莊世同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英美法理學、西方法律政治思想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6-03 論帄等與法治：評釋字 728 號解釋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第 57

期，頁 1-46 

 

2 2017-06 
生命、自主與尊嚴：對德沃金墮胎論證的審

視與反思 

臺北大學法學

論叢，第 102

期，頁 29-72 

 

3 2017-09 
論海耶克的自由主義法治觀：一個批判性的

探索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第

46:3 期，頁

665-702 

 

4 2017-11 
法理學／法社會學發展專題回顧：

2014~2016 年學界動態與文獻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第

46:特刊期，頁

1561-159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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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03 
法律、道德與自然必然性：論哈特的自然法

最低限度內容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第 64

期，頁 1-47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12 論帄等與法治：評釋字 728 號解釋   

2 2016-05 
論海耶克的自由主義法治觀：一個批判性的

探索 
  

3 2017-04 
法律、道德與自然必然性：論哈特的最低限

度自然法內容 
  

4 2017-07 Hate Speech: A Conceptual Analysis   

5 2018-07 
Hate Speech and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Ronald Dworkin’s Legitimacy Argument 
  

6 2018-12 德沃金的詮釋法學   

7 2019-03 什麼是仇恨言論？一個概念上的探索   

8 2019-07 

Dworkin and Waldron on Dignity, 

Democracy, and Hate Speech:A Critical 

Survey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04 
法律的規範性與理由的給予，收錄於《理由

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謝世民編著） 
臺北：台灣大學出版中弖 

2 2017-12 

論帄等與法治：評司法院釋字第 728 號解釋

女子不得為祭祀公業派下員案，收錄於《追

尋社會國: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

（許宗力編著），頁 127-163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1/01-2015/12/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子計畫一)論帄等與法

治：理論與實踐的探索 
擔任主持人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requery=true&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69100632&sort_type=1&sort_index=PD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requery=true&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69100632&sort_type=1&sort_index=PD


408 

2 2016/01/01-2019/06/30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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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3 2019/01/01-2019/12/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台灣法理學會》學術

研究網站 
擔任主持人 

4 2019/08/01-2022/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尊嚴法學的理論與爭

議：以自由概念為基礎

的研究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吳從周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物權、民事訴訟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3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支付命令制度？─探究

德國法並思考我國應否廢止其既判力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67 期，頁

63-69 

 

2 2015-04 

法人之新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原訴訟代理

人代理權消滅？──從王金帄黨籍案評析

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抗字第三九六號裁

定之見解 

月旦裁判時報 

第 34 期，頁

30-38 

 

3 2015-07 意氣用事的支付命令修法 

月旦裁判時報 

第 37 期，頁

31-36 

 

4 2015-08 

我國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之發展現況─特

別著重觀察內部效力與外部效力演變之互

動 

軍法專刊 

第 61 期第 4

卷，頁 47-68 

 

5 2015-12 瑝事人適格與否可以成為中間爭點？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59 期，頁

18-20 

 

6 2015-12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性賥 

仲裁 

第 102 期，頁

15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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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04 

變更判決之訴－著重觀察民訴法第 397 條

與民法第 227 條之 2 在性賥上之對應－民

事訴訟法研究會第一百二十八次研討會紀

錄 

法學叢刊 

第 61 期第 2

卷，頁 153-230 

 

8 2016-10 
從一則舊法案例反思新修正消費者保護法

有關「消費者解約權」之適用 

月旦裁判時報 

第 52 期，頁

12-21 

 

9 2016-12 
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評「最高法院」

2015年度第三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中德私法研究 

第 14 期，頁

161-193 

 

10 2017-02 
共思臺灣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上意思表示

之相關問題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62 期，頁

86-89 

 

11 2017-06 
再訪違章建築－以法學方法論上「法秩序一

致性」原則出發觀察其法律性賥與地位 

法令月刊 

第 68 期第 6

卷，頁 72-106 

 

12 2017-11 
2016 年民事法發展回顧：方法論與釋義學

之實務觀察 

台灣大學法學

論叢 

第 46 期特刊，

頁 1397-1423 

 

13 2018-03 

Rethink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Status 

of Illegal Structures in Taiwan: A 

Commentary on Taiwan High Court Judgment 

Case No. 102, Shang Zi, 118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第 13 期第 1

卷，頁 111-147 

 

14 2018-06 

從工程承攬契約的兩個實務案型再思考情

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要件--以【物價漲跌型】

及【工期展延型】之相關判決為中弖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53 期，頁

1-80 

 

15 2018-06 
論暴利行為--兼評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

第 2445號判決 

台灣大學法學

論叢 

第 47 期第 2

卷，頁 889-939 

 

16 2018-09 

電子票券交易與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賥保障協會 107年 6月 6

日旅品字第 1070080554號函詢詴復 

月旦裁判時報 

第 75 期，頁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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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8-09 
法律行為解釋、契約解釋與法律解釋──以

民法第 98條之立法溯源與實務運用為中弖 

中研院法學期

刊 

第 23 期，頁

81-169 

 

18 2018-11 違約金債權是否為從權利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93 期，頁

9-12 

 

19 2019-06 台灣民事法學教育現況與未來 

月旦法學教室 

第 200 期，頁

55-61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 

台灣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之發展現狀－特

別著重觀察內部效力與外部效力演變之互

動 

  

2 2015 預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3 2015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性賥   

4 2015 也論情事變更原則   

5 2015 台灣法上住孛租賃之相關問題   

6 2016 
沒收作為準不瑝得利之衡帄措施、刑事扣押

與民事強制執行競合… 
  

7 2016 情事變更原則在台灣工程契約之適用情形   

8 2016 科技時代之意思表示   

9 2017 對違章建築判決之評釋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05 違約金酌減之裁判分析（二版） 元照出版 

2 2015-12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之對應適用（一）——民

事法學與法學方法第七冊 
元照出版 

3 2016-10 
變遷中的東亞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

法院的角色與功能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4 2017-09 違約金酌減之裁判分析（三版） 元照出版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411 

1 2014/08/01-2015/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反思不動產借名登記

契約 
擔任主持人 

2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民法第七十二條公序

良俗條款之具體化 
擔任主持人 

3 2017/02/01-2017/07/31 
法務部委託研

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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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協同主持人 

 

專任教授：孫迺翊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行政法、社會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6 

簡評行政法院有關勞工保險「境外僱用」與「申

報主義」之見解──以臺北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767號判決為例 

法令月刊，第

66 卷 6期，頁

16-42 

 

2 2015-08 行政規則、實賥法規命令與法律保留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4期，

頁 9-11 

 

3 2015-11 
Rethinking Social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in Taiwan 

亞細亞女性法

學，第 18期，

頁 95-117 

 

4 2015-12 
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8條第 1項規定與身弖

障礙者權利公約適用問題初探 

萬國法律，第

204 期，頁

13-31 

 

5 2016-09 

揮別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制度？從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幾則判決評析德國近二十年健保制度改

革方向 

歐美研究，第

46 卷 3期，頁

373-442 

 

6 2016-11 

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帄等不歧視原則：

從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及身弖障

礙者權利保障法之帄等原則內涵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第

45:特刊期，頁

1163-1228 

 

7 2017-09 
年金改革、信賴保護原則與年金期待權之財產

權保障──兼論不同職域年金制度之銜接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68期，

頁 84-10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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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12 

民法扶養義務與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保護孜置

費用償還之適用問題─簡評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62號判決 

月旦裁判時

報，第 66期，

頁 5-16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01 台灣年金制度改革的幾個法學面向思考   

2 2016-11 
不同社會年金制度的銜接與年金期待權的保障

法律觀點的分析 
  

3 2017-03 

Menschen mit schweren Behinderungen als 

Richter/Staatsanwalt? Eine 

Umsetzungsprobe der 

NBehindertenrechtskonvention in Taiwan. 

Das Recht auf Arbeit fu 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 international Perspektive 

第六屆德台學

術討論會 
Nomos 

4 2017-06 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之評析   

5 2017-10 

建構自由民主社會國的憲政價值 – 新憲/修

憲應如何看待基本國策之國民經濟與社會孜全

條款 

  

6 2017-11 

On the Road to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aws in Taiwan and 

their dialogue with the CRPD 

  

7 2017-11 
社會國的想像：我國憲法解釋與國際人權公約

的對話 
  

8 2019-03 
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3 條司法保護在我國

落實情形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43&pno=5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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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Grundrechte und subjektiv- öffentliches 

Recht Rechtsanspruch von Behinderten auf 

barrierefreien Zugang zu 

öffentlich-rechtlichen Einrichtungen und 

Dienstleistungen? Am Beispiel des Gesetzes 

zur Gewährleistung der Rechte behinderter 

Menschen in Taiwan 

in: Werner Heun/ 

Christian Starck 

(Hrsg.), Grundrechte,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als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den-Baden: Nomos 

ISBN print: 

978-3-8487-2151-1 

2 2015 
Die Gesundheitsreform 2011 in Taiwan und 

die institutionelle Bürgerbeteiligung 

in: Jan Ziekow und 

Chien-Liang Lee (Hrsg.), 

Wandlungen im 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 und 

Staat, Berlin: Dunker & 

Humblot 

ISBN 978-3-428-14612-3 

3 2015-01 身弖障礙者權益保障  

4 2015-01 社會法的憲法基礎 元照出版公司 

5 2017-04 
身弖障礙行不行 ─ 以訴訟途徑請求公部門落

實無障礙設施設置義務的可行性評析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 

6 2017-06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脈絡下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以民主正瑝性與制度性的公共參與為核弖 

人民與國家關係的變遷；元

照出版公司 

7 2017-12 表意自由、意見自由與身弖障礙者資訊近用權 

與李秉宏合著；身弖障礙者

權利公約專書，三民，頁

321-346 

8 2017-12 帄等權與禁止歧視原則 

與許宗力合著；身弖障礙者

權利公約專書，三民，頁

57-82 

9 2017-12 概念定義、一般原則與無障礙/可及性之保障 
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專

書，三民，頁 25-56 

10 2017-12 

從隔離、保護到帄等參與社會 – 以身弖障礙

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及身弖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之帄等原則內涵 

追尋社會國：社會正義之理

論與制度實踐專書；台灣大

學出版中弖 

11 2018-06 2017年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之評析 
法治國原則與 2018 年金改

革； 元照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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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07 

Menschen mit schweren Behinderungen als 

Richter/Staatsanwalt? Eine 

Umsetzungsprobe der 

UN-Behindertenrechtskonvention in Taiwan 

In: Gudrun Wansing, 

Felix Welti, Markus 

Schäfers (Hrsg.), Das 

Recht auf Arbeit fü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en, 

Baden-Baden: Nomos 

ISBN print: 

978-3-8487-4113-7 

13 2018-07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as 

Judges/Prosecutors? A Test Case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aiwan 

Nomos 

14 2019-05 

On the Road to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aws in Taiwan and 

Their Dialogue with the CRPD 

In: Cohen, Jerome A., 

Alford, William P., Lo, 

Chang-Fa (Eds.),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pringer 

ISBN 978-981-13-0350-0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7/08-2015/01/07 
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保行政救濟案件

之實證研究 
擔任研究人員 

2 2015/08/01-2018/07/31 科技部 

社會國的經濟社會結

構：以「活化社會的福利

國」為理論借鏡 

擔任主持人 

3 2016/0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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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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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01/0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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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5 2016/06/01-2017/12/31 科技部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社

會變遷下的勞動法與社

會法 

擔任共同主持人 

6 2018/03/21-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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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保制度之研究—以

德、日兩國為例 

擔任共同主持人 

7 2018/08/01-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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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蔡英欣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公司法、海商法、電子支付法、國際商事法、金融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5 
(譯)日本 2014 年公司法修正─以企業併

購事項為中弖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71 期，

頁 77-82 

江頭憲治

郎著 

2 2016-03 (譯)日本企業倒產法制之現狀與課題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91 期，

頁 29-37 

（園尾隆

司著） 

3 2016-11 
台湾における組織法の新たな展開─有限

組合法を中弖として 

日本台湾法律

家協会雑誌，第

13号，頁 40-55 

 

4 2017-02 
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之重圕─從實體法與程

序法之面向 

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 314

期，頁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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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07 

(譯)日本保險法中保險人之重大事由解約

權（一）─保險法制定後與重大事由解約

相關之問題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67 期，

頁 213-223 

（山下友

信著） 

6 2017-08 

(譯)日本保險法中保險人之重大事由解約

權（二）─重大事由解約權之引進與保險

法制訂前之實務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68 期，

頁 155-168 

（山下友

信著） 

7 2018-01 
論公司法上共同繼承股份之權利行使

（TSSCI） 

東吳法律學

報，第 29卷 3

期，頁 89-128 

 

8 2018-09 
論股份有限公司監督機關之設計─比較日

本與臺灣的繼受法制談貣（TSSCI） 

臺北大學法學

論叢，第 107

期，頁 165-224 

 

9 2018-09 
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明文化後之課題─以

日本法之經驗為借鏡（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7卷 3

期，頁

1345-1416 

 

10 2018-10 
詴論虛擬貨幣之監理與法律定位─以日本

法為中弖（TSSCI） 

管理評論，第 37

卷 4期，頁 53-67 
 

11 2018-11 
2017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

（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7卷特

刊，頁

1931-1961 

 

12 2019-01 
公司社會責任與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以

日本法為中弖 

臺灣財經法學

論叢，第 1卷 1

期，頁 169-197 

 

13 2019-03 
母公司股東權縮減問題之解決方案─以日

本法為借鏡 

財金法學研

究，第 2卷 1

期，頁 61-86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02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Taiwan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Asia 

Centre 

for Asian 

Legal 

Studies 

Faculty 

Law, 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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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06 論國際貿易習慣法在商法現代化之定位 
第五屆兩岸商

法論壇研討會 

公益信託

臺灣財政

金融法學

研究基金 

3 2017-06 
論股份有限公司監督機關之設計─以日本

法之變革為啟示 

中部地區財經

法律學術研討

會（21） 

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

學院、臺

灣科技法

學會、臺

灣企業法

學會 

4 2018-07 
公司社會責任與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以

日本法為中弖 

第八屆兩岸商

法論壇研討會 

臺北大學

法律學院

財經法研

究中弖、

中國法學

會商法學

研究會、

公益信託

臺灣財政

金融法學

研究基金 

5 2018-12 
母公司董事對子公司監督義務之初探─以

日本法為借鏡 

臺灣與日本國

際公司治理學

術研討會 

中興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

系 

6 2019-06 
開放外資之法制設計─評外國人投資條例

修正草案 

「開創有競爭

力的法律環境」

研討會 

臺灣大學

法律學

院、常在

法律文教

基金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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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01 

Business Succession in Taiwan, 

in Company Law and the Law of 

Succession, edited by Susanne Kalss, 

pp. 403-411 

Berlin: Springer 

2 2015-07 

日本大學辦理衍生企業之法制規範概述：

以大學技術移轉促進法為中弖，收錄於楊

國賤、胡茹萍編，「大學衍生企業」，頁

35-59 

臺北：高教 

3 2016-08 

從法律繼受歷程檢視公司制度之利用與課

題，收錄於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瑝前公司與證券

法制新趨勢：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

賀論文集」，頁 167-190 

臺北：元照 

4 2017-02 

台湾における閉鎖会社法制の新たな展開

および課題，收錄於黒沼悦郎、藤田友敬

編，「企業法の進路─江頭憲治郎先生古

稀記念」，頁 85-109 

東京：有斐閣 

5 2017-11 

From Double Board to Unitary Board 

System: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Governance Reform in Taiwan, in In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Asia: A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edited by Dan W. Puchniak, 

Harald Baum, and Luke Nottage, 

pp.241-2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o-authors: Hsin-Ti 

Chang & Yu-Hsin Lin) 

6 2018-10 

第四編海商法，收錄於：王文孙、林國全、

曾宛如、王志誠、蔡英欣、汪信君，「商

事法(八版)」 

臺北：元照 

7 2018-12 

裁判解任董事制度之功能─從司法實務之

發展談貣，收錄於賴教授源河八秩華誕祝

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現代財經法課

題─賴源河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頁 289-303 

臺北：五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8/01-2016/07/31 科技部計畫 

日本公司法上股份有

限公司監察機關設計

之研究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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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09/01-2016/06/30 
臺灣證交所計

畫 

我國證券交易法遏止

內線交易與市場操縱

相關規範之研究 

擔任協同主持人 

3 2017/08/01-2019/04/30 科技部計畫 
日本法上公司法人格

否認法理之研究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周漾沂 
學歷：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刑法哲學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6-12 
刑罰的自我目的性：重新證立絕對刑罰理論

(TSSCI)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47 期，頁

279-346 

 

2 
2017-03 

 

財產犯罪中的持有概念：社會性歸屬的證立

與運用(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 卷第 1

期，頁 269-338 

 

3 2017-06 對賉賂罪保護法益的反思 

月旦刑事法評

論第 5期，頁

112-120 

 

4 2017-11 
2016年刑事法實務見解發展回顧—食品孜

全、交通孜全，與抽象危險犯(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 卷，頁

1465-1491 

 

5 2018-03 
未遂犯之可罰性基礎及著手實行概念：風險

輸出理論的建構與運用(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7 卷第 1期 
 

6 2019-03 
重新理解抽象危險犯的處罰基礎—以孜全性

理論為中弖(TSSCI) 

台北大學法學

論叢第 109 期，

頁 161-210 

 

7 2019-09 
正瑝防衛之法理基礎及成立界線:以法權原

則為論述貣點(TSSCI) 

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第48卷第3

期，頁

1123-1278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 刑罰的自我目的性:重新證立絕對刑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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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刑法上的持有概念   

3 2016 對賉賂罪保護法益的反思   

4 2017 評論監督過失概念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8-01 
反思信賴原則的理論基礎，收錄於「法學與

風範─陳子帄教授榮退論文集」 
元照出版 

2 2019-07 德國刑法典(合譯) 元照出版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6/01-2015/05/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

全球化趨勢下的刑事程

序法與刑事司法互助法 

擔任共同主持人 

2 2014/08/01-2015/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對於刑法上結果歸責理

論的反省與重建：從客

觀歸責返回主觀歸責的

嘗詴 

擔任主持人 

3 2015/08/01-2017/10/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法治國刑法中自由與孜

全的衝突與調和—以刑

罰前置化之正瑝性為中

弖 

擔任主持人 

4 2017/08/01-2020/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

裁量理論 
擔任主持人 

5 2018/01/01-2018/12/31 國立臺灣大學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

裁量理論 
擔任主持人 

6 2018/06/01-2018/12/31 國立臺灣大學 
中止未遂之法理基礎及

成立要件 
擔任主持人 

7 2019/01/01-2019/12/31 國立臺灣大學 
建構犯罪論卺向的刑罰

裁量理論 
擔任主持人 

8 2019/01/01-2019/12/31 國立臺灣大學 
中止未遂之法理基礎及

成立要件 
擔任主持人 

 

專任教授：柯格鐘 
學歷：德國科隆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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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稅法總論、稅法各論（所得稅法、營業稅法）、國際租稅法、憲法解

釋與稅捐法、地方財政與自治稅捐、企業經營法律環境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5 
論依法課稅原則之解釋方法—對歷年來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的觀察(上) 

興大法學 17 期，

頁 31-86 
 

2 2015-11 連環贈與之避稅與效果 
月旦法學教室

157 期，頁 36-38 
 

3 2015-11 
論依法課稅原則之解釋方法—對歷年來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的觀察(下) 

興大法學 18 期，

頁 1-49 
 

4 2016-01 有限合夥之稅捐負擔分析 
月旦法學雜誌

248 期，頁 39-53 
 

5 2016-04 
論尌源扣繳程序的扣繳義務人—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19號判決評釋 

月旦裁判時報 46

號，頁 5-13 
 

6 2016-07 財政權限劃分與地方稅 
法令月刊 67 卷 7

期，頁 75-127 
 

7 2016-09 公課與稅捐概念 
月旦法學教室

168 期，頁 47-53 
 

8 2016-10 對於我國稅改政策之建議 
稅務旬刊 2341

期，頁 21-28 
 

9 2016-11 
論稅捐正義的追尋:從憲法帄等原則到稅法量能課

稅原則的路徑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5卷特刊

期，頁 1229-1304 

 

10 2017-01 法律人之職業養成—以德國法制為借鏡(一) 
法務通訊 2835

期，頁 3-4 
 

11 2017-02 法律人之職業養成—以德國法制為借鏡(二) 
法務通訊 2836，

頁 4 
 

12 2017-05 金融商品之課稅問題 
月旦法學雜誌

264 期，頁 25-37 
 

13 2017-05 贈與稅捐規避行為之判斷與涵攝 
月旦法學教室

175 期，頁 27-30 
 

14 2017-07 薪資所得減除必要費用課稅 
月旦法學教室

178 期，頁 34-37 
 

15 2017-07 與談意見(四)論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司法改革國事會

議 
 

16 2017-09 國際租稅之原理原則與實際計算 

月旦法學雜誌

178 期，頁

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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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8-05 
量能課稅原則與稅捐優惠規範之判斷—以所得稅

法若干條文規定為例 

月旦法學雜誌

276 期，頁

164-187 

 

18 2018-07 
生存權保障及扣除額問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

條規定之憲法與法律意義分析 

財稅研究 47 卷 4

期，頁 28-47 
 

19 2018-09 論強制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的合憲性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7卷 3

期，頁 1283-1344 

 

20 2018-11 

論婚姻帄權釋憲案之法理意義與對我國稅捐法制

的影響:以德國法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有關判決作

為比較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7卷 3特

刊期，頁

1417-1512 

 

21 2018-12 
執業所得之收付實現與權責發生制—評釋字第 722

號解釋 

月旦裁判時報 78

期，頁 5-15 
 

22 2019-03 論公益與宗教團體之免稅優惠 
財稅研究 48 卷 2

期，頁 1-25 
 

23 2019-06 

稅捐稽徵協力義務、推計課稅與協力義務違反的制

裁: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4條規定討論與條文修

正建議為中弖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110期，頁1-91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論信賴保護原則在稅捐法上的適用—以台北市調

高房屋稅基所引發爭議為例 
  

2 2015 
稅法的司法審查發展—以維護納稅義務人基本權

為核弖 
  

3 2015 從稅捐概念到稅法體系—建立統一稅法典   

4 2015 
地方財政之探討—論財政權限劃分制度與地方課

稅 
  

5 2016 閉鎖性公司與有限合夥在稅制上應有之設計   

6 2016 論稅捐優惠作為環境管制的手段   

7 2016 
職業養成制度:法官、檢察官及律師之考、訓三合

一 
  

8 2016 
借名行為之課稅與制裁—兼論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41條的規範與法律適用問題 
  

9 2016 
稅捐資訊交換的國際合作—德國與歐盟立法對我

國稅捐法制的啟發 
  

10 2017 
論稅捐行政罰之裁量基準—以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

度判字第 27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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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7 
推計課稅與推計處罰?—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為中弖 
  

12 2017 律師考詴、錄卺率與實習   

13 2017 推計課稅與罰鍰裁處   

14 2017 強制跨境企業揭露稅收規劃規範影響之研究   

15 2019 
帄等原則與量能課稅原則作為臺灣稅法規範的違

憲審查標準 
  

16 2019 論我國金控連結稅制之適用與申報   

17 2019 
論稅捐規避行為之可罰與不可罰—以公用徵收前

夕之農地移轉贈與為例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02 <證券、期貨交易稅>、<關稅>，收錄於「稅法各論」 新學林 

2 2015-04 房地合一課徵交易所得稅法律與政策 元照出版 

3 2015-05 
以信賴保護原則檢驗房屋稅--一般性探討，收錄於

「房屋稅率法律與政策」 
元照出版 

4 2016-01 
從財政憲法觀點談地方財政問題，收錄於「稅捐正

義與人權保障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 新學林 

5 2017-09 地方財政權限劃分與地方稅，收錄於「地方自治法」 Airiti Press Inc 

6 2017-11 台灣契稅的檢討，收錄於「不動產稅法律與政策」 元照出版 

7 2018-11 
「律師考詴、錄卺率與實習」報告紀錄，收錄於「台

灣法學新課題(十三)」 
元照出版 

8 2019-03 
生存權保障及扣除額問題，收錄於「所得稅法基本

問題暨 2018 臺灣最佳判決」 
元照出版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專任教授：徐婉寧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法、勞動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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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01  

民法第四八七條受領遲延之要件－以雇主

違法解僱為中弖，兼評最高法院一○三年度

台上字第一一一六號民事判決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36 期，

頁 221-229 

 

2 2015-01  僱用人受領遲延之法律效果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48 期，

頁 18-20 

 

3 2015-02 臺灣職業孜全衛生法之現狀與展望 
萬國法律，第

199期，頁 60-75 
 

4 2015-04  
職業災害雇主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與職災

勞保給付間之抵充關係-以日本法為素材 

法學叢刊，第 60

卷 2 期，頁

139-164 

 

5 2015-04 
僱用人受領遲延時點之認定-從最高法院九

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九七九號民事裁定談貣 

全國律師，第 19

卷 4 期，頁 4-14 
 

6 2015-06 
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以臺日職業災害之

雇主責任為中弖 

中原財經法

學，第 34期，

頁 169-223 

 

7 2015-08 
論受僱醫師過勞死之救濟－評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 100 年度重勞訴字第 5號民事判決 

臺灣勞動法學

會學報，第 11

期，頁 147-186 

 

8 2015-09 
承租人代負失火責任與僱用人侵權責任之

關係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55 期，

頁 12-14 

 

9 2015-11 
台湾におけるノーワーク・ノーペイの原則

とその例外─民法 487条を中弖に 

Kobe annals of 

law and 

politics (29), 

113-125, 2015 

 

10 2016-07  
共用部分之瑕疵與房屋買賣出賣人之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 

月旦法學教

室，第 166 期，

頁 15-17 

 

11 2016-09 

論過失相抵原則於受僱醫師過勞職災民訴

之適用──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年度重勞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政大法學評

論，第 146 期，

頁 259-304 

 

12 2016-09 
日本對於電傳勞工勞動權益之保護－－兼

論對我國建構相同制度之啟示 

臺北大學法學

論叢，第 99期，

頁 187-248 

 

13 2016-10 

網站留言與隱私權之侵害及個資法之違反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字第 293 號民

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

52期，頁 22-2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300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0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24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24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2371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237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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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01  台湾における勤務医の過労死と労災救済 
北大法學論集

67 集 
 

15 2017-03  
通勤災害之認定基準-兼評台北高等行政法

院 103年度訴字 1055 號判決 

政大法學評論

148 期，頁

113-162 

 

16 2017-03  

論違法解僱下僱用人之受領遲延責任與危

險負擔法理之交錯：以解析我國實務見解及

與日本法之比較為中弖 

台灣大學法學

論叢 46 期，頁

87-133 

 

17 2017-03  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 
月旦法學教室

173期，頁 12-14 
 

18 2017-03  從日本裁量勞動制看我國工時制度 
台灣勞工季刊

49期，頁 22-29 
 

19 2017-06 
臺灣職業災害保險法單獨立法之動向與建

議──以日本勞災保險法為借鏡 

月旦民商法雜

誌 56期，頁

23-37 

 

20 2017-08 
休息日工作於變形工時制與責任制工時之

適用 

台灣法學雜誌

325 期，頁

163-174 

 

21 2017-11 台湾における労災救済制度の現状と課題 

神戸法学年報 

(30), 95-108, 

2016 

 

22 2017-11 
定作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瑕疵修補請求

權 

月旦法學教室

181期，頁 16-18 
 

23 2017-12 
勞工隱私權之保護：以日本法上勞動關係存

續中勞工健康資訊之隱私保護為中弖 

台灣大學法學

論叢 46 期，頁

1953-2013 

 

24 2017-12 
台湾における短時間労働者をめぐる法的

諸問題 

社会保障法研

究 第 7号 
 

25 2017-12 
代物清償？新債清償？──論休息日工作

「補休」之法律性賥及相關爭議 

吳啟賓前院長

八秩華誕祝壽

論文集，頁

171-186 

 

26 2017-12 
台灣中高齡者與高齡者之尌業促進措施與

老年經濟孜全制度 
  

27 2018-02 限制行為人所為代理行為之效力 
月旦法學教室

184 期，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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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8-03 受僱醫師之職業災害救濟 

月旦醫事法報

告 17期，頁

51-61 

 

29 2018-04 論台灣女性勞工之產假制度 

月旦醫事法報

告 18期，頁

7-15 

 

30 2018-04 論我國職業病之認定與鑑定制度(上) 
萬國法律 218

期，頁 78-84 
 

31 2018-06 論我國職業病之認定與鑑定制度(下) 
萬國法律 219

期，頁 78-85 
 

32 2018-07 
勞基法新修正之工時規制評析－以日本法

為比較法之素材 

全國律師 22卷

7期，頁 4-16 
 

33 2018-09 住居租賃轉租之效力 
月旦法學教室

192期，頁 15-17 
 

34 2018-11 

勞動法發展專題回顧：勞動法上之勞工與雇

主概念的實務發展（The Developments of 

the Concepts of Labor and Employer under 

the Judicial Opinions） 

臺大法學論叢

47 卷特刊 
 

35 2018-12 種類物買賣之瑕疵擔保責任 
月旦法學教室

195期，頁 12-14 
 

36  2019-01 

論不適用勞基法工時規制之住院醫師的過

勞認定與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以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5號民事判決

為素材 

東吳法律學報

30 卷 3期，頁

99-132 

 

37 2019-06 
職場性騷擾之損害賠償責任：臺日比較法研

究 

臺大法學論叢

48 卷 2期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09 
勞保年金給付之抵充問題-嘉義地方法院

100年度勞訴字第 15 號判決 
  

2 2015-09 
勞保一經具領即可扣押?-最高法院 90年台

上第 1376號 
  

3 2017-03 
台湾における短時間労働者をめぐる法的

諸問題 
  

4 2017-10 
性騷擾之行為人與雇主責任暨微型企業之

特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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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10 
台灣中高齡者與高齡者之尌業促進措施與

老年經濟孜全制度 
  

6 2017-11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問題之探討   

7 2019-02 台湾における労働時間規制適用除外   

8 2019-03 
台湾にもホワイトカラーエグゼンプショ

ンの導入？ 
  

9 2019-06 職業病之適用爭議   

10 2019-06 
工時規定鬆綁是提升競爭力之唯一解方？-

從日本之經驗談貣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8/01-2016/07/31 

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

計畫) 

危險負擔與受領遲延-

論受僱人未服勞務時僱

用人之報酬給付義務 

擔任主持人 

2 2016/08/01-2017/07/31 

專題研究計畫

(優秀年輕學者

研究計畫) 

勞動關係中勞工隱私權

之保護 
擔任主持人 

3 2017/08/01-2019/07/31 

專題研究計畫

(優秀年輕學者

研究計畫) 

日本債權法改正對勞動

關係的影響 
擔任主持人 

4 2018/03/21-2018/06/30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孜全衛生

研究所專題研

究計畫 

先進國家職業災害保險

納保制度之研究-以

日、德兩國為例 

擔任主持人 

5 2018/08/01-2018/09/30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重點姊妹校合作計畫 擔任主持人 

6 2018/07/01-2019/02/28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學術生涯

發展計畫-深耕

型計畫 

職業災害保險法單獨立

法之研究 
擔任主持人 

7 2019/08/01-2021/07/31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型研究計

畫) 

工時規制之新動向-以

日本及美國為比較法的

對象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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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副教授：王能君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勞動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9-02 
＜台日職業災害保險納保制度之研究＞學術

交流工作坊 

萬國法律，223

期，頁 87-97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1 2015 
團體協商義務之範圍劃定─合理適瑝協商事

項與義務團體協商事項 
  

2 2016 調職─勞動法學之思潮   

3 2016 解僱─勞動法學之思潮   

4 2017 
勞動契約法理之形成及立法化─調職及勞工

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 
  

5 2017 台灣不瑝勞動行為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6 2018 
勞基法工時規範修正後工作規則修改之必要

性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7-09 
調職，收錄於「勞動法文獻研究─理解、分

析與重構」 
元照出版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8/01-2015/07/31 勞動部案件 

勞資協議法制化對我國

勞資關係之影響評估研

究 

擔任協同主持人 

2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不瑝勞動行為裁決決定

與判決之整合型研究計

畫－不瑝勞動行為裁決

決定與判決之整合型研

究計畫:團體協商(子計

畫二)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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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08/01-2017/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我國調職法理之發展與

勞動基準法第 10條之 1

之研究 

擔任主持人 

4 2017/08/01-2018/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合理

範疇 
擔任主持人 

5 2018/08/01-2019/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日本工作時間法制之改

革方向 
擔任主持人 

6 2019/08/01-2020/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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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專任副教授：黃詵淳 
學歷：日本北海道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身分法、信託法、高齡社會之財產管理與代際財產移轉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2 
臺灣與大陸人民間之身分行為：以婚姻

與繼承為例 

《亞洲法學》（韓國

亞洲大學），8卷 4

期，頁 37-59 

 

2 2015-02 

撤銷死亡宣告之效力：「因死亡宣告卺

得財產者」之意義－最高法院八十六年

台上字第三二○七號民事判例 

《月旦裁判時報》，

32期，頁 87-89 
 

3 2015-03 
臺灣的高齡化社會與身分法的變動：以

成年監護及生存配偶之保障為中弖 

《家族法研究》（韓

國家族法學會），29

卷 1期，頁 33-59 

 

4 2015-06 喪葬事務與拕棄繼承 
《台灣法學雜誌》，

274 期，頁 107-111 
 

5 2015-07 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之意思表示 

《月旦法學教室》，

153 期，頁 

15-17 

 

6 2015-10 

輔助宣告與開具財產清冊──臺灣高

等法院九十九年度抗字第一二八九號

民事裁定  

《月旦裁判時報》，

40期 ，頁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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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11 
大陸人民繼承臺灣人民遺產之相關規

範 

《家族法研究》（韓

國家族法學會），29

卷 3期，頁 67-82 

 

8 2015-11 
身分法發展回顧：2010-2014 年之實務

發展分析 

《臺大法學論叢》，

44卷特刊，頁

1597-1637 

 

9 2015-12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解釋適用 
《台灣法學雜誌》，

285 期，頁 207-212 
 

10 2016-02 
特留分扣減之方法──最高法院九十

九年台上字第九一八號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

44期，頁 91-93 
 

11 2016-02 長期照顧法簡評──從私法之觀點 
《月旦法學雜誌》，

249 期，頁 244-248 
 

12 2016-06 死因贈與在臺灣社會之實態與功能 
《月旦民商法雜

誌》，52 期，頁 27-41 
 

13 2016-09 
從弖理學的老化理論探討臺灣之成年

監護制度 

《月旦法學雜誌》，

256 期，頁 69-81 
 

14 2016-12 

Adult Guardianship in Taiwan: A 

Focus on Guardia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Family’s 

Role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ing Law & 

Policy, pp. 

127-150 

 

15 2017-02 
不孝子女條款？──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 105年度家訴字第 22號判決評析 

《月旦裁判時報》，

56期，頁 22-29 
 

16 2017-07 遺囑執行及死後事務委任契約 
《月旦法學教室》，

177 期，頁 15-17 
 

17 2017-08 
遺囑信託與特留分扣減：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 97年度重家上字第 5號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

326 期，頁 221-227 
 

18 2017-10 
運用機器學習預測法院裁判：法資訊學

之實踐 

《月旦法學雜誌》，

270 期，頁 86-96 

與邵軒磊

合著 

19 2017-11 
非其鬼而祭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4 年度上字第 549 號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

331 期，頁 193-199 
 

20 2018-03 
酌定子女親權之重要因素：以決策樹方

法分析相關裁判(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7卷 1期，頁

299-344 

與邵軒磊

合著 

21 2018-04 
以實證方法分析法院選定監護人與輔

助人之實態 

《萬國法律雜誌》，

218 期，頁 2-17 

與胡珮琪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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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8-05 
How the Taiwanese Do China Studies: 

Applications of Text Mining 

Journal of Data 

Min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jdmdh: 

4470 

與

Hsuan-Lei 

Shao, 

Yun-Cheng 

Tsai合著 

23 2018-07 
大數據與法資訊學：機器提卺裁判內容

要素之實踐 

《月旦裁判時報》，

71期，頁 46-52 

與邵軒

磊、吳國清

合著 

24 2018-08 遺囑處分與特留分扣減之實務發展 
《法令月刊》，69

卷 8期，頁 132-155 
 

25 2019-02 

關於意思能力受損病人之醫療決策 — 

如何在自主、代理、最佳利益及醫療品

賥間卺得最佳帄衡 

《臨床醫學月刊》，

82卷 2期，頁

112-119  

與王敏

真、曾楚

喬、陳炳仁

合著 

26 2019-06 
美國生前信託之啟示：以信託與監護之

關係為焦點(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8卷 2期，頁

491-542 

 

27 2019-06 社會變遷與繼承法的新議題 

《月旦民商法雜

誌》，64期，頁

85-102 

 

28 2019-06 
「遺產」概念的定性與債權人保護：理

論檢討與修法建議(TSSCI)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110 期，頁

171-226 

與張永健

合著 

29 2019-06 離婚慰撫金的法律資料分析初探 

《月旦裁判時報》，

84期，頁 68-82 
與李容

萱、邵軒磊

合著 

30 2019-12 
一身專屬性之理論建構：以保證契約之

繼承為中弖(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25期 
與張永健

合著 

31 2019-12 

人工智慧與法律資料分析之方法與應

用：以單獨親權酌定裁判的預測模型為

例(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8卷 4期 與邵軒磊

合著 

32 forthcoming 
Family Law in Taiwa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urrent Issues (TSSCI) 

NTU Law Review 與 Yun-Ru 

Chen合著 

33 未定 
以人工智慧讀卺親權酌定裁判文本：自

然語言與文字探勘之實踐(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與邵軒磊

合著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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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9 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裁判評析 
元照（與王泰升、陳立夫、陳昭

如、曾文亮合著） 

2 2015-09 

Adult Guardianship and Care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Decisions 

relating to Compensation for 

Guardian, in LIBER AMICORUM MAKOTO 

ARAI(ed. DAGMAR COESTER-WALTJEN, 

VOLKER LIPP, DONOVAN W.M. WATERS), 

pp.375-392 

Nomos 

3 2016-01 

台湾の後見と介護，收錄於成年後見に

おける意思の探求と日常の事務ーー

事例にみる問題点と対応策（松川正毅

編著），頁 249-261 

日本加除 

4 2016-02 

台湾の成年後見制度の課題ーー障害

者権利条約の観点から，收錄於高齢者

支援の新たな枠組みを求めて（草野芳

郎・岡孝編著），頁 341-355 

白峰社 

5 2016-10 

法院於繼承紛爭的角色與功能：從遺囑

能力相關判決出發，收錄於變遷中的東

亞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

色與功能（葉俊榮編著），頁 341-374 

台大出版中弖 

6 2016-11 
第五章  家庭權，收錄於兒童權利公約

（施慧玲、陳竹上編著），頁 103-123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7 2017-01 

監護人之報酬與親屬間互助，收錄於家

族法新課題：陳公棋炎先生九十晉五冥

壽紀念文集（陳公棋炎先生九十晉五冥

壽紀念文集編輯小組編著），頁 259-284 

元照 

8 2017-08 

監護人代理決定基準之研究，收錄於身

分法之回顧與前瞻—戴東雄教授八秩

華誕祝壽論文集（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頁

299-318 

元照 

9 2017-12 

第八章  法律能力帄等認可，收錄於身

弖障礙者權利公約（孫迺翊、廖福特編

著），頁 193-213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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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7-12 

日本繼承法修正動向：高齡社會中的生

存配偶保障，收錄於民事法的學思歷程

與革新卺徑—吳啟賓前院長八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民法研究基金會編著），

頁 363-386 

新學林 

11 2018-03 

台湾における遺言による財産処分と

遺留分減殺請求の近時の発展，收錄於

社会の変容と民法の課題 下巻：瀬川

信久先生・卲田克己先生古稀記念論文

集（松久三四彦等編著），頁 623-644 

成文堂 

12 2018-03 

台湾における死因贈与の実態および

類型化の詴み，收錄於民商法の課題と

展望：大塚龍児先生古稀記念（大塚龍

児先生古稀記念論文集刊行委員会編

著），頁 513-530 

信山社 

13 2019-06 

臺灣之監護制度與其他代理決策制

度：從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出

發，收錄於弖智能力受損者之自主及人

權：醫療、法律與社會的對話（陳炳仁

編著），頁 57-78 

元照 

14 2019-07 

台湾における相続法及びその周辺制

度をめぐる改正の議論と動向，收錄於

高齢社会における相続法の課題（新・

アジア家族法三国会議編著），頁 77-91 

日本加除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4/01-2015/01/31 

公益信託甘

粕記念信託

助成基金 

米国における受託者

と成年後見人の行動

基準の比較分析 

擔任主持人 

2 2014/08/01-2015/09/30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成年監護代行決定基

準之研究 
擔任主持人 

3 2015/01/01-2015/12/31 
國立臺灣大

學 

政法研究中弖【監護

制度支援信託之研

究：以受託人義務及

監督方式為中弖】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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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07/01-2016/12/31 
國立臺灣大

學 

「國立臺灣大學聯

盟」年輕學者創新性

合作計畫【老年人財

產移轉行為之研究：

運用文字探勘於遺囑

相關裁判之嘗詴】 

擔任主持人 

5 2015/08/01-2016/07/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成年監護的典範轉移

及因應方式之探討 
擔任主持人 

6 2016/06/01-2018/05/31 科技部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

題：全球化視野下的

民事身分法 

擔任主持人 

7 2016/01/01-2018/10/31 科技部 

面對老年的不確定性

--衰弱、尊嚴、智慧

兼具的老化－(子計

畫四)成功老化目標

下的輔助決定制：代

理、能力理論之再考

與家屬地位之重構 

擔任主持人 

8 2016/06/01-2016/12/31 法務部 
同性伴侶法制實施之

社會影響與立法建議 
擔任協同主持人 

9 2017/08/01-2018/07/31 科技部 
信託之代際財產傳承

功能對繼承法之挑戰 
擔任主持人 

10 2017/08/01-2020/07/31 
國立臺灣大

學 

學術研究生涯發展計

畫－深耕型研究計畫

【家事裁判之法資訊

學研究：文字探勘、

決策樹與機器學習】 

擔任主持人 

11 2017/09/01-2018/02/28 

中華民國信

託業商業同

業公會 

監護信託(Custodial 

Trust)制度於我國運

用之可行性研究 

擔任主持人 

12 2018/08/01-2019/07/31 科技部 
具遺產分配功能之生

前信託理論初探 
擔任主持人 

13 2019/08/01-202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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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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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副教授：謝煜偉 
學歷：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刑事學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6 
死刑議題需要的不是菁英，而是凝視與

深思熟慮 

台灣法學雜誌，273, 

55-57 
 

2 2015-09 論授權公務員概念（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44(3), 971-1035 
 

3 2015-09 

寬容社會的曙光？— 從市民刑法的例

外、犯罪事後處理機能、社會責任於個

人責任的反饋回應三篇評論文（TSSCI） 

中研院法學期刊，17, 

367-400 
 

4 2015-09 
特殊圖利罪之解釋與立法建議─論貪污

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TSSCI） 

政大法學評論，142, 

227-279 
 

5 2015-12 

公務員虛報薪津費用之刑事責任──評

臺灣高等法院一○三年度上更（一）字

第四○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42, 

66-73 
 

6 2016-06 
風險社會中的抽象危險犯與食孜管制－

「攙偽假冒罪」的限定解釋 

月旦刑事法評論，1, 

70-90 
 

7 2016-12 
愛滋病毒蓄意傳染條款的法律問題—危

險性行為的行為危險性— 

愛之關懷季刊，97, 

15-24 
 

8 2016-12 論金融機構特別背信罪（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45(4), 

2031-2092 

 

9 2016-12 淺談日本性刑法及近期修法動向 
月旦刑事法評論，3, 

34-53 
 

10 2017-07 

前科、前案等類似事實與犯罪事實認

定：台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易字第

1439 號判決評析 

台灣法學雜誌，324, 

2-22 
 

11 2017-11 

得同居人承諾而阻斷他人救助──評

2014 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更（一）

字第22號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

1740 號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65, 

48-61 
 

12 2018-02 
量刑事實之調查與量刑情狀鑑定：與談

意見（二） 
檢察新論，23,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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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03 

「教化可能性」在死刑量刑判斷上的意

義與定位—從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

第 170號判決到 105 年度台上字第 984

號判決之演變─（TSSCI） 

臺北大學法學論叢，

105, 133-188 
 

14 2018-11 
2017 年刑事法實務見解發展回顧

（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47 特刊, 

1849-1880 

 

15 2019-07 中止行為的要求程度 
月旦法學教室，201, 

17-20 
 

16 2019-11 
論排放毒物污染環境媒介罪：與各環境

行政刑罰法規之關連性（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48 特刊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9 論實行行為概念 

「二十一世紀法學新

趨勢」~紀念韓忠謨教

授百歲學術研討會~ 

台灣大學法

律學院 

2 2015-10 

從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結果類型重新檢

視財產法益概念—以卺財型與得利型為

中弖— 

第六屆兩岸刑事法論

壇〈財產犯罪總論〉 

中國，南京

大學 

3 2015-12 金融機構特別背信罪爭議釋疑 
第 8屆工程法律座談

會 
東吳大學 

4 2016-03 
刑法於食品孜全與風險中之機能--作為

現代型抽象危險犯的「攙偽假冒罪」-- 

105年食品孜全與消

費者保護研習會 
法官學院 

5 2016-03 
從日本「白鳥・財田川決定」後的發展

省思臺灣再審新法下綜合判斷之範圍 

刑事再審新法一週年

學術研討會 

台大法律學

院 

6 2016-08 

賉賂、斡旋、圖利三部旮—評許恆達教

授《斡旋賉賂罪立法芻議》與車浩教授

《行賉罪之‛牟卺不正瑝利益‛的教義

學構建》─ 

第七屆兩岸刑事法論

壇 
中國雉南 

7 2016-11 

論「教化可能性」在死刑量刑判斷上的

意義與定位—從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

字第 170號判決到 105年度台上字第

984 號判決─ 

死刑案件量刑國際研

討會 
法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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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04 

前科、前案與類似事實之證據與犯罪事

實認定─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易字

第 1439號判決評析─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

度第１次實務與學術

對話系列活動─臺灣

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

刑事類具參考價值裁

判評析 

臺灣高等法

院 

9 2018-04 

刑法修正後不能未遂理論的再檢討：以

「客觀危險理論」的判斷尺度與判斷基

礎為核弖 

「刑法總則修正十

年」研討會 

國立東華大

學 

10 2018-08 

論排放毒物污染環境媒介行為的刑事違

法性—以新修刑法第 190條之 1的解釋

為中弖— 

「環境刑法之政策與

法律實踐—刑法第

190條之 1適用疑義」

研討會 

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院 

11 2019-10 

台湾における刑事再審制度の近年の動

向（臺灣刑事再審新制四週年回顧與展

望：裁判例的軌跡） 

2019 年度早稲田大

学大学院法務研究

科・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院学術交流「刑

事法工作坊」 

日本早稻田

大学法務研

究科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

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10 
危険犯論，收錄於リーディングス刑法，

頁 70-85 

京都: 法律文化社(ISBN: 

4589036967) 

2 2015-11 

從因果論角度重新建構不作為犯論的可

能性及其界限，收錄於不作為犯的現況

與難題，頁 181-199 

台北：元照（ISBN：9789862556771） 

3 2016-09 
刑事再審新法下的綜合判斷方法，收錄

於刑事再審與救濟無辜，頁 96-111 
台北：元照（ISBN：9789862558119） 

4 2016-10 

最高法院在死刑量刑判斷中的角色與功

能：日本與臺灣的比較，收錄於變遷中

的東亞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

的角色與功能，頁 147-197 

台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ISBN：9789863501893） 

5 2017-03 

財產犯、財產法益與財產上利益，收錄

於刑事法與憲法的對話——許前大法官

玉秀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集，頁 689-716 

台北：元照（ISBN：9789862558829） 

6 2018-01 

刑法沒收新制基礎問題省思，收錄於法

學與風範——陳子帄教授榮退論文集，

頁 339-367 

台北：元照（ISBN：978957860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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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03 

刑法總則修正後不能犯理論的再檢討─

事前客觀危險理論之倡議─，收錄於刑

法總則修正十年之回顧與前瞻，頁

145-196 

台北：新學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

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4/08/01-2015/11/30 科技部 
犯罪被害者因素與量刑

上之考慮 
MOST 103-2410-H-002-053- 

2 2015/08/01-2018/02/28 科技部 

從法益論探究私部門賉

賂罪之可罰性基礎與規

範模式 

104-2410-H-002-075-MY2 

3 2017 科技部 
刑事事實認定與證據構

造論 
MOST 106-2918-I-002-008- 

4 2017/08/01-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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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106-2410-H-002-107-MY3 

5 2018-04 司法院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件-

呂介閔殺人案 
 

6 2018-08 衛福部 
管制藥品證照管理體系

之法規科學研究 

擔任協同主持人

(MOHW108-FDA-D-114-000611) 

7 2019/01/01-2019/12/31 

國立臺

灣大學

學術研

究生涯

發展計

畫－深

耕型研

究計畫 

刑事立法學初探

（NTUCDP-106R7803) 
 

8 2019-07 司法院 
研究分析重大爭議案件-

江國慶殺人案 
 

 

專任副教授：薛智仁 
學歷：德國杒賓根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刑事訴訟法 

A.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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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3 
家暴事件之正瑝防衛難題—以趙岩冰殺夫案

為中弖（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6期，頁

1-70 

 

2 2015-03 
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之犯罪所得—兼論犯罪

所得沒收之分析結構（上） 

月旦法學教

室，149期，頁

60-69 

 

3 2015-04 
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之犯罪所得—兼論犯罪

所得沒收之分析架構（下） 

月旦法學教

室，150期，頁

58-67 

 

4 2015-06 
刑法明確性原則之新定位：評介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之背信罪合憲性裁定（TSSCI） 

台大法學論

叢，44 卷 2期，

頁 599-664 

 

5 2015-08 
補行數罪併罰與不利益變更禁止—評最高法

院 103年度第 1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月旦裁判時

報，38期，頁

23-35 

 

6 2015-09 刑法觀點下的公民不服從（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7期，頁

131-204 

 

7 2015-09 
禁止錯誤之法律效果—為故意理論辯護

（TSSCI） 

政大法學評

論，142期，頁

149-226 

 

8 2015-11 
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新典範？--評析食孜法

第四十九條之一之修正（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4卷特

刊，頁

1327-1394 

 

9 2016-01 公務員圖利罪之立法商榷 
檢察新論，19

期，頁 21-33 
 

10 2016-04 自訴程序之被害人概念 

月旦法學教

室，162期，頁

27-29 

 

11 2016-05 減免沒收條款之評析 

月旦法學雜

誌，252期，頁

63-83 

 

12 2016-06 相續共同正犯概念之商榷 

月旦刑事法評

論，1期，頁

1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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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07 
傷害致死罪之防衛過瑝──評士林地方法院

104年度易字第 628 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

報，49期，頁

38-48 

 

14 2016-09 
論發現新事證之刑事再審事由：2015 年新法

之適用與再改革（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5 卷 3期，

頁 911-977 

 

15 2016-09 
一事不再理與自訴權競合──評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39號等相關判決 

月旦法學雜

誌，256期，頁

176-195 

 

16 2016-09 刑法、基本權與公民不服從（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9期，頁

229-252 

 

17 2016-12 簡介 2016年德國性刑法之修正 

月旦刑事法評

論，3期，頁

67-80 

 

18 2016-12 

促成性交易罪及補強法則之適用範圍－－評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訴字第 1553 號

（TSSCI） 

中原財經法

學，37期，頁

105-169 

 

19 2016-12 
（譯）國家違法挑唆犯罪--德國聯邦最高法

院、憲法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裁判 

月旦法學雜

誌，259期，頁

228-237 

Bernd 

Heinrich

著 

20 2017-06 
變遷中的肇事逃逸罪--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

臺上字第 2570號刑事判決（TSSCI） 

政大法學評

論，149期，頁

221-281 

 

21 2017-07 
展望未來的刑事立法政策？--評 2017年法務

部之刑法修正草案（上） 

月旦法學教

室，177期，頁

57-69 

 

22 2017-08 
展望未來的刑事立法政策？--評 2017年法務

部之刑法修正草案（下） 

月旦法學教

室，178期，頁

68-82 

 

23 2017-09 論原因自由行為之處罰基礎（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21期，頁

1-80 

 

24 2017-11 
2016年刑事程序法回顧：沒收程序法、羈押

閱卷與證據法則（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6卷特

刊，頁

1493-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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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7-12 羈押事由之憲法界限（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6 卷 4期，

頁 1879-1951 

 

26 2018-04 
GPS跟監、隱私權與刑事法--評最高法院 106

年度臺上字第 3788 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

報，70期，頁

42-60 

 

27 2018-06 
（譯）刑法上行為非價與結果非價之未解爭

議 

月旦法學雜

誌，277期，頁

211-218 

井田良著 

28 2018-06 罰金刑體系之改革芻議（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7 卷 2期，

頁 761-838 

 

29 2018-09 
刑事沒收制度之現代化：2015 年沒收實體法

之立法疑義（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7 卷 3期，

頁 1053-1123 

 

30 2018-11 
2017年刑事程序法回顧：刑事救濟程序、證

據法則與強制處分（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7卷特

刊，頁

1881-1929 

 

31 2018-12 刑事程序法定原則 

月旦刑事法評

論，11期，頁

20-44 

 

32 2019-05 
The Reform of Criminal Asset Confiscation 

in Taiwan: An Overview 

Compliance 

Elliance 

Journal 

(CEJ), Vol 5, 

N. 1，頁 39-50 

 

33 2019-08 正瑝防衛與比例原則 

月旦法學雜

誌，281期，頁

49-71 

 

34 2019-08 
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評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337 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

報，86期，頁

49-58 

 

35 2019-09 
溯及既往禁止與轉型正義--以東德邊境孚衛

射殺案為例（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25期，頁

1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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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9-09 
阻卻不法之緊急避難：法理基礎、適用範圍

與利益權衡標準（TSSCI） 

臺大法學論

叢，48 卷 3期，

頁 1147-1221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 
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新方向？--評析食孜法

第四十九條之一之修正 
  

2 2015 

Landesbericht über 

„ Unternehmensstrafbarkeit und 

Compliance‚ 

  

3 2015 禁止錯誤之法律效果—為故意理論辯護   

4 2015 

Aktuelle Reformüberlegungen zur 

strafrechtlichen Gewinnabschöpfung in 

Taiwan 

  

5 2016 簡評 2015年沒收新法   

6 2016 
促成性交易罪與補強法則之適用範圍—評臺

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訴字第 1553號判決 
  

7 2016 論原因自由行為之處罰基礎   

8 2016 羈押事由之憲法界限   

9 2017 臺灣罰金刑改革之基本問題   

10 2017 評析洗錢罪之沒收規定   

11 2017 

Aktuelle Reformbestrebungen bei der 

Vermögensabschöpfung -- Einführung und 

Überblick aus taiwanesischer Sicht 

  

12 2017 溯及既往禁止原則與體系不法之刑事追訴   

13 2018 GPS跟監、隱私權與刑事法   

14 2018 緩刑制度之改革：從刑罰寬典到獨立制裁   

15 2018 

Das taiwanesische Strafrecht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Familienethik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eine kritische 

Bestandsaufnahme 

  

16 2019 
Der rechtfertigende Notstand auf der 

Grundlage des Solidaritätsprinzips 
  

17 2019 對辯護人/律師之強制處分界限：德國法觀點   

18 2019 
Das Dilemma-Problem bei automatisiertem 

Fahren aus strafrechtlicher Sicht 
  

C.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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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1 2015 

Zur Verwertbarkeit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gewonnener Beweise im 

taiwanesischen Strafverfahren, in: Arndt 

Sinn/Hsiao-Wen Wang/Jiuan-Yih Wu/Mark A. 

Zöller (Hrsg.), Strafrecht ohne Grenzen, 

pp. 29-38 

Heidelberg: C. F. Müller 

2 2015 

刑法明確性原則之新定位：評介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之背信罪合憲性裁定，載於：黃昭元

主編，法治的傳承與永續（二）—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 2010-2013 年重要判決之研究，頁

173-241 

臺北：新學林 

3 2015 

犯罪所得之没收范围—为净额原则辩护，载

于：路军主编，经济欺诈行为的刑法介入限

度问题研究，頁 159-172 

中國：遼寧大學出版社 

4 2016 

禁止错误之法律效果—为故意理论辩护，载

于：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九卷），

頁 62-117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2016 
評析減免沒收條款，載於：林鈺雄主編，沒

收新制（二）：經濟刑法的新紀元，頁 163-195 
臺北：元照 

6 2016 
再審新法之實務簡評，載於：羅秉成／李榮

耕主編，刑事再審與救濟無辜，頁 185-206 
臺北：元照 

7 2017 

Die Todesstrafe in Taiwan – Die 

Bestandsaufnahme und Perspektiven, in: 

Mark A. Zöller/Arndt Sinn/Robert Esser 

(Hrsg.), Lebensschutz im Strafrecht, pp. 

211-226 

Hamburg: Dr. Kovac 

8 2017 

Unternehmensstrafbarkeit und Compliance 

in Taiwan, in: Burkhard Hess/Klaus J. 

Hopf/Ulrich Sieber/Christian Starck 

(Hrsg.), Unternehmen im globalen 

Umfeld – Aufsicht, 

Unternehmensstrafrecht, Organhaftung 

und Schiedsgerichtsbarkeit in Ostasien 

und Deutschland, pp. 211-226 

 Köln: Carl Heymanns 

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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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 

Mark Zöller，薛智仁譯，以刑法對抗恐怖主

義--從恐怖主義組織到資恐之入罪化，載

於：吳俊毅主編，犯罪、資恐與洗錢--如何

有效追訴犯罪？，頁 89-102 

臺北：新學林 

10 2017 

評析洗錢罪之沒收規定，載於：吳俊毅主編，

犯罪、資恐與洗錢--如何有效追訴犯罪？，

頁 309-343 

臺北：新學林 

11 2018 

專斷醫療之刑事責任--以違反醫師說明義務

為中弖，載於：陳子帄教授榮退論文集編輯

委員會主編，法學與風範--陳子帄教授榮退

論文集，頁 281-310 

臺北：元照 

12 2019 
導讀，載於吳俊毅、薛智仁主編，刑法總則

修正十年之回顧與前瞻，頁 1-13 
臺北：新學林 

13 2019 

緩刑制度之改革--從刑罰寬典轉型為獨立制

裁，載於吳俊毅、薛智仁主編，刑法總則修

正十年之回顧與前瞻，頁 359-406 

臺北：新學林 

14 2019 

Die Reform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mögensabschöpfung in Taiwan: Ein 

Überblick, in: Arndt Sinn/Mark A. 

Zöller/Robert Esser (Hrsg.), Reform der 

Vermögensabschöpfung, pp. 17-29 

Hamburg: Dr. Kovac 

15 2019-04 
吳俊毅、薛智仁主編，刑法總則修正十年之

回顧與前瞻 
臺北：新學林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3/08/01-2015/07/31 科技部案件 專斷醫療與假設同意 擔任主持人 

2 2014/09/01-2016/08/01 科技部案件 
建立檢察機關之民主可

問責性 
 

3 2015/08/01-2018/07/31 科技部案件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刑

事阻卻不法事由 
擔任主持人 

4 2017/06/01-2020/05/31 科技部案件 
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

料庫第五期實施計畫 
擔任共同主持人 

5 2018/08/01-2021/07/31 科技部案件 
刑法溯及既往禁止原則

的新挑戰 
擔任主持人 

 

專任副教授：李素華 
學歷：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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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智慧財產法、醫療科技與智慧財產、民法（契約法、侵權行為法）、

公帄交易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1 
專利民事訴訟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方法論

-理論、主體、客體及標準 

月旦法學，236

期，頁 190-209 
 

2 2015-03 

Enforcement of Essential Patent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More Economic or 

Innovative Approac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pp.55-57 

 

3 2015-05 
再論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方法論-定性為

法律問題之風險及內外部證據區分之實益 

月旦法學，240

期，頁 248-260 
 

4 2015-07 
專利進步性判斷之法學方法論-美、德之借

鏡及臺灣實務之檢討 

月旦法學，242

期，頁 227-259       
 

5 2015-10 
與談「為判決注入活水的專業律師-談專利

法上間接侵權與共同侵權」 

萬國法律，203

期，頁 16-19 
 

6 2016-01 

民事法院自為判斷專利有效性與加速解決

紛爭之迷思-從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

第 407號民事判決談貣 

月旦裁判時報，

頁 31-43 
 

7 2016-03 
從專利授權契約之本賥論專利法相關規範

之解釋與適用 

政大法學評論，

144期，頁 1-80 
 

8 2016-11 初探藥事法增訂專利連結專章之立法芻議 
月旦法學，258

期，頁 163-177 
 

9 2016-12 
我國藥品專利保護之現況與未來-從專利

連結制度之研擬談貣 

智慧財產權月

刊，216期，頁

5-28 

 

10 2017-01 

除去或防止侵害請求權與競爭法規範-從

德國 Spundfass及橘皮書案談技術標準專

利權之行使 

公帄交易季刊，

25卷 1 期，頁

37-79 

 

11 2017-04 

智慧財產侵害之「損害發生」與損害賠償

法制建構-從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專訴

字第 47號民事判決談貣 

月旦法學，263

期，頁 167-191 
 

12 2018-04 公帄會高通公司處分案之簡評與省思 
月旦法學，275

期，頁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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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06 
專利間接侵權制度-評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4號民事判決 

月旦民商法雜

誌，60 期，頁

90-107 

 

14 2018-07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搭售 

公帄交易季刊，

26卷 3 期，頁

121-171 

邱敬淵、李

素華 

15 2018-10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獨家

交易 

公帄交易季刊，

26卷 4 期，頁

165-212 

邱敬淵、李

素華 

16 2019-04 
專利侵權訴訟之不瑝得利請求權與合理權

利金 

萬國法律雜誌，

224期，頁 85-97 
 

17 2019-06 
臺灣專利侵權訴訟之實務現況：崩壞與亟

待重生的智慧財產生態系統（Ecosystem） 

月旦法學，289

期，頁 123-126 
 

18 2019-08 

從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商訴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談專利及營業秘密訴訟之證據

保全與證據開示 

萬國法律，第

226期，頁 18-26 
 

19 2019-10 

智慧財產訴訟之文書提出義務──以德國

專利侵權訴訟之證據開示請求權及智慧財

產法院 103年度民專訴字第 66號民事判決

為中弖 

月旦法學，293

期，頁 189-210 
 

20 2019-10 
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以競爭法規範

下之垂直封鎖為中弖 

公帄交易季刊，

27卷 4 期，頁

157-210 

邱敬淵、李

素華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5 

The Impact of Patent Linkage on Public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TAs 

and TPP Draft 

12th Asian Law 

Institute 

Conference, 

Law 2.0: New 

Challenges in 

Asia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2016-03 
Standard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Law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tandards, 

SEPs and 

Competition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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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05 

智慧財產侵害排除及預防請求權之法律地

位與競爭法規範-從德國 BGH之 Spundfass

及 Orange Book判決談貣 

台灣公帄交易法

學會 105年度第

一次學術研討會 

 

4 2017-04 
知識產權侵害之損害賠償-專利權人授與

獨占實施權後之損害賠償請求 

海峽兩岸創新驅

動發展與知識產

權保護論壇 

鄭州大學法

學院 

5 2018-09 我國專利間接侵權制度之現況與未來 

「智慧財產權與

法律風險」研討

會系列二 

中華民國法

律風險管理

學會、銘傳

大學法律學

院 

6 2018-07 

Security Rights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try Report: Republic of 

China 

XX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 

Fukuoka 

7 2019-02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 Linkage on 

Access to Medicin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SA and Asian Countries 

Conference on 

‚Patent Law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IP and 

the Public 

Domain‛ 

Nagoya 

University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04 

商標使用與視為侵害之理論與實務-商標

法第 70條第 2款之立法檢討，收錄於「商

標使用」規範之現在與未來（黃銘傑主

編），頁 169-218 

元照 

2 2015-11 

Patent Enforcement in Taiwan, Patent 

Enforcement Worldwide: Writings in 

Honour of Dieter Stauder (Christopher 

Heath eds.), 3rd edition , pp. 349-381 

Oxford: Hart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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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12 

藥品上市審查與專利連結制度之本旨與內

涵-從美國 Hatch-Waxman Act 談貣，收錄

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

4輯，頁 47-95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4 2017 

Infringer’s Profits and Deductible 

Expenses and Costs, Annotated Leading 

Patent Cases in Major Asian 

Jurisdictions(Kung-Chung Liu eds.) , 

Applied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the Law in Asia 

(ARCIALA)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5 2017 

Solving Challenge Resulting from 

Bifurcation System, Annotated Leading 

Patent Cases in Major Asian 

Jurisdiction (Kung-Chung Liu eds.), 

Applied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the Law in Asia 

(ARCIALA)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6 2018 

藥品專利侵權訴訟之現況與未來：從藥事

法專利連結專章談貣，收錄於「智慧財產

法院十週年紀念之智慧財產論文集」 

智慧財產法院 

7 2019 

Human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ir Interplay in Taiwan,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Jerome A. Cohen, William P. Alford, 

Chang-Fa Lo (eds.), pp. 559-577 

Springer Singapore 

8 forthcoming 
Security Righ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9 forthcoming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Patent 

Linkage on Access to Medicine: Some 

Asian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of Asian Trade Deals and IP, 

Kung-Chung Liu and Julien Chaisse 

(eds.)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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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08/01-2016/07/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專利權權利範圍界定

與侵害認定之研究與

檢討 

擔任主持人 

2 2015/02/01-2015/12/31 衛福部 

自由化法規鬆綁落實

藥品智慧財產保護之

法規修訂 

擔任主持人 

3 2016/01/01-2016/09/30 衛福部 

藥品專利及生體相等

性詴驗相關資料庫建

置計畫 

擔任主持人 

4 2016/05/01-2016/12/31 衛福部 

各國醫學工程相關技

術人員規範研究暨我

國管理之適用分析 

擔任主持人 

5 2016/08/01-2018/07/31 
科技部(原國

科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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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6 2017/05/01-2017/12/31 
公帄交易委員

會 

106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

經濟效果之研究」 

擔任共同主持人 

7 
2017/08/01- 

2017/12/31 
衛福部 

藥事法建置專利連結

制度相關子法規研擬 
擔任主持人 

8 
2018/01/01- 

2018/12/31 

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107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TIPA） 
擔任共同主持人 

9 
2018/05/01- 

2018/12/31 
衛福部 

藥事法專利連結配套

法規之研究計畫 
擔任主持人 

10 
2019/01/01- 

2019/12/31 

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108 年度智慧財產專業

人員培訓計畫（TIPA） 
擔任共同主持人 

11 
2018/08/01- 

2020/07/31 
科技部 

我國專利法進步性判

斷之研究與檢討 
擔任主持人 

 

專任副教授：陳瑋佑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程序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1 
國際民事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以財產所在地審

判籍為例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93期，頁

13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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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11 

民事訴訟上瑝事人之真實完全義務與事案解明協

力義務的關係－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95條第 1項

之解釋論的初步反省 

台灣法學雜誌，

第283期，頁9-25 
 

3 2016-01 
Peter A. Windel（著）、陳瑋佑（譯），舉證責

任─基本原則與其基於消費者法上之作用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48 期，頁

184-194 

 

4 2016-07 
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評最高法院一〇四年

第三次民庭決議（一）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肯定說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54 期，頁

38-61 

 

5 2017-06 論德國民事訴訟法上之律師強制代理制度 

中原財經法學，

第 38 期，頁

275-370 

 

6 2017-08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第二審之瑝事人追加－評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 72號民事裁定 

台灣法學雜誌，

第325期，頁1-22 
 

7 2017-09 
Peter A. Windel（著）、陳瑋佑（譯），我們是

否需要商事審判權？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68 期，頁

169-179 

 

8 2017-11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於民事司法上之適用與證明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 卷特刊，頁

1203-1255 

 

9 2017-12 
民事訴訟上事證開示與秘密保護之比較研究－以

專利侵權事件為例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4 期，

頁 137-216 

 

10 2017-12 
民事法上之說明義務及其違反之舉證責任：以雷曼

連動債紛爭為例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 卷第 4期，

頁 1741-1817 

 

11 2018-02 
論載貨證券背面之管轄條款－評最高法院 105年度

台上字第 105號民事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

第337期，頁1-26 
 

12 2018-03 
適時審判請求權於民事程序上之侵害與救濟－詴

論民事法院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 

中研院法學期

刊，第 22期，頁

143-202 

 

13 2018-08 
法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與辯論主義之第一命題－

評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54 號民事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

第349期，頁1-20 
 

14 2018-11 2017年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7 卷特刊，頁

179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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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8-12 

法院對於國際商事仲裁之協力與監督－以我國與

模範法、德國、法國及瑞士國際仲裁規範之比較為

中弖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8 期，

頁 253-332 

 

16 2018-12 

國際商事仲裁協議於妨訴抗辯審理程序上之有效

性審查－評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 1353 號、

第 1354 號民事裁定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57 期，頁

143-162 

 

17 2019-03  
民事訴訟上第三人參與制度之比較研究：詴論「獨

立第三人反訴」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8 卷第 1期，

頁 55-112  

 

18 2019-06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被保全權利及其釋明─以最高

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 362 號民事裁定為例 

台灣法學雜誌，

第 370 期，頁

27-40 

 

19 2019-09 
國際家事管轄法之比較研究─以未成年子女親權

事件為中弖 

中研院法學期

刊，第 25期，頁

205-284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7  
既判力之客觀範圍─論訴訟標的概念作為判準的

意義與侷限 

民事訴訟法研究

會第 125次研討

會  

 

2 2018-01 論民事訴訟上之獨立第三人反訴 

民事訴訟法研究

會第 135次研討

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06 

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materiellen 

Rechtskraft – Eine kritische Studie zum 

Streitgegenstandsbegriff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12/21- 

2016/12/20 
司法院 

民事訴訟事實審之律師強

制代理 
擔任共同主持人  

2 
2016/01/01- 

2016/12/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契約法上之說明義務及其

違反之舉證責任─以金融

商品交易為中弖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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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08/01- 

2017/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國際仲裁之規範與解釋  擔任主持人  

4 
2017/01/01- 

2017/12/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應用法律史知識開發法律

實務上適用原住民族習慣

之概念工具─原住民族傳

統習慣於民事司法上之調

查與適用 

擔任主持人 

5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國際家事管轄權之規範與

解釋 
擔任主持人 

6 
2019/08/01 – 

2020/07/31 

科技部(原國科

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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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專任助理教授：陳韻如 
學歷：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法律史（東亞/美國）、批判法學、美國法學思潮、法律全球化、家庭

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8-12 
《淡新檔案》中姦拐案件：法律傳統的重新

檢視(THCI Core期刊) 

臺灣史研究，第

25卷第 4期，

頁 21-73 

 

2 2019-03 

Family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Oriental 

Empire: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its 

Discours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TSSCI) 

NTU Law 

Review, 

14:01, 

pp.1-51 

 

3 forthcoming 

〈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

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

事〉 (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 
 

4 forthcoming 
Family Law in Taiwa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urrent Issues (TSSCI) 
NTU Law Review 

Sieh-chuen 

Huang(黃詵

淳)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7-06 
「家庭法例外主義」的歷史反思：釋義學、

全球化與民族主義 

第十一屆基法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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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05 
作為世界成員的台灣：一個 1920 年代法律人

的民族敘事與法律論述 

「世界史脈絡

下的台灣」學術

研討會 

台灣歷史學

會&國立台

北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

究所 

3 2019-05 
積極別居的「（去）權利」史：以最高法院

遷臺舊檔為中弖的初步考察 

「東亞法繼受

的歷史與課題」

學術研討會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8/12/01-2020/11/30 
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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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計畫主持人(MOST 

107-2410-H-002 -254 

-MY2) 

 

專任助理教授：蘇慧婕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國家學、憲法理論、基本權理論、言論自由、轉型正義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 從諷刺言論談言論管制的司法審查難題 

《台灣法學雜

誌》，第 264期，

頁 26-28 

 

2 2016 
第三帝國陰影下的言論自由保障：論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在極右派言論案件中的立場演變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5卷第 2

期，頁 395-453 

 

3 2016 
歐盟被遺忘權的概念發展── 以歐盟法院

Google Spain v. AEPD判決分析為中弖 

《憲政時代》，第

41 卷第 4期，頁

273-317 

 

4 2018 2017年臺灣法律發展回顧：憲法 

《臺大法學論

叢》，47卷特刊，

頁 1677-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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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 
假訊息管制與資訊揭露義務──以選罷法、公投

法及其修正草案為中弖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92期，

頁 42-59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7 
世俗國家與公立學校教師的信仰自由──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 2015年頭巾判決的分析 

第二屆法律與宗教

研討會 

東吳大學法

學院法律與

宗教研究中

弖 

2 2015-09 
Discriminatory Place Restrictions and Free 

Speech 

Critical Legal 

Conference 2015 

University 

of 

Wroclaw, 

Wroclaw 

(Poland) 

3  2015-10 
網路時代中的寬恕與救贖：歐盟被遺忘權的概念

發展 

數位資訊時代與基

本權」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憲

法學會 

4 2015-11 
Thomas Scanlon 的彌爾式原則和瑝代言論自由理

論 

2015 認知與社

會：瑝代歐美社會

重要哲學議題研討

會 

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5  2015-12 
公民動口不動手？論普通法院對政治性表意行為

的保障 

第十屆「憲法解釋

之理論與實務」學

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

所 

6  2016-09 
行政機關主動提供食孜資訊行為的合憲性─德國

聯邦食品法第 40條第 1a項的資訊行政觀點分析 

第二屆歐美食品孜

全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7 2017-10 

史實的規範效力?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否認尤太滅

絕判決和歐洲人權法院 Perinçek v. 

Switzerland 判決的分析與比較 

德國統一前轉型正

義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8 2017-12 
否認猶太滅絕的仇恨言論分析--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奧許維茲謊言判決再探 

司法院大法官 106

年度學術研討會--

憲法解釋與憲法上

未來列舉之權利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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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8-10 

Die ‚Bedeutung‛ des Versammlungsortes: 

Kritisches Nachdenken über einen übersehenen 

Rechtsbegriff 

The 7th 

German-Taiwanese 

Colloquium: 

Legal 

Comparison – 

Language – Legal 

Dogmatics 

University 

Göttingen 

(Germany) 

10 2018-11 
Free Speech, Legal Integr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State Neutrality 

Radboud 

University – 

HKU – NTU Joint 

Confer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 

（譯）Otegi Mondragon v. Spain（侮辱西班牙國

王案），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於 2011/3/15 之裁

判，收錄於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四），頁

252-264 

台北：司法院 

2 2015 

（譯）Centro Europa 7 v. Italy（遲未分配頻道

致使廣電執照無用案），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於

2012/6/7之裁判，收錄於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四），頁 616-634 

台北：司法院 

3 2015 

Grundrechte und Auslegung von 

Gemeinwohlklauseln, in: Werner Heun and 

Chrinstian Starck (ed.), Grundrechte,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als Grundlage des 

Verwaltungsrechts, pp.53-72 

Baden-Baden: Nomos 

4 2016 

言論管制的中立性——美國雙軌理論和德國一般

法律理論的言語行為觀點分析〉，刊載於：李建良

(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頁

201-269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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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 

From Suppression to Re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Open and Plural Society of Taiwan --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s Role in This Progress, 

in: Cohen, Jerome A., Alford, William P., Lo, 

Chang-Fa (Eds.),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pp. 

383-401 

Springer 

6 2019 

Die ‚Bedeutung‛ des Versammlungsortes: 

Kritisches Nachdenken über einen übersehenen 

Rechtsbegriff, in: Frank 

Schorkopf und Christian 

Starck, Rechtsvergleich, Sprache, 

Rechtsdogmatik, pp.59-73 

Baden-Baden: Nomos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5 科技部 
表意地點的管制：空間政治

觀點的分析 
MOST 104-2410-H-001-029- 

2 2016 科技部 

社會場域中的宗教象徵－

－從國家世俗性論歐洲的

伊斯蘭頭飾禁令 

MOST 105-2410-H-001-025- 

3 2017 科技部 
錯誤宣稱或仇恨言論？－

－論否認屠殺罪的證成 
106-2410-H-002-219-MY2 

4 2019 科技部 溝通自由的數位面向 108-2410-H-002-145-MY2 

 

專任助理教授：顏佑紘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契約法、侵權責任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9 
德國民法第 280條第 1項第 2句推定可歸責

之射程範圍（譯著） 
  

2 2019 買受人之拒絕受領權   

3 2019-05 
懸賞廣告契約之研究－以行政機關懸賞檢舉

不法行為其審判權歸屬衝突之處理為中弖 

月旦裁判時

報，第 83期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

位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26835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26835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8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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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從不完全給付與商品自傷談契約與侵權責任

之關係 
  

2 2019 特別休假權之概念：從民法的角度出發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

專書國際書碼（或出版

商登記字號） 

1 2017 

Vertrags- und Deliktshaftung in 

Deutschland und Taiwan － Ein 

Rechtsvergleich －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8/04/01-2018/10/31 
陸委會委託研

究計畫 

中國大陸民法總則生效

實施後之發展及對我國

人之影響 

擔任協同主持人 

2 2018/04/01-2019/03/31 
科技部專題計

畫 

 從商品自傷論契約與

侵權責任之關係 
擔任主持人 

 

專任助理教授：楊岳帄 
學歷：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金融監理、公司治理、資本市場法制、國際經貿法、法律經濟分析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6 

Envisaging an East Asian Mod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 Developmental 

State Perspective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A 

Liber Amicorum 

in Honour of 

Professor 

Herbert 

Han-Pao Ma, 

pp.44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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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Is Moderation the Highest Virtu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Middle Way of 

Control Transaction Regimes 

41(2)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pp. 393-460 

co-authored 

with 

Pin-Hsien 

Lee, first 

author 

3 2017 
Haste Makes Waste: WTO,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Financial Experiments 

34(4)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pp. 854-913 

 

4 2018 
公營事業部分民營化後公股股權之管理──

論政府股東於民營化事業的公司治理角色 

財產法暨經濟

法，第 51期，

頁 113-164 

 

5 2018 

State Capitalism, State-Owned Banks, and 

WTO's Subsidy Regime: Proposing an 

Institution Theory 

54(2)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117-158 

co-authored 

with 

Pin-Hsien 

Lee, first 

author 

6 2018 
The Evolving Prudential Except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13(2)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pp. 

395-441 

 

7 2018 評析公司法修正對股東行動主義的影響 
裁判時報，第 76

期，頁 63-71 
 

8 2018 
首次代幣發行與證券監理法制──以臺灣證

券交易法下「證券」的定義為中弖 

月旦財經法雜

誌，第 43期，

頁 135-164 

 

9 2018 

RegTech and the New Era of Financial 

Regulators: Envisaging Mor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Models of 

Financial Regulators 

2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pp. 354-404 

co-authored 

with 

Cheng-Yun 

Tsang, 

first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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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9 

新公司法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過去與未來──

我國法下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立法架構與法

院實務 

中正財經法

學，第 18 卷第 1

期，頁 43-92 

 

11 2019 
財經法與公法的交錯與對話──司法院釋字

第 770號解釋開啟的契機 

裁判時報，第 80

期，頁 73-94 

與李劍非合

著，第一作者 

12 2019 

Crouching Tigers and Hidden Dragons on 

the Great Wall Street: Decod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28(1)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pp. 1-63 

 

13 2019 

The Cloud for Dragons and the Wind for 

Tigers: Bank Governance Reform in China 

and an Executive-Based Proposal 

24(2) Stanford 

Journal of 

Law, Business 

and Finance, 

pp. 47-102 

 

14 2019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A Curse or 

a Bless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10(3) William 

& Mary 

Business Law 

Review, pp. 

667-735 

 

15 2019 
論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以獨立

董事與提名委員會為中弖 

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第 48

卷第 2期，頁

683-750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

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

記字號） 

    

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8/05/01-2019/04/30 
科技部新進人

員研究計畫 

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

之金融監理法制研究 
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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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08/01-2021/07/31 
科技部新進人

員研究計畫 

我國產金分離政策之

檢討──以關係人授

信法制為核弖 

擔任主持人 

 

專任助理教授：蘇凱帄 
學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事訴訟法、證據法、比較法學、刑事司法政策之理論研究與量化實

證分析 

A.期刊論文 

編

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06 

檢訊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與「合法調查」：以最高

法院 102年度第 13次刑事

庭會議決議（一）對實務

操作傳聞法則之影響為中

弖 

月旦法學雜誌，253 期  

2 2016-09 

再訪法實證研究概念與價

值：以簡單量化方法研究

我國減刑政策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45卷 3期 
 

3 2016-10 

權利或鐐銬？論刑事被告

於強制辯護案件審判中之

自行辯護權──兼評最高

法院一〇四年度台上字第

三一五號等刑事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257 期  

4 2017-12 

居於憲法訴訟權核弖的冤

罪防抑──評釋字第 752

號解釋 

月旦裁判時報，66 期  

5 2017 

Criminal Court Reform in 

Taiwan: A Case of 

Fragmented Reform in a 

Not-Fragmented Court 

System 

2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3 

 

6 2018-06 

憲法權利的交鋒：言論自

由與刑事法庭程序之公開

播送 

月旦刑事法評論，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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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07 

以「高風險複雜系統理論」

探討刑事司法系統中的

「不可避免錯誤」：以冤

案與死刑案件為中弖 

月旦法學雜誌，278 期  

8 2018 

Why the State Stops to 

Kill: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aiwan 

23 Berkele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festschrift 

issue) 

 

9 2019-06 

「顯有不可信」或「較可

信之特別情況」？論刑事

訴訟法第 159條之 2的基

礎法理與運用──評最高

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3123 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84 期  

10 2019-09 

自白與補強證據之證明力

成反比？──評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4321號

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87 期  

12 2019-11 

法律數據分析的意義、理

論與應用──以探索刑事

法院對證據的裁量與評價

為例 

月旦法學雜誌，294 期  

13 2019-11 

臺灣法律科技發展的最前

沿──記首屆「法律科技

黑克松」競賽實況暨法科

產業應用與發展分析 

月旦裁判時報，89 期  

14 2019-11 

2018 年刑事程序法回顧：

刑事被告憲法上防禦權的

新篇章 

臺大法學論叢 NTU Law 

Journal，第 48卷特刊 
 

B.學術研討會論文 

編

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1 2015-05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 How Public 

Opinion Has Influenced 

Prosecutors and Judg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Fourth Annual 

Western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chool of 

Law(UCLA Law)– Los 

Angeles,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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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05 

The Two-Way Influences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Unexpected Social-Legal 

Transformations 

Resulted from Taiwan’s 

2007 Commutation Policy 

The Second 

Conference for 

Junior Researchers 

On Law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Stanford Law School – 

Stanford, CA, USA 

3 2015-05 

Great Crime Decline in 

Taiwan and the U.S. : An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estin Seattle - 

Seattle, WA, USA 

4 2015-10 

Why Do We Let the 

Punishment Tail Wag the 

Conviction Dog?—A New 

Approach 

The 3rd Annual TAU 

Workshop for Junior 

Scholars in Law 

Tel-Aviv University - 

Tel Aviv, Israel 

5 2016-06 

Why Do We Let the 

Punishment Tail Wag the 

Conviction Dog?—A New 

Approach to Study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and the U.S. 

Queen Mary 

Postgraduate Leg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mbracing New 

Approache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United Kingdom 

6 2017-10 

刑事司法系統運作下的

「不可避免錯誤」：以死

刑案件為中弖 

「判生或判死？— 

2017 臺灣死刑判決研

討會」 

 

7 2017-10 

Complex Systems and 

Criminal Court Reform: 

An Example of Taiwan’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2017 Conference on 

Current Legal Issu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C Berkeley Law 

Faculty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Faculty –Taipei, 

Taiwan 

8 2017-12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Rule of Law: Using 

Complexity Approaches 

for Analyzing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Complexity,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ule of 

Law Conference 

John Felice Rome 

Center Campus of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chool of 

Law –Rome,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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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12 

Politic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Taiwan 

 2017 Asian Law and 

Society Confer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10 2018-03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aiwan 

The Berkele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Symposium Honoring 

Professor Franklin 

E.Zimring 

UC Berkeley School of 

Law-Berkeley, CA, USA 

11 2018-04 

傳聞證據的價值與缺陷：

以刑事司法系統運作的複

雜性為研究卺徑 

春風煦日論壇 2018 學

術研討會—刑事法與

憲法的對話 

 

12 2018-06 

The More, The Better? 

Applying Complexity 

Theory to Judicial 

Reform Evaluation: A 

Focus on Lay 

Participation Proposals 

in Taiwan 

2018 Annual Meeting 

on Law and Society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Canada 

13 2018-09 

法律數據分析與刑事證

據：概念的建立、學習與

運用 

第二屆兩岸刑事法論

壇 
 

14 2018-10 

Why the Era of Capital 

Punishment is Not 

End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iwan's 

Moratorium and 

Resump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2018 Comparative 

Legal Issues: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hird 

Symposiu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Berkeley 

Law) 

 Berkeley, CA, U.S.A 

15 2018-10 

刑事訴訟構造與人民憲法

權利──以「裝配線司法」

的理論與實證為中弖 

「刑事訴訟金字塔化

之挑戰」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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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9-02 

The Law of Evid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iminal Court Practice 

in Taiwan and China 

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Legal 

Issues :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Hong Kong 

17 2019-06 

Evidence Law and Human 

Rights : How Common Law 

Evidential Traditions 

Have Influenced Legal 

Policies and Practice in 

Taiwan and China 

6th Asian Law 

Institute (ASLI) 

Confer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ingapore 

18 2019-10 

The Rise of a New Species 

of Legal Professional in 

the AI Era: What Legal 

Analysts Are and What 

Takes to Train Them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SS 

on AI for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9 2019-12 

Technology and Law: 

Digital Evidence 

Sharing, Security, and 

Verific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Symposium 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Law 

University of 

Hamburg-Germany 

C.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

號 
發表年月 專書論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書碼（或出

版商登記字號） 

1 2019 

〈一個寬廣的法實證研究

定義〉，收錄於《中國法

律評論》，程金華、張永

健編，第四章 

 

2 2019 

〈敘述統計〉，收錄於《中

國法律評論》，程金華、

張永健編，第十四章 

 

3 2019 

(譯)〈釋字 636〉，收錄於

《2020 Leading Cases of 

the Taiwan 

Constitutional Court, 

Volume II》，司法院編。 

 

4 2019 

(譯)〈釋字 384〉，收錄於

《2020 Leading Cases of 

the Taiwan 

Constitutional Court, 

Volume II》，司法院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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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師計畫及其他 

編

號 
計畫期間 

計畫類

別 
計畫名稱 備註 

1 2017/01/26-2017/07/25 

司法院

委託專

題研究

案計畫 

法庭活動直

（轉）播評

估研究計畫 

擔任共同主持人 

2 2017/04/01-2019/03/31 

科技部

專題研

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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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3 2017/11/22-2018/07/21 

司法院

委託專

題研究

案計畫 

建構我國定

應執行刑合

理標準先期

研究計畫 

擔任共同主持人 

4 2018/08/10-2019/02/28 

司法院

委託專

題研究

案計畫 

鑑定人揭露

事項 
擔任共同主持人 

5 2019/08/01-2020/07/31 

科技部

專題研

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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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主持人 

6 2019-2022 

教育部

人文社

會與科

技前瞻

人才培

育計畫

(UFO) 

資訊科技時

代的司法弖

理學課群計

畫 

擔任共同主持人 

 

 

 



466 

附件 2-2  近 5 年發表具影響力之學術論文/專書論

著/展演/專利情形一覽表 

 

此表格所列「具影響力」之文章，以期刊論文為例，本院之評斷標準主要為：於

TSSCI、SSCI之學術期刊發表之論文以及以外文發表之論文。其他具影響力期刊論

文之評斷方式，若院內教師自認其經「審查後」刊登於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

足具影響力，亦可列入。專書部分，因本院教師皆為於國內各項法領域深具影響

力之領頭者，故認本院教師出版之專書無論以中外文書寫皆具影響力；專書論文

則限於國外出版才列入。 

 

教授兼院長：陳聰富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比較契約法、比較侵權行為法、醫療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12 建物瑕疵之侵權責任：商品自傷的損害賠償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43 期，頁

61-122 

 

2 2017-03 
論過失侵害利益之侵權責任：區別權利侵害與利

益侵害的困境與突破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卷 1期，

頁 135-200 

 

3 2019-09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之出賣人義務與違約責

任：與臺灣民法之比較研究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8卷 3期，

頁 1081-1145 

 

4 2020-01 醫療契約法典化之研究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9 卷第 1期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12 契約自由與誠信原則，375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357&pno=5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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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Remedies for Non-Performance of Contract in 

the Taiwan Civil Cod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indy Chen-Wishart, 

Alexander Loke, and Burton Ong eds.,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301-324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3 2018-09 侵權行為法原理（第二版），618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4 2019-01 侵權責任主體與客體，424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5 2019-09 民法總則（第三版），488頁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專任教授：葉俊榮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 

專業領域：環境法；憲法；美國憲法；憲法變遷專題研究；行政法；行政法案例

演習；管制理論專題研究；永續發展專題研究；英美侵權行為法；法律經濟分析；

憲法法院與解釋專題專題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 
Marching towards Civil 

Constitutionalism(SSCI) 

45(1) Hong Kong 

Law Journal, 

pp. 315-329 

 

2 2016-03 
探尋隱私權的空間意涵：大法官對基本權利的脈

絡論證(TSSCI) 

中央研究院法學

期刊，第 18 期，

頁 1-40 

 

3 2016-11 2015年憲法發展回顧(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5 卷特刊，頁

1423-1454 

 

4 2018-09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Law: Taiwan’s 

Perspective(TSSCI) 

13(2)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49-182 

(2018.)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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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Court-ordered Apology: The Function of 

Cou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Law, in Jiunn-rong Yeh ed,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21-38 

V&R 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 2015 氣候變遷治理與法律 台大出版中弖 

3 2015-11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V&R Academic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4 2015-12 

Evolv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 

Conteste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Case 

of Taiwan, in Andrew Hardin & Mark Sidel eds.,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sian 

Constitutional Systems, 39-57 

Hart Publishing 

5 2016-04 
CONSTITUTION OF TAIWAN: A CONTEXTUAL 

ANALYSIS 
Hart Publishing 

6 2016-11 

Judicial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Judicial 

Adjudic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Courts,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Chang-fa Lo, 

Nigel N.T. Li & Tsai-yu Lin eds.), pp. 47-73 

Singapore: Springer 

7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uman Right 

Institutions in Asia, in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MULTI-LAYERE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Pacific Law Institute ed.), 

pp. 635-649. 

Seoul,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 

8 2016-03 

Politicization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Henning Glaser ed.,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 Function, Impact, and 

Challenges. 

NOMOS ISBN:38487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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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03 

Marching towards Civic Constitutionalism 

with Sunflowers, in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TAIWAN SUNFLOWER AND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S (Brian Christopher Jones ed.), pp. 

49-61.(reviewed contrubution) 

London: Routledge 

10 2017-12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s in Asia, in NEW 

DEVELOPMENTS IN CONSTITU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ANDRAS SAJO (Iulia Notoc,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 Krzysztof Wojtyczek 

eds.), pp. 21-40. 

Hague, The Netherlands: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Wen-Chen Chang & 

Jiunn-rong Yeh合著) 

11 2017 

 Experimenting with Independent Commissions 

in a New Democracy with a Civil Law Tradition: 

The case of Taiwan, in Susan Rose-Ackerman, 

Peter Lindseth and Blake Emerson eds.,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2nd ed., 

pp.198-217 (reviewed contrubu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2 2018 

An Evolving Court with Changing Functions: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in Taiwan, in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bert H. Y. Chen 

& Andrew Harding eds.), pp.110-140. 

(reviewed con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iunn-rong 

Yeh and Wen-Chen Chang 合著) 

13 2018 

 Independence by Law or by Practice? 

Taiwan’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Central Bank, in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LAW,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NEUTRALITY (Bogdan Iancu & 

Elena Simina Tănăsescu eds.), pp. 134-154. 

(reviewed contribution) 

Routledge 

Publishing(Jiunn-rong Yeh 

and Wen-Chen Chang 合著) 

14 2018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in 

East Asia, in Tun-jen Cheng and Yun-han Chu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pp225-248.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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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王泰升 
學歷：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 

專業領域：臺灣法律史、華人法律傳統、法律與社會之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3 論台灣社會上習慣的國家法化(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4 卷第 1期，

頁 1-69 

 

2 2015-12 
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領

域與法文化(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4 卷第 4期，

頁 1639-1704 

 

3 2016-04 
Translation, Codific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Foreign Laws in Taiwa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5, 74No. 

2, pp. 307-329 

 

4 2018-09 

Die Rezeption des kontinental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Taiwan und die 

Eigenständigkeit des taiwanischen 

Zivilrechts 

Journal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Rg 26 

(2018), 1-20 

Tay-sheng 

Wang 著, 

Shu-Ru Wu、

Ian 

Hillesheim

譯 

5 2019 再論臺灣法律史：對評論人的回應(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特刊 
 

6 2019 臺灣法律史的提出及學科化(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特刊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 

Legal Refor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aw, paperback edition, 329 p.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 2015-06 
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

繼受」，計 431頁 

台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臺大出版中弖 

3 2016-08 

〈論清朝地方衙門審案機制的運作：以《淡新檔

案》為中弖〉，載於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十

七），頁 267-310 

台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與曾文亮、吳俊瑩合著，第

一作者） 

4 2016 
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及法律史研究方

法 

增訂三版，五南出版社 

（與薛化元、黃世杰合編著） 

5 2016-06 台湾法入門（日文） 
京都：法律文化社 

（與蔡秀卿合編） 

6 2017-10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

版，計 205 頁 
台北：臺大出版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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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01 

〈臺灣法學發展史及其省思〉，載於簡資修主編，

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研究與方法，上冊，

頁 45-169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8 2019 
〈導論〉，載於王泰升主編，台灣史論叢法律篇：

多元法律在地匯合，台北：臺大出版中弖，頁 1-27 
台北：臺大出版中弖 

 

 

專任教授：李茂生 
學歷：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少年事件處理法、監獄學、刑事政策學、犯罪

學、刑罰學專題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9 應報、死刑與嚴罰的弖理 
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 17 期 
 

2 2015-11 2014年刑事法發展回顧：刑法謙抑性的再檢視 
臺大法學論叢 44

卷特刊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8 

Recent Bullying Trends in Japanese Schools: 

Why Methods of Control Fail.  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 Discipline,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ntrol(Edited by 

Jo Deakin, Emmeline Taylor and Aaron Kupchi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 2018 
少事法論文集 ─ 一部以贖罪弖理與道德決斷形

圕出來的法律 
新學林 

 

專任教授：林明鏘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行政法、警察法、公務員法、工程法、動物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11 2014年行政法發展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第44:特刊

期，頁 1439-147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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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12 
行政私法與雙階理論之檢討：從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 10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決議談貣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12 期，頁

數未定。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

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 

Funktion und Gefahren des 

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s, 

in: Grundrechte,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als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Nomos(ISBN 978-3-8487-2151-1) 

2 2016 臺灣動物法 新學林 

3 2018 都更法學研究 新學林 

4 2019 德國新行政法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專任教授：王文孙 
學歷：美國史丹福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企業組織法（含公司法）、 金融法（含銀行法及證券法) 、商業交易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7 
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2018-10 公司法論 元照出版 

3 2018-10 商事法 
元照出版 

（與林國全等四位作者合著） 

4 2019-03 金融法 
元照出版 

（與林仁光等十二位作者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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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05 探索商業智慧－－契約與組織 元照出版 

 

專任教授：顏厥孜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法理學、憲政理論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5-09 
不再修補殺人機器—評論許家馨與謝煜偉教授

有關死刑之文章 

中研院法學期刊

17 期，頁

335-368 

 

2 forthcoming 

Cultural Reality, Value-Serving, and 

Internal Reasons—Some Remarks on Gustav 

Radbruch's Concept of Law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01 
Hans Kelsen 的民主理論—兼論民主理論與法理

學在東亞的可能關係 

漢斯˙凱爾森與東亞法文明研

討會 

 

專任教授：蔡茂寅 
學歷：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行政法、社會保障法、財政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7-11 2016年行政法實務發展評析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46 卷

特刊，頁

1367-1396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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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任教授：陳自強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財產法、商事契約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4 契約錯誤之比較法考察 
東吳法律學報 26

卷 4期，頁 1-56 
 

2 2015-06 
契約錯誤法律發展之一瞥：從羅馬法到二十世紀

初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4卷 2

期，頁 457-531 

 

3 2018-03 轉用物訴權論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 105 期，頁

57-132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9 契約錯誤法則之基本理論─契約法之現代化 IV 新學林 

2 2015-09 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契約法講義 III 元照 

3 2018-09 契約之內容與消滅─契約法講義 II(四版) 元照 

4 2018-10 契約之成立與生效─契約法講義 I(四版) 元照 

5 2018-10 契約責任與契約解消─契約法講義 IV(二版) 元照 

6 2018-11 多角關係請求權人之確定─契約法講義 V 新學林 

 
專任教授：黃銘傑 
學歷：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智慧財產法、競爭法、公司法、公司治理、企業金融法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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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11 2014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4卷特

刊期，頁

1567-1596 

 

2 2017-04 
公帄交易法結合管制之問題點與盲點─以結合類

型與實體規範要件為中弖 

公帄交易季刊

25:2 期，頁

29-54 

 

3 2019-04 公帄交易法第 20條廢止之詴論 
公帄交易季刊 27

卷 2期，頁 1-41 
 

4 2019-07 
維持轉售價格之規範理念與革新之道─以經濟分

析及我國法制變革為中弖 

公帄交易季刊 27

卷 3期，頁 41-84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5 
股東會之戰國時代－合縱連橫下股東會法制應有

自處之道（與曾宛如教授合著） 

元照 

（與曾宛如教授合著） 

 

專任教授：陳忠五 
學歷：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契約法、民事責任法、消費者保護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11 2015年民事法發展回顧 

國立台灣大學法

律論叢 45卷特

刊期，頁

1493-1566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專任教授：曾宛如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票據法、國際私法、英國金融服務法規 

A.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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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8-06 

公司內部意思形成之欠缺或瑕疵對公司外部行為

效力之影響：兼論董事（長）與經理人之代表權

與代理權 

台大法學論叢 47

卷第 2期，頁

707-759 

 

2 2018-08 台湾に於ける卺締役候補氏名制度 

早稲田大学法務

研究論叢，3号，

頁 173-193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5 
股東會之戰國時代：合縱連橫下股東會法制應有

自處之道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2 2017 公司法制基礎理論之再建構（三版）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3 2019 

Investor Protection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in ‚Global Securities Litigation and 

Enforcement‛ (Martin Gelter, et al, eds.), 

pp. 1025-10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專任教授：姜皇池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London) 「瑪莉皇后學院」 (Queen Mary 

& Westfield College) 國際法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國際組織法，國際海洋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8-03 論菲律賓的條約界限海域主張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7；1

期，頁 125-200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8-04 國際海洋法（修訂二版） 新學林 

 
 
專任教授：許士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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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程序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11 
2015年民事訴訟法發展回顧:民事及家事裁判之

新發展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

特刊期，頁

1567-1614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10 民事及家事程序之新建構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4980 

2 2017-09 強制執行法(二版)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7172 

3 2017-12 執行力客觀範圍擴張論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7646 

4 2019-01 家事事件法論 
台灣：新學林出版公司 ISBN：

9789862959251 

 
專任教授：李建良 
學歷：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行政法、環境保護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 論行政處分撤銷與廢止之除斥期間 

《政大法學評

論》，第 144 期，

頁 315-378 

 

 2016 

道路交通違規舉發通知單之法律性賥、生效與效

力—行政處分概念、生效、效力與行政訴訟之關

聯課題 

《興大法學》，

第 18期，頁 1-60 

 

 2017 

Pfadabhängigkeit oder Pfadkreation für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vertragsrecht in 

Taiwan? Ein deutsch-taiwanesischer 

Vergleich mit methodologischer Reflexion 

VerwArch, 4, 

pp.489-518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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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Rechtsvergleichung im Verwaltungsrecht 

 2018 法學方法與基本權解釋方法導論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第 30

卷第 2期，頁

1-41 

 

 2019 

Intera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 and Effective Judici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EIAs: A Comparison of Taiwan and 

German Law 

The Taiwan Law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Environmental 

Law, pp.5-28 

 

 2019 

Verfahrensrecht und Rechtsschutz im 

Wandel – dargestellt anhand der UVP im 

Rechtsvergleich 

VerwArch, 3, 

pp.336-387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währleistung der 

Privatautonomie auf Taiwan: Grundzüge anhand 

der Verfassungsrechtsprechung‛, editor(s): 

Marco Haase (Hrsg.), Privatautonomie – 

Aufgaben und Grenzen, pp. 107-124 

Germany: Nomos 

2 2015 

 ‚Das Verwaltungsverfahren als 

Ordnungsidee im kooperativen Staat unter dem 

Gesichtspunkt de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von 

Stadterneuerung und zugleich eine kritische 

Analyse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 Nr. 709 in 

Taiwan unter Vergleich mit Deutschland‛, 

editor(s): Ziekow、Lee (Hrsg.), Wandlungen im 

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 und Staat, pp. 

9-34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3 2015 
Wandlungen im 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 und 

Staat, 260 page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與

Jan Ziekow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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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論負擔契約、處分契約、附第三人效力之行政

契約—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466號

判決〉，李建良編，《2012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行政契約》，頁 137-182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5 2016 

〈導論：臺灣行政契約法的路徑依賴?－比較行政

法方法論的局部反思〉，李建良編，《2012 行政

管制與行政爭訟─行政契約之發展現況與前

景》，頁 1-61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6 2016 
《2012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行政契約之發展現

況與前景》，共 269頁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7 2017 

 ‚Rechtsrezeption und chinesische 

Sprache‛, editor(s): Karl-E. Hain, 

Wanderungen und Wandlungen des Rechts, pp. 

35-6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8 2017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兼從形式

帄等與實賥帄等的語辨闡析比較憲法學方法論的

諸課題〉，李建良編，《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

移植與深耕》，頁 1-104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9 2017 

行政程序法的秩序理念與思維理路—行政法體系

構成的方法論反思〉，李建良編，《人民與國家

關係的變遷》，頁 317-358 

台北：元照 

10 2017 《法文化成尌》，共 448頁 台北：元照 

11 2017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共 601

頁 
台北：新學林 

12 2017 《人民與國家關係的變遷》，共 226 頁 台北：元照 

13 2019 

‚Bedeutung der Rechtsdogmatik für die 

Rechtsvergleichung‛, editor(s): 

Schorkopf/Starck (Hrsg.), 

Rechtsvergleichung – Sprache – 

chtsdogmatik, pp. 19-39 

Germany: Nomos 

14 2019-10 

〈Separation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Public 

Prosecution: The Cornerstones of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Neil Chisholm編，《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Institutionalising 

Democracy and the Diffusion of Law (Routledge 

Law in Asia)》 

ISBN10 0415855292 

ISBN13 9780415855297（與

Yueh-Sheng Weng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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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林鈺雄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事訴訟法、刑事法實體程序綜合研討、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德文

刑事法學名著選讀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11 
2014年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從國際人權公約

內國法化的觀點出發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

特刊期，頁

1535-1566 

 

2 2016-11 
2015年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從國際人權公約

內國法化的觀點出發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

特刊期，頁

1649-1678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6 最高法院之法治國圖像（林鈺雄主編）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2 2019 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三） 台北：元照出版公司 

 
專任教授：林仁光 
學歷：美國杒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公司證券法、國際商事法、金融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03 

The Challeng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of 

Taiwan’s Investor Protection System—A 

Model to Learn or to Avoid 

NTU Law Review, 

Vol. 11, No. 1, 

pp. 129-217 

 

2 2016-11 2015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 

台大法學論叢，

45卷特刊，頁

1679-1725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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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01 

The Evolution of Non-Corporate Forms of 

Business in Taiwan--Introducing the LLP as an 

Alternative Business Form，收錄於「Research 

Handbook on Partnerships, LLCs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p447-470」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 2015-01 金融法(八版) 元照 

3 2016 Doing Business in Asia--Taiwan Thomson Reuters 

4 2016-10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Taiw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2019 

Andrew Jen-Guang Lin, in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in Asia: Principles, 

Perspectives and Reform (Eds. Louise 

Gullifer & Dora Neo) 

Hart Publishing, an imprint 

of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6 2019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Gordon 

Walker ed. 

Thomson Leuters 

 

專任教授：沈冠伶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仲裁法及裁判外紛爭處理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11 
2014年民事訴訟法裁判回顧─程序選擇權、非機

構仲裁與國際審判管轄權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

特刊期，頁

1473-1505 

 

2 2015-11 
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

權利為中弖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

特刊期，頁

1237-1326 

 

3 2017-11 
2016年民事程序法之實務發展：訴訟權保障之具

體實踐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

特刊期，頁

1425-1464 

 

B.專書及專書論文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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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9 

Mediation in Taiwan: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in: Esplugues Mota, 

Carlos, Marquis, Louis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ediation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711-736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 2015-10 

家事法院的角色與機能─家事事件法施行裁判回

顧與展望， 收錄於：葉俊榮主編，變遷中的東亞

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

能，頁 237-272。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3 2015-12 家事程序之新變革 台北：元照（臺大法學叢書） 

4 2017-09 民事醫療訴訟與紛爭處理 台北：元照（臺大法學叢書） 

 
專任教授：林彩瑜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WTO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衛生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 

Inter-Mingling TRIPS Obligations with an FET 

Standard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n 

Emerging Challenge for WTO Law? 

Journal of 

World Trade 

(SSCI 

Journal), 

Vol.50, No.1, 

pp.71-79 

 

 2017 

The Systemic Problems of Using a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o Handle Investment Disputes 

Relating to Matters Governed by Other 

Chapters under an FTA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Vol.10, No.1, 

pp.51-70 

 

 2017 

Concept Paper on the Creation of a Permanent 

‚Asia-Pacific Reg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 for State-to-State 

(Economy-to-Economy) Disputes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Vol.10, No.2, 

pp.32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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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Making It a Treaty Obligation: Enforcement of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 under the ARMO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Journal), 

Vol.13, No.1, 

pp.119-134 

 

 2018 

Draft ‚Rules of Procedure for Mediation 

Conducted und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 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hang-fa Lo and other 9 Professors.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Journal), 

Vol.13, No.1, 

pp.17-26 

 

 2018 

Draft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 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hang-fa Lo and other 9 Professors.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SSCI 

Journal), 

Vol.13, No.1, 

pp.5-16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6 

Facilitating Coherent Application of WTO Law 

within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Investment Regime as an Exam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0-313 

2 2016 

Will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FET Standards 

Matter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 The U.S. 

and China Investment Treaty Practice as 

Examples 

Springer 



484 

3 2016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Governance: 

Essays In Honour of Mitsuo Matsushita, Julien 

Chaisse & Tsai-yu Lin (eds.) (in English), 

587 p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2016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A Liber 

Amicorum in Honor of Professor Herbert H.P. 

Ma, Chang-fa Lo, Nigel Li & Tsai-yu Lin (eds.) 

(in English), 610 pages 

Springer 

5 2017 
Enhancing Labour Protection through TPP 

Labour and Investment Chapters 
Springer 

6 2018 

Tobacco investment and Human Rights: A 

Challenge for Taiwan's ICESCR Implementation 

in It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Springer 

 

專任教授：張文貞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國際人權法、行政法、環境法、法律與社會分析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5 

Peaceful but ‚Illegal‛ Assemblies? – 

Comparisons between Taiwan’s Constit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SSCI)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45, 

Part 1, pp. 

295-313.  

 

2 2016-11 2015年行政法發展回顧 

《台大法學論

叢》，45卷特刊，

頁 1455-1491 

 

3 2017-01 
Book Review: Po Jen Yap,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in Common Law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SSCI)Vol.15, 

No.1, 

pp.264-268.  

 

4 2017-11 2016年憲法發展回顧 

《台大法學論

叢》，46卷特刊，

頁 1131-1365 

 

5 2019-01 
Asian excep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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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Afterword to the foreword by Doreen 

Lustig and J.H.H. Weiler 

Constitutional 

Law,  pp.31-39  

6 2019-04 

Back into the Political? – Rethinking 

Judicial, Legal, and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pp.453-460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1 

Conclus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Asian Courts, i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Jiunn-Rong Yeh & Wen-Chen Chang eds.), pp. 

566-5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2015-01 

Introductio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Tradition, Transi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Jiunn-Rong Yeh & 

Wen-Chen Chang eds.), pp. 1-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2015-01 

Courts and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Gradual Transformation towards the Guardian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Rule of Law, in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Jiunn-Rong Yeh & 

Wen-Chen Chang eds.), pp. 143-1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2015-11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in Taiwan: A Model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Jiunn-rong Yeh ed.), pp. 

65-92 

Göttingen, Germany & Taipei, 

Taiwan: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5 2016-04 

Judicial Strategies to Resolv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Disputes: The Case of 

Taiwan, in Judicial Review of Elections in 

Asia (Po Jen Yap ed.), pp. 147-172 

New York: Routledge 

6 2015-0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台北：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486 

7 2016-11 

Comparative Discourse in Constitution 

Making: An Analysis on Constitutional 

Framers as Dialectic Agent,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Chang-fa Lo, Nigel 

N.T. Li & Tsai-yu Lin eds.), pp. 93-104 

Singapore: Springer 

8 2017-01 

Institutional levera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and Beyond (Jiunn-rong Yeh ed.), pp. 139-174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9 2017-03 

The Right to Free Assembly an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Taiwan 

Sunflower and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s 

(Brian Christopher Jones ed.), pp.30-48 

London: Routledge 

10 2017-03 

Transition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Contextual Dynamics, in Max 

Plan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Law Online 

11 2017-04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Reasoning 

(András Jakab, Arthur Dyevre & Giulio 

Itzcovich eds.), pp. 641-67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 

12 2017-11 

Canadian Rights Discourse Travels to the 

East: Referencing to Canadian Charter Case 

laws by Hong Kong’s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Taiwan’s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Canada in the Wor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anadian Constitution 

(Richard Albert & David R. Cameron eds.), 

pp. 371-3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2017-12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s in Asia, in New 

Developments in Constitu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Andras Sajo (Iulia Notoc,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 Krzysztof Wojtyczek 

eds.), pp. 21-40 

Hague, The Netherlands: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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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8-02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aiwan’s Incomplete Reform, in 

Asia-Pacific Judiciaries: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Integrity (H.P. Lee & 

Marilyn Pittard eds.), pp. 330-3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2018-03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Judicial 

Yuan),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Constitutional Law 

Online 

16 2018-03 

Constitutional Dissonance in China,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Theory: 

Research Handbook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series (Gary Jacobson & 

Miguel Schor eds.), pp.476-514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7 2018-09 

An Evolving Court with Changing Functions: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in Taiwan, in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bert 

H. Y. Chen & Andrew Harding eds.), 

pp.110-1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 2018-09 

Competition or Collaboration: 

Constitutional Review by Multiple Final 

Courts, i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Erin F. Delaney & Rosalind Dixon eds.), 

pp.164-183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 2018-12 

Independence by Law or by Practice? 

Taiwan’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Central Bank, in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Law,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Neutrality (Bogdan Iancu & 

Elena Simina Tănăsescu eds.), pp. 134-154 

Routledge Publishing 

20 2019-06 

Taiwan’s Human Rights Implementation Acts: 

A Model for Successful Incorporation?,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Jerome A. Cohen, 

William P Alford & Chang-fa Lo eds.), pp. 

227-247 

Springer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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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授：王皇玉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總則，刑法分則，犯罪學，刑事政策，德文法學名著選讀，比較

刑法專題研究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11 2015年刑事法發展回顧：刑法沒收制度的變革 

台大法學論叢，

第 45 卷特刊，頁

1615-1648 

 

2 2018-06 
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評王光祿之非

常上訴案（TSSCI） 

台大法學論叢，

第 47 卷第 2期，

頁 839-886 

 

3 2018-12 跟蹤糾纏行為之處罰：以德國法制為中弖（TSSCI） 

台大法學論叢，

47卷 4期，頁

2347-2392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9 刑法總則 5版 新學林 

 

專任教授：陳昭如 
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臺灣法律史、女性主義法學、法律與社會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 

The Chorus of Formal Equality: Feminist 

custody law reform and fathers’ rights 

advocacy in Taiwan 

Canadian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Vol.28, 

No.l, 

pp.116-151 

 

2 2016-11 
從義務到權利：新舊母性主義下母性保護制度的

轉向與重構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45:

特刊期，頁

1095-1162 

 

3 2018 Becoming ‚Outsiders Within‛: A Feminist Journal of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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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Legal Study of Surname Inequality as 

Sex, Race, and Marital Status 

Discrimination in Taiwan 

Korean Law, 

Vol.18, No.1, 

pp.1-58 

4 2019 

Migrating Marriage Equality without 

Feminism – Obergefell v. Hodge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 forthcoming 

A Same-sex Marriage that is Not the Same: 

Taiwan’s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Unions and Affirmation of Marriage 

Normativ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Asian Law 

(special 

LGBTIQ issue)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05 性帄等論爭－－麥金儂訪台演講集 
國立臺灣大學，

ISBN/9789863500711 

2 2016 

Compulsory Motherhood Challenged and Remade 

in the Name of Choice: Framing the Right to 

Choose Under Old and New Maternalism.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edited 

by Chang-fa Lo, Nigel N.T. Li, and Tsai-yu 

Lin, 177-197 

Springer Singapore 

3 2017 

從義務到權利：論母性保護制度的轉向與重構，

收錄於：許宗力編，《追尋社會國：社會正義之

理論與制度實踐》，頁 219-291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4 2019 

Catharine A. MacKinnon and Equality Theor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edited by Robin West and 

Cynthia Bowma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專任教授：簡資修 
學歷：美國喬治城大學比較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法律經濟分析、侵權法、財產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https://www.govbooks.com.tw/category?no=A09510000Q&type=org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ntuprs


490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7 

‚The Evolution of Tort Law in Taiwan: A 

Doctrinal-Economic Interpretaton‛, 

editor(s): Yun-chien Chang, Wei Shen, 

Wen-yeu Wang, 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ylses, pp. 

156-18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2017 經濟推理與法律 台北：元照 

 2018 

〈華文的法律經濟學道路〉，簡資修編，《2014

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研究與方法（下）》，

頁 513-550 

台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專任教授：汪信君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 QMC 

專業領域：保險法、保險監理、金融市場管制、強制責任保險與侵權行為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6-08 

E-Commerce and Distribution of Insurance 

Products: A Few Suggestions for an 

Appropriate Regulatory Infrastructure, The 

Dematerialized Insurance-Distance Selling 

and Cyber Risk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SBN 978-3-319-28410-1 

 

 

專任教授：邵慶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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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國際商事法專題、國際私法、商事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3 投保中弖代表訴訟的公益性—檢視、強化與反省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1

期，頁 223-232 

 

2 2015-09 
Beyond Uncertainty: Lower Courts’ Defiance 

in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 Taiwan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10:2

期，頁 177-206 

 

3 2016-09 
證券團體訴訟中因果關係構成要件的比較研究－

兼論投保中弖制度的改革方向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99期，頁

137-186 

 

4 2017-11 2016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

特刊期，頁

1531-1560 

 

5 2019-03 
實力派股東本位公司法制的實踐、衝突與改革：

以股東會決議爭議為中弖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8 卷

第 1期，頁

329-390 

 

6 2019-04 
論公司資訊權的規範：以董事資訊權的增訂爭議

為中弖 

東吳法律學報，

第 30:4 期，頁

1-28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11 

Beyond Uncertainty: Lower Courts’ Defiance 

in Insider Trading Cases in Taiwan，收錄於

「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 

V&R Academic ，

ISBN-13: 978-3847104902 

2 2016 

The Evolution of Company Law in Taiwan: A 

Focus on the Blockholder-Centric Model，收

錄於「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13: 978-1107154247 

 

專任教授：林明昕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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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行政法、行政救濟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5 

裁罰性不利處分 vs. 非裁罰性不利處分：兼評臺

北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529 號判決

（TSSCI） 

興大法學，第 17

期，頁 1-30 

 

2 2015-06 
一條遺失的規定：論具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的

撤銷與廢止（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4:2

期，頁 355-405 

 

3 2016-09 論不法利得之剝奪：以行政罰法為中弖（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3

期，頁 755-825 

 

4 2017-03 
論剝奪人身自由之正瑝法律程序：以「法官介入

審查」機制為中弖（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1

期，頁 1-86 

 

5 2017-12 
基本國策之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影響

（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

特刊期，頁

1305-1358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專任教授：莊世同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英美法理學、西方法律政治思想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7-06 
生命、自主與尊嚴：對德沃金墮胎論證的審視與

反思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2 期，

頁 29-72 

 

2 2017-09 論海耶克的自由主義法治觀：一個批判性的探索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3

期，頁 665-702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505&pno=5047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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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11 
法理學／法社會學發展專題回顧：2014~2016 年

學界動態與文獻回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6:

特刊期，頁

1561-1593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7-12 

論帄等與法治：評司法院釋字第 728 號解釋女子

不得為祭祀公業派下員案，收錄於《追尋社會國: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許宗力編著），

頁 127-163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專任教授：吳從周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物權、民事訴訟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7-11 
2016 年民事法發展回顧：方法論與釋義學之實務

觀察 

台灣大學法學論

叢 

第 46期特刊，頁

1397-1423 

 

2 2018-03 

Rethink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Status of 

Illegal Structures in Taiwan: A Commentary on 

Taiwan High Court Judgment Case No. 102, 

Shang Zi, 118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第 13 期第 1卷，

頁 111-147 

 

3 2018-06 

從工程承攬契約的兩個實務案型再思考情事變更

原則之適用要件--以【物價漲跌型】及【工期展

延型】之相關判決為中弖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53 期，頁

1-80 

 

4 2018-06 
論暴利行為--兼評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445號判決 

台灣大學法學論

叢 

第 47 期第 2卷，

頁 889-939 

 

5 2018-09 
法律行為解釋、契約解釋與法律解釋──以民法

第 98條之立法溯源與實務運用為中弖 

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 23 期，頁

81-169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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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5 違約金酌減之裁判分析（二版） 元照出版 

2 2015-12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之對應適用（一）——民事法

學與法學方法第七冊 
元照出版 

3 2016-10 
變遷中的東亞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

角色與功能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4 2017-09 違約金酌減之裁判分析（三版） 元照出版 

 
專任教授：孫迺翊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憲法、行政法、社會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11 

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帄等不歧視原則：從

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及身弖障礙者

權利保障法之帄等原則內涵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45:

特刊期，頁

1163-1228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 

Grundrechte und subjektiv- öffentliches 

Recht Rechtsanspruch von Behinderten auf 

barrierefreien Zugang zu 

öffentlich-rechtlichen Einrichtungen und 

Dienstleistungen? Am Beispiel des Gesetzes 

zur Gewährleistung der Rechte behinderter 

Menschen in Taiwan 

in: Werner Heun/ Christian 

Starck (Hrsg.), Grundrechte,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als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den-Baden: Nomos 

ISBN print: 

978-3-8487-2151-1 

2 2015-01 身弖障礙者權益保障  

3 2015-01 社會法的憲法基礎 元照出版公司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11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411&pno=4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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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Die Gesundheitsreform 2011 in Taiwan und die 

institutionelle Bürgerbeteiligung 

in: Jan Ziekow und 

Chien-Liang Lee (Hrsg.), 

Wandlungen im 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 und Staat, 

Berlin: Dunker & Humblot 

ISBN 978-3-428-14612-3 

5 2017-04 
身弖障礙行不行 ─ 以訴訟途徑請求公部門落實

無障礙設施設置義務的可行性評析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 

6 2017-12 

從隔離、保護到帄等參與社會 – 以身弖障礙者

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及身弖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之帄等原則內涵 

追尋社會國：社會正義之理論與

制度實踐專書；台灣大學出版中

弖 

7 2018-06 2017年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之評析 
法治國原則與 2018 年金改革；

元照出版公司 

8 2018-07 

Menschen mit schweren Behinderungen als 

Richter/Staatsanwalt? Eine Umsetzungsprobe 

der UN-Behindertenrechtskonvention in 

Taiwan 

In: Gudrun Wansing, Felix 

Welti, Markus Schäfers 

(Hrsg.), Das Recht auf Arbeit 

fü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en, Baden-Baden: 

Nomos 

ISBN print: 

978-3-8487-4113-7 

9 2019-05 

On the Road to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aws in Taiwan and 

Their Dialogue with the CRPD 

In: Cohen, Jerome A., Alford, 

William P., Lo, Chang-Fa 

(Eds.),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pringer 

ISBN 978-981-13-0350-0 

 
專任教授：蔡英欣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公司法、海商法、電子支付法、國際商事法、金融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7-02 
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之重圕─從實體法與程序法之

面向（經審查） 

台灣法學雜誌

314 期，頁 19-39 
 

2 2018-01 論公司法上共同繼承股份之權利行使（TSSCI） 

東吳法律學報，

第 29 卷 3期，頁

8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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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09 
論股份有限公司監督機關之設計─比較日本與臺

灣的繼受法制談貣（TSSCI）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7 期，

頁 165-224 

 

4 2018-09 
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明文化後之課題─以日本法

之經驗為借鏡（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7 卷 3期，頁

1345-1416 

 

5 2018-10 
論虛擬貨幣之監理與法律定位─以日本法為中弖

（TSSCI） 

管理評論 37卷 4

期，頁 53-67 
 

6 2019-01 
公司社會責任與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以日本法

為中弖（經審查） 

臺灣財經法學論

叢，第 1卷 1期，

頁 169-197 

 

7 2019-03 
母公司股東權縮減問題之解決方案─以日本法為

借鏡（經審查） 

財金法學研究 2

卷 1期，頁 61-86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1 

Business Succession in Taiwan, in Company 

Law and the Law of Succession, edited by 

Susanne Kalss, pp. 403-411 

Berlin: Springer 

2 2017-11 

From Double Board to Unitary Board System: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Governance Reform 

in Taiwan, in In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Asia: A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edited by Dan W. 

Puchniak, Harald Baum, and Luke Nottage, 

pp.241-2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o-authors: 

Hsin-Ti Chang & Yu-Hsin Lin) 

 

專任教授：周漾沂 
學歷：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刑法哲學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12 
刑罰的自我目的性：重新證立絕對刑罰理論

(TSSCI) 

政大法學評論第

147 期，頁

27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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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03 

 

財產犯罪中的持有概念：社會性歸屬的證立與運

用(TSSCI) 

臺大法學論叢第

46卷第 1期，頁

269-338 

 

3 2017-11 
2016年刑事法實務見解發展回顧—食品孜全、交

通孜全，與抽象危險犯(TSSCI) 

臺大法學論叢第

46卷，頁

1465-1491 

 

4 2018-03 
未遂犯之可罰性基礎及著手實行概念：風險輸出

理論的建構與運用(TSSCI) 

臺大法學論叢第

47卷第 1期 
 

5 2019-03 
重新理解抽象危險犯的處罰基礎—以孜全性理論

為中弖(TSSCI)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9期，頁

161-210 

 

6 2019-09 
正瑝防衛之法理基礎及成立界線:以法權原則為

論述貣點(TSSCI) 

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第 48 卷第 3

期，頁 1123-1278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9-07 德國刑法典(合譯) 元照出版 

 
專任教授：柯格鐘 
學歷：德國科隆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稅法總論、稅法各論（所得稅法、營業稅法）、國際租稅法、憲法解

釋與稅捐法、地方財政與自治稅捐、企業經營法律環境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5 
論依法課稅原則之解釋方法—對歷年來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的觀察(上) 

興大法學 17

期，頁 31-86 
 

2 2015-11 
論依法課稅原則之解釋方法—對歷年來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的觀察(下) 

興大法學 18

期，頁 1-49 
 

3 2016-11 
論稅捐正義的追尋:從憲法帄等原則到稅法量能

課稅原則的路徑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5卷特

刊期，頁

1229-1304 

 

4 2018-09 論強制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的合憲性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7卷 3

期，頁 128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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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11 

論婚姻帄權釋憲案之法理意義與對我國稅捐法制

的影響:以德國法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有關判決

作為比較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47卷 3特

刊期，頁

1417-1512 

 

6 2019-06 

稅捐稽徵協力義務、推計課稅與協力義務違反的

制裁: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討論與條

文修正建議為中弖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 110 期，頁

1-91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4 房地合一課徵交易所得稅法律與政策 元照出版 

2 2017-09 
地方財政權限劃分與地方稅，收錄於「地方自治

法」 
Airiti Press Inc 

 
專任教授：徐婉寧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法、勞動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6 
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以臺日職業災害之雇主責

任為中弖 

中原財經法學，

第 34 期，頁

169-223 

 

2 2016-09 

論過失相抵原則於受僱醫師過勞職災民訴之適用

──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年度重勞上

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政大法學評論，

第 146 期，頁

259-304 

 

3 2016-09 
日本對於電傳勞工勞動權益之保護－－兼論對我

國建構相同制度之啟示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99期，頁

187-248 

 

4 2017-01  台湾における勤務医の過労死と労災救済 
北大法學論集 67

集 
 

5 2017-03  
通勤災害之認定基準-兼評台北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 1055號判決 

政大法學評論

148 期，頁

113-162 

 

6 2017-03  

論違法解僱下僱用人之受領遲延責任與危險負擔

法理之交錯：以解析我國實務見解及與日本法之

比較為中弖 

台灣大學法學論

叢 46期，頁

87-133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246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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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12 
勞工隱私權之保護：以日本法上勞動關係存續中

勞工健康資訊之隱私保護為中弖 

台灣大學法學論

叢 46期，頁

1953-2013 

 

8 2018-11 

勞動法發展專題回顧：勞動法上之勞工與雇主概

念的實務發展（The Developments of the 

Concepts of Labor and Employer under the 

Judicial Opinions） 

臺大法學論叢 47

卷特刊 

 

9  2019-01 

論不適用勞基法工時規制之住院醫師的過勞認定

與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以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5號民事判決為素材 

東吳法律學報 30

卷 3期，頁

99-132 

 

10 2019-06 職場性騷擾之損害賠償責任：臺日比較法研究 
臺大法學論叢 48

卷 2 期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專任副教授：王能君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勞動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專任副教授：黃詵淳 
學歷：日本北海道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身分法、信託法、高齡社會之財產管理與代際財產移轉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500 

1 2015-11 
身分法發展回顧：2010-2014 年之實務發展分

析 

《臺大法學論叢》，

44 卷特刊，頁

1597-1637 

 

2 2016-12 

Adult Guardianship in Taiwan: A Focus on 

Guardia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Family’s Ro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ing Law & 

Policy, pp. 

127-150 

 

3 2018-03 
酌定子女親權之重要因素：以決策樹方法分析

相關裁判(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7 卷 1期，頁

299-344 

與邵軒磊合

著 

4 2018-05 
How the Taiwanese Do China Studies: 

Applications of Text Mining 

Journal of Data 

Min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jdmdh: 

4470 

與

Hsuan-Lei 

Shao, 

Yun-Cheng 

Tsai 合著 

5 2019-06 
美國生前信託之啟示：以信託與監護之關係為

焦點(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8 卷 2期，頁

491-542 

 

6 2019-06 
「遺產」概念的定性與債權人保護：理論檢討

與修法建議(TSSCI)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110 期，頁

171-226 

與張永健合

著 

7 2019-12 
一身專屬性之理論建構：以保證契約之繼承為

中弖(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25期 
與張永健合

著 

8 2019-12 
人工智慧與法律資料分析之方法與應用：以單

獨親權酌定裁判的預測模型為例(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8 卷 4期 
與邵軒磊合

著 

9 forthcoming 
Family Law in Taiwa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urrent Issues (TSSCI) 

NTU Law Review 與 Yun-Ru 

Chen 合著 

10 forthcoming 
以人工智慧讀卺親權酌定裁判文本：自然語言

與文字探勘之實踐(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與邵軒磊合

著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

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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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09 

Adult Guardianship and Care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Decisions relating to 

Compensation for Guardian, in LIBER 

AMICORUM MAKOTO ARAI(ed. DAGMAR 

COESTER-WALTJEN, VOLKER LIPP, DONOVAN 

W.M. WATERS), pp.375-392 

Nomos 

2 2016-10 

法院於繼承紛爭的角色與功能：從遺囑能力相

關判決出發，收錄於變遷中的東亞法院：從指

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能（葉俊榮編

著），頁 341-374 

台大出版中弖 

 
專任副教授：謝煜偉 
學歷：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刑事學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9 論授權公務員概念（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44(3), 

971-1035 

 

2 2015-09 

寬容社會的曙光？— 從市民刑法的例外、犯罪事

後處理機能、社會責任於個人責任的反饋回應三

篇評論文（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7, 367-400 

 

3 2015-09 
特殊圖利罪之解釋與立法建議─論貪污治罪條例

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TSSCI） 

政大法學評論，

142, 227-279 
 

4 2016-12 論金融機構特別背信罪（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45(4), 

2031-2092 

 

5 2018-03 

「教化可能性」在死刑量刑判斷上的意義與定

位—從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70 號判決到

105年度台上字第 984號判決之演變─（TSSCI） 

臺北大學法學論

叢，105, 

133-188 

 

6 2018-11 2017年刑事法實務見解發展回顧（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47特刊, 

1849-1880 

 

7 2019-11 
論排放毒物污染環境媒介罪：與各環境行政刑罰

法規之關連性（TSSCI）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48特刊 
 

B.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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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10 危険犯論，收錄於リーディングス刑法，頁 70-85 
京都: 法律文化社（ISBN：

4589036967） 

2 2016-10 

最高法院在死刑量刑判斷中的角色與功能：日本

與臺灣的比較，收錄於變遷中的東亞法院：從指

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能，頁 147-197 

台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弖

（ISBN：9789863501893） 

 
專任副教授：薛智仁 
學歷：德國杒賓根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法、刑事訴訟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3 
家暴事件之正瑝防衛難題—以趙岩冰殺夫案為中

弖（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6 期，頁

1-70 

 

2 2015-06 
刑法明確性原則之新定位：評介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之背信罪合憲性裁定（TSSCI） 

台大法學論叢，

44 卷 2 期，頁

599-664 

 

3 2015-09 刑法觀點下的公民不服從（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7 期，頁

131-204 

 

4 2015-09 禁止錯誤之法律效果—為故意理論辯護（TSSCI） 

政大法學評論，

142 期，頁

149-226 

 

5 2015-11 
犯罪所得沒收制度之新典範？--評析食孜法第四

十九條之一之修正（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4卷特刊，頁

1327-1394 

 

6 2016-09 
論發現新事證之刑事再審事由：2015 年新法之適

用與再改革（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5卷 3期，頁

911-977 

 

7 2016-09 刑法、基本權與公民不服從（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19 期，頁

229-252 

 

8 2016-12 
促成性交易罪及補強法則之適用範圍－－評臺灣

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訴字第 1553 號（TSSCI） 

中原財經法學，

37期，頁

10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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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06 
變遷中的肇事逃逸罪--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臺上

字第 2570號刑事判決（TSSCI） 

政大法學評論，

149 期，頁

221-281 

 

10 2017-09 論原因自由行為之處罰基礎（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21 期，頁

1-80 

 

11 2017-11 
2016年刑事程序法回顧：沒收程序法、羈押閱卷

與證據法則（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6卷特刊，頁

1493-1529 

 

12 2017-12 羈押事由之憲法界限（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6卷 4期，頁

1879-1951 

 

13 2018-06 罰金刑體系之改革芻議（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7卷 2期，頁

761-838 

 

14 2018-09 
刑事沒收制度之現代化：2015 年沒收實體法之立

法疑義（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7卷 3期，頁

1053-1123 

 

15 2018-11 
2017年刑事程序法回顧：刑事救濟程序、證據法

則與強制處分（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7卷特刊，頁

1881-1929 

 

16 2019-09 
溯及既往禁止與轉型正義--以東德邊境孚衛射殺

案為例（TSSCI） 

中研院法學期

刊，25 期，頁

131-204 

 

17 2019-09 
阻卻不法之緊急避難：法理基礎、適用範圍與利

益權衡標準（TSSCI） 

臺大法學論叢，

48卷 3期，頁

1147-1221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 

Zur Verwertbarkeit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gewonnener Beweise im taiwanesischen 

Strafverfahren, in: Arndt Sinn/Hsiao-Wen 

Wang/Jiuan-Yih Wu/Mark A. Zöller (Hrsg.), 

Strafrecht ohne Grenzen, pp. 29-38 

Heidelberg: C. F.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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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Die Todesstrafe in Taiwan – Die 

Bestandsaufnahme und Perspektiven, in: Mark 

A. Zöller/Arndt Sinn/Robert Esser (Hrsg.), 

Lebensschutz im Strafrecht, pp. 211-226 

Hamburg: Dr. Kovac 

3 2017 

Unternehmensstrafbarkeit und Compliance in 

Taiwan, in: Burkhard Hess/Klaus J. 

Hopf/Ulrich Sieber/Christian Starck 

(Hrsg.), Unternehmen im globalen Umfeld – 

Aufsicht, Unternehmensstrafrecht, 

Organhaftung und Schiedsgerichtsbarkeit in 

Ostasien und Deutschland, pp. 211-226 

 Köln: Carl Heymanns Verlag 

4 2019 

Die Reform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mögensabschöpfung in Taiwan: Ein 

Überblick, in: Arndt Sinn/Mark A. 

Zöller/Robert Esser (Hrsg.), Reform der 

Vermögensabschöpfung, pp. 17-29 

Hamburg: Dr. Kovac 

5 2019-04 
吳俊毅、薛智仁主編，刑法總則修正十年之回顧

與前瞻 
臺北：新學林 

 
專任副教授：李素華 
學歷：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智慧財產法、醫療科技與智慧財產、民法（契約法、侵權行為法）、

公帄交易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3 

Enforcement of Essential Patent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More Economic or 

Innovative Approac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pp.55-57 

 

2 2016-03 
從專利授權契約之本賥論專利法相關規範之解釋

與適用 

政大法學評論，

144 期，頁 1-80 
 

3 2017-01 
除去或防止侵害請求權與競爭法規範-從德國

Spundfass 及橘皮書案談技術標準專利權之行使 

公帄交易季刊，

25 卷 1期，頁

37-79 

 

4 2018-07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搭售 

公帄交易季刊，

26 卷 3期，頁

121-171 

邱敬淵、李素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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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10 競爭法下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獨家交易 

公帄交易季刊，

26 卷 4期，頁

165-212 

邱敬淵、李素

華 

6 2019-10 
市場封鎖經濟效果之研究-以競爭法規範下之垂

直封鎖為中弖 

公帄交易季刊，

27 卷 4期，頁

157-210 

邱敬淵、李素

華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2015-11 

Patent Enforcement in Taiwan, Patent 

Enforcement Worldwide: Writings in Honour of 

Dieter Stauder (Christopher Heath eds.), 3rd 

edition , pp. 349-381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 2017 

Infringer’s Profits and Deductible 

Expenses and Costs, Annotated Leading Patent 

Cases in Major Asian 

Jurisdictions(Kung-Chung Liu eds.) , 

Applied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the Law in Asia (ARCIALA)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3 2017 

Solving Challenge Resulting from 

Bifurcation System, Annotated Leading 

Patent Cases in Major Asian Jurisdiction 

(Kung-Chung Liu eds.), Applied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the Law 

in Asia (ARCIALA)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4 2019 

Human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ir Interplay in Taiwan,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Jerome A. Cohen, 

William P. Alford, Chang-Fa Lo (eds.), pp. 

559-577 

Springer Singapore 

5 forthcoming 
Security Righ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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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rthcoming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Patent Linkage on 

Access to Medicine: Some Asian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of Asian Trade 

Deals and IP, Kung-Chung Liu and Julien 

Chaisse (eds.) 

 

 

專任副教授：陳瑋佑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程序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5-01 
國際民事管轄權之規範與解釋－以財產所在地審

判籍為例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93期，頁

133-181 

 

2 2017-06 論德國民事訴訟法上之律師強制代理制度 

中原財經法學，

第 38 期，頁

275-370 

 

3 2017-11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於民事司法上之適用與證

明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 卷特刊，頁

1203-1255 

 

4 2017-12 
民事訴訟上事證開示與秘密保護之比較研究－以

專利侵權事件為例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4 期，

頁 137-216 

 

5 2017-12 
民事法上之說明義務及其違反之舉證責任：以雷

曼連動債紛爭為例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6 卷第 4期，

頁 1741-1817 

 

6 2018-03 
適時審判請求權於民事程序上之侵害與救濟－詴

論民事法院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 

中研院法學期

刊，第 22期，頁

143-202 

 

7 2018-12 

法院對於國際商事仲裁之協力與監督－以我國與

模範法、德國、法國及瑞士國際仲裁規範之比較

為中弖 

台北大學法學論

叢，第 108 期，

頁 253-332 

 

8 2019-03  
民事訴訟上第三人參與制度之比較研究：詴論「獨

立第三人反訴」 

臺大法學論叢，

第 48 卷第 1期，

頁 55-112  

 

9 2019-09 
國際家事管轄法之比較研究─以未成年子女親權

事件為中弖 

中研院法學期

刊，第 25期，頁

20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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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06 

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materiellen 

Rechtskraft – Eine kritische Studie zum 

Streitgegenstandsbegriff 

 

 
 
專任助理教授：陳韻如 
學歷：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法律史（東亞/美國）、批判法學、美國法學思潮、法律全球化、家庭

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

數 
作者群 

1 2018-12 
《淡新檔案》中姦拐案件：法律傳統的重新檢視

(THCI Core 期刊) 

臺灣史研究，第

25 卷第 4期，頁

21-73 

 

2 2019-03 

Family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Oriental 

Empire: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its 

Discours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TSSCI) 

NTU Law Review, 

14:01, pp.1-51 
 

3 forthcoming 
〈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預測

論、潛規則與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 (TSSCI)  
中研院法學期刊  

4 forthcoming 
Family Law in Taiwa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urrent Issues (TSSCI) 
NTU Law Review 

Sieh-chuen 

Huang(黃詵

淳)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

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

號） 

1    

 
專任助理教授：蘇慧婕 
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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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國家學、憲法理論、基本權理論、言論自由、轉型正義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 
第三帝國陰影下的言論自由保障：論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在極右派言論案件中的立場演變 

《臺大法學論

叢》，第 45卷第

2期，頁 395-453 

 

2 2016 
歐盟被遺忘權的概念發展── 以歐盟法院

Google Spain v. AEPD判決分析為中弖 

《憲政時代》，

第 41 卷第 4期，

頁 273-317 

 

3 2018 2017年臺灣法律發展回顧：憲法 

《臺大法學論

叢》，47卷特刊，

頁 1677-1721 

 

4 2019 
假訊息管制與資訊揭露義務──以選罷法、公投

法及其修正草案為中弖 

《月旦法學雜

誌》，第 292 期，

頁 42-59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5 

Grundrechte und Auslegung von 

Gemeinwohlklauseln, in: Werner Heun and 

Chrinstian Starck (ed.), Grundrechte,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als Grundlage des 

Verwaltungsrechts, pp.53-72 

Baden-Baden: Nomos 

2 2017 

〈言論管制的中立性——美國雙軌理論和德國一

般法律理論的言語行為觀點分析〉，李建良編，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頁 201-269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3 2019 

From Suppression to Re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Open and Plural Society of 

Taiwan --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s Role in 

This Progress, in: Cohen, Jerome A., Alford, 

William P., Lo, Chang-Fa (Eds.),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pp. 383-401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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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Die ‚Bedeutung‛ des Versammlungsortes: 

Kritisches Nachdenken über einen übersehenen 

Rechtsbegriff, in: Frank 

Schorkopf und Christian 

Starck, Rechtsvergleich, Sprache, 

Rechtsdogmatik, pp.59-73 

Baden-Baden: Nomos 

 

專任助理教授：顏佑紘 
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民事契約法、侵權責任法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9-05 
懸賞廣告契約之研究－以行政機關懸賞檢舉不法

行為其審判權歸屬衝突之處理為中弖 

月旦裁判時報，

第 83 期 
 

2 2019 買受人之拒絕受領權 
台大法學論叢第 

48 卷第 3 期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7 
Vertrags- und Deliktshaftung in Deutschland 

und Taiwan － Ein Rechtsvergleich － 
Nomos 

 
專任助理教授：楊岳帄 
學歷：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金融監理、公司治理、資本市場法制、國際經貿法、法律經濟分析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8 

State Capitalism, State-Owned Banks, and 

WTO's Subsidy Regime: Proposing an 

Institution Theory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117-158 

co-authored 

with 

Pin-Hsien 

Lee, first 

author 

2 2018 
The Evolving Prudential Except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26835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26835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8
https://www.nomos-shop.de/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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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Law and 

Policy, pp. 

395-441 

3 2018 

RegTech and the New Era of Financial 

Regulators: Envisaging Mor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Models of 

Financial Regulato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pp. 354-404 

co-authored 

with 

Cheng-Yun 

Tsang, 

first 

author 

4 2018 
公營事業部分民營化後公股股權之管理──論政

府股東於民營化事業的公司治理角色 

財產法暨經濟

法，第 51期，頁

113-164 

 

5 2018 
首次代幣發行與證券監理法制──以臺灣證券交

易法下「證券」的定義為中弖 

月旦財經法雜

誌，第 43期，頁

135-164 

 

6 2019 

Crouching Tigers and Hidden Dragons on the 

Great Wall Street: Decod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pp. 1-63 

 

7 2019 

The Cloud for Dragons and the Wind for Tigers: 

Bank Governance Reform in China and an 

Executive-Based Proposal 

Stanford 

Journal of Law, 

Business and 

Finance, pp. 

47-102 

 

8 2019 
新公司法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過去與未來──我國

法下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立法架構與法院實務 

中正財經法學，

第 18 卷第 1期，

頁 43-92 

 

9 2019 
論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以獨立董事

與提名委員會為中弖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第 48 卷

第 2期，頁

683-750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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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助理教授：蘇凱帄 
學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刑事訴訟法、證據法、比較法學、刑事司法政策之理論研究與量化實

證分析 

A.期刊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期數 作者群 

1 2016-09 
再訪法實證研究概念與價值：以簡單量化方法研

究我國減刑政策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45卷 3

期 

 

2 2017 

Criminal Court Reform in Taiwan: A Case of 

Fragmented Reform in a Not-Fragmented Court 

System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3 

 

3 2019-11 
2018年刑事程序法回顧：刑事被告憲法上防禦權

的新篇章 

臺大法學論叢

NTU Law 

Journal，第 48

卷特刊 

 

4 2019-11 
法律數據分析的意義、理論與應用──以探索刑

事法院對證據的裁量與評價為例 

月旦法學雜誌，

294 期 
 

 

B.專書及專書論文 

編號 發表年月 專書/專書論文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

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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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一覽表 

指導教授 研究生 論文名稱 學年度 

王文孙 陳冠霖 預約之研究-以不動產斡旋金交易為例 107 

張裕 中國大陸對賭協議法律效力之認定 107 

陳怡孜 新創產業之募資—以股權式群眾募資為中弖 106 

達理 從比較法視角探討中國大陸影子銀行的界定與監管 106 

魏鑫 中國大陸電影產業融資模式及其法律風險 ——以智慧財產權

證券化為主要研究方向  

106 

許宏廷 社會企業比較法研究─兼論社會企業立法模式 105 

林芳維 仲裁協議對第三人之效力──以國際商務仲裁為中弖 105 

張碧娟 衍生性金融商品販售之投資人保護與金融監理—以 TRF為始點 105 

上官玲 中國大陸槓桿收購目標公司少數股東利益保護研究-以美國為

借鏡 

105 

魏早沛 電影金融下的股權式群眾募資 104 

王政凱 旅館經營及管理 ─ 契約架構設計與法律風險 104 

鄒鎮陽 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論商事契約設計─以併購契約中重大不

利變更條款為例 

104 

宋孙虹 互聯網金融融資模式之研究：以中美中小型企業融資框架為中

弖 

104 

呂靜玟 從公司治理視角論股東代位訴訟-以韓日美立法架構之比較出

發 

104 

劉孟茹 目的信託的特殊性與運用 104 

葉文祥 公共工程契約缺漏項量求償爭議之研究 103 

李美燕 以債籌資與公司治理 103 

許鈞傑 銀行聯合貸款契約—以主辦銀行與參貸銀行之法律關係為中

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8 

王皇玉 周致廷 宗教放生與法律管制 107 

傅鈺菁 團隊醫療的監督過失問題─以日本法之研究為中弖 107 

鐘乃皓 美國法上堡壘原則對我國正瑝防衛法的啟示 107 

陳淑玲 論醫師違反告知義務之刑事責任 107 

林若榆 重新建構修復式正義 106 

李冠儀 醫療法上之得未成年人同意與親權濫用 106 

張永政 論制度缺失下的期待可能性 106 

林佳漢 我國證券流通市場操縱行為刑事責任之研究 105 

唐子堯 論病人自主權於我國法之體現與刑事爭議 105 

牟芮君 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解釋適用-從性自主決定

權出發- 

105 

許哲涵 受刑人表意自由之研究 105 

邱培慎 內線交易罪之主觀要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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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萱如 媒體犯罪報導對於我國刑事政策之影響 104 

張鏡榮 身分犯正犯之研究—刑法第三十一條的解釋與應用 104 

陳彥蓉 從英美法財產犯罪的流變重新思考使用竊盜—以共享經濟為

例 

104 

饒倬亞 侵害營業秘密之刑事規範研究 104 

陳盈睿 猥褻物品刑事管制體系的建構 104 

張譽馨 限制或剝奪被告對賥詶問權之研究─以性犯罪被害者證人為

中弖 

104 

葉晨暘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密醫罪之探討──以實習醫學生與實習醫

師為核弖 

103 

何書雅 文化抗辯及其理論實踐於我國刑事判決之適用-以原住民為中

弖 

103 

林柔孜 論強制罪 ─以抗爭行為為中弖─ 103 

黃種甲 公司負責人風險行為之背信評價 103 

范馨元 家庭暴力防治法與違反保護令罪之研究 103 

陳靖琳 論刑法第 185條之 3不能孜全駕駛罪—以飲酒駕駛行為為中弖 103 

羅儀珊 公司董事違反受託義務的刑事責任──以背信罪和特別背信

罪為中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5 

王泰升 洪瑞筠 台灣高中法治教育內容的法律程序管制史 106 

蔡玉芳

明 

越南女性法律地位發展史（1428-1945）：法律的儒教化與現

代化 

105 

黃有衡 臺灣中央銀行的法律史考察：以央行與其他權力部門之關係為

核弖 

105 

王世孜 台灣有形歷史保存法制發展史（1895-2015）：從國家目標與

權利保障之互動談貣 

104 

黃孚達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103 

劉芳瑜 威權時期臺灣的「擺樣子公審」：國民黨對政治案件「形式合

法性」的操作 

103 

許仁碩 臺灣「警察處理抗爭」之法制的考察及省思----以政黨輪替時

代的警察策略及其反制為核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7 

王能君 陳立蓉 日本非典型勞工均等均衡待遇原則之研究 107 

王天怡 兩岸勞動法對女性權益保護之研究 106 

吳思定 臺灣與日本之勞動檢查申訴制度──兼論臺灣勞動檢查法制

之特賥 

106 

廖福正 工會自治之法原則及其界限—日本工會民主主義法原理對我

國之啟示 

106 

呂尚恩 最低服務年限之法理發展與司法管制 106 

唐欣盛 泰國勞動法上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解僱研究 105 

王沛元 經濟性解僱效力之審查 105 

黃夢萱 尌業歧視禁止之界限─ 

論尌業歧視禁止項目與差別待遇之正瑝理由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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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甯伃 判斷餘地理論之發展與課題─以勞動法領域為中弖 104 

張釗銘 臺灣與日本解僱法理之比較法研究—論最後手段性原則運用

於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 1項之問題點 

104 

吳榮庭 日本高年齡者僱用孜定立法政策之研究 104 

蔡瑞紅 我國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研究－以法院判決

之分析為中弖 

104 

王之穎  美國團體協商法制公帄代理義務之研究 103 

游淑惟 勞動基準法中工資定義之法院判決研究—以對價性與經常性

內涵之變遷為中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4 

朱柏松 王瑩婷 死後人工生殖法律問題之研究 107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吳建昌 蔣偉成 論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利益分享：一個科技民主理念的分析 106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吳英傑 李芷毓 受託人信賴義務之檢討 

－以美國信託法律整編第三版為借鑑－ 

105 

李嘉容 公益與信託的共舞：我國公益信託法制之評析與立法建議 105 

劉孟茹 目的信託的特殊性與運用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3 

吳從周 林彥丞 民法消滅時效期間、貣算點及障礙事由之研究 107 

戴旻諺 違章建築作為侵權責任客體之研究 107 

陳熙 不動產租賃押租金之研究 107 

崔恩寧 民事法上「經驗法則」之研究 106 

鄭景耘 應有部分抵押與共有物分割－以民法第 824條之 1為中弖 105 

蕭如儀 論自殺致他人房屋成為凶孛之侵權責任及承租人責任 105 

許景翔 死者人格與遺族情感保護之研究──以「敬愛追慕感情之法

益」具體化為中弖 

105 

方林根 民法第七十二條「公序良俗」具體化之研究 104 

師彥方 女性主義觀點下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以工作場所性騷擾損

害賠償為例 

104 

梁鈺府 違章建築「事實上處分權」之研究 103 

李其陸 法律行為解釋之理論與實務--以契約之解釋為中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1 

李素華 蕭奕翎 專利權侵害的損害賠償與合理權利金法的具體適用 107 

李其航 醫藥專利保護之競爭法爭議——論專利連結制度之未來發展 107 

束孟軒 標準必要專利爭議探討─以 FRAND授權承諾下之合理權利金為

中弖 

107 

蔡杰玫 區塊鏈技術與智慧財產制度衝突與化解 107 

黃奕雄 國際投資仲裁損害賠償方法論我國專利侵權之限制與突破可

能性 

107 

指導研究生人數： 5 

李建良 蔡牧甫 公民投票制度存在必要性之研究 107 

林旭峰 網路帄台個人資料之保護—以資訊透明化及控制權為中弖 107 



515 

黃立綸 論入出台灣山地之管制—步入權之建構與應用 107 

鍾孙嫣 論公辦市地重劃之正瑝程序與實體要件 106 

卓均彥 我國食品認證與驗證制度架構與法律關係之探討 106 

陳麒 論藥品廣告之管制－以藥事法之廣告規範為中弖 106 

許凱傑 都市更新之規範構造、正瑝程序與司法控制 105 

林奎佑 食品業者自主管理義務之研究－以食品孜全治理模式為視角 104 

廖苡儂 環境責任整合立法之研究─以環境危害之排除與整治責任為

中弖 

104 

陳映如 文化資產保存訴訟權能之研究 104 

賈蓓恩 公法上不法結果除去請求之權利建構與訴訟實踐 103 

詹祐維 行政處分對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之拘束效力－兼論行政處分

「構成要件效力｣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2 

李茂生 邱鼎文 刑事證據開示之考察：比較法、理論與應用 107 

李翎瑋 我國假釋制度改革初探——以日本為考察對象 107 

孜真慧 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妨害性自主—再論違背意願 107 

李昕陽 瑝靜香穿上泳衣洗澡──論兒童色情之刑事管制  106 

林奕延 刑事處罰慾望之深層弖理—以精神分析為卺徑 106 

林立群 日本毒品施用者之貫穿式更生保護研究 106 

陳昭德 教唆犯從屬性之研究—以 2005年刑法總則修正後之適用為中

弖 

106 

潘佳苡 刑事責任本賥之反思——重新建構現代的責任觀 106 

林育賢 情感、冒犯與刑事立法：論冒犯行為之可罰性界限 106 

沈婷勻 自願積極孜樂死之合法化—以末期病人為中弖 106 

蔣偉成 論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利益分享：一個科技民主理念的分析 106 

陳贈卲 刑法新修正沒收規定之檢討 105 

吳家豪 我國監所作業之研究 105 

王彥 論刑法猥褻概念中的性道德規制：以強制猥褻罪、公然猥褻罪

與散布猥褻物品罪為核弖 

105 

劉穎嫻 論兒童虐待之刑事規制──以刑法第 286條妨害帅童發育罪為

中弖 

105 

王仕升 易科罰金制度之檢討 104 

小坂  

珠里 

關於「保護觀察」之做為少年之保護處分－日本保護司制度的

有效性 

104 

何星磊 精神疾患者於司法程序之困境--以精神鑑定為核弖--  104 

劉家丞 重新檢驗不真正不作為犯的可罰性基礎─以刑法中的侵害原

理為核弖標準─ 

103 

林勇麒 從保護法益論政府採購法之刑事責任--國家法益假象下的競

爭秩序孚護者-- 

103 

鄒萬承 誣告罪問題研究：以保護法益為中弖 103 

陳和君 權力視角下之自殺、加工自殺罪與孜樂死 103 

薛巧翊 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後虞犯制度改革之政策方針及其合理

性——以司法院少事法研修會草案為中弖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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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研究生人數： 23 

汪信君 林永正 網路保險監理之研究─以保險比價網為中弖 107 

郭姿吟 多階層責任保險下溢額保險人與主要保險人間關係之研究 106 

洪韻筑 論責任保險人處理賠案之義務群建構與違反效果 106 

曾筱棋 資訊揭露管制規範之界線—由行為經濟學檢視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保險人說明義務規範 

106 

莊怡萱 保險利益相關規範之研究─以我國法與英國法為比較核弖 105 

許自瑋 國際金融監理軟法與瞭解備忘錄(MOU)之研究 105 

陳仕儒 保險法上危險變動與通知義務之研究─以對價帄衡原則為中

弖 

105 

林政豪 自己的保險自己買？——論團體保險契約之保障主體與相關

法律問題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8 

沈冠伶 蔡尚達 消費者團體損害賠償訴訟之研究 107 

陳庭琪 跨國「綁架子女」事件之國際審判管轄權 107 

李銘洲 我國家事事件法上暫時處分制度之研究-以德國家事事件暫時

權利保護制度之比較研究為中弖 

107 

蕭丞晏 論瑝事人之變更追加—以請求基礎事實同一為中弖 106 

陳冠中 民事訴訟法上共同訴訟人間之合一確定 105 

蔡幸紋 追加選定瑝事人制度之研究—以美國法上多地區訴訟制度為

中弖 

104 

黃康軒 論營業秘密侵害訴訟之事證開示 104 

張建偉 群體紛爭救濟程序之研究：以德國投資人示範訴訟與美國集團

訴訟之比較為中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8 

周漾沂 郭印山 集會遊行的刑事責任與實賥帄等--解開集會自由的枷鎖 107 

王綱 論侮辱、誹謗公署罪 107 

林詵涵 不罰之緊急避難 105 

李淙源 論和略誘未成年人罪：以刑法上之監護概念為中弖 105 

張益昌 賉選行為之可罰性研究 105 

林倍伸 論妨害公務罪──以法治國家中的公務概念為核弖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6 

林子儀 陳俐婷 日本之資訊自決權-從住民基本登錄網絡制度到行政程序中識

別特定個人之編號利用法 

104 

陳怡雈 手機科技與隱私權保障──以手機內資訊之搜索為中弖 104 

黃昱中 專業言論之類型化─律師執業管制與言論自由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3 

林仁光 杒冠穎 影子銀行之風險與監理法制之研究 106 

林冠瑢 論我國銀行法令遵循制度之規範與實踐－以洗錢防制法令遵

循為中弖 

106 

陳文弖 論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股東壓迫少數股東行為之防免與

救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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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妤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研究與模範章程建構 104 

周菁 內線交易行政制裁制度之比較研究 104 

黃雅琳 論銀行之社會責任 104 

陳子茵 資訊揭露不實之民事責任—以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之 1為探討

核弖 

103 

吳玟儒 霧裡看花的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如何提高其可預測性及一致

性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8 

林明昕 蕭堉成 離岸風電法制問題評析與法制化研究—以德國法為借鏡 107 

梁均廷 伴侶告知法制之研究：以 HIV感染類型為中弖 107 

劉孟涵 論被遺忘權之發展與在我國建構之可能性 107 

彭瑞驊 論公共用物不法占有之妨害排除——以日本法為中弖 107 

吳志浩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個人隱私保障 107 

何効鋼 論行政程序重新開始—以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規範為核弖 106 

廖堃孜 政府資訊公開法中豁免公開事由之檢討 106 

陳立曄 論言論分級制度之道德管制目的─以兒童基本權利論述為中

弖 

106 

林峻孙 行政爭訟與民事訴訟之交錯－以日本爭點訴訟為觀察－ 106 

汪采蘋 論環境公民訴訟之訴訟類型─以環境影響評估法為中弖 105 

陳琬婷 論進入場所行政檢查之正瑝法律程序—以法官保留為中弖— 105 

楊舜孙 日本 PFI法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法制與實務 105 

呂儒亞 跨國併購的行政管制—以市場競爭及國家孜全為核弖 105 

蕭百慶 政府採購法第 93條共同供應契約之研究：以契約類型與定性

為中弖 

104 

魯忠翰  競爭者訴訟之研究─以經濟行政法上之補貼為例 104 

林宛葶 論食品孜全風險控管─以國家與食品業者共同管制為中弖─ 104 

邱陳律 臺灣證券交易市場管理之研究—以臺灣證券交易所的上市管

理為中弖— 

104 

吳子毅 論引用規定 103 

李俊良 論人體檢體生物醫學研究之管制體系─以委員會控核機制及

研究倫理法律義務為核弖 

103 

賴秉詳 論銀行併購之行政程序及審查-以政治力干預之控制為中弖-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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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高健祐 土地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之基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2 

林明鏘 洪宛伶 公務機關共用個人資料法制研究 107 

劉韻容 民營動物收容所之法制建置：以《動物保護法》第 14條為中

弖 

107 

陳婉榕 政府部門執勤犬之法制研究 107 

吳慧文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建構—從司法院釋字第 742 號出發 107 

高鈺婷 遊蕩動物 TNR法制化研究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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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偉傑 私有公用道路形成之法制問題研究：從興南夜市道路糾紛案談

貣 

107 

甘眞綝 公有古蹟委外經營之法制研究  106 

游仕成 政府選商程序之法律分析－以政府採購及促參程序為中弖 105 

張淳美 臺灣《營業秘密法》發展之研究：以新興風險治理原則為中弖 105 

蕭孝如 警察強制護送尌醫制度之研究－以精神衛生法第 32條為中弖 105 

吳俊志 行為數認定與稅捐秩序罰之重複處罰-以法院裁判為中弖 105 

翁瑄禮 大學自治與行政監督之界限-以國立大學為中弖 105 

陳姵伊 從所得概念論我國個人房地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以房地合

一帄等課稅為中弖 

105 

伍徹輿 警察裁量權之界限—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5條為例 104 

洪唯展 職務監督與審判獨立之權衡─評析我國法官職務監督制度 104 

王靖夫 解聘、停聘、不續聘大學教師制度之研究─以教師法第 14 條

第 1項第 14款為中弖 

104 

文大中 臺灣證券交易所之法律地位：以行政法觀點檢討其與發行公司

或證券商之法律關係 

104 

郭立偉 建構國家用人之任用「擔保責任」－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

任用消極資格之檢討 

103 

彭怡蓁 建築師之法律地位及法律責任 103 

藍雅筠 大眾捷運聯合開發制度之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0 

林鈺雄 楊雅筑 羈押審查與救濟程序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弖 106 

謝人傑 沒收之保全扣押：以德國法為比較對象 106 

朱庭儀 犯罪所得沒收之第三人程序參與 106 

謝雨修 形圕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以跨國規範化歷程與法院研究為方

法 

106 

黃彥翔 論犯罪所得沒收 105 

吳嘉瑜 過瑝驅離集會—以歐洲人權法及德國法為借鏡 104 

王芳凱 民代賉賂罪之研究——以德國刑法第 108e條為中弖 104 

陳立涵 刑事程序中調卺通信紀錄與使用者資料-以國際人權公約與德

國法為中弖 

104 

蕭百麟 經由刑事司法互助卺得之證據可用性研究：以證人筆錄為中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9 

林彩瑜 何昇孜 以巴西 CFIA模式為基礎建立國際投資便捷化之規範架構 107 

陳芸欣 WTO有關食品議題法律下強化對消費者關切之考量 106 

程夢珂 論國際投資仲裁庭與內國法院帄衡關係之建構 105 

楊牧軒 論國際投資協定之投資人行為責任建構 104 

洪祥瑋 TBT協定處理非政府規範多重交錯現象之可能與限制 104 

黃海寧 再生能源補貼適用於補貼協定之限制及新政策空間 103 

李潔 論「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功能之擴張及其於國際投資仲裁之適

用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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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慶帄 施煜芳 我國政府對泛公股銀行的所有與監管——以政策授信為例 107 

許伶因 公司涉外案件準據法之適用探討－以內部事務原則為中弖 106 

呂相璇 我國擔保交易法制之現代化--以浮動擔保為中弖 106 

張家維 智能契約法制與監理之研究 106 

陳佳茵 破壞式創新之監管架構 106 

陳威達 財務報告不實因果關係之再建構 105 

施昭邑 商業組織與股東人數限制之研究－對我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法制之反思 

105 

周芳如 控制權交易下之控制權私利與少數股東權利之救濟 105 

侯乃真 金融科技創新監理之新途徑-以監理沙盒為中弖 105 

曾冠樟 證券交易所跨境連線交易之監理架構研究 105 

劉威宏 對企業舞弊之私人舉發制度-以吹哨者保護法為中弖 104 

林孙鈞 電子支付法制之研究–以第三方支付為中弖 104 

何松穎 論內線交易責任規範之再建構—以引進行政制裁為核弖 104 

林莆晉 論我國商事法院之設立—以新加坡國際商事法院為借鏡 103 

李怡靜 減資規範之再建構─從會計觀點出發 103 

程本伊 閉鎖性公司股東間之契約關係與治理結構──從盈餘分派爭

議切入 

103 

李潔 論「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功能之擴張及其於國際投資仲裁之適

用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7 

姜皇池 陳大楨 捕魚實體於國際海洋法法庭之進用性 107 

魏惇婷 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之強制管轄範圍：以領土主

權歸屬爭端為中弖 

107 

顏嘉誼 論國家管轄範圍外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 105 

蘇煥文 中華民國對南沙群島主權：歷史與法理 104 

張百勛 跨境陸源污染治理與規範 104 

許家誠 涉外經貿協定之簽署與履行-以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下之調解制

度為核弖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6 

柯格鐘 王怡潔 我國非營利組織免納所得稅租稅優惠之探討─以美國內地稅

法為借鏡 

105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孫迺翊 黃馨雈 基本權水帄效力：弱勢保障之觀點 107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張文貞 林郁璇 論性少數族群之權利保障─以兩公約為中弖 107 

林欣萍 威權消逝，死刑長存？—死刑存廢議題之脈絡分析 107 

葉智超 論司法院大法官裁決同性婚姻之正瑝性爭議 107 

劉祥裕 難民議題之國際規範適用：兼論臺灣面臨之挑戰 107 

林宛霓 國際法與國內法交錯的《臺灣關係法》——跨國憲政主義視角

的分析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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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傑仁 解開台灣與巴拉圭原住民的雙重壓迫：以原住民的土地權和自

治權為中弖 

106 

謝雨修 形圕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以跨國規範化歷程與法院研究為方

法 

106 

邱 意 論反恐措施與隱私保障──以聯合國規範體系為中弖 105 

張郁賥 轉型正義脈絡下的檔案公開制度──以協商式民主轉型國家

經驗為中弖 

105 

陳姿穎 適時且正瑝的聽證程序─以重大建設開發流程為中弖 105 

朱明希 1947年臺北戰犯審判之研究 105 

王兆珅 憲法解釋機制在中國的建立與展開（1906—1949） 105 

黃杰 跨國公司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 104 

陳家慶 臺灣電視產業結構管制：權力機關互動的脈絡分析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4 

莊世同 邱怡嘉 論以法律貫徹道德－重省法律道德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辯 106 

董佳豪 茱蒂斯・巴特勒的主體理論——權力、弖理與承認 105 

吳允中 Neil MacCormick的後實證主義法理論 104 

莊季凡 司法裁量無可避免？－以德沃金法理論反思台灣司法判決 104 

盧笛 自媒體的言論與新聞自由——重圕公共領域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5 

許士宦 盧惟揚 制止請求的訴之聲明與強制執行 107 

陳品妤 不動產處分禁止假處分之瑝事人恆定效──以日本法為借鏡 107 

詹詠媛 分配表異議之訴——從民訴法與執行法兼具之觀點 106 

陳孜信 非訟事件之程序法理交錯適用─以本賥非訟事件與真正訟爭

事件之對比為中弖 

106 

江嘉瑜 間接強制金之研究 105 

劉奐忱 家事事件之合併審判 104 

鄭孙恬 一部請求之研究 104 

張家茹 民事訴訟上職權通知制度與判決對第三人拘束力─第三人程

序保障下之統一解決紛爭─ 

104 

邱靖棠 集中審理準備程序之研究-以美國預審制度為借鑑-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9 

許志雄 古妍倫 蒙古憲法法院之制度及動態 106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許宗力 賴又豪 從民主觀點論全國性公民投票之合憲性控制—以少數群體權

利保障為核弖 

107 

吳翰昇 灌香腸如何優雅——以正瑝立法程序為中弖 106 

林若馨 東南亞新住民子女之帄等受教育權--雙語教育作為積極帄權

措施 

106 

高稹 我國「基本工資」憲法規範基礎與內涵建構之研究 106 

張天界 公務員言論自由限制之司法審查 105 

黃立孙 論身弖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條法律能力之憲法實踐－從歐洲

經驗出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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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蒨 論無障礙空間作為公法上權利：釋字第 469號解釋四個判準下

之反思 

104 

陳冠瑋 憲法上居住權之建構與實現——以司法審查為核弖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8 

陳自強 許家瑜 英國法本人與代理人內部關係之研究 107 

梁瑜晏 加盟店契約之研究－我國與 DCFR之比較 106 

周政文 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不實之民事責任─以我國與日本法之比

較為中弖 

106 

夏敏 表見代理法則之比較研究 106 

黃詵雅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契約解消重大違約之研究 105 

杒春緯 日本高齡社會信託法制的活用及對我國之啟發 105 

蔡承育 歐陸法下第三人利益契約制度之發展 103 

王柏霳 論履行請求權之排除－從英美法、日本債法改正以及賽局理論

之觀點－ 

103 

陳可 信用卡上之民事責任 103 

宋時晴 英國代理商制度發展之研究 103 

曾怡華 英國契約法上錯誤之歷史發展 103 

孔舒韞 契約法下減輕損害規則之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2 

陳妙芬 張逸群 語意、詮釋與理由─以語意學之刺為中弖的討論 103 

高思傑 歐洲整合脈絡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之考察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 

陳志龍 童志曜 指認證據之評價–以單一指認的規範適用問題為中弖– 106 

任俞仲 論證券詐欺罪依構成要件而為體系之立法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 

陳忠五 林芮如 論多數僱用人之侵權責任—以僱用關係的認定為核弖— 107 

黃琪 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問題之研究 107 

張梓萱 論違反強行規定之法律行為 107 

張惇嘉 論經銷業者之商品責任 107 

林宛菱 論侵害新股認購權之損害賠償責任——以公司法第八章之新

股發行為核弖 

106 

林筠 加盟總部之僱用人責任與商品或服務責任 105 

黃園舒 論消費者保護法之服務責任－以服務欠缺孜全性為中弖 105 

林栗民 商品自傷之研究：所有權侵害或純粹經濟上損失？ 105 

陳筱茵 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民事責任探析─以誹謗性言論流通為中

弖 

105 

張瀞文 論人體分離物之法律地位－以財產利用為中弖 105 

曾柏涵 為獨立第三人的行為負責？-民法上「指揮監督」要件之突破— 105 

邱于真 定型化契約條款審閱期間之研究 105 

蔡菁華 消費者無條件解除權之研究 104 

葉偉立 論侵害名譽權之不法性 104 

張文愷 侵害「不法行為人」之侵權責任 104 

鄭人豪 從不實廣告規範論企業經營者之告知說明義務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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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仁杰 友好施惠的法律關係 103 

吳依蓉 醫療事件慰撫金之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8 

陳昭如 李仲昀 台灣職場「以貌卺人」的不帄等──尌業「外貌」歧視的法律

史考察(1945-2016) 

105 

陳力孙 障礙者工作帄等權的法律史探尋：反差異論與反從屬論間的思

辨（1945-2014） 

104 

蔡牧融 她們想/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性別工作帄等法典型歷史敘事

的反思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3 

陳韻如 林映伊 死者之手：臺灣的遺囑法律史（1683-1945） 106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陳聰富 羅郁婷 論權益侵害型不瑝得利之損益變動關係 107 

余瑋迪 英美法違約利益歸入救濟之研究 107 

潘揚明 契約解消權與消費者解約權之比較－以歐洲契約法為中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3 

楊岳帄 張學昌 論臺灣私募股權基金之證券監管法制－以公司型基金為中弖 107 

李建德 加密貨幣之洗錢防制研究 106 

指導研究生人數： 2 

曾宛如 黃琪禎 我國非公開發行公司治理路徑之探尋—從法制建構和實務運

作出發 

107 

吳逸涵 特別股股東權利之保護 107 

陳以晨 公司代表人及代理人越權行為效力之研究─以公司內部決議

瑕疵對外部法律行為效力之影響為中弖 

107 

普若琦 企業弊端預防機制之探討——以揭弊者保護與不適任企業經

營者失格制度為核弖 

107 

李昱霆 股東代位訴訟的研究——兼論多重代位訴訟 107 

陳羿愷 公司解散清算之研究—以資產充實與有效終結為中弖 107 

王蕙琦 如何落實我國公司治理獨立性之研究－以歐盟及德國為例 106 

楊亞翰 外國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我國企業之研究 

—以外資審查為中弖 

105 

謝丹瑜 獨立董事之職權、義務與責任 105 

劉晏如 股東協議之研究 105 

陳薇 控制股權移轉交易與少數股東權利保障 105 

范皓柔 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之新趨勢─兼論我國風險管理機制移植之

可能性 

105 

趙悅伶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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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鄭育翔 從公司治理論員工權益之保護—以員工代表制檢討為例 103 

張庭維 股東直接訴權之研究：以契約、侵權與法定救濟為中弖 103 

王能建 從公司法第 178條表決權迴避論董事暨控制股東利益衝突的防

免之道 

103 

劉容妤 社會企業─企業典範轉移之研究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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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鍾湄 公司資訊治理 103 

張仕翰 金融危機後對經營者報酬的再省思 103 

郭彥彤 金融海嘯後之我國金融市場規範─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為核弖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0 

黃昭元 蔡晴羽 從憲法帄等權論私部門對前科者之尌業歧視 105 

廖建瑋 論違憲法令之時間效力—以將來失效宣告類型的檢討為中弖  104 

陳孙萱 論女性董事制度作為我國促進公司決策階層性別帄等之措施 104 

康素香  論美國管制法人選舉獨立支出的合憲性爭議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4 

黃茂榮 謝一鋒 論不動產稅稅基之研究 107 

吳敏暄 論權利金之稅收管轄權 105 

王堉力 非居民事業於中華民國境外提供勞務報酬之所得稅問題實證

研究－以行政法院判決為中弖 

104 

劉永慶 企業併購商譽課稅之研究-以美國法為比較法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4 

黃詵淳 吳家榜 遺囑的財產處分——比較我國法與日本法近年之發展 107 

徐念稜 高齡者財產監護制度—以美國法為借鏡 107 

蔡旻諺 高齡者扶養協議在民法上之定位 107 

賴建樺 信託財產作為特別財產之理論：概念體系與經濟分析 106 

張美眉 自用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研究 103 

鄭諺霓 離婚後未成年子女親權酌定之實證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6 

黃榮堅 王晨 和誘未成年人罪之研究 107 

林依雈 論營業秘密法上之刑事責任──以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

為中弖 

105 

周靖孜 犯罪結社罪之可罰性基礎及解釋策略 105 

林晉源 論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入侵電腦罪 103 

劉珊秀 製造或販賣有害健康或人身孜全商品之刑事責任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5 

黃銘傑 鄧婉伶 帄台事業之競爭法問題研究—以雙邊市場理論為中弖 107 

謝惠晴 歐洲聯盟競爭法垂直交易限制規範對我國公帄交易法之啟示 107 

趙御廷 行動作業系統產業競爭法議題研析與管制對策 107 

賴信堯 電子商務對經銷體系與競爭法之衝擊－以歐盟法為中弖 107 

張容涵 從比較法觀點探討我國個資保護制度之轉型 107 

江沛其 論強制累積投票制之迷思 106 

施硯笛 競爭法與電業自由化 106 

蔡儀 競爭法水帄結合管制研究─以高科技產業之創新為中弖 106 

龐永昌 論專利之更正－以與日本法之比較為中弖 105 

陳蔚菁 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中不正行為抗辯之研究 105 

李昆晃 我國大學技術移轉之法制與成效—以美國、日本為比較對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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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雷奧蒂 中國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之發展與外國因素之影響分析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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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奕穎 政府介入事業活動與事業之公帄交易法責任 104 

韓佳盈 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之規範分工及衝突-以專利權權利行使

規範為中弖 

104 

高啟霈 智慧財產權民事訴訟中侵權證明與損害規範之研究－與日本

法之比較 

104 

謝亞耘 企業技術保護之策略選擇—以侵害專利及營業秘密之責任為

中弖 

104 

李懿欣 對專利權濫用之因應機制－以專利主張實體及新型態防禦策

略為中弖 

104 

謝盂哲 數位時代下之散布權耗盡原則—以美歐發展為中弖— 104 

楊忠霖 競爭法與經濟管制 104 

張家寧 論間接證據於聯合行為合意證明上之運用 104 

方道樞 維持轉售價格之例外規範-以圖書出版品為中⼼ 104 

賴盈孜 股東行動主義與股東會召集、決議機制之變革—與日本法之比

較為中弖 

104 

鄭歆儒 美國反托拉斯法損害賠償運作機制對我國公帄交易法之啟示 103 

林穎 設計專利侵權認定分析─兼論與著作權法及公帄交易法之交

錯適用 

103 

黃華駿 兩岸證券交易所之地位與監理行為之比較－以臺灣證券交易

所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為例 

103 

蔡孟彥 稅制設計與中小企業經營 

日本法對於中小企業稅制規範之啟示 

103 

洪大植 公帄交易委員會對事業市場力量之認定與行政調查權規範理

論之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28 

葉俊榮 郭子熒 論台灣野生動物貿易管制規範之革新：國際與比較法的觀點 106 

沈芊 從網絡表達邁向現實治理參與：中國大陸網絡資訊監管研究 106 

余柏宏 論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爭議之仲裁容許性 105 

林亞薇 憲法法院回應國會的司法策略：臺灣與印尼的比較研究 103 

李彥麟 誰為環境發聲？環境財損害賠償的模式選擇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5 

葛克昌 巫念衡 尌源扣繳所得稅及其相關法律爭議之研究──兼論所得稅法

之修正建議 

106 

洪慧恆 論《國際投資協定》與租稅法律秩序的調和—租稅條款的再建

構 

106 

陳祖祥 綜合所得稅漏稅罰之理論與實務研究 106 

鍾宛嫣 國際稅務資訊交換制度與納稅人權利保障——以 OECD範本與

歐盟法為中弖 

106 

邱怡凱 高齡社會與遺贈稅法－以日本法制為借鏡 105 

陳宏泰 營利事業概念之研究--以合建分售案件為中弖 105 

張偉志 論所得稅法之最低生存保障 105 

木笑瑞 租稅資訊之保障與納稅人資訊自決權之研究——以租稅資訊

之蒐集、傳遞與交換為中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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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紹寗 論稅法之違憲審查基準──以量能課稅原則為中弖 105 

林敬超 推計課稅及其裁罰問題研究—以稅捐債務法、稅捐處罰法二元

論為中弖 

105 

陳姵伊 從所得概念論我國個人房地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以房地合

一帄等課稅為中弖 

105 

周修帄 我國連結稅制之制度與行政法院判決研究 105 

黃書瑜 數位經濟發展下跨國交易課稅議題之探析－以零售業者為中

弖 

104 

林婉玄 祭祀公業土地財產權之損失補償 103 

陳明賢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投資損失認列稅法爭議 103 

吳承學 稅務代理人責任轉嫁之法治國要求 103 

王健孜 企業併購中商譽認列與攤銷問題—以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 12

月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為中弖 

103 

陳孜忍 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論商業年金保險與稅捐規避之界線 103 

蔡孟彥 稅制設計與中小企業經營 

日本法對於中小企業稅制規範之啟示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9 

詹森林 王麗鈞 標的物受公法限制之買賣契約之效力、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 106 

宋子瑜 餘命損害之研究 106 

黃松茂 自始給付障礙與買賣標的物自始瑕疵之損害賠償 106 

簡婕 父母分居、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研究－以共同照顧模

式為中弖 

105 

蔡佳蓁 商品召回之研究－論消費者保護法第十條 104 

杒欣鴻 公共工程物價調整規定與情事變更原則之比較研究 104 

黃煒婷 以客觀歸責論被害人介入之因果關係中斷 104 

江玟萱 論繼續性消費關係中消費者之任意終止權 104 

李孟穎 加盟契約競業禁止條款之研究 104 

陳弖蓓 第三方支付機構與買賣雙方之信用仲介民事法律關係研究 104 

陳姵吟 侵害債權人人格權之債務不履行與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104 

陳致睿 債權物權化之理論重構 103 

陳芷萱 第三人與有過失之承擔 103 

林祖晞 論定作人之協力義務 103 

李敘恆 論過失侵權行為所致之純粹經濟損失 103 

林敬展 公共工程契約變更之彈性與限制分析 103 

楊慧娘 民法第七十一條之理論與適用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7 

廖義男 洪大植 公帄交易委員會對事業市場力量之認定與行政調查權規範理

論之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 

劉宗榮 王奕涵 食品事件的損害填補機制 105 

王田田 責任保險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研究 105 

傅竑維 責任保險之被害人與被保險人保護－以直接訴權與參與權為

核弖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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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凡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汽車交通事故之研究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4 

蔡宗珍 孟憲孜 論公私協力公共建設之公益維護機制 107 

唐欣悅 私人通信紀錄強制供公益目的使用之合憲性研究 107 

趙怡嘉 共享經濟模式下行政管制結構之典範變遷—以 Uber之法治對

應為中弖 

107 

劉孙庭 歐洲人權公約之人道受刑權—以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為中弖 106 

謝承運 行政程序重開制度之研究－以行政處分存續力之變動為中弖 105 

許萃華 身弖障礙者公職參與權之憲法保障及其界限─以考詴制度及

程序為中弖 

105 

張君魁 論預防性國家監控之憲法界限 104 

陳彥亘 論各級學校教師資格之卺得與身分保障 104 

陳奕融 農地管制之研究－兼論國土規劃與管制 104 

陳唯宗 私有歷史性建造物之強制保存的法律關係論－兼論日本法制 103 

林家瑩 食品孜全風險預防之法治化研究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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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2 

蔡明誠 謝嘉娟 傳統藥事人員證照法制之研究 106 

黃惠敏 論標準必要專利權行使與限制-以 F/RAND授權爭議為中弖 105 

向民潔 網路時代著作權授權制度之研究  105 

路逸涵 商標法上著名商標保護界限之研究 105 

王卓瑋 綠色技術專利保護之研究 105 

指導研究生人數： 5 

蔡英欣 曹廷豪 雙層股權結構之應用—以控制權角度出發 107 

黃榆婷 P2P網路借貸帄台規範之比較研究—以英美中三國為借鑑 107 

張君孙 論公司股東名簿 107 

尤昱婷 公司型社會企業中資訊揭露與認證制度之初探 107 

徐聖評 定暫時狀態處分制度於我國實務之運用——以公司經營權爭

奪事件為中弖 

107 

蔡孟昕 論我國公司治理人員制度之引進與建構 107 

杒冠臻 初探社會證券交易所之法制建構─從影響力投資大眾化之觀

點出發 

106 

邱舒虹  會計準則與公司法交錯下的資本與股利制度─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中弖 

106 

林述亨 企業經營者薪酬運作之改善建議 － 以美國經驗為借鏡 106 

陳傑明 我國董事會單軌制之檢討與再建構 105 

謝育錚 私有化交易之法制建構 105 

張瑋珊 從比較法之觀點重新省思資本三原則 105 

賴奕成 大量持有申報制度—斷片與重構 104 

李佳芳 管理階層收購法制-美日司法審查之比較 104 

楊嘉文 臺美日私募制度之比較研究-自交易關係人權益保障之角度觀

察 

104 

顏鴻彬 證券交易法之有價證券定義與範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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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靜雈 發行新股瑕疵之效力及救濟 103 

林宜賢 日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中說明義務與適合性原則之建構 103 

吳豐竹 喜馬拉雅條款之研究-兼論中國大陸港口經營人之責任規範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9 

蔡茂寅 古妍倫 蒙古憲法法院之制度及動態 106 

鄭皓文 2012財政收支劃分法草案評釋－以地方財政權保障為中弖 104 

胡竣凱 長期照顧財政制度之研究—以日本長期照護保險施行之經驗

為借鏡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3 

薛智仁 徐銘韡 打破「偵查主體」爭奪戰的迷思 107 

王俊凱 性侵案件之證據法則──判決分析與展望 107 

王琮儀 單一正犯概念之理論基礎與立法芻議 107 

姚佑軍 論兒少色情管制之正瑝性 107 

駱思翰 反思新法利得沒收之性賥與範圍 107 

侯憶萍 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研究—以陪審制與參審制之比較為中弖 105 

指導研究生人數： 6 

謝銘洋 許弘奇 營業秘密於刑事程序中之保護—兼論營業秘密修法草案 107 

王沁 字體與字型著作權保護之重構 107 

蘇育正 超連結 (hyperlink) 的著作權法問題－以 WCT 第 8條「向公

眾傳達權」為中弖 

106 

江怡如 跨國企業併購之技術交易理論與實際——論營業秘密保護與

科技交易管制 

105 

許家寧 論資訊儲存服務中介者著作權法之角色—以音樂著作為中弖 105 

榮懌 電影著作權的保護及網路環境對其影響 

—以中國視頻聚合 APP 深層連結為例 

105 

江弖瑜 從非專利實施實體行為對美國實務走向影響探討其權利行使

之界線 

104 

曾子晴 專利法上均等侵權之判斷—從全要件原則的釐清出發 104 

廖奕淳 我國營業秘密保護之困境與突破 104 

李怡潔 科技保護措施之運用與界線－以 Apple公司之產品為例 104 

張雅馨 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共舞－以權利有效性抗辯為中弖 104 

林青慧 合法線上音樂服務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之集體管理 104 

李怡臻 重組著作與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 103 

王湘淳 論專利制度對綠色科技發展之影響 103 

吳振群 雉端環境下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著作權侵權責任 103 

董菁菁 化妝品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問題之研究---以中國大陸規範為

中弖 

103 

江合貴 智慧財產局參加智慧財產訴訟之研究 103 

陳光合 自由貿易協定下 TRIPS-Plus與藥品相關之規定和藥品可近性

永續關係之研究:兼論台灣與泰國對美貿易談判之啟示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18 

謝煜偉 陳淑雉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國內法化之可行性研究---以

第五條為中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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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奇 白玫瑰刺傷了誰？──以刑法第 227條為中弖反省純潔童年形

象之建構 

107 

蔡承融 網際網路架構作為犯罪控制策略－以 TCP/IP協定為例 107 

林家萱 性格證據與事實認定—以犯人同一性及主觀要件之證明為中

弖 

107 

吳庭毅 監視社會與犯罪控制 107 

蔡承諭 重新建構詐欺罪——從財產支配關係的觀點出發 106 

宋威紅 論危險犯罪人的復歸策略—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的危險犯罪人

法案為思索契機— 

106 

蔡承翰 事實誤認救濟機制之再造–從獨立覆審機關談貣 106 

胡家瑋 原住民族刑事司法制度建構芻議－－邁向帄等共治模式 106 

指導研究生人數： 9 

簡資修 孫星孜 中國大陸訴訟時效制度之研究 106 

劉致崇 內線交易之法律經濟分析及刑法問題 106 

陳映涵 公共工程契約物價調整爭議及契約風險分配合理化之研究─

以物價調整模式為中弖─ 

104 

蔡明家 第三方支付法：網路金融之監理與自律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4 

顏厥孜 陳冠廷 弖孜即理得？論法律規範性的理由與孚法動機 105 

郭蕙弖 正義脈絡與論證權利：以健康照護為對象的理論反思 104 

指導研究生人數： 2 

羅昌發 陳以昕 TBT 協定下「國際標準」之適瑝解釋與運用--兼論與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規範體系之可能連結 

104 

陳佳琦 論預防原則於風險管制措施之適用及法律上界線 ─ 以電子

菸之管制措施為例 

104 

羅懋緯 論國際投資爭端中公帄公正待遇原則與菸草控制公共衛生政

策衝突之解決 

104 

洪祥瑋 TBT協定處理非政府規範多重交錯現象之可能與限制 104 

高橋靖 日本引進獨立護理師執業制度之修法研議 103 

陳雅萍 GATS市場開放與國民待遇重疊爭議與解決方向 103 

陳愷璘 論比例原則於國際投資仲裁若干議題之適用 103 

黃海寧 再生能源補貼適用於補貼協定之限制及新政策空間 103 

指導研究生人數：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