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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法官研修規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年 9月 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法官學院 2樓 204會議室 

三、主    席：周占春                          紀錄：林玉凡 

四、出席人員： 

林委員瑞成 

林委員照真(請假) 

林委員惠瑜 

徐委員昌錦 

徐委員蘭萍(請假) 

陳委員秀貞 

陳委員聰富 

陳委員愛娥 

郭委員貞秀 

黃委員謀信(請假） 

蔡委員惠如 

潘委員雅惠 

薛委員明玲(請假) 

劉委員麗君 

五、列席人員： 

賴主任秘書惠慈 

游調辦事法官兼組長士珺 

孫調辦事法官沅孝 

張組長書銓 

侯組長翠鳳 

六、主席致詞：(略) 

七、業務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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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官職前研習及在職進修研修方針」(草案)，提請討論。 

(二) 關於遴選法官職前研習方針及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三) 關於本學院辦理研習或課程之具體建議事項，提請討論。 

九、委員發言摘要 

（一）陳委員聰富 

目前對於法官的專業訓練有二個大方向，實務性議題及新興議

題。有一個領域比較缺乏，法官應超前佈署，盡可能打開思想領域

與法律視野，建議安排關於「基礎法律問題新認識」或「既有法學

理論的新興發展」等課程，例如法國民法 2016年修正之介紹等等。 

又目前民法債編正在研修，研修內容如能及時安排開辦相關課

程，則一旦修法通過，法官才不會措手不及。法官也許可以適時的

反應意見以供修法參考。 

再例如在各國（含原本無此制度的英美）文獻都熱烈討論的

「締約上過失」制度，在我國法院裁判上卻極少引用，可能因為我

們的條文規定不甚完美，以致於不會被使用。舊的制度有新興發展，

如果能開課與法官溝通互動，有助於理解及發揮制度規定的功能。

我認為課程的安排未必都要「實務化」，應該讓法官也能享受一些討

論與學習的樂趣。 

（二）陳委員愛娥 

1.關於法官在職研修方針，其中第 3點與第 7點相關，應可合併，

即促使法院裁判符合人民期待。第 4點、第 5點亦然，都是為開

拓法官國際視野，應可合併。第 6點亦可合併於第 3點。計畫之

安排要與方針呼應，例如職前研習之實習階段，有安排兼任導

師帶領，兼任導師要如何發揮功能，使法官具備研習方針所述

之良好品格之培養及豐富練達之社會學養等，可再強化。課程

內容與方針之間應有所連結。例如研習課程內容是「法律實務

及專業法規課程」，讓法官具備專精的法律知識及審判方法（方

針二），但方針一、方針三的內容就隱藏在課程內容裡，可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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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凸顯。我認為在實習的階段，兼任導師應可發揮很大的功能，

可思考如何強化這項功能。 

2.第 27 頁以下是有關遴選法官的課程配當資料，主要是區分為專

業法規及輔助課程，課程大致上沒有問題，只是方針、步驟與

課程配當，就體系而言應該要有較好的連結，建議予以綜整處

理。 

3.關於遴選法官職前研習行政訴訟部門之課程安排，因目前各地

方法院有行政訴訟庭，辦理行政訴訟之法官或有程度不一之情

形，有無可能在職前研習階段加強，我知道這並不容易，如何

在可能的範圍內強化補充，謹提出以上建言。 

4.110 年之在職研習，工程專業研習是在民事業務類，可見重點是

放在民事，惟在政府採購的領域，重點並不在民事，是招審決

階段要公開、公平、透明地選商，如何建構公平、專業、有效

率的程序機制，繼而找到好廠商。採購有很多樣態，法官要有

能力作到科技整合，只認識政府採購法還不足以辦好案件，因

為事涉不同專業領域。行政訴訟領域沒有安排相關課程，反而

是在秘書處有安排政府採購研習會，安排的講座是很不錯的，

只可惜研習對象只限於本院及所屬機關採購人員。再觀之 109

年研習計畫第 3 頁有關公共工程採購法規與實務課程，是找工

程管理處之處長講授，但其實以業務分工而言，採購法規是由

「企劃處」主責，企劃處應該更知道採購法規的發展及狀況。 

5.國土計畫法已通過，相關舊制度而有新發展的情況，有必要進

行瞭解。 

（三）林委員瑞成 

1.法官學院開辦相當多實用的課程，希望能分享資源，增加律師

能參與之班次及名額。 

2.關於跨界合作辦理課程，例如律師學院多與醫藥大學推廣部合

作，透過推廣部招生，課程設計則是為這個班級量身訂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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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安排大約是一學期 2 學分，利用週末上課，總計約需 16 週，

長期累積下來，來，參與課程的律師咸認獲益良多。跨界的學

習，律師認為有必要，法官亦然。新興的議題，如果用傳統的

法律見解去解讀，可能就會有偏誤。以現制而言，僅修習 20 個

法律學分就可以去參加律師考試，20 學分的學習只是基礎、皮

毛而已，但對於基礎法學，可能還無法掌握。如果把基礎法律

的課程加深加廣，開辦解決問題技巧以外的課程，引導法官自

主學習，這樣效果應該會更好。 

（四）徐委員昌錦 

1.遴選法官職前研習使用的電腦操作系統及擬判使用之文書程式

應同於法院之操作系統，俾分發後可無縫接軌。 

2.法官在職研習課程琳琅滿目，由目前計畫觀之的確是著重於法

律實務及個案研究。對於法律評價、思辨的課程較少，透過思

辨找到最適切的答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經過大前提—小前提

—結論的邏輯思考而得到的結論是冰冷而違反社會通念或人民

法律感情的，則或許應該抛棄這樣的法律邏輯，而從另外的角

度思考，例如先得到符合法感情的結論再去找答案，這也是一

種可能的思考模式。當然，這種思考模式，在民事上，空間較

大，刑事部分基於罪刑法定，空間較小，但不妨可以開辦如何

讓法律的評價更為妥適的課程，或閱讀相關專論，例如林東茂

教授的「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或哈佛大學麥可·桑德

爾教授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很值得參考。據我私下

與林教授瞭解，他也不排斥開辦相關課程。以互動式教學方式、

法學電影欣賞，都可培養法官的同理心，提升人文溫度。 

3.最高法院大法庭、評議室，設計上結合了臺灣本土文化特色，

注入人文與司法意涵，傳達了法律陽光透明、實現公平正義的

現代意象，提醒法官應該放下專業的傲慢，傾聽人民的聲音、

貼近人民的感受，使裁判不致於違反人民的法律感情，可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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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至最高法院參訪，瞭解大法庭的運作，分案的公開透明，並

啟發司法同仁的美學品味。 

（五）林委員惠瑜 

首先非常感謝法官學院的精心規劃，讓我們每一年的課程都非

常豐富多元。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上半年有很多課程取消，覺得

很可惜，希望明年可以續辦。像環保犯罪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研習會

結合理論與實務，對我們很受用。還有很多人文藝術課程，79頁的

藝術創作、89頁的台北場人文藝術研習會一定都是好不容易才可以

邀請到的講座，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辦理。但是，危機就是轉機，或

許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新興議題，例如許多强制措施與人權的影響，

像提供過往的足跡、接觸的人事物、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關係。視

訊審理與訴訟權的保障有無影響?例如視訊審理如何與公開審理做

適當的衡平?有沒有影響律師為當事人辯護的權益?與家庭暴力間之

關係? 居家隔離期間可能會增加家庭暴力事件。都很值得進一步探

討。以個人來學院上課的經驗，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例如勵馨基金會

從不同的角度帶給我們許多的啓發。  

今年第一次參加法官研修規劃委員會，非常榮幸也非常惶恐，

特別研究了一下法官學院的沿革及設立宗旨，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建

議。研究的結果發現很難，因為歷年來法官學院的課程無論在議

題、內容及講座的規劃都非常周延，很難提出什麼建言，但是，職

責所在，還是提出一些個人粗淺的意見，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1.在新職務在職研習系列，只有規劃民事及刑事課程，是不是有考

慮過加入行政訴訟的課程?因為我們也有從普通法院一審調升二

審的法官，或是從司法院調到本院的法官，應該有需要，不知道

學院是不是有特別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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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訓班的行政訴訟案例研究可開辦政府採購法或勞動基準法案

例。因為此二種類型的案件，可能會涉及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之跨領域範圍。 

3.勞動事件法從今年一月一日施行，非常重視勞動事件的調解程

序，個人今年參加勞動事件研習班的經驗，是邀請司法審判實務

經驗豐富調解達成率高的台中地院庭長，還有勞動部的蕭調解人

擔任講座，獲益良多。其實，不只勞動事件法需要協調與溝通的

技巧，大家都很需要，或許可以促成和解的成立。這個部分我有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的課程，他們有規劃

談判與協商技巧及口語表達技巧研習班，研習目標在瞭解談判與

協商的理論與實作技巧，傾聽及理解他人想法，並適當回應及清

楚表達個人想法與意見。可以從學院的網站查詢參考。 

4.學院的課程在提供法官有關審判所需的知識，純熟練達的處事能

力與豐富的社會知識，提高新思維及新視野，以作出符合人民需

要的判決。國民法官法在今年 7月 22日通過，懲戒法院新制也

在今年施行，首次加入參審員。建議可以有相關因應課程。 

5. 法學外文課程，使法官得以在院內就近研習外文，維持及提升

外語能力，也可引用外國文獻資料有助於審判及裁判之製作。 

6.今年 7月 1日都市計畫審查新章施行，對行政法院的法官又是一

個新的挑戰，因為都市計畫是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

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

畫的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規劃。涉及高度預測性、專業性

及技能性。或許可以參照環境影響評估法的研習課程，結合實地

教學與理論，提供我們在裁判時可以充分地掌握專業知識。 

（六）蔡委員惠如 

1.法官在職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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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增加「涉及營業秘密之案件」案例式、互動式研習課程。 

2.遴選法官職前研習 

(1)特殊民事專業事件之橫向整合性課程 

課程配當表（稿）已有編號 61、62「民事審判專業法規」，及

編號 43「假扣押、假處分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實例研討」，

考量普通法院所受理之民事事件，會有競合智慧財產、商業及

勞動等請求，以及智慧財產之證據保全、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

具有特殊性，建議就智慧財產、商業事件、勞動事件等特殊民

事專業事件開設橫向整合性課程，提供實習法官具備對特殊民

事專業事件有基礎理解之機會，有助於日後承審案件時可正確

釐清案件性質、管轄法院及所應適用之訴訟程序。 

(2)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之參訪 

依課程配當表（稿），有關智慧財產案件之課程僅 3 小時「智慧

財產犯罪及營業秘密案件」，為使實習法官能初步瞭解智慧財產

案件之訴訟程序，建議考慮至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參訪，可依需求規劃「客製化」參訪行程，如事前提供案卷

資料，當天觀摩旁聽開庭，並進行交流座談。 

(3)新聞稿之撰寫技巧 

為使實習法官知悉如何撰寫司法案件之新聞稿，以拉近司法與

人民的距離，建議講授新聞稿之撰寫技巧。 

（七）陳委員秀貞 

1.建議學習法官在學習階段，就安排使用將來分發到法院使用之

系統操作及學習，可提早適應。 

2.建議在法律研修過程中，即適時安排相關課程以供法官學習，

因為研修過程中就讓法官認識修法原則、方向及相關新興議題

等，提前接觸有助於瞭解該法。 

3.互動學習課程的誘因是研習時數三倍，但同時必須付出相當的

時間提前認真研閱案例，在課程中要承受講座突然點名要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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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個人想法等。惟藉此與講座互動之過程，可激發不同想法，

收穫良多。學院之前有邀請國外講座來臺授課，有助於開拓法

官的視野，並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具體案件，幫助很大。 

4.學院之前有邀請國外講座來臺授課，有助於開拓法官的視野，

並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具體案件，幫助很大。 

5.初任上級審研習課程，對於初任二級審法官而言，確有助益。 

6.具體課程建議，由研習計畫觀之，民事廳已針對法官規劃債務

清理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法之研習課程，民事執行實務課程則

僅針對司法事務官開設，但法官應承辦與民事執行實務有關之

執行異議事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等，建議民事廳針對法官

增加此類研習課程。 

（八）郭委員貞秀 

1.關於課程建議，學院已有規劃失智症專題，建議在失智症專題

研習能增加金控公司安養信託、財產管理系統等跨領域學習的

課程。醫療、法律專業間能跨領域溝通、瞭解，亦可增進其他

領域專業人員對法院的信任度。 

2.法官對於課程中安排實地參訪均有好評，學習不同領域的專業

以增加見聞，建議多辦。 

3.國民法官法立法通過後，法官對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要如何

進行，也還必須學習。很多國、高中老師對於參加法官學院的

教師研習都有好評，覺得收穫良多，希望能繼續辦理。 

4.生態保育研習，建議增加海洋教育，親近海洋並增進對海洋保

護的認識。 

（九）劉委員麗君 

1.以我久任少年法官的經歷而言，很希望有機會能看看外國法制

的相關作法，建議法官學院可以多辦理外國法制的介紹、判決

整理等相關之研習。另外，同一班的研習人員程度、經歷、職

別盡量不要差異太大，這樣在課程中討論問題時比較可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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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才會比較好，對研習人員的幫助也會比較大。 

2.例如一些法制的修正，重大制度變更，建議可先開課介紹，瞭

解大家的想法，也有助於意見的彙整，並藉由討論聚焦。 

（十）潘委員雅惠 

1. 關於規劃課程部分，因我畢業於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

所博士班，所以知道成人教育不僅是幼兒教育的放大版，也是

一門專業，在成人學習部分，建議引進相關專業資源，例如邀

請成教所的教授講授成人學習的需求評估、成人教育的方法及

教學方案的規畫，以評估研習人員的需求，做為安排課程以吸

引法官、司法同仁來院學習的依據，此外，亦有助於講座發展

出引起研習人員興趣的授課方法。 

2.課程內容部分，學院課程內容常有賴主管廳提供，以致講座及

課程雷同性甚高，建議講座的同質性或重複性是否不宜過高？

此外，課程可採用「主題式」方式，由召集人召集，找尋相關

資源規畫課程，由學有專精或有新研究主題的講座講授該主題

課程，亦可減輕學院安排課程的負擔。 

3.法官應與時俱進，用新的觀念處理問題，尤其在少年及家事審

判領域，是在處置生命的未來，必須學習新的技巧以協助判斷，

例如「創傷知情輔導」議題是近幾年發展的觀念，對於少年處

遇的安排及家事當事人的同理均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少年、家

事事件的解決問題方法很多元，在法律之外，如果沒有另外學

習社會、心理、醫學等方面的知識，往往是用舊的思維和知識

在處理新的問題。再者，每一位授課的講座都是我們寶貴的資

源，能來到法官學院親炙學有專精的講座或學長姊，都是難得

的資源和機會，遠距學習則無法有這樣的互動，建議延聘具新

觀點與研究的講座授課，以更新法官審理案件的方法與技巧。 

4.關於法官的態度，每位法官都有自己的養成背景，例如性別意

識，與養成過程有關，法官的自我認知與價值觀很重要，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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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辨與對當事人的評價，都會影響法官做出的決定。當事人

到了法庭若因為遇到不同認知的法官，而得到無法預期的裁判，

對當事人而言是很可憐的，所以建議開設相關的課程以促進法

官自我了解及思辯。 

5.學院對於課程的研習意見調查表，目前選擇答案項目是三個選

項，建議修改為五選項的量表（例如：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以利反應真實想法。 

主席 

相關課程建議，納入課程規劃。 

十、會議結論： 

（一）110年度研習課程，依委員建議方向規劃辦理。 

（二）各委員所提建議函送司法院各廳處，供研擬政策及排定細部

課程參考。 

 

十一、散會：下午 4時 30分 

  紀錄：林玉凡 

  主席：周占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