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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綱要」 

中國文化大學願景 
深耕文化，提昇學術地位，創校 60 週年進入世界 600 大。 
To become one of the top 600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on its 60th anniversary  
 
中國文化大學任務宣示 
中國文化大學秉承「質樸堅毅」的校訓，「承中西之道統，集中外之精華」的辨學方針，

以建立具有國際聲望之教學研究型大學為目標，綜合「東方與西方、人文與科技、藝術

與思想、理論與實際」等四方面之特色，培養具備人文素養、創新思維、專業能力及國

際視野之社會中堅人才。 
 
99-101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綱要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由校長督導，研究發展處負責規劃辦理，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定

後推動，依組織分工按照規劃進度推動執行，並建立管考平台，確實管控各項計畫之進

展與成效。 
99 至 101 學年度本校仍將秉承創校辦學八大目標，掌握社會動脈，厚植競爭力，並結

合教學卓越，擬定校務發展計畫之中程目標。校務之推動將致力強化軟硬體質能，提供

優良教學品質與學習環境，並期充分發揮本校一再強調之「東方與西方」、「人文與科技」、

「藝術與思想」、「理論與實務」之綜合大學優勢與特點，以培育具備人文素養、創新思

維、專業能力、國際視野，且符合社會需求之五育兼備的優秀人才。學生為校園之主體，

本校為學生規劃之五育並重教育的發展策略如下： 
 智育-精進優質教學、落實學生自主學習。  
 德育-強化現代公民素養、豐富通識教育。  
 體育-推展樂活校園、增進體適能與運動素養。  
 群育-營造國際化校園、提升外語能力。  
 美育-培養人文藝術涵養、開發多元創意。  

 
為積極實踐此教育策略，未來三年本校中程校務發展之具體行動有以下六大項： 
（一）持續推展各項軟硬體建設 
1. 依目標與標竿管理的精神來提升校務行政效率。 
2. 持續強化教學軟硬體設施，提高教學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  
3. 有效規劃校園整體空間利用，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  
4. 持續洽購或洽租鄰近不動產，增加學校空間之發展與利用。 
5. 推動節能減碳措施，建立永續校園。  
 
(二）提升教師之教學與研究能量 
1. 訂定學術研究成長指標，追求質量並進，以提高本校之學術影響力。  
2. 建立完善之教師專業成長措施，以提升教師之教學與研究能量。  



109 
 

3. 建立學術研究績優教師之獎勵機制，鼓勵教師從事研究。  
4. 訂定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辦法，減輕教師教學負擔，提升教學品質。  
5. 充實數位圖書資源，提供教師教學研究之利用。  
 
(三）落實課程規劃 
1. 落實課程規劃機制，廣納專家學者及校友意見，以掌握趨勢設計課程。  
2. 全面建構學習地圖，據以規劃與教育目標、能力指標及就業職能指標對應相符之課

程。  
3. 充實通識教育課程，使學生在建構其專業能力之外，更強調人文素養、創新思維及

國際視野。  
4. 加強跨領域學門知識之整合，使學生之學習內容能符合社會之人才需求。  
5. 落實服務學習及學生實習制度，讓學生及早與社會脈動接軌。  
 
(四）加強學生學習與輔導 
1. 建立學生學習成果評鑑制度，以瞭解學習之成效。  
2. 建構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以協助學生完成職涯規劃。  
3. 訂定學生基本能力要求，落實學生學習成效之考核。  
4. 針對學習不佳學生建立預警與輔導機制，以促進補救學習。 
5. 推廣網路學習平台，建立學生網路學習之機制，以促進學生多元學習之能力。  
 
(五）擴大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 
1. 持續深化並提升推廣教育之質量。  
2. 擬訂產學合作推動策略，增加誘因以鼓勵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  
3. 整合本校各系所職能，強化跨領域合作機制，開創多元產學合作模式。  
4. 擴大創新育成中心規模，促進創新技術之商業化。  
5. 持續加強校友聯繫，結合校友資源，以互利雙贏之方式爭取校友回饋。  
 
(六）提升國際化之能量與品質 
1. 積極建立國際化之標竿，增加招收外籍生及交換生之名額，促進校園國際化及學習

國際化。  
2. 建立制度，積極聘請國內外大師來校講學及諮詢。  
3. 促進與國外及大陸地區之姊妹校進行實質學術及文化之交流。 
4. 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並鼓勵教師參與國際學術會議。  
5. 提升學生外語能力，以擴大學生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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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法律學系學群課程規劃一覽表」 

 

學群 科目名稱 學分 

法學 A 班 

公法學群 

租稅法 2 
社會法 4 
勞動法 4 
行政訴訟法 4 
國家賠償法 2 
公法案例演練(一) 2 
法學英文 4 
司法書狀與實務 2 
公法各論：地方制度法 2 
法理學 4 
法律倫理學 2 
公法各論：訴願法 2 
公法案例演練（二） 2 
政府採購法 2 
公務員法制 2 
公法各論：立法程序與技術 2 

法學 B 班 

民事法學群 

消費者保護法 2 
租稅法 2 
土地法 4 
行政訴訟法 4 
公證法 2 
法院組織法 2 
法學德文 4 
民事訴訟實習法庭 2 
法律倫理學 2 
民事書狀實務及談判技巧 2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非訟事件法 2 
民法案例演練(一) 2 
民法案例演練(二) 2 
商事法實例研究 4 
公平交易法 2 
證券交易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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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 C 班 

刑事法學群 

犯罪學 4 
消費者保護法 2 
刑法案例分析 2 
公證法 2 
國家賠償法 2 
少年事件處理法 2 
刑事證據的證明力與鑑定 2 
刑事證據法則與交互詰問 2 
法學日文 4 
司法書狀與實務 2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2 
法理學 4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證券交易法 2 
刑事法律個案研究 2 
刑法案例演練(學年課) 4 
刑事政策專題研究 2 

財經 A 班 

財經法暨比較

法學群 

會計學 4 
國際公法 4 
經濟學 4 
商業會計法 2 
行政訴訟法 4 
英美侵權行為法 4 
商事法實例研究 4 
證券交易法 2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英美契約法 4 
金融法規 4 
公平交易法 2 
中國大陸法制研究 2 

財經 B 班 

財暨國際法學

群 

會計學 4 
國際公法 4 
經濟學 4 
信託法 2 
土地法 4 
勞動法 4 
強制執行法 2 
法理學 4 



112 
 

證券交易法 2 
專利法 2 
著作權法 2 
國際組織法 2 
國際經濟法 2 
網路科技法律 2 
電子商務法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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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3：「研究中心組織成員表」  

 
一、民事法研究中心 

召集人 林信和 老師 
副召集人 陳美伶 老師 
執行秘書 許惠峰 老師 

成員 
梁宇賢 老師、王寶輝 老師、黃宗樂 老師、謝榮堂 老師

邱駿彥 老師、張有捷 老師、林柏杉 老師 
 
二、刑事法研究中心 

召集人 廖正豪 老師 
副召集人 陳友鋒 老師 
執行秘書 鄭文中 老師 

成員 謝榮堂 老師、謝庭晃 老師 
 
三、公法暨勞動法研究中心 

召集人 邱駿彥 老師 
副召集人 謝榮堂 老師 
執行秘書 王萱琳 老師 

成員 郭介恒 老師、陳美伶 老師、劉臺強 老師、藍元駿 老師

 
四、國際法研究中心 

召集人 王志文 老師 
副召集人 許惠峰 老師 
執行秘書 方元沂 老師 

成員 
黃宗樂 老師、李復甸 老師、何曜琛 老師、鄭欽哲 老師

鄭文中 老師、許慧儀 老師、裴崇德 老師 
 
五、財經法研究中心 

召集人 何曜琛 老師 
副召集人 張有捷 老師 
執行秘書 戴銘昇 老師 

成員 
梁宇賢 老師、王寶輝 老師、林恒志 老師、謝榮堂 老師

許惠峰 老師、方元沂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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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4：「中國文化大學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87.11.04  第 1482 次行政會議通過 
89.01.04  第 149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06.25  第 154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6.06  第 159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7.09  第 161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勵專任教師吸收新知，提昇學術水準，促進國際文化交流，特訂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教師名義出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論文，應先向

國科會申請補助。若未獲任何單位補助，得於出席會議前依本辦法向學校申

請補助。 
未依規定期限內向國科會申請補助、或不合申請要件致未獲任何補助、或未

於出席會議前向學校申請補助時，本校亦不予補助。 
同一會計年度，已獲國科會補助而不能再申請者，得不受第一項之限制，可

直接向學校申請補助。  
第 三 條  申請補助應檢附申請表及下列文件：  

一、國際學術會議主辦單位之邀請函及詳細會議日程表。  
二、擬發表之論文及被接受之證明文件。  
三、近五年內之著作表。  

第 四 條  教師申請補助，同一學年度以補助一次為限，同一會議最多補助二人；論文

若為合著者，每一篇論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教師申請補助，經系所、院簽註意見後，交由研究與評鑑事務室查證。同一

會議如有多人提出申請，則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申請人平時之研究成果、

論文發表之性質、重要性審核決定之。  
第 五 條  經審查符合規定之申請案，由學校在預算範圍內補助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

航程之經濟艙往返機票費用，但最多不得超過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機票費之標準。  
第 六 條  凡接受補助者，應於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並配合會計年度作業時程，檢附

申請書影本、機票票根正本及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註冊費收據(或研討會

大會手冊、或其他足資證明實際參與研討會之證件)送研究與評鑑事務室，

依規定之請款程序，代向會計室辦理結報核銷手續。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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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5：「本校相關線上資料庫清單」 

 

法律系所電子資源 (2010 年 10 月) 

1 ABI/INFORM Complete 

2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BSCOhost ASP) 

3 Beck Online 

4 Dalloz 法學資料庫 

5 JSTOR Art & Science IV Collection 

6 Juris 

7 Lexis.com 

8 LexisNexis 

9 LexisNexis JurisClasseur 

10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WilsonWeb) 

11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 (1849-1995) - Humanities,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2 SAG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ackage  

13 ScienceDirect 

14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15 Westlaw International 

16 WestLaw Japan 

17 Wiley InterScience 

18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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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國文化大學博碩士論文查詢系統 

20 中國文化大學機構典藏 

21 中國博碩士論文全文資料庫－政治經濟法律專輯 

22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政治經濟法律專輯 

23 月旦法學知識庫 

24 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 

25 全國法規資料庫 

26 法源法律網 

27 數位化論文典聯盟 

28 CiNii-NII 論文情報ナビゲータ 

29 LexisNexis JP (日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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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6：「法律服務案件統計表」 

 

96-98 年度司法院法律服務案件統計表 

年度 96 年度 97 年度 98 年度 

數量 303 287 239 

 
 

96-98 年度法律服務中心法律服務案件統計表 

年度 96 年度 97 年度 98 年度 

數量 112 66 42 

 
 

96-98 年度三重市公所法律服務案件統計表 

年度 96 年度 97 年度 98 年度 

數量 593 755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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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7：「財團法人華岡法學基金會董監會一覽表」 

 

姓名 電話 聯絡地址 

張財清 0910-775-168 813 高雄市民族 1 路 909 號 

賴文平 
O：2771-8668 
0933-011-488 

106 台北市忠孝東路 4 段 169 號 10 樓之ㄧ 

逄紹峰 
O：2731-9090 
0935-296-755 

100 台北市濟南路 3 段 7-1 號 5 樓 

李書孝 
O：27556595 
F：27082946 
0958-819-845 

106 台北市敦化南路 2 段 92 號 
diva@liang-law.com.tw 李書孝 
divs@liang-law.com.tw 孫秘書 

紀榮偉 
O：04-2639-1058 
0919-818-519 

433 台中縣沙鹿鎮北勢東路 486 號 

黃劍輝 0988-008-890 247 台北縣蘆洲市重陽街 17 號 

許惠峰 0911-505-636 241 台北縣三重市中正北路 428 巷 2 號 

林柏杉 0968-001-630 
0910-981-583 

 

呂偉誠 0963-210-323  

姚思遠 0935-510-898 
0972-040-898 

 

張世煌 
O：27127901 
F：27121290 

住：台北市民生東路 5 段 137 巷 4 弄 8 號 9 樓

通：106 台北市民生東路 3 段 131 號 11 樓 
E：henry.chang@rehfeldt.org 

許玉瑄 
H：29361705    0910168392
F：22342852 

住：116 台北市秀明路 1 段 185 巷 48 號 
通：116（同上） 

蘇錦霞 
O：23577908    0932212931
F：23568378 

住：台北縣淡水鎮八勢路 1 段 162 號 
通：100 台北市重慶南路 2 段 59 號 7 樓 

林宜男 
O：23927517-22  0939261931
F：23958287 
E：ianlin@mail.tku.edu.tw 

住：台北縣新莊市中港路 299 巷 21 號 
通：251 台北縣淡水鎮英專路 151 號淡江大學

國際貿易學系 

黃永琛 
O：333933658-118 
F：27121690 

住：桃園市自立街 109 巷 26 號 
通：100 台北市仁愛路 2 段 1 號 10 樓 

  



 

附附件 1-2.11：「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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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法律學學系選課說說明會簽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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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1：「法律學系課程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稱 姓名 

系主任 林恒志 

教授 王志文 

教授 林信和 

教授 何曜琛 

教授 邱駿彥 

副教授 郭介恒 

副教授 陳美伶 

學生代表 鄭惠方 

校友代表 蘇錦霞 

業界代表 李書孝 

學界代表 鄭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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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2：「法律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 
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2010.10.13  99 學年度第 1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法律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周延課程規劃及提升教學效果，特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課程委員會組織規

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系

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每學年由系所務會議推選專任教師七名以上

及學生代表、校友代表、校外學者專家代表、業界代表各一名以

上之委員組成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年，均為無給職，連選並得連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以系主任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並擔任會議主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

席。 
 
第六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在於訂定系所之課程規劃準則，審議系所提出之

課程規劃，並協調其他與課程規劃相關之事宜。 
 
第七條 本委員會之決議，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 
 
第八條 非開會期間之課程規劃相關事宜，得經由本委員會之授權，先由

主任委員為權宜處置後，於本委員會開會時，提會報告。 
 
第九條 本委員會之決議應做成書面會議記錄，記載會議時間及決議事項，

由主任委員簽署後，送法學院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第十條 本規程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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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3：「95-98 法學組必修科目表」、「95-98 財經組必修科目表」、「97-98
法學組必修科目表」、「97-98 財經組必修科目表」、 
「99 法學組必修科目表」、「99 財經組必修科目表」 

「95-98 法學組必修科目表」      九十五至九十八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備     註 

類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國文 4 2 2        

共 外文領域課程 6 3 3       六選一課程 
同 外語實習(一)(二) 4 1 1 1 1     (同正課) 
必 歷史領域課程 2 2        四選一課程 
修 通識領域課程 12 2 2 2 2 2 2   九選三課程 
科 電腦 4 2 2        
目 體育 0 0 0 0 0      

 軍訓 0 0         
共 同 科 目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3 2 學 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憲法 4 2 2        
民法總則 4 2 2        
刑法總則 6 3 3        
民法債編總論 6   3 3      
民法物權 4   2 2      
民法親屬 2   2       
民法繼承 2    2      
刑法分則 4   2 2      
國際公法 4   2 2      
行政法 4   2 2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3     3     
票據法 2      2    
保險法 2     2     
海商法 2      2    
民事訴訟法 6     3 3    
刑事訴訟法 4     2 2    
民法債編各論 4     2 2    
國際私法 4     2 2    
強制執行法 2       2   

專 業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69 學分 
學 年 必 修 學 分 總 計 101 19 17 16 16 16 15 2 0  
最 低 畢 業 學 分 數 1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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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8 財經組必修科目表」      九十五至九十八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備     註 

類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國文 4 2 2        

共 外文領域課程 6 3 3       六選一課程 
同 外語實習(一)(二) 4 1 1 1 1     (同正課) 
必 歷史領域課程 2     2    四選一課程 
修 通識領域課程 12 2 2 2 2 2 2   九選三課程 
科 電腦 4 2 2        
目 體育 0 0 0 0 0      

 軍訓 0 0         
共 同 科 目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3 2 學 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憲法 4 2 2        
民法總則 4 2 2        
刑法總則 6 3 3        
民法債編總論 6   3 3      
民法物權 4   2 2      
民法親屬 2   2       
民法繼承 2    2      
刑法分則 4   2 2      
行政法 4   2 2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3     3     
票據法 2      2    
保險法 2     2     
海商法 2      2    
民事訴訟法 6     3 3    
刑事訴訟法 4     2 2    
民法債編各論 4     2 2    
國際私法 4     2 2    
商標法 2       2   
國際貿易法 4       2 2  

專 業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69 學分 
學 年 必 修 學 分 總 計 101 17 17 14 14 18 15 4 2  
最 低 畢 業 學 分 數 1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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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8 法學組必修科目表」       九十七至九十八學年度入學新生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備     註 

類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科 
目 

國文 4 2 2        
外文類 6 3 3       六選一課程 
外語實習(一)(二) 4 1 1 1 1     (同正課) 
歷史類 2 2        四選一課程 
電腦資訊類 4 2 2        
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領域 6 

4 2 2 4     
不含歷史類 

社會科學領域 2  
自然科學與數學領域 4 不含電腦資訊

共同 
科目 

體育 0 0 0 0 0 0 0    
軍訓 0 0         

通識及共同必修學分合計  32  學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憲法 4 2 2        
民法總則 4 2 2        
刑法總則 6 3 3        
民法債編總論 6   3 3      
民法物權 4   2 2      
民法親屬 2   2       
民法繼承 2    2      
刑法分則 4   2 2      
國際公法 4   2 2      
行政法 4   2 2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3     3     
票據法 2      2    
保險法 2     2     
海商法 2      2    
民事訴訟法 6     3 3    
刑事訴訟法 4     2 2    
民法債編各論 4     2 2    
國際私法 4     2 2    
強制執行法 2       2   

專 業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69  學分 
學 年 必 修 學 分 總 計 101          
最 低 畢 業 學 分 數 1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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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8 財經組必修科目表」       九十七至九十八學年度入學新生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備     註 

類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科 
目 

國文 4 2 2        
外文類 6 3 3       六選一課程 
外語實習(一)(二) 4 1 1 1 1     (同正課) 
歷史類 2   2      四選一課程 
電腦資訊類 4 2 2        
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領域 6 4 2 2 4     不含歷史類 
社會科學領域 2  
自然科學與數學領域 

4 
不含電腦資訊

類 
共同 
科目 

體育 0 0 0 0 0 0 0    
軍訓 0 0         

通識及共同必修學分合計   32  學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憲法 4 2 2        
民法總則 4 2 2        
刑法總則 6 3 3        
民法債編總論 6   3 3      
民法物權 4   2 2      
民法親屬 2   2       
民法繼承 2    2      
刑法分則 4   2 2      
行政法 4   2 2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3     3     
票據法 2      2    
保險法 2     2     
海商法 2      2    
民事訴訟法 6     3 3    
刑事訴訟法 4     2 2    
民法債編各論 4     2 2    
國際私法 4     2 2    
商標法 2       2   
國際貿易法 4       2 2  

專 業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69  學分 
學 年 必 修 學 分 總 計 101          
最 低 畢 業 學 分 數 1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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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法學組必修科目表」      九十九學年度入學新生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備     註 

類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科 
目 

國文 4 2 2        
外文類 6 3 3       六選一課程 
外語實習(一)(二) 4 1 1 1 1     (同正課) 
歷史類 2 2        四選一課程 
電腦資訊類 4 2 2        
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領域 6 

4 2 2 4     
不含歷史類 

社會科學領域 2  
自然科學與數學領域 4 不含電腦資訊

類
共同 
科目 

體育 0 0 0 0 0 0 0    

軍訓 0 0         

通識及共同必修學分合計  32  學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憲法 4 2 2        
民法總則 4 2 2        
刑法總則 6 3 3        
民法債編總論 6   3 3      
民法物權 4   2 2      
民法親屬 2   2       
民法繼承 2    2      
刑法分則 4   2 2      
國際公法 4   2 2      
行政法 4   2 2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3     3     
票據法 2      2   不固定開課於

上學期或下學
期。 

保險法 2     2    
海商法 2      2   
民事訴訟法 6     3 3    
刑事訴訟法 4     2 2    
民法債編各論 4     2 2    
國際私法 4     2 2    
法律倫理學  2       2   

專業必修學分合計 69  學分 
學年必修學分總計 101          
最低畢業學分數 1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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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財經組必修科目表」      九十九學年度入學新生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備     註 
類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科 
目 

國文 4 2 2        
外文類 6 3 3       六選一課程 
外語實習(一)(二) 4 1 1 1 1     (同正課) 
歷史類 2   2      四選一課程 
電腦資訊類 4 2 2        
人文、文明思想和藝術領域 6 

4 2 2 4     

不含歷史類 
社會科學領域 2  

自然科學與數學領域 4 不含電腦資訊
類 

共同 
科目 

體育 0 0 0 0 0 0 0    
軍訓 0 0         

通識及共同必修學分合計   32  學分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憲法 4 2 2        
民法總則 4 2 2        
刑法總則 6 3 3        
民法債編總論 6   3 3      
民法物權 4   2 2      
民法親屬 2   2       
民法繼承 2    2      
刑法分則 4   2 2      
行政法 4   2 2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3     3     
票據法 2      2   不固定開課於

上學期或下學
期。 

保險法 2     2    
海商法 2      2   
民事訴訟法 6     3 3    
刑事訴訟法 4     2 2    
民法債編各論 4     2 2    
國際私法 4     2 2    
證券交易法  2       2   
國際貿易法 4       2 2  

專業必修學分合計 69  學分 
學年必修學分總計 101          
最低畢業學分數 1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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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4：「法律學系、所選修課程一覽表」 
 

法律學系選修課程 

科目 學分數 科目 學分數 

土地法 4 法學德文 4 
中國大陸法制研究 2 社會法 4 
公平交易法 2 金融法規 4 
公法各論：立法程序與技術 2 非訟事件法 2 
公法各論：地方制度法 2 信託法 2 
公法各論：訴願法 2 政府採購法 2 
公法案例演練(一) 2 英美法導論 4 
公法案例演練(二) 2 英美侵權行為法 4 
公務員法制 2 英美契約法 4 
公證法 2 消費者保護法 2 
少年事件處理法 2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司法書狀與實務 2 租稅法 2 
民事訴訟實習法庭 2 商事法實例研究 4 
民法案例演練（一） 2 商業會計法 2 
民法案例演練（二） 2 商標法 2 
犯罪學 4 國家賠償法 2 
刑事法律個案研究 2 國際公法 4 
刑事政策專題研究 2 國際組織法 2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2 國際貿易法 4 
刑事證據法則與交互詰問 2 國際經濟法 2 
刑事證據的證明力與鑑定 2 專利法 2 
刑法案例分析  2 強制執行法 2 
刑法案例演練 4 勞動法 4 
行政訴訟法 4 著作權法 2 
法律倫理學 2 會計學 4 
法院組織法 2 經濟學 4 
法理學 4 電子商務法律 2 
法學日文 4 網路科技法律 2 
法學英文 4 證券交易法 2 
法學緒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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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研究所選修課程 

學 群 課 程 名 稱 

民事法學群 

比較民法 

民事訴訟法專題（一） 

民事訴訟法專題（二） 

家族法專題研究 

強制執行法專題研究 

財產法專題研究 

刑事法學群 

比較刑法 

刑法爭議問題研究 

刑事政策專題 

刑法方法論專題研究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公法學群 

社會法專題研究 

行政法專題（一） 

行政法專題（二） 

國際私法專題 

立法程序與技術 

勞動法專題研究 

國際人權法專題研究 

政府採購法專題研究 

土地法專題研究 

替代紛爭解決專題研究 

國際法學群 
國際經濟法專題 

兩岸關係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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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律資料搜尋 

跨國法律問題專題 

比較司法制度專題 

跨國商務契約專題 

區域衝突與國際法 

財經法學群 

比較商法公司法 

金融法規專題研究 

比較商法︰票據法 

公平交易法專題 

信託法專題 

證券交易法專題 

中國大陸知識產權法專題 

電子商務法律 

比較著作權法 

比較專利法 

網際網路法律專題研究 

其他學群 

法律哲學 

法學日文 

科技法律專題 

法律經濟分析專題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法律專業 

法學德文 

英文法學名著與法律文件 

生命科學與法律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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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5：「99 年各班開課表」 

99 學年法學組 A 班-公法學群 

  99-法 1A 
學

分 
 98-法 2A 

學

分
 97-法 3A 

學

分
 96-法 4A 

學

分 
  總計 

校定

共同

必修 

外文 6 

24 

語實二 2

8 

  0

0 

  0 

0 32 

語實一 2 通識 6      

國文 4        

電腦 4        

歷史 2        

通識 6        

軍訓 0        

體育 0        

專業

必修 

憲法 4 

18 

民法債編總論 6

26

民法債編各論 4

27

強制執行法 2 

2 73 

民法總則 01 4 民法物權 4 國際私法 4    

民法總則 02 4 民法親屬 2 商事法總論暨公司法 3    

刑法總則 6 民法繼承 2 票據法 2    

   刑法分則 4 海商法 2    

   行政法 4 保險法 2    

   國際公法 4 民事訴訟法 6    

      刑事訴訟法 4    

專業

選修 

法學緒論 4 
8 

租稅法 2
6 

勞動法 4
12

法學英文 4 
24 50 英美法導論 4 社會法 4 行政訴訟法 4 司法書狀與實務 2 

     國家賠償法 2 公法各論：地方制度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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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法案例演練(一) 2 法理學 4 
       法律倫理學 2 
       公法各論：訴願法 2 
       公法案例演練（二） 2 
       政府採購法 2 
       公務員法制 2 
       公法各論：立法程序與技術 2 

總計    50   40   39    26 155 

 

99 學年法學組 B 班-民事法學群 

  99-法 1B 
學

分 
 98-法 2B 

學

分
 97-法 3B 

學

分
 96-法 4B 

學

分 
  總計 

校定

共同

必修 

外文 6 

24 

語實二 2

8 

  

0 

  0 

0 32 

語實一 2 通識 6      

國文 4        

電腦 4        

歷史 2        

通識 6        

軍訓 0        

體育 0        

專業

必修 
憲法 4 

18 
民法債編總論 6

26
民法債編各論 4

27
強制執行法 2 

2 73 
民法總則 01 4 民法物權 4 國際私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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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 02 4 民法親屬 2 商事法總論暨公司法 3    

刑法總則 6 民法繼承 2 票據法 2    

   刑法分則 4 海商法 2    

   行政法 4 保險法 2    

   國際公法 4 民事訴訟法 6    

     刑事訴訟法 4    

專業

選修 

法學緒論 4 

8 

消費者保護法 2

4 

土地法 4

12

法學德文 4 

26 50 

英美法導論 4 租稅法 2 行政訴訟法 4 民事訴訟實習法庭 2 
     公證法 2 法律倫理學 2 

     法院組織法 2
民事書狀實務及談判技

巧 
2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非訟事件法 2 
       民法案例演練(一) 2 
       民法案例演練(二) 2 
       商事法實例研究 4 
       公平交易法 2 
       證券交易法 2 

總計    50   38   39    2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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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法學組 C 班-刑事法學群 

  99-法 1C 
學

分 
 98-法 2C 

學

分
 97-法 3C 

學

分
 96-法 4C 

學

分 
  總計 

校定

共同

必修 

外文 6 

24

語實二 2

8 

  

0 

   

0 32 

語實一 2 通識 6      

國文 4        

電腦 4        

歷史 2        

通識 6        

軍訓 0        

體育 0        

專業

必修 

憲法 4 

18

民法債編總論 6

26

民法債編各論 4

27

強制執行法 2 

2 73 

民法總則 01 4 民法物權 4 國際私法 4    

民法總則 02 4 民法親屬 2 商事法總論暨公司法 3    

刑法總則 6 民法繼承 2 票據法 2    

   刑法分則 4 海商法 2    

   行政法 4 保險法 2    

   國際公法 4 民事訴訟法 6    

     刑事訴訟法 4    

專業

選修 

法學緒論 4 
8 

犯罪學 4
6 

刑法案例分析(學期) 2
12

法學日文 4 
24 50 英美法導論 4 消費者保護法 2 公證法 2 司法書狀與實務 2 

     國家賠償法 2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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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事件處理法 2 法理學 4 
     刑事證據的證明力與鑑定 2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刑事證據法則與交互詰問 2 證券交易法 2 
       刑事法律個案研究 2 
       刑法案例演練(學年課) 4 
       刑事政策專題研究 2 

總計    50   40   39    26 155 

 

99 學年財經組 A 班-財經法暨比較法學群 

  99-財 1Ａ 
學

分 
 98-財 2Ａ 

學

分
97-財 3Ａ 

學

分
96-財 4Ａ 

學

分 
 總計 

校定

共同

必修 

外文 6 

24

語實二 2

10

歷史 2

2

   

0 36 

語實一 2 通識 6 體育 0    

國文 4 體育 0      

電腦 4 歷史 2      

通識 6        

軍訓 0        

歷史 2        

體育 0        

專業

必修 

憲法 4 
18

民法債編總論 6
22

民法債編各論 4
27

國際貿易法 4 
6 73 民法總則 01 4 民法物權 4 國際私法 4 商標法 2 

民法總則 02 4 民法親屬 2 商事法總論暨公司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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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總則 6 民法繼承 2 票據法 2    

   刑法分則 4 海商法 2    

   行政法 4 保險法 2    

     民事訴訟法 6    

     刑事訴訟法 4    

專業

選修 

法學緒論 4 

8 

會計學 4

12

商業會計法 2

10

商事法實例研究 4 

20 50 

英美法導論 4 國際公法 4 行政訴訟法 4 證券交易法 2 
   經濟學 4 英美侵權行為法 4 破產暨債務清理法 2 
       英美契約法 4 
       金融法規 4 
       公平交易法 2 
       中國大陸法制研究 2 

總計    50   44   39    26 159 

 

99 學年財經組 B 班-智財暨國際法學群 

  99-財 1B 
學

分 
 98-財 2B 

學

分
 97-財 3B 

學

分
 

96-財 4B 
(智財法及國際法學群)

學

分 
  總計 

校定

共同

必修 

外文 6 

24

語實二 2

10

歷史 2

2 

   

0 36 

語實一 2 通識 6 體育 0    

國文 4 體育 0      

電腦 4 歷史 2      

通識 6        

軍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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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 2        

體育 0        

專業

必修 

憲法 4 

18

民法債編總論 6

22

民法債編各論 4

27

國際貿易法 4 

6 73 

民法總則 01 4 民法物權 4 國際私法 4 商標法 2 
民法總則 02 4 民法親屬 2 商事法總論暨公司法 3    

刑法總則 6 民法繼承 2 票據法 2    

   刑法分則 4 海商法 2    

   行政法 4 保險法 2    

     民事訴訟法 6    

     刑事訴訟法 4    

專業

選修 

法學緒論 4 

8 

會計學 4

12

信託法 2

10

強制執行法 2 

20 50 

英美法導論 4 國際公法 4 土地法 4 法理學 4 
   經濟學 4 勞動法 4 證券交易法 2 
       專利法 2 
       著作權法 2 
       國際組織法 2 
       國際經濟法 2 
       網路科技法律 2 
       電子商務法律 2 

總計    50   44   39    26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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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1：「中國文化大學組織規程」 
 

中國文化大學組織規程 

90.01.16. 教育部台 (90) 高 (2) 字 90004457 號函核定  

91.09.12. 教育部台 (91) 高 (2) 字 91138275 號函核定  

93.04.01. 教育部台高 (2) 字第 0930031986 號函核定  

94.04.04. 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40036896 號函核定  

95.04.13 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50048770 號函核定  

96.01.24. 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60000872 號函核定  

96.06.13. 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60082069 號函核定  

96.06.28. 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60097239 號函核定  

97.08.06. 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第 0970154304 號函核定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暨私立學校法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三條 本大學依據大學法之規定，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業人才，提升文化，

服務社會，致力中華文化之發揚，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 二 章 組織編制 

第四條 本大學分設各學院及推廣教育部，下設各學系或研究所，詳如「 中國

文化大學各學院及推廣教育部(含學系、研究所)設置表 」。  

  本大學得設跨系、所、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第五條 本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之增設、變更或停辦應由教務

處或相關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提出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董事

會審議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前條設置表並依異動核定函

逕予修訂。 

  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增設、變更或停辦之程序，其辦法由教

務處另定之。 

第六條 本大學董事會，行使法定職權；董事會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組員若

干人。  

第七條 本大學置校長，綜理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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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之遴選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人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報

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校長遴選辦法另定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一任三年，任期屆滿前六個月經董事會考核評估適任

者，予以續聘。 

  本大學校長，除任期屆滿當然解職，或任期內校長請辭其職務， 經董

事會同意者外，於任期內如因重大事故或經董事會考核不適任，經董事

會決議解聘。 

  校長因故出缺，新任校長尚未完成遴聘時，由董事會指派副校長、 教
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依序代理校長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八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人至二人，襄助校長處理校務。  

  副校長之產生，由校長遴選副教授以上之人員兼任或以契約方式進用校

外人士， 經董事會同意後擔任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第九條 本大學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理院務，由校長遴選教授兼任之。  

  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辦理系務。  

  各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辦理所務。 

  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理學程事務。  

  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由各學院院長徵詢各系所教師意見，就副

教授以上之教師推荐一人至三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惟藝術類與技

術類之系、所及學位學程之主任、所長，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之。  

  院長、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等主管任期為二年，聘期屆滿經評

估後，連聘得連任。聘期內有不勝任之情事時， 院長由校長核定後免

兼之；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兼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各單位得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行政單位：  

  一、 教務處：掌理註冊、學籍、課務、 學位授予及其他教務事

項。置教務長一人，分設註冊、課務、研究生教務三組。 

二、 學生事務處：掌理學生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輔導、衛生保健、

心理諮商、職涯發展、校友服務及其他學生事務事項。置學

生事務長一人，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衛生保健、職涯

發展與校友服務四組及學生諮商中心。 

三、 總務處：掌理全校總務事務，支援教學及行政業務推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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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一人，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五組及公

共關係室。  

四、 推廣教育部：掌理推廣教育業務之規劃與執行，並綜理各學

分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 班及其

他各類進修班級之業務。置推廣教育長一人，得分組、中心

辦事，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五、 圖書館：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料，提供資訊服務。置館長一

人，分設採編、閱覽二組。  

六、 軍訓室：負責軍訓及護理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維護校

內安全、處理學生生活及突發事件有關事項。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中擇聘

之。並置軍訓教官、護理教師若干人。 

七、 秘書室：襄助校長處理行政事務及議事、管考、協調等事項，

置主任秘書一人，得分組辦事。  

八、 人事室：辦理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事務，置主任一人，分設

二至三組。  

九、 
會計室：辦理歲計、會計、統計事務，置會計主任一人，分

設三組。 

十、 資訊中心：辦理資訊相關業務，支援教學、研究、行政及資

訊設備之規劃與管理，置主任一人，分設教學研究、系統發

展、網路通訊、校務資訊四組。 

十一、 體育室：負責體育活動、運動競賽、場地、設備管理及其他

體育事項，置主任一人，分設競賽活動、場地器材二組，並

得置運動教練若干人。 

十二、 研究與評鑑事務室：負責統籌協調全校性研究與評鑑相關事

項之規劃、推動與執行，並提供各單位辦理相關事宜之支援

與服務，置主任一人，得分組辦事。 

十三、 國際交流中心：辦理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學生事務相關事項

之規劃、推動與執行 ，置主任一人，分設學術合作、國際

學生二組。 
 

  前項各ㄧ級行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規模、業務認定 基準得置副主

管；必要時，各單位得就相關業務設立委員會或執行小組。  

  各單位分組（中心、室）辦事者，各組（中心、室）各置組長（主任）

一人、職員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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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服務之需要設下列中心或機構： 

  一、 華岡出版部：負責辦理各種書籍之編輯、出版等事宜。置

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二、 華岡博物館：負責辦理藝術展覽、文物蒐藏及藝術推廣等

事宜。置館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三、 語文教學中心：負責外國語文之教學、研究、實習等事宜。

置主任一人、教師、助教及職員若干人。  

四、 華語中心：負責華語教學等事宜。置主任一人、教師、助

教及職員若干人。 

五、 師資培育中心：負責辦理教育學程等事宜。置主任一人、

教師、助教及職員若干人。  

六、 教學研究發展中心：負責推動教學評鑑、改進教學與研究

發展工作，並提供教師諮詢等事宜。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

干人。  

七、 數位地球研究中心：負責整合跨院、跨系之科技與資源，

從事地球空間資訊科學之研究與應用開發及相關服務等事

宜。置主任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若干人。 

八、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負責推動有關池田先生之學術研究、

交流及活動等事宜。置主任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若干人。

九、 
蒙藏學術研究中心：負責推動有關蒙古、西藏之學術研究、

交流及活動等事宜。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十、 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負責推動有關中醫、中藥之學術研

究、交流及活動等事宜。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十一、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負責推動校園環境品質提

昇計畫、職業災害防制、勞工安全與健康保障之規劃及執

行等事宜。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十二、 華林生態園區：負責提供師生進行生態保育與環境監測相

關教學研究與實習、實驗等事宜。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

人。  

十三、 華岡實習農場：負責提供師生栽培管理植物與飼養管理動

物之教學實習與實驗研究等事宜。置場長一人及職員若干

人。 

十四、 華岡藝術總團：負責本校藝術表演之整合及展演活動等事

宜。置團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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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華岡實習廣播電台：負責提供師生廣播相關課程之教學與

實習等事宜。置台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前項各中心及機構之主管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各中心及機構設置辦法另定之。但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應報請教育部

核定。  

第十二條  本大學各行政單位所置主管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主管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

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單位分組辦事者，所置組長（主任）由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十三條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職稱除各單位主管外，另包括專門委員、秘

書、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辦事員、技正、技士、技佐、醫師、

護理師、護士、管理員。 

第十四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應依本規程擬定員額編制表，報請教育部核定

之。 

第十五條 本大學設附設托兒所，以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三章 教師之分級及聘用  

第十六條  本大學教 師分 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研究

及輔導。 
本大學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第十七條 本大學得設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大學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聘任辦法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其聘任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

公正、公開之原則，並依本大學教師聘任服務辦法及有關法令之規定辦

理聘任事宜。教師聘任服務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及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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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師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義務之處理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應對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成效進行評鑑，作為教師升

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不續聘、不晉薪及獎勵之重要參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另定之。  

    

第四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  

(一) 由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推廣教育長、圖書館館長、軍訓室主任、秘書室主任秘書、人事

室主任、會計主任、資訊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研究與評鑑事

務室主任、國際交流中心主任、教師代表、助教代表、職員代表、

技警工友代表、學生代表等組成之。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

人數不得少於全體代表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不得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三分之二；助教代表二人、職員代

表二人、技警工友代表一人；學生代表比例不得少於會議代表總

額之十分之一。 

(二)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二、 行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

學院院長及行政單位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大學重要

行政事項。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三、 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推廣

教育長、各研究所所長、各學系(組)主任、學位學程主任、軍訓

室主任、體育室主任、研究與評鑑事務室主任、國際交流中心主

任及教務有關單位主管組成之，並得邀請有關行政主管列席。教

務長為主席，討論教務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  

四、 學生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推廣教育長、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國際交流中主任、學生事務處各組組

長及中心主任、各學院主任導師代表二人及學生代表十二人組成

之，並得邀請有關行政主管列席。 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論學

生事務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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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教師代表、

推廣教育長、圖書館館長、 軍訓室主任、秘書室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會計主任、資訊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研究與評鑑

事務室主任、國際交流中心主任等組成之，並得邀請有關單位主

管或相關人員出席或列席。總務長為主席，討論總務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六、 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及組主任、各學系（組）

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及各系、所務會議推選之教師代表各一人

組成之；院長為主席，討論各該學院教學、研究、設備、推廣及

其他有關院務事項。每學期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七、 系、所務及學位學程會議：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專任教師組成

之；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為主席，討論各該學系、所、

學位學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設備及其他有關系、所務事

項。每學期開會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本大學必要時得另設其他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列委員會： 

  一、 校務發展委員會：負責研議、擬定校務發展等事宜。  

二、 教學研究及校務行政評鑑委員會：負責規劃、監督及審查各校

務行政單位及教學研究單位之自我評鑑工作之執行等事宜。 

三、 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

聘、停聘、不續聘、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令應行審議等事

宜。  

四、 課程委員會：負責研議審訂各教學有關單位專業必修科目、教

育學程及學分學程等事宜。 

五、 通識及共同課程委員會：負責研議通識教育政策及課程之規劃

等事宜。  

六、 招生委員會：負責辦理各項招生等事宜。  

七、 學位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有關各項學位授予、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及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等事宜。 

八、 學術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有關教師學術研究等事宜。  

九、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理委員會：負責審議、管理研發成果等

事宜。  

十、 經費稽核委員會：負責查核有關各項經費收支、執行、營造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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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現金收納及校產添購處分等事宜。  

十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處理校園性騷

擾及性侵害等事宜。  

十二、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並督導校園環境保

護、安全、衛生、污染防治及職業災害防止等事宜。  

十三、 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負責督導、管理及審查基因重組實驗相

關安全等事宜。 

十四、 圖書館委員會：負責提供圖書館業務之諮詢及建議等事宜。 

十五、 職工考核委員會：負責審議有關職工獎懲、年終考核等事宜。

十六、 學生獎懲委員會：負責審議有關學生獎懲等事宜。 

十七、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評議有關學生懲戒處分及其他法令

規定損害學生個人權益之不當措施而經溝通無效之申訴等事

宜。 

十八、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評議有關專任教師對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

益之申訴等事宜。 

十九、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評議職工不服學校有關個人權益措

施之申訴案件等事宜。 

二十、 法規委員會：負責審議本校重要法令規程及章則等事宜。 

  

  本大學必要時得另設其他委員會。  

  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五章 學生自治與輔導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推選代表出席校務會議及與其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第二十六條  本大學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組成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

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力。 
 
凡具有本大學在學學籍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

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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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成立自治組織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立學生社團，從事課外活動，其成立

或結束由學生事務會議審議之。  

    

第六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組織及重要事項，本規程未訂定者，依有關法令及本校章則規定

辦理之。 

第二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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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前二項之規定，致出席委員未達第二項規定人數時，由院長遴聘

合於規定之專任教師若干人為臨時委員，行使委員職務。 
 
第八條 本會開會應作成會議紀錄，記載議決或裁決事項及年月日，由召集委

員簽名。 
  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應於五日內將會議紀錄連同教師個人送審資料提

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但專兼任教師之續聘及兼任教師之不續聘

如無爭議則不須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本會審議不通過之案件應作成評議書，並於五日內將評議書送達當事

人或相關單位。當事人或相關單位如有異議，應於評議書送達後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異議書轉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第九條 本會審議時，得視案情之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說明。但於決議或

裁決時，應請其退席。 
 
第十條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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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1：「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96.06.21 9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2.10 97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

績效，並作為教師升等、續聘、停聘、不續聘、晉薪及獎勵之重要參

考，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訂定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期屆滿且服務滿一年者，除初聘期滿應依本校新聘教

師續聘評量要點辦理評量外，均應依本辦法接受評鑑；但具有下列情

形之ㄧ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 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 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擔任國家講座。 
三、 曾任、現任本校校長。 
四、 年滿六十二歲。 
五、 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免接受評鑑二次。 
六、 獲頒本校教學特優獎，免接受評鑑二次。 
七、 因懷孕、生產或遭受重大變故等特殊事由，致有影響評鑑公平

性之虞時，得檢具證明，經各系所、院循行政程序簽請校長同

意後，當學年度免接受評鑑。 
第 三 條 教師評鑑之範圍包括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大項之績效，各項目

之評鑑指標及權重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另定之。 
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評鑑指標，依所屬學門及發展特色明確規範

各評鑑細項之評分標準及相關表格。 
第 四 條 教師評鑑採評分制，各分項均以一百分計算，受評教師應於自評前自

行選擇權重，依權重計算其各項評鑑分數。 
評鑑總分滿分為一百分，以七十分為及格。 

第 五 條 評鑑結果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評鑑通過者，晉本(年功)薪一級。 
二、 評鑑未通過，而仍得續聘者，其當次續聘以一年為限，並予下

列停權措施： 
(一) 不予晉薪。 
(二) 不得超支鐘點。 
(三) 不得申請升等、校外兼課兼職及各項獎勵措施。 

三、 評鑑未通過者，系所應予輔導，並於次年度再次接受評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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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程序議決予

以不續聘、解聘或改聘為兼任教師。 
第 六 條 本校專任教師雖通過教師評鑑或當年度無須評鑑，但有下列情形者，

學年終了仍不予晉薪： 
一、 該學年該學年有一科教學大綱未依期限上網，或該教學大綱未

能完整提出必要資訊。 
二、 連續二學年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所列之研究成

果。 
三、 未依期限繳交學期成績。 
四、 聘期內有二科以上教學意見調查分數未達六十分。 

第 七 條 教師應於每年三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並由各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連同相關單位提供之資料，於四月底前完成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通

過者，送人事室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 
未通過評鑑者，應送人事室彙整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並

於五月底前將評鑑結果報請校長核定。 
第 八 條 教師對評鑑結果不服者，得於評鑑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復，申復以ㄧ次為限。對申復結果不服者，得依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提出申訴。 
第 九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理。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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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2：「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教師評鑑指標及權重配分表」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教師評鑑指標及權重配分表 

97 年 10 月 22 日 97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7 年 12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8 年 2 月 19 日 97 學年度第 6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一、 評鑑項目 
(一) 教學評鑑項目指標 
評鑑

細項 
評鑑細項內容 評鑑細項評核標準 佐證資料 配分

A1 學生意見調查  
由每學期開授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分數反應

此項得分 
研評室 20 

A2 教學準備及授課情形 

依規定授課、補課 

依規定上網詳填教學大綱、參考書目及指定研

究生閱讀文獻或資料 

依規定繳交正確學期成績 

教務處、

各系所 
20 

A3 課輔系統使用情形 
將所授課程之內容或講義上傳於課輔系統中 

使用課輔系統之功能選項做教學輔導 
教務處 10 

A4 
教材開發、製作與使用

情形 

隨時更新其授課教材、講義及教科書 

開發及提供創新教學方法及教材等 
教師提供 10 

A5 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擔任班導師，輔導學生選課，提供學習諮詢或

課業指導。 

擔任學校代表隊教練或競賽團隊之指導工作。 

教師提供 

20 

A6 
執行菁英或補救之教

學輔導活動 
於正式授課時段外，額外提供之教學輔助活動 教師提供

A7 
執行或參與提升教學

能力計畫 

執行教學課程相關之專題講座、主題研習、教

學工作坊、教學觀摩等 

參與教學課程相關之專題講座、主題研習、教

學工作坊、教學觀摩等 

教師提供

10 

A8 
執行數位化教學或全

英文授課 

設立個人教學網站 

製作數位化教材 

非語文學系教師參與全英文授課 

教師提供

A9 其他  教師提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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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評鑑項目指標 
評鑑

細項 
評鑑細項內容 評鑑細項評核標準 佐證資料 配分

B1 
參與國內外學術會議活

動、研究計畫及展演 

於國內外發表會議論文、展演 

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展演 

受邀擔任學術研討會、展演之專題演講人、主

持人、與談人、評論人 

參與學術研究計畫、會議及展演 

研究服務

系統 
20 

B2 

發表具審查機制之研究

論文、出版專書、展演創

作、體育競賽、取得專利

研究成果或專業證照 

論文發表 

出版專書 

展演創作、體育競賽 

取得專利、專業證照 

研究服務

系統 
40 

B3 
執行專題研究、建教合作

及產學合作等計畫案 

執行國科會等政府機構專題研究計畫案 

執行建教合作及產學合作計畫案 

執行個人或團體之研究計畫案 

提出研究計畫案 

上述計畫案中，凡擔任主持人、共（協）同主

持人均屬之  

研究服務

系統 
10 

B4 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研究服務

系統 

10 

B5 

與業界進行各項之技術

合作、授權、認證、輔導

及創新與開發等 

執行各項技術合作、授權、認證 

執行企業輔導及擔任顧問 

執行各項創新與開發計畫 

研究服務

系統 

B6 

執行教師爭取跨領域、跨

院、跨校及跨國之合作計

畫，進行學術研究工作 

執行跨領域之研究計畫案 

執行跨院、跨校學術研究計畫案 

執行跨國學術研究計畫案  

研究服務

系統 
10 

B7 提昇團隊研究能力 規劃或推動團隊研究計畫之進行 
各系所、

教師提供

B8 其他  教師提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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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指標 
評鑑

細項 
評鑑細項內容 評鑑細項評核標準 佐證資料 配分 

C1 
提供學生在校學習

活動 

落實每週安排學生請益時間至少六小時 

落實每週至少在校四天、排課三天 

指導學生論文、專題研究報告、設計、展演、

比賽、讀書會 

教師統計

報表 
20 

C2 
推動服務學習或提

供學生諮詢輔導 

提供學生生涯探索、學習計畫、升學、就業、

國家考試等職涯諮詢或輔導。 

運用服務學習教學法於專業課程，輔導學生從

事社區服務 

指導學生社團或活動，提升學生核心就業能力 

學務處、教

師提供 
10 

C3 

參與系所、院之各

項行政措施或學術

活動 

參與系所、院之相關會議、任務小組或學術活

動 

配合籌劃或執行各項會議決議事項 

研究服務

系統、各系

所、院 

25 

C4 

擔任校內各項委員

會委員、指導老

師、會議代表、工

作小組等職務 

擔任校內委員會委員 

擔任系學會、系友會指導老師 

擔任各項會議代表 

參與校、院、系所、學程、中心之行政工作小

組 

研究服務

系統、教師

提供、各系

所、院 

10 

C5 
協助全校性教育訓

練活動規劃或執行 
協助全校性教育訓練活動規劃或執行 人事室 

5 C6 
規劃或執行全校性

大型計畫 
規劃或執行教學卓越計畫、人才培育計畫等 各系所 

C7 
協助推廣教育之進

行 

協助學分班課程、政府委訓課程 

協助推廣教育活動或一般性課程 

研究服務

系統 

C8 提供社會專業服務 

受邀擔任校內外學術性社團、學會、學術期刊、

研討會等職務或擔任政府機構研究計畫案評審

委員、教育活動評審、委員、指導老師、法人、

基金會之理監事或社會服務等事項 

研究服務

系統 
10 

C9 維護個人校務資料 配合填報系所院校各項行政資訊所需之個人教 研究服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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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合行政措施 學、研究、輔導、 服務等資料 

配合執行系所評鑑及教育部訪評等所需之工作 

定期查詢教師專區個人訊息等 

確實填報請假資料（包含寒暑假休假報備） 

系統、教師

休假報備

系統、各系

所 

 

C10 其他   10 

備註： 

（一）教學、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之資料以學期為計算單位，資料統計期間為評

鑑前  四學期或二學期之資料為準。(新聘教師首次評鑑，資料統計期間

則視其在本校之學期資料而定)。 

（二）研究評鑑項目之計算係以 3 年為基期，並採滾動式計算。 

 

二、 評鑑項目權重： 
配分比例 

教師身份 

選項 

編號 
教學 研究 

輔  導 

及服務 
合計 備註 

一般教師（四選一） 

1 60% 10% 30% 100% 
此類限講

師級教師 

2 40% 50% 10% 100%  

3 40% 40% 20% 100%  

4 40% 30% 30% 100%  

兼任行政單位職務之教師 5 30% 10% 60% 100%  

案教師 6 40% 1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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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3：「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 

95.02.22 第 157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3.15  94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

之效率與品質，依大學法第五條之規定，訂定本校校務行政

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應受評鑑單位 
 本校應接受評鑑之單位包括行政單位、學術單位及學術輔助

單位。 
第三條  評鑑執行 
 本校為執行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之工作，應成立校評鑑

委員會及各單位分級評鑑委員會，其施行細則另訂之。 
第四條  評鑑執行期間 
 本校對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之評鑑以每三年一次為原則。 
第五條  評鑑方式 
 評鑑方式應採單位自我評鑑與訪評委員實地訪評並行方式。

各受評單位應就評鑑項目提出量化與質化資料，供訪評委員

審查。 
第六條  評鑑報告 
 評鑑報告採質與量並呈之方式。評鑑成績優良者，酌予獎勵；

評鑑成績不佳者，應改進並接受追蹤考核。 
評鑑結果及意見除供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外，並供各單

位作為調整資源分配、修正中長程計畫之參考。 
第七條  公布施行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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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4：「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施行細則」 

 

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施行細則 

95.3.8 第 1580 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

績效，依據「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

第三條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

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組織 
  為統籌評鑑相關事宜，成立「中國文化大學校評鑑委員會」

（以下簡稱校評鑑委員會），負責規劃、監督及審查各校務

行政單位及教學研究單位之自我評鑑工作之執行。 
  校評鑑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推廣教育部主任、教學研究發展中心主任組成之，並由

校長擔任召集人；其下設執行秘書一人，由主任秘書兼任

之。 
第三條 校評鑑委員會職權 
  本校校評鑑委員會之職權為： 
  一、規劃本校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之目標、策略與計

畫。 
  二、審查核定各單位評鑑項目。 
  三、核定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並聘定召集人。 
  四、審查單位級評鑑報告，並得於必要時對特定單位組成評

鑑小組，進行查核確認。 
  五、擬具整體評鑑報告書。 
  六、其他有關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之決策事項。 
第四條 應受評鑑單位 
  本校應接受教學研究評鑑之單位為各學系（組）、研究所及

中心；應接受校務行政評鑑之單位為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圖書館、人事室、會計室、資訊中心、體育館、出版部、

博物館及推廣教育部。 
第五條 評鑑程序 
  為落實評鑑目的及確保評鑑效果，校務行政評鑑及學術研究

評鑑均採二階段程序進行，第一階段為單位級評鑑，第二階

段為校級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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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教學研究單位級評鑑 
  教學研究單位級評鑑應依下列規定進行： 
  一、教學研究評鑑項目就其單位性質，應包括教育目標訂定

與發展計畫、課程設計與發展、教師教學與評量、學生

學習與評量、學生支援服務、教學與研究資源、研究表

現、國際化、畢業生學習表現與滿意度、自我評鑑機制

等；各單位並得依其特性調整評鑑項目，經校評鑑委員

會核定後實施。 
  二、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相關領域之校外學者、專家

或校內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等五至九人組成之，其委員由

各學院院長推薦（各中心則由校長推薦），經校評鑑委

員會同意。校評鑑委員會並應聘定一人為召集人。 
  三、學術研究單位評鑑內容以前三個學年度之執行成果及未

來三學年（含本學年）之計畫為原則。 
  四、評鑑進行之程序如下：  
         (1) 校評鑑委員會於每年四月底以前提出下一學年度

辦理之評鑑計畫，並即通知受評單位。 
        (2) 受評單位於接受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日兩個月前應

成立自我評鑑委員會。 
        (3) 受評單位於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日一個月前應完成

自評，並依照校訂表格將評鑑資料送請評鑑委員審

閱。 
        (4) 評鑑委員依據受評單位之自評報告進行實地訪評。

實地訪評之程序包括聽取受評單位報告說明、參觀

空間、設備、教學及研究狀況、與師生進行個別及

團體訪談、委員交換意見及綜合優缺點後完成訪問

評鑑表，並於訪問結束前與受評鑑單位舉行座談，

提出評鑑結果摘要口頭報告。 
        (5) 評鑑委員於結束實地訪評後二十日內提出詳細評

鑑報告。受評單位於接到評鑑委員評鑑報告後，如

有異議於十日內提出補充說明，與評鑑報告併送校

級評鑑。 
第七條 校務行政單位級評鑑 
  校務行政單位級評鑑應依下列規定進行： 
  一、校務行政評鑑項目就其單位性質，應包括單位發展理念

與規劃、組織架構、人力編制與分工、相關會議與委員

會之運作、空間及經費運用、行政配合程度、E 化程度、

對外服務推廣及宣傳、工作績效、服務對象滿意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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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鑑機制等；各單位並得依其特性調整評鑑項目，經

校評鑑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二、校務行政單位評鑑委員會由相關領域之校外學者、專家

及校內各級單位主管等五至九人組成之，其委員由校長

推薦，經校評鑑委員會同意。校評鑑委員會並應聘定一

人為召集人。 
  三、校務行政單位評鑑內容以前三個學年度之執行成果及未

來三學年（含本學年）之計畫為原則。 
  四、評鑑進行之程序如下：  
          (1) 校評鑑委員會於每年四月底以前提出下一學年度

辦理之評鑑計畫，並即通知受評單位。 
        (2) 受評單位於接受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日兩個月前應

成立自我評鑑委員會。 
        (3) 受評單位於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日一個月前應完成

自評，並依照校訂表格將評鑑資料送請評鑑委員審

閱。 
        (4) 評鑑委員依據受評單位之自評報告進行實地訪評。

實地訪評之程序包括聽取受評單位報告說明、參觀

空間、設備、行政執行狀況、與教職員生進行個別

及團體訪談、委員交換意見及綜合優缺點後完成訪

問評鑑表，並於訪問結束前與受評鑑單位舉行座談，

提出評鑑結果摘要口頭報告。 
        (5) 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二十日內提出詳細

評鑑報告。受評單位於接到評鑑委員評鑑報告後，

如有異議於十日內提出補充說明，與評鑑報告併送

校級評鑑。 
第八條 校級評鑑 

  校評鑑委員會應分別就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單位檢送之評

鑑報告進行審查，必要時並得對特定單位組成查核小組，進

行查核確認，其程序由校評鑑委員會視實際狀況決議行之。 
第九條  整體評鑑報告 
   校評鑑委員會應擬具整體評鑑報告書，供校方及各單位

參考，並作為校務推展、資源分配及檢討改進之依據。 
第十條  公布施行 
  本細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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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5：｢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實施要點」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實施要點 

97 年 11 月 5 日 97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之品質與成效，依據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及其施行

細則，訂定本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實施（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為規劃執行自我評鑑工作及擬定追蹤改善計畫相關事宜，應成立自我

評鑑與追蹤改善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五至十一人組成之，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

並擔任召集人。委員任期一年，並得連任之。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具本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計畫。 
 （二）轉本系自我評鑑報告書及彙整相關佐證資料。 
 （三）提供本系評鑑委員會外評委員名單。 
 （四）統籌與執行外評委員實地訪評相關事宜。 
 （五）追蹤查核評鑑後續自我改善計畫執行成效。 
 （六）其他有關本系評鑑與追蹤改善之決策事項。 
 
四、評鑑方式 

本系評鑑方式應採自我評鑑與外評委員實地訪評並行，以每三年一次為原則，

必要時應配合校評鑑委員會規劃辦理。 

五、自我評鑑 
（一）依校評鑑委員會核定之評鑑項目，擬具自我評鑑報告書及彙整相關佐

證資料。並得依本系特性調整評鑑項目，經校評鑑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二）於外評委員實地訪評日一個月前應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

料，並提交系務會議討論通過，送院長審核，提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三）外評委員由相關領域之校外學者、專家或校內他系曾獲教學特優表揚

之教師五至九人組成之，本系並應提供外評委員建議名單送院長圈選

推薦，經校評鑑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之，校評鑑委員會並應聘定一人為

召集人。 
（四）外評委員依據本系自評報告進行實地訪評。實地訪評之程序包括聽取

本系報告說明、參觀空間與圖儀設備、檢視教學與研究狀況、與師生

進行個別或團體晤談、委員交換意見及完成訪視評鑑表，並於訪視結

束前舉行座談，提出評鑑意見摘要口頭報告。 
（五）外評委員於結束實地訪評後二十日內應提出詳細評鑑報告。本委員會

於接獲評鑑報告後，應於十日內得提出書面補充說明，與評鑑報告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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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校評鑑委員會。 

六、追蹤改善 
（一）本委員會應依據外評委員評鑑報告，進行自我評鑑報告書之修正、增

補與說明；就外評委員意見或建議應提出自我改善計畫書（含改善時

程），並作為調整資源分配、修正本系中長程計畫之參考。 
（二）自我改善計畫應提交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再交由本系各相關委員會或

工作小組據以落實執行，以促進本系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工作

成效。 
（三）本委員會應定期追蹤查核自我改善計畫之執行情況，滾動式修正自我

改善計畫書。 
（四）本委員會於學期末應備具自我改善計畫執行成效表，併同佐證資料，

提交系務會議討論通過，並送院長審核後，提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中國文化大學校務行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及其施行細

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等規定辦

理。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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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6：｢95 學年度法律學系所評鑑委員訪評意見」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所 
95 學年度自我評鑑意見表 

評語或意見： 
項 目一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應強調與其他法學院之區別，本院雖有刑事鑑定課程及 WTO 中心

之規劃才剛起步可加強成為特色。並建議將目標及特色具體說明。

項目二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1. 雖大量減少必修學分、增加選修學分創造多元選修課程，但所

開課程尚不足稱為多元，可增加學生自由選課空間。 
2. 學校行政資源分配不足，不知學校經費分配標準，如法律系每

班開課鐘點僅 146 學分，對於提供學生學習資源顯有不足。學

校應大力支援開課，不應多加限制。 
3. 教師研究空間每位教師僅一個座位與外校提供給研究生之空間

相似，需有足夠研究空間與設備始能有相當研究成果。每位教

師亦應有足夠之教學設備，學校若未能提供適當空間資源，將

不足與其他學校競爭。此亦是造成教師留校時間少，學生不容

易找到老師請益。 
4. 學群規劃應跨領域、至少應有模組概念。並輔導學生依興趣及

生涯規劃選課。 
5. 可加強與學生溝通，系上活動資訊宜加強宣傳。 
6. 學生研習空間應聚集在院所附近，以凝聚學生學習動能。 
7. 系辦、學生研習空間及教師研究空間宜規劃於同一院館以加強

向心力。 

項 目三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1. 空間不足及課程規劃造成學生上課需上下山兩頭跑。 
2. 生師比過高，宜大量增聘專任教師。 
3. 老師用心提供學生各項協助，如會考、勵學營，立意甚佳但宣

導溝通需再加強。 
4. 為與課程相連結，宜由任課老師指導學生成立讀書會，進行課

業輔導。 
5. 鼓勵學生修習雙主修或輔系，建立第二專長。 
6. 建議是否在一定比例上開放跨班選課，及外系選修課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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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四 研究與專業表現  

1. 總圖部分圖書稍嫌老舊，宜儘量更新。 
2. 總圖與系圖之功能應加區分。 
3. 教師對外學術交流熱絡，發表成果十分豐碩。 

項 目五 畢業生表現 

1. 畢業生願意回饋是因為系上師長之照顧，但對學校較無向心力。

2. 應持續追蹤畢業生就業狀況並進行社區、家長、雇主意見調查。

綜合建議 

1. 校方行政資源分配不公，致使學院許多必要性支出皆由校友募

款始能實施，校方應確實檢討改進。 
2. 行政人員配置過少，法學院學生共 1300 多人，卻僅有 1 秘書及

3 助教顯然不足，工作量負擔過重，亦無法承擔對學生之完整

服務，不符合教育基本理念，宜予以增加。 
3. 大賢館改為法學院院館計劃應儘快落實，否則空間不足將影響

評鑑。 
4. 畢業校友對學校較無向心力，校方應虛心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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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7：｢97 學年度法律學系所評鑑委員訪評意見」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所 
97 學年度自我評鑑意見表 

（校內委員） 

項目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意見： 
 論述之重點在系，文中亦提及所與碩士在職班。若欲將後兩項納

入自評中，將所與碩士在職班之目標、特色及自我改善部分（後

三章亦同）納入。 
 分組（財經/法學），學群，學程之區分或關聯性為何？學生選課

之機制為何？ 
 學習地圖中各項與本系目標、特色之關聯性為何？ 
 院系合一之缺、優點為何？ 
 第 12.13 頁中（四）、（五）之委員會之定位與區別為何？ 
 增聘師資之專長與課程規劃之關聯性為何增聘師資之專長與課

程規劃之關聯性為何？學分之供給是否足夠？ 
 各項活動（表格）之佐證資料應齊全（如 P.16 之表 1-5.1） 
 P.21 之系所評鑑委員會運作之統計？ 
 P17 之 4.法律實務演練， 貴系之特色之一是重實務演練，除了在

四年級選修課程中有加開三門課程「民事法實習法庭」、「刑事

法實習法庭」及「行政法實習法庭」，加上「華岡法律服務中心」、

「縣市調解委員會」等提供服務。雖從行政或課程規劃專業實

習，或納入必修或系統性規劃，難以看出其實務特色。 
 該系之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均能與校務發展之策略計畫相符，且

設置有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委員會，就制度面與運作面，均趨完

善？ 
 該系已設立七個法律研究中心，可朝加強各研究中心之整合型計

畫努力。 
 目前以研擬之學程課程除可透過跨院、跨校合作，宜與各研究中

心做適度之結合。 
 法律系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宗旨與教育目標與校務發展計畫相符

合。 
 系所師生對教育目標之認同部分，  系所提出之問題與改善策略

方案，在現況描述中均已提及且效果不佳。是以在方案未予以改

變之情況下，希冀能有更好的成效，說服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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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教育目標反應於學生學習部分如能提出學生選課多元及積

極之數據資料，則可清楚顯現教育目標達成。 
 學生畢業學分數扣除必修學分數後僅剩 32 學分，是否仍有足夠

學分開設不同的 6 個學程，仍須詳加說明。

項目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意見： 
 P.23 之原先 83 學分減為 69 學分，83 學分之年度為何？ 
 各項論述之年度應列出，本次評鑑以 96 年度為主，可往前加列

兩年之資料，過久之資料不宜列入。 
 課程之設計與規劃是否與國、內外知名大學之相關係所做比較，

以顯本系之特色。 
 七大研究中心之運作成效為何？ 
 專業分工及專業研究所是貴領域的趨勢與走向，系上應有迎合此

改變的機制及規劃。 
 現有之網路課業輔導系統中，各教師之教學大綱均可事先得知課

程內容，應予肯定。教學大綱若能採中英對照，對推行國際化應

大有幫助。 
 在執行專任教師留校輔導六小時確定有利同學之請益，值得肯

定。 
 研究生休學比例略高，宜究其主因並輔導之。 
 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架構和內容與本校發展方向、法律系所

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均相符合。 
 課程委員會委員教授名額太少，似應酌予增加一至二名。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意見： 
 學生資料缺乏碩士在職班。 
 所之休退學率過高之因為何？應解釋。 
 P.43 之外國學者至校講演之年度過久。 
 學群之設計與學生求學/就業之關聯性為何？ 
 系畢業學分為 142，必修為 101，外系畢業學分 18，而每一學群

之學分為 28，則可選擇另一學群之學分為 13，是否會影響學生

修習第二學群之意願或能力？（優點或缺點應說明之） 
 教師能指導國科會論文，舉辦國際交流及鼓勵參與國內外法庭辯

論賽及輔導學生學習活動設有管理機制而且有成效，值得嘉許。

 宜制訂外語能力檢定之各項獎勵措施。 
 宜加強歐美地區之國際學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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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現況描述終將學生學習情形分成三類。第二類及第三類

缺乏學習動機。法律系之改善策略中並未提及如何鼓勵及改良第

二、三類學生之方案。法律系如能思考、規劃及執行改善方案則

可更造福學子。 
 課程規劃委員已納入校友代表、業界代表，唯對該等代表如何產

生未加說明，似可思考對校友及業界代表等以 96 或 97 學年度為

例多加敘述。 
 有關 36 系所學生參與校外競賽之成績表現情形之問題與改善策

略（頁 49），第二、三段之敘述，二面象之解說似有矛盾，請再

斟酌。 

項目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意見： 
 教師參與研究積極，研究案頗多，又能與產官學界合作，加上又

要分擔指導研究生，但生師比過多。顯現教師研究能量高但又過

勞，未來可朝增加專任教師以減少生師比及增加研究產能。 
 教師之研究可往整合型之專業研究進行。 
 該系以設計初各種學群，並研擬學程課程，確實可股利學生發展

多元之專業能力，宜持續努力推動。 
 法律系研究與專業表現之數量品質部分，依現況所述，教師所發

表之研究成果豐碩。且系中之七大研究中心所舉辦之研討會數量

亦相當可觀。 
 「華岡法粹」編輯委員會成員僅有四人，似可考慮增加委員人

數，特別是增加教授級及校外委員，當可立即提升委員會及雜誌

之名聲。 
 有關學生工讀機會（暑期）部分，如可序名學生工讀人數及時數

將更具說服力。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 

意見： 
 P82 之雇主滿意度調查缺。 
 該系在有限之人力下，對校友資訊之建立及校友之聯繫不遺餘

力，值得嘉許。 
 建議宜加強提供多元化之職業資訊。 
 畢業生就業或就學狀況分析圖顯示，92-94 三學年之畢業生數共

約 270 名。每一學年約 90 人。此與法律系總學生數 1400 名相較，

顯然較少。此一數據是否顯示法律系對畢業生之調查恐有不足，

請再詳敘。 



168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所 
97 學年度自我評鑑意見表 

（校外委員） 
 

項目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意見： 
 為因應評鑑之需，並使師生能明確的說出本系的教育目標，建請

將教育目標予以條例化呈現，例如： 
1. 培養不同產業法律專業人才； 
2. 培養法律學術研究人才； 
3. 培養具有國際法學素養的法律人才…等。 

 再依據教育目標精確的描述與回應 1-1、1-3、1-5 等相關問題。 
 宜訂立與校方發展相符合之目標與特色。 
結合校內之資源與特色，發展出自己之特色。 
 貴學院之教育目標與學校整體校務之發展計畫相符合，對於學系

的發展與穩定具有一定之效果。 
 系所自我改善機制係自我敦促檢討之重要機制，同時也是維繫系

所正常規律運作的重要規範影響作法。 
 貴學院目前所具有之相關機制在設計上可謂完善，在執行上也循

序推展。 
 師資延聘就生師比改善考量，固仍有進步空間，從近年新聘專任

教師結構觀察，副教授以上之資深教師所佔比率相對的多，專長

領域並與系發展目標契合，可見延聘師資具有特色，兼重質量，

值得肯定。 
 目標、特色的設定需要聚焦，不宜過於廣泛，最好可以凸顯系的

辦學精神標語。 
 擴展研究教學空間、設置現代化教學設備兩個項目應屬於硬體設

備改善計畫，不宜列為特色目標設定。不過，目前研究教學所使

用的空間跨越位於陽明山的「大賢館」與位於市中心的「大新

館」，增加行政支援教學、研究或學生輔導的困難，長期發展建

議應以使用「大新館」為主，以利實務課程及實習機構的安排。

目前在大新館僅有教學空間的利用，使得上課的師生完全缺乏行

政支援，實為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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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意見： 
 本系課程規劃設計的機制允稱嚴謹，亦能反映學生、校 
友及產業界的觀點及需求，然為樹立本系法學教育的特色，亦可

蒐集、參酌、比較國際法律名校的課程內容，提供課程委員會參

考訂定。 
 建請增列本系「教育進路圖」，並依據教育目標、開課學群及相

關課程，標示教育目標反映於教學及學習需求的路徑與情況。 
 本系專任教師計 24 位，兼任教師 56 位，為改善專任教師教課負

擔過重及師生比不足的問題，本系在 97 學年度 4 名、98 學年度

聘任 3 名之具博士學位的專任教師，顯示本系具有改善師資的具

體作為，唯離職教師也有 2 位，本系仍應檢討留任人才的問題因

應策略，以利本系教育理想的永續發展。 
 大學部三、四年級及研究所課程，既以山下大新館為主，宜建立

山下與校本部之正常聯繫方式，包括固定之辦公室及辦公人員、

教師之研討室、休息室，山下並應有正常之行政處理方式，以助

教學與研究。 
 為考慮兼任師資之聘請，山下大新館之課程宜加重設計，包括二

年級重要課程，宜加強師資陣容，提供兼任教師優良之舒適環

境，否則大新館日間使用率偏低，浪費空間。 
 研究生上課人數比例過高，校方應提高研究所開課經費，增設研

究生課程，並提供研究生之研究室使用。 
 降低畢業必修學分數，同時提高選修科目，並且增加多元法律能

力之訓練課程，對於同學擴大法學理解範圍，多元發展相關興趣

具有極大之作用，此一作法值得鼓勵。 
 目前建立之學群制度，可以讓同學完整修習其具有興趣之課程，

培養完整之學習領域，是一可行且具有效果的課程安排與設計。

 目前師生比仍顯偏高，為能達到小班授課以及降低教師教學負擔

等目標，建議  貴學院在未來數年中，仍須持續招聘新進教師。

 維持現行畢業學分數 142 為前提，學校所得支援鐘點費之總學分

數僅略多於畢業學分數，學生欠缺合理數量的選課取捨空間，選

修課程雖規劃有五大學群，如果實際可開設科目太少，學生無法

獲得該學群足夠的專業能力，將大大減損選修學群設計功能。 
 聘請實務界師資講授實務導向課程，是值得肯定的方向。此外，

應可考慮加強與政府或民間機構（例如法院或司法扶助基金會

等）合作增加學生實習途徑，若考量大學部專業基礎不足及學期

中實習時間配合難度較高等因素，初期可考慮以研究所學生作為



170 

機構實習的對象。 
 教學助理的設置對於教學品質的提升會有很大的幫助，學校在這

方面挹注的資源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人力的部分運用碩士班學

生應足以支應，主要在經費上投入顯較他校為少。若經費無法針

對課程給予教學助理，至少應予專任教師每人一位教學助理協助

教學行政。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意見： 
 鑒於本系的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的需要與現實，本系 
的教學空間分散兩地，雖有延攬特優教師及便利推廣服務的優

點，但對於師生互動及學習研究與輔導亦有其不足及不便之處，

建請加強大新、大賢兩館的視訊網路系統及發展遠距教學等相關

軟硬體建置，以強化溝通輔導的機制。 
 3-9 所提提供學生各種相關課外學習活動方面，建請增列「健康

性」乙項，針對本系辦理體育活動及運動比賽等健康促進情形加

以描述。 
 導師費用普遍偏低，無法提供教師達到學生指導之目的，校方不

宜存有只求教師犧牲奉獻之心態，無理要求教師在有限資源的情

形下，作超過其能力所及之事，此舉將嚴重影響教師之教學與研

究品質，造成學生學習之障礙。 
 研究生口試及指導費用偏低，嚴重影響指導教授及口試教授之參

與意願，造成行政事項干涉學術，行政領導學術，結果難以控管

研究生之品質。就連院系碩士生口試，都須經付費方式使用山下

大新館所提供之空間，難以想像校方心態為何？ 
 師生比仍無法達到教育部之要求，嚴重影響教學品質。 
 為使學生能夠發展未來就業專長，建議在開設課程類別及學分數

上能夠予以多元化和豐富化，使學生能夠具有較大之選課彈性。

 由於教學空間的分配，學生的上課地點分為陽明山本部與城區部

大新校區兩處，就遴聘專業師資上課的要求來看，大新校區確能

達到廣納師資，提供學生多元選擇的教學目標。若能進一步提供

學生在大新校區的讀書與討論空間，則當可促使此一目標與功能

之達成。 
 為使同學擴大眼界，延展學習內容，建議鼓勵同學多多參與國內

外之法律相關比賽，例如傑賽普模擬國際法庭辯論賽（此已多年

連續參加）、WTO 模擬法庭辯論賽、或理律杯辯論賽等。 
 目前已有法律會考之方式，並且舉辦多年。若能與其他學校共同

舉辦，則可讓同學間有更多的激勵與競爭，也可刺激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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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研究小間並不能取代研究生研究室的功能，通常研究小間

僅對於撰寫論文的準畢業生有所助益。研究生研究室幾乎已經成

為大多數設有法律研究所的學校之標準配備，完全欠缺研究生研

究室的缺失，學校應予重視。 
 導生制度目前以四年一貫為原則，制度有利有弊。有其他學校採

行雙軌輔導制作為改良，每班設置生活導師一名採四年一貫制，

並增設專業（課業）導師一名，必須為該班任課之教師，可供參

考。 
 三、以「勵學營」及「民刑法進階班」強化學生法學專業基礎有

相當成效，值得肯定。為增進學生學習競爭力並強化其學習動

機，可考慮與他校聯合擴大辦理。 

項目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意見： 
 本系教師主持或參與研究計畫 96 學年度有明顯的提升， 
唯在國科會的研究案及國際發表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 
為有效提升教師的研究能量，建請加強辦理教師研究成長相關研

習，延請經驗豐富的官員、專家學者演講。 
 本系所專兼任師生多達一千五百人，為弭補空間的不足，除法律

專業教室外，其他上課教室空間可釋放至其他館樓施行，大賢館

可增闢研究、討論及輔導的空間，以增進師生的互動。 
 縱有各領域研究中心之設置，但校方提供經費有限，如何能有效

率且合功能的完成相關研討會之舉辦，就連院系自行舉辦研討

會，都須經付費方式使用山下大新館所提供之空間，難以想像校

方心態為何？此舉不改，永遠不能有活潑的學術發展空間。 
 教師之研究與專業表現優良者，除應予更適當之物質鼓勵外，尚

應有更實惠之鼓勵，例如減授時數等。 
 對於新進之助理教授，宜以減授時數之方式提高其研究能力。對

於未獲得國科會聲請之教師，並應以高額之獎勵方式，鼓勵其繼

續從事相關之研究。 
 院裡師資來源方向極廣，且師資畢業國家涵蓋多個注重法學教育

的國家，因此對於師資之優秀表現當可預期。 
 貴學院以教師之學術專長為基礎，成立七大法學研究中心，由教

師依其研究興趣參加，並鼓勵跨領域研究以及定期舉辦學術發表

與研討會，此一作法應當能刺激教師從事專業研究。若能引進校

外研究能量，進一步活化研究發展，則應可有更佳之研究表現，

因此建議納入兼任教師之研究領域和興趣，多面向進行校內外之

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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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鼓勵新進教師投入研究，延續其研究能量，建議  貴校能給

予新進教師若干在行政或學術方面的協助，例如：給予新進教師

教學助理、新進教師研究專題補助等；此外，對於教師（不論是

否新進）出國參加學術活動，亦能給予適當獎勵與補助。同時，

學校如果已有相關獎勵或補助措施，亦應提供教師相關訊息。 
 目前台灣歷史悠久的法律系專業期刊莫不以列名 TSSCI 為目

標，連歷史較短的期刊如「中原財經法學」亦有強盛的企圖心。

「華岡法粹」亦為久享盛名之學術期刊，應投入更多的關注與資

源，提出有利於 TSSCI 評比的具體進度與時程，積極競爭。 
 部分教師所提供著作，若非學術著作，雖不得作為研究成果，但

可以改列於教師提供產、官、學界社會服務之貢獻成果。 
 研究中心的組織宜限制單一教師加入兩個為限，一方面是專業分

工精細程度上的考量，另一方面也避免研究壓力過大，使教師疲

於奔命。組成成員可以考慮擴大讓兼任教師或實務界人士加入。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 

意見： 
 本系畢業生通過國家考試每年均有數十位，包括：司法官、律師、

書記官、檢察事務官、高考法務人員、高考行政人員、政風人員、

金融法務人員、民間公證人及警察人員等，殊屬難能可貴。唯近

年來，隨著大環境就業市場的急遽萎縮，畢業生就業情形亦有衰

減的趨勢。 
 本系教育目標首在培養不同產業法律專業人才，鑒於不同行業均

有其專業性與獨特性，為落實本系學生深入各行各業的專業，可

鼓勵學生進行跨領域學習，或主動與各系合作開設相關法律課

程，以培養體育運動領域法律人才為例，目前國內並無此領域的

專業人才，本系實可針對學生的興趣加強輔導雙學位或跨領域學

程，並積極參加「國家體育行政人員」高普考，逐步落實培養不

同產業法律專業人才的目標。 
 畢業生網路之聯繫宜及早建立。 
 法學院同學多以通過國家考試為主要目標，這是普遍存在於各校

法學院同學的生涯規劃中。但是現今國家考試的錄取率仍然偏

低，而全國各大學畢業之法律系所學生數量又相當高的情形下，

法學院所將會擔負提昇畢業生就業能力之重任。觀察  貴學院畢

業生除選擇繼續升學之外，在就業表現上亦能有多樣性之選擇及

表現。 
 雖然如此，仍然建議更多樣化畢業生之就業選擇，除參加國家考

試之外，仍有許多可供就業之選項，例如各企業中所需求之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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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此可與  貴校其他科系合作，建立人才資源網絡；或是擴

展參加其他公務人員考試，例如外交特考、新聞人員特考、經濟

部國貿局外貿人員特考等。 
 輔導學生在國內研究所升學或到國外研究所進修仍有加強空間 
 對於不急著完全投入律師或公職考試的學生而言，畢業後立即投

入就業市場所需的條件與其他科系學生並無太大的不同，學校應

給予更多的一般輔導，例如舉辦大型就業博覽會或開設就業研習

營隊等。 
 與雇主或家長的聯繫管道似乎仍有不足。 

 
 
  



 

附件 1-66.1：「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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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系歷

 
歷年學生註註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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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1：「中國文化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90.06.06  89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4.29  91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1.12  92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5.19  92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2.17  93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26  96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5.06  97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09  98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6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

特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法令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

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辦理。 

第二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 

 一、 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須任講師滿三年以上；申請升等副教授者須

任助理教授滿三年以上；申請升等教授者須任副教授滿三年以上。

 二、 在本校任教滿一年以上且試聘期滿，品德操守均佳，擔任現職期

間，其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民國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前已獲得教育部核發之講師證書且任教未

中斷，取得博士學位或有專門著作者，得擇一申請升等為助理教授或

副教授。 

 教師申請升等以專任教師為原則。兼任教師之升等應由其專任學校辦

理，無專任學校者，方得向本校申請升等。 

 兼任教師之年資折半計算，且至少須於本校任教滿四年以上，始得申

請升等。 

 第一項所定年資，除本校基本年資外，在國內其他大專校院或教育部

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參考名冊所列學校之任教年資可合併計算。 

 教師必須當學期實際在校授課，始受理其升等申請；審查期間因故請

假離校或離職，則該升等案應停止審查，至其回校任教後再繼續審查。

停止審查超過一年者視同結案。 

第三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係於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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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年內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或於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公布認可

之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

利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

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行（含以

光碟發行）之著作。但送審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五年內曾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及送審前七年內之著作送審。 

 一、 升等之代表著作須為專書或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可之期刊。 

 二、 送審之專門著作若為學術性刊物發表之論文抽印本必須載明發表

之學術性刊物名稱、卷期及時間，如未載明，應附具原刊封面及

目錄之影印本；學術研討會發表之論文，應檢附該論文集之出版

頁(含出版者、發行人、發行日期等)；經出版公開發行係指經出

版社或圖書公司出版公開發行，並於版權頁載明作者、發行人、

出版時間、地點、國際標準書號(ISBN)及出版品預行編目及正式

學術審查程序證明等相關資料，自行出版或未符合上開規定者不

予受理。 

 三、 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不得送審。教科書、工

具書、傳記、翻譯、詩詞、散文、小說及文學創作等僅可列為參

考資料，不得為送審著作。 

 四、 送審之專門著作不限語文，其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但

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者，應以其所授語文撰寫之。 

 五、 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六、 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且參

考著作至少三篇以上。其屬一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

著作。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 

 七、 代表作如係數人合著者，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共同合著

人至多以三人為限，其中申請人之貢獻度應為百分之六十以上；

另僅可一人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

利。申請升等教師應以書面說明本人參與之部分及比例，並由合

著者簽章證明。但下列情形，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 

 (一) 申請升等教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 申請升等教師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其國外合著者簽

章證明部分。 

 八、 應檢具前一等級之代表著作一份，如係以碩、博士學位審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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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碩、博士論文。但該學位之授予毋須撰寫論文者不在此限。

 九、 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理教授、副教授

資格者，不得再以該學位畢業論文或其論文之一部份為代表著

作，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 

 十、 以專門著作升等取得助理教授、副教授資格者，繼續進修取得

博士學位，於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其學位論文得經重新

整理出版，並述明其中屬於個人貢獻之部分後為代表著作送

審。送審時並應檢附學位論文，以供查核。 

 十一、 體育、藝術、應用科技類教師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代替專門著作申請升等。 

 十二、 著作經審查不通過，不得再以相同或相似內容之代表作送審。

十三、 升等審查過程中，如代表著作已超過五年期限時，即不繼續辦

理而予退回，申請教師須另以其他合於規定期限之代表著作重

新送審，惟不受申請期限之限制。升等案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以符合規定年限之相關著作資料陳報教育部。 

 持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申

請升等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所載日期起一年內發

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本校查核並存檔；

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

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經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予以展延，並以該著作接受刊登之日起二年內為

限。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如升等案尚在審查

中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

校報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時，應確實審查著作是否符合規定，不符

規定即不予受理。 

第四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除代表作外，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

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一併作為送審之參考資

料。 

第五條 服務年資之計算，以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書記載之起算年月至申請

之日止。無現職教育部所頒教師證書者不得申請升等。 

 留職留薪、留職停薪之年資原則不予計算，但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

者，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一年。經核准借調者，於借

調期間有實際在校授課者，其借調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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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資之採計除本校基本年資外，其在其他大學校院任教之年資合併計

算。 

第六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標準及程序如下： 

 一、 教師申請升等時，應填具升等申請表，並提出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等具體事蹟，檢附符合前條所規定之著作(含代表著作及參

考著作)，於每年三月或九月向系所提出申請，超過期限者，須延

至下一學期辦理。但如該學期已屆滿六十五歲，將不得提出申請

升等。升等教師得提出三位以內，認為不宜審查其著作之迴避名

單，並得附具體理由。 

 二、 系所先行審核申請升等教師各項有關表件，其符合升等規定者，

提請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其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資料進行

審查，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之考評須依本校教師教學輔導服務

成績考核要點及評分標準表辦理。通過後將相關資料，報請院長

提交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前，各院應先將各申請教師著作資料公開

展示一星期後，再由院長將其著作(含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送請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如有必要得請其與升等教師就著作內容進

行討論(升等教師不得主動要求)。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再就著作審

查結果，連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送之其他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成績等書面資料進行審議，並得請升等教師就研究成果公

開講演。通過後，送人事室提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四、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前，由主任委員指定將其著作(含代表著作

及參考著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主任委員遴選校外學者、

專家除得請各院院長提參考名單外，亦得自相關機構提供之專家

人才資料庫中選任各專業領域中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專家

審查。審查人不得與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指定之審查人重複，再就

其審查結果，連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所送之其他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成績等書面資料進行審議。 

 五、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審

一次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但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

一次送四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人不得低階高審。 

 六、 前款審查評分項目及權重依教育部之規定辦理，升等為教授、副

教授其著作及格成績須達八十分以上、升等為助理教授其著作及

格成績須達七十五分以上。除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者，需有三

人以上評定及格外，其餘需有二人以上評定及格，著作外審始為

通過。但有下列情形者，得重新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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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之可

信度與正確性有疑義時，得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

由，經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決議後，再送校外其他學者、

專家審查，該有疑義之成績不予採計。 

(二) 外審評定成績雖有二位（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為三

位）及格，然有下列情形之一，經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討論後，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則重新送三位（以

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為四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原外審成績均不予採計： 

1. 不及格分數低於六十分者。 

2. 平均分數低於該職級及格成績五分以上者。 

3. 最高與最低分數差距二十分以上者。 

 七、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定辦理，其及格成績標準同

前款之規定。 

 八、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階段，著作經評定為不及格或教學、

輔導及服務之評定成績未達七十五分以上，即不予通過其升等。

 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審查作業過程如有須補件憑辦時，申請

人應於書面通知送達後一個月內補齊，逾期者即不予受理，並將

原件退還。 

 十、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審查作業過程及內容均不公開，業務承

辦人於審查作業中須負保密之責任，但於審查完畢後，得將外審

學者、專家之改進意見節錄送申請人參考。升等教師於審查過程

中不得向業務承辦人詢問相關審查事項。 

 十一、 申請升等之教師於著作辦理審查期間，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

有請託、關說、利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

事，經查證屬實者，應即停止其審查程序，其情節嚴重者，自

通知日起二年內不受理其升等之申請。 

 教師教學輔導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及評分標準表另訂，經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通過後實施。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規範，除本辦

法之基本規定外，得增訂其他標準，並送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第七條 教師升等審查程序完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並經校長核定

後報請教育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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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經教育部審核未通過者，須另送著作重新循序辦理升等。 

第九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審定者，以審定通過該學期開

始之年月起計年資。但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升等時間晚於前述升

等生效年月者，以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年月起計年資。 

因情形特殊，未能即時審查完竣，經專案報教育部備查者，依教育部

同意備查該學期開始之年月起計年資。 

第十條 講師取得博士學位證書，申請升等為助理教授者，不受申請期限、年

資之限制，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並須將其博士論文及其他著作辦理實

質外審，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得不再送外審。但如其博士學位修業

期限不符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之規定時，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須

再辦理外審。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三十條之一之講師取得博士學位證書，得申請

升等為助理教授或副教授，亦不受申請期限之限制。申請升等助理教

授依前項規定辦理；申請升等副教授，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

照修正分級後副教授要求水準將博士論文及其他著作辦理實質外審，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得不再送外審。但如其博士學位修業期限不符專科

以上學校以國外學歷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之規定時，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須再辦理外審。 

 前項先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為助理教授之人員，若欲申請升等為副教

授者，不得再以該博士學位之同一論文提出申請，而須另以升等為助

理教授後所發表之著作或作品送審，其年資不受限制，其餘比照一般

升等案件辦理升等。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得依下列規定申請改聘： 

 一、 在其他學校升等，領有較高職級之教師證書者。 

 二、 未取得前款之教師證書，但已獲得中央研究院相當職級之資格者。

 改聘案於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者，經行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准

後即自核准日期起改聘，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改聘後，如需申請教育部證書，仍須辦理著作外

審，並循序經三級教評會通過後陳報教育部。 

第十二條 推廣教育部教師之升等，由各分組循序辦理。 

第十三條 申請人對評審結果有疑義時，得依下列規定申復及申訴： 

 一、 申請人對評審結果有異議時，得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

書面向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復。 

 二、 教師對申復結果仍不服時，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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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要點之規定提出申訴。但兼任教師不得提出申訴。 

 三、 前二款之申復及申訴不得同時為之，且各以一次為限，其申復及

申訴期間，不得再提出申請升等。 

申復處理要點另定之。 

第十四條 教師申請升等、改聘案件受理期間，發現送審人有下列情事之一，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確定者，應不通過其申請案，並依各款所定期間，

不再受理其申請案： 

 一、 申請表、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不實：一年

至三年。 

二、 嚴重違反學術倫理者：三年至五年。 

 三、 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五

年至七年。 

 四、 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

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更：七年至十年。 

 除上述各款之處分外，並可依教師法、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教師

著作抄襲處理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如另有違反其他法律規定者，並

依各該有關法律辦理。 

 經審定合格取得教師證書後，發現有第一項情形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確定者，陳報教育部撤銷自該等級起之證書。 

第十五條 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之升等準用本辦法。 

第十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理。另教育部法令已

修正而本辦法未及修正時，悉依教育部修正後之法令辦理。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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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5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 7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教師升等著作認可

原則 
一、 發表學術性刊物之認定原則： 

（一） SCI、SSCI、EI、TSSCI、A&HCI 等學術期刊 
（二） CSSCI 優良學術期刊（由各學院提供，經校教評會認定） 
（三） 中央研究院各相關所正式出版之學術刊物 
（四） 國科會獎助學術期刊 
（五） 以下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認定核可之學術性刊物： 

1、 各學院提出之國際知名期刊 
2、 政府立案專業學會正式出版之學術刊物 
3、 各有相關博士班研究所之大學校院正式出版之學術期刊 
4、 政府出版品或經出版社正式出版刊物 
5、 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行之研

討會論文 
二、 升等代表著作須為上述認可之(一)至(四)或專書，以專書出版另須提出具正

式學術審查程序證明；參考著作若為（五）者可列計點數，由各院、系(所)
自訂認定點數計算標準，但以不超過總點數 1/2 為原則。 

三、 自 101 學年度起提出申請升等之教師依此認定標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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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學

辦法」

學術研究究及教學減減授授課時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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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3：「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87.12.30  87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88.03.26  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032033 號函准予備查 
96.09.11  96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6.12.26  96 學年度第 5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6.12.26  96 學年度第 8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附表 

 
一、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教師資格審查，特依據教育部有關法令

及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訂定教師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校教師辦理資格審查時，其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之考核悉依本要點辦理。  
 
三、本校教師申請教師升等時，其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中，教學成績占百分之

六十、輔導成績占百分之二十、服務成績占百分之二十，教學、輔導及服務

成績考核項目及評分標準如附表。  
教學、輔導及服務之評審以申請前三年或六學期之資料為準，但在本校任教

未滿三年者，以實際在本校任教期間之資料為準。  

兼任教師之評審項目不含服務，僅以其最近六年之教學及輔導資料為評審項

目，並以百分之百計算之，但在本校任教未滿六年者，以實際在本校任教期

間之資料為準。  

各系所新聘教師時，應舉行面試或試教，其以著作申請教師資格審查時，不

列計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僅以著作成績為評審項目，並以百分之百計算

之。  
 
四、本校教師教學、輔導及服務之考核成員包括送審人自評、學生評鑑、教師同

儕評鑑及行政配合評鑑等四方面綜合考評。  
 
五、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時，應先依據教學、輔導及服務考核評分標準表所列項目

與評審內容，逐項以書面自評，並檢具佐證資料送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

評分，各系所於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前，應先送系所主管、院長及相關

行政單位評核，再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依據各項考核評分標準予以初

審評分，並填具教學輔導服務考核評分表，平均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方

可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時，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送之書面資料進行審議，

如認為資料不足，可請其補充之或逕予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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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時，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所送之書面資料依本校教師

升等辦法進行審議。  
 
七、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階段，如著作經學者、專家審查評定為不及格者

(審查標準依教育部之規定辦理)，即不予通過其升等。  
 
八、教師升等時因著作審查未通過，於一年內再提出新著作辦理升等者，得以前

次已通過之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送審，免再辦理評分，以一次為限。  
 
九、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教學輔導服務考核評分標準表 

評審

項目 

分項

分數 
評    審    內    容 

教

學

60% 

5 一、上網繳交教學大綱。 
10 二、教學大綱之擬定及授課內容之充實並與課程相符。 
10 三、製作教學媒體、編撰教材、講義，並建立完整之教學資料。 

5 四、在不影響正常教學下，參加專業進修研習、學術研討會且對
教學有具體貢獻者。 

10 五、教師教學學生教學意見調查。 

10 六、依規定安排上課日數、遵守上下課時間，缺課依規定補課、
學生出席率、學生成績送交及配合教務處教學政策等情形。 

5 七、配合系所教學政策。 
5 八、配合院教學政策。 

輔

導

20% 

5 一、 指導博士、碩士、學士班畢業論文或設計、展演及專題研究
之情形。 

5 二、 輔導學生課外學習（如讀書會…等）。 
5 三、 依規定安排請益時間並確實輔導。 

5 四、 擔任導師、社團(含校隊、學生刊物、學生展演、系學會)之
指導教師、專案之輔導教師……等參與輔導情形。 

服

務

20% 

4 一、 參與系所自評及自我改善情形。 

4 二、 參與系所各項會議、學術活動、管理服務等通常性事務及擔
任系級各項委員會委員之情形。 

4 三、 參與院各項會議、學術活動、管理服務等通常性事務及擔任
院級各項委員會委員之情形。 

4 四、 參與全校性活動及擔任校級各項委員會委員之情形。 
4 五、 參與推廣教育、社會服務或其他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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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4：「中國文化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辦法  

87.11.04  第 1482 次行政會議通過 
88.02.03  第 148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9.06.07  第 150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9.12.06  第 150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06.25  第 154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0.06  第 155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11.02  第 157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3.08  第 158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9.03  第 161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7.21  第 162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4.07  第 163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8.04  第 163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勵專任教職員從事專業研究，提昇學術水準，特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經發表之研究論文、著作、e 化課程教材、創作、

專利或研究計畫、建教合作等得依本辦法申請獎勵。  
 
第 三 條  申請研究獎勵之研究論文、專書、e 化課程教材與藝術及設計創作，

應以原始作品為限。  
 
第 四 條  獎助金額及獎勵事項：  

一、 研究論文： 
(一) 刊登於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I(Engineering Index)等索引收錄之學術性期刊，每

篇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新台幣(以下同)四萬元為原則。 
(二) EI(Engineering Index)（僅限期刊論文）、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及經校教評會認定核可之

CSSCI 之優良期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索引收錄之學術性期刊，每篇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二萬元

為原則。 
(三) 凡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刊登在 SCI 或 SSCI 之文章，另

提供每篇文章翻譯費或發表費一萬元。 
(四) 研究論文核發獎勵金方式如附表。  

二、專書係指教師以其專業知識或其教學上之創見經驗，撰書公開發

行出版之學術著作，每本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三萬元。如係教科

書、編著、技術報告、翻譯、升等之代表作等或如僅為該專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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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節之著作(有共同作者)或非學術性著作，則不在獎勵範圍

內。  
三、e 化課程教材係指配合推動資訊化教學，開發完整之課程教材，

可於網路使用者，每套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三萬元。  
四、藝術及設計創作：依「專科以上學校藝術類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

證明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所認定之個人畫展、演唱(奏)會、

舞蹈創作、演出、戲劇編劇、導演、設計作品等，頒發獎狀乙紙

及獎金二萬元。  
五、專利：每項專利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二萬元。  
六、體育成就：煩本校教師本人身為運動員或擔任運動代表隊教練，

而獲有下列殊榮者： 
(一)獲得國光獎章一等、二等、三等者，分別頒發獎金四萬元、

三萬元、二萬元。  
(二)獲得身障奧運會或聽障奧運會前三名者，頒發獎金四萬元；

世界運動賽會獲得前三名者，頒發獎金三萬元；遠南運動會

獲得前三名者，頒發獎金二萬元。  
(三)獲得世界大學錦標賽前三名者，頒發獎金二萬元。 
(四)除頒發獎金外，另頒發獎狀乙紙。  

七、研究計畫獎勵：凡本校教師執行校外研究計畫案時： 
(一)連續三學年以上獲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補助

者，頒發獎狀乙紙。  
(二)前一學年建教合作案之總金額達三百萬以上者，頒發獎狀乙

紙。  
(三)凡以本校教師名義申請並獲得校外研究暨畫案，且於該計畫

案中編列行政管理費之 20％-50％額度作為研究計畫主持人

及所屬單位之獎勵（本校已提供配合款者除外）。獎勵金之

分配比例由所屬一級單位訂定之。 
八、教師指導本校學生參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報告，經審定

成績優良且有創意者，每案頒發獎金一萬元。 
九、其他經專案核准予以獎勵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第七、八、九款以本校名

義申請者，方得申請獎勵。  
 
第 五 條  獎勵之申請及審查：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師得於研究論文發表後，隨時填妥申請表

並檢附相關佐證資料，交由系所、院主管查證後提出申請，以正

式收錄後，送研究與評鑑事務室辦理。 
二、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專書、第三款之 e 化課程教材、第四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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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及第六款之體育成就，由申請人於獎勵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檢附相關文件，送請院評會審查通過後，連同審查之會議紀錄送

研究與評鑑事務室辦理。 
三、前條第一項第五款之專利發表後，由申請人檢具專利證明書之影

本，送請系所、院評會查證後送研究與評鑑事務室辦理。 
四、前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由研究與評鑑事務室主動辦理。 
五、前條第一項第九款於發生獎勵之事實後，由系所主管提報，經院、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研究與評鑑事務室提報。 
前項獎勵之申請為配合預算，凡經審查通過後之作品獲有獎勵之事實，

由研究與評鑑事務室統一彙整後提報獎勵，並由人事室辦理獎勵金請

款事宜，於每年七月及十二月發放獎勵金 
 
第 六 條  獲得獎勵之教師，得於適當場合公開表揚。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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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學術研究成果獎勵研究論文獎勵金分配方式： 
刊登於 A＆HCI、SCI、SSCI 之期刊論文每篇獎勵金 40,000 元，EI、TSSCI 及經

校教評會認定核可之 CSSCI 之優良期刊每篇獎勵金 20,000 元，凡共同合著者如

皆為本校師生，每篇仍給予獎勵金 40,000 元、20,000 元，可參考下列表一比例

分配獎勵金，但作者亦得自行分配之，並於申請表中說明。如係與校外合著者，

則依表二及表三所列順位給予獎勵金。 
 
表一、A＆HCI 、SCI、SSCI 之獎勵金分配方式（通訊作者比照第一順位發給）： 

作者人

數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以    後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2人合著 60% 40%    
3人合著 50% 30% 20%   
4人合著 40% 30% 20% 10%  
5人以上

合    
著 

35% 25% 20% 10% 10% 

表二、A＆HCI、 SCI、SSCI 之獎勵金分配方式（通訊作者比照第一順位發給）： 

作者人

數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以    後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獨自撰

寫 40,000     

2 人合著 25,000 20,000    
3 人合著 20,000 15,000 12,000   
4 人合著 17,500 12,000 10,000 8,000  
5 人以上

合    
著 

15,000 10,000 8,000 6,000 5,000 

表三、EI、 TSSCI 及經校教評會認定核可之 CSSCI 之優良期刊之獎勵金分配方

式（通訊作者比照第一順位發給）： 

作者人數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獎勵金 獎勵金 獎勵金 

獨自撰寫 20,000   
2 人合著 15,000 10,000  
3 人合著 10,000 8,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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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5：「法律會考通知函」 

各位親愛的家長︰ 

貴子弟九十六學年度的課程及相關考試業於六月底結束，本人謹代表法學院

及法律學系感謝各位家長將貴子弟的培育重任託付本系。為無負所託，全體教職

員同仁均戮力謹慎，務期營建一個優良的學習環境，而此等長期努力的成果，亦

已獲得教育部之肯定，於今年以優異成績順利通過高等教育評鑑。 

國內目前各大學法律系畢業生人數持續增加，法律學子面對未來出路，競爭

顯將日益激烈，本系深感有必要運用所有可能的方式與資源，積極培養同學紮實

的法律能力。為此，法律學系除於暑假期間舉辦「暑期進階輔導課程」外，並將

循例於下學期初舉辦第八屆「全系法律會考」，用以督促同學充分利用暑假，複

習基本法律學科，以為未來繼續學習的基礎。此會考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考試時間及地點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後之第三週或第四週。 

考試詳細時地將於開學後第一週於本系佈告欄及網站公告。 

二、參加學生 

除九十七學年度之大一新生外，凡本系學生均需參加。 

三、考試科目 

二年級民法總則、刑法總則，共二科 

三年級民法(不含債編各論)、刑法、憲法及行政法，共三科 

四年級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商事法及國際私法，共三科 

四、考試方式 

為普遍評量同學學習成果，考題均係選擇題，每科以一百題為原則。 

五、會考成績 

會考成績將採全年級排名，除公告並分別寄送各家長外，亦將作為教師教學

輔導、法律服務社相關活動甄選、獎學金申請、研究所考試等相關事項之參

考資料。三年會考平均成績前三名者，並將於本院畢業典禮中頒獎表揚。 

 

「法律會考」的最重要目的，係在鼓勵同學善用暑假，努力用功。因此，本

系全體同仁懇請各位家長能對貴子弟多予督促與關注，俾使貴子弟的暑假更為充

實，也能幫助他們為未來的競爭，奠定更堅實的基礎。耑此敬頌 

暑安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 

院長 

謹上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七月八日 



 

附件 11-7.6：「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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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長法律律會考成績績函」

 



196 

附件 1-7.7：「華岡法粹目錄」 

期數 目錄 作者 

第一期 發刊辭 查良鑑 

 現代法學研究方法之新趨勢─行為科學之應用 曹鴻蘭 

 關於法官保障問題的檢討 王昌華 

 「張知本先巡視台灣司法紀」後記 張文伯 

 論買回 鄭玉波 

 略論英美公司─ 設立登記程序之瑕疵 桂公仁 

 雷達航行之法律觀 鍾兆民 

第二期 社論 本刊 

 歐洲保護發明之沿革 甯育豐 

 簡介核子事故知損害賠償 楊建華 

 論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 鄭玉波 

 
中國法制史上的裁判手續與神判 

仁井田陞作 

林茂松譯 

 損害賠償責任理論之演進 黃福卿 

 略論羅馬法上之離婚制度 羅正展 

 中日憲法之制定過程及構造比較 李昭興 

 票據背書之性質 周惠銘 

 可罰性的違法性理論─刑法六十一條理論基礎探討 曾習賢 

 自由法運動在法律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影響 焦仁和 

 法官民選制度之規範的妥當性及效性研究 正宗 

 論自己契約與重複代理 楊慶榮 

 就精神分析學觀點論說上帝與愛的看法─獻給所有

「愛的對象」的愛的對象  
微曦 

第三期 談司法的便民與利民 查良鑑 

 宇宙與自然法 張文伯 

 委任之性質及其類似概念 鄭玉波 

 中日憲法之思想背景及基本主義之比較 李昭興 

 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七十六號解釋之我見 景熙焱 

 結婚無效 賴利水 

 簡介克恩特教授的法學思想方法論─「兩極原理」 黃振賢 

 略論保安處分 劉士雄 

 自法律之道德性看─義務道德與熱望道德 高振群譯 

 國際法的時效觀念 杜亞蘅 

 老子_一位絕對自然法論者 劉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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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超越的人文主義看法律與社會 秦文裕 

 馬紹爾扭轉乾坤記 王志文譯 

 大法官會議憲法解釋—憲法第八條時限疑義 轉載 

 本學年法律學會大事紀 本刊 

 我們的系主任查良鑑博士 轉載 

 平易近人的大法官—張金蘭教授的奮鬥與成功 轉載 

 不是天橋的把式 張墨亭 

 永恆的法律系(代編後語) 本刊 

第四期 盡瘁司法的謝冠生先生 查良鑑 

 二十世紀的法律與法學 林紀東 

 人性與人類法 張文伯 

 法律變遷與社會變遷芻議 王寶輝 

 管仲法律思想 朱義芬 

 工業公害之發生及其所引起的法律問題 林國賢 

 日本刑法全面改革擬案之研討 劉令輿 

 中國近代法制史上有關刑律之蛻變問題研究 林茂松 

 「逃城」及其他 王志文 

 票據法修正草案之闡述 楊建華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與司法審核權 景熙焱 

 英美陪審制度述概 李復甸 

第五期 航業政策之法律觀 桂裕 

 論抵押物之代位 鄭玉波 

 英美法上之抵押權之沿革及其理論概述 張岱明 

 貨櫃聯運載貨證券之探討 張東亮 

 刑事訴訟行為之效力 曹鴻蘭 

 「命令或禁止債務人為一定行為」假處分之執行 陳傳岳 

 民生與社會法 張文伯 

 諸葛武侯用刑的平 恕精神 劉令輿 

 論我國固有法上之擅斷主義 張溯崇 

 中國法官沿革史註 黃振賢 

 法律人的世界 潘維和 

第六期 談參加「經由法制促進世界和平會議」得獎經過 張金蘭 

 民法與實證法 張文伯 

 美國法律唯實主義淺釋 陳慶章 

 船舶扣押問題之研究 桂裕 

 公司事件有關民事訴訟程序問題之研究 楊建華 

 商業性用狀之法律性質 李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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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利濫用禁止理論之沿革及其實例 林游星 

 物價之變動與情事變更原則 賴佑哲 

 建立大眾傳播法律學的基礎理論及其問題 潘維和 

 論五權分立制 蔡榮雄 

 菲濟司法制度概述 李在琦 

 清代律例簡釋 張溯崇 

 漢朝的公卿博士雜議制度 劉令輿 

 王法與十二銅表法 曹習賢 

第七期 改定十八歲為成年論 桂裕 

 侵害著作權之研究 姚淇清 

 論刑事訴訟法上不得上訴第三審之限制 李在琦 

 勞工安全衛生法之研究 溫汶科 

 文化與世界法 張文伯 

 西洋主要法學派對於法律與道德的觀點 賴利水 

 論唐律上之二罪以上從重─附論其與現行法上數罪併

罰之異同  
林茂松 

 唐律上法官責任之研究 張溯崇 

第八期 法律與忠恕之道 桂裕 

 社會正義原理—對賴爾斯新著「正義原理」的評論  張文伯 

 法律的終極目標與使命 耿雲卿 

 明清以來習慣法上之舖底權 潘維和 

 外籍航空器對第三者在地面上遭受損害時所應負責任 朱子芬 

 論占有訴權 溫汶科 

 不動產物權之變動與查封 劉茂本 

 比較刑法學的發展及其任務與方法 廖正豪 

 從「啟達公司」案談公司重整之規定 林明華 

 產品責任與消費者保護概述 張東亮 

 康德與黑格爾的基本法律哲學概念之比較  陳德新 

 論英美兩國間衝突性的法律原則(譯述) 李品昂 

 當代法學巨擘—龐德(英文) 焦仁和 

 實驗比較法(英文) 華詒孫 

 清代州縣司法運用實態之研究(日文) 林茂松 

第九期 張曉峰先生論教育  

 法理有法，法外無法 桂裕 

 由人權本質談中國憲法上之保障 查良鑑 

 中國古代民法不發達的原因  潘維和 

 動員戡亂臨時條款的修訂 張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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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過失在立法例上與德日等國的比較 楊建華 

 公司組織變更不動產移轉課稅之基礎—由稅法解釋之

矛盾談起 
張東亮 

 觀護制度與相關制度之比較 陳德新 

 條約違反國際法強制規律者無效 朱子芬 

 安樂死之違法性 李瑞霞 

 安樂死應否合法化之討論 王更陵 

 法家商鞅 張溯崇 

 秦漢之廷尉制度 劉令輿 

 莊子法律思想淺論 廖正豪 

 破產法原理序 林茂松 

 美國法律哲學大師—奧立佛‧霍姆斯 焦仁和(英文)

 論依勞依茲海上貨物保險單規定下之保險人責任 李勝雄(英文)

第十期 孔子的法律哲學 張其昀 

 關於制定國家賠償法之芻見 王昌華 

 龐德對現代中國法律發展的建議(譯文) 張東亮 

 精神上損害之賠償 鄭健才 

 中止未遂在立法例上之檢討與分析 楊建華 

 連續犯存在價值之探討 王玉成 

 信賴原則—過失認定之新基準 劉介民 

 國際原子能總署之保防辦法 俞叔平 

 條約之保留 朱子芬 

 二百浬海域的由來 陳慶章 

 國際法律學者之培養(英文) 桂裕 

 美國律師在其社會之地位及影響 蔡神鑫 

 德國民法實例研究(譯文) 彭明金 

 論不兌現支票之可罰性 趙功恆 

 由一則案例論保險人因不實說明之解除契約權 吳光陸 

 汽車無過失責任保險之研究 陳淑媛 

 貨櫃運送賠償標準之商榷 李復甸 

 「法學論集」評介中華學術與現代文化第九冊 張溯崇 

第十一期 致富圖強的法家 張其昀 

 唐代法令之體系 張溯崇 

 違反保護他人法律之侵權責任 王澤鑑 

 劫機或危害飛航安全犯罪立法之研究 楊建華 

 就律師權與自白的發展觀刑事訴訟理論 張東亮 

 沒收之研究 鄭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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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製造業民事責任之研究 王玉成 

 依據美國海事法原則看一艘中國漁船獲救之案件 鍾兆民 

 條約之終止 朱子芬 

 伊斯蘭法簡介 韓金秀 

 凱因斯的純粹法學 莊金昌 

 法意一二 桂裕 

第十二期 中國最古的成文法 張其昀 

 我國行憲之回顧與前瞻 姚淇清 

 論不起訴處分之確定力 褚劍鴻 

 法院隸屬與司法行政權歸屬問題之研究 楊建華 

 我國增設初級法院立法方面應採之配合措施 王玉成 

 談比較法學派及其發展趨勢  耿雲卿 

 專受扶養與非專受扶養—一個有關勞工保險之問題 桂裕 

 論納稅義務人於年度進行中死亡其綜合所得稅之報繳 吳茂雄 

 論舉證責任在民訴法上之重要性 虞舜 

 國際法對飛行權所加之限制及規律 朱子芬 

 論英美契約法上善意磋商之義務(英文) 成永裕 

 國際貿易糾與載貨證券 張東亮 

 漢摩拉比法典介紹 張溯崇 

 五代時期的文官制度 劉令輿 

 觀護制度之審前調查 陳德新 

第十三期 將來給付之訴與債權之保全 桂裕 

 記法學會議 李學燈 

 對現行公司法修正之建議 梁宇賢 

 人身保險是否通用損害填補和複保險原則之商榷 應式文 

 國家賠償法簡介 陳和慧 

 票據交付理論之商榷 鄭洋一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今昔 景熙焱 

 公害救濟法律適用理論之探討  陳昭德 

 國家賠償法平議  黃謙恩 

 中國行政法的特殊地位  馬君碩 

 法理學之研究方法  耿雲卿 

 再保金之給付與第三人責任賠償之抗辯  林重魁 

 禮治與法治  高宗仁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alogy Tranfer-Laws and 
Practice in Latin  America Practice  

霍豐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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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創辦人說法學教育  張其昀 

 刑事訴訟聲請再審之新證據  褚劍鴻 

 海上貨物運送人之權義  張東亮 

 恐嚇取財之不能犯  鄭健才 

 公害法律救濟理論之探討(一) —公害之民事救濟  陳昭德 

 國際賠償法論叢  黃謙恩 

 中華民國對人權自由之保障  耿雲卿 

 法律、道德與治安  桂裕 

 由租稅優先受償觀念之建立談土地增值稅立法之沿革 吳茂雄 

 國家的豁免  李復甸 

 意思表示不一致與不自由  虞舜 

 我國舊法制之概說  陳銘堂 

 教育部法律組評鑑委員蒞校評鑑簡報  ---- 

第十五期 創辦人談大思想家  張其昀 

 「國家賠償法」裁判例解說  黃謙恩 

 失蹤人之妻處分法定財產制中財產之探微  孟祥路 

 離婚之本訴與離婚之反訴 楊建華 

 「繼母如母」議 桂裕 

 繼父母與繼子女如何成立收養關係所涉問題之探

討    —本系民法親屬修正座談會發言紀要—  
唐國賢 

 論海域石油探採機具及器材之保險問題  王志文 

 新勞依茲保險單及協會貨物保險條款要義  張東亮 

 談美國的消費者保護  景熙焱 

 中美親屬法婚姻效力之比較  劉宗欣 

第十六期 張創辦人曉峰先生談華岡 ---- 

 祥刑新說  桂裕 

 刑事判解志疑  鄭健才 

 失蹤問題之研究 楊建華 

 台灣地區少年犯罪概況及其防制對策  林榮耀 

 心臟移植之法律問題  陳國樑 

 中共的法制與大陸同胞的人權 劉清波 

 國家賠償法與民法的適用關係—「國家賠償法」裁判

例解說  
黃謙恩 

 中長期放款契約之性質與內容  方國輝 

 從實例看國際私法在海商事件審判中的重要性  張特生 

 海域石油探採作業與責任保險 王志文 

 中美專利成立要件的比較  霍豐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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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在公司「實戰」中所扮演之

角色 —兼評最高法院七十二年度第九次民事庭會會

議決議  

林瓊輝 

 
犯罪社會學理論  

周震歐 

蔡明璋 

 海上船舶碰撞雙方與有過失之過失輕重主義之發展  劉宗欣 

第十七期 民法親屬編婚姻部分之修正與民事訴訟法之影響  楊建華 

 最高法院造法活動之法理基礎初探  王寶輝 

 從法律社會學觀點論法律之分類 李復甸 

 邊沁的功利主義與犯罪行為防治  周震歐 

 銀行法改趨勢—自由與責任 余雪明 

 現行稅法中有關租稅債權之時效問題 吳茂雄 

 我國推展聯合簽帳卡法令問題  高大鈞 

 關於宗教立法之商榷 黃越欽 

 海上碰撞雙方共同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之比較研究 霍豐宙 

第十八期 企業之民事責任與消費者之保護  鄭玉波 

 行政法院之組織  楊建華 

 司法造法的功能  王寶輝 

 傳統家制與現代立法  李復甸 

 環境保護法之理論與實際(I)  林信合 

 國際司法上「不便利法庭」原則之發展及應用 王志文 

 「購屋契約與消費者權益」研討會 ---- 

 「兒童事件處理」研討會 ---- 

 「鐵公路運送契約與消費者權益」研討會 ---- 

第十九‧二

十期合刊 

論不安抗辯權 鄭玉波 

中共民事訴訟之管轄 楊建華 

論西德之勞動關係法 陳繼盛 

 關於全面修訂中國大陸刑法典的基本構思  趙秉志 

 適航性之研究(上)  李復甸 

 自訴制度之研究  林國賢 

 論亞里斯多德的法律思想  蔡宏光 

 論責任保險之法理結構—兼論海商旅客平安險與汽車

保險之實施  
尹章華 

 析論海峽兩岸法律問題及其處理規範 王志文 

 論占有關係與本權關係分離之理論 ─ 自指示交付對

受讓人之本權是否影響之實例研析  
劉承武 

第二十一期 大陸民事訴訟法之審判程序 楊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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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法學理論及其流派  王寶輝 

 大陸經濟合同糾紛之救濟方法  李復甸 

 國際司法上的公共秩序問題  黃進 

 專利法上之優先權制度  陳文吟 

 論完善大陸刑事立法的根據、原則和方式  趙秉志 

 刑事訴訟法理結構之比較研究  尹章華 

 海峽兩岸法律衝突規範之發展與比較  王志文 

第二十二期 消保團體為消費者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在訴訟事務上運

作之研究 
楊建華 

 港澳地位問題之法律評析  王志文 

 商標識別性的研究 趙晉枚 

 中日德民法債篇總論法理結構之比較研究 尹章華 

 一九九七年後香港與內地間互涉刑事法律問題研究  趙秉志 孫力 

 專利法上受僱人發明權益歸屬  陳文吟 

 歐洲共同體之對外貿易法論 陳麗娟 

 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國際組織之競爭 陳荔彤 

 我國新專利法評析  蔡坤財 

 美、英、德日行政徵收權理論暨實物上之比較(英文)  姚思遠 

 歐洲共同體對外貿易法-反傾銷法與反補貼法之研究

(德文) 
陳麗娟 

第二十三期 析論香港過渡時期所引發之若干法律問題 王志文 

 海牙國際司法公約在解決內地與澳門法律衝突的作用  黃進 

 從法律觀點看九七過度對港台關係的影響 陳弘毅 

 中華民國民法下婦女之地位(英文)  趙晉枚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評析(英文)  何曜琛 

 占有之取得 鄭冠宇 

 歐洲共同體法法源之研究 陳麗娟 

 檢察官強制處分權爭議研討會 ---- 

 司法倫理研討會 ---- 

第二十四期 「信賴原則」構成要件之研究  廖文煥 

 日本民法部分修正綱要之研究  曾習賢 

 中國大陸新刑事訴訟法典述評  趙秉志、甄貞

 澳門國際司法中的識別問題  黃 進、郭華成

 
營業包裝與產品外觀之第二重意義  

麥卡錫講 

趙晉枚譯 

 美國產品責任法與英國消費者保護法中「產品瑕疵」

概念之比較研究  
何曜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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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理行為之瑕疵  鄭冠宇 

 中國大陸本票制度之研究 陳月瑞 

 檢察官與法治國  鄭逸哲 

 論專利法上醫藥品專利權期間之延長─以美國法為主 陳文吟 

 論德國股份法第 131 條股東之一般資訊權 姚志明 

 
論強制性規則與公共政策對國際商事仲裁的影響 

肖永平 

朱克鵬 

 論國際與區際民事司法協助  王志文 

 海峽兩岸法學實務問題學術研討會 ---- 

第二十五期 刑事醫療過失實務 廖文煥 

 私立學校法財團法人結構之研究 曾習賢 

 中國大陸國際私法之發展與演變  王志文 

 第一次銷售原則在網際網路上之適用(英文) 林柏杉 

 美國對於著名標章保護的概述  趙晉枚 

 美國紐約州及德拉瓦州有限公司法之研究：兼論受託

忠誠義務之理論(英文)  

何曜琛 

陳俊仁 

 國際銀行法改革芻議(英文) 姚思遠 

 德國一九九四年破產法簡介 鄭冠宇 

 中國大陸涉外票據法律適用之探討  陳月瑞 

 納粹司法(譯註) 鄭逸哲 

 加洛林法導讀(譯註)  鄭逸哲 

第二十六期 論行政許可行為  李震山 

 英國法上侵權行為衝突規範之變革  王志文 

 破產計劃(Insolvenzplan)─德國一九九四年破產法

簡介 
鄭冠宇 

 中國大陸經濟立法與司法 陳月瑞 

 VeriSign 憑證實作準則(譯著)  何曜琛 

 北美自由貿易協定之原產地規則對於東亞國家之影響

(英文)  
彭心儀 

 美國與台灣之公司監督機制的比較(英文)  陳俊仁 

 美國貿易政策探源(英文) 艾瑞璽 

第二十七期 國際法上海洋漁業資源之開發與養護  王志文 

 我國民法債編修正結果之評述  林信和 

 個人資料保護法中當事人權利之探討  許文義 

 勞資爭議仲裁制度之研究─兼論德國勞資爭議仲裁法

制 
楊通軒 

 探討修改「進步性」專利要件以因應生物科技發展的 陳文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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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以美國法為主  

 行政程序法命令訂定程序之研究  廖元豪 

 
論工程仲裁中最具爭議性之前置程序問題  

何曜琛 

戴銘昇 

第二十八期 論學生的受教權與家長的教育權  林信和 

 現行民法親屬編上子女稱性之商榷  蔡宏光 

 
商標減損法制之評析：由美國法觀點  

何曜琛 

戴銘昇 

 中德社會國理想之論理與研究  謝榮堂 

 精神障礙者責任能力基準之研究  曾淑瑜 

 美國行政法  楊心宇 

 從刑事訴訟程序各階段之罪嫌論檢察官追訴罪之義務 陳宏毅 

 《民法通則》中民事主體的架構  程玟玟 

第二十九期 評析國際法上之主權概念  王志宏 

 棄嬰棄兒問題在法律上解決途徑之研探 蔡宏光 

 國際法上戰爭合法性問題研究 姚思遠 

 勞資爭議處理法草案中「裁決制度」之考察─以日本

制度之經驗為借鏡 
邱駿彥 

 量刑基準之比較研究  曾淑瑜 

 析論全民健康保險法律關係  謝榮堂 

第三十期 從國際法析論以色列復國與中東形勢之演變  王志文 

 強制執行人性化初探－從司法實務探討強制執行之法

理  
王寶輝 

 民法被繼承人債務繼承之研探 蔡宏光 

 公司治理與公開發行公司董事之告知義務－以美國法

為中心 
何曜琛 

 勞動契約訂定階段之相關法律問題  邱駿彥 

 社會法治國之分配正義 謝榮堂 

 公務員法上之競爭訴訟與訴訟參加－兼論暫時權利保

護程序中之權利保護 
劉建宏 

 以重利為導向之刑法修正草案（上） 陳友鋒 

第三十一期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之檢討與修正 王志文 

 集體勞動關係法制之研究系列-工會法之部 邱駿彥 

 台灣光復前後建物保存登記暨地上權設定登記法制之

回顧（案例解析） 

張昭弘 

 九十二年刑法增訂妨害電腦使用罪章前後之法律適用 曾淑瑜 

 論國際法的政治基礎 楊澤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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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民法關於繼承回復請求權立法之商榷 蔡宏光 

 原住民族之人權保障 劉建宏 

 同性伴侶法律關係婚姻締結之合憲探討 謝榮堂 

第三十二期 中東和平路徑圖所涉及之相關國際法議題 王志文 

 現行民法繼承編關於代位繼承制度之商榷 蔡宏光 

 OECD 公司治理原則（2004） 姚思遠 

 讓與擔保制度之沿革-以中國大陸之規定為核心- 陳月端 

 勞工退休金條例解析 邱駿彥 

 社會行政法概論之一 謝榮堂 

 從交易成本談法律與社會規範的關係 許惠峰 

 照護保險法之研究與剖析-以國實施經驗著眼- 陸敏清 

第三十三期 管轄原則與不便利法庭 王志文 

 知識財產權解析 劉春田 

 境外犯罪的刑法適用效力 陳友鋒 

 保險法第六十四條說明義務之要件檢討-以我國判決

實務為中心 

劉振鯤 

 刑法現代化視野下中國大陸刑法理念的更新 蘇彩霞 

 環境保護與國家主權間關係初探 楊澤偉 

 由企業併購第五條與第六條論我國忠實義務規範的缺

失 

陳俊仁 

第三十四期 歐盟憲法之批准爭議 王志文 

 我國公平交易法就獨占與結合之規範與實踐 林信和、楊佳

馨 

 勞動契約終止及預告之法律問題探討 邱駿彥 

 罪的實體及犯罪成立要件 陳友鋒 

 新霸權的崛起或新橋樑的建立？-論中國與東南亞國

協國家的未來合作與發展 

陳俊仁 

第三十五期 商標法關於商標近似與混淆誤認判斷關係之研究-兼

評臺北號判決 

盧文祥 

 身份法案例判決研析述評 蔡宏光 

 社會行政救濟與行政訴訟之主要類型解析-以我國行

政訴訟與德國社會法院法為中心 

謝榮堂 

 刑事不法行為的刑事審查-構成要件的該當判斷（上） 陳友鋒 

 論企業併購與獨占、結合行為之關聯性-正義與效率之

平衡？ 

許惠峰 

 論股東於公司之地位-超越「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

離」之迷思 

陳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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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物重製設備捐收取之研究 陳淑貞 

 股東會成立要件相關問題之研究 戴銘昇 

第三十六期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報酬 梁宇賢 

 法人董事及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之侵權行為責任 何曜琛 

 刑事訴訟法草案中以「科刑不當」為上訴理由之研究 曾淑瑜 

 刑事不法行為的形式審查—構成要件的該當判斷（下） 陳友鋒 

 經濟發展與人權之國際法規範與調和 

－以世界銀行非自願遷徙規範為中心 
陳俊仁 

 論美國證券詐欺之民事幫助責任 

－以聯邦最高法院 Central Bank 案為中心－ 
戴銘昇 

 從外國國際私法的新發展看我國海峽兩岸國際私法的

修訂 
杜濤 

第三十七期 ACFTA 之建構與海峽兩岸經貿關係 姚思遠 

 評雅布各斯的「敵人刑法」 曾淑瑜 

 The Economic Analysis on Tort Liability under 

Taiwan Law-Motor Vehicle's Accidents(台灣法制下

侵權責任之經濟分析─兼論動力車輛事故)  

許惠峰 

 從著作權仲介團體運作探討著作財產權之保障 王怡蘋 

 論刑法第 310 條第 3項的憲法根據 謝庭晃 

 聯合國改革的理論基礎和法律依據 楊澤偉 

 論試驗實施例外及其在醫藥專利權適用之問題 李素華 

第三十八期 糊塗但非無知的孝子-殺人罪與其加減規定的關係- 陳友鋒 

 人格和權利能力關係之研究 鄒愛華 

 論證券交易法上之「有價證券」 戴銘昇 

 英國國際私法上之契約衝突規範 王志文 

 政府採購透明化之發展及國際規範 陳月端 

 
由兩岸私校法人體制論大陸民辦教育合理回報制的內

容與省思 
林恒志 

第三十九期 非法人商業--行號 梁宇賢 

 大陸對我國產品課徵反傾銷稅影響之研究 何曜琛 

 我國菸害訴訟之現況與前景 
姚思遠、林柏

杉 

 中國大陸之政府採購透明化法制研究 陳月端 

 論基因歧視 曾淑瑜 

 少女殺手的下場 --- 刑法上性行為尺度之概略輪廓 陳友鋒 

 
WTO貿易政策檢討機制之功能性分析 --- 以兩岸入世

後之經貿政策為例 
王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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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期 
從限定繼承之修法探討繼承法益之保護—「無財產即

無繼承」原則之確立及適用 
王寶輝 

 國際煙害訴訟之理論與發展—以美國法院為核心 姚思遠 

 
從比較法觀點論授權明確原則與金融法規—以台北高

等行政法院 95 年度訴字第 2001 號判決為中心 
郭介恆 

 

論精神科專科醫師對第三人之告知義務—以美國

Tarasoff v.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一案為例 

黃心怡 

 
侵權行為法下「與有過失」法則之經濟分析—兼論最

高法院七十三年台再字一八二號判例 

許惠峰，陳昱

龍 

 國際能源法：一個新的國際法分支 楊澤偉 

第四十一期 從「精密司法」之精神看大陸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廖正豪、廖其

偉 

 
巴賽爾跨國銀行監理協議演進之初探─間論我國對於

外國銀行分支機構監理法規 
林恒志 

 
罪刑法定與法律變更之關聯─2006年刑總修訂後之相

關困境及其對策 
陳友鋒 

  贓物罪的保護法益與客觀要件的解釋 謝庭晃 

 
日本行政立法訂定程序法制化之考察-以意見公募程

序為中心 
王萱琳 

 從美、日不動產證券化發展經驗探討我國現況 
曾勝珍、許秀

美 

第四十二期 
政府」及「採購」在法律上意義之研究－以國際發展

及海峽兩岸政府採購法制為中心 
陳月端 

 
工資認定基準之建構－兼論夜點費之工資性格認定基

準 
邱駿彥 

 
跨越法學與經濟學之鴻溝－兼論法律經濟分析之侷限

性 
許惠峰 

 親屬關係與財產犯罪 謝庭晃 

 
違反先契約通知義務之構成要件分析-台灣台中地方

法院 92 年度保險字第 44 號民事判決評釋 
張有捷 

 控制股東信義義務原則美國法院司法實踐的誤用 范世乾 

第四十三期 從最高法院二則強制執行法裁判窺探我國法律主義 王寶輝 

 兩岸比較法學：民法債編的物權探索 林信和 

 
論支票發票人之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與付款銀行之付款

－從最高法院 93 年台簡上字第 15 號判例 
梁宇賢 

 僱用調整目的下勞動契約變動之法律問題探討（上） 邱駿彥 

 刑法第 296 條之 1立法之批判及其是用疑義 謝庭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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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個人訴訟和派生訴訟的融合 范世乾 

 共謀共同正犯與結夥強制性交 廖其偉 

第四十四期 僱用調整目的下勞動契約變動之法律問題探討（下） 邱駿彥 

 論故意民國九十年以來最高法院判決之動向觀察 陳友鋒 

 
土地所有人與其上房屋所有人間之法律關係---租

賃、地上權、典權與不動產質權 
鄭傑夫 

 刑法第 26 條修法及適用之解釋 謝庭晃 

 
中央對地方政府自治行政監督與救濟程序 – 以日本

「國地方紛爭處理委員會」之審理為中心 
王萱琳 

 教殤 – 法律教育論 周興生 

第四十五期 目前東亞地區的國際投資規範概況 
許惠峰、許慧

儀 

 論刑法對胎兒生命法益的保護 謝庭晃 

 
被告於國際刑事法院程序之權利－以德國法上之公正

程序原則為中心 
鄭文中 

 論婚姻移民之工作權、應考權與服公職權 王育慧 

 台灣與美國公司重整制度下新資金取得規定之研究 方元沂 

 民法第 247 條之 1於僱傭契約之適用 李玉春 

第四十六期 
無權代理人責任相關問題的探討 

－從我國拼裝式民法的透析到包裹立法的倡議－ 
林信和 

 行政訴訟事件撤銷訴訟之訴訟對象 徐瑞晃 

 公私協力行為在德國之運作與難題 周佳宥 

 
論證券詐欺之行為要件－以美國及我國法院實務案例

為中心－ 
戴銘昇 

 美國法商標侵害的賠償– 兼論我國商標法的規定 趙晋枚 

 公務員圖利罪–變身為結果犯後之困境及其可能出路 陳友鋒 

第四十七期 
論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之1與第10條第2項在實體法

及程序法上的困境 
謝庭晃 

 行政訴訟判決之效力 徐瑞晃 

 

危險負擔、所有權移轉及保險利益讓與 

－最高法院 95 年度臺上字第 1447 號相關民事判決評

釋 

張有 

 羈押的實體理由解釋 
周泰維、謝秉

錡 

 
從民法親屬編新增第一千零五十二條之一檢討我國離

婚制度─兼論民法親屬編的立法策略與立法技術 
陳美伶 

 論少數股東救濟中的直接訴訟與派生訴訟的適用 范世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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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1：「法律學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稱 姓名 

系主任 林恒志 

副教授 陳美伶 

副教授 許惠峰 

助理教授 謝庭晃 

助理教授 鄭欽哲 

助理教授 方元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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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2：「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所新聘教師續聘評量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律學系所新聘教師續聘評量辦法 

 

94.05.13 九十三學年度第五次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中國文化大學新聘教師續聘評量辦法第四條之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所新聘教師於試聘期滿，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續

聘後，其教學成績須經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

所教評會」）評量，通過後始可正式聘任，未通過者不予續

聘。 
  系所教評會評量結果，認有延長試聘之必要者，得決議酌予

延長，但合計試聘期不得超過三年。 
 
第三條 新聘教師之教學成績需達八十分，始得續聘。 
  新聘教師教學成績考核，應包含「教學內容」、「教學輔導」、

「學生教學意見」、「授課情形」及「教學政策整體配合」等

五項，其考核細目表如附件。 
 
第四條 新聘教師之續聘審議，應經系所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始得通過續聘。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所教評會通過後施行，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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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96-98 學年度系支鐘點數及費用」 

學年度 科目數 科目 鐘點費(元) 

96 上 13 

英美法導論 

341,880 

法學緒論 
法理學 
民法物權 
民事訴訟法 
公證法 
行政訴訟實習法庭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96 下 4 

民事訴訟法 

109,890 
民法物權 
民法物權 
司法書狀與實務 

97 上 11 

公證法 

238,050 

司法書狀與實務 
民事訴訟法 
民法物權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行政訴訟法 
英美契約法 
破產法 
強制執行法 

97 下 5 

民法物權 

103,500 
民法物權 
刑事訴訟法 
行政訴訟法 
英美契約法 

98 上 13 

英美法導論 

382,950 

民法物權 
租稅法 
民事訴訟法 
法學緒論 
行政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破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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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證法 
民事訴訟實習法庭 
強制執行法 
刑事法律個案研究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98 下 10 

英美法導論 

227,700 

法學緒論 
民法物權 
行政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海商法 
少年事件處理法 
刑事證據法則與交互詰問 
司法書狀與實務 
公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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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1：「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辦法 
 

96.06.06.第159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2.19.第160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6.03 第162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6.02 第163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10.06 第164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校學生辦理選課事宜，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及教學需要，訂定「中

國文化大學選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選課依本辦法辦理，並遵照系所組主任、指導教授或導師之指導。 

第三條 各學系學生得由系組主任輔導選課。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 
一、一至四年級每學期最高不得多於廿五學分。 
二、日間學士班一至三年級，每學期不得少於十學分，四年級不得少於九學分，

延長修業生至少選修一科。進修學士班暨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每學期至少選

修一科。 
三、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應屆畢業生，或經核准修習輔系、雙

主修、教育學程者，於每學期教務處公告之選課更正期間內得經系組主任核

可，加選一至二科，但最高不得多於三十學分。 

第四條 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得少於二學分，碩士班以十二學分、博士班以九學

分為原則。加修基礎學科者總修習學分由各所自訂。 
研究生必須補修大學部或碩士班基礎學科者，碩士班應於一年級、博士班應於

一、二年級儘先修習後，方得修習研究所專業課程，由所長負責審核。 

第五條 學生選課，應注意下列規定： 
一、每學期應修本系所組科目學分數依各系所組之規定。 
二、選修他系所組、院、校之學分數，須經本系所組之認可始得列入畢業學分

數；日間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之下限為九學分、上限為十八學分，二年制

技術系在職班及二年制在職專班以十五學分為限，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以八學分、博士班以六學分為限。 
三、凡前一學年不及格之必修課程及其基礎科目(含共同科目)，應先修習及格。 
四、凡有先後修習順序之課程，應依序修習；重修者得以併修。 
五、含實驗、實習之課程，未修正課者，不得先修實驗、實習課程，但語文課

程不在此限。 
六、重補修必修科目依本系所組規定之學分數核計；若修習科目名稱不同而內

容相近，須書面報請系所組主任核准並送教務處核備後始得修習。 
七、全學年必選修課程，為課程連貫性，上下學期均需修習，如僅修習一學期

或任何一學期不及格，其已修及格之學期學分數，不得列入畢業學分數計

算。 
八、同一課程已修習及格或已辦抵免，不得重複修習；若有同一課程修習多次

或已辦抵免，則僅承認其及格之第一次或抵免之學分為畢業學分，但體育

興趣選項課程不在此限。 
九、不得修習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衝堂科目未辦更正者，以零分計算。 
十、凡重考生、大學部轉系、轉學生及依照法令規定先修讀學分後考取修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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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研究生，在原系所組或原校修習為各系所組應修科目，由各系所組辦

理抵免學分，學分不足之科目，以補足下學期為原則。 
十一、學生未按所選課程上課，其成績不予承認。 
十二、全學年課程以選修同一班級為原則，但因上課時間衝突等特殊情形經核

准變更修習班級者及統一教學進度之課程不受此限。 

第六條 日間學士班修習體育、軍訓、語文實習等課程有關規定如下： 
一、體育為一至三年級必修科目，不計學分；四年級為每學期兩學分之選修科

目，由各系組明訂是否列入畢業學分；選課方式依體育選課有關規定辦理。 
二、軍訓課程為一年級必修科目，不計學分；二年級為每學期兩學分之選修科

目，由各系組明訂是否列入畢業學分。 
三、語文實習課程依本校語文中心作業規定辦理。 

第七條 學生選課作業應依每學期公告之選課須知規定辦理。 

第八條 學生於加退選結束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教務處公告之選課更正期間辦

理選課更正： 
一、因所選課程有衝堂者； 
二、因所選學分不符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者； 
三、因所選課程停開、增開組別或抵免學分者； 
四、因不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致不能於選課期間辦理加退選課程者。 

第九條 延長修業年限補修學分者，如係補修下學期學分，得於上學期依規定辦妥註冊

手續選課或辦理休學手續。 

第十條 各學制學生互選學分，應經專案核准。 
選修不同學制課程學分應依各該學制規定期間及程序辦理，逾期或未依規定程

序辦理者不予受理。 

第十一條 本校學生得因課程需要，至其它學校選課，其規定如下： 
一、所選課程學分不得為該系（所）之必修課程亦不得超過當學期所選學分

數三分之一。 
二、辦理程序：學生繕寫校際選課報告書，持經系所組主任同意之報告書至

教務處填寫校際選課申請單，依程序經核可後，由學生持至對方學校辦

理，經同意後，登錄為本校選課資料。 
三、選課之學生須遵守對方學校之法規及繳交相關費用。 
四、學期結束，成績送回本校登錄，列入成績考核。 

第十二條 大學部及博碩士班二年級以上學生得出國修習學分，悉依「本校學生出國期

間學業及學籍處理要點」辦理。 

第十三條 選課有關注意事項，公布於各系所組及教務處公布欄暨網路上，並刊登文大

校訊。 
如未按規定辦理選課，由教務處視情節輕重，給予申誡以上處分；未於規定

時間內繳清所修課程學分費者，由教務處逕行刪除其缺繳學分費之課程。 
未依規定辦理選課者應予勒令休學，已逾休學年限者勒令退學。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未盡事宜

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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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2：「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選課規定」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選課規定 
 

2006.11.15  95 學年度第 4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畢業學分 
  法律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須修滿 142 學分始可畢業，其中

包括校訂共同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修科目、本系專業選修科目

及經本系承認之外系選修科目。 
 
第二條 選課適用規定 
  選課事宜，本系未規定者，依本校相關選課辦法辦理。 
 
第三條 訂有修習順序之課程 
  下列課程有先後修習順序，違者學分不予承認： 
  1. 民總→債總→債各。 
  2. 刑總→刑分。 
  3. 憲法→行政法。 
 
第四條 必修科目之選課原則 
  必修科目之選課，應依下列原則辦理之： 
  1. 必修科目應按原班級排定之課程進行選課，除因補修課程衝

堂，並提出書面申請經本系核可者外，不得選修其他班級所

開設之相同必修課程，其為同一授課教師者，亦同；違反此

規定者，本系將通知教務處逕行刪除該課程之選修。 
  2. 選課遇有選修課程與必修課程衝堂者，應先修習必修課程；

遇有現就讀年級必修課程與低年級必修課程衝堂者，應先修

習現就讀年級必修課程。 
  3. 低年級同學不得選修高年級必修課程。 
 
第五條 學期修課學分數限制  
  一至四年級每學期修課學分數上限為 25 學分；惟前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得經系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但總學分

數不得超過 30 學分。 
  一至三年級每學期修課學分數下限為 10 學分，四年級則為 9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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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學年課程修習原則 
  學年課程為兼顧課程連貫性，上下學期均須修習，如僅修習一學

期或任一學期不及格者，其已修習及格之學期學分數，不得列入

畢業學分數之計算。 
  學年課程須依序修習，不得於修畢下學期課程後，始修習上學期

課程，違者該課程學分亦不得列入畢業學分數之計算。 
第七條 重複修習課程之學分 
  同一科目重複修習或已辦理抵免者，僅承認其及格之第一次或抵

免之學分為畢業學分。 
 
第八條 軍訓及體育課程學分 
  大二軍訓、大四體育為校定選修課程，惟並不列入本系畢業學分

之計算。 
 
第九條 外系課程學分之承認 
  選修外系課程，應符合下列規定，始得承認為法律系畢業學分： 
  1. 該選修課程係與法律相關。 
  2. 須為法律系該選修學年未開設之課程。 
  3. 該課程修習前業經本系核可。 
  4. 得計入畢業學分之外系選修課程以 8 學分為限。  
 
第十條 生效 
  本規定經本系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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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1：「新聘教師續聘考核表」 

中國文化大學 法律學系 新聘教師續聘教學成績考核表 
申請人姓名：                                      單位：法律學系                                          原職級： □ 專任⁄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評審 
項目 

分項 
分項 
分數 

評審內容 
相關單位 評分 

審查要點說明 

教學 
100

教學內容 
35％ 

5 一、上網繳交教學大綱。 系主任  由系主任依上網繳交教學大綱情形予以評分。 

15 
二、教學大綱之擬定及授課內容之充

實並與課程相符。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由送審人應提供授課計畫、製作之教學媒體、個人編撰之教材、講義、指定教科書等佐證資料

送系教評會予以評分。 
5 三、製作教學媒體、編撰教材、講義。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10 
四、在不影響正常教學下，參加專業

進修研習、學術研討會且對教學

有具體貢獻者。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由送審人提供曾參加與任教科目有關之學術會議、研討會、研究進修情形等佐證資料送系教評

會予以評分。 

教學輔導 
15％ 

10 
五、指導碩士、博士或學士班畢業論

文或發表期刊論文及專題研究之

情形。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由送審人提供資料送系教評會予以評分。 

5 
六、課外輔導學生學習，並依排定時

間輔導學生學習。 

系主任  
由系主任對送審人是否依排定時間輔導學生予以評分。 

學生教學意見 10％ 10 
七、依學生教學意見調查表之成績為

準。 

系主任  
由系主任依據平均分數×10％即為所得分數。 

授課情形 
25％ 

10 八、遵守上課時間。 系主任  由系主任就送審人平時之上課情形予以評分。 

5 九、缺課依規定補課、。 系主任  由系主任依其缺補課情形予以評分。 

10 十、學生出席率之情形 系主任  由院長依學生出席率情形予以評分。 

教學政策整體配合

15％ 

10 十一、與院教學政策之配合。 系主任  由院長就送審人與院在課程安排、學生成績評量等相關教學行政工作之配合情形予以評分。 

5 十二、與系所教學政策之配合。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就送審人與系、所在課程安排、學生成績評量等相關教學行政工作之配合

情形予以評分。 

總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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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1：「法律學系專兼任教師專長及授課課程一覽表」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長 開課名稱 

教授 王志文 

英國愛丁堡大
學法學博士 

科技法律 
國際法 
國際私法 
臺海兩岸關係 

科技法律專題 
區域衝突與國際法 
國際公法 
國際私法 

教授 李復甸 

中國文化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
所博士 

國際法 
海商法 
國際私法 

選舉爭議法律問題研究 
替代紛爭解決專題研究 
跨國法律問題研究 
國際私法 
海商法 

教授 黃宗樂 

日本大阪大學
法學博士 

民事法 
基礎法學 
公平交易法 

民法親屬 
民法繼承 
民法物權 
家族法專題研究 
公平交易法專題研究 

教授 林信和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博士 

民事法 
行政法 

民法債編總論 
民法債編各論 

教授 梁宇賢 

美國范諾曼大
學法學博士 

民事法 
商事法 
證券交易法 

比較商法海商法 
比較商法保險法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商事法實例研究 
票據法 
保險法 
海商法 

教授 何曜琛 

美國南美以美
大學法學博士 

民商事法 
英美侵權行為

法 
國際經濟法 

國際貿易法專題 
票據法 
英美侵權行為法 
商事法實例研究 
公平交易法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教授 邱駿彥  

日本神戶大學
法學博士 

民事法 
勞工法 
勞資關係理論 

國際勞資關係專題研究 
法學日文 
民法債編總論 
民法債編各論 
勞工法 

副教授 王寶輝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民商事法 
法理學 
強制執行法 

法律專業 
法律哲學 
強制執行法 
破產法 

副教授 廖正豪 

台灣大學法學
博士 

刑法 
刑事訴訟法 
臺海兩岸法制 

比較刑法 
刑事政策專題研究 
刑法分則 
刑法總則 



220 

副教授 林恒志 

美國美利堅大
學法學碩士 

憲法 
海商法 
信託法 

信託法專題 
信託法規與實務 
法學緒論 
憲法 
海商法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信託法 

副教授 郭介恒 

美國杜蘭大學
法學院法學博
士 

行政救濟法 
租稅法 
國貿法 

憲法 
行政法 
國家賠償法 
稅務行政法 
政府採購法 

副教授 陳美伶 

政治大學法學
博士 

民法 
立法技術與立法
程序 
國家賠償法 
隱私權法 
政府資訊公開與
國家機密保護 
行政程序法 
非營利組織法制

法學緒論  
民法總則  
民法親屬 
民法繼承  
立法程序與技術  
民法概要 

副教授 謝榮堂 

德國曼海姆大
學法學博士 

憲法 
行政法 
社會福利法 

傳播與法律 
憲法 
社會法專題研究 
行政法 
社會法 
公法各論：警察行政法 
公法各論：憲法訴訟 

副教授 陳友鋒 

輔仁大學法學
博士 

刑法 
刑事訴訟法 
犯罪學 

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一）
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二）
刑法總則 
刑法分則 
刑事訴訟法 
刑法案例演練 

副教授 許惠峰  

美國聖路易華
盛頓大學法學
博士 

基礎法學 
民商事法 
國際公法 

法律經濟分析專題 
法學緒論 
國際公法 
國際私法 
英美法導論 
民法總則 

助理教授 謝庭晃 

輔仁大學法學
博士 

刑法 
犯罪學 
法學日文 

法學緒論 
刑法總則 
刑法分則 
刑法與刑訴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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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教授 王萱琳 

日本神戶大學
法學研究科博
士 

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 

行政法   
行政法   
憲法  
法學日文  
公法案例演練 

助理教授 張有捷 

國立台北大學
法學系博士 

保險法 
民法 
商事法 

民法總則  
民法債編總論   
民法債編各論   
國際私法  
商事法實例研究  

助理教授 鄭欽哲 

美 利 堅 大 學 
法學博士 

國際公法 
國際環境法 

國際公法  
英美法導論  
非訟事件法  

助理教授 劉臺強 

輔仁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博士 
理學與法律哲學

法律學方法論 
基礎法學 

法學緒論  
法理學  

助理教授 方元沂 

美國伊利諾大
學香檳校區法
律研究所博士 

國際法 
商事法 
英美法 

國際私法 
國際公法 
海商法 
證券交易法 

助理教授 鄭文中 

德 國 帕 紹
(Passau)大學法
律學院博士 

刑法 
刑事訴訟法 
犯罪學 
人權法 

刑法總則 
刑法分則 
犯罪學 
刑事證據的證明力與鑑定 

助理教授 戴銘昇 

政治大學法律
學系博士 

民法 
證券交易法 
商事法 

民法總則 
法學緒論 
證券交易法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 

助理教授 許慧儀 

美國舊金山金
門大學法學院
國際法律學博
士 

民法 
英美法 
國際法 

英美法導論 
民法總則 
民法案例演練 
民事訴訟實習法庭 

助理教授 藍元駿 

台灣大學法學
博士 

憲法 
行政法 
租稅法 

法學緒論 
憲法 
公法各論：地方制度法 

講師 林柏杉  
美國匹茲堡大
學法學碩士 

民事法 
著作權法 
傳播相關法律 

民法總則 
民法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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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 

教授 焦仁和 美國北俄亥俄
大學法學博士 

民事法 
台海兩岸關係 

兩岸關係專題研究 

教授 尹章華 
美國德州南美
以美大學法學
博士 

海商法 
保險法 

海商法 
保險法 

教授 林誠二 
美國伊利諾州
立大學法律研
究所法學碩士 

民事法 
國際貿易法 

民法債編總論 

教授 鄭冠宇  

德國哥廷根大
學法學博士 

民事法 
強制執行法 
破產法 

中國大陸法制專題 
比較民法 
民法物權 
法學德文 

教授 吳明軒  
四十年度高等
考試司法官考
試畢業 

民事訴訟法 
民事法 

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專題研究 

教授 陳虎生 英國史查克萊
大學純化學應
用化學研究所
博士 

印刷 
犯罪學 

刑事證據的證明力與鑑定 

教授  何之邁 法國巴黎大學
法學博士 

公平交易法 
公平交易法  

教授 蔡宏光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士 

商事法 
民事法 

民法概要 
商事法 

教授 姚思遠  
美國愛荷華大
學法學博士 

民商事法 
英美契約法 
國際經貿法 

跨國商務契約專題 
英美法律資料搜尋  
票據法 

教授 鄭逸哲 
德國慕尼黑大
學法學博士 

刑法 
刑事訴訟法 
刑法方法論 

刑法方法論專題研究  

客座教授 陳祐治 
美國邁阿密大
學法學院比較
法碩士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副教授 張昭弘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民商事法 
土地法 

民法概要 
土地法 
法學緒論 

副教授 鄭洋一 
日本名城大學
法學博士 

票據法 
商事法 

票據法 

副教授 趙晉枚 
美國舊金山大
學法學博士 

商標法 
專利法 
公平交易法 

比較專利法 
商標法 

副教授 余啟民 
美國南美以美
大學法學博士 

英美契約法 
英美侵權行為法

網路科技法律 
電子商務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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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事行為 
網路傳播及電子

商務法律 

副教授 劉建宏  
德國佛萊堡大
學法學博士 

行政法 
行政訴訟法 
憲法 

國家賠償法 

副教授 謝國廉 
英國愛丁堡大
學法律學院博
士 

智慧財產權法 商標法 
專利法 

助理教授 趙緝熙  
美國湯瑪斯庫
利法學院法學
博士 

證券交易法 證券交易法 

助理教授 郭祥瑞 
台北師範大學
政治研究所博
士 

民事法 民法總則與債編 
民法概要 

助理教授  姜炳俊 
德國法蘭克福

大學法學博士  
民事訴訟法 
消費者保護法 

民事訴訟法  

助理教授  裴崇德 

Friedrich-Schille
r-Universitat 
JenaLaw 
Department博士

國際經濟法 
國際組織法 國際經濟法  

國際組織法 

助理教授  賴素如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博士 
民法 

民法總則  

助理教授 徐志明 
美國金門大學

法律研究所博

士 

商事法 
商事法 

助理教授

級專業技

術人員  
李鳳翱 

中興大學法律

系法學組學士 
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者保護法制專題 
消費者保護法  

講師 陳素鶯  日本京都大學
法學碩士 

金融法規 
民事法 金融法規 

講師 蔡茂德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商事法規 
租稅法規 

商事法 
租稅法 

講師 張財清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民事訴訟法 
商事法 
國際貿易法 

商事法 

講師 劉振鯤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民事法 
保險法 

保險法 

講師 呂偉誠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民事法 
勞工關係法 
國營事業法 

民法總則 
民法物權 

講師 鄭傑夫  政治大學法學
碩士 

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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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陳志祥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刑事法 
憲法 
民事法 

刑事訴訟法 

講師 唐行深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法律研究
所碩士 

民事法 
商事法 

民法總則與債編 
民法概要 
民刑訴訟實務 

講師 徐瑞晃  中興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碩士 

行政救濟法 
行政法 

行政訴訟法 

講師 陳泰明 美國波士頓大
學法學碩士 

法律學 金融法規 
公平交易法 

講師 鄭純惠 
台灣大學法學
碩士 

民事訴訟法 
商務仲裁法 
強制執行法 

民事訴訟法 

講師 林雋  
美國富蘭克林
皮爾斯法學碩
士 

法律學 
英美法 

英美契約法 

講師 王愷悌 
美國愛荷華大
學法學碩士 

英美法 
比較法學 
傳播法律 

英美法導論 

講師 林盟翔 中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碩士 

商事法 
金融法 

商事法 
民法總則與債編 

講師 林勇如 中國文化大學
法學碩士 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講師 范嘉倩 台北大學法學
碩士 海商法 海商法 

講師 王碧芳 台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碩士 

行政法 
憲法 行政訴訟法  

講師 余信達 

美國華盛頓大
學法學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法律研究所碩
士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實習法庭  
刑法案例演練 

講師 沈君玲 美國美利堅大
學法學院碩士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講師 林孟皇 臺灣大學法律
學研究所碩士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講師 廖尉均 
台北大學法律
學系博士班博
士 

少年事件處理法
少年事件處理法  

講師 黎文德 
海洋大學海洋
法律研究所碩
士 

破產法  
強制執行法 破產法  

講師 陳榮宗 
台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碩
士 

刑事訴訟法 
法學緒論 

法學緒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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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林尚音 
中國文化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
碩士 

公證法 公證法 

講師 黃謀信 
政治大學法學
院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 

刑事法 刑事法律個案研究 

講師 黃兆揚 台灣大學法律
學系碩士 

行政訴訟法 行政訴訟法 



226 

附件 2-10.1：「中國文化大學獎勵教師進修研究講學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獎勵教師進修研究講學辦法 

72.08.24  第 1036 次行政會議通過 
86.12.03  第 147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8.11.03  第 149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1.12  97年11月臨時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勵教師吸收國內外新知，提昇學術研究風氣，加強教學與研

究，促進國際文化交流，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獎勵教師進修研究講

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下列規定：  

一、全時進修、研究、講學：本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

指派或同意教師，在一定期間內，並保留職務而參加之進修、研

究、講學。  
二、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本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

指派或同意教師，利用其授課及仍應留校服務時間之餘，而參加

之進修、研究。  
三、公餘進修、研究、講學：本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

指派或同意教師，利用寒暑假、週末或夜間參加之進修、研究、

講學。  
前項申請進修、研究、講學應以不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為原則。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款，須連續在本校專任二年以上之教師(不含助教，以下同)
方可辦理，並以留職停薪方式為原則。但已連續在本校專任七年以上

而教學、研究、服務成績優良並已獲得國科會、教育部、著名基金會

等之補助，前往進修或研究半年以上，得申請留職留薪或部分經費補

助。  
前項補助名額、項目及期間，另行公告申請。 
前條第二、三款，本校專任教師均可申請，並以帶職帶薪方式進修、

研究、講學。惟修讀博士期間者，得申請酌減授課鐘點。經審核通過

者，每週得酌減授課二小時，且至多以二年為限，並須於每學期結束

前二個提出申請，經校教評會通過，陳報校長核定之。 
第 四 條  全時進修、研究、講學須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

核定。每學年全時進修、研究、講學人數，每系以一人為原則，各院

以系所數多寡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斟酌報請校長核定之。但有特殊需

要，且不影響學校教學研究，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或學校因需

要主動薦送者，不在此限。但原任課程，須有適當人員代理，不得增

加專任人員。  
部分辦公時間及公餘進修、研究、講學須報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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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全時進修、研究、講學教師應檢具進修、研究、講學計畫及國內外學

校同意函等文件。  
第 六 條  出國進修、研究、講學期間如下：  

一、研究、講學以一年為原則，但出國講學因姊妹校之需要，而有延

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一年。  
二、進修博士學位以三年為原則。  

第 七 條  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講學者，每學期(季)結束二個月內及返國三

個月內，應向學校提出進修、研究、講學報告並負責進修研究成果之

推廣。  
教師在全時進修期間所提出之進修報告或成績單，系所應提教師評審

委員會予以評審。  
教師未依規定提出進修、研究、講學報告及成績單，或進修成績未盡

理想時，系所主管應通知其改進，必要時可終止其繼續留職之申請，

並得依法定程序不予續聘或解聘。  
第 八 條  教師於全時進修、研究、講學未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同意而自

行變更或提前終止計畫或從事校外專任職務等，不論其原因為何，均

視同違反規定，不得再繼續留職，並得依法定程序不予續聘或解聘。  
第 九 條  全時進修、研究、講學人員應與學校簽訂契約並辦妥保證手續，於進

修、研究、講學期滿，應返校服務。未返校服務者不發給聘書。  
教師全時進修、研究、講學完畢者，有繼續留校服務義務，其服務期

間為留職留薪時間之二倍；留職停薪教師進修、研究、講學或部分辦

公時間以公假進修、研究、講學者，其服務期間與留職停薪或帶職帶

薪之時間相同。  
前項服務期限屆滿前，不得辭聘或再申請進修、研究、講學。違反者，

其已領之薪資，由本人及保證人負責償還。  
第 十 條  依前條規定返校服務時，原授課程如排課有事實上困難，須配合學校

發展及各系所需求開課。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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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2：「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95.03.15.94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5.06.97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10.26.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水準，強化教學品質，鼓

勵教師吸收國內外新知，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

教授休假研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授，係指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證書，且年齡未滿六十

二歲之本校現職專任教授。 

本校已聘任之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得比照適用本辦法。 

第 三 條  本校教授連續專任任教滿六年，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績優良者，

得申請休假研究一年。 

前項年資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自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證書年資起算至申請之日止。 

二、曾任本校客座教授或非由本校支薪之教授等之年資不予計算。 

三、曾經本校核准留職停薪及依規定應返校服務期間之年資不予採計，

但前後年資視同連續；其經核准留職留薪一學期以上或依本辦法

休假者，需於返校服務期滿後，重新開始計算年資。 

四、教師評鑑結果不予晉級者，其年資不予採計，但前後年資視同連

續。 

第 四 條  擬休假研究之教授，應於每年三月底及九月底前提出申請，並檢附過

去五年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成果、國內外學校或研究機構之

相關同意函(赴私人研究機構研究者，該機構須設有研究單位並應提

出證明文件)，及休假期間具體詳盡之研究計畫與預期成效，經系所、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若申請人數超過當年度可休假總額，則

由校教評會決議人選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准予教授休假研究一

年。 

第 五 條  教授休假研究以一年為限，但亦得以學期為單位分段休假，並於核准

休假之次一學期即可休假研究，並於二年內完成，逾期視為自動放

棄。 

第 六 條  每學年核准休假研究教授之名額，以不超過全校編制內教授人數百分

之五為限。休假研究教授之任教科目，應由其他合適教師或另聘兼任

教師暫時代理，各系所不得因此增加專任教師員額。 

第 七 條  經核准休假研究之教授，應於擬休假前三個月辦妥休假手續，並依規

劃期間休假，不得保留或變更休假日期。如因故無法休假，亦應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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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前，送請所屬系所主管、院長及校長聲明放棄休假。 

第 八 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間之薪資及年終獎金照常發給，免除兼職與兼課，但

得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教授休假研究期間不得校外兼課、兼職，違者應即終止休假，並退回

休假期間所領之薪資及年終獎金。 

第 九 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於教授休假結束日返校後一年內，提出發表之

論文(或已被接受之論文將定期發表之證明)或展演，提送系所、院、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審核標準比照教師升等著作及展演認可標準；

其逾期未提出或經審查與原計畫不符、研究成果不佳者，不得再申請

休假。 

第 十 條  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有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定各款情事，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決議解聘、停聘或不續聘者，應退回休假研究期間所領之薪資

及年終獎金。 

第十一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返校服務至少滿二年，方可申請離職或退休，

違者應償還休假研究期間所領之薪資及年終獎金。 

第十二條  校長卸任後一年內，可專案申請教授休假之禮遇，服務屆滿一任者，

得休假一學期，服務屆滿二任以上者，得休假一學年，且其名額不併

入當年度申請總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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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3：「中國文化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勵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勵辦法 

76.12.02  第 120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6.09.03  第 146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12.07  第 157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1.05  第 161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2.11  第 161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8.04  第 163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10.06  第 164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鼓勵教學成效特優教師，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

教學特優教師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過去三年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績優有具體貢獻，

足為師生表率者，應經各學院審查後，獲選為該院教學特優教師，每

學院每年以一名為限。  
第 三 條  各學院應於每年十一月底前將院教學特優教師資料檢送教務處教學

發展中心彙整後，提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推薦五人，由校

長就推薦名單內，圈選當年度全校教學特優教師。 
第 四 條  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主席。 
第 五 條  各學院推薦之教學特優教師，其審查標準之權重比例為教學佔 60%、

研究佔 20%、輔導與服務佔 20%。 

第 六 條  獲選為全校教學特優教師者，將頒發「教學傑出獎」，每年發給獎勵

金十二萬元及獎座乙座，於校慶時公開表揚，獎勵金於次學年度按月

支領，並應聘擔任該年度或下學年度教學經驗分享之講座。其餘各院

之教學特優教師頒發獎勵金二萬元及獎狀乙紙，並由各學院自行公開

表揚。 
第 七 條  獲得教學傑出獎之教師，得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及教學減授授

課時數辦法」申請減授授課時數。 
第 八 條  依第二條、第三條規定獲頒本校或各院教學特優教師者，於當選後三

年內不得再為遴選推薦。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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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4：「中國文化大學各學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要點」 

 

中國文化大學各學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要點 

97.10.22.96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一、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並依「中國文化大

學教學特優教師獎勵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之規定，遴選各學院教學

表現優良教師，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各學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系（所）得於每年十月底前，參酌專任教師之各項表現與學生意見，

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推薦一人為該系(所)之教學優良教師，

送各學院候選為該年度院教學特優教師。 

各學院院長得推薦所屬學院系所主管為候選人，逕送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三、 各系(所)或院長於推薦教學績優教師供學院遴選時，應檢附推薦表，

並就候選教師之整體教學表現簽註意見。 

四、 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年十一月底前，就該院所屬系(所)推薦

之候選人，連同院長推薦之人選一併審議後，遴選出一人為該院之教

學績優教師，並將資料檢送教學研究發展中心彙整，以利參選校教學

特優教師。 

五、 被推薦之教師如係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應予迴避。 

六、 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除應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第十三條(教師

應盡之教學、研究、輔導、服務之義務)、第十四條(教師應遵守之道

德行為規範)之基本門檻及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之教學、研究、輔導、

服務之績效外，於院遴選程序中並應提供下列書面佐證資料，供為學

院遴選時之參考： 

（一） 教學理念與敬業精神： 
1、 健全的教育理念。 
2、 展現教育熱忱與耐心。 
3、 教學態度認真、負責。 
4、 配合學校整體教學政策（含教學大綱、授課內容、提供參考書

目、依規定補課、親自主試、依期限繳交學生成績等）。 
5、 其他。 

（二） 教學方法與教學效能 ： 
1、 學習興趣與動機的啟發。 
2、 提供完整且有系統的學科知識架構。 
3、 善用討論、發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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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視學生個別學習困難並予因材施教。 
5、 教學意見調查滿意度。 
6、 其他。 

（三） 教學精進與教材編撰： 
1、 教學計劃與課程內容之擬訂。 
2、 建置個人教學網頁或開發及更新教材。 
3、 課輔系統使用情形。 
4、 參與或執行教學課程相關之專題講座、主題研習、教學工作坊、

教學研討會、數位化教學等。 
5、 實施遠距教學或英文授課。 
6、 其他 

（四） 教學輔導與教學服務： 
1、 關懷與督促學生課堂學習或擔任導師。 
2、 確實依規定留校輔導學生或分別排定時間約談 
3、 實施學困學生課後補救教學。 
4、 指導學生論文、專題研究報告、讀書會、設計、展演、比賽。 
5、 擔任代表隊教練、學生諮商與輔導、服務學習等工作。 
6、 其他。 

（五） 學術研究成效： 
1、 發表論文、出版專書、設計、展演、體育競賽、專利等。 
2、 舉辦或參與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論文。 
3、 執行專題研究或產學合作。 
4、 其他。 

（六） 行政服務成效： 
1、 擔任校內外學術性社團、學會、學術刊物、研討會等職務或教

育活動評審、法人、基金會之理監事等。 
2、 參與系(所)、院、校之行政事務、出席各項會議。 
3、 參與推廣進修教育、政府委訓之課程活動、社區服務等。 
4、 規劃或執行學校之教學卓越計畫、人才培養計畫等。 
5、 其他。 

七、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33 

附件 3-3.1：「中國文化大學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中國文化大學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92.5.28 第一五四二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為增進國際學術交流，提昇本校學生外語能力及國際觀，鼓勵學生參加姊 
妹校交換學生之甄選，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申請資格：凡就讀本校大學部(四年級下學期學生及延長修業生除外)或碩、

博士班學生，經系所主任同意，皆可參加甄選。 
三、報名資料： 

(一) 申請書 
(二) 在學各學期成績單 
(三) 家長同意(保證)書；在職生另附機關主管同意書 
(四)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六) 符合交換學校要求有效期限內之該國語言測驗成績證明文件 
(七) 國外就學計劃書 
(八) 健康檢查證明 
(九) 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 

四、甄選方式： 
(一)由教務處公告甄選相關事宜並受理彙整申請表。 
(二)初審：由相關系所三位教師組成初審委員會，審查下列事項： 

1. 外語能力 
2. 學業成績 

(三)複審：由本校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委員會負責。 
1. 本校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申請學生所屬學  
院院長、外國語文學院院長及進修國主要語文相關系所主任（所長）組

成；會議由教務長召開並主持。 
2. 經錄取者，由本校薦送姊妹校。 

五、交換學生名額以當年度之公告為準。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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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1：「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研究小間借用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研究小間借用辦法 

第一條  申請資格：凡本校研究生在撰寫學位論文期間，經指導教授核可者，得依本辦法申請
借用研究小間。  

第二條  申請方式：申請人請親持學生證至七樓辦公室填具「研究小間借用申請表」辦理，亦
可上網預約。  

第三條  申請時間：  
1.開學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三十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2.寒暑假期間：依圖書館寒暑假公告開放時間辦理。  

第四條  借用規定：  
1.借用研究小間以申請時間之先後次序由本館排定分配，借用人限按本館編定之
研究小間使用，不得與他人交換或轉讓他人，違者本館得立即停止其借用權六
個月。  

2.借用期限一個月，到期前三天若無人申請時，得再續借一個月。借用人於借用
期間內不得再申請其他研究小間。  

3.借用人應於期滿後次一工作日中午十二時前，先會同該樓層館員現場檢視清點
研究小間內之設備，並將私人物品移出，再至本館七樓辦公室辦理歸還。若有
損毀，借用人除應負賠償責任外，本館並得停止其研究小間借用權三個月。  

4.超過借用期限未遷出者，本館得逕行將該室物件取出，且不負保管責任，並停
止其研究小間借用權六個月。  

5.借用人於借用期限開始三日內應至二樓流通出納台領取鑰匙，超過期限未領取
鑰匙，本館得取消其借用時段。  

6.借用人於借用期限，每日使用前請親持學生證至二樓參考諮詢台登記，以統計
每月使用日數，每次借用一個月應使用廿日以上，違者本館得停止其借用權三
個月。 

第五條  使用時間：借用人應在本館開放時間內使用研究小間，但遇閉館時間，則排定之使用
時段無效。  

第六條  持用鑰匙注意事項：  
1. 借用人憑學生證向本館七樓辦公室領用鑰匙，於借用期間，借用人需負保管鑰
匙之責。  

2. 借用人不得自行換鎖，亦不得複製鑰匙或轉借他人使用，違者永久終止其使用
權。  

3.借用人如遺失鑰匙，須全額負擔換鎖之費用。 
第七條  借用人利用本館之書刊時，須遵守以下之規定：  

1.參考書及期刊，請在原存置區參閱或影印備用。  
2.一般性圖書必須辦理借閱手續，方可攜入研究小間使用。  
3.每日閉館前，本館如發現期刊、參考書、未辦理借書手續之圖書，得逕行取出

上架並行警告，凡經二次警告者，本館得立即停止其研究小間借用權六個月。
第八條  其他注意事項：  

1.借用人不得在研究小間從事非研究性質之活動。  
2.使用研究小間時，必須保持安靜，注意環境清潔，不得有吸煙、飲食及其他不
當行為，並不得任意破壞室內配置。違者本館得立即停止借用權六個月。  

3.存放於研究小間內之私人物品如有遺失，本館概不負賠償責任。  
4.借用期間本館人員得逕行入內從事檢查維護之工作，借用人不得拒絕。  
5.本館遇有必要時，得通知借用人收回研究小間。  
6.使用人每日使用完畢後應關閉門窗及電源。 

第九條  本規則經本館館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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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1：「楊建華教授藏書借閱規則」 

 

楊建華教授藏書借閱規則 

1.請以三個月為限，若為撰寫論文至多可延至六個月。 

2.請尋找自己的借閱單登記，勿重複填寫。新借閱者，請填寫借閱單。 

3.借閱時間請註明年、月、日。 

4.登記完畢請放回原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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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1：「法律會考公告」 

 

98 學年度法學院法律學系大會考 
 
主旨： 為提昇法律系同學之學習成果，將於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舉

行第九屆法律會考，特此公告。 
參加資格： 本校法律系二、三、四年級全體同學（包括轉學生） 
日  期：  96 年 10 月 2 日（五） 
地  點： 中國文化大學校本部（二、三年級同學） 
    中國文化大學延平校區大新館（四年級同學） 
時間： 

時間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8：30 

Ⅰ 
10：00 

民總 民法 
(不含債各) 

民法 
(民法+民訴) 

10：30 
Ⅰ 

12：00 
刑總 刑法 

(刑總+刑分) 
刑法 

(刑法+刑訴) 

午休 
13：00 

Ⅰ 
14：30 

--------- 憲法+行政法 商事法+國際私法 

注事事項： 
1. 考試座位表請上法律學系網站查詢。 
2. 大 2 同學，考試時間自上午 08:30 至中午 12:00，故下午課程照

常上課。 
3. 大 3 同學，考試時間自上午 08:30 至下午 14:30，下午 15:10-17:00

於校本部之課程照常上課，大新館課程則停課並且無須補課。 
4. 大4同學，考試時間自上午08:30至下午14:30，故下午15:10-17:00

之課程照常上課。 
5. 若考試時間與法律系專業課程衝堂，同學無須請假，由系上一併

請老師停課。惟考試結束後會將缺考名單送交任課老師，由任課

老師決定是否登記曠課。 
6. 若考試時間與非法律系專業課程衝堂，請同學自行決定上課或考

試。決定上課者，請向系上請會考假；決定考試者，請向系上登

記，待考試結束後，由系上上簽呈一併向各任課教師申請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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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2：「勵學營公告」 

2006 年法律勵學營---在華岡 
壹、目標 
培養本系學生對於法律問題的分析、解答能力，以期提高未來對於國家考試的競爭力。 
貳、勵學營主題：「法學修鍊與自我提昇」 
參、勵學營內容： 
（一） 地點：本校陽明山校區 
（二） 時間：七天六夜 
（三） 內容：本次以民法基本觀念，與學生作雙向密集教學，課餘另安排休閒活動。 
（四） 資格：法律系大二升大三、大三升大四的學生，以 94 學年度學系會考成績擇優錄取。 
（五） 人數：學員 40 人 
（六）費用：每人繳費 1,000 元(包含六夜住宿及七日中餐)(早餐、晚餐自理) 
（七）報名：6 月 5 日(星期一)前，向系助教報名。 
（七）活動設計另如課程表，總計約 42 小時上課時間，相當 2 學分課程一學期之時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六天 第七天 
時間 7/19(三) 7/20(四) 7/21(五) 7/22(六) 7/23(日) 7/24(一) 7/25(二) 
0530 聞雞起舞 聞雞起舞 聞雞起舞 聞雞起舞 聞雞起舞 聞雞起舞 聞雞起舞 
0600 
0700 

 晨讀時間 曲徑探幽 
 

晨讀時間 晨讀時間 晨讀時間 晨讀時間 

0700 
0800 

 早餐 
K 書時間 

早餐 
K 書時間 

早餐 
K 書時間 

早餐 
K 書時間 

早餐 
K 書時間 

早餐 
K 書時間 

0830  民總 
(6/12) 

債編 
(3/20) 

債編 
(9/20) 

債編 物權 
(3/10) 

物權 
(10/10) 1000 0900 報到 

1100 始業式 
1200 評量測驗 評量測驗 

12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 解題 民總 

(10/12) 
債編 
(6/20) 

債編 
(12/20) 

債編 
(20/20) 

物權 
(6/10) 

總評量 
測驗 
解題 
結業式 

1500 答題總說 
民總 
(3/12) 

1600 大地遊戲 
1730 散步 
1730 
1830 

歡迎 
晚會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惜別 
晚會 

Home  

1830 晚讀時間 晚讀時間 晚讀時間 辯論研討會  
2000 
2100 
2130  
2230 熄燈號 熄燈號 熄燈號 熄燈號 熄燈號 熄燈號 熄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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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3：「暑期進階班公告」 

 

99 暑期進階班輔導課程 
 
課程目的：協助本系同學充分利用暑假期間，加強基本法律學科重要法律概念之

理解與釐清，並進行實例題之演練與分析，以增進法律實力。 

課程期間：99/8/9-99/9/9（週一至週四），共計 20 天。 

課程內容：民法（8 天）；刑法（5 天）；行政法（7 天）。 

授課地點：華岡校本部。（上課教室將於課前網路公告） 

授課方式：禮聘近年考取律師司法官之老師，以各科單元式重點教學，啟發同學

讀書方法，並以前一天教學內容為隔日考試之範圍，由老師改題並講

解，訓練同學解答技巧與能力。 

考試時間為每日上午八點至九點進行，範圍以前一天教學內容為主，

其餘時間為單元教學與考試解題（每科目上課之第一天不舉行考

試）。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8：00-12：00 小考（1 小時） 小考（1 小時） 小考（1 小時） 小考（1 小時）

    
12：00-13：00 午休 

13：00-16：00 解題 解題 解題 解題 
    

招生對象：法律系同學，共 60 人，備取 30 名。（額滿將依會考成績，擇優錄取） 
組別 對象 名額 說明 

A 組 大二升大三同學 25 名 

 各組名額於報名人數不足時可流用，各

組備取同學 10 名。 
 開放有興趣的同學報名參加，若各組

報名額滿，將依前次會考成績篩選，

擇優錄取。 
 報名 C 組同學應參與上課，可自行決

定是否參加考試，惟不納入閱卷範圍。

 缺席（含請假）超過七小時者將剔除

上課資格，由備取同學遞補，遲到視

同缺席一小時。 
 本課程由華岡法學基金會主辦並全額

負擔所有費用，若遇有同學學習態度

不佳者，影響其他同學學習之權益，

華岡法學基金會保留拒絕同學上課之

權利。 

B 組 大三升大四同學 25 名 

C 組 大一升大二同學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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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維護教學品質，本課程不開放旁聽。

課程費用：完全免費，但嚴格執行缺席剔除上課資格之規定。 

報名期間：6 月 15 日起至 6 月 30 日（三）止。 

報名方式：請至系辦向郭亮玎助教登記。[報名表及上課注意事項如附件] 

-------------------------------------------------------------- 

99 暑期進階班輔導課程 

報名表 

學號  姓名  

報名組別 □【A 組】大二升大三同學 

□【B 組】大三升大四同學 

□【C 組】大一升大二同學 

聯絡電話  

電子信箱  

簽署報名

同意書 

□我已經瞭解，報名方式及上課規定，若未按照上課規

定，缺席或缺考超過七小時或主辦單位認為學習態度

不佳時，願意無條件接受主辦單位剔除上課資格之決

定，並由各組備取同學遞補。 

 
簽名：                    

主辦贊助單位：華岡法學基金會 
協辦執行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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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4：「課業輔導助理輔導紀錄表」 

 

中國文化大學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課業輔導助理輔導紀錄表 

 

 
  

課業輔導助理基本資料 

助理姓名:    林郁君              系級:     法律碩一         

課業輔導紀錄 

日期 時間 
（起訖） 地點 工作時

數 工作摘要 輔導 
人次 

5/26 1730-2030 
大賢

101 
3hrs 刑法總則 10 人次 

6/01 1730-2100 
大賢

101 
3.5hrs 刑法總則 8 人次 

6/02 1730-2030 
大賢

101 
3hrs 憲法 7 人次 

6/09 1730-2100 
大賢

302 
3.5hrs 刑法總則 11 人次 

6/10 1600-2100 
大賢

302 
5hrs 刑法總則 14 人次 

6/14 1730-1900 
大賢

302 
2.5hrs 考前總複習 3 人次 

6/17 1530-2100 
大賢

302 
5.5hrs 考前總複習 9 人次 

總工作時數：26 總輔導人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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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1：「導師資訊平台使用說明」 

 

導師資訊平台使用說明 

99.11.15 

 系統使用步驟如下： 

 進入「教師專區」後，

選擇「生活輔導」中之

「導師資訊平台」 
 

 

1-1 直 接 顯 示 班 級 學

生，點選學生學號再進

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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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後，則會顯示「學

生基本資料」、「新生心

理健康量表」、「歷史輔

導記錄」 

 

查詢功能 
2-1 查詢[可顯示尚未晤

談、持續觀察、持續晤

談、轉介學輔中心、危

險個案等名單。] 
 
2-2 選擇額外資訊：包含

□照片□家長□聯絡電

話□1/2 不及格□高關

懷 

 

 
 
2-3 點選學生清單並進

入後，則可以查詢該生

顯示個人基本資料、生

涯歷程檔案、U CAN 診

斷結果、學習地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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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顯示個人基本資料 
可查詢該生個人基本資

料、聯絡資料、學籍資

料、課程及成績記錄、

金融記錄、榮譽記錄、

學習預警記錄 

 

  
 
2-5 點入生涯歷程檔案

便可查詢該生生涯歷程

檔案資料 

 
 
2-6 點入 U CAN 診斷結

果可查詢該生 U CAN
診斷結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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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點入學習地圖檔案

可查詢該生學習地圖檔

案資料 

 

 
 
3-1 瞭解學生狀況後，即

可以按下「開始進行輔

導」按鈕，即出現輔導

記錄區塊，便可開始填

寫此次輔導記錄 
3-2 請依序填寫 

1.晤談時間 
2.晤談方式 
3.晤談時間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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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題類別選擇 
第一層（11 個選項）

「類別細項」，若符

合之問題類別，則可

選擇其他（自行輸入）

填寫所需項目。 
填 寫 完 畢 後 ， 則 按

「新增自訂選項」，則

會新增在類別細項之

中。 
5.確定後內容會顯示

在晤談內容視窗中

6.問題類別、細項皆

選後則會顯示於晤談

內容中，將其餘項目

皆選填寫完畢後即可

按「儲存並送出」按

鈕。 
 
 
「儲存並送出」按鈕按

後，隨後會先出現一確

定視窗，若確定儲存則

選擇「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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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完畢後，記錄立即

顯示於下方「歷史輔導

記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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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0.1：「法律服務中心解答法律問題流程表」 

 

法律服務中心解答法律問題流程表 

 
 

司法院解答 電話諮詢信件諮詢 網路諮詢 面談諮詢 士林地院 

訴訟輔導科 
三重調解委員會

法律服務 

中心值班人員接案案例部接案 

案例部下轄數討論小

組，並分派案例。以小組

為單位負責解案。 

討論小組之解答，應經研

究所學長姊之指導與審核

最後經法服指導老師

做最後之指導與審核

發回 

審核過後之案例，寄回

覆函予當事人，並於法

服備份建檔 

輪值人員面談接案

輪值人員當面回覆

指導老師指

導 

填寫紀錄並備份

至法服中心建檔

挑選案例

案例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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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11.1：「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 

88.1.6   第 1484 次行政會議通過 
88.11.24 第 149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9.10.   第 150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0.10.3  第 152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1.5.1   第 152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1.11.6  第 153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1.8   第 153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12.7  第 157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3.8   第 158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9.4   第 159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4.7   第 163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本校為提供學生必要的協助，使其能順利完成學業，並獎助各類優秀學

生，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 

本辦法所訂定各項獎助學金之名額及金額，得依該學年度預算增減之，

增減之情形應於每學期申請前公告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項目如下： 

一、張其昀先生紀念獎學金。 
二、華岡獎學金。 
三、外語能力優秀獎學金。 
四、姐妹校交換生獎助學金。 
五、僑外生助學金。 
六、棒球隊獎助學金。 
七、優秀運動員獎助學金。 
八、學生緊急紓困金。 
九、華岡助學金。 
十、學生助學金。 

第三條 本校各項學生就學獎補助申請程序：學生應於每學期申請規定公告後，

填具申請書，依限繳交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第四條 本校各項學生就學獎補助之公告、收件、審查及核定標準規定如下： 

一、公告及收件： 
由學生事務處負責公告，學生應依各項規定繳件。 

二、審查標準： 
依照公告之各項就學獎補助實施細則規定審查。如申請者超出或不

足該獎助學金核定之名額時，則由各負責審查之單位決定之。 
第五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獎補助： 

一、不同意遵守本校各項學生就學 獎補助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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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時之前學期曾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畢業(含提前畢業)、已辦理休、退學或轉學者。申請後畢業、再辦

理休學、退學或轉學者，不予核給。但就學期間因意外事件、傷、

病辦理休學不在此限。 
第六條 已獲全額學雜費減免者，不得再申請各項學生就學獎補助金之學雜費減

免或補助項目。 
 
第二章  張其昀先生紀念獎學金 
第七條  張其昀先生紀念獎學金之項目共分為「華岡青年獎學金」、「績優社團

及負責人獎學金」、「特殊才藝或傑出表現同學獎學金」、「研究生獎

助學金」、「推廣教育部職場精英培訓計畫獎學金」、「推廣教育部學

術研究獎學金」與「柏英育才助學金」等七種。 
第八條  「華岡青年獎學金」之名額，每學年 35 名，每名獎學金 5 千元。本獎

學金之申請資格，限已獲選為本校之華岡青年。 
第九條  「績優社團及負責人獎學金」之申請資格，限已獲得本校社團評鑑績優

之社團及其負責人。本獎學金之金額為社團及其負責人獎學金各 5 千元，

每學年 40 名。 
第十條 「特殊才藝或傑出表現同學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經學校推派或代表本

校參加校際、全國或國際性比賽、創作、論文發表及展演等，且榮獲前

三名或表現優異者。本獎學金之金額視申請者參賽或展演之表現成績，

核發 5 千元、3 千元或 2 千元之獎學金，每學年各 60 名。 
第十一條 「研究生獎助學金」之申請資格、金額及審查程序，由研究生獎助學

金審查委員會另訂之。 
第十二條 「推廣教育部職場精英培訓計畫獎學金」與「推廣教育部學術研究獎

學金」僅限推廣教育部學生申請，其辦法另訂之。 
第十三條  「柏英育才助學金」之申請資格為本校學生且其直系親屬或本人為本

校服務滿三年之教職員工，且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 學生前學期之

學業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上者；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前學

期之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新生第一學期除依前項服務年

資規定辦理，無須審查學業成績；第二學期起須依前項規定辦理。 
本項助學金金額由本項助學金審查委員會依申請人數與預算多寡決

定之。 
延長修業年限之學生不得申請本條助學金。 

第十四條   張其昀先生紀念獎學金之審查及決定，由學務處召開審查委員會辦

理之。但推廣部設立之獎學金，則由其自行審核。 
 
第三章  華岡獎學金 
第十五條  大學部與二年制在職專班之學生，同時具備下列條件者，得申請華

岡獎學金： 
一、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該班前三名者。學業成績同分時，由系

主任決定之。 
二、操行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轉系生占原轉系前班級之名額。 

第十六條  華岡獎學金之金額為第一名核發 8 千元，第二名核發 5 千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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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核發 2 千元。 
第十七條  華岡獎學金每學期辦理乙次，每年三月、九月公告申請。 
第十八條  華岡獎學金之審查及決定，由各系主任負責。 
 
第四章  外語能力優秀獎學金 
第十九條 外語能力優秀獎學金共分「通過日語語文能力測驗獎學金」、「通過韓 

語語文能力測驗獎學金」、「通過俄語語文能力測驗獎學金」、「通過德 

語能力檢定考試獎學金」「通過全球法語程度鑑定考試獎學金」、 

「TOEFL 能力測驗優秀獎學金」、「提昇英語能力獎學金」、「全國性外 

語比賽或表演前三名獎學金」等八種。 

第二十條  「通過日語語文能力測驗獎學金」之申請資格，通過日語語文能力

測驗評定為第一級之學生。申請時，須提出該項測驗之成績單正本。

前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5 千元，依照測驗成績由日文系審查決定

之，每學年 10 名。 
第二十一條 「通過韓語語文能力測驗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通過韓語能力測

驗評定為中級以上之學生。申請時，須提出該項測驗之成績單正

本。 
前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5 千元，依照測驗成績由韓文系審查決定

之，每學年 10 名。 
第二十二條 「通過俄語語文能力測驗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通過俄語能力測

驗考試(TORFL)第一級（FIRST LEVEL）以上之學生。申請時，須提

出該項測驗之成績單正本。 
前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5 千元，依照測驗成績由俄文系審查決定

之，每學年 10 名。 
第二十三條 「通過德語能力檢定考試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通過德語能力檢

定 B1 級考試(含)以上之學生。申請時，須提出該項測驗之成績單

正本。 
  前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4 千 1 佰元。依照測驗成績由德文系審

查決定之，每學年 12 名。 
第二十四條 「通過全球法語程度鑑定考試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通過全球法

語程度鑑定考試、法語能力測驗或 FLPT 外語能力測驗之法語測驗，

且大學部學生報考 DELF-A2 級（或法語能力測驗 TCF 達 150 分或

FLPT 法語測驗達 100 分以上）者；碩士班學生報考 DELF-B1（或

法語能力測驗 TCF 達 250 分或 FLPT 法語測驗達 150 分以上）之學

生。申請時，須提出該項測驗之成績單正本。 
前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5 千元，依照測驗成績由法文系審查決

定之，每學年 10 名。 
第二十五條  「英語能力測驗優秀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參加英文能力檢定

且 TOEFL 筆紙測驗成績達 580 分或 TOEIC 850 分或 IELTS 6.5 級

或全民英檢高級或電腦托福測驗 237 分（英文系 TOEFL 筆紙測驗

達 600 分或 TOEIC 890 分或 IELTS 7 級或全民英檢高級或電腦托

福測驗 250 分）以上之學生。申請時，須提出該各項測驗之成績

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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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5 千元，每學年依申請者成績高低錄取

前 80 名，每年四月辦理乙次，依照測驗成績由英文系審查決定

之。 
第二十六條  「提昇英語能力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參加英文能力檢定且

TOEFL 筆紙測驗成績達 520 分或 TOEIC 640 分或 IELTS 5 級或全

民英檢中高級或電腦托福測驗 190 分(英文系 TOEFL 筆紙測驗成

績達 550 分或 TOEIC760 分或 IELTS 6 級或全民英檢中高級或電

腦托福測驗 213 分)以上之學生。已獲領「英語能力測驗優秀獎學

金」者，不得再申請本項獎學金。申請時，須提出該各項測驗之

成績單正本。 
本項獎學金之金額，每名 3 千元，每學年依申請者成績高低錄取

前 150 名，每年四月辦理乙次，依照測驗成績由英文系審查決定

之。 
             本校其他提升英(外)語能力考試等獎補助項目，依專案計畫另訂

之。 
第二十七條  「全國性外語比賽或表演前三名獎學金」之申請資格，為參加全

國性外語比賽或表演獲得前三名之學生。申請時，須提出該項參

加該競賽或表演之證明文件。本項獎學金之金額，視其成績或表

現而定參加表演者，第一名為 5 千元、第二名 3 千元、第三名 2
千元。參加比賽者獎學金加倍發放之。每年 4 月辦理乙次，由外

語學院審查決定之。 
 
第五章  姐妹校交換生獎助學金 
第二十八條  「赴姐妹校交換生清寒獎助學金」之申請資格為本校赴姐妹學校

之交換學生。其獎助類別如下： 
一、獲選為本校赴姐妹學校之家境清寒交換生，獎助其就學來回

機票，以分區定額方式補助之。前開補助金額另以實施辦法

訂定之，每學年 10 名。 
二、為鼓勵本校學生赴姐妹校修習，得申請補助其什費及語文實

習費之獎勵金。 
「赴姐妹校交換生清寒獎助學金」獎助學金之核發，由教務處召

開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之。 
第二十九條  「姐妹校交換生獎助學金」之申請資格，為至本校就讀之交換生。 

為符合互惠原則，獲領本項獎助學金之交換生應提供助學服務，以

協助相關系所學術發展及學生語言會語能力之提昇。 
姐妹校交換生獎助學金之獎助項目如下： 
一、交換生助學金：助學時數以每週四小時，每學期十五週為限，

內容以提昇國內學生語言會語能力為主。本獎助學金每學期辦

理乙次，每學期 25 名，每名金額 1 萬元。 
二、交換生住宿補助：若姐妹校提供本校學生住宿免費優惠條件，

基於互惠原則，提供同額該校交換生住宿免費之補助。 
「姐妹校交換生獎助學金」之發放，由國際交流中心召開審查

委員會議審查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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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僑外生助學金 
第三十條  僑外生助學金，每名每學期 1 萬元，每學年 32 名。 
第三十一條  本校僑生與外籍生，其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六十五分以上得申

請本項助學金。 
第三十二條  僑外生助學金之申請，每學期辦理乙次，每年三月、九月公告申

請。 
第三十三條  僑外生助學金之審查決定，由國際交流中心召開審查委員會負責

辦理。 
 
第七章  棒球隊獎助學金 
第三十四條 「棒球隊獎助學金」之申請，限獲選為本校棒球隊隊員且家境清寒

之學生。本項獎助學金每年九月辦理乙次，獲獎之學生每名得減

免全部學雜費及住宿費一年，每學年 25 名，由體育室組成審查委

員會審查決定之。 
 
第八章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金 
第三十五條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金」之申請資格，為就讀本校家境清寒之優

秀運動員。優秀運動員係指「成人、大專、青年、青少年國家代

表隊隊員」、「獲得全國運動會前三名」或「參加大專體總所舉辦

之錦標賽、大專運動會、聯賽獲得冠軍者」。 
「優秀運動員課業輔導獎助學金」之申請，於每年三月、九月向

體育室競賽活動組提出。獎助學金之名額為每學年 75 名，其金額

則按「優秀運動員獎助學金實施細則」頒發之。本獎學金之審查

與決定，由體育室組成審查委員會辦理之。   
 
第九章  學生緊急紓困助學金 
第三十六條  為照顧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本校得依學生困難實

際狀況，給予學費、雜費、住宿費、醫療費或其他生活費之補助。 
延長修業年限、暑期﹝重﹞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者，

不得申請前項補助。 
第三十七條   學生緊急紓困金由本校各班導師、各班輔導教官或本校各單位向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經審查會議確認屬實，簽請校長核

定後發給之；若有其他特殊情況，得以專案處理。 
 
第十章  華岡助學金 
第三十八條   為協助學生順利就學，設置華岡助學金。本項助學金區分為「弱

勢學生助學金」、「生活學習獎助金」、「身心障礙助學金」與

「低收入戶學生校內住宿助學金」等四種。 
第三十九條  「弱勢學生助學金」及「生活學習獎助金」之申請資格、補助範圍

及辦理方式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理。 
符合申領「弱勢學生助學金」之學生應參與學校規劃之生活服務學

習，並視學習情形作為下一次核發助學金之參考，如不履行生活服

務學習者，得不予核發本助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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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領「生活學習獎助金」之學生，應參與本校安排之生活服務學習。 
第四十條  「身心障礙助學金」之申請資格為本校學生或其家長為身心障礙，且

學生前學期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其補助金額依身心障礙程度

分為： 
一、學生本人或其家長為重度身心障礙者，每名學生可獲助學金

5 千元。 
二、學生本人或其家長為中度身心障礙者，每名學生可獲助學金

2 千 5 佰元。 
三、學生本人或其家長為輕度身心障礙者，每名學生可獲助學金

1 千 5 佰元。 
第四十一條   本校學生之家庭為政府公告認定之低收入戶者，得申請「低收入

戶學生校內住宿助學金」之補助，補助其在本校宿舍之住宿費用。 
 
延長修業年限、暑期﹝重﹞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者，

不得申請前項補助。 
第四十二條  「弱勢學生助學金」每學年辦理乙次。申請人應於每年十月底前，

檢附戶籍謄本，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 
「生活學習獎助學金」與「身心障礙助學金」每學期辦理乙次，

每年三月、九月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公告並受理申請。 
「低收入戶學生校內住宿助學金」每學期辦理一次。申請時 ，應

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向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第十一章  學生助學金 
第四十三條  「學生助學金」之申請資格，為有工讀需要之本校學生均可申請。

學生助學金獲領同學應提供助學時數；其助學金時薪標準依校內

助學金標準核發。 
第四十四條   學生助學金之申請，每學期由學務處負責公告，申請時應填申請

書交到總務處辦理，由總務處負責分配及發放助學金。 
第四十五條   總務處對獲領助學金學生服務單位之分配，應參照學生所填志願

之順序分發。學生對所分配之服務單位，可請求更改分發一次。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四十六條  本就學獎補助各項辦法之實施細則，由各相關審查單位自訂之。 
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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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2：「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 

 
86 年 9 月 3 日第一四六六次行政會議通過 

87 年 2 月 18 日第一四七二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8 年 8 月 4 日第一四九一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年 10 年 27 月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吸收優秀學生就讀本校研究所，鼓勵研究生從事研究、提昇研

究風氣，並藉由協助各單位教學或研究發展等工作，特訂定「中

國文化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研究生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各學院院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推廣教育部主

任、資訊中心主任為委員，共同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及會

議主席。 
 

第三條 研究生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審議各學年度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

點，及其他與獎助學金有關事項。 
 

第四條 研究生獎助學金分為獎學金、與助學金兩大類。 
 

第五條 研究生獎學金之申請資格限於本校博士班與碩士班一年級正取生

及二年級學行優良之在學研究生。 
 

第六條 研究生助學金之申請資格限於本校在學之博、碩士班研究生。 
 

第七條 凡已獲領研究生獎、助學金者，得請領其他獎助獎助學金。已獲

領其他獎、助學金者，亦得請領本辦法之研究生獎、助學金。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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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3：「96-98 學年度研究生助學金分配狀況表」 

 

96-98 學年度法律學系所研究生助學金分配狀況表 

學年度 總經費 經費 人數 學生清冊 

96 上 232,650 院：97,950 23 
王佐呈 陳志遠 

王凱濬 陳育聖 

王博鑫 陳俊國 

冷函芸 陳軍偉 

吳培菁 曾彥碩 

宋育錚 程詠衛 

李逸翔 黃雨潔 

沈天瑞 黃思儒 

高偉峻 劉蕙菁 

張浩銘 鄭謙瀚 

許晉瑋 陳妍婷 

郭恩維  

系：134,700 20 
王明偉 王凱濬 
王慶泰 冷函芸 
吳培菁 吳羚榛 
巫健宇 易先智 
翁嘉偉 高偉峻 
 張浩銘 陳妍婷 
陳志遠 陳育聖 
陳俊國 傅家瑋 
黃雨潔 楊育純 
曾彥碩 黃郁如 

96 下 195,600 院：87,000 14 
王明偉 巫健宇 

冷函芸 許晉瑋 

陳君沛 黃雨潔 

陳妍婷 楊舒婷 

陳俊國 劉蕙菁 

陳昱龍 曾彥碩 

陳軍偉 曾炳憲 

系：108,600 15 
冷函芸 曾彥碩 

陳軍偉 黃雨潔 



256 

王慶泰 黃喬雍 

易先智 劉蕙菁 

程詠衛 楊舒婷 

吳勇君 傅家瑋 

簡盟恩 陳君沛 

許晉瑋  

97 上 186,600 院：78,000 13 
王明偉 曾彥碩 

巫健宇 曾炳憲 

翁嘉偉 黃雨潔 

許元章 溫偲翔 

陳昱龍 蔡學誼 

陳軍偉 曾冠鈞 

陳哲宇  

系：108,600 27 
王明偉 陳軍偉 

王俊傑 陳哲宇 

王建偉 曾彥碩 

吳勇君 曾炳憲 

巫健宇 馮筱燕 

杜佳燕 黃雨潔 

易先智 溫偲翔 

翁嘉偉 劉展光 

張嘉育 劉蕙菁 

許元章 蔡學誼 

許碧玟 鄭珮言 

郭依婷 鄭瑜珊 

陳政宏 蕭士益 

蕭智文  

97 下 189,600 院：81,000 11 
杜佳燕 曾彥碩 

翁嘉偉 曾炳憲 

張嘉育 黃雨潔 

許碧玟 溫偲翔 

陳軍偉 蔡學誼 

曾冠鈞   

系：108,600 12 
杜佳燕 曾彥碩 

林冠伶 曾炳憲 

張嘉育 黃雨潔 

許元章 溫偲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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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軍偉 蔡政憲 

曾冠鈞 蔡學誼 

98 上 225,600 院：117,000 30 
王俊傑 曾彥碩 

王慶泰 曾炳憲 

王潤昌 楊育純 

吳勇君 楊盈萱 

李孟庭 楊詠晴 

杜佳樺 溫偲翔 

杜佳燕 廖柏威 

林郁君 廖哲偉 

林義軒 廖凱偉 

范瑋峻 蔡沛珊 

張嘉育 蔡佳叡 

許元章 鄭知昊 

許碧玟 鄭珮言 

陳映臻 鄭瑜珊 

陳軍偉 鄭謙瀚 

系：108,600 22 
吳宗育 楊育純 

杜佳樺 楊詠晴 

杜佳燕 溫偲翔 

林郁君 廖凱偉 

范瑋峻 蔡沛珊 

張嘉育 蔡佳叡 

許元章 蔡政憲 

許碧玟 鄭知昊 

曾彥碩 鄭珮言 

曾炳憲 鄭瑜珊 

黃若盈 鄭謙瀚 

98 下 263,400 院：117,000 21 
吳宗育 楊盈萱 

杜佳燕 楊詠晴 

林柏亨 溫偲翔 

林郁君 廖凱偉 

范瑋峻 劉展光 

張智翔 蔡沛珊 

張嘉育 蔡佳叡 

陳哲宇 鄭珮言 

曾炳憲 鄭瑜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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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若盈 鄭謙瀚 

楊育純   

系：146,400 19 
林柏亨 楊盈萱 

林郁君 楊詠晴 

范瑋峻 溫偲翔 

張智翔 廖凱偉 

張嘉育 劉展光 

許致維 蔡佳叡 

許碧玟 鄭珮言 

曾炳憲 鄭瑜珊 

馮筱燕 嚴培勻 

楊育純   

 
註： 
（學年度）97 下：即 2009 上半年。 
（學年度）98 上：即 2009 下半年。 
（學年度）98 下：即 2010 上半年。 
（以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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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2.1：「專任教師電子郵件及校內分機列表」 
姓名 EMAIL 校內分機 

王志文 jyhwen@faculty.pccu.edu.tw 27110 

李復甸 fdli@faculty.pccu.edu.tw 27114 

林信和 surelin@faculty.pccu.edu.tw 27115 

梁宇賢 yauborru@sinamail.com.tw 27116 

何曜琛 ych@faculty.pccu.edu.tw 27117 

黃宗樂 ng.zonglok@msa.hinet.net 27118 

王寶輝 paulhuei@ms28.hinet.net 27121 

邱駿彥 joseph@staff.pccu.edu.tw 27124  

廖正豪 tosun@tosun.org.tw 27126 

林恒志 lhz6@faculty.pccu.edu.tw 27129 

謝榮堂 jtshieh@hotmail.com 27131 

郭介恒 kuokai61@hotmail.com 27128 

陳美伶 cml8@faculty.pccu.edu.tw 27127 

陳友鋒 chen.n5291@msa.hinet.net 27132 

許惠峰 huhsu2000@hotmail.com 27133 

謝庭晃 xth@faculty.pccu.edu.tw 27135 

王萱琳 wxl4@faculty.pccu.edu.tw 27134 

張有捷 zyj6@faculty.pccu.edu.tw 27137 

鄭欽哲 chinza@gmail.com 27138 

劉臺強 johann@mail2000.com.tw 27136 

林柏杉 borshan@faculty.pccu.edu.tw 12001 

方元沂 fyy@faculty.pccu.edu.tw 27129 

鄭文中 zwz3@faculty.pccu.edu.tw 27123 

戴銘昇 dms@faculty.pccu.edu.tw 27140 

許慧儀 xhy6@faculty.pccu.edu.tw  27139 

藍元駿 lyj17@faculty.pccu.edu.tw 2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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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1：「研究生畢業通過外語檢定之情形」 

法律學研究所學生通過外語檢定名單 

 
96 學年度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洪義晴 林信安  吳光禾  石振勛  
楊祖明 張躍嚴  王建偉  張家端  
莊梅君 許晉瑋  李汝婷  許致維  
陳仲豪 蔡立群  林冠伶  許靖儀  
簡后吟 王曉雁  林懿君  陳怡呈  
吳宜珍 吳敏菁  傅家瑋  陳俊國  
柯雅齡 吳羚榛  曾炳憲  陳政宏  
李榮林 林彥君  黃雨潔  黃庭堅  
林紹源 莊武能  楊智全  楊廷尉  
陳映羽 莊賀元  劉新耀  楊育純  
許婉芳 陳妍婷  嚴若文   
葉書秀 陳志成    
劉士豪 劉宇嫻    
陳泰源 盧俊宇    
朱詩瑀    
吳佩玲    
吳佶諭    
黃郁如    
許隨譯    
林蔚宣    
陳凱翔    
連雲呈    
張訓敏    
彭國瑋    
鄭瑞健    
馮韋凱    
王佳美    
廖婉余    
杜承翰    
依智麒    
林冠儒    
林尹綸    
謝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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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4.1：「專任教師最近二年指導研究生論文情形」 

 

97 學年度上學期 

序

號 
指導 
老師 

指導

人數 
年

級 
學號 姓名 論文題目 

1 劉昭辰 3  2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2 
  

2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3 
  

3 95112057 盧俊宇
連帶債務態樣及個案適用之研究 
 

4 陳新民 1  4 91112371 林大鈞

中央與地方立法權界分-兼論地方自治團體經營

商業權限 
 

5 廖元豪 1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原

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6 陳新民 1  4 94112657 邱勝福
地方自治法規效力與中央法令間之關聯 
 

7 
5500338 
王寶輝 

1  2 94112266 陳怡呈
自然人債務清理制度之研究 
Study on the system of debt clearance for personal 

8 
6700888 
李復甸 

5  2 96112344 張孟妍

經濟重生制度之比較與檢視 
Comparison of and Inspection the Economical 
Rebirth System  

9 
  

3 95112430 徐翰霄

內線交易中重大消息之判斷與再省思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Insider 
Trading: Judgment and Reconsideration  

10 
  

4 92112269 陳振榮
金融控股公司之組織改造與監理制度之研究 
 

11 
  

4 94112487 陳妍婷

內線交易之研究—以重大消息之認定與揭露制

度為中心 
 

12 
  

4 94112509 喬心怡
涉外電子商務買賣契約管轄權之研究—以網際

網路買賣契約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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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902260 
楊奕華 

1  4 94112363 王曉雁

論法學研究之創新因素 
On The Element Of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Of 
Jurisprudence  

14 
7001754 
王志文 

1  3 95112103 簡盟恩
海峽兩岸間雙邊協議之法律性質研究 
 

15 
7400098 
林信和 

7  1 97112127 林欣佩
論我國誹謗行為之規範－以民事責任為中心 
 

16 
  

2 96112051 陳政宏

醫療糾紛法律問題研究-以人工植牙為中心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Dispute-Take Dental Implant for Example  

17 
  

2 96112514 周玲瑩

兩岸繼承制度之比較研究－以繼承遺產之分配

為中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ross-strait 
Inheritance Systems ─ Concentrated on 
Distribution of Inheritance  

18 
  

3 95112421 嚴若文
生前契約定型化之研究 
A Study on Pre-need Funeral Service Agreement 

19 
  

3 95112472 王凱濬
專利授權契約與民法之交會適用關係 
 

20 
  

4 94112193 張君豪
預付型商品規範之研究 
 

21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原

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22 
8103101 
陳月端 

2  2 96112069 傅家瑋

政府採購招標決標與爭議處理之研究－以台南

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法規劃技術服務採購案為

核心 
 

23 
  

3 95112260 莊賀元
政府採購法先調後仲機制之研究 
 

24 
8104867 
何曜琛 

4  3 95112235 許晉瑋

公司社會責任之研究─以團隊生產理論為中心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Focus on 
Team Production Theory  

25 
  

4 92112056 吳敏菁
由公司社會責任論企業之捐贈 
A Study on Corporate Donation: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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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6 
  

4 94112011 蔡立群

論現代產品責任法抗辯事由－以美國法之瑕疵

類型為中心  
 

27 
  

4 94112401 高偉峻

企業併購與組織再造類型之研究─兼論外商併

購中國大陸企業之法制  
 

28 
8201277 
姚思遠 

1  3 95112014 巫健宇

兩岸經貿整合之架構性研究 
The Constructural Study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29 
8300135 
邱駿彥 

2  3 95112189 黃雨潔
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之檢討 
 

30 
  

4 94112240 吳怡玫
團體協商不當勞動行為法制之研究 
 

31 
8303061 
鄭冠宇 

7  2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32 
  

2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33 
  

3 92112161 黃喬雍
中國大陸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之研究 
 

34 
  

3 92112552 許致維

汽車竊盜保險中物權變動之研究兼論動產委付

制度之建構  
 

35 
  

3 95112057 盧俊宇
連帶債務態樣及個案適用之研究 
 

36 
  

3 95112367 邢愷明

論實質課稅原則在租稅規避上的運用-以創設土

地共有關係為中心 
 

37 
  

3 95112391 王博鑫
網路不實廣告之規範及其民事責任之研究 
 

38 
8501921 
鄭逸哲 

1  2 96112590 程詠衛

論網路釣魚偵查之證據適法性 
The legality of the evidence by entrapment in 
network  

39 
8701652 
廖正豪 

6  1 97112372 李亨明

兩岸少年法制之比較研究--以少年犯罪之防治

為中心 
Comparison of research Cross-Straits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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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ystem --Prevention of take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as a center  

40 
  

2 96112034 許靖儀
法人犯罪之研究 
A Study on Corporate Crime  

41 
  

2 96112255 林瑩珊
我國緩起訴制度 
Deferred Prosecution in Taiwan  

42 
  

2 96112450 曹靖 
社區處遇之研究 －以我國社會勞動制度為中

心－  
 

43 
  

2 96112549 鍾瑤 
兩岸洗錢犯罪防制之比較研究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ct in China and Taiwan  

44 
  

4 92112331 陳志成

證券交易法資訊不實罪之研究 
A SUT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AL OF DISCLOSING FALSE FINACIAL 
INFORMATION IN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FOCUSING ON THE 
FINACIAL REPORTS-  

45 
8901872 
謝榮堂 

5  2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衝突之研究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Basic 
Rights of the Study of Conflict  

46 
  

2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保障之研究 
 

47 
  

4 91112371 林大鈞

中央與地方立法權界分-兼論地方自治團體經營

商業權限 
 

48 
  

4 93112386 鄭淑微
租稅解釋函令與租稅規避之研究 
 

49 
  

4 94112657 邱勝福
地方自治法規效力與中央法令間之關聯 
 

50 
8901881 
曾淑瑜 

10  2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51 
  

2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52 
  

2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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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54 
  

2 96112409 冷函芸
刑罰裁量之研究—以犯罪後態度為中心 
 

55 
  

2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56 
  

2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57 
  

3 95112201 王建偉

DNA 刑事證據採樣程序規範之研究 
A Research of Norms of DNA Criminal 
Evidences' Sampling Procedures  

58 
  

3 95112324 吳弘達

器官移植適法性要件之研究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legal component of organ 
transplant  

59 
  

3 95112332 吳培菁

從司法實例論妨害公務罪 
The study on offences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function from judicial cases  

60 
9001905 
陳友鋒 

7  2 96112042 鞠云彬
毀棄損壞罪章之研究 
The reasearch of the crimes of damage  

61 
  

2 96112557 吳勇君

論單一正犯概念於我國刑法適用之可能性 － 
以實務上提供人頭帳戶案為論述中心 －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ingle principal offender 
concept in Taiwan criminal law. －Research 
Center for offer dummy account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  

62 
  

3 95112111 曾炳憲

偽造犯罪之研究─以抽象危險犯進行統一規制

之可行性評估 ─  
 

63 
  

3 95112138 吳宗晉
擄人勒贖罪之要件再建構 
 

64 
  

3 95112464 張嘉育
妨害性自主罪之解構與重建 
 

65 
  

3 95112481 廖震宇

論公務員圖利罪-以應刑實體要件之展現為中心

Attempting to help certain parties profit-Centered 
on Strafwurd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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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4 94112282 王明偉
賭博行為應刑性之研究 
 

67 
9001956 
劉建宏 

1  4 94112533 劉佳龍

行政罰法上一行為與數行為之探討─以法院實

務見解為中心─  
 

68 
9200142 
蔡清遊 

1  4 94112355 莊武能

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偵防犯罪之法律爭議探討

Utilization of GPS tracking system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discussions of 
relatied legal issues  

69 
9201386 
梁宇賢 

2  4 92112498 林信安

公司治理與監控機制之研究—兼論兩岸獨立董

事制度 
A Stud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Independence 
Director System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lso 
Visited  

70 
  

4 94112037 楊智全

敵意併購防禦措施之研究－兼論目標公司利害

關係人之保障 
 

71 
9300996 
戴銘昇 

1  2 96112492 高誌緯

論我國內線交易之規範法制－以民事責任為中

心 
The Legal System of Insider Trading －A Focus 
on the Civil Liability  

72 
9301020 
許惠峰 

3  4 93112467 林彥君
論事業水平結合之審核標準 
 

73 
  

4 94112088 陳昱龍
敵意併購策略適法性及經濟效益之研究 
尚在商榷用詞  

74 
  

4 94112541 吳羚榛

論現代型訴訟下事證開示之運用─兼從經濟效

率觀點探討  
 

75 
9401997 
林恒志 

6  2 96112310 陳軍偉

會計師簽證不實財務報表之刑事責任－以我國

實務判決為中心  
CPA’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o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s－Concentrate on Taiwan Court 
Decisions  

76 
  

3 94112304 林懿君
特殊目的信託及保護監督機制之研究---以金融

資產證券法制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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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pecial Trust and Its Framework for 
Supervation and Protection---Focus on Legal 
system for Financial Asset Securitization  

77 
  

3 95112090 王佐呈
關係人交易之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法為核心 
 

78 
  

3 95112120 曾彥碩

金融與商業分離原則─ 金融控股公司轉投資非

金融事業相關問題探討  
Separation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 The 
discussion fo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ransfers invests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questions  

79 
  

3 95112243 賴佳柔
表決權信託之意義與其在實務運作之研究 
 

80 
  

4 94112321 林柏亨

信託與脫產行為之拉鋸─以最高法院判決為中

心 
 

81 
9500138 
謝庭晃 

3  2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82 
  

2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83 
  

2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84 
9501029 
王萱琳 

4  2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85 
  

2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86 
  

2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87 
  

3 95112448 王慶泰

行政爭訟停止執行制度之研究-以我國法與日本

法之比較為中心 
 

88 
9600973 
郭介恒 

2  2 96112166 楊育純
認購權證課稅爭議問題之研究 
A Study on Taxation Disputes of Warrants  

89 
  

2 96112221 曾冠鈞
由正當法律程序論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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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下學期 

序

號 
指導 
老師 

指導

人數

年

級 
學號 姓名 論文題目 

1 劉昭辰 3  2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2 
  

2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3 
  

3 95112057 盧俊宇
連帶債務態樣及個案適用之研究 
 

4 陳新民 1  4 91112371 林大鈞

中央與地方立法權界分-兼論地方自治團體經營

商業權限 
 

5 廖元豪 1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原

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6 陳新民 1  4 94112657 邱勝福
地方自治法規效力與中央法令間之關聯 
 

7 
5500338 
王寶輝 

2  2 94112266 陳怡呈
自然人債務清理制度之研究 
Study on the system of debt clearance for personal 

8 
  

4 93112521 劉榮德

實用主義法學方法在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Judicial Applicability of Legal 
Pragmatic Methodology in Taiwan"  

9 
6700888 
李復甸 

5  2 96112344 張孟妍

經濟重生制度之比較與檢視 
Comparison of and Inspection the Economical 
Rebirth System  

10 
  

3 95112430 徐翰霄

內線交易中重大消息之判斷與再省思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Insider 
Trading: Judgment and Reconsideration  

11 
  

4 92112269 陳振榮
金融控股公司之組織改造與監理制度之研究 
 

12 
  

4 94112487 陳妍婷

內線交易之研究—以重大消息之認定與揭露制

度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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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94112509 喬心怡

涉外電子商務買賣契約管轄權之研究—以網際

網路買賣契約為中心 
 

14 
6902260 
楊奕華 

1  4 94112363 王曉雁

論法學研究之創新因素 
On The Element Of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Of 
Jurisprudence  

15 
7001754 
王志文 

1  3 95112103 簡盟恩
海峽兩岸間雙邊協議之法律性質研究 
 

16 
7400098 
林信和 

10 1 97112127 林欣佩
論我國誹謗行為之規範－以民事責任為中心 
 

17 
  

2 96112051 陳政宏

醫療糾紛法律問題研究-以人工植牙為中心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Dispute-Take Dental Implant for Example  

18 
  

2 96112514 周玲瑩

兩岸繼承制度之比較研究－以繼承遺產之分配

為中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ross-strait 
Inheritance Systems ─ Concentrated on 
Distribution of Inheritance  

19 
  

3 94112096 黃園芳

兩岸有關處置不良資產法制之比較研究－以金

融資產管理公司為中心－  
 

20 
  

3 95112421 嚴若文
生前契約定型化之研究 
A Study on Pre-need Funeral Service Agreement 

21 
  

3 95112472 王凱濬
專利授權契約與民法之交會適用關係 
 

22 
  

4 93112424 孫惠民
海峽兩岸地上權與建設用地使用權之比較研究

 

23 
  

4 94112193 張君豪
預付型商品規範之研究 
 

24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原

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25 
  

4 94112444 鄭如雅

公寓大廈規約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 
The Code of the Apartment Mansion and It the 
Research of Ralated Problem  

26 8103101 2  2 96112069 傅家瑋 政府採購招標決標與爭議處理之研究－以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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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月端 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法規劃技術服務採購案為

核心 
 

27 
  

3 95112260 莊賀元
政府採購法先調後仲機制之研究 
 

28 
8104867 
何曜琛 

2  4 92112056 吳敏菁

由公司社會責任論企業之捐贈 
A Study on Corporate Do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9 
  

4 94112401 高偉峻

企業併購與組織再造類型之研究─兼論外商併

購中國大陸企業之法制  
 

30 
8201277 
姚思遠 

1  3 95112014 巫健宇

兩岸經貿整合之架構性研究 
The Constructural Study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31 
8300135 
邱駿彥 

1  3 95112189 黃雨潔
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之檢討 
 

32 
8303061 
鄭冠宇 

6  2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33 
  

2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34 
  

3 95112057 盧俊宇
連帶債務態樣及個案適用之研究 
 

35 
  

3 95112367 邢愷明

論實質課稅原則在租稅規避上的運用-以創設土

地共有關係為中心 
 

36 
  

3 95112391 王博鑫
網路不實廣告之規範及其民事責任之研究 
 

37 
  

4 92112234 張躍嚴
動產附合與混合之法律關係研究 
 

38 
8501921 
鄭逸哲 

1  2 96112590 程詠衛

論網路釣魚偵查之證據適法性 
The legality of the evidence by entrapment in 
network  

39 
8701652 
廖正豪 

6  1 97112372 李亨明

兩岸少年法制之比較研究--以少年犯罪之防治

為中心 
Comparison of research Cross-Straits Juvenile 
legal system --Prevention of take the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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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nquency as a center  

40 
  

2 96112034 許靖儀
法人犯罪之研究 
A Study on Corporate Crime  

41 
  

2 96112255 林瑩珊
我國緩起訴制度 
Deferred Prosecution in Taiwan  

42 
  

2 96112450 曹靖 
社區處遇之研究 －以我國社會勞動制度為中

心－  
 

43 
  

2 96112549 鍾瑤 
兩岸洗錢犯罪防制之比較研究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ct in China and Taiwan  

44 
  

4 92112331 陳志成

證券交易法資訊不實罪之研究 
A SUT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AL OF DISCLOSING FALSE FINACIAL 
INFORMATION IN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FOCUSING ON THE 
FINACIAL REPORTS-  

45 
8901872 
謝榮堂 

5  2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衝突之研究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Basic 
Rights of the Study of Conflict  

46 
  

2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保障之研究 
 

47 
  

4 91112371 林大鈞

中央與地方立法權界分-兼論地方自治團體經營

商業權限 
 

48 
  

4 93112386 鄭淑微
租稅解釋函令與租稅規避之研究 
 

49 
  

4 94112657 邱勝福
地方自治法規效力與中央法令間之關聯 
 

50 
8901881 
曾淑瑜 

10 2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51 
  

2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52 
  

2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53 2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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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 96112409 冷函芸
刑罰裁量之研究—以犯罪後態度為中心 
 

55 
  

2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56 
  

2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57 
  

3 95112201 王建偉

DNA 刑事證據採樣程序規範之研究 
A Research of Norms of DNA Criminal 
Evidences' Sampling Procedures  

58 
  

3 95112324 吳弘達

器官移植適法性要件之研究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legal component of organ 
transplant  

59 
  

3 95112332 吳培菁

從司法實例論妨害公務罪 
The study on offences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function from judicial cases  

60 
9001905 
陳友鋒 

7  2 96112042 鞠云彬
毀棄損壞罪章之研究 
The reasearch of the crimes of damage  

61 
  

2 96112557 吳勇君

論單一正犯概念於我國刑法適用之可能性 － 
以實務上提供人頭帳戶案為論述中心 －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ingle principal offender 
concept in Taiwan criminal law. －Research 
Center for offer dummy account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  

62 
  

3 95112111 曾炳憲

偽造犯罪之研究─以抽象危險犯進行統一規制

之可行性評估 ─  
 

63 
  

3 95112138 吳宗晉
擄人勒贖罪之要件再建構 
 

64 
  

3 95112464 張嘉育
妨害性自主罪之解構與重建 
 

65 
  

3 95112481 廖震宇

論公務員圖利罪-以應刑實體要件之展現為中心

Attempting to help certain parties profit-Centered 
on Strafwurdige  

66 4 94112282 王明偉 賭博行為應刑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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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9001956 
劉建宏 

2  4 92112561 劉宇嫻

論中央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以作為及不作

為之監督及其法律救濟 
 

68 
  

4 94112533 劉佳龍

行政罰法上一行為與數行為之探討─以法院實

務見解為中心─  
 

69 
9200142 
蔡清遊 

2  4 93112084 劉新耀

論鑑定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功能與地位 
The Position of Expert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e  

70 
  

4 94112355 莊武能

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偵防犯罪之法律爭議探討

Utilization of GPS tracking system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discussions of 
relatied legal issues  

71 
9201386 
梁宇賢 

2  4 92112498 林信安

公司治理與監控機制之研究—兼論兩岸獨立董

事制度 
A Stud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Independence 
Director System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lso 
Visited  

72 
  

4 94112037 楊智全

敵意併購防禦措施之研究－兼論目標公司利害

關係人之保障 
 

73 
9300996 
戴銘昇 

1  2 96112492 高誌緯

論我國內線交易之規範法制－以民事責任為中

心 
The Legal System of Insider Trading －A Focus 
on the Civil Liability  

74 
9301020 
許惠峰 

3  4 93112467 林彥君
論事業水平結合之審核標準 
 

75 
  

4 94112088 陳昱龍
敵意併購策略適法性及經濟效益之研究 
尚在商榷用詞  

76 
  

4 94112541 吳羚榛

論現代型訴訟下事證開示之運用─兼從經濟效

率觀點探討  
 

77 
9401997 
林恒志 

5  2 96112310 陳軍偉
會計師簽證不實財務報表之刑事責任－以我國

實務判決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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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o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s－Concentrate on Taiwan Court 
Decisions  

78 
  

3 95112090 王佐呈
關係人交易之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法為核心 
 

79 
  

3 95112120 曾彥碩

金融與商業分離原則─ 金融控股公司轉投資非

金融事業相關問題探討  
Separation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 The 
discussion fo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ransfers invests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questions  

80 
  

3 95112243 賴佳柔
表決權信託之意義與其在實務運作之研究 
 

81 
  

4 94112321 林柏亨

信託與脫產行為之拉鋸─以最高法院判決為中

心 
 

82 
9500138 
謝庭晃 

3  2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83 
  

2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84 
  

2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85 
9501029 
王萱琳 

4  2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86 
  

2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87 
  

2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88 
  

3 95112448 王慶泰

行政爭訟停止執行制度之研究-以我國法與日本

法之比較為中心 
 

89 
9600973 
郭介恒 

2  2 96112166 楊育純
認購權證課稅爭議問題之研究 
A Study on Taxation Disputes of Warrants  

90 2 96112221 曾冠鈞 由正當法律程序論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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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上學期 

序

號 
指導 
老師 

指導

人數

年

級 
學號 姓名 論文題目 

1 劉昭辰  2 3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2 
  

3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3 廖元豪  1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

原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4 
5500338 
王寶輝  

1 3 94112266 陳怡呈

自然人債務清理制度之研究 
Study on the system of debt clearance for 
personal  

5 
6700888 
李復甸  

3 3 96112344 張孟妍

經濟重生制度之比較與檢視 
Comparison of and Inspection the Economical 
Rebirth System  

6 
  

4 94112509 喬心怡

涉外電子商務買賣契約管轄權之研究—以網

際網路買賣契約為中心 
 

7 
  

4 95112430 徐翰霄

內線交易中重大消息之判斷與再省思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Insider 
Trading: Judgment and Reconsideration  

8 
7001754 
王志文  

1 3 95112103 簡盟恩
海峽兩岸間雙邊協議之法律性質研究 
 

9 
7400098 
林信和  

9 2 97112127 林欣佩
論我國誹謗行為之規範－以民事責任為中心 
 

10 
  

3 96112051 陳政宏

醫療糾紛法律問題研究-以人工植牙為中心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Dispute-Take Dental Implant for Example  

11 
  

3 96112514 周玲瑩

兩岸繼承制度之比較研究－以繼承遺產之分

配為中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ross-strait 
Inheritance Systems ─ Concentrated on 
Distribution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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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 93112424 孫惠民

海峽兩岸地上權與建設用地使用權之比較研

究 
 

13 
  

4 94112096 黃園芳

兩岸有關處置不良資產法制之比較研究－以

金融資產管理公司為中心－  
 

14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

原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15 
  

4 94112444 鄭如雅

公寓大廈規約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 
The Code of the Apartment Mansion and It the 
Research of Ralated Problem  

16 
  

4 95112421 嚴若文
生前契約定型化之研究 
A Study on Pre-need Funeral Service Agreement 

17 
  

4 95112472 王凱濬
專利授權契約與民法之交會適用關係 
 

18 
8103101 
陳月端  

1 3 96112069 傅家瑋

政府採購招標決標與爭議處理之研究－以台

南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法規劃技術服務採購

案為核心 
 

19 
8201277 
姚思遠  

1 4 95112014 巫健宇

兩岸經貿整合之架構性研究 
The Constructural Study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20 
8300135 
邱駿彥  

3 4 94112312 王文宗

勞動派遣契約中雇主脫法行為之法律問題研

究 
 

21 
  

4 94112525 陳俊國
勞動派遣法律關係中雇主責任之釐清 
 

22 
  

4 95112189 黃雨潔
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之檢討 
 

23 
8303061 
鄭冠宇  

4 3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24 
  

3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25 4 92112552 許致維 汽車竊盜保險中物權變動之研究兼論動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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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制度之建構  
 

26 
  

4 95112367 邢愷明

論實質課稅原則在租稅規避上的運用-以創設

土地共有關係為中心 
 

27 
8501921 
鄭逸哲  

1 3 96112590 程詠衛

論網路釣魚偵查之證據適法性 
The legality of the evidence by entrapment in 
network  

28 
8701652 
廖正豪  

5 2 97112372 李亨明

兩岸少年法制之比較研究--以少年犯罪之防治

為中心 
Comparison of research Cross-Straits Juvenile 
legal system --Prevention of take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as a center  

29 
  

3 96112034 許靖儀
法人犯罪之研究 
A Study on Corporate Crime  

30 
  

3 96112255 林瑩珊
我國緩起訴制度 
Deferred Prosecution in Taiwan  

31 
  

3 96112450 曹靖 
社區處遇之研究 －以我國社會勞動制度為中

心－  
 

32 
  

3 96112549 鍾瑤 
兩岸洗錢犯罪防制之比較研究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ct in China and Taiwan  

33 
8901872 
謝榮堂  

2 3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衝突之研究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Basic 
Rights of the Study of Conflict  

34 
  

3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保障之研究 
 

35 
8901881 
曾淑瑜  

7 3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36 
  

3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37 
  

3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38 3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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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3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40 
  

3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41 
  

4 95112201 王建偉

DNA 刑事證據採樣程序規範之研究 
A Research of Norms of DNA Criminal 
Evidences' Sampling Procedures  

42 
9001905 
陳友鋒  

6 3 96112042 鞠云彬
毀棄損壞罪章之研究 
The reasearch of the crimes of damage  

43 
  

3 96112557 吳勇君

論單一正犯概念於我國刑法適用之可能性 －
以實務上提供人頭帳戶案為論述中心 －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ingle principal offender 
concept in Taiwan criminal law. －Research 
Center for offer dummy account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  

44 
  

4 95112111 曾炳憲

偽造犯罪之研究─以抽象危險犯進行統一規制

之可行性評估 ─  
 

45 
  

4 95112138 吳宗晉
擄人勒贖罪之要件再建構 
 

46 
  

4 95112464 張嘉育
妨害性自主罪之解構與重建 
 

47 
  

4 95112481 廖震宇

論公務員圖利罪-以應刑實體要件之展現為中

心 
Attempting to help certain parties 
profit-Centered on Strafwurdige  

48 
9200142 
蔡清遊  

1 4 93112084 劉新耀

論鑑定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功能與地位 
The Position of Expert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e  

49 
9201386 
梁宇賢  

1 4 94112037 楊智全

敵意併購防禦措施之研究－兼論目標公司利

害關係人之保障 
 

50 9300996 1 3 96112492 高誌緯 論我國內線交易之規範法制－以民事責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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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銘昇  中心 
The Legal System of Insider Trading －A Focus 
on the Civil Liability  

51 
9401997 
林恒志  

5 3 96112310 陳軍偉

會計師簽證不實財務報表之刑事責任－以我

國實務判決為中心  
CPA’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o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s－Concentrate on Taiwan 
Court Decisions  

52 
  

4 94112304 林懿君

特殊目的信託及保護監督機制之研究---以金

融資產證券法制為中心  
A Study on Special Trust and Its Framework for 
Supervation and Protection---Focus on Legal 
system for Financial Asset Securitization  

53 
  

4 94112321 林柏亨

信託與脫產行為之拉鋸─以最高法院判決為中

心 
 

54 
  

4 95112090 王佐呈
關係人交易之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法為核心

 

55 
  

4 95112120 曾彥碩

金融與商業分離原則─ 金融控股公司轉投資

非金融事業相關問題探討  
Separation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 The 
discussion fo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ransfers invests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questions  

56 
9500138 
謝庭晃  

3 3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57 
  

3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58 
  

3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59 
9501029 
王萱琳  

4 3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60 
  

3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61 
  

3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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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62 
  

4 95112448 王慶泰

行政爭訟停止執行制度之研究-以我國法與日

本法之比較為中心 
 

63 
9600973 
郭介恒  

2 3 96112166 楊育純
認購權證課稅爭議問題之研究 
A Study on Taxation Disputes of Warrants  

64 3 96112221 曾冠鈞 由正當法律程序論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98 學年度下學期 

序

號 
指導 
老師 

指導

人數

年

級 
學號 姓名 論文題目 

1 劉昭辰  2 3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2 
  

3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3 廖元豪  1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

原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4 
5500338 
王寶輝  

1 3 94112266 陳怡呈

自然人債務清理制度之研究 
Study on the system of debt clearance for 
personal  

5 
6700888 
李復甸  

3 3 96112344 張孟妍

經濟重生制度之比較與檢視 
Comparison of and Inspection the Economical 
Rebirth System  

6 
  

4 92112269 陳振榮
金融控股公司之組織改造與監理制度之研究 
 

7 
  

4 95112430 徐翰霄

內線交易中重大消息之判斷與再省思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Insider 
Trading: Judgment and Reconsideration  

8 
7400098 
林信和  

7 2 97112127 林欣佩
論我國誹謗行為之規範－以民事責任為中心 
 

9 
  

3 96112051 陳政宏

醫療糾紛法律問題研究-以人工植牙為中心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Dispute-Take Dental Implant for Example  



281 

10 
  

3 96112514 周玲瑩

兩岸繼承制度之比較研究－以繼承遺產之分

配為中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ross-strait 
Inheritance Systems ─ Concentrated on 
Distribution of Inheritance  

11 
  

4 93112424 孫惠民

海峽兩岸地上權與建設用地使用權之比較研

究 
 

12 
  

4 94112096 黃園芳

兩岸有關處置不良資產法制之比較研究－以

金融資產管理公司為中心－  
 

13 
  

4 94112258 陳孟秀

論漢生病患之憲法權利保障－以樂生療養院

原院保留爭議為中心 
 

14 
  

4 95112421 嚴若文
生前契約定型化之研究 
A Study on Pre-need Funeral Service Agreement 

15 
8103101 
陳月端  

1 3 96112069 傅家瑋

政府採購招標決標與爭議處理之研究－以台

南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法規劃技術服務採購

案為核心 
 

16 
8300135 
邱駿彥  

2 4 94112312 王文宗

勞動派遣契約中雇主脫法行為之法律問題研

究 
 

17 
  

4 95112189 黃雨潔
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之檢討 
 

18 
8303061 
鄭冠宇  

2 3 96112174 王誠億
從商品責任論商品自傷之救濟 
product injures itself  

19 
  

3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任 
 

20 
8501921 
鄭逸哲  

1 3 96112590 程詠衛

論網路釣魚偵查之證據適法性 
The legality of the evidence by entrapment in 
network  

21 
8701652 
廖正豪  

5 2 97112372 李亨明

兩岸少年法制之比較研究--以少年犯罪之防治

為中心 
Comparison of research Cross-Straits Juvenile 
legal system --Prevention of take the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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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nquency as a center  

22 
  

3 96112034 許靖儀
法人犯罪之研究 
A Study on Corporate Crime  

23 
  

3 96112255 林瑩珊
我國緩起訴制度 
Deferred Prosecution in Taiwan  

24 
  

3 96112450 曹靖 
社區處遇之研究 －以我國社會勞動制度為中

心－  
 

25 
  

3 96112549 鍾瑤 
兩岸洗錢犯罪防制之比較研究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ct in China and Taiwan  

26 
8901872 
謝榮堂  

2 3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衝突之研究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Basic 
Rights of the Study of Conflict  

27 
  

3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保障之研究 
 

28 
8901881 
曾淑瑜  

7 3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29 
  

3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30 
  

3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31 
  

3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32 
  

3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33 
  

3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34 
  

4 95112201 王建偉

DNA 刑事證據採樣程序規範之研究 
A Research of Norms of DNA Criminal 
Evidences' Sampling Procedures  

35 
9001905 
陳友鋒  

6 3 96112042 鞠云彬
毀棄損壞罪章之研究 
The reasearch of the crimes of damage  

36 3 96112557 吳勇君 論單一正犯概念於我國刑法適用之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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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務上提供人頭帳戶案為論述中心 －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ingle principal offender 
concept in Taiwan criminal law. －Research 
Center for offer dummy accounts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  

37 
  

4 95112111 曾炳憲

偽造犯罪之研究─以抽象危險犯進行統一規制

之可行性評估 ─  
 

38 
  

4 95112138 吳宗晉
擄人勒贖罪之要件再建構 
 

39 
  

4 95112464 張嘉育
妨害性自主罪之解構與重建 
 

40 
  

4 95112481 廖震宇

論公務員圖利罪-以應刑實體要件之展現為中

心 
Attempting to help certain parties 
profit-Centered on Strafwurdige  

41 
9200142 
蔡清遊  

1 4 93112084 劉新耀

論鑑定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功能與地位 
The Position of Expert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e  

42 
9201386 
梁宇賢  

1 4 94112037 楊智全

敵意併購防禦措施之研究－兼論目標公司利

害關係人之保障 
 

43 
9300996 
戴銘昇  

1 3 96112492 高誌緯

論我國內線交易之規範法制－以民事責任為

中心 
The Legal System of Insider Trading －A Focus 
on the Civil Liability  

44 
9401997 
林恒志  

5 3 96112310 陳軍偉

會計師簽證不實財務報表之刑事責任－以我

國實務判決為中心  
CPA’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o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s－Concentrate on Taiwan 
Court Decisions  

45 
  

4 94112304 林懿君

特殊目的信託及保護監督機制之研究---以金

融資產證券法制為中心  
A Study on Special Trust and Its Framework for 
Supervation and Protection---Focus on Legal 
system for Financial Asset Secur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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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 94112321 林柏亨

信託與脫產行為之拉鋸─以最高法院判決為中

心 
 

47 
  

4 95112090 王佐呈
關係人交易之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法為核心

 

48 
  

4 95112120 曾彥碩

金融與商業分離原則─ 金融控股公司轉投資

非金融事業相關問題探討  
Separation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 The 
discussion fo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ransfers invests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questions  

49 
9500138 
謝庭晃  

3 3 96112298 鄭謙瀚
偵查中辯護人權利義務之研究 
 

50 
  

3 96112395 石振勛
論刑罰之一罪不二罰 
 

51 
  

3 96112425 劉蕙菁
具保制度之研究 
The Study of Bail  

52 
9501029 
王萱琳  

3 3 96112093 鄭雅文
論病歷醫療資訊之保護 
 

53 
  

3 96112336 顏心韻
防治家庭暴力犯罪之研究兼論兒童虐待 
 

54 
  

3 96112506 黃庭堅

人體試驗之生命倫理與法規範爭議 
Life Ethics and Law Dispute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55 
9600973 
郭介恒  

2 3 96112166 楊育純
認購權證課稅爭議問題之研究 
A Study on Taxation Disputes of Warrants  

56 3 96112221 曾冠鈞 由正當法律程序論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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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律學系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律學系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2009.08.26 98 學年度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2009.08.26 98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律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整合發展目標、教

學資源及研究能量，特訂定本系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系依據現有教學課程學群之分類，設置下列研究中心： 
  一  民事法研究中心。 
  二 刑事法研究中心。 
  三 公法暨勞動法研究中心。 
  四 國際法研究中心。 
  五 財經法研究中心。 
第三條 本系專任教師以其主要教學科目及專業學術領域為依據，應至少參與

一研究中心之運作及相關活動。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得依其意願申請加入各研究中心，參與各項研究計

畫。 
第四條 各研究中心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執行秘書各一人，召集人應召集各

研究中心之會議並擔任主席，副召集人於召集人不能執行職務時，執

行之，執行秘書負責各研究中心日常業務之執行。 
第五條 各研究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執行秘書之任期均為一年，由本系系

所務會議自專任教師中，依其專業領域推選產生之。 
第六條 各研究中心得置研究助理若干名，自研究生中選任之，協助執行秘書

處理業務。   
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每學年至少應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以有效充實研究能

量。 
   各研究中心每學年至少應舉辦一次學生生涯發展之研討會或演講，以

輔導在學學生之生涯規劃及研究方向。 
   各研究中心每學期至少應舉辦一次教學研討會，以相互交流教學經驗

及檢討教學內容。 
第八條 各研究中心為強化學習成果，得設相關科目之讀書會，協助本系學生

進行課業研習。 
第九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得向各研究中心申請推薦碩士論文指導教授，各研

究中心應依申請研究生之興趣及能力，提供適當師資之建議名單。 
  前項建議名單係供參考之用，對提出申請之研究生及受推薦教師均無

拘束力。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所務會議及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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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赴日專

 

 
 

專題進修之之在籍證明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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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3：「華岡法粹徵稿簡則」 
 

華岡法粹徵稿簡則 

 

華岡法粹為法律學術期刊，徵稿內容包括法學論著，判解研究、書評、

法學譯著等學術著作，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字數與格式： 1. 除書評外，來稿字數以一萬伍仟至五萬字為原則。 

 2. 來稿請附作者中英文姓名、中英文題目名稱、 

  目次、六百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關鍵詞， 

  並按序標明頁碼。  

 3. 投稿請惠賜電子檔，並以中文橫式與 A4 之大小格 

  式繕寫。 

 4. 譯著請另附原著作及翻譯權授權證明文件。 

 5. 註解格式請依照本系「論文註解」範例之規定（本 

  系網址：http://www2.pccu.edu.tw/crlldl/） 

 

審  稿： 本刊將聘請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雙向匿名審查來稿，經審

查通過後，方得刊登。如不採用，原稿件恕不另行奉還。 
 

文責與著作權： 來稿內容請遵守著作權法與其他法令，並授權本刊

以紙本及數位方式發行。 
 

免費贈閱： 稿件經刊登後，不另致送稿酬，本刊敬送抽印本二十份。 
 

投稿地址：來稿請寄「11114 台北市陽明山華岡路 55 號 中國文化大

學法律學系收」，或逕傳本刊電子信箱：

crlldl@staff.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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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4：「華岡法粹編審委員會組織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 
華岡法粹編審委員會組織辦法 

 
第  一  條  本系為鼓勵教職同仁從事學術研究，提昇本系法學研究水準及著作

風氣，出版「華岡法粹」。 
第  二  條  本系設華岡法粹編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決定本刊之編輯

方針、稿件之徵集、審查及印行等有關事宜。 
第  三  條  本會依據專長領域置編輯委員，由本系教師中遴選之。 
第  四  條  本會召集人由系主任兼任，另置總編輯 1 名，執行編輯 2 名，由本

系教師兼任，負責執行本會之決議，並處理有關華岡法粹之出版及

發行事宜。並置助理編輯 2 名，由本系助教或研究生兼任，協助編

輯等相關事宜。 

第  五  條  本會開會決定審稿及評審標準，會議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 
第  六  條  本會召集人、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學者專家之審稿，其報酬由召集

人酌定之。 
第  七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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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5：「華岡法粹審稿辦法」 
 

 

 一、著作內容 
  1. 法學論著，判解研究、書評、法學譯著等學術著作。 
  2. 未曾公開發行或出版之著作。 

 
 二、字數與格式： 
  1. 除書評外，字數以一萬五千至四萬字為原則；如以外文撰寫，應

附中文摘要，字數以五百字為原則。   
  2. 稿件應附目次與註解（採同頁註），並按序標明頁碼。  
 
 三、審查方式： 
  1. 論文收件後，隨到隨審，由編輯根據徵稿簡則初審，通過後由本

刊編輯委員會聘請與著作內容相關學門之專家學者審查，經審查

通過後，方得刊登。 
  2. 論文之審查應客觀、公平及公開。但為維護審查委員之審查自由，

採雙向匿名方式審查（即作者與審查委員均不知彼此之姓名）。

縱使如此，審查意見仍應對作者公開。 
  3. 每篇稿件以送請二位專家學者審查為原則，審查結論分為：推薦

刊登、修正後刊登、修正後再審（送原審查委員複審）、不同意

刊登等四種意見。如委員之意見均為同意刊登或修正後刊登者，

本刊得於當期或次期出刊之華岡法粹刊登。反之如均為不同意刊

登者，本刊應逕予退稿。如不同意刊登之意見與其他意見並存，

則本刊得送第三人審查且取多數意見決定是否刊登，或逕行退

稿。 
 
 四、審查要點：  
  1. 關於資料及出處：審查是否引用原始資料？是否註明資料卷頁？

參考書目及文獻是否正確？註釋格式是否一致？ 
  2. 關於研究方法：審查處理資料及探討問題之方法是否妥當？其方

法與論點是否有學理根據？ 
  3. 關於寫作之文字；是否通順達意？是否敘述扼要且引證妥貼？ 
  4. 關於組織架構：是否結構完整？綱目是否分明恰當？ 
  5. 關於創見或發明：對於前人學說之闡發是否具有創見？是否獨立

系統而成一家之言？是否適合國情，對當前人文、社會諸問題有

所獻著者？其研究方法、論證過程及結論是否值得推廣且適合應

用？  

審稿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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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6：「華岡法粹寄送學校名單」 

《大陸地區》 

寄送學校 寄送學校 寄送學校 

上海交通大學 北京師範大學法學院 東南大學法學院 

上海大學法學院 四川大學 武漢大學法學院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四川大學(江安校區) 河北大學政法學院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 四川大學(望江校區) 河北師範大學 

大連海事大學法學院 四川大學(華西校區) 河南大學法學院 

山西大學法學院 外交學院國際法系 阜陽師範學院政治法律系 

山東大學法學院 甘肅政法學院 南京大學法學院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 吉林大學法學院 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 

山東師範大學 吉首大學法學院 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 

山東師範大學 同濟大學 南通大學法政學院 

中山大學 安徽大學法學院 南開大學法學院 

中山大學法學院(東校區) 安徽師範大學法律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法學院 

中山大學新華學院法律系 曲阜師範大學 首都師範大學法律系 

中南大學法學院 汕頭大學法學院 首都經濟貿易大學 

中南民族大學 西北大學法學院 首都經濟貿易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西北政法大學(長安校區) 徐州師範大學法律政治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西北政法大學(雁塔校區) 海南大學法學院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律系 西北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浙江大學法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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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學校 寄送學校 寄送學校 

中國青年政治學院法律系 西安交通大學法學系 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西南大學法學院 浙江師範大學法學院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 清華大學法學院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 西南政法大學 深圳大學法學院 

內蒙古大學法學院 西南政法大學 淮陰師範學院 

天津師範大學法學院 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 復旦大學法學院 

北京大學法學院 東北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揚州大學法學院 

北京科技大學法律系 東北財經大學法學院 湘潭大學法學院 

湖北大學法學系 貴州大學法學院 暨南大學法學院 

湖南大學法學院 雲南大學法學院 福建師範大學法學院 

湖南師範大學法學院 雲南民族大學法律系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 黑龍江大學法學院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 

華中師範大學法學院 廈門大學法學院 鄭州大學法學院 

華東政法學院（松江校區） 新疆大學法學院 魯東大學政法學院 

華東政法學院（長寧校區） 溫州大學法律系 遼寧大學法學院(蒲河校區)

華南師範大學法政系 煙臺大學法學院 遼寧師範大學法學院 

華南師範大學法學院 寧波大學法學院 蘇州大學法學院 

華僑大學法學院 對外經濟貿易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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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 

寄送學校 寄送學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東華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 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圖書室 

中央警察大學法律學系 世新大學法學院 

中正大學法學院 法務部圖書室           

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政治大學法學院  

中興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  

司法院圖書室 真理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台北大學法律學院  高雄大學法學院 

台灣大學法律學院  高雄地方法院圖書室 

玄奘大學法學院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立法院秘書處 國防大學國防管理學院法律學系 

立法院國會圖書館   國家圖書館採訪組 

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成功大學法律學系暨法律學研究所 逢甲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 

考試院編纂室  監察院圖書館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法制組 輔仁大學法律學院 

亞洲大學財經法律學系  銘傳大學法律學院  

東吳大學法學院 靜宜大學法律學系  

東海大學法律系暨法律研究所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館期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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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7：「97-98 學年度本系教師學術論文發表情形」 

 
一、專書  
教師 
姓名 

職稱 書名 出版者與出版時間 

何曜琛 教授 

物權法與社會發展比

較研究 
出版者: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06/01（共同作者:游勸榮等）

財經犯罪與證券交易

法—理論‧實務 

出版者: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9/06/01（共同作者:陳家彬、

廖大穎、蘇顯騰、陳怡成、洪秀芬、劉至剛、

王富哲） 

商事法 
出版者:弘揚圖書， 
出版時間：2009/03/01（共同作者:鄭玉波）

備註:何曜琛修訂 

林恒志 副教授 
律師與人權「全國律

師論文選輯（一）」

出版者:全國律師公會聯合會 
出版時間：2008/09/01（共同作者:黃正一）

范文清 助理教授 

論德國法上之生態稅

（收於：二十一世紀

公法學的新課題，城

仲模教授古稀祝壽論

文集） 

出版者:新學林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10/01 

透過組織法來實現與

確保基本權  - 以大

學組織為例（收於：

台北市人權保障白皮

書） 

出版者:台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出版時間：2009/09/30 

對複數相對人的行政

罰  - 兼評台北高等

行政法院 96年度簡字

第 303 號判決（收於：

訴願專論選輯  - 訴
願新制專論系列之

十） 

出版者:台北市訴願審議審員會 
出版時間：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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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宇賢 教授 
公司法精義 

出版者: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8/09/01 

商事法要論 
出版者: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8/09/15 

陳月端 副教授 
中小企業參與政府採

購致勝祕笈 

出版者: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出版時間：2008/12/28（共同作者:巫建緯、

張慶雲、駱忠誠） 

陳美伶 副教授 民法入門 
出版者:月旦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08/09/01（共同作者:陳連順、

李太正） 

謝榮堂 副教授 

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

與權利救濟 

出版者:元照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08/11/01 
備註:已獲美國國會圖書館收藏 

社會福利行政法規導

讀 

出版者:元照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08/09/01 
備註:已獲美國國會圖書館收藏 

黃宗樂 教授 

民法物權修訂十六版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時間：2009/10/01 

民法概要修訂十一版
出版者:東大圖書 
出版時間：2009/09/01 

民法親屬新論修八版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時間：2009/08/01 

法學序論修訂十八版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時間 2009/08/01 

 
二、期刊文章 
教師 
姓名 

職稱 論文名稱 期刊/發表時間/審稿制 

王志文 教授 

耶路撒冷之法律地位問題

期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發表時間：2008/12/01 
審稿制:有 

羅馬第二規則評析  - 非
契約之債法律適用之統一

化 

期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發表時間：2009/12/01 
審稿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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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萱琳 助理教授

中央對地方政府自治行政

監督與救濟程序-以日本

國地方紛爭處理委員會之

審理為中心 

期刊: 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07/01 
審稿制:有 

何曜琛 教授 

公司慈善捐贈之研究－以

美國法為中心 

期刊:台灣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8/08/15 
審稿制:有 

由比較法觀點分析反傾銷

制度公共利益條款－兼論

我國貿易救濟之改革方向

期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發表時間：2009/06/30（共同作者:姚思

遠、鄭欽哲、王震宇） 
審稿制:有 

違反公司法第一八五條之

效力──簡評最高法院九

七年度台上字第二二一六

號判決 

期刊:台灣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9/06/01 
審稿制:有 

沖洗買賣與操縱股價－台

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七

年度金上字第六號判決 

期刊:台灣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10/06/15 
審稿制:有 

無為有處有還無？確認發

起人會議決議不成立案 

期刊:台灣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10/06/15 
審稿制:有 

林信和 教授 

民法債偏的物權探索 
期刊:福州法學論壇 
發表時間：2008/08/18 
審稿制:無 

論第三人利益契約之變更

或撤銷 一 兼評最高法院

80 年度台上字第 1419 號

民事判決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08/11/01 
審稿制:無: 

技術買賣之瑕疵擔保問題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09/10/15 
審稿制:無 

無權代理人之損害賠償責

任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10/01/15 
審稿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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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恒志 副教授 

巴塞爾跨國銀行監理協議

演進之初探－兼論我國對

於外國銀行分支機構監理

法規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08/01 
審稿制:有 

跨國銀行監理之趨勢-兼
論兩岸對外國銀行之金融

監理法規 

期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發表時間：2008/12/01 
審稿制:有 

邱駿彥 教授 

工資認定基準之建構-兼
論夜點費之工資性格認定

基準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11/16 
審稿制:有 

預告終止契約在勞動法規

範上之評析 

期刊:台灣勞工 
發表時間：2008/11/07 
審稿制:有 

僱用調整目的下勞動契約

變動之法律問題探討（上）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03/30 
審稿制:有 

金融海嘯後日本勞動派遣

法之省思 

期刊:台灣勞工 
發表時間：2010/06/01 
審稿制:有 

勞工離職後競業禁止條款

之運用 

期刊:台灣勞工 
發表時間：2010/06/01 
審稿制:有 

姚思遠 教授 
由比較法觀點分析反傾銷

制度公共利益條款－兼論

我國貿易救濟之改革方向

期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發表時間：2009/06/30（共同作者:何曜

琛、鄭欽哲、王震宇） 
審稿制:有 

張有捷 助理教授
違反先契約通知義務之構

成要件分析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11/01 
審稿制:有 

梁宇賢 教授 

發票人之禁止背書轉讓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09/04/01 
審稿制:有 

論支票發票人之記載禁止

背書轉讓與付款銀行之付

款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03/01 
審稿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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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之提示期限與追索權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10/01/01 
審稿制:有 

支票之撤銷付款委託與追

索權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09/10/01 
審稿制:有 

票據之意義、性質、經濟

效用及票據行為 

期刊:月旦法學教室 
發表時間：2010/06/01 
審稿制:有 

發票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平

行線支票與委任取款背書

期刊:月旦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9/12/01 
審稿制:有 

許惠峰 助理教授

人權之代價 
期刊:人權會訊 
發表時間：2009/01/08 
審稿制:無 

跨越法學與經濟學之鴻溝

─兼論法律經濟分析之侷

限性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11/08 
審稿制:有 

郭介恒 副教授 

美國性別平等之違憲審查

基準 

期刊:二十一世紀公法學的新課題（憲

法篇） 
發表時間：2008/10/15 
審稿制:無 

文化資產保存審議法制 
期刊:律師雜誌 
發表時間：2008/08/15 
審稿制:有 

獨立機關與訴願管轄 
期刊:月旦法學 
發表時間：2009/07/10 
審稿制:無 

行政三法實施十周年之回

顧與檢討 

期刊:月旦法學 
發表時間：2010/07/15 
審稿制:無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八年度

判字第五二二號判決評析

期刊:台灣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9/10/15 
審稿制:無 

獨立機關 
期刊:憲政時代 
發表時間：2010/04/15 
審稿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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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鋒 副教授 

論故意–民國九十年以來

最高法院判決之動向觀察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07/01 
審稿制:有 

公務員圖利罪–變身為結

果犯後之困境及其可能出

路–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10/04/21 
審稿制:有 

陳月端 副教授 
政府及採購在法律上意義

之研究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11/28 
審稿制:有 

廖正豪 副教授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

的檢討與策進-並簡介日

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計

畫」 

期刊:刑事法雜誌 
發表時間：2008/12/01 
審稿制:有 

我國檢肅貪瀆法制之檢討

與策進－並從兩極化刑事

政策看「財產來源不明罪」

期刊:刑事法雜誌 
發表時間：2009/06/26 
審稿制:有 

從「精密司法」之精神看

大陸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08/01（共同作者:廖其

偉） 
審稿制:有 
備註:2008 年 7 月出版 

從兩極化刑事政策與修復

式正義論偏差行為少年之

處遇 

期刊:刑事法雜誌 
發表時間：2009/12/01 
審稿制:有 

鄭欽哲 助理教授

由比較法觀點分析反傾銷

制度公共利益條款－兼論

我國貿易救濟之改革方向

期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發表時間：2009/06/30（共同作者:姚思

遠、何曜琛、王震宇） 
審稿制:有 

謝庭晃 助理教授

刑法第 26 條修法及適用

之釋疑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07/01 
審稿制:有 

刑法第 296 條之 1 立法之

批判及其適用疑義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03/01 
審稿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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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關係與財產犯罪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8/11/01 
審稿制:無 

論刑法對胎兒生命法益的

保護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11/01 
審稿制:有 

論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之

1 與第 10 條第 2 項在實體

法與程序法上的困境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10/07/01 
審稿制:有 

謝榮堂 副教授 

社會救助之憲法保障與實

踐 

期刊:內政部社區發展季刊 
發表時間：2008/09/30 
審稿制:有 

論國家保護義務 

期刊:軍法專刊 
發表時間：2009/06/01（共同作者:周佳

宥） 
審稿制:有 

民主社會國之國家任務與

憲法基礎 

期刊:軍法專刊 
發表時間：2010/02/01（共同作者:周佳

宥） 
審稿制:有 

我國法制上公務員之定義

與適用範圍 

期刊:國防部軍法專刊 
發表時間：2010/06/10 
審稿制:有 

災後重建之社會救濟 
期刊:月旦民商法雜誌 
發表時間：2009/09/01 
審稿制:有 

評析安寧緩和醫療條例 
期刊:月旦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9/08/03 
審稿制:有 

幹細胞爭議與各國立法規

範研究 

期刊:軍法專刊 
發表時間：2009/12/01（共同作者:吳佩

珊） 
審稿制:有 

德國照護保險法制之研究

－作為我國未來立法借鏡

期刊:軍法專刊 
發表時間：2009/09/01 
審稿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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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聯邦憲法法院之憲法

釋義與新判例之見解與發

展 

期刊:軍法專刊 
發表時間：2010/02/01（共同作者:周佳

宥） 
審稿制:有 

方元沂 助理教授
台灣與美國公司重整制度

下新資金取得規定之研究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10/02/27 
審稿制:有 

范文清 助理教授 評能源稅法草案 
期刊:月旦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9/11/15 
審稿制:無 

陳美伶 副教授 
檢視我國醫療行政法規體

系與立法技術 

期刊:台灣法學雜誌 
發表時間：2009/12/15 
審稿制:無 

鄭文中 助理教授

國際刑法上以協商終結程

序之趨勢 

期刊:台灣國際法季刊 
發表時間：2009/12/30 
審稿制:有 

被告於國際刑事法院程序

之權利—以德國法上之公

正程序原則為中心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09/11/30 
審稿制:有 

戴銘昇 助理教授

論證券詐欺之主觀要件 
期刊:興大法學 
發表時間：2010/05/01 
審稿制:有 

論證券詐欺之行為要件－

以美國及我國法院實務案

例為中心 

期刊:華岡法粹 
發表時間：2010/03/01 
審稿制:有 

證券交易法第三十六條臨

時公開事由之評析－以施

行細則第七條規定之『對

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有重

大影響之事項』為中心－

期刊名稱:證交資料 
發表時間：2009/10/01 
審稿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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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論文 
教師 
姓名 

職稱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論文/發表時間/審稿制 

王志文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國

際法研究中心論文發表

會 

研討會論文:以巴協商和平條約之法律面

評析 
發表時間：2009/05/20 
審稿制:無 

何曜琛 教授 
2009年第 7屆海峽兩岸

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產品侵權責任抗辯事由淺析

發表時間：2009/06/19（共同作者:蔡立群）

審稿制:無 

林信和 教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藝術

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研討會論文:智慧財產權在文化創意產業

之配套機制 
發表時間：2008/12/01 
審稿制:無 

東吳大學兩岸法學研討

會 

研討會論文:論僱用人對受僱人求償權的

法律限制 
發表時間：2008/10/03 
審稿制:無 

姚思遠 教授 

第一屆海峽兩岸法學學

術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菸害訴訟之現況 
發表時間：2008/12/25 
審稿制:有 

國際法學會 2009 年區

域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Co-operation between domestic court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發表時間：2009/09/20 
審稿制:有 

郭介恒 副教授 

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管理法制之檢討 

研討會論文:美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管

理法制 
發表時間：2008/08/29 
審稿制:無 

2008 訴願制度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訴願法第 77 條之評析及修法

芻議 
發表時間：2008/08/15 
審稿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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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訴願制度研討

會 

研討會論文:瑕庛行政處分及行政爭訟 
發表時間：2009/10/23 
審稿制:無 

獨立機關之法制定位 

研討會論文:獨立機關之職權與運作-以美

國 FCC 為例 
發表時間：2009/09/25 
審稿制:無 

陳月端 副教授 
世新大學 2008 年財經

法學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政府採購適用主體之研究 
發表時間：2008/12/28 
審稿制:有 

廖正豪 副教授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制

度之檢討與策進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的

檢討與策進-並簡介日本「犯罪被害者等基

本計畫」 
發表時間：2008/09/29 
審稿制:有 

「廉政肅貪法制問題」

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我國檢肅貪瀆法制之檢討與

策進-並從兩極化刑事政策看「財產來源不

明罪」 
發表時間：2009/06/29 
審稿制:無 

2009 海峽兩岸司法實

務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邁向和諧，共創雙贏—從兩岸

刑事政策看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 
發表時間：2009/07/09 
審稿制:無 

海峽兩岸司法實務研討

會 

研討會論文:健全法制司法為民 
發表時間：2010/07/28 
審稿制:無 

兩岸四地「偏差行為少

年處遇之理論與實務」

研討會論文:從兩極化刑事政策與修復式

正義論偏差行為少年之處遇 
發表時間：2009/11/02 
審稿制:有 

鄭欽哲 助理教授 超國界法律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多邊開發銀行之當責機制—
以世界銀行監察小組為例 
發表時間：2008/12/21 
審稿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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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庭晃 助理教授
<我國最高法院刑事判

決之評析>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刑法第 26 條修法與適用之釋

疑 
發表時間：2009/05/25 
審稿制:無 

范文清 助理教授

台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舉辦「2009 消保業務研

討會」 

研討會論文:消保官公布消費資訊之法律

問題 
發表時間：2009/09/09 
審稿制:無 

台北市政府法規委員

會、中華國民憲法學會

和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

訓練處合辦「98 年度國

家賠償實務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論國家賠償請求權人之舉證

責任 
發表時間：2009/11/20 
審稿制:無 

行政法學會主辦「21 世

紀資訊法制之新趨勢」

研討會 

研討會論文:隱私權與租稅秘密之保護 
發表時間：2010/01/30 
審稿制:無 

梁宇賢 教授 

國際財經法學新趨勢 

研討會論文:一九九九年至二 O 一 0 年我

國海商法判决實證統計分析 
發表時間：2010/04/29（共同作者:饒瑞正）

審稿制:有 

國際財經法學新趨勢 

研討會論文:金融海嘯發生以來國際經濟

之演變與我國公司法相關之規定 
發表時間：2010/04/29 
審稿制:有 

戴銘昇 助理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

98學年度第 1學期財經

法研究中心學術研討會

(一) 

研討會論文:論證券詐欺之主觀要件 
發表時間：2009/10/16 
審稿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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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1：「97-98 學年度本系專任教師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之詳細情」 

 
老師 職稱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擔任職務

方元沂 助理教授 國科會 大專生參與研究計

畫-內線消息中重大

消息之認定 

2009/07/01-20
10/02/28 

計 畫 主 持

人 

王志文 教授 國科會 以巴全面性和平條

約之法律分析 
2008/08/01-20
09/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王萱琳 助理教授 中 國 文 化

大學 
競爭關係處分作成

程序中第三者之權

益保障-以日本法之

啟示為中心 

2010/04/01-20
10/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何曜琛 教授 經濟部 因應產業受進口衝

擊研析貿易救濟制

度改革方案－各國

2008/03/01-20
08/12/31 

協 同 主 持

人 

勞委會 外國人聘僱及管理

法制研究 
2009/09/01-20
09/11/30 

研究人員 

行 政 院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保險局 

保險業股權管理之

研究及其監理方向

2009/05/26-20
09/11/06 

研究人員 

勞委會 我國工時制度及相

關配套措施之研究

2009/08/24-20
09/12/31 

研究人員 

邱駿彥 教授 勞委會 外國人聘僱及管理

法制研究 
2009/09/01-20
09/11/30 

計 畫 主 持

人 
勞委會 我國工時制度及相

關配套措施之研究

2009/08/24-20
09/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國科會 企業資訊網路化趨

勢下勞工個人資訊

保護之研究 

2007/08/01-20
08/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姚思遠 教授 行 政 院 衛

生署 
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年輔導及行

銷計畫案 

2009/10/01-20
10/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司法院 司法智識庫仲裁法

－撤銷仲裁判斷精

選裁判整編 

2008/09/26-20
08/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305 

經濟部 因應產業受進口衝

擊研析貿易救濟制

度改革方案－各國

執行反傾銷制度公

共利益之實務運作

研究 

2008/03/20-20
08/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張有捷 助理教授 中 國 文 化

大學 
危險負擔、所有權

移轉與保險利益之

讓與？－最高法院

95 年度臺上字第

1447 號等民事判決

評釋 

2010/04/01-20
10/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司法院 司法智識庫仲裁法

－撤銷仲裁判斷精

選裁判整編契約 

2008/09/26-20
08/12/31 

協 同 主 持

人 

梁宇賢 教授 國科會 海商法判决之法學

實證研究 
2009/08/01-20
11/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元照 票據法案例 2009/01/01-20

09/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許惠峰 副教授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法律教

育教學研究創新計

畫─民事書狀實務

及談判技巧 

2009/06/01-20
10/03/31 

計 畫 主 持

人 

郭介恒 副教授 農委會 有關漁業（港）管

理中央與地方權限

之合理劃分 

2009/08/18-20
09/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交 通 部 中

華 郵 政 公

司 

我國郵政法修正之

研究 
2010/03/01-20
10/11/30 

計 畫 主 持

人 

農 委 會 漁

業署 
我國漁業法修正之

研究 
2010/04/01-20
10/10/14 

計 畫 主 持

人 
法務部 個人資料保護及管

理之執行 
2009/08/01-20
09/12/15 

計 畫 主 持

人 
行 政 院 法

規會 
訴願決定之種類及

效率之研究 
2010/07/01-20
10/07/31 

協 同 主 持

人 
體委會 運動彩券發行機構

之研究 
2010/08/01-20
11/07/31 

協 同 主 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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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部 國

庫署 
公益彩券發行及管

理制度變革之研究

2009/03/01-20
09/07/31 

共 同 主 持

人 
陳月端 副教授 經濟部 97 年度協助中小企

業參與政府採購服

務中心計畫 

2008/01/01-20
08/12/30 

計 畫 主 持

人 

陳美伶 副教授 經濟部 扶助中小企業參與

政府採購服務中心

計畫 

2008/02/01-20
08/12/31 

計 畫 主 持

人 

中 華 民 國

衛 星 廣 播

電 視 事 業

同業公會 

以公民審議機制進

行媒體評鑑之可行

性委託研究案 

2009/12/10-20
10/02/10 

計 畫 主 持

人 

台 中 市 政

府 
台中縣市合併改制

直轄市自治法規整

併銜接委託研究案

2010/03/01-20
10/07/31 

研究人員 

教育部 法學教育創新研究

子計畫─立法程序

與技術─理論與實

務的矛盾與衝突尋

找理想的法制環境

2009/08/01-20
10/05/31 

計 畫 主 持

人 

行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委員會 

政府資訊公開制度

實施成效評估委託

研究案 

2009/08/01-20
10/03/20 

協 同 主 持

人 

鄭欽哲 助理教授 中 國 文 化

大學 
國際主要金融機構

間環境與社會準則

之研究 

2010/04/01-20
10/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內政部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

谷段轉運系統試行

及後續發展評估建

議 

2010/04/05-20
10/12/15 

研究人員 

中 華 郵 政

公司 
我國郵政法修正之

研究 
2010/03/01-20
10/11/30 

研究人員 

農 委 會 漁

業署 
我國漁業法修正之

研究 
2010/04/01-20
10/10/14 

研究人員 

農委會 林務局國家森林志

願服務計畫修訂暨

推展活化計畫 

2009/06/23-20
10/07/07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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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因應產業受進口衝

擊研析貿易救濟制

度之改革方案－各

國執行反傾銷制度

公共利益之實務運

作研究 

2008/03/20-20
08/12/31 

協 同 主 持

人 

謝庭晃 助理教授 中 國 文 化

大學 
違法性認識錯誤之

研究 
2010/04/01-20
10/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謝榮堂 副教授 行 政 院 秘

書處 
訴願決定之種類與

執行效率之研究 
2010/07/01-20
10/07/31 

計 畫 主 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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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1：「本系專任教師參與社會服務之情形」 

 

教師 社會服務 

方元沂 

服務機構:中華國際法學會，服務項目:台灣區傑賽普模擬法庭比賽言詞辯論

評審，擔任職稱:台灣區傑賽普模擬法庭比賽言詞辯論評審 
服務機構: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服務項目:評審 98 年度

各證券暨期貨相關機構專案研究報告，擔任職稱:98 年度各證券暨期貨相關

機構專案研究報告之評審委員 

王萱琳 

服務機構:台中縣政府法制處法規委員會，服務項目:法規審查，擔任職稱:
法規委員 
服務機構:交通部法規委員會，服務項目:法規審查，擔任職稱:法規委員 
服務機構:國防部，服務項目:訴願審議委員會，擔任職稱:訴願審議委員 
服務機構:新竹地方法院調解室，服務項目:調解，擔任職稱:調解委員 

王寶輝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服務項目:仲裁人審查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服務項目:選定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交通部，服務項目:高速鐵路行車事故處理小組，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桃園國際航空站，服務項目:97 年度第二航廈綜

合免稅商店履約績效考評會議，擔任職稱:考評委員 
服務機構:仲裁協會，服務項目:仲裁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命題委員開會，擔任職稱:專科召集人 
服務機構:桃園縣政府，服務項目:97 年度「桃園縣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諮

詢小組」，擔任職稱:顧問 
服務機構:桃園縣政府，服務項目:桃園縣立體育場「桃園縣國際棒球場及周

邊園區 OT 案前置作業計劃」先期計畫書審查會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桃園縣政府，服務項目:桃園縣政府「農特產品展售中心(台灣精品

館)ROT 案前置作業」可行性評估報告書審查會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桃園縣政府，服務項目:桃園縣政府促進推動小組，擔任職稱:顧問

服務機構:高雄市政府，服務項目:高雄市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 99 年度

第 1 次審議會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服務項目:96 年度學生宿舍 BOT 案，擔任職

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服務項目:「公館院區乳房中心磁

振造影等三項儀器醫療合作案」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服務項目:委外合作經營營運績效

評估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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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曜琛 

服務機構:「2008 年理律盃校際法律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論賽」由理律文教

基金會、銘傳大學法律學院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主辦，服務項目:理
律盃法律辯論比賽，擔任職稱:評審 
服務機構:98 年度教育部，服務項目: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整合型計畫

「跨國法律規範理論與教學模組之建構」，擔任職稱:期中報告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服務項目:評審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專書稿件，

擔任職稱:評審委員 
服務機構:中正大學法律學系法律 e 化與互動教學研究中心，服務項目:英譯

法律暨標準字典網站中日合作研究案，擔任職稱:編審委員、顧問 
服務機構:中華比較法學會，服務項目:理事，擔任職稱:理事 
服務機構:中華民航運輸協會，服務項目:監事，擔任職稱:監事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服務項目:公共政策委員會委員，擔

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英文：Chinese (Taiw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服務項目:理事，擔任職稱:理事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舉辦之傑賽普（Jessup）法律辯論比賽，服務

項目:傑賽普英語法律辯論賽，擔任職稱:評審 
服務機構: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服務項目: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憲法判決選譯

翻譯，擔任職稱:判決選譯翻譯委員 
服務機構:司法院民事廳，服務項目:99 年度破產法修正草案公聽會，擔任職

稱:委員 
服務機構:司法院英譯大法官解釋編輯委員會，服務項目:司法院大法官書記

處大法官解釋翻譯，擔任職稱:翻譯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97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民間

之公證人、會計師、社會工作師、不動產估價師、專利師考試暨普通考試

地政士考試(律師)，擔任職稱: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考選部，服務項目:參與考試工作獲感謝狀，擔任職稱:命題

審查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98 年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98 年關務人員升

官等考試，擔任職稱:命題、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新制司法官律師考試法學英文題庫命題工作，

擔任職稱:審題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新制司法官律師考試題庫命題工作，擔任職稱:
命題、審題委員 
服務機構:東吳大學 WTO 法律研究中心，服務項目:東吳大學 WTO 研究中

心研究人員，擔任職稱:研究人員 
服務機構: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服務項目:98 年度模擬法律事務所暨模擬法庭

辯論賽(中英文法律意見書)，擔任職稱:書狀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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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第 50 期學員法學研究報告教席，服務項目:
司法官訓練所蔡立群學員法學研究報告，擔任職稱:教席 
服務機構:國際私法研究會，服務項目:擔任國際私法研究會會員，擔任職稱:
會員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擔任 98 年公費留學考試面試，擔任職稱:面試

委員 
服務機構:逢甲大學商學院財經法律研究所，服務項目:擔任商學院財經法律

研究所擬聘助理教授資格審查委員，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臺北大學法律學系國際法研究中心與國際法學社 ，服務項目:演
講活動：近期在調解與仲裁上的發展，擔任職稱:演講人 
服務機構:臺灣證券交易所，服務項目:上市審議委員會外部審議委員，擔任

職稱:委員 

林信和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服務項目:98 年度大學校院系

所評鑑，擔任職稱:評鑑委員 
服務機構:擔任國立台北教育大學，服務項目:98 年度文教法律研究所研究生

凃蘊庭碩士論文計畫口試委員，擔任職稱:論文口試委員 

林柏杉 
服務機構: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服務項目:行政管理、推動校友會業務，

擔任職稱:秘書長 
服務機構:華岡法學基金會，服務項目:參與基金會董事會，擔任職稱:董事

林恒志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98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司人員考試，擔任職

稱:閱卷委員 

邱駿彥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服務項目:召開勞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研修會議，擔任職稱:教授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服務項目:法律諮詢會議，擔任職稱:雇主

委員會委員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服務項目:雇主委員會委員，擔任職稱:雇主

委員會委員 
服務機構: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服務項目:「99 年第 2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

之課程講座，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99 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命題委員，擔任職稱:
命題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擔任 97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

民間之公證人、會計師、社會工作師、不動產估價師、專利師考試典試委

員，擔任職稱:典試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擔任 97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利

師考試命題委員，擔任職稱:命題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考選部，服務項目:口試委員，擔任職稱:98 年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第二試個別口試口試委員 



311 

服務機構:考試院考選部，服務項目:命題委員，擔任職稱:98 年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命題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考選部，服務項目:閱卷委員，擔任職稱:98 年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 98 年軍法官考試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考選部，服務項目:閱卷委員，擔任職稱:98 年特種考試地

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亞洲勞動法學會，服務項目:籌備委員，擔任職稱:2009 年亞洲勞

動法學會地區會議籌笨委員 
服務機構:苗栗縣勞資關係協會，服務項目:99 年度勞動法實務爭議問題研討

會講座，擔任職稱:演講講座 
服務機構:國家教育研究院(豐原校區)，服務項目:教育部委託訓練課程講

座，擔任職稱:擔任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辦理[勞動基準法實務研習

班]課程講座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99 學年度建教合作審議委員會委員，擔任職稱:
審議委員會委員 

姚思遠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服務項目:會務發展，擔任職稱:秘書長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司法官考試商事法組召集人兼出題委員，擔任

職稱:典試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司法官考試閱卷暨口試委員，擔任職稱:司法官

考試閱卷暨口試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外交領事人員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擔任職稱:
外交領事人員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調查人員考試出題暨閱卷委員，擔任職稱:調查

人員考試出題暨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服務項目: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擔任職稱:行政院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98 年公費留學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擔任職

稱:98 年公費留學考試命題及閱卷委員 

范文清 

服務機構: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出席人事行政局主辦「行政院所屬中央機

關法制單位設置及人力配置實地訪視行程」，擔任訪視委員，擔任職稱:訪視

委員 
服務機構: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處，服務項目:講座，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台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服務項目:審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擔任

職稱:審查人 
服務機構:台北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服務項目:作成訴願決定，擔任職稱:
訴願委員 

張有捷 
服務機構:行政院金融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服務項目:研議「保險商品審查

委員會設置及審查委員遴選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擔任職稱:研議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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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服務項目:責任保險法規個案實例研

討班，擔任職稱:講師 
服務機構:臺北律師公會，服務項目:（97）年網爭字第 004 號（網域名稱

runecape.tw 爭議），擔任職稱:專家小組 

梁宇賢 

服務機構:98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及 98 年軍法官考試，服務項目:
命題及閱卷，擔任職稱:命題委員、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法學研究學會，服務項目:法學研究，擔任職稱:榮譽常務

理事 
服務機構:台北市國立中興大學校友會，服務項目:联繫服務，擔任職稱:理事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97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擔任職稱:
典試委員 、命題委員、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99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典

試委員會，擔任職稱:典試委員、命題暨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命題、審題及推薦人選，擔任職稱:司法官及律

師考試常設題庫小組召集人 
服務機構:考選部題庫管理處，服務項目:試題審查，擔任職稱:審查委員、召

集人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服務項目:規劃`評鑑、召集

人，擔任職稱:規劃委員、評鑑委員、召集人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服務項目:規劃評鑑/，擔任職

稱:規劃委員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服務項目:評鑑，擔任職稱:
評鑑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服務項目:98 學年度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評

鑑，擔任職稱:98 學年度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評鑑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臺北大學招生委員會，服務項目:命題及閱卷，擔任職稱:命題

及閱卷委員 
服務機構:臺灣高等法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服務項目:訴願審議，擔任職稱:
訴願審議委員會 
服務機構:臺灣高等法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服務項目:審議訴願案件，擔任職

稱:訴願審議委員 
服務機構: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項目:上市審議，擔任職稱:
外部審議委員 

許惠峰 
服務機構:國際扶輪社 3480 地區，服務項目:法治教育，擔任職稱:法治教育

主委 
服務機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服務項目:提供法律意見，擔任職稱:監事

郭介恒 
服務機構:文建會，服務項目:公共藝術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文建會，服務項目:訴願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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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台北市政府，服務項目:研究計畫評選，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台北縣政府，服務項目:勞資爭議仲裁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台灣行政法學會，服務項目:理事會議，擔任職稱:理事 
服務機構:玄奘大學，服務項目:論文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交通部，服務項目:法規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交通部，服務項目:國賠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交通部，服務項目:訴願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特種考試，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司法考試命題，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司法考試命題大綱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題庫命題，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服務項目:研究案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服務項目:訴願法修法，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育達大學，服務項目:研究計畫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法務部，服務項目:政風班授課，擔任職稱:講師 
服務機構:退輔會，服務項目:法規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高教評鑑中心，服務項目:申訴評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研究報告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訴願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評鑑中心，服務項目:大學評鑑申訴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農委會，服務項目:法規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服務項目:講演，擔任職稱:講師 
服務機構:檔案局，服務項目:國家檔案管理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中科三期環評案，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水污法增修諮詢，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法規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研究案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國賠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採購評選，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訴願審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保署，服務項目:機車定檢調查勘驗，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環訓所，服務項目:人員講習，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警察大學，服務項目:升等審查，擔任職稱:委員 

陳友鋒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99 年公務員特種考試，擔任職稱:命題兼閱卷

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九八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擔任

職稱:閱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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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司法官及律師考試題庫建置，擔任職稱:刑法組

常設題庫小組命題委員 
服務機構:東吳大學法學院，服務項目:第十一屆全國高中生法律營，擔任職

稱:刑法案例課程講師 
服務機構:南亞技術學院，服務項目:副教授升等資格審查，擔任職稱:審查委

員 
服務機構:致遠管理學院，服務項目:講師升等資格審查，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人文管理學院，服務項目:講師升等資格審查，

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服務項目:冤獄賠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擔

任職稱:審查委員 

陳美伶 

服務機構: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依法行政數位課程委外執行會議，擔任職

稱:執行教授 
服務機構: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宜蘭傳統藝術中心人力評鑑會議，擔任職

稱:訪查委員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醫院牙科協會第 5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服

務項目:專題演講─檢視我國衛生醫療行政法規體系與立法技術，擔任職稱:
演講人 
服務機構:文官培訓所，服務項目:高考及格職前訓練班─行政程序法實務，

擔任職稱:講座教授 
服務機構:文官培訓所，服務項目:高考及格職前訓練課程─依法行政與實

務，擔任職稱:講座教授 
服務機構:司法人員研習所，服務項目:行政法院法官培訓班─政府資訊公開

法講座，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台北醫學大學，服務項目:醫療人權與論理，擔任職稱:專題演講人

服務機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骨科演講，服務項目:醫療行政面面觀，擔任職

稱:演講人 
服務機構:台灣高鐵公司，服務項目:提供法律意見與諮詢，擔任職稱:法律顧

問 
服務機構: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服務項目:因應公務人員考績

制度變革有關考績丙等救濟程序座談會，擔任職稱:專家學者 
服務機構: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服務項目:演講「政府資訊公

開法」，擔任職稱:專題演講人 
服務機構:考試院公務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文官培訓所，服務項目:委託文化

大學推廣部「委任升荐任班訓練」─依法行政實務課程，擔任職稱:講座教

授 
服務機構:考試院公務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文官培訓所，服務項目:委託政治

大學公企中心辦理「委任升荐任訓練」─行政程序法實務課程，擔任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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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教授 
服務機構:考試院文官學院，服務項目:委任升荐任訓練「依法行政」課程教

材諮詢會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考試院文官學院，服務項目:高考及格職前訓練─行政程序法實

務，擔任職稱:講應 
服務機構:考試院文官學院，服務項目:高考及格職前訓練─行政程序法與實

務課程講座，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考試院文官學院，服務項目:高考及格職前訓練─依法行政與實務

課程，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考試院文官學院，服務項目:普考及格職前訓練─依法行政與實務

課程，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98 年度人事行政研究發展徵文獎勵

第 1 次評審小組會議，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考績制度專案小組，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高雄航空站人力評鑑，擔任職稱:
訪查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服務項目:第二屆人事政策諮詢小組第三次會

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務人力發展中心，服務項目:法規衝擊影響評

估講座，擔任職稱:講座教授 
服務機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服務項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

員，擔任職稱:諮詢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服務項目:「政府採購制度問題探討

與對策」委託研究案審查會議，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服務項目:「政府機關強化個人檔案

資料保護措施」委託研究案審查會議，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服務項目:委託研究案審查會「公設

財團法人監督機制研究」，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服務項目: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

究第三期委託研究期中報告審查，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服務項目:政府採購法疑義諮商，擔任職

稱: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服務項目:研商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與

政府採購相關議題，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服務項目:從「經濟社會文

化人權公約」 看我國人權的實踐與展望，擔任職稱:演講人 
服務機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服務項目: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訂定準則，擔任職稱:委員─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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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服務項目:依法行政與法律適用演講，擔任職

稱:演講人 
服務機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服務項目: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解析 ～兼談與

個人資料保護、檔案利用及行政程序中之閱覽卷宗相關問題之釐清，擔任

職稱:專題演講 
服務機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服務項目:軍公教人員性別工作平等法案件之

申訴、救濟及處理程序疑義會議，擔任職稱:委員─專家學者 
服務機構:行政院衛生署，服務項目:醫療法人董事管理事宜會議，擔任職稱:
諮詢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服務項目:法學領域諮詢專家，擔

任職稱:專家學者 
服務機構: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服務項目:法制人力評估會議，擔任職

稱:訪查委員 
服務機構:私立東吳大學醫事法律講座，服務項目:檢視我國醫療行政法規與

立法技術之探討，擔任職稱:講座教授 
服務機構:法務部，服務項目:行政程序法研究修正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法務部，服務項目:研究報告審查會議─政府資訊公開法改進之研

究(湯德宗教授)，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法務部，服務項目:國家賠償事件處理小組委員，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法務部，服務項目: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研商，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法制人員訓練班，服務項目:政府資訊公開法

講座，擔任職稱:講座教授 
服務機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服務項目:倫理委員會個案審議，擔

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念基金會，服務項目:賠償個案爭議諮詢會

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念基金會，服務項目:賠償案件法律疑義諮

商，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金會，服務項目:董事會，擔任職稱:董事

服務機構:國立中央大學，服務項目:法務部委託研究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施行成效檢討之研究」座談會，擔任職稱:專家學者 
服務機構:國立政治大學政大書院，服務項目:生命導師座談，擔任職稱:分享

人生經驗講授人 
服務機構:國防部，服務項目:員工在職訓練─法制作業應遵守之基本原則，

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國家安全局，服務項目:任職法規適用疑義研商，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國家安全局，服務項目: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18 條法令解釋研討會，

擔任職稱: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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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國家安全局，服務項目:國家情報工作法適用疑義諮詢會議，擔任

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經濟部工業局，服務項目:研商變更租稅優惠事項申請，其申請日

是否重新起算議題會議，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服務項目:法規調適機制委託研究案審查會

議，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靜宜大學繼承法委託研究案訪談，服務項目:接受訪談提供專業意

見，擔任職稱:受訪學者 

廖正豪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擔任職稱:名譽理事長 
服務機構:社團法人海峽兩岸法學交流協會。擔任職稱:理事長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金會。擔任職稱:董事長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向陽公益基金會。擔任職稱:董事長 
服務機構:財團法人泰安旌忠文教公益基金會。擔任職稱:董事長 
服務機構:國際尊親會。擔任職稱:理事長 

鄭文中 

服務機構:苗栗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服務項目:政府機構學術服務，擔任

職稱:訴願審議委員 
服務機構:財經立法監督聯盟，服務項目:針對立法院八大委員會的問政品質

進行評估，並對其立法的專業績效進行評比，擔任職稱:專家學者 

戴銘昇 

服務機構:台北市政府，服務項目:勞資爭議調解，擔任職稱:勞資爭議調解委

員 
服務機構:財經立法監督聯盟(台灣客壇協會與台灣金融教育協會)，服務項

目:財督盟(監督立法院財政委員會)，擔任職稱:教授成員 

謝庭晃 

服務機構:世新大學法學院，服務項目:期刊論文審查，擔任職稱:審查委員

服務機構:台灣真理大學與日本名城大學，服務項目:台灣真理大學與日本名

城大學「財經法律」學術研討會，擔任職稱:翻譯 
服務機構:玄奘大學，服務項目:法律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口試，擔任職稱:論文

口試委員 
服務機構:考選部，服務項目:題庫命題，擔任職稱:常設題庫命題委員 

謝榮堂 

服務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服務項目:仲裁，擔任職稱:仲裁人 
服務機構:內政部農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服務項目:爭議案件審查，

擔任職稱:審議委員 
服務機構: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服務項目:國家賠償案件審議，

擔任職稱:國家賠償審議委員 
服務機構:台北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服務項目:法律諮詢，擔任職稱:專家

學者 
服務機構:考試院，服務項目:97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民間

之公證人，會計師，社會工作師，不動產估價師，專利師暨普通考試地政

士考試，擔任職稱:閱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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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考試院考選部，服務項目:警察人員三等四等考試，擔任職稱:命題

委員 
服務機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務人力發展中心，服務項目:人權專題研究及

演講，擔任職稱:講座 
服務機構: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服務項目:法律諮詢，擔任職稱:法規會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台灣大學，服務項目: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所學生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國立台灣大學，服務項目:教師，擔任職稱:兼任助理教授 
服務機構:國防部政治作戰教育訓練中心，服務項目:義務役預官 58 期專題

講座，擔任職稱:行政法教授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法律諮詢，擔任職稱:法規會委員 
服務機構:教育部，服務項目:法規委員會，擔任職稱:委員 
服務機構:教育部私立學校退撫基金監理會委員，服務項目:監理委員及法律

諮詢，擔任職稱:監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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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1：「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期刊學報編審之情況」 

 

教師姓名 期刊學報編審詳細內容 

方元沂 
Chinese (Taiw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語文:英文，

出版單位: 中華國際法學會，職位:Associate Editors，期刊、學報地

點:Worldwide 

何曜琛 

《歐美研究》季刊 ，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歐美

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職位:審查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灣台北市

Chinese (Taiw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 (中華民國國

際法學會英文年報第 25 卷)，語文:英文，出版單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

會，職位:編輯委員 (Editor)，期刊、學報地點:Cameron May, UK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

會，職位:編輯委員、審查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 

公平交易季刊，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職位:
審查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市 

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期刊，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

研究協會，職位:臺灣，期刊、學報地點:編審委員 

東吳法律學報編輯委員會，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東吳大學法律學系 ，
職位:審查委員，期刊、學報地點:東吳大學法律學系 

東吳英文法律學報，語文:英文，出版單位: 東吳大學法律系，職位:審
查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 

法學新論雜誌，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元照出版公司，職位:審查委員，

期刊、學報地點:臺北市 

李復甸 
CAA Arbitration Journal，語文:英文，出版單位: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R.O.C.，職位:editor，期刊、學報地點: 台北 

林信和 
東吳法律學報，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私立東吳大學，職位:編輯委員，

期刊、學報地點:中華民國 

姚思遠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律評論，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中華民國國際法

學會，職位:執行主編，期刊、學報地點:台北 

梁宇賢 

仲裁，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職位:編輯委員，期

刊、學報地點:台北市 

真理財經法學，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真理大學財經法學，職位:編輯

顧問，期刊、學報地點:台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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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大學法學論叢，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國立臺北大學法律學院，職

位:校外諮詢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市 

許惠峰 
中國人權協會會訊，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中國人權協會，職位:人權

會訊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市 

郭介恒 

中正法學集刊，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中正大學法學院，職位:審查委

員，期刊、學報地點:嘉義 

台北大學法學論叢，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台北大學法學院，職位:審
查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 

台灣海洋法學報，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海洋大學，職位:審查委員，

期刊、學報地點:基隆 

黃宗樂 

月旦法學，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元照出版公司，職位:編輯顧問，期

刊、學報地點:臺北 

台灣法學雜誌，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司，職

位:編審委員，期刊、學報地點:台北市 

台灣國際法季刊，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台灣國際法學會，職位:發行

人兼總編輯，期刊、學報地點:台北市 

臺北大學法學論叢，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臺北大學法律學院，職位:
校外編審委員，期刊、學報地點:臺北 

廖正豪 
刑事法雜誌，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財團法人刑事法雜誌社基金會，職

位:發行人，期刊、學報地點:台北 

謝榮堂 

軍法專刊，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國防部軍法專刊社，職位:審查委員，

期刊、學報地點:台灣 

教科書，語文:中文，出版單位: 國立編譯館，職位:審查委員，期刊、

學報地點:國立編譯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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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2：「本系專任教師參與學術團體之情況」 

 

系所 姓名 國際學術團體名稱(中) 國際學術團體名稱(英) 職稱(中) 

法律系 李復甸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Chinese (Taiw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理事 

法律系 林信和 中國人權協會  理事 

法律系 何曜琛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Chinese (Taiw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理事 

法律系 何曜琛 中華比較法學會 Chines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 

理事 

法律系 何曜琛 世界國際法學會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理事 

法律系 何曜琛 美國國際法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會員 

法律系 姚思遠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Chinese (Taiw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秘書長 

法律系 姚思遠 世界國際法學會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執行委員

法律系 郭介恒 行政法學會  理監事 

法律系 陳美伶 行政法學會  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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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3：「96-98 學年度法學院系所圖書資料經費執行狀況表」 

 

96 學年度法學院系所圖書資料經費執行狀況表 

圖書經費 
期刊資料

庫經費 
經費合計

圖書執行

金額 

期刊資料

庫執行金

額 

執行總金

額 
結餘金額

1,800,000 2,000,000 3,800,000 2,244,276 1,559,208 3,803,484 (-3,484)

 

97 學年度法學院系所圖書資料經費執行狀況表 

圖書期刊

經費 
資料庫經

費 
經費合計

圖書期刊

執行金額

資料庫執

行金額 
執行總金

額 
結餘金額

2,100,000 1,700,000 3,800,000 1,716,429 1,775,513 3,491,942 308,058 

 

98 學年度法學院系所圖書資料經費執行狀況表 

圖書期刊

經費 
資料庫經

費 
經費合計

圖書期刊

執行金額

資料庫執

行金額 
執行總金

額 
結餘金額

2,000,000 1,800,000 3,800,000 1,948,798 1,800,000 3,748,798 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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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1：「97-98 學年度法律研究所畢業生畢業論文一覽表」 

 

97 學年度法律研究所畢業生畢業論文 

序

號 
畢業學

年期 
所簡稱

年級
學號 姓名 論文題目 指導老師

1 0971  
法律碩

3  
92112161 黃喬雍

中國大陸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之

研究 
鄭冠宇 

2 0971  
法律碩

4  
94112011 蔡立群

論現代產品責任法抗辯事由－以美國

法之瑕疵類型為中心  
何曜琛 

3 0971  
法律碩

4  
94112240 吳怡玫 團體協商不當勞動行為法制之研究 邱駿彥 

4 0971  
法律碩

3  
95112235 許晉瑋

公司社會責任之研究─以團隊生產理

論為中心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Focus on Team Production Theory  

何曜琛 

5 0972  
法律碩

4  
91112371 林大鈞

中央與地方立法權界分-兼論地方自治

團體經營商業權限 
陳新民 

謝榮堂-共

6 0972  
法律碩

4  
92112056 吳敏菁

由公司社會責任論企業之捐贈 
A Study on Corporate Do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何曜琛 

7 0972  
法律碩

4  
92112234 張躍嚴 動產附合與混合之法律關係研究 鄭冠宇 

8 0972  
法律碩

4  
92112331 陳志成

證券交易法資訊不實罪之研究 
A SUT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AL OF DISCLOSING 
FALSE FINACIAL INFORMATION 
IN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FOCUSING ON THE FINACIAL 
REPORTS-  

廖正豪 

9 0972  
法律碩

4  
92112498 林信安

公司治理與監控機制之研究—兼論兩

岸獨立董事制度 
A Stud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

梁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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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Director System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lso Visited  

10 0972  
法律碩

4  
92112561 劉宇嫻

論中央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以作

為及不作為之監督及其法律救濟 
劉建宏 

11 0972  
法律碩

4  
93112386 鄭淑微 租稅解釋函令與租稅規避之研究 謝榮堂 

12 0972  
法律碩

4  
93112467 林彥君 論事業水平結合之審核標準 許惠峰 

13 0972  
法律碩

4  
93112521 劉榮德

實用主義法學方法在我國司法實務運

作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Judicial Applicability 
of Legal Pragmatic Methodology in 
Taiwan"  

王寶輝 

14 0972  
法律碩

4  
94112193 張君豪 預付型商品規範之研究 林信和 

15 0972  
法律碩

4  
94112282 王明偉 賭博行為應刑性之研究 陳友鋒 

16 0972  
法律碩

4  
94112355 莊武能

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偵防犯罪之法律

爭議探討 
Utilization of GPS tracking systems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discussions of relatied legal 
issues  

蔡清遊 

17 0972  
法律碩

4  
94112363 王曉雁

論法學研究之創新因素 
On The Element Of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Of Jurisprudence  

楊奕華 

18 0972  
法律碩

4  
94112401 高偉峻

企業併購與組織再造類型之研究─兼
論外商併購中國大陸企業之法制  

何曜琛 

19 0972  
法律碩

4  
94112487 陳妍婷

內線交易之研究—以重大消息之認定

與揭露制度為中心 
李復甸 

20 0972  
法律碩

4  
94112533 劉佳龍

行政罰法上一行為與數行為之探討─
以法院實務見解為中心─  

劉建宏 

21 0972  
法律碩

4  
94112541 吳羚榛

論現代型訴訟下事證開示之運用─兼
從經濟效率觀點探討  

許惠峰 

22 0972  
法律碩

3  
95112057 盧俊宇

連帶債務態樣及個案適用之研究 
 

鄭冠宇 
劉昭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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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0972  
法律碩

3  
95112243 賴佳柔

表決權信託之意義與其在實務運作之

研究 
林恒志 

24 0972  
法律碩

3  
95112260 莊賀元 政府採購法先調後仲機制之研究 陳月端 

25 0972  
法律碩

3  
95112324 吳弘達

器官移植適法性要件之研究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legal component 
of organ transplant  

曾淑瑜 

26 0972  
法律碩

3  
95112332 吳培菁

從司法實例論妨害公務罪 
The study on offences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function from judicial cases  

曾淑瑜 

27 0972  
法律碩

3  
95112391 王博鑫

網路不實廣告之規範及其民事責任之

研究 
鄭冠宇 

28 0972  
法律碩

2  
96112409 冷函芸

刑罰裁量之研究—以犯罪後態度為中

心 
曾淑瑜 

 

98 學年度法律研究所畢業生畢業論文 

序

號 
畢業學

年期 
所簡稱

年級
學號 姓名 論文題目 指導老師

1 0981  
法律碩 

4  
94112444 鄭如雅

公寓大廈規約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 
The Code of the Apartment Mansion 
and It the Research of Ralated Problem  

林信和 

2 0981  
法律碩 

4  
95112367 邢愷明

論實質課稅原則在租稅規避上的運用-
以創設土地共有關係為中心 

鄭冠宇 

3 0981  
法律碩 

4  
95112448 王慶泰

行政爭訟停止執行制度之研究-以我國

法與日本法之比較為中心 
王萱琳 

4 0982  
法律碩 

4  
92112269 陳振榮

金融控股公司之組織改造與監理制度

之研究 
李復甸 

5 0982  
法律碩 

4  
93112084 劉新耀

論鑑定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功能與

地位 
The Position of Expert Wit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e  

蔡清遊 

6 0982  
法律碩 

4  
94112037 楊智全

敵意併購防禦措施之研究－兼論目標

公司利害關係人之保障 
梁宇賢 

7 0982  
法律碩 

4  
94112096 黃園芳

兩岸有關處置不良資產法制之比較研

究－以金融資產管理公司為中心－  
林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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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982  
法律碩 

4  
94112304 林懿君

特殊目的信託及保護監督機制之研究

---以金融資產證券法制為中心  
A Study on Special Trust and Its 
Framework for Supervation and 
Protection---Focus on Legal system for 
Financial Asset Securitization  

林恒志 

9 0982  
法律碩 

4  
94112312 王文宗

勞動派遣契約中雇主脫法行為之法律

問題研究 
邱駿彥 

10 0982  
法律碩 

4  
95112090 王佐呈

關係人交易之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法

為核心 
林恒志 

11 0982  
法律碩 

4  
95112111 曾炳憲

偽造犯罪之研究─以抽象危險犯進行

統一規制之可行性評估 ─  
陳友鋒 

12 0982  
法律碩 

4  
95112120 曾彥碩

金融與商業分離原則─ 金融控股公司

轉投資非金融事業相關問題探討  
Separation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 
The discussion fo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ransfers invests th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 questions  

林恒志 

13 0982  
法律碩 

4  
95112189 黃雨潔 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之檢討 邱駿彥 

14 0982  
法律碩 

4  
95112201 王建偉

DNA 刑事證據採樣程序規範之研究 
A Research of Norms of DNA Criminal 
Evidences' Sampling Procedures  

曾淑瑜 

15 0982  
法律碩 

4  
95112421 嚴若文

生前契約定型化之研究 
A Study on Pre-need Funeral Service 
Agreement  

林信和 

16 0982  
法律碩 

4  
95112430 徐翰霄

內線交易中重大消息之判斷與再省思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Insider Trading: Judgment and 
Reconsideration  

李復甸 

17 0982  
法律碩 

4  
95112464 張嘉育 妨害性自主罪之解構與重建 陳友鋒 

18 0982  
法律碩 

4  
95112481 廖震宇

論公務員圖利罪-以應刑實體要件之展

現為中心 
Attempting to help certain parties 
profit-Centered on Strafwurdige  

陳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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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982  
法律碩 

3  
96112069 傅家瑋

政府採購招標決標與爭議處理之研究

－以台南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法規劃

技術服務採購案為核心 
陳月端 

20 0982  
法律碩 

3  
96112476 陳建邦

新聞採訪侵害身體行動自由之民事責

任 
鄭冠宇 

劉昭辰-共

21 0982  
法律碩 

3  
96112531 林冠伶 傳染病防治與基本權利保障之研究 謝榮堂 

22 0982  
法律碩 

3  
96112549 鍾瑤 

兩岸洗錢犯罪防制之比較研究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ct in China and Taiwan  

廖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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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7.1：「法律學研究所論文統一引註格式」 

 
法律學研究所論文統一引註格式 

 
統一引註格式（中文） 

類 型 說 明 範 例 格 式 

專書 1. 書籍之引註格式為：作者，書

名，頁次，出版商（或經銷商），

出版年份與版次。 

2. 若已編為系列叢書者，請將叢

書系列及叢書號次名稱，予以說

明。 

3. 頁次的說明，請以〝第  頁〞

加阿拉伯數字的方式呈現。若有

區間，請以〝-〞號隔開。 

4. 若某本書為初版，則不需註明

其版次，僅列出年代即可。 

5. 若為翻譯之作品，則依序以

〝原作者〞，〝譯者〞，〝書名〞

的方式呈現 

6. 若為合著之作品，於第一次引

用時，請將所有作者之姓名予以

呈現。而第二次以下之引用，僅

需註明第一位作者即可。 

7. 若為眾多作者所著之書籍，且

另有主編者，則其引註之方式，

必需將所引註部分之作者及編

者予以表明。第一次出現的頁數

為該部份的首頁，逗號後出現的

則為實際引用的頁數。 

1.未編為系列叢書者：林山田，刑法通論，第 816-819
頁，自版，1995 年。 

2.已編為系列叢書者：王澤鑑，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

台大法學叢書（76），第 58 頁，自版，1997 年再版。

3.譯著：蘆部信喜著，李鴻禧譯，憲法，第 34 頁，月

旦出版社，1995 年。 

4.合著書籍：黃宗樂、陳棋炎、郭振恭著，民法親屬

新論，第 55 頁，台北，1993 年初版。 

5.多人合著且有主編之情形：許宗力，「行政處分」，

翁岳生編，行政法，第 445、450-455 頁，翰蘆出版社，

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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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書引註 1.需註明前揭註之位置。 林山田，前揭註 15，第 30 頁。 

論文集 1.論文集之引註格式，請在所引

之文章上加單引號「」。 

2.所引為整篇論文者，則在頁次

的表達方式上，表明〝起始頁以

下〞即可。 

3.其它部分，請參考專書部分之

說明。 

1.祝壽論文集：王仁宏，「有價證券之基本理論」，

收於，鄭玉波七秩華誕祝賀論文集，第 1 頁，三民書

局，1988 年。 

2.一般論文集，未編為系列叢書者：黃東熊，「對質

與交互詢問」，收於，當代法學名家論文集─慶祝法

學叢刊創刊四十週年，第 398 頁，1996 年。 

3.一般論文集，已編為系列叢書者：翁岳生，「論不

確定法律概念與行政裁量之關係」，收於氏著，行政

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台大法學叢書（2），第 63 頁，

三民書局，1976 年。 

期刊雜誌 期刊雜誌之引註格式：作者，「所

引之文章名」，雜誌期刊名，卷

次，期次，頁次，出刊日期。 

葉俊榮，「「九七憲改之檢討」學術研討會導言」，

台大法學論叢，第 27 卷，第 2 期，第 1-6 頁，1998
年 1 月。 

政府公報 政府公報之引註格式亦應與期

刊雜誌相同，應表明：公報名

稱，卷次，期次，頁次（日期，

由於政府公報具官方文件之性

質，因此在日期之表達方式上，

可能會出現民國紀元之情形，此

時，似可考量由作者自由選擇採

用西元紀元或民國紀元） 

法務部公報，第 xx 卷，第 xx 期，第 xx 頁，19xx 年 x
月。 

報紙報導 1.若已知文章名稱及作者時，其

引註格式：作者，「所引文章

名」，報章名，日期(請以如右之

阿拉伯數字的方式表現)，版次。

2.若為純粹之聞報導則：報章

名，版次，日期。 

1.已知文章名及作者：葉俊榮，「荒蕪的第三條路線：

敞開司法大門，順應社會變遷」，首都早報，第 6 版，

1990 年 9 月 17 日。 

2.純粹為新聞報導：中國時報，第 2 版，1997 年 2 月

21 日。 

學位論文 學位論文之引註格式為：作者，

論文名稱，學校及學位名，頁次

（日期） 

莊國榮，稅捐法上行政規則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

碩士論文，第 56 頁，1986 年。 

研討會論文 於研討會上所發表之論文：發表

人，「論文名稱」，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地點（日期） 

李惠宗，「憲法工作權保障之系譜」，憲法解釋之理

論與實務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台北，1997 年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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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研究計畫或報告之引註格式

為：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計畫名稱」，補助研究之單

位，頁次（日期） 

葉俊榮、許宗力，「政府公開資訊之研究」，行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第 29 頁，1996 年。

法律條文 需註明公告時間或修正時間。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2 條：「本法稱少年者，謂十二歲

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民國 94 年 5 月 18 日修正。

行政函釋 行政部門的令函或解釋亦屬於

官方文件之一種，其呈現之方

式，大致上為：發文單位，字號，

發佈日期，刊載之政府公報。 

內政部，（八十六）台內地字第 8673621 號函，民國

86 年 1 月 9 日，內政部公報第 xx 卷，第 xx 期，第 xx
頁，1997 年 x 月。 

法院判決 法院判決也應如同法條，其數字

亦應以國字的方式表示，至於判

決出處應以各級法院所編纂之

判決彙編為引註出處。 

行政法院八十三年判字第五十六號，行政法院裁判要

旨彙編，十四輯，第 966 頁，xx 年 xx 月。 

法院決議 法院決議基本上格式應為：年

度，第幾次，庭別，會議日期，

刊載之官方文件 

八十五年度第十二次刑事庭決議，85 年 7 月 2 日，最

高法院刑事庭決議彙編第 xx 卷，第 xx 期，19xx 年。

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會議解釋亦應如同判

決，且必須注意，其出處應以司

法院所編之大法官會議解釋彙

編為所引出處。其引註格式為：

司法院釋字 xx 號解釋，公布日

期（西元紀元或民國紀元），載

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續編

（冊次），頁次（日期） 

司法院釋字第 234 號解釋，1989 年 7 月 19 日公布，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續編（四），第 181 頁，1989
年。 

網站資料 由於網站上所載之資料有一定

之日期限制，因此作者必須註明

其所上之網址以及上網之時間。

http：//www.pccu.edu.tw，2004 年 4 月 16 日。 

非正式之資

料 
所謂非正式之資料，其所包含之

範圍甚廣以下僅以舉例說明之

方式，盡可能予以列出。 

1.法律草案：行政院版行政程序法草案第二條：「關

於行機關行使公權力之程序，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依

本法之規定為之。」(1995 年)。 

2.演說：應說明，演說者，演說之主題，發表演說之

聚會或場合，日期。 

3.訪談紀錄：應說明，訪談之方式(以現場或電話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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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引註格式（英文） 

書名：全部大寫、印刷體/ 篇名：各字首字大寫、斜體 

類 型 說 明 範 例 格 式 
成文法-憲法 須注意者，美國聯邦憲法有本文

與增補條款之區別，於表示時，

必須將所引為本文或增補條款

予以表示出。 

1. 美國憲法本文：U.S. CONST., Art. I, § 9. cl. 2. 
2. 美國憲法增補條款：U.S. CONST. amend. XIV, § 2.
3. 美國各州憲法：N.M. CONST. Art. IV, § 7.  

成文法-法規 1.援引聯邦法規時，地表事實，

必須將法規全名，公布日期，其

在聯邦法典（U.S.C.）中之類型

編號，以及條號、款項予以列

出。而在第二次以下及得使用短

註格式。 

1. Statute：引自聯邦法典：Ocean Dumping Act of 1972, 
33 U.S.C. 

 § 1415(g) 短註：33 U.S.C. 
 § 1415(g). 

2. U.S. Code Provisions：42 U.S.C. 
 § 1983 (1988) 短註：同上 

3. State code provisions：DEL. CODE ANN. tit. 28, § 
1701 (Supp. 1990) 短註：title 28, § 1701. 

4. Session law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of 
1969, Pub. L. No. 91-190, § 102, 83 Stat. 852, 853-54 
(1970) 短註：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 
102. 

立法資料 由於美國國會中常有許多立法

資料，因此在表示時，須將屆

次，會期，日期（通常為年代）

予以表現 

1. Federal Bill：H.R. 3055, 94th Cong., 2d Sess. (1976) 
短註：H.R. 3055. 

2. State Resolution：S. Res. 20, 37th Leg., law Serv. 
A-159 短註：S. Res. 20. 

3. Federal Report：H.R. REP. No. 98, 92d Cong., 1st 
Sess. (1975) 短註：H.R. REP. No. 98. 

4. Federal document：H.R. Doc. No. 208, 94th Cong., 
1st Sess. (1975) 短註：H.R. Doc. No. 208. 

成文法規-行
政命令 

美國法上，總統所發佈之行政命

令，與一般行政命令有所不同，

需予以注意。 

1. 總統發佈之命令 (Executive Order)： Exec. Order 
No. 11,732, 3 C.F.R. 791 (1971-1975), reprinted in 3 
U.S.C. § 301 (1988). 

2. 引自聯邦公報彙編：FTC Credit Practices Rule, 16 

式)，受訪談之對象，日期。 

4.即將出版之書籍：應與前述專書之部分相同，惟應

於頁次之後說明即將出版之時間，及即將出版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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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 444 (1991) 短註：16 C.F.R. § 444. 
3. 引自 Federal Register： Tax on Ozone Depleting 

Chemicals, 55 Fed. Reg. 36,612 (1990) 短註：55 
Fed. Reg. 36,612. 

聯邦最高法

院判決 
聯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則必須將

兩造當事人，判決編號，於彙編

中之起始頁，及相關連之頁數予

以表明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 v. NRDC, 435 
U.S. 519, 542 (1978) 短註 435 U.S. 519, 542. 

州最高法院

之判決 
  Tomcsik v. Kramer, 4 N.J. Misc. 780 (Ch. 1925). 

專書（作者及

書名均應使

用大寫） 

  1. 作者為個人時：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87-91 
(2nd 1992). 

2. 若作者為機關時：A 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 A GUIDE FOR CHARTER 
COMMISSIONS (2nd 1952). 

3. 著作由某人編輯或翻譯者：L. BA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9 (G. GILLESPIE 
TRANS. 2nd ed. 1982). 

4. 著作為一系列中之一部者：H. CHIU, CERTAIN 
PROBLEMS IN RECENT LAW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9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34, 
1980). 

論文集 若該篇論文未出版時，請用”in 
書名 ”；”at 頁次 ”；若已出版，

則使用”reprinting in”。 

引用論文集中一篇論文：G. White, The Supreme Courts 
Public and The Public Supreme Court, in PATTERNS 
OF AMERICAN LEGAL THOUGHT at 290 (1978). 

雜誌期刊 所需注意者，為期刊論文之引用

於頁次的表現上，必須將該論文

所刊登之首頁，及引用頁次一併

註明。 

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J. 733, 
737-38 (1946). 

書評   Bruce Ackerman, Robert Bork’s Grand Inquisition, 99 
YALE L.J. 1419, 1422-25 (1990) (book review). 

非正式資料   1. 學位論文：Jiung-Rong Yeh, The Second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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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Feasibility of 
Economic Incentive Approach, p21 JS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49-52 (1988). 

2. 演說：Senator Hubert Humphrey, Address at the 
Harvard Law Review Annual Banquet (Mar. 29, 
1958). 

3. Manuscript (抄本或原稿)：Rebecca J. Simmons, 
Commercial and Cooperative Banks in the Soviet 
Union： Unofficial Responses to Official Paralysis 25 
(Oct. 15, 1990)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Columbia Law Review). 

4. 訪談記錄： Interview with Rebecca J. Simmons, 
Managing Editor, Columbia Law Review (Mar. 1, 
1991). 

5. 即將出版之出版品：Lawrence M. Frankel, 
Comment,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 Legislative Solution, 139 U. Pa. L. Rev. 
(forthcoming June 1991). 

報紙   Andrew Rosenthal, White House Tutors Kremlin in How 
a Presidency Works, N.Y. Times, June 15, 1990, at A1, 
A7. 

條約   Treaty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Apr. 2, 
1953, U.S.-Japan, Art. X, 4 U.S.T. 2063, 2071. 

1. Bruce Ackerman, Robert Bork’s Grand Inquisition, 99 YALE L.J., 1419, 

1422-25 (1990) (book review)。並請比較，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 PAUL R.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87-91 (2nd 1992)。 

2.U.S. CONST. Art. I, §  9. 但請比較，G. WHITE, The Supreme Courts Public 

and The Public Supreme Court, IN PATTERNS OF AMERICAN LEGAL 

THOUGHT 290 (1978). 

3.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urgerlichen Rechts, 7. Aufl., Muenchen, 

1989, S.100ff.但請比較，Fechner, E.：Freiheit und Zwang im sozailen Rechtsstaat in ： 

E.Forsthoff (Hrsg.), Rechtsstaatlichkeit und Sozialstaatlichkeit, Koln 1968, S. 73ff.,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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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之列舉： 

外文部分： 

就外文部分而言，我們建議，依作者之姓（the last name）的首字字母依序排列，

或依作者之名（the first name）的首字字母，依序排列。但就排列順序而言，請

作者務必於排列時予以說明。 

例如，就英文部分： 

※依姓氏字母順序排列者：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Ⅰ： FOUNDATIONS (1991). 

DAVID APTER, POLITICAL OF MODERNIZATION (1957).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1997). 

……依此類推。或亦可以下列格式排列： 

ACKERMAN, BRUCE , WE THE PEOPLE Ⅰ： FOUNDATIONS (1991). 

APTER, DAVID, POLITICAL OF MODERNIZATION (1957). 

HEYWOOD, ANDREW, POLITICS (1997). 

……依此類推。 

 

統一引註格式（日文） 

說明：原則均如中文引註格式  

類 型 範 例 格 式 備註 
專書 1.未編為系列叢書者：今村成和，「行政

法入門」，有斐閣，第 816-819 頁，1991
年。  

2.譯著：B. SchwArtz，和田英夫譯，「優

しい行政法」，增補版，1968 年。 

1.「」表書名、篇名。 

2.若是初版無庸表明，再版等則須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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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集 1.祝壽論文集：三邊夏雄「地方公共團體

開發指導要綱」，收於，國際化時代行政

法‧成田賴明先生退官紀念，第 226 頁以

下，1993 年。 

2.一般論文集：宮崎良夫「行政行為及び

公定力」，收於，行政爭訟と行政法學，

弘文堂，第 197 頁以下，1991 年再版。

3.講座、演習：神長勳「行政調查」，收

於，現代行政法大系 2，第 303 頁，有斐

閣，1983 年三版。 

1.祝壽論文集另一種呈現方式：三邊夏雄「地

方公共團體開發指導要綱」，「國際化時代行

政法‧成田賴明先生退官紀念」，第 226 頁，

1993 年。 

2.若是篇名作者與論文集的編者不同，則必須

於論文集書名前標明，否則即不必。 

期刊雜誌 市橋克哉，「日本の行政處罰法制」，法政

論集（名古屋大學）第 149 號，第 109 頁，

1993 年。 
雜誌：下井隆史「労働法の未来」，ジュ

リスト第 302 期，第 20 號，第 125 頁，

2004 年 4 月。 

  

報紙報導 1.已知文章名及作者：  

2.純粹為新聞報導：日本「朝日新聞」1997
年 2 月 21 日記事。 

因外國報紙需標示國名，故用「」標明報紙

名。 

學位論文  此三種類型論文，多會出版或刊載於期刊雜

誌，故無另外說明之必要。 研討會論文   

研究報告   

法條 日本國憲法第一條：「天皇為日本國家之

象徵，亦為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其地位

基於主權所在之日本國民之總意」 

  

法院判決 最判昭和 28（1953）3.3，民集第 7 卷，

第 3 號，第 28 頁。 

東京地判昭和 56（1981）11.2，行裁例集

第 32 卷，第 10 號，第 1854 頁。 

名古屋高判 35（1960）12.26，高刑集 13
卷 10 號，7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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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引註格式（德文）  

類 型 說 明 範 例 格 式 

專書 1. 專書之援引，須註明作者，

書名，版次，年份及頁數 
2. 出版地僅須於參考文獻中詳

列注釋中毋須列出。 
3. 人名之引用方式：Karl 

Larenz; K. Larenz; Larenz, 
Karl. 

4. 文中若有使用縮寫，則文前

（後）應作縮寫對照表 

Larenz, Karl,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7. Aufl., München 1989, S. 100 ff.

S.=Seite=頁碼 

註釋書

(kommentar)
或手冊

(Handbuch) 

1. 其格式為：作者，in：(合)著
作(編)者名，書名或書名縮

寫，(冊數)，版次，年份，編

碼 zu 條文次或名辭。 

2. 或合著作者，書名或書名縮

寫，條次，編碼 

3. 在參考文獻中須詳列作者姓

名；注釋中僅需列姓即可。 

Künig, Ph., in： I. von Münch (Hrsg.), GGK, Bd. 3, 2. 
Aufl., 1983, Rn. 28 zu Art. 101 或 

Maunz/Dürig/Herzog, GG, Art. 38 , Rn. 1 ff. 

Hrsg.= 出版者 

論文集中之

論文 
於論文集中時，其格式為：作

者，文章名，in： 作或編者名，

同作者時可用 derselbe(男)或
dieselbe (女)，論文集名(或縮寫

FS or Fg für 某人某事，

FS=Festschrift, Fg=Festgabe 皆為

慶祝論文集)，年份，起始頁/引
用頁 

E. Fechner, Freiheit und Zwang im sozialen Rechtsstaat 
in： E. Forsthoff (Hrsg.), Rechtsstaatlichkeit und 
Sozialstaatlichkeit, 1968, S. 73 ff., 75. 

雜誌期刊之

論文 
其格式大體上為：作者，文章

名，期刊縮寫，年份，起始頁/
引用頁或作者，文章名，in： 期
刊縮寫，期數(年份)，起始頁/引
用頁 

Jarass, Gaststättenlarm und Sperrzeit, NJW 1981, S. 
721-723. 

或 P. Häberle, Verfassungstheorie ohne Naturrecht, in：
AöR 99 (1974), S. 437 ff., 439. 

研討會論文 作者，文章名稱，會議名稱，地

點，月年。 
Alexy, Robert, Eine Diskurs－theoretische Konzeption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Verhandlung d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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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kongress der IVR in Göttingen, 1991. 

演講 作者，文章名稱，會議或/及地

點，月年。 
Kriele, Martin, Zur Universalität der Menschenrechte, 
öffentlicher Vortrag des 15. Weltkongress der IVR in 
Göttingen, August 1991. 

法院判決 依其出處之不同，大體上可分

為：官方所編纂之判決輯以及援

引期刊上所刊載者 

官方之判決輯，其格式為：判決

種類，卷次，頁次 

援引期刊上者，其格式為：判決

種類，期刊名，年代或卷次，起

始頁/引用頁 

引自官方之判決輯：BGHZ 45, 238 f. 或 BVerfGE 

 

 

2.2. 援引期刊上者：BVerfG Jus 1974, 398/399. 

學位論文 作者姓名，論文名稱，Diss.(或
(iur.) Diss.），大學所在地，年分；

如果該論文另於某系列叢書出

版，亦應將該叢書與編號列出。

Schenke, Ralf Peter, Der Erledigungsrechtsstreit im 
Verwaltungsprozess, Diss. Freiburg 1996; Coburger,.D., 
Die währungspolitischen Befugnisse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internationales 
Recht des Spar-, Giro- und Kreditwesens an der 
Universität Mainz, Band 53, 1988, zugl. (iur.) Diss. 
Bochum 1988. 

報紙報導 報紙名稱或縮寫，日月年，頁數 SZ (Suddeutsche Zeitung), 12.11.1989, S. 3 

網站資料   http：//www.faz.com.de (5/12/1988) 

 ＊其他縮語(建議：此部分可直接指定某本德國法學界常用之縮寫表列的手冊，如 de Gruyter

書局所編之 Abkürzungen für Juristen 不必另外編) 

類 型 說 明 範 例 格 式 

GG Grundgesetz ，德國基本法 Vgl. Jarass/Pieroth, GG, 1995, Art .8., Rn. 4.  

BGB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VerfGE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德國聯邦

憲法法院裁判 

Vgl. BVerfGE 6, 55/71 

Vgl.= 比較= Vergleich 

BGHZ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in Zivilsachen，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裁判 

Vgl. BGHZ 61, 281. 

BVerwGE Entscheidungen des Vgl. BVerwGE DÖV 1962,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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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verwaltungsgerichts，德國聯邦

行政法院裁判 

DÖV 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期刊名 Vgl. BVerwGE DÖV 1962, 907. 

DVBl 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期刊名 Vgl. H. Maurer, aaO., S. 121; H.-U. Erichsen, 
DVBl. 1985, aaO., S. 23; H. Faber, aaO., S. 101ff. 

aaO.= 前揭(不宜誤用﹗) 

JA Juristische Arbeitsblatter，期刊名   

JuS Juristische Schulung，期刊名 Vgl. C.-H. Menger, aaO., S. 206; A. Bleckmann, 
aaO., S. 435; C. Götz, JuS, 1970, S. 5.  

aaO.= 前揭(不宜誤用﹗) 

JZ Juristenzeitung，期刊名   

NJW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期刊

名 
Vgl. NJW 1987, S. 463. 

BGBl Bundesgesetzblatt，聯邦政府公報 BGBl. , S. 739.Ⅰ  

z.B.=zB Zum Beispiel，舉例說明   

Aufl. Auflage，版 Vgl. K.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Aufl., 1975, S. 232. 

Bd. Band，冊 v. Münch,I., in： v. Münch (Hrsg.) Kommentar zum 
GG, Bd.  1983, Art. 21, Rn. 41.Ⅱ  

f.或 ff. folgende，以下一頁或以下數頁 Vgl. H. Maurer, aaO., S.121; H.-U. Erichsen, DVBl. 
1985, aaO., S. 23; H. Faber, aaO., S. 101ff.  

aaO.= 前揭(不宜誤用﹗) 

Hg.或 Hrsg. Herausgeber，出版者或主編者 v. Münch, ., inⅠ ： v. Münch (Hrsg.) Kommentar 
zum GG, Bd.  1983, Art. 21, Rn. 41.Ⅱ  

Rn.; Rdn. 或
Rdnr. 

Randnummer，印在書頁邊緣之邊碼

或文段編號 
Isensee, J., aaO.(Fn. 85),Rn. 18.  

aaO.= 前揭(不宜誤用﹗) 

Fn. =註解編號 

S. Seite，頁 Vgl. Mayer/Kopp, aaO., S. 136 aaO.= 前揭(不宜誤

用﹗) 

ua unter anderem; und andere，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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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1：「96-98 學年度法律會考成績統計表」 

96 學年度法律會考成績統計 

  系級 
科目 法二 A 法二 B 法二 C 財二 A 財二 B 

民總 
（排名/平均） 

2 （60.00) 5 （56.31） 4 （57） 1 （61.43） 3 （57.35） 

刑總 
（排名/平均） 

 3 （60.51） 2 （62.13） 4 （57） 1 （62.21） 5 （56.88） 

出席率 95.08% 93.44% 88.89% 97.41% 96.67% 

前二十名人數 7 5 5 1 2 

 
  系級 

 
科目 

法三 A 法三 B 法三 C 財三 A 財三 B 

民法 
（排名/平均） 

5 （28.02） 2 （47.15） 3 （43.20） 1 （47.62） 4（38.96） 

刑法 
（排名/平均） 

5 （29.16） 1 （50.80） 3 （44.00） 2 （49.20） 4（32.79） 

憲法+行政法

（排名/平均） 
4 （23.63） 2 （40.12） 3 （37.00） 1 （45.38） 5（22.42） 

出席率 47.62% 73.89% 71.67% 82.51% 53.80% 

前二十名人數 1 10 4 3 2 

 
  系級 

  
  科目 

法四 A 法四 B 法四 C 財四 A 財四 B 

民法+民訴 
（排名/平均） 

5 （19.79） 4 （24.98） 3 （29.23） 1（47.04） 2（35.61） 

刑法+刑訴 
（排名/平均） 

5 （18.03） 3 （21.21） 4 （20.21） 1（35.66） 2（27.39） 

商事法+國私 
（排名/平均） 

5 （15.10） 4 （16.77） 3 （17.74） 1（31.50） 2（25.51） 

出席率 37.28% 45.00% 48.81% 77.38% 61.31% 

前二十名人數 2 4 1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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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法律會考成績統計 

  系級 
 
科目 

法二 A 法二 B 法二 C 財二 A 財二 B 

民總 
（排名/平均） 

4（52.26) 2（55.93） 1（56） 3（53.88） 5（48.36） 

刑總 
（排名/平均） 

 4（44.36） 3（44.56） 1（50） 2（44.74） 5（42.64） 

出席率 81.03% 91.53% 98.25% 93.40% 83.93% 

前二十名人數 
(共 21 名) 

3 1 11 4 2 

 
  系級 

 
科目 

法三 A 法三 B 法三 C 財三 A 財三 B 

民法 
（排名/平均） 

3（56.00） 4（55.83） 1（59.51） 2（57.27） 5（55.02） 

刑法 
（排名/平均） 

4（43.51） 2（45.33） 3（44.55） 1（45.57） 5（43.48） 

憲法+行政法

（排名/平均） 
1（65.11） 4（61.98） 3（62.11） 5（58.49） 2（62.12） 

出席率 90.56% 83.89% 74.00% 91.52% 75.86% 

前二十名人數 
(共 21 名) 

4 6 4 2 5 

 
  系級 

  
  科目 

法四 A 法四 B 法四 C 財四 A 財四 B 

民法+民訴 
（排名/平均） 

4（57.85） 1（65.33） 2（62.19） 3（58.66） 5（57.48） 

刑法+刑訴 
（排名/平均） 

3（52.88） 1（58.45） 4（52.07） 5（48.64） 2（52.91） 

商事法+國私 
（排名/平均） 

5（42.78） 1（49.74） 3（47.00） 2（47.09） 4（42.96） 

出席率 31.90% 42.01% 42.19% 66.67% 35.35% 

前二十名人數 1 8 4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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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法律會考成績統計 

  系級 
 
科目 

法二 A 法二 B 法二 C 財二 A 財二 B 

民法總則 
（排名/平均） 

4（58.12) 5（57.86） 1（64.37） 3（60.56） 2（60.93） 

刑法總則 
（排名/平均） 

 5（47.94） 1（52.81） 4（50.04） 3（51.27） 2（52.05） 

出席率 80.83% 85.83% 83.61% 91.13% 80.56% 

前二十名人數 
(共 30 名) 

5 7 9 5 4 

 
  系級 

 
科目 

法三 A 法三 B 法三 C 財三 A 財三 B 

民法 
（排名/平均） 

3（56.11） 1（60.67） 2（57.96） 5（54.72） 4（55.27） 

刑法 
（排名/平均） 

 3（39.52） 1（41.90） 2（40.08） 5（37.72） 4（38.95） 

憲法+行政法

（排名/平均） 
 2（57.45） 4（55.49） 1（57.74） 3（56.21） 5（53.51） 

出席率 49.71% 69.01% 83.06% 59.88% 67.76% 

前二十名人數 
(共 25 名) 

3 7 8 4 3 

 
  系級 

  
  科目 

法四 A 法四 B 法四 C 財四 A 財四 B 

民事法 
（排名/平均） 

 4（44.61） 2（47.90） 1（48.94） 5（42.49） 3（47.35） 

刑事法 
（排名/平均） 

 5（36.63） 1（41.23） 3（40.16） 2（40.33） 4（38.06） 

商事法+國私 
（排名/平均） 

 2（46.74） 1（50.11） 3（46.71） 5（43.35） 4（44.77） 

出席率 63.33% 41.31% 43.81% 66.11% 38.75% 

前二十名人數 
(共 31 名) 

5 6 9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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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1：「畢業生問卷調查報告」 

 
一、統計對象：97-98 學年度畢業生 

（一）畢業身分 
畢業身分 人數統計 
碩士班 19 
大學部 146 

 
（二）畢業學年度 

畢業學年度 人數統計 
97 學年度 58 
98 學年度 107 

 
 
二、目前就學或就業狀況 

目前就學或就業狀況 人數統計 
服役中 26 

準備國考及國內研究

所考試，尚未就業 
自習 34 
補習 12 
未分類 1 

已經就業 42 
待業中 13 

在唸研究所 26 
其他（如：出國進修等） 17 

 
三、會考（限大學部畢業生作答） 

（一）是否參加過系上法律會考 
是否參加過系上法律會考 人數統計 

有 134 
沒有 12 

 
（二）法律會考對法律學習幫助如何 
法律會考對法律學習幫助如何 人數統計 

有幫助 69 
沒幫助 33 
沒意見 38 

 



343 

四、法律服務中心 
（一）是否有參加系上法律服務中心 
是否有參加系上法律服務中心 人數統計 

有 31 
沒有 131 

 
（二）對法律學習有幫助嗎 

對法律學習有幫助嗎 人數統計 
有幫助 70 
沒幫助 8 
沒意見 55 

 
（三）希望系上改進之建議： 

1.可結合一些零學分之課程。 

2.學長姐指導的制度可以更完善些。 

3.時間及指導內容無法搭配。 

4.制度定位不明。 

5.在調解委員會能學習較多東西。 

 
五、實習法庭（限大學部畢業生作答） 

（一）是否有參加系上實習法庭課程 
是否有參加系上實習法庭課程 人數統計 

有 52 
沒有 93 

 
（二）對於法律學習有幫助嗎 

對法律學習有幫助嗎 人數統計 
有幫助 65 
沒幫助 5 
沒意見 57 

 
六、準備參加國考及研究所者 

（一）系上課程對於準備國考及國內研究所是否有幫助 
準備國考及國內研究所是否有幫助 人數統計 

有幫助 106 
沒幫助 14 
沒意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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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上教學有無需要改進 

系上教學有無需要改進 人數統計 
有 65 
沒有 35 
沒意見 52 

 
（三）系上有提供國考及研究所資訊嗎 
系上提供國考及研究所資訊 人數統計 

有 87 
沒有 33 
不知道 30 

 
（四）系上所提供之前述資訊是否充足 

前述資訊是否充足 人數統計 
充足 37 
不充足 75 
沒意見 32 

 
（五）希望系上改進之建議： 

1.解題技巧及考題方向。 

2.希望多以案例教學。 

3.刑法課程增加。 

4.整理資料，例如：考古題或實務見解。 

5.提供國考相關之課程。 

6.部分老師沒有提到國考及研究所資訊。 

7.希望多開設一些基礎法學相關課程。 

8.研究生應有獨立研究室。 

9.師資不足。 

10.課程要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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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準備留學者 
（一）系上是否有提供足夠的資訊參考 
是否有提供足夠的資訊參考 人數統計 

有 34 
沒有 75 
不知道 24 

 
（二）系上提供最有效之協助是什麼 
系上提供最有效之協助是什麼 人數統計 

請剛回國的學者一起座談 37 
訂閱相關雜誌 20 
代為收集資訊 60 

其他 7 
 

（三）希望系上改進之建議： 

1.提供獎學金。 

2.重點應在於在校時課業上之教授，而非畢業後之協助。 

3.提供畢業校友間及與在校同學間交流之管道，以供人脈建立及法律資

訊之交流。 

4.能夠多開設一些第二外語的相關課程。 
 
八、其他 

（一）畢業後是否覺得法律專業知識仍不足 
畢業後是否覺得法律專業知識仍不足 人數統計 

不足 134 
足夠 28 

 
（二）如果感到不足，會以何種方式進修 

會以何種方式進修 人數統計 
自修 81 

參加補習班 74 
和同學組討論會 34 

參加學校進修推廣部課程 16 
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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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上老師為已畢業同學開設沒學分之進修課程，會參加嗎 
是否參加系上沒學分之進修課程 人數統計 

會 142 
不會 20 

 
（四）希望前項上課內容偏實務還是理論 

內容偏實務還是理論 人數統計 
實務 141 
理論 23 
其他 10 

 
九、其他 

（一）願意以後繼續和系上保持聯絡嗎 
是否願意以後繼續和系上保持聯絡 人數統計 

願意 155 
不願意 9 

 
（二）是否會參加系友會 

是否會參加系友會 人數統計 
會 114 
不會 46 

 
（三）希望系上以什麼方式和您聯絡 
希望系上以什麼方式和您聯絡 人數統計 

電話 80 
電郵 118 

傳統郵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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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1：「Homecoming －華岡『校友返校節』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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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您好： 

中國文化大學創校迄今 49 年，數十年來已有將近 18 萬位

的畢業校友，是本校的榮耀，更是母校的重要資產。華岡校友

們遍布海內外，在產官學及其他各界所累積的豐富資源及寶貴經驗對國家社會都

有極大的貢獻。近年來國內高等教育競爭激烈，學校經營的方向不僅必須與社會

脈動同步，更應追求卓越領先。本人年初方履新職，濡染  創辦人、董事長及歷

往師長校友先進們作育華岡的崇高理念，虛心承接華岡前輩的經驗，也誠懇領受

各方指教，期能在當前的競爭環境中盡力拓展校務使更上層樓。校務倥傯之際，

總想透過各種途徑積極與校友們保持聯繫，歡迎校友經常回到母校，督促校務、

提供建言，則是本人衷心的期望。 
每年一度的校友返校節又將來臨，  創辦人為延續華岡人深厚情誼，特訂定

「雙十一日」為本校各系之系慶日，也為華岡人每年的重逢訂下了「約定」。今

年我們把返校的日子訂在 11 月 6 日（星期六），歡迎所有校友參加，尤其是畢

業 30 年以上的校友。還記得「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校歌嗎？讓我們在

那天再度歡聚一堂，重溫 30 年前的華岡舊夢；董事長會帶領我們各院院長、系

所主任和師長同學們在學校裡迎接您。隨函檢附活動一覽表，衷心期盼您的光臨！  

敬祝 

闔府平安 萬事如意 
校 長                 敬 邀 

               2010 年 9 月 7 日 

附註：陽明山仰德大道假日需通行證，自行駕車的校友，請記得攜帶本邀請函，視同當

日之通行證。 
       -------------------------------------------------------------------------------------------------------- 

 

「Homecoming 2010 華岡校友返校節」活動一覽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及 地 點 

09:30-10:50 
 校友報到 

各學院系所辦公室 

10:00-10:50 

 搭乘專車赴華岡 
     專車一 10:00 台北車站東三門外 
      專車二 10:20 捷運劍潭站（1號出口） 

     10:30士林西歐加油站中正路口 

11:00-11:20 
 曉園追思致敬 

創辦人張其昀先生 110 冥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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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40 
 統一報到 

各學院報到台，體育館 2樓球場入口 

11:40-14:30 
 饗宴同學會 

     體育館 2 樓球場 

14:30-17:00 

 系所座談及聯誼 
     職涯經驗分享或系友聯誼活動，由各系所安排 

 校園導覽 
分梯隊，由公關室及親善團帶領參觀導覽 

16:30-17:00 
 戀戀華岡賦歸曲 

第一班專車 16:30「大仁館」發車，第二班專車 17:00「體育館」
發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