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大法訊 NCCU Law Newsletter

2019 DEC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05

嬴
過
別
人
，
未
必
超
越
自
己
，

努
力
往
前
，
是
為
了
讓
明
日
的
我
超
越
今
日
的
我
，

在
政
大
法
律
科
際
整
合
研
究
所
，

成
為
不
斷
超
越
自
己
的
我
。

封面攝影│蔡祖芸　封面題字│王文杰

封面人物│葉蓁（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封面照片在政大田徑場新鋪設的運動跑道拍攝，本田徑場從2018

年11月開始整修，2019年5月完工，是台灣第四座（另外三座分

別是左營國家體育場、台北田徑場和板橋田徑場）獲得國際田徑

總會一級認證的400公尺標準田徑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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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院長

秉持前輩努力的苦心，讓法學院繼續發光發熱

今年（2019）8月1日，我在院內同仁支持下，接任法學院院長。在前輩院長

經營下，法學院早已粲然大備，經營成績不但在政大10個學院間名列前茅，

即在臺灣各大學法學院間也足為標竿。我將秉持前輩努力經營的苦心，讓法

學院繼續發光發熱。

法學院新蓋院館之議案，總算定案。化南新村文資保存爭議仍未解決，法學

院將以憩賢樓及周邊土地為新的院址，預計明年（2020）秋天破土動工。法

學院需要一個安穩的新家，期待校友及社會各界大力支持新的院館，也期待

新的院館讓法學院產生更大的研究與學習動能。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於2004年創立至今已15年了，早已培育無數的跨領域研

究生進入法律及其他職場。科際整合是法律學發展必然要走的路，但現階段

仍然有諸多現實障礙必須克服，否則將影響法科所及學生的發展。如何引進

更多跨領域專家協助法科所的研究與教學，如何在課程設計上導入更多跨領

域的課程，應是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在此願與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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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任行政團隊，自108年8月1日上任，由何賴傑教

授擔任院長。詹鎮榮教授擔任第一副院長暨法科所所

長，吳瑾瑜教授擔任第二副院長暨法律系系主任，李聖

傑副教授擔任第三副院長暨在職專班執行長。

政大法學院
新任行政團隊

法學院新時代的來臨

何賴傑院長認為法學院課程還是要考慮如何與實務工作銜

接，「實習」是一個補強的重要方法。法學院雖已有不少

實務課程，但讓學生到實務場所實習，因仍未法制化或配

套，目前仍是法學院與各實務單位談實習合作，導致現階

段整個法學院可能不到1/10學生有機會到校外實習。今後

仍有努力空間。

自法學院畢業的學生，除法律系、法研所外，也有不少在

職專班、法科所畢業的跨領域學生。為了因應快速變遷

的現代社會，讓具備跨領域專業的教師，能進入法學院授

課，不但符合現階段課程所需，且也能加強法學院研究及

創新的能量。何院長將在法學院現有六個中心的架構下，

嘗試鬆綁聘用規定，讓更多跨領域法律專才進入法學院任

教，營造「創新」及「跨領域」的研究與教學環境。

提供更多國際交換機會，
拓展比較法學之視野

在未來的行政工作上，能夠就法律研究所之

特性，找尋出可行的調和方案。此外，詹所

長也期許能提供本院研究生更多的國際交換

機會，鼓勵拓展比較法學之視野，使本院培

育出的碩、博士，不僅具備有法律解釋及適

用之基本能力，更對法制之利弊具有敏銳的

問題意識，以及解決問題的比較法學基礎與

自主方案提出的企圖心。

詹鎮榮所長的現行工作計畫及目標：

1.研究部招生宣傳。

2.法科所之深化經營。

3.學位論文合乎學術倫理要求之促進。

4.優秀學位論文之獎勵。

5.研究部評鑑作業之實施。

謙虛學習，全力以赴

吳瑾瑜系主任的現行工作計畫及目標：第一，

協助盤點課程，以達成學校規定降低專業必修

學分。第二，研議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跨

境或跨域學習意願。

工作目標：提升學生競爭力。

專業‧多元學習

分享‧交流經驗

在入學規定上，專班學生入學需要有一定工作年資的要求，政大所錄

取的專班學生事實上也都具備非常優秀的職場專業表現，如果可以讓

同學們共同分享他們的工作資訊，一起拓展生活經驗是很可貴的。

去年（2018年9月）專班學生自發性成立學友會社團，專班也會配合

和協調學友會功能，讓專班學生藉由學友會有不一樣的生活視角以及

專業資源的交流。

李聖傑執行長的現行工作計畫及目標：

在職專班成立於2003年，到今年已經16歲了，專班學生的入學背景相

當多元，李執行長表示法學院在未來專班發展基本上還是會繼續維持

這樣的招生規模，並強化學生們不同學門領域的專業訓練。

法學院現有中國大陸法制中心，實際上法學院與香港、韓

國、日本、新加坡都有學術合作關係，與東南亞國家的學

術交流亦與日俱增。何院長期許2020年能完成亞洲法中心

之建置，以擴展法學院區域研究範疇。

考量到學生研習實際需求，並符合法學院實體化組織，何

院長也傾向取消大學部過去從大二開始「分組」的選課作

業，希冀以更符合法律發展趨勢的主題式學分學程方式，

以取代過去法律分組方式。

在院治理方面，何院長會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以掌握本院

行政人員的工作狀況與工作目標。另外，藉由院務會議來

彙整教師們對決策的建議。對於法學院重大變革，也會適

時委請副院長負責召集各法學中心成立工作小組，邀請教

師與學生代表一同討論規劃後，提交院務會議為最後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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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法學院畢業典禮暨撥穗儀式，

由時任院長王文杰代表致詞，

特邀嘉賓藍獻林院長與會，祝福同學們鵬程萬里。

2019法學院畢業典禮 
祝福畢業生擁有美好未來

撰文＝林侑儒

2019法學院畢業典禮暨撥穗儀式，於6月15日在藝文中心大禮堂舉行。本

次畢業典禮特別邀請最高行政法院院長藍獻林致詞，以一位政大學

長的經驗分享勉勵畢業生。本屆畢業生代表由陳東晟擔任，最後由各位師長為各位畢

業生進行撥穗儀式。

王前院長祝畢業生開展美好的未來

典禮開始先由法學院各位老師入場，並由時任院長王文杰代表致詞。王前院長表

示，今日見證在座所有畢業生生涯階段性的里程碑，並勉勵畢業生在面臨未來更

新的挑戰以及多變複雜的社會情勢，能夠具備溝通交流、解決複雜問題，以及與

不同環境、不同學術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

王前院長並現場朗誦親自以毛筆書寫致贈給畢業生的信函作為祝福：「在踏出

校門前往世界之時，把政大給你們的都帶上，尋求簡單之道，但理解複雜性；傾

聽，但保持批判的精神，在人生際遇中找到快樂，但不忘責任。」最後恭賀所有

畢業生有一個開展美好的未來。

藍獻林院長祝福畢業生鵬程萬里

特邀嘉賓藍獻林院長一路從大學到博士都就讀政大法學院，夫人王昱之曾任高等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也是政大法學院博士班畢業的校友。藍院長以樂觀進取作為

送給今年畢業生的畢業禮物：勉勵在座畢業生知足、助人、守法、幽默以達到樂

觀，並且具有等待和退一步的智慧，才是真正的進取精神。藍院長也祝福各位畢

業同學鵬程萬里，一切順利。

畢業生代表陳東晟於2018年確診罹患罕見疾病，求學過程中除持續進行治療

外，也積極從事國際交流及學術研究活動。陳同學先細數畢業生在政大的共同回

憶，接著代表本屆畢業生感謝老師和家長，並祝在場每一位畢業生畢業快樂。

典禮最後以撥穗儀式作為句點，代表畢業生學有所成，並帶著師長的祝福前往下

一段人生旅途。

IMPORTANT UPDATES 校園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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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法學院時隔六年再度舉辦國際法制夏日學院。

總計有106位同學參與，包括15位國際學生。

2019年國際法制夏日學院
開拓視野，成果豐碩

撰文＝黃靖雯

台日法制國際夏日學院

台日夏日學院邀請日本大學法學部經營法學科的友岡史仁教授和

13位學生，到本校參與夏日學院。課程安排除了友岡教授所講授

的日本經濟行政法發展課程，參與本次夏日學院的日本大學學生

在課程最後一日針對日本是否應引入Uber之議題，以英文進行簡

報。由於Uber在我國同樣面臨合法性等問題，參與本次課程之學

生向友岡教授提出許多問題，討論氣氛相當熱烈。

台德法制國際夏日學院

台德夏日學院開設德國民法導論和德國刑法專題研究兩門課，課

程的前兩堂分別由本院王千維教授和許恒達教授針對我國法制作

探討，後兩堂則分別邀請德國弗萊堡大學Gerhard Hohloch退休

教授和特里爾大學Till Zimmermann教授來台授課。Hohloch教授

以德國民法導論為主題，提供同學們對德國民法有基礎的認識；

Zimmermann教授則針對德國的貪汙刑法進行講授，在現今犯罪類

型愈趨廣泛下，德國刑法理論之因應和發展值得我國借鏡。

為
了增進學生與國外學生相互交流和親炙國際法學大師講學的機會，法學院時

隔六年，再度舉辦國際法制夏日學院。本次夏日學院一共開設五門課程，涵

蓋德、美、日三國法制，內容橫跨刑法、民法、公法、商法，多元而豐富的課程選

擇，提供對不同領域有興趣的同學們參與夏日學院課程，同時，藉由外國老師以及

本國老師共同授課，激起比較法討論的火花。

�日本學生針對UBER議題進行課堂簡報

�友岡史仁教授與本國學生及吳秦雯教授於歡

迎會上見面合影

�台日師生至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參訪

�

� �

2019
08.07

2019
08.10to

2019
08.12

2019
08.16to

本次國際法制夏日學院，在本院王立達老師、許政賢老師以及多位助教、研究生團

隊的通力合作下，來自院內與院外學生的報名比預期更為踴躍。最後總計有106位校

內外同學實際參與課程，包括15位國際學生在內。

在活動期間，同學們積極把握機會和外國學生以及老師交流，老師們也鼓勵學生勇

敢跨越語言的障礙，開拓學習的視野，課程安排獲得參加同學、院內老師與外國教

授們的一致讚賞。

�Till Zimmermann教授與許恒達教授共同授課

�宜蘭地院參訪法庭體驗

�

�

台美法制國際夏日學院 

台美夏日學院開設了「同性婚姻、宗教自由」和「金融科技監管與法

制」兩門課，課程的前兩堂分別先由本校廖元豪教授以及臧正運教授

針對我國法制作探討，後兩堂分別邀請美國馬里蘭大學Peter Danchin教

授和杜克大學國際金融市場中心Lee Reiners執行主任來台授課。

Danchin教授講授的同性婚姻與宗教自由議題，從宗教自由的學理與社

會面之思考，反向切入同性婚姻的保障與困境，輔以許多美國及其他

各國的著名案例，展示世界各地實際發生的宗教自由與同性婚姻的衝

突與碰撞。

金融科技監管與法制課程，涉及商業價值創造與金融科技應用議題，

不僅於課程中有許多討論，於課後亦有座談、評分，以小組為單位發

表對於課程議題的看法，並由Reiners執行主任與臧正運老師共同提出

問題，增進同學對問題的反思。

2019
08.12

2019
08.16to

�Lee Reiners執行主任與臧正運教授課程座談討論

�企業參訪Pchome
�企業參訪玉山金控

�

�

�

IMPORTANT UPDATES 校園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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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108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核定通過11件，同學們紛紛感謝指導教授的幫助和建議。

科技部108年度研究計畫 
本系學生申請核定通過共11件

撰文＝林侑儒　照片提供＝周映彤、陳楨、張瑋芯、林庭穎

法律系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核定通過名單

序號 指導教授 申請人 計畫名稱

1 王文杰 林庭穎／法律四
網路虛擬財產性質與繼承問題研究：以網路個

人賣場為中心

2 臧正運 周映彤／法律四 首次代幣發行（ICO）的監管模式探討

3 詹鎮榮 張景閔／法律四
不當黨產處理之法制檢討：兼論婦聯會之行政

契約備忘錄

4 劉明生 張瑋芯／法律四 準公同共有債權共同訴訟型態之研究

5 許恒達 陳珮甄／法律三 析論原住民獵捕保育野生動物之刑事責任

6 傅玲靜 蔡賢俊／法律四 論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中替代方案之審查

7 林良榮 康舒涵／法律四
我國農業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之研究─以農業工

作之職災因果關係認定為中心

8 何賴傑 劉芃原／法律四 刑事司法互助於檢察官訊問程序之具體應用

9 李聖傑 劉亭均／法律三 析論施用毒品虞犯少年之處遇模式

10 王立達 張為甯／法律四
人工智慧創作的著作權保護─立基於負空間理

論的前瞻性評估

11 簡士鎰／資管系 陳　楨／法律四 Pepper人形機器人高齡照護系統之應用研究

※系級為申請學生目前系級。

法律四張瑋芯回憶寫作甘苦

談到寫作研究計畫的甘苦，法律四張瑋芯表示：「進行學術研

究時必有枯燥的時候，但熬過每個覺得痛苦的過程，得到的成

就感更加珍貴。」張同學要特別感謝指導教授劉明生老師幾個

月以來不遺餘力的幫助，甚至在早上六點就開始討論計畫。

法律四周映彤研究區塊鏈

法律四周映彤當初選擇研究區塊鏈，是因為家人從事相關產

業，深入研究之後對金融監理產生興趣。由於新興科技領域與

原本的專業頗有差距，且相關研究與他領域相較之下較為欠

缺，在進行研究時，需要多方請教專業人士以及研究不同國家

的資料。周同學也感謝指導教授臧正運老師的幫助和建議。

本
系108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共13件，核定通過11件，通過率高達84.6%，通過

件數為今年度全校之冠。消息傳來，全系師生同感振奮！

法律四林庭穎感謝王文杰老師

法律四林庭穎感謝王文杰老師於百忙之中擔任指導工作，

在過程中學習到題目構想具備「創意巧思」與突破現有

「前瞻性」的重要。至於進行研究計畫最大的障礙，林同

學認為是將自己原先課堂上被動接收老師資訊的模式，轉

換為自主發現問題並能有效提出，且是個尚未被解決的問

題。過程中也曾因為找不到相關研究資料十分恐慌，經學

長姐指點後領悟：「如果我

找到的是大家都不曾接觸過

的領域，那也許就是好的開

始。」

時任系主任許政賢對於申請通過的同學，除表達祝賀之意

外，並勉勵大家：「做自己喜歡的事，是最快樂的！喜歡

的事做久了，就變成自己擅長的了。常做擅長的事，就容

易成功！期許同學繼續努力！」

法律四陳楨以機器人高齡照護為題

法律四陳楨以Pepper人形機器人高齡照護系統為題，源起於上學

期與資管系同學，一同參加政大金融科技中心的Pepper機器人黑

客松競賽，提出機器人在長照方面的應用並獲獎。指導教授資管

系簡士鎰老師鼓勵同學們繼續發展此主題，因此同學們將其作為

畢業專題題目並申請研究計畫，為法律系少見往其他領域發展並

通過申請的計畫案。

IMPORTANT UPDATES 校園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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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馨教授退休活動在2019年6月舉行，

本院教師、校外學者及陳老師的學生齊聚一堂，

再次領略陳老師的學術風采。

撰文＝林侑儒

法
學院與基礎法學中心於6月6日於綜合院館三樓國際

會議廳舉辦陳惠馨教授退休學術演講活動，由陳老

師反思與回顧其學術生涯歷程，並展望基礎法學的未來發

展。當天本院教師、校外學者及陳老師的學生齊聚一堂，

再次領略陳老師的學術風采。

陳老師以「基礎法學的研究與教學反思─比較法制史觀

點」為題，從基礎法學導論在政大的課程發展開始，闡述

基礎法學課程對於法學在地化的重要：唯有知道我們自己

的法律是如何來的，如何走到今天這個狀況，法律才可能

有辦法給人民更好的生活。

回顧清代和德國法制研究，如何讓台灣更進步

在回顧過去對於清代法制史以及德國法制史研究的同時，

陳老師也娓娓道來他研究法制史的契機，以及比較法制史

的觀察。最後回歸到研究的目的：台灣是怎麼從一個威權

的年代，發展到今天的公民社會。「很奇妙的是在台灣，

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地方，在可能

的時候做一點小小的事，讓台灣進步。」

最後陳老師也表達了對於在政大共事的所有老師、行政人

員以及學生的感謝和祝福，並且以給予在場年輕法律人的

勉勵作結：「我希望，所有今天來參與的人，在未來的日

子，第一個，讓自己越來越勇敢，小小的行動力在每一個

生命的過程中都嘗試去回應生命的挑戰。第二個，對自己

的主體性要認真的保護和對待」。

陳惠馨教授著手的研究成就，體現對當代社會的關懷

本次退休演講薈萃陳惠馨老師各領域的親朋好友及指導學

生，包括法學院多位老師，以及基礎法學領域、法制史領域

與性別領域的校外學者，師丈顧忠華老師也蒞臨現場。與

會師長也在對於演講內容的回應中，回憶與陳惠馨老師相

處的過去，並述說陳老師給予的影響或啟發。

時任院長王文杰於開場致詞時表示，演講本身很大的意涵

在於法學院的傳承，陳惠馨教授在政大服務滿三十年，所

著手的研究也回應台灣法學教育的縮影，並代表法學院致

贈校景大磚燒紀念牌。

時任基礎法學中心主任劉宏恩則於致詞時表示：「一直可

以從惠馨老師的作品當中感受到對當代台灣社會以及華

人社會的關懷，研究與社會的處境是連結在一起的」。劉

老師並代表基礎法學中心致贈帶有「惠風徐來研法史，馨

香滿室助平權」題字的蘭花水晶玻璃座，象徵陳老師對學

生們的影響以及對社會帶來的改變。最後由陳老師過去門

生獻花，感謝師恩並獻上祝福，為演講活動畫下溫馨的句

點。

�陳惠馨教授回顧其學術生涯歷程

�陳惠馨教授及顧忠華教授與畢業學生合照

�陳惠馨教授及顧忠華教授與畢業學生合照

�法學院王文杰前院長致贈大磚燒

�基礎法學中心劉宏恩前主任致贈紀念品

�與會師長合影留念

�

�

�

� �

�

惠風徐來研法史，馨香滿室助平權
感謝陳惠馨教授退休活動報導

IMPORTANT UPDATES 校園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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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從臺北大學轉來政大任教的戴瑀如教授，

大學時曾從人類學系轉讀法律系，

峰迴路轉後專注於身分法研究。

家事法不是「賺錢」的法律領域，
但是對於社會和家庭影響深遠 

撰文＝王彥涵　攝影＝蔡祖芸

戴
瑀如教授這學期甫從臺北大學轉來政大任教，她的博士

論文所涉及的主題「人工生殖」，已在各國醞釀新一波

修法風潮。台灣於2007年便公布《人工生殖法》，而今年通過

《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後，代孕人工生殖、收養等議題再掀時

事熱議。她認為，未來「父母」的概念會多元化，一個孩子可能

有好幾位父或母，有提供基因者、有懷胎分娩者、有扶養教育

者。「怎麼重整自然血親的生殖關係？」會是接下來要面臨的重

要課題。在全球化的時代，特別是婚姻與父母子女問題，很難遺

世獨立而不受影響。

尊重當事人，跳脫框架，身分法是必須跨領域的學門

大學時曾從人類學系轉讀法律系，峰迴路轉後專注於身分法研

究，她的選擇在在突顯出對人與人之間互動、接觸的高度關懷。

「我們（法律人）應尊重各個當事人的看法，並盡可能解決問

題。課堂教邏輯與體系思考是為了需要時能跳脫框架，而身分法

是必須跨領域的學門。」

「很多事情不是家事法官能用一個判決解決的。怎麼確保當初做

的決定正確？後續還要靠社工或其他專業資源來協助。有時狀

況是，法官不一定看得懂社工的訪視報告，所以法律學門要跨出

去。」就著這個起心動念，戴老師於之前臺北大學任教時，結合

跨系資源開辦「家事法與社會工作學士學分學程」，讓社工、法

律系學生能彼此修課。

她語重心長地說：「看起來社會好像很平等，例如不會覺得離

婚是很特別的現象，但孩子的心理還是受到影響」。家事法不是

「賺錢」的法律領域，然而家庭功能脫序衍生的社會議題，其實

影響深遠。她也觀察到，通常對家事法感興趣的學生，是受到原

生家庭的影響，感受得到這些學生的苦累。

戴瑀如 
政大法律系教授，德國梅茵茲大學法學博士，專長

身分法、人工生殖議題，並曾於臺北大學結合跨系

資源創設家事法與社工學分學程。

戴老師在政大也支援開設民法概要的課程。「不同科系的

學生，問的問題比較出乎意料。」讓她有機會從其他領域

重新觀看法律。由於法律文字有時顯得抽象，而民法與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於是她會舉較多淺白的例子來協助學生

理解。

至於法律系本科生，她發現：「（現在）學生很容易把問

題只想成簡答題。身分法與婚姻家庭有密切聯繫，所以社

會變動會直接反映在上面。如果我們不了解身分法過去的

傳統背景，很可能脫離脈絡解釋」。她希望學生看待法律

問題時，也願意思考：當時法條處理什麼樣的議題？現在

是否不合時宜了？能否以解釋給予新的意義？

鼓勵同學出國生活，看到台灣看不到的事物

戴老師曾於國中及碩博士階段兩度至德國求學。德國重視

體育均衡帶給她的文化衝擊，讓她自勉「沒嘗試過的，不

輕易放棄」，因此近年與丈夫、女兒們一同接受空手道訓

練；親身體會遭他國人投以歧視眼光的不舒服感，讓她反

思，台灣人是否也常歧視東南亞移工或移民而不自知。

戴老師鼓勵學生盡可能善用政大資源，爭取出國經驗。

「能留學拿學位很好，若是短期交換也還是值得。重點

在，至少要待在那裡幾個月，真正去『生活』，而不是去

玩」出去了，才能看到在台灣看不到的！

對於法律系所的學生們，戴老師會依照學生的個性與狀

況，給出不同的建議。就國考而言，她表示現在律師太多

了，若沒有可以強調自己優勢的專業，還是很難競爭；考

國考只是把難題延到後面處理。如果想當司法官，那就去

考沒關係，往後若想轉職，還會有機會，只要有心都能找

到方法。而對於尚不確定職涯方向的學生，她說：「人做自

己喜歡的事，很快就可以上手。從現在開始最需要培養自

己有興趣的專業、專精領域，要擁有別人奪不走的能力！」

�2016年參加古亭盃親子型空手道比賽

�戴老師的閱讀書單

�

�

教 師 訪 談

F A C U L T Y
P R O F I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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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出國求學、返國後到各校任教，最後回到母校成為教授，

朱老師非常感謝法學院，她感覺自己「各方面都受到支持」。

投入公司治理主管進修課程，
讓政大成為培養專業的重要平台 

撰文＝謝悅寧　照片提供＝法學院

朱德芳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法學博士

J.S.D.，現任政大法律系教授，專長為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及企業併購法。

儘
管進入學術界是個偶然，但這個偶然的開啟與延

續，都讓朱德芳老師充滿感謝：求學歷程中父母的

一路支持，美國就學期間幸得學姊張心悌教授的推薦，從

而發現自己的教學能力與興趣，回國後從各校的授課了解

各校學生的特色等等。過程中獲得的每份支持與肯定，都

是朱老師人生規劃與教職生涯中的重要養分。

感謝法學院支持，開設跨領域和公益課程

朱老師歷經出國求學、返國後到各校任教，最後回到母校

成為教授，朱老師非常感謝政大，她感覺自己「各方面都

受到支持」。一方面法學院及財經法學中心師長支持老師

開設不同課程，賦予相當的彈性，並且由於政大商學院有

許多商法涉及的跨領域專業，如管理、會計、財稅等等，

對於她和學生而言都是學習上重要的資源。朱老師特別感

謝有機會與業界人士合作開設公益服務課程，由於商法是

與社會脈動緊密相連的法律，學生願意廣泛學習，透過課

程能夠關心社會發展，讓她也從中學習並獲得許多鼓勵。

另一方面，朱老師表示老師們之間的學術能量、廣闊心胸

與使命感也讓她從中學習甚多，特別是有機會與其他老師

們共同參與公司法的大修，嘗試產官學界合作的新修法模

式及推動前瞻性法制，過程雖然辛苦，但自己也在過程中

收穫良多，不僅在研擬修法資料的過程中打開眼界，也榮

幸結識了許多重要夥伴，是人生不可多得的重要經歷。

儘管修法結果還有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朱老師仍舊對未

來充滿願景。「民主是真正地進行溝通」，她談到學者們

嘗試推動的理想修法模式，期望未來各界能夠對彼此有更

多理解，在互助互信的基礎上繼續投入心力，共同肩負起

修法的責任，讓我國公司法成為一部更具前瞻性的法律，

推動社會發展。

引導學生對公司法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談到對於未來的期許，朱老師表示希望在教學上能夠引導

學生用更開心、開放的方式學習公司法。由於大學生多半

沒有實務經驗，學習公司法的過程難免覺得法條抽象、陌

生，加上這個領域經常需要跨領域的專業，導致在實務上

其實法律人對公司法並沒有較其他專業更加熟悉或瞭解。

朱老師覺得這其實有點可惜，她期望自己能在未來引導學

生對公司法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並鼓勵法律人在這個領域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不只是處理實務問題，假如能從初期

開始參與修法過程，就有機會為法制帶來改變。

此外，朱老師也希望未來能在政大培養更多公司治理主

管（Corporate Governance Officer，過去稱為公司秘書

Corporate Secretary）的專業人才。這個職務需要具備多方

面的綜合性知識，推動公司治理藍圖，協助公司在遵法的

基礎上達成其目標。她特別提到主管機關已經推動大型上

市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未來社會需要更多此類的專業

人才，而政大正具備所需綜合型專業資源，期待政大能成

為培養專業及推廣良好政策的重要平台，培養更多社會所

需的專業人士，為促進社會的良善發展提供一份助力。

教 師 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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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獲選優良教師的謝如媛表示，

現今的學生和過往相比，所處的環境真的大不相同，

她將教學重心更多地放在引導學生思考、發表意見以及討論。

營造師生互信的學習環境，
讓學生能在課堂思考和發表意見

撰文＝謝悅寧　攝影＝Kenny Chi

謝如媛
政大法學院教授，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研究重

心為刑罰、犯罪人處遇、修復式司法、少年法。

三
次獲選優良教師（暨106學年度特優教師）的謝如媛

老師謙虛地表示自己很幸運，學生願意參與課程、

展開討論，也帶給她很多收穫。謝老師表示自己過往看學

生的教學意見容易患得患失，後來調整心態把焦點放回

課程，現在已經不會特別在意教學評鑑，而更注重課堂上

實際跟學生互動的狀況，透過上課的眼神、動作和表情，

直接了解學生當下的回應，調整自己的教學步調及課程安

排。

談起學生，謝老師一邊回想一邊說，現今的學生和過往相

比，所處的環境真的大不相同，科技發達後，資訊變得唾

手可得，教師作為知識擁有者、傳遞者的角色相對減弱，

雖然她認為知識的傳遞仍是重要的，但學習環境改變，使

她將教學重心更多地放在引導學生思考、發表意見以及討

論。

讓學生在課堂中多發言，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儘管有課程的進度壓力，在課堂中加入討論時間一直是謝

老師安排課程的重點，無論是教授基礎還是進階課程，老

師都非常關注如何營造一個師生互信的學習環境，讓學生

能夠在課堂上思考並安心發表意見。特別是在教授基礎課

程時，她說學生們雖然剛接觸法律，還在培養基礎法學知

識，但都有自己的想法，讓學生在課堂中練習思考、多發

動更自然、友善的課堂環境，讓自己也成為學習者，更放

鬆地和學生們一起討論、參與課程。「不用高高在上多

好，」謝老師笑說一個能夠安心交談、交換意見的環境，

其實更能引導學生發表「真正的」意見，讓課程出現「驚

喜」，帶給其他學生以及她自己不同的思考刺激。

最後，謝老師引用約翰‧藍儂的一段話：「Don't hate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不要痛恨你所不了解的）」以及一

段她很喜歡的文句：「如果每個人都拿出一點微光，世界

就會陽光普照。」勉勵學生用開放的心態學習知識，並期

盼學生能夠對身邊的人多一點善意，這也正是她在刑事政

策的相關課程中想要教授與傳遞的訊息：如果每個人都可

以多一點點善意，所有人都會好過一點，社會也就可能發

生好的改變。

言，對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信心非常有幫助。

謝老師對課程的用心與投入不止體現在教學理念，也反

映在課程準備。老師表示她開每一門課程都會調整教材，

讓自己不斷學習新知，也會適當利用影片等多媒體素材

輔助，引起學生對議題的興趣與共鳴。而為了評論學生的

報告，她也會做很多功課，在課程中安排學生每週發表報

告，其實等於她自己也要跟著每週準備報告。

雖然為課程投入大量心力確實辛苦，謝老師表示她也從

中學習很多，並且從學生的回饋得到很多鼓勵和前進的動

力。老師看著擺滿研究室角落小桌的卡片，微笑著說有許

多過去的學生至今仍與她保持聯繫；也有學生出國交換、

遊歷時會跨海寄給她書信或糖果；與指導過的學生們共

聚餐敘時，她更經常被學生的用心與積極感動。例如有擔

任法官的學生努力與審判長溝通，爭取對被告宣判免刑判

決，讓真心悔改的被告有更生的機會；也有擔任少年調查

官的學生長期協助非行少年，讓一個原本滿口髒話、全身

刺青的孩子對生活改觀，想要改變人生，回到校園學習。

「看到他們這麼努力，我覺得自己也要再努力一點。」謝

老師如是說。

每個人多一點點善意，社會可能發生好的改變

言及日後的教學期待，謝老師期望將來能夠營造一個互

�學生送給謝老師的卡片，與

優良教師的獎牌一起放在研

究室的小桌上

�老師展示孩子手作的卡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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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大學畢業、服役、出國留學返國後，有感於

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處境，陳老師於30多年前選擇

開授結合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與涉外法律的「超國

界法」課程。1973年加入理律法律事務所，1987年

投身紅十字會並先後擔任總會祕書長與會長，1990

年擔任海基會首任秘書長。長期關注法學教育、法

治、社會公益與兩岸議題。

培養法律人全觀思維，
以熱情、良知、本事，為更多人做好事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為善者成）

攝影=蔡祖芸

陳長文
政治大學/東吳大學兼任教授，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為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人，專長於超國界法律問題。長期投身公益，並關注社會、

兩岸等議題，至今發表投書逾1300餘篇。

1969年，陳長文老師負笈哈佛法學院攻讀博士時，選修了 Henry J. Steiner 教授的 「超

國界法律問題」（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s）。1972年7月取得法學博士後回國

後，加入當時施啟揚、施文森、劉鐵錚三位前大法官等已在任教的政大法律系。雖我國外交處境艱

難，但地球仍然在轉，法律系學生必須跟上時代與跨國潮流，陳老師決定以在國外學到的新觀念與

知識，為學生帶來不一樣的視野，開啟至今48年的教學生涯。

拓展超國界法律思維，跳脫傳統法律框架桎梏

陳老師回國後，剛開始教授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航空法，後因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效應擴

散，而致國際處境愈加困難（例如：難以參與多邊公約與國際組織），而決定放下國際公法、國際

私法的課程，開始教授啟發性強的「超國界法律問題」。早年國際公法會強調國家主權，但今日已

不再當然以國家為唯一討論主體。陳老師認為全球化改變了法律的性質與相互關係，隨著跨境活

動日增，純粹國內法議題日漸減少，我們更應重視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連結。例如氣候暖

化、跨境個人資料保護、香港逃犯條例修例風波、乃至衍伸的香港域外刑事管轄權等議題，都與吾

等切身相關，尤其是法律人更應重視。

1973年，陳老師加入理律法律事務所服務。「法學院的同學畢業後，應該要從事一段時間的實務工

作，才能體會法律和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句建議，來自陳老師的親身體悟，他也舉1963年國

際私法經典判決Babcock v. Jackson為例，強調美國法院於當年即已跳脫僵化「機械性選法」，改以

周延、符合個案公平正義的「功能性選法」，但我國卻直至2010年才放棄了涉民法的機械性選法規

定，中間近56年的法制落差值得我們法律人引以為鑑。

培養法律人全觀性格，推動法律志業公益活動

為了培養全觀的法律人，陳老師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捐助成立理律文教基金會，迄今20年，致

力於法律志業的公益活動，如：理律學堂、理律盃校際模擬法庭辯論賽、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

方案、兩岸法學教育等。

此外，陳老師自1987年起投身紅十字會，策劃「讓愛穿透障礙」專案活動，投身國內外重大天然災

害的重建，與大陸紅十會組織簽署「金門協議」等，至今仍擔任紅十字志工；也因分享紅十字會創

辦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的故事而認識臺北英國學校的家長，了解到外僑家長因苦無校

地而疲於奔命的困境之後，主動協助，促使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TES）的誕生。

雖然謙稱各種教育或公益的參與是偶然，陳老師的行動，總不著痕跡地彰顯他的信念：「我們是法

律人，不能無感於法律追求公平正義濟世的功能，必須要有更高的同理心回饋社會。」

陳老師期勉從事法律工作的學子們，莫忘習法初衷，永遠抱持同理心，秉持良知，充實本事，服務

社會，更要對權力的誘惑戒慎恐懼。「挫折，是禮物」，祝福同學們課業進步，事業成功，多做好

事，也就是說 「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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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招生對象包含各領域大學非法律系之畢業生，課程設計以不同領域與法律之科際整

合為方向，使各領域的學生在具備法律基礎知識之後，將其與原本專業領域整合。

本所課程，主要分為：

專業法律課程：開設法律基礎課程、進階課程與專題研究課程，培養學生完整法律專業

能力。

整合課程：開設跨領域課程，培養學生跨領域視野，因應跨領域爭議問題之解決。

本所之優勢除了所內多數教師均具備法律以外的第二專長及跨領域訓練外，並善用本校

豐富人文社會科學及財經領域相關資源，共開設法律與以下三大領域科際整合之系列課

程：「人文與社會科學」、「商學與管理」以及「科技」。

由於本校系所以人文社會領域為主，並無完整的工學院與醫學院系統，本所為促進法律

與理工醫領域的跨領域教學整合，除了聘任校外工程領域教師外，也與本校應用物理研

究所合辦專利學程。

學科專業能力 

本所課程以法律綜合領域研究為規劃方向，課程開設兼顧各專業領域，使研究生於在學

期間，對於個別議題能有領先的專業知識。同時，投入實務與理論兼具之課程安排，期

能與執掌相契合。而其畢業條件均由相關領域的專家指導撰寫論文，以特定議題為研究

重心，更可深化其研究能力。

倫理、紀律與社會關懷 

本院提供公益服務實習課程，由專任教師結合民間公益力量，針對特定議題提供專業知

識的服務，例如刑法中心與司法改革基金會結合，研究生可參與基金會司法不公的個案

救援；公法中心則與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合作，提供個案法律服務，均能使本院研究生

在法學專業能力養成之外，更加提升社會服務與認同能力。

國際移動能力 

本院提供研究生至外國合作法學院短期交換機會，使其能於外國短期研究期間，提升對

該國法學研究的認識，並增進外語能力。此外，本院亦邀請與本院有合作計畫的外國法

學院教授，於暑假期間開設國際法制夏日學院課程，也於學期間邀請國外教師至本院客

座教學、開設國際課程，俾提供學生與外國學者交流機會，期許法學院研究生能夠透過

課程參與擴大國際視野，畢業後成為具備國際接軌能力的法學專業人才。

升學或就業（創業）競爭力 

本所學生入學前，多已具備法律以外學門的專業知識，領域遍及人文、社科、商管、生

科、理工、醫學、教育等。現代社會對分析與解決跨領域法律議題與紛爭處理的專業人

才，需求日益增高。本所畢業生將擁有多重學術專長，未來在職場上將更具有競爭力，

並有效解決社會多元複雜的法律問題。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是政大法學院的一大特色。有感於法律與其他

學科的緊密關連，政大法學院於1999年成立招收非法律系畢業生的碩

乙班，此為各國立大學之首創。

2004年，碩乙班改制為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培養跨領域人才，結合原有專業與法學，為本所宗旨

所在。跨領域整合課程為本所特色，其分為人文與社會科學、商管及科技等三大區塊。

法科所每年招生總名額（含甄試招生以及考試）為25名，入學

管道包含甄試入學、考試入學、僑生、外國學生以及大陸地區

學生聯合招生。其中，僑生、外國學生以及陸生為外加名額。

研究所

法律
科際整合

跨領域整合人文．社科．商管．科技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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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為
政大法科所的一份子

招生方式

◎報考資格

除大學校院法律學系（含以法律系為雙主修）、財經法學系、政治法律學系等法律相關系所外，各系所均得報考。

（甄試不受理同等學力）。

◎109學年度招生名額：甄試招生15名，考試招生10名。

統計數據

108學年度

● 招生考試 16人
● 甄試 8人
● 陸生 1人
總計 25人

107學年度

● 招生考試 14人
● 甄試 10人
● 陸生 1人
總計 25人

106學年度

● 招生考試 16人
● 甄試 7人
● 陸生 1人
● 外籍生 1人
總計 25人

招生考試錄取率近三年新生入學管道比例

18.80%
106學年度

19.08%
107學年度

14.94%
108學年度

每學年度接受「畢業生流向調查」之法科所畢業生

就業百分比

41.7%
105學年度

90.0%
106學年度

80.0%
107學年度

每學年度接受「畢業生流向調查」之法科所畢業生

所學與就業相關度比率

100%
105學年度

80.0%
106學年度

92.9%
107學年度

學生組成各項分析

男女比例

56%44%
106學年度

36%64%
107學年度

52%48%
108學年度

新生年齡比例

● 20-24歲 11人
● 25-29歲 8人
● 30-34歲 4人
● 35-39歲 0人
● 40-44歲 0人
● 45-49歲 1人
● 50歲以上 1人

106學年度

● 20-24歲 10人
● 25-29歲 9人
● 30-34歲 5人
● 35-39歲 1人
● 40-44歲 0人
● 45-49歲 0人
● 50歲以上 0人

107學年度

● 20-24歲 12人
● 25-29歲 8人
● 30-34歲 5人
● 35-39歲 0人
● 40-44歲 0人
● 45-49歲 0人
● 50歲以上 0人

108學年度

新生原領域背景數量

106學年度

● 商業管理 3人
● 社會科學 5人
● 理　工 3人
● 醫　學 0人
● 其　他 14人

107學年度

● 商業管理 7人
● 社會科學 5人
● 理　工 2人
● 醫　學 4人
● 其　他 7人

108學年度

● 商業管理 6人
● 社會科學 6人
● 理　工 7人
● 醫　學 0人
● 其　他 6人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COVER STORY



（法律＋n）X 論壇系列：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黃

榮堅老師演講

2015年招生說明會 2017年迎新會 2017年招生說明會台大 場 2017年招生說明會清大場 2018年招生說明會

2018年碩博班迎新

（法律＋n）X 論壇系列：法科所校友遠拓法律事務

所律師林芳伃學姊演講

2017年法科所學習經驗座談

（法律＋n）X 論壇系列IV：講者Sarah 
Roache與劉宏恩、許耀明老師合影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第一屆公斷盃辯論

賽：政大「親愛精誠」隊榮獲亞軍

法科所江運澤同學榮獲「2017 年海峽兩岸大學

生辯論賽」最佳辯士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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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法科所專業必修科目

修課特殊規定：

一、 本所總畢業學分數為50學分，包括：

 ◎ 必修課程（14學分）：包含法學導論（2學分）、刑法（6學分）、行政法（3學分）、憲法（3學分）。

 ◎ 進階法律課程（12學分）：自本所開設之行政救濟法、民事法綜合研習、刑事法綜合研習、公法綜合研習、財經法綜合研習、刑事

政策、國際私法、商事法總論與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法律倫理、法律服務、法律文件寫作與資料蒐集、勞動法、社會法、刑事訴

訟法（二）、民事訴訟法（二）、國際公法、智慧財產權法總論、公平交易法、保險法、票據法、海商法、國際貿易法、非訟程序

24科修習12學分。進階法律課程超修部分，得列為選修學分。

 ◎ 整合核心課程（8學分）：自本所開設之整合核心課程中（如右表），修習8學分以上。

 ◎ 選修學分（16學分）：畢業學分採計法學院及其他學院選課總計不得超過16學分。

二、 法律基礎課程（補修法律學系學士班課程20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第一年應修習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一）、身分法、勞動

法與社會法導論共11學分；第二年應修習民法物權、民事訴訟法（一）、刑事訴訟法（一）共9學分。

三、 每學年必須出席本院舉辦學術相關會議至少兩次，並繳交書面報告及出席證明，合計繳交四次。惟出席所修習課程中之演講不得採

計。

四、 得抵免之情況：入學前於他校或本校修習之碩士班學分得抵免「選修學分」8學分。

五、 本所開設之必修科目以及補修法律學系學士班開設之法律基礎課程不得抵免。但在入學前已選修本所開設之必修科目或本系學士班開

設之法律基礎課程者，得抵免最多6學分。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整合核心課程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企業併購實例研習 （一）～（三）

資訊科技與法律 （一）～（三）

工程與法律 （一）～（三）

醫療與法律 （一）～（三）

國際貿易與法律 （一）～（三）

金融與法律 （一）～（三）

土地、環境與法律 （一）～（三）

勞動與法律 （一）～（三）

社會安全與法律 （一）～（三）

傳播與法律 （一）～（三）

國際事務與法律 （一）～（三）

文化與法律 （一）～（三）

海洋事務與法律 （一）～（三）

人文思想與法律 （一）～（三）

政治與法律 （一）～（三）

臨終死亡的倫理與法律議題 （一）～（三）

其他經本所認定之課程，並於每學期初公布為準。

科目名稱 必／群 規定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上  下

法學導論 必 2 ◎

刑法 必 6 3 3

行政法 必 3 ◎ ◎

憲法 必 3 ◎ ◎

進階法律課程 群 12 ◎ ◎ ◎ ◎

整合核心課程 群 8 ◎ ◎ ◎ ◎

合計 34

最低畢業學分：50學分（得承認外所16學分）



法科所近三年畢業論文研究領域統計 政大法科所109學年度招生說明會

2014年招生說明會政大場 2008年工程法律論壇 2017年招生說明會政大場 （法律＋n）X 論壇系列：法科所

校友張濱璿醫師演講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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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胥丞皓

涉及領域 107年 106年 105年 總計

醫療 3 ─ ─ 3

資訊科技 1 1 3 5

智慧財產 3 2 8 13

國際貿易 3 1 1 5

金融 5 3 8 16

工程 2 1 ─ 3

土地、環境 2 1 ─ 3

勞動 2 4 3 9

社會福利 ─ ─ 1 1

公共衛生 ─ 1 1 2

人文思想 3 2 1 6

政治 ─ 2 1 3

傳播 1 ─ 1 2

傳統法學 ─ 1 ─ 1

總計 25 19 28 72

招
生說明會一開始由法科所的大家長，詹鎮榮所長兼法學

院副院長，為有意報考法科所的同學們分享本所的創立

宗旨、歷史沿革以及組織架構，讓有興趣的同學們能夠對法科

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當中也提及政治大學法學院有全台最

豐富的師資陣容，政大法學院的老師研究領域涵蓋法律各個領

域，前來就讀法科所的學生可以享受到充沛的學習資源及研究

題材。

在詹所長為同學們分享法科所的基本介紹後，就輪到今年剛入

學成為新生的同學分享他們報考法科所的準備方式。今年報名

分享的新生相當踴躍，共有四位同學分享他們報考法科所的心

得。包含如何撰寫入學的備審資料、面試的時候考試委員會詢

問什麼樣的問題、自己報考法科所的動機是什麼，甚至也有同

學分享了自己同時考上其他學校而選擇來政大就讀的原因。

招生說明會的最後階段就讓前來的學生們詢問相關的問題。例

如必須要修多少學分才能順利畢業，以及如果對於特定領域的

法學有興趣，有哪幾位老師可以選擇當指導教授，詹所長和四

位分享的學生也非常熱情地回答各樣問題，提供想報考政大法

科所的同學們珍貴經驗和重要知識。

眾所期待的法科所招生說明會，

十月二號在綜合院館13樓法治斌講堂召開，

詹鎮榮所長和四位法科所同學分享他們的心得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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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彥涵   攝影＝王志維

張
濱璿現為「醫師公會全聯會醫事法律智庫」副執

行長，是國內少數擁有醫師和律師身份的專業人

士，他跨及醫學和法律兩個領域，運用融會貫通的能力

擔任整合要角。

醫療追求速度，跟智財法的精神很接近

張濱璿自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進入馬偕醫院，選擇

小兒科接受專科訓練，並以小兒腎臟科為次專科。因為

在求學與執業時，便接觸到許多安寧療護、公共衛生、

病人權益及法律倫理的課程，以及前輩遭遇醫療糾紛、

健保開辦等原因，都促使了他重返校園學習法律——

2008年成為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學生，並受楊秀

智財法的精神有點類似，智財法也不只是法律規定而

已，較像管理工具，透過法律應用於商業策略上。」對

他來說，一般而言的「法律」處理「有沒有符合規範」

的問題，而規範的形成常與社會對於倫理的共識有關，

需要較長的時間形成。

跨領域背景，增進不同領域的互相理解

談到「跨領域」的意義，張濱璿認為醫、法兩者性質有

相同之處：都很個案導向，需要盡量充分的資訊來做選

擇。相異之處則在於：法律人常不相信某些醫療狀況會

發生；或無法理解「醫療處置不完全照著課本」，不代

表就是錯的。許多醫生在診間可以清楚地分析病理，但

很多判斷因為是經驗累積起來的直覺反應，上了法庭反

而會解釋不出來。「跨領域背景讓我能擔任橋樑，重點

是減少誤會。讓法律人知道醫療決策的困難，讓醫生知

道法庭實務著重在『怎麼把醫療事實涵攝到法條』。」

張濱璿亦將橋樑搭建至教學與研究場域：「醫療領域

期待一名醫生對服務、教學、研究都有貢獻，當『胡椒

鹽』啦！剛好我又具備法律專長，很幸運能在臺北醫學

大學醫法所取得兼任教職。」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醫療

政策與法規研擬，計畫範疇含括醫師納入勞基法、遠距

醫療、緊急醫療救護等法律之修訂。

張濱璿對文化、藝術也很感興趣，曾為台北愛樂合唱團

團員，並擔任過陽明大學合唱團指揮，提到一個最常被

問到的問題：「你一直在學各種東西，但不是每種都很

常用。這樣以前學過的不就浪費掉了？」張濱璿露出和

煦的笑容說：「我覺得學到的東西會成為我的一部分，

當機會突然出現時，我已經準備好了！」接下來，他將

持續善用豐富的智識及經驗，投注更多心力在醫療相關

法領域的研究，期待讓更多人受惠。

尼泊爾義診

儀教授的指導，以「兒童醫療自主之探討」作為研究主

題。

「讀法律是學習法律的思考邏輯，而修每一門課是去看

不一樣的人，都有它的收穫。」由於醫學與生物科技、

智財亦息息相關，且受到陳桂恆老師的啟發，他在政大

求學期間另修習了政大與陽明合開的「生物科技管理學

程」，並精研專利連結，至今亦發表過多篇相關議題的

論文。

作為一名醫生，張濱璿分析：「醫療變化的速度非常

快，也常有緊急的需求，不是僅有法律規定，還有臨床

上容許的裁量空間，即使很多治療方式還在實驗階段，

為了要救人，在一定規範之下會有使用的彈性；這點跟

張濱璿
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校友。在政大求學期間，曾修習政大與陽

明合開的「生物科技管理學程」，並發表多篇相關論文。現為馬偕醫院小兒科醫師。並在

臺北醫學大學醫法所兼任教職，於「醫師公會全聯會醫事法律智庫」擔任副執行長。

Alumni Focus
校 友 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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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謝悅寧  攝影＝蔡祖芸

踏
入政大至今已滿五十年，校園生活對藍獻林院

長而言仍歷歷在目。初中時期鍾愛包公傳的藍院

長，由於對包公的正義感深有共鳴，當時即立志要成為

法官。雖然升大學時錄取政大地政系，但對於法律的嚮

往並未讓他就此改變人生志向，反而愈發勤奮向學、向

前輩廣求建言，最後不僅如願轉入法律系，甚至獲准平

轉，當學期就憑藉努力，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書卷獎，大

三通過高考，畢業時並以第一名考上法研所，隨後又通

過司法官特考，深受同學佩服。

憶起當年求學，藍院長微笑表示有兩位老師至今仍令他

印象深刻。一位是當時最高法院民事庭庭長，於藍院長

大一時教授民法概要的趙公茂老師，趙老師不只啟發他

對民事法的興趣，在他轉系後參加法律服務社、就讀研

究所期間也給予許多關照；另一位是前大法官劉鐵錚老

師，也是藍院長碩士與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藍院長表

示劉老師當時剛留學歸國，課程的精實程度以及凡事準

時、審慎態度都深深影響了他的待人處事之道。

求學期間培養三種重要能力，受用無窮

除了老師們的薰陶，藍院長也分享他在政大求學期間培

養出的三種重要能力，至今仍受用無窮，分別是敬業、

謹言慎行，以及充分準備。

院長特別強調「敬業」不只是就業後對法官這份「職

業」的尊敬，還包含在學時對「課業」的尊敬，他說自己

當時每一門課都全心投入學習，也廣泛涉獵社會學、政

治學及經濟學等不同學門的知識，大學奠定的基礎以及

研究所的專題研究課程，都成為了他日後撰寫判決書時

的重要論理依據。

「謹言慎行」則是恩師劉前大法官送給他的四字箴言，院

長在此難得收起訪談中親切和藹的笑容，嚴肅地表示語

言是一種溝通工具，但也可能成為傷人的鋒利武器，不

只做人要謹言慎行，當法官更要時刻審度自己的言行。

至於「充分準備」，則是院長自立定志向後，準備國家

考試以來的心得，在他就讀大學時，原本計劃報考書記

官與司法官檢定考試，惟各該考試當時均停辦，他轉而

參加普通行政人員類科之普考及高考，於大二及大三時

先後上榜。嗣後並以優異成績考進法律研究所、通過司

法官及一般行政人員法制組甲等特考。他笑說自己沒有

特別的天賦，只有「下功夫，充分的準備」，讓他在各種

考試脫穎而出。

由於敬業、謹言慎行及充分準備等為人處事態度的養

藍獻林
政大法律系、法研所畢業，於政大法研所取得博士學位。曾任臺灣高等

法院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庭長，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院長，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廳長，現為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成，陪伴藍院長日後在從事檢察、民刑及行政訴訟等偵

查與審判實務工作的歲月中，能夠穩健踏實、樂觀進取

及終身學習，以深厚的法律涵養不斷地為實現正義而努

力。

多參與不同活動，培養輔助技能

藍院長先後擔任檢察官及法官已有四十二年，他滿懷期

許、無比慷慨地分享求學心得與人生體悟，盼自己的經

驗能夠對後輩們有所幫助。

藍院長鼓勵在學的學弟妹們能夠多培養輔助技能，比如

參加法律服務，政大有全國最早成立的法律服務社，能

夠培養學生面對個案、理出案例爭點的能力；院長也以

自身赴美一年攻讀碩士的經驗為例，鼓勵同學儘量找機

會出國進修，培養不同的經驗與技能，擁有比較法的觀

點及能力，對未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當然，「一切事業的基礎還是在於高深的學問」，院長

如是說，最重要的還是努力學習，在課堂中吸收知識，

懂得愈多，未來面對實際案件時，分析與整理爭點的能

力就愈穩固，棘手的案例也自然能夠迎刃而解。

Alumni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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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台之前，希卡蒂任職於印尼政府2003年成立的肅

貪委員會（亦稱「KPK」）。這份工作在追查事實

的過程中，面對許多挑戰與困難，但她總是盡可能排除

萬難地達成任務。「我的信念是『做正確的事』，其他的

不用擔心太多，該來的就會來，」希卡蒂分享道。

前往美國受訓結識台灣調查局官員，真正認識台灣

「我們有證據逮捕的貪腐嫌犯，成罪率是100%，讓印尼

在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

印象指數』（CPI）從2003年的19分增加到2018年的38

分。」進步幅度乍看不大，但印尼在清廉度排名上，已

躍升至89名，可見顯著成長。

2011年，希卡蒂獲機會前往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

（FBI National Academy）受訓，因此結識台灣調查局官

員並相談甚歡。「那次對話改變了我對台灣的想像，才

算開始真正認識台灣。」她笑著回憶。

朋友的讀書經驗、政大畢業的傑出校友群以及課程豐富

希卡蒂Dwi Siska Susanti

曾任職於印尼政府反貪腐辦公室8年，且經常擔任其他公私部門顧問。今年取得政大全英語

授課之「國際商業與法律」博士學位後，受聘於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印尼分部，持續貢

獻其反貪腐長才。

Dr. Dwi Siska Susanti worked at the Indonesian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for eight 
years, and then cooperated with different sectors for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as a consultant. 
After receiving her International and Business Law Ph.D from NCCU this year, Susanti will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at the UNODC in Indonesia.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Before studying in Taiwan, Susanti worked as on one of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ors at the Indonesian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abbreviated as KPK, established in 2003) for almost 

eight years. In the pursuit of truth, she faced many challenges, 

but she always tried her best to accomplish the difficult tasks. "My 

faith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Things 

will happen when they're meant to happen," she shared.

"We made lots of efforts on gathering evidence, which helped 

us to convict the corruption suspects." It boosted Indonesia's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graded b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with score of 1.9 in 2003 to 38 in 2018. The 

number may not seem like a lot, but Indonesia's growth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from the great leap on the ranking, 

jumping to 89.

In 2011, She met a Taiwanese official from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of Taiwan (MJIB) during her training at the FBI National 

Academy in the US. "The conversation with him gave me a 

different view on Taiwan. That's the moment I truly get to know 

Taiwan, Susanti added with a smile as she recalled how she 

learned about the cross-strait issue.

Deeply intrigued by her friends' study experiences, outstanding 

alumnus and diverse English-taugh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he applied for the doctoral 

program in law and was admitted to the NCCU with scholarship 

from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3. Since then, a 

doctoral student of NCCU's International and Business Law has 

become her new identity!

Although Susanti found the courses at the NCCU enjoyably 

inspiring, she gradually shifted her focus on the profession as a 

nti-corruption consultant and trainer, which made her retard to 

graduate. "Fortunately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Anna Yan kept 

encouraging me to complete my dissertation. She also gave me 

advice 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career plans with so much 

patience," Susanti expressed gratefully.

Invited by the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to assisted 2014 Indonesian General Election, Susant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t foot on every corner of Taiwan, coordinating 

with local public offices to set up polling stations, negotiating 

with employers for postal voting and visiting Indonesian 

communities. It was one of her most memorable "Taiwan 

experiences".

With all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she had made combating 

corruption, why did she decide to call a halt and pursue a Ph.D in 

Taiwan? Susanti said, "Laws on the book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s ones in practice. What we learned at school is not only the 

regulations themselves but the concept of justice. What’s fair 

for one may not be fair for another. Law is noble. Insights from 

discussions and the essence of adult learning can guide us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law."

After receiving her International and Business Law Ph.D from 

NCCU this year, Susanti will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at the 

United Nation Office of Drug and Crime in Indonesia!

Alumni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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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語授課國際學位，都讓她感受到政大的頂尖實力，

因此燃起就讀意願提出申請。2013年希卡蒂成功錄取政

大、申請到教育部獎學金，成為「國際商業與法律」博

士生！

參與印尼海外投票事務，足跡遍佈全台

雖然覺得課程很具啟發性，但因近年逐漸重返反貪腐顧

問與培訓工作，她其實差點畢不了業。「還好我的指導

教授顏玉明老師一直鼓勵我將論文完成，提供學術研究

的訣竅，也耐心給我職涯規劃的建議。」她真摯地表達

感激。

其他令希卡蒂印象最深刻的「台灣經驗」，則屬2014年

時，駐台北印尼經貿代表處邀請她協助宣導印尼中央大

選海外公民投票。從與台灣地方公務機關協調設置投票

所、與部分雇主交涉郵寄選票，到拜訪印尼社群，她的

足跡遍佈全台。

打擊貪腐的路上，為什麼選擇回學校攻讀法律博士？希

卡蒂分享了她的心得：「實務工作裡與書上的法律非常

不一樣。若想藉法律實踐公義，統一規範並非答案，因

為一個準則無法一體適用於所有情況。法律值得崇敬，

而藉由成人（高等）教育的學習精髓，例如以討論、對

話來激盪觀點，才能讓你更深入探索法律，並感受到它

的意義。」

不負眾望地，在取得政大博士學位後，希卡蒂受聘於聯

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ODC）印尼分部，全心投入

發揮所長！

�Susanti與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合影

�撥穗儀式上與指導教授顏玉明老師合影

�Susanti於2019年7月取得「國際商業與法律」博士學位

�

� �

第一次三校法學論壇於2018年在南京大學舉行，

今年輪到本院主辦，明年將由香港城市大學舉辦。

兩岸三地三校
法學論壇圓滿落幕

本
院與南京大學法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合作，每年定

期舉辦的三校法學論壇，今年輪到本院主辦，10月

26日於本院法治斌講堂舉行。本次論壇包含環境侵權制

度架構、違法性與生態損害、大陸消費者保護公益訴訟制

度、民事環境公益訴訟、民訴法如何面對大規模侵權、公

害事件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問題等議題，由三校研究學者就

不同主題進行討論交流。

亞太地區企業併購競賽發端於方嘉麟老師、樓永堅老師、

林進富律師三人合開的課程，至今已經舉辦第九屆。

財經法學中心舉辦亞太地區企業併購
模擬競賽夏日學院圓滿落幕

亞
太地區企業併購模擬競賽夏日學院已於8月16日完滿落幕。本

屆夏日學院邀請五位港澳、大陸的參賽同學來台一個月，分別

前往國內知名律師事務所與金控公司見習，除了在業師指導下進一步

完善各隊於企併競賽中的併購提案外，並體驗台灣大型事務所與金控

公司的工作氛圍與環境，以及台灣的風土人情。

亞太地區企業併購競賽發端於方嘉麟老師、樓永堅老師、林進富律師

三人合開的企業併購實例研習課程，至今已經舉辦第九屆。參賽的學

校也由原本的政大、北京清華、香港大學三所大學，擴展至今包括兩

岸四地16所知名高校，已成為兩岸四地高校與併購實務界的年度盛

事。明年是企併競賽十周年，將再次回到創始校政大舉辦。

三校法學論壇起源於2017年1月本院教師應邀訪問香港

時，香港城市大學林郁馨老師所發起，希望政治大學、南

京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間可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學

術論壇，增進兩岸三地學術交流發展。第一次三校法學論

壇於2018年在南京大學舉行，得到熱烈的迴響，明年將由

香港城市大學舉辦。

NEWS & EVENTS 院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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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斌講堂是重要的學術活動舉辦場地，

法老師畫懸掛於此，象徵法老師繼續守護著法學院。

法治斌講堂法老師畫像
揭幕儀式圓滿落幕

法
學院於7月30日舉辦法治斌講堂法治斌老師畫像揭

幕儀式，特別邀請法師母張明珠考試委員及法老師

故舊蘇永欽教授蒞臨致詞及揭幕。

法治斌講堂於2017年9月30日正式啟用，是法學院重要的

學術活動舉辦場地，法師母回憶當時來不及準備法老師的

畫作，僅先用素描代替，後來經時任院長王文杰推薦，特

別延請知名的肖像畫家潘元和老師執筆完竣。

法師母表示法老師一生都在政大做法學教育研究，把法學

院當作第二個家，畫作正式懸掛後，也代表著法老師將繼

續守護法學院。

民國78年畢業校友的回校重聚，聯絡人黃章典律師表示，

透過各種連絡方式， 很慶幸與昔日同窗取得聯繫。

2019年校友返校日 
畢業30年院友回娘家再聚首

法
學院於2019年5月18日校友返校日舉辦院友回娘家

活動，考試委員張明珠師母、本院蘇永欽講座教授

及黃立講座教授皆親自出席此一盛會，並有30餘位畢業校

友回到法學院，師生相聚話當年。

今年畢業30年（民國78年畢）校友的班級聯絡人黃章典律

師表示，要召集畢業30年的校友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沒

有Email及社群通訊軟體，甚至有些校友已在海外定居，然

拜網路之賜，很慶幸還是慢慢地與昔日同窗聯繫上。

蘇永欽老師回憶起當初剛回到政大任教時及現在的教育環

境已大不相同，過去教育環境單純，是由上而下的管理，

現今教學及研究風氣更為自由，但也會受到資源分配所影

響，期待新的法學院院館能儘快落成，不僅在物質上提供

師生更好的教研環境，在精神層面上也象徵政大法學院長

遠發展的開始。

時任院長王文杰代表法學院全體師生歡迎校友回娘家，向

校友們宣佈延宕多年的法學院院館即將在山下校區現憩賢

樓位置重啟興建的好消息，兼任總務長的顏玉明老師及建

築師也向校友們報告未來院館設計及周邊區域規劃。法碩

專班黃奕睿學長及黃章典學長也當場響應，各捐贈100萬

元作為法學院興建基金，期待政大法學院會越來越好。

法學院前院長、也是政大現任校長郭明政也到場與院友團

聚，邀請院友於校慶期間到政大後山參加星空音樂會，也

預告2020年5月16至20日將舉辦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活

動，歡迎校友踴躍報名參加。

社員們參訪後，對鑑識業務更加熟悉，

對於法律系學生而言，是相當難得可貴的經驗 。

政大法律服務社
參訪新北市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法
律服務社於10月4日由社團指導老師許政賢教授帶

隊，前往新北市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進行參訪。透

過刑事鑑識中心技正及警務人員的介紹，同學不僅對鑑識

相關業務更加熟悉，也了解到在刑事案件的偵辦中，鑑識

工作扮演著還原及重建事實的重要角色。

參訪內容包含了鞋印採集、DNA鑑定、空氣槍及痕跡與刀

械鑑定、指紋鑑定、影像鑑定等五大項鑑識業務，除了警

務員的細心講解外，鑑識中心也展示許多鑑定過程中運用

到的科技及儀器，更為社員示範第一線採證的實務操作，

對於大二、大三的法律系學生而言，是相當難得可貴的經

驗。

在參訪過程中，社員們跳脫單純的學術思考，學習到刑

事鑑定與司法運作環環相扣，刑案須仰賴員警的採證、

分析，法院的審判才能順利進行，而案件的事實認定和判

決，皆須依靠鑑識單位提供的證據。

結合法律知識、課堂所學及參訪心得，此次活動將能協助

社員在學習法律時，對具體案例和證據的理解有更多想

像，並幫助同學未來在實務工作中增加思考深度。

本次法律服務社參訪，社員均踴躍參與，不僅鑑識中心警

務員與社團互動熱絡，社員也積極參與討論及詢問相關問

題，此次參訪可說收穫滿滿，活動也在許政賢教授與鑑識

團隊的意見交流下，畫下圓滿句點。此次活動感謝新北市

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詳盡的準備及介紹，相信珍貴的參訪

經驗必能成為社員學習法律的動力！

本校代表隊由法學院廖元豪老師指導，

跨院同學們的努力合作， 抱回最高額獎金新台幣十二萬元。

政大代表隊參加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競賽，
獲得特優佳績

2019理律盃大學校際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決選暨頒獎典禮，於108年5

月25日舉行，本校代表隊奪下特優（冠軍）獎項。本競賽由財

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與東吳大學法

學院共同主辦。

此次競賽主題為「參與教改——為自己的整合學習提案」，本校團隊秉持該

理念，將議題聚焦在解決「高中生基於不完全認識而無法選到適合的大學科

系」。故在今年三月底於本校舉辦「大學『升』了沒，學涯探索工作坊」，吸

引全台超過百位高中生報名，甚至有遠從彰化的高中生共襄盛舉。

本校代表隊由法學院廖元豪老師指導，並藉著法律學系劉庭彣同學、羅于盛同

學、張瑋芯同學、葉怡君同學、張子婕同學、高婕如同學、白舜仁同學、劉致

賢同學；教育學系周冠甫同學；民族學系彭旭廷同學；財管系林奕均同學等跨

院同學們的努力合作，共同度過許多日夜的辛苦規劃，共同完成本次競賽的內

容，完成了書面報告與現場呈現，獲得評審一致的支持，並抱回最高額獎金新

台幣十二萬元。

黃章典學長為本屆畢業30年院

友班級聯絡人

NEWS & EVENTS 院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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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論壇，外賓來訪，研討會紀要

2019.04.30
2019.05.03

法學院財經法中心講座（五）

主辦單位／ 財經法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美國博欽法律事務所前合夥人邱政德（JOHNNY C. CHIU），分

別就專利侵權的案件研析、律師的職業生涯與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員

合約與競爭法的適用進行三場演講。

2019.05.01

從 Indiana Harbor Belt 案談無過失責任

主辦單位／ 財經法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東吳大學法學院洪令家老師演講，政大法律系周振鋒老師為主

持人。

2019.05.02

德國2018年買賣法的新修正

主辦單位／ 民事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院STEPHAN　LORENZ教授主講，蘇永欽講座

教授主持。

2019.05.02

新加坡管理大學（SMU）來台交流

主辦單位／ 法學院

活動紀要／ 由新加坡管理大學(SMU)謝笠天老師率領該校三十多位法學院學生來政大進行移地教學，除了兩國法學交流

外，陳純一老師、朱德芳老師及臧正運老師也帶領同學們進行專題研究。

2019.05.04

第十屆政大法潮

主辦單位／ 基礎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法潮是由基礎法學中心主辦，一年一度提供各校研究生發表基礎法學相

關論文之場合。本次法潮有10篇作品，並於開幕式舉行108年度張益祥

先生紀念獎助學金頒獎典禮，並邀請張益祥先生的家人張育華女士及張

昭儀女士致詞。

2019.05.07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Gabrielle Goodwin教授客座授課

主辦單位／ 法律學系

活動紀要／ 邀請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摩利爾法學院（Indiana University Maurer School 

of Law）的Gabrielle Goodwin教授，受邀至廖元豪老師的「英文法學名

著選讀」課程中擔任客座講師。

2019.05.07

迎向黎明還是浮光掠影？新憲法訴訟法的法律與裁判憲法審查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釋憲實務與憲法訴訟法」系列演講第四場，由輔仁大學楊子慧老

師主講。

2019.05.10

「東亞法繼受的歷史與課題」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 基礎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上午由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寺田浩明老師演講，講題為「比較視

野下的傳統法與近代法」，由本院小林貴典博士擔任口譯。下午由

江存孝博士後研究員、黃琴唐老師、中正大學梁弘孟老師以及台灣

大學陳韻如老師分別進行發表。

2019.05.11-18

「法制史研究與書寫」系列研討會

主辦單位／ 基礎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陳惠馨教授主持，邀請從事法制史研究的年輕學者擔任主講

人與回應人，聚焦在主講人的研究主題進行提問與未來研究方

向的建議，以討論的方式進行。

2019.05.22-23

法學院財經法中心系列講座

主辦單位／ 財經法中心

活動紀要／ 第一場講題為「補償與嚇阻—侵權法與保險法告知義務案件之思考」，邀請本校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陳俊元

老師主講。第二場講題為「董監事責任保險與公司治理」，由周振鋒老師進行演講。

2019.05.24-25

「婚姻家庭與性別法律」系列學術活動

主辦單位／ 基礎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第一場「性別與法律：立法與實踐」與第二場「婚姻家庭相關法律：立

法與實踐」，由北京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但淑華老師，及本院王曉丹、

劉宏恩老師主講。第三場「法律與文化：從性別、婚姻與家庭談起」，

由但老師以及國立台北大學法學院戴瑀如教授，與年輕研究者進行綜合

座談。

2019.05.27

釋憲制度新紀元─簡介憲法訴訟法及憲法法庭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第五場「釋憲實務&憲法訴訟法」系列演講，由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王

碧芳處長，對即將施行的新制進行講解，並分享參與修法的心路歷程。

2019.05.28

私法中之體系思維

主辦單位／ 法學院

活動紀要／ 邀請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院院長Prof. Dr. Thomas Ackermann主講，蘇永

欽講座教授主持。

2019.05.28
兩岸刑事法新紀元─實體與程序之對話

主辦單位／ 刑事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兩岸刑事法學者進行共八場之演講及與談。

2019.05.31

財經法新趨勢講座－我國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之挑戰與金融科技法制之未來

主辦單位／ 碩士在職專班

活動紀要／ 由本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友聯誼會主辦，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中心、台灣法學基金會

協辦，上午場主題為「股權信託、家族財富傳承與公司治理」，由周振鋒老師、方嘉麟教授、胡玉瑩律師以

及馬國柱會計師進行分享。下午場主題為「創新、虛擬與開放－金融科技的法制變革」，由臧正運老師擔任

主講人，另有林瑞彬律師、陳姿瑩講師及錢福強經理進行與談。

2019.06.06

財經法中心外國法系列講座（六）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演講

主辦單位／ 財經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 Anthony Casey 及 Erin M. Casey ，分別就科

技與法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股權設質的借貸契約的表決權行使面臨到

的問題為主題演講。

2019.06.11
公法演講：公法上金錢債權行政執行實務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主任行政執行官王金豐主講。

NEWS & EVENTS 院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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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4

「證券交易法50年」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 公司治理法律研究中心

活動紀要／ 由劉連煜教授、台灣證卷交易所許璋瑤董事長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周建宏所長進行開幕致詞，並邀請前司法院院長賴英照講座教授進行專

題演講，主題為證券法律的未竟之業。研討會共有四個場次，主題分別

為投資人保護與財報不實、公司治理、內線交易與操縱股價及公開收購

與企業籌資，分別由多位專家學者發表和與談。

2019.06.14
「社會福利基本法制定與否之檢討」座談會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與政大勞社法中心、台大公共事務研究所共同聯合主辦，由張桐銳教授主持。

2019.06.18-19

2019政治大學‧京都大學國際法聯合研討會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兩校研究生擔任論文發表人及與談人，2天共12個場次的盛

會。邀請到京都大學濱本正太郎教授、京都大學平野實晴研究

員，與本院陳貞如老師一起指導本次的發表。

2019.06.21
外國仲裁判斷之承認及執行公約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澳洲法官 Gregory Egan演講。

2019.06.22

法國法經驗—假新聞怎麼管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學榮譽教授彭惕業（Jean-Marie Pontier）演

講，針對法國反制假新聞法律作介紹。

2019.06.22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由東吳大學張義德老師及王藝蓁司法事務官報告「勞動事件之調解程序」，世新大學洪瑩容老師報告「勞動

事件之審判程序－以舉證責任為中心」，由劉志鵬律師和許政賢教授與談。

2019.06.25

保險業法令遵循展望研討會

主辦單位／ 財經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台灣保險法學會與財經法學中心聯合主辦，邀請台灣保險法

學會理事長林建智教授及財經法學中心主任朱德芳教授擔任開

幕致詞貴賓。另頒發台灣保險法學會第三屆名譽理事長林勳發

教授聘書。研討會主題則分別為「保險業洗錢防制與法令遵循

風險」及「金融科技於保險業法令遵循的實踐」。

2019.06.25-26

法國公法學講座

主辦單位／ 公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學榮譽教授彭惕業（Jean-Marie Pontier）對法國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及行政契

約進行講解，吳秦雯老師主持。

2019.06.27-29

東亞職災國際研討會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由政治大學法學院、嘉義大學與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共同主辦，由大

阪法科大學院水島郁子教授進行主題演講，並由多位來自於日本、韓國

與台灣的多位法律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進行專題報告與綜合座談。

2019.07.06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由姚妤嬙律師報告「非典型勞動契約」，劉素吟律師報告「例假與休假」，由邱駿彥教授與李玉春老師與談。

2019.07.20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主題為解雇與退休，由郭玲惠教授主持，林志蓁律師、陳瑞元碩士報告，周兆昱老師與談。

2019.07.26-27

ICSA國際總會長施熙德女士與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行政總裁孫佩儀女士講座

主辦單位／ 公司治理專業人員學分班

活動紀要／ 邀請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HKICS) 行政總裁孫佩儀女士與ICSA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and Administrators) 國際總會長施熙德

女士為本院公司治理專業人員碩士學分班學員進行講座。

2019.08.03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由張義德老師報告「工會之種類與要件」，陳建文老師報告「強制入會與消極團結權」。林佳和老師與黃程

貫教授擔任與談人。

2019.08.17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洪瑩容老師報告「團體協約之意義與成立」，李柏毅律師報告「工會會費與代扣」。焦興鎧教授與黃程貫教

授擔任與談人。

2019.09.07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由邱冠喬博士生報告「爭議行為與必要服務條款約定」，林炫秋老師報告「爭議行為之民、刑事免責」。由

魏千峯律師與林佳和老師擔任與談人。

2019.09.11

百年傳承心法：東西方家族企業成功傳承之道研討會

主辦單位／ 財經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華法務會計研究發展協會、財

經法學中心、中華家族傳承發展協會共同舉辦，邀請美國知名企業集團

Sheraton Hotel Chain的實際繼承人Ms. Mitzi Perdue分享家族企業成功傳

承心法及啟示，同時也邀請中華法務會計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黃鴻隆、

翰宇國際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胡玉瑩、本院教授方嘉麟針對國內家族企

業在傳承治理的作法以及家族價值對企業傳承的影響等進行分享。

2019.09.11-12

2019 高教深耕法學院教學精進與國際能量躍升計畫學術活動

主辦單位／ 民事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邀請到青山學院大學河上正二教授與北海道大學吉田邦彥教授來台，除

主講消費者契約法與民法議題之外，並舉辦工作坊討論日本債權法修正

之重要課題。

2019.09.20
法律社群與法律解釋—生活世界／文化世界觀點

主辦單位／ 基礎法學中心

活動紀要／ 由哈佛大學法學博士黃維幸教授主講，王曉丹教授主持，蘇永欽教授、陳惠馨教授、劉宏恩教授與談。

2019.09.21

「指南勞動法論壇」系列演講

主辦單位／ 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活動紀要／ 由林良榮老師報告「工會活動與會務假」，邱羽凡老師報告「爭議行為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由廖蕙芳律

師及張鑫隆老師與談。

2019.09.27

2019東南亞司法制度論壇

主辦單位／ 法學院

活動紀要／ 由印尼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Parulian P.Aritonang介紹印尼商業法院，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經濟法律大學副院

長 Nguyen Thi Hong Nhung介紹越南勞動法院，北蘇門答臘大學終身講師 Mirza Nasution介紹印尼憲法法院。

NEWS & EVENTS 院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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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大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NCCU LLM Program for Executives）學

友聯誼會自2018年9月30日正式成立。創立初期，即結合政大

法學院豐富的學術資源，使專班學友無論在校或畢業，均能經由學友

會實現「終身學習」之目標；學友會亦成立串聯各級學長姐的平台，

讓臥虎藏龍的歷屆學友得以經由各種主題的聚會、活動，彼此熟識分

享交流，並熱情邀請師長們共襄盛舉。

學友會現已進入第二屆，總幹事吳存富介紹學友會組織，除有會長、

總幹事外，另設行政組、學術組及活動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術

組共分為五股：「高階文官股」、「公司治理、商務股」、「醫事體

系股」、「專業法律訴訟股」、「其他專業人士股」，期能提供各職

域的學友們更符合需求的學術座談，並經由相近職域的連結，激盪出

更加專業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108年11月經由李執行長聖傑的指導並特請博士班陳姿縈學姊成立

「ELLM碩論研習社」，旨在協助法碩專班學友們從碩一起，即開始有

系統的為撰寫論文準備，也為碩二以上的學友們，提供「快速」完成

論文的方向及方法；姿縈學姊於百忙中仍無私付出，專班學友們亦非

常支持，在短短的3天內，群組內即湧入74名學友，足見專班師長們

的叮囑「一定要畢業！」已經深植眾人心中，並將藉由此社團的經驗

傳承，彼此敦促進度，盡速完成學業！

電影欣賞會

法碩專班的電影欣賞，特別邀請到很會用故事引領學生學

習法學的廖元豪老師，為「RBG不恐龍大法官」這部充滿

歷史片段、晚近影片與人物訪問交互剪接穿插非常有趣而

撰稿＝專班學友會

政大法碩專班學友聯誼會

�2019年仲夏品酒會

�108全大運高爾夫成績優異

�判決（The Children Act）電影觀賞

�2018年公司法修正研討會

� �

� �

法碩專班活動介紹

鮮活紀錄片，進行現場座談，經過電影的震撼與感動後的

即席對談，讓專班學友們深刻體驗了藝術與學術的時空交

錯融合，再加上重量級貴賓王文杰副校長及前執行長王立

達老師蒞臨指導，在在顯示出專班學友會活動的高質感。

五月賞雪趣 

政大有豐富的人文資源、景觀隨四季更迭，花香伴隨書

香瀰漫校園，是一座幸福的學術殿堂。適逢5月桐花綻

放，法碩專班的賞桐健行活動邀請王文杰副校長領隊，

自綜合院館出發，經渡賢橋、由行健階梯步道拾級而

上，副校長沿途為學友們導覽校園之人文、歷史、建築

特色、自然景觀等，學友們藉以瞭解母校的故事，莫不

讚嘆王副校長的五星級導覽。

秋節烤肉聯誼

經驗傳承與分享交流一直是法碩專班學友的重要使命，

108級新生班代引領幹部群接下107級學長姐交付的火種，

再次於秋季舉辦烤肉會，匯集了各級學長姐及學友會的資

源支持而成的活動，除了烤肉DIY，還有精緻的外燴佳餚，

而去年的重頭戲─烤全豬，又再次讓學友及家眷們大呼

過癮！當晚雖然下著小雨，但何賴傑院長、李聖傑執行長

及多位系所教授、師長都蒞臨同歡，更讓跨屆聯誼的熱情

high到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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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政意願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院務發展捐款意願書
由於各位的支持，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於民國八十八年起正式運作。

有了穩定的財源，未來在學術活動及法學教育的推動上，將更有效率。

希望各位能繼續為我們加油打氣。如蒙您支持捐款，請利用下列資料與我們聯繫。

捐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收據抬頭

收據寄送地址 □□□-□□

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整

是否指定用途
□ 是 指定＿＿＿＿＿＿＿＿＿＿＿＿＿＿＿＿＿

□ 否

聯絡電話
電話：（　　　）　　　　　　　　　傳真：（　　　）

行動電話：

捐

款

方

式

請匯入台北富邦銀行木柵分行

銀行代碼：012-3202

戶名：財團法人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

帳號：320-210-18400-1

無論您捐款金額多寡，都是鼓勵我們繼續向前的動力，感謝您的支持。

填妥資料後煩請傳真至（02）2938-7235，收據將盡快以掛號寄發。

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承辦人員：廖柏蒼助理  電話：(02)2939-3091#51323

捐

款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身份證字號
＊提供身份證字號者將協助上傳捐款資料

至國稅局可簡化所得稅申報

聯絡方式 電話：（　　）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身　　份
□政大校友，西元　　　　　年　　　　　　　院／系／所／班　□畢業□結業□肄業

□政大教職員　□家長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服務單位 職　　稱

捐

款

內

容

捐款金額 新台幣　　　　　　　　　　　　　　　　　元整

捐款用途
□ 指定捐贈「法學院院館興建基金」

□ 其他指定用途：　　　　　　　　　　　　　　　　　　　　　　　　　　（專案或活動名稱）

收

據

□不寄收據 

□ 立即開立

□ 收據保管，年底寄送

抬頭名稱：□ 同捐款人 指定＿＿＿＿＿＿＿＿＿＿＿＿＿＿＿＿＿

寄送地址：□ 同通訊地址 其他＿＿＿＿＿＿＿＿＿＿＿＿＿＿＿＿＿

*捐款可100%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扣除。

*收據抬頭應與「捐款人」姓名/機構名稱相符，否則應出具書面承諾書，承諾指定內容無虛偽不實。

捐

款

方

式

□現金
填妥本單後，請至秘書處三組、校友服務中心或出納組捐款。
＊收據及意願書影本請寄至 fund@nccu.edu.tw

□支票
抬頭請寫「國立政治大學401專戶」；填妥本單連同支票，以掛號郵寄至

台北市文山區116指南路二段64號 政大秘書處收。

□郵政劃撥 直接填寫本校製妥之郵政劃撥單；戶名「國立政治大學」；帳號「00148908」。

□銀行匯款

請至銀行匯款或ATM轉帳後，填妥本單傳真或郵寄至秘書處。匯入銀行「第一銀行木柵分行」；

戶名「國立政治大學401專戶」；帳號「16730106106」。

捐款人

匯款銀行
帳號後5碼

□信用卡捐款

＊刷卡手續費：紙

本刷卡為每筆捐款

金額之1.8%；另線

上刷卡為每筆捐款

金額之2.5%，可至

本校捐款網頁進行

線上捐款

填妥本單，傳真或郵寄至秘書處即完成捐款手續。

持卡人姓名 卡　別
□VISA  □MasterCard

□JCB

卡　號 ＿＿ ＿＿ ＿＿ ＿＿ -＿＿ ＿＿ ＿＿ ＿＿ -＿＿ ＿＿ ＿＿ ＿＿ -＿＿ ＿＿ ＿＿ ＿＿

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效期限 西元20＿＿年＿＿月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政治大學，方式如下：

一、於民國____年____月，單筆捐款新台幣________元

二、自民國____年____月，至民國____年____月，固定□每月□每年捐款新台幣________元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於本校網站公開？□同意   □不同意

您提供的資料將作為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執行捐款及募款業務。本校將遵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以

維護捐款人權益。

※請至秘書處三組（校友服務與外部資源辦公室）承辦人核章________________，方可由出納組開立收據。

政治大學法學院承辦人員：楊嘉茵小姐 電話：02-29393091＃51317 傳真：02-2938-7235
政治大學秘書處三組（校友服務與外部資源辦公室） 捐款專線：02-29393091#62908 傳真：02-29379611
網址：http://donation.nccu.edu.tw 電子信箱：fund@nccu.edu.tw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116指南路二段6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