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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研討會 

從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論黨產條例及其附隨組織 

字型創作保護與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第八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研討會 

溫故而知新─ 2017 英美法學術研討會  

緊急避難的現代課題研討會 

外國人亦應有我國憲法上基本權？!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

憲法第一回 

法學演講 

法官的釋憲之路─兼談法官的憲法意識 

司法改革的中心思想─七星級的人權國度 

「外交休克」到「外交休兵」─從「漢賊不兩立」到

「兩岸不對立」 

其他活動 

2017 年第四屆海峽兩岸法律文化節歡喜相聚在東吳  

一探台灣網路的前世今生和未來 

謝永誌學長帶你領略台灣公證制度特色  

吳法好聲音 

英文契約審閱課程企業參訪活動 

法學院喜事 

第九屆 IHL 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東吳法律奪冠 

唇槍舌戰群英競雄 2017 理律盃獎東吳榮獲殿軍 



第九屆 IHL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 

東吳法律   

奪冠 

兩天中，每結束一場比賽，便要迅速地修正在場上的缺失，

對於法官在場上提出的疑問立即改正，並檢視自己剛才在

場上的應對進退是否合宜，研究員也在此時將辯士無法處

理的問題一一解決，靠著緊密的團隊合作，不僅獲得評審的

肯定，亦獲得第一名的殊榮。 

【文 / 潘庭儀助教、林妍君同學  圖 / 紅十字總會】 

          林妍君同學    俞亞廷同學      彭子嫣同學 

「第 9 屆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競賽」於 2017 年 12 月 9

至 10 日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舉行，經過 2 天 4 場激

烈的戰役後，本院代表隊同學最終獲得冠軍殊榮，隊長

林妍君同學及隊員俞亞廷同學以相同成績以及絕佳的

默契，一起拿下傑出辯士獎。 

本院代表隊隊長林妍君同學今年為第二次參與此項競

賽，隊員俞亞廷同學亦為今年傑賽普模擬法庭競賽代表

隊隊員，挾著去年一整年的經驗，不論是從找尋資料、

書寫訴狀及講述論點，皆穩如泰山。 

在指導老師何婉君老師及李子文老師的帶領下，最後三

星期密集地訓練台風、說話語速，並且在前屆隊員徐品

軒同學的指導下，不斷地更正論點、修正說法；畢業的



本院不負眾望  奪得殿軍及優良辯士獎 

法學院參賽隊伍經由徵選

組成，主要為大四、大五同

學，隊員有法五 A 蘇泓瑜、

法五 A 莊婷雅、法四 A 郭

昀翰、法四 B 陳威龍、法

四 D 蔡宇峰。 

本次的比賽主題「企

業併購相關爭議問題」，具高度專業性且實務與學說上也各有其見

解，對才大學的學生更是陌生。因此自期末考結束後，隊員們便開

始密集的查找資料、互相討論，釐清爭點，並積極地向師長及業界

前輩請教。在陳汝吟老師的指導、幾位上屆參賽隊員的幫助、業界

前輩們的指點，從一開始的青澀到後期越臻完整的兩造書狀、從期

期艾艾的口說，到越來越自信的陳述及答辯，辛苦的練習成果讓他

們一路闖到最後一天的比賽。 

四個多月的備戰、整整一週的比賽，經過多日的奮戰，拿下第四名

的殊榮，隊員蔡宇峰同學更得到優良辯士的獎項。比賽的意義不只

是結果，更在於中間的過程，學到了什麼、獲得了什麼，期待可以

帶給下一屆的隊員更多的經驗分享，繼續在比賽中拿下好成績。 

更多資訊及照片， 

請參見 http://www.leeandli.org.tw/

文 / 陳彥廷助教、潘庭儀助教 圖 / 理律盃參賽隊員、陳彥廷助教、理律文教基金會 唇槍舌戰群英競雄  

2017理律盃獎東吳榮獲殿軍 

法學院擔任理律盃東道主  

多所大學齊聚東吳 

「理律盃校際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論

賽」之賽務團隊由四年級鄭益民同學擔任

總召、林祐亘同學擔任副召，五月起受理各

校報名，6 月 3 日舉行賽務說明會、9 月 16

日舉辦研習營，再歷經九月底書狀交換，10

月 23 至 28 日一整週各校菁英唇槍舌戰的

場場賽事交鋒，近 200 多個日子的努力，

終於結果出爐！由首次參賽黑馬之姿的交

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奪冠。法學院不負

所託、順利完成使命。未來第 18 及 19 屆

都將由本校法學院院主辦，期盼各校都能

再來東吳作客，以辯會友，明年再獲佳績，

共享榮耀！ 



東吳大學法學院公法中心於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下午舉辦【東吳公法論壇第 57

回】，由宮文祥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副校長董保城教授演講「從實質意義法治

國原則論黨產條例及其附隨組織」，董教授先就法治國原則進行論述，接著提出

特別立法須有重要公益，在黨產條例在一般性的政黨法之前通過，是否具有正當

性？另外台灣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已步入民主常軌，不應以威權時代轉入民主

為鞏固新生民主的「轉型正義」視之，也批評黨產條例立法目的「政黨公平競爭」，

若是國民黨真的挾黨產有競爭優勢，為何還輸了兩次呢？接著討論由東德聯結性

組織與附隨組織，引述德國與我國學者見解，回歸看待黨產條例當中「附隨組織」

的定義是否恰當。董副校長指出，黨產條例當中的附隨組織的概念，必非來自德

國的概念，而是引進公司法上從屬的概念，立法不當。 

在提問環節，兩位提問同學分別提出關於威權政黨轉型成為民主政黨以及討國產

在德國法上的比較問題，現場氣氛熱絡。最後主持人宮文祥老師指出實質法治國

與美國法上法治（rule of law）概念相呼應，每個法律人都應謹慎以對。 

 

從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 

論黨產條例及其附隨組織 文 / 許翔甯同學 圖 / 曹婕同學 



文 / 倪煥淑同學   圖 / 謝侑君同學 

字型創作保護與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由東吳大學科技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主辦之「字型創作

保護與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國際規模研討會」，為一具國際

規模之研討會，於 12 月 1 日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第一大樓

1705 會議室舉行，以及直播方式供場內外觀眾參與。 

首場，邀請文鼎科技楊淑慧董事長開啟本次研討會主講，報

告題目為「台灣字型產業的發展與未來」，楊董事長表現出

文化人而非商業人的氣息，利用投影幕文字與手機顯示文字

之比對顯示印刷文體可讀性之差異。 

第二場，邀請自韓國韓古爾博物館（국립한글박물관 / Na-

tional Hangeul Museum）柳好宣館長蒞臨，報告題目為「漢

字圈字體保護及產業現況：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傳達韓日中處於地理相鄰下文字體態不期而遇之美。 

其三，由東吳大學科技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章忠信主任，

報告「字型創作之法律保護解析」，經由章主任多年智慧財

產權法實務經驗，分析利益分配與文化傳承之衡平。 

末者，綜合討論時間，由章主任主持，邀請實務工作長官與

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毛浩吉組長、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閱讀及語文教育科吳中益科長，進行政府單位與業者、

學界間的對話，開放提問中亦有日本負責著作權保護業務專

家、我國文化部長官、數位出版界業者以及文鼎科技楊董事

長熱烈給予回饋，臻於意見互換與國際交流之旨。期待未來

持續主辦國際型研討盛會，裨益智慧財產權法領域精進與前

瞻。 

 

(左至右)柳好宣館長、楊淑慧董事長、章忠信主任、洪家殷院
長、毛浩吉組長、文化部代表 



為讓法律學界、實務界及社會大

眾，更為瞭解憲法保障多元文化

與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之司

法權的確立及內涵，東吳大學法

學院民族法研究中心與原住民

族委員會於 12 月 2 日、3 日合辦

第八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國

家法制研討會，藉由此研討會建

立意見交流平台、促進理論界與

實務界之對話，並使外界更重視相關重要議題之研究，希冀能藉此提升原住民族法學之能量，作為保障

原住民族權利之重要基石。 

研討會中除了邀請前司法院陳新民大法官、董保城副校長進行專題演講外，兩天共 12 場次的研究論文，

就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發展、落實與推廣、原住民族自治之實踐、途徑及制度設計等重要議題進行深

入探討，在研討會最後也舉行圓桌論壇，使參與本次研討會之來賓能與原民會及學界、實務界共同討論

當今之重要原住民法學議題，進行無鴻溝之意見交換。本次研討會提供相關議題之後續討論基礎，冀望

能夠使更多學者、民眾及實務工作者，對於台灣原住民族之權利保障有更多之認識與關懷。 

【文 / 雷化豪同學 圖 / 徐欣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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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拓展英美法律研究之深度，並提升英美法律

教學之廣度，於近年來每學期固定舉辦研討會，上學

期針對各個新興英美法議題進行報告，下學期則側

重於英美法教育及教學分享。本次研討會於 12 月 7

日上午假實習法庭舉辦，由校內外共五位老師發表，

分別講述不同領域的英美法議題，內容生動有趣且

敘述方式淺顯易懂，師生參加也相當踴躍。 

本次活動，請出前院長楊楨老師擔綱主持，由林利芝

老師、謝祖松老師、王敏銓老師、楊自然老師以及林

桓老師分別就英美智慧財產權法（包含著作權法、商

標法）提出報告，亦有從英美契約法允諾禁反言原則

以及比較法觀點探討民法暴利行為，讓同學們溫故

而知新，觸類旁通，此亦為驅使英美法中心持續舉辦

研討會之動力。此次圓滿舉辦成功，除有賴師長同學

共襄盛舉外，對於本院師生更是受益匪淺。 

文 / 陳亭伊同學 圖 / 陳彥廷助教 

溫故而知新 

2017英美法學術研討會  



由東吳大學法學院刑法研究中心主辦之「緊急避難的現

代課題研討會」，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東吳大學城中校

區 1705 模擬法庭舉行，在連日的陰雨綿綿後，太陽難

得在週四早晨露臉，9:30 會議準時開始，現場座無虛席。 

第一場會議由本院蕭宏宜教授主持；林書楷副教授報

告；開南大學法律學系游明得助理教授與談，報告題目

為「強制性緊急避難之刑法評價」，內容針對強制性緊

急避難的各方學說、阻卻違法的可能性及避難相對人主

張緊急性權利之利益進行討論。 

第二場會議則由本院法思齊副教授報告「恐怖主義下的

道 德難 題:營救 式刑 求與 英美 刑法中 的必 要性 抗 辯

(Necessity)」、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徐育安副教授與談，

內容就國際條約及美國聯邦相關法規中對於禁止刑求

的規定進行探討分析，亦點出犯罪嫌疑人人權保障及警

方取得供詞之間的義務衝突。 

第三場會議由本院林書楷副教授主持、王乃彥副教授報

告「省察緊急避難的正當化基礎-以攻擊性緊急避難為

核心」、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黃惠婷教授與談，

報告人將緊急避難之客體逐一分類、分析後，再針對攻

擊性緊急避難是否得以正當化作深入闡述及討論。 

此次研討會不僅報名踴躍，來賓積極參與，與會檢察

官、律師熱烈的深入探討，台上、台下發言者精確地

點出緊急避難所需解決之難題，使在場所有人都對主

題有更深入的理解，圓滿的結束本次的研討會。 

 

文 / 林妍君同學、潘庭儀助教 

圖 / 潘庭儀助教  

緊急避難的現代課題研討會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東吳大學法學院公

法研究中心及公益信託東吳法學基金所主

辦之「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第四十一回】

—『憲法裁判研究會【第一回】』」，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兩點，在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 1104 會議室舉行，會議時間未

至，已有許多先進提早到場報到，期待精采

會議的展開！！ 

本次研究會由前司法院李震山大法官擔任

主持人，揭開全場序幕，其後便由彰化師範

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魏培軒助理教

授，以自己在日本險些遭受入境上不平等待遇之親身經歷為楔子，展開其學術界上第一場卻精采絕倫的報告—「憲法

共同體的他者與基本權利的主體—從釋字第 708 號發」。 

報告人結束報告後，本場次之與談人—本校法律學系宮文祥助理教授、台灣大學法律學系蘇慧婕助理教授、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李東穎助理教授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許瑞助庭長，對於報告內容皆有非常精闢的評論及提出相當深入之

問題。 

外國人亦應有我國憲法上基本權？! 

東吳公法裁判研究會憲法第一回 

(左至右)宮文祥助理教授、許瑞助庭長、魏培軒助理教授，前司法院李震山大法官、

蘇慧婕助理教授，李東穎助理教授  

文 / 王瑞陽同學 圖 / 張雅婷同學  



東吳大學法律服務社本學期與小南門公

社共同邀請到目前任職於高等法院刑事

庭，有「聲請釋憲達人」之稱的錢建榮法

官於 11 月 29 日進行演講。聽錢法官娓娓

道來個人聲請各釋憲的成功與失敗經驗，

並自每個釋憲案中剖析其緣由，帶出司法

體制中對法官而言聲請釋憲所遇到的困

境，也深入分析法官們不願意聲請釋憲的

成因。一直以來如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就

是為了人權保障及實現憲法的意旨，錢法

官最後更呼籲「憲法不是大法官的禁臠，

法官也肩負維護憲法重任，於維護憲法的

任務上，與大法官是居於『建設性的共同

伙伴關係」，並期許人權意識能夠更深入

所有人的心中。 

 

法官的      之路 
兼談法官的憲法意識 

文 / 法律服務社社長高兆威同學  

圖 / 小南門公社公關雷化豪同學 

釋憲 



司改國是會議從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8 月歷經意見徵集、分組會議、總結會議三個

階段，儘管在過程中多少受法律圈及各界批判，但其帶起的思維浪潮仍具有後續影響力。

而法律服務社為呼應不只是法律人，更是時下各界所關注，與所有人切身相關的議題，

因此邀請到作為司改國是會議第四組召集人的許玉秀前大法官，於 12 月 13 日進行本學

期的最後一場演講「司法改革的中心思想:七星級的人權國度」，為我們揭示司法改革的

方方面面，自定位程序和組織內外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出發，列出五種被害與加害者分類，

並針對如何斷開被害與加害的因果鍊逐一探討，引出司法改革的中心思想:人權保障。 

本次演講開放全校師生報名，逾 70 人共襄盛舉，許玉秀老師於演講中展現其改革司法熱

忱奉獻的精神，並以師長及改革者的角度既檢討體制亦檢討自身，會後 20 分鐘的問答時

間學生與聽講者討論亦帶出近日針對司法考試改革的方式，實屬難能可貴的意見交流。 

【文 / 法律服務社社長高兆威同學 圖 / 法律服務社專案長蔡鎮璟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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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禮聘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以榮譽無給職方式擔任「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以每月一場不同主

題的演講課程，與東吳同學互動對談，本學期第 3 場講座以「『外交休克』到『外交休兵』─從『漢賊不兩立』

到『兩岸不對立』」為題，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在本校城中校區 1705 會議室舉行，眾多師生熱情參與，現

場座無虛席。  

「80 年前的明日(12 月 13 日)為南京大屠殺，一個非常重要但又很悲傷的紀念日，今日讓我們共同默哀 1 分鐘。」

上課前馬教授邀請在場師長、同學一同表達對受害者的哀悼之意。馬教授說，他請大家這樣做並非是要重啟歷

史仇恨，而是在還原歷史真相，希望透過這樣的反省，要永遠記得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馬教授還

提及，面對歷史，我們應該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我們應該將心比心，療傷止痛。 

課程從二戰後國際社會出現的四個分裂國家—南北越、東西德、南北韓以及臺海兩岸現況開始談起，並提及

兩岸關係與國際法已發生與可能發生的議題像是海域爭執、中日合約廢止問題及外蒙古地位問題等。 

馬教授談到兩岸之間在二戰之後的狀態，分為兩岸軍事衝突時期、漢賊不兩立時期、和平對峙時期、兩岸探

親和民間交流時期以及「九二共識」與兩岸和平發展時期。他更指出，2015 年的馬習會，是雙方領導

人 66 年來第一次見面會談，確立「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 

針對兩岸間一直存有定位上的問題，馬教授表示，他採取「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態度，

以此解決兩岸局勢尷尬的情況。他還說因為兩岸之間並非國與國的關係，因此兩岸當局並不使用簽

證，而是改以旅行證件「台胞證」「大通證」做為入出境的許可證件，就這就是「九二共識」實

際體現。 

同學提問面向從中華文化的傳承、臺灣學生參與國際學生活動遭受打壓、陸生是否改納入健保

的議題等，馬教授最後亦再次強調，兩岸未來，應由兩岸人民以和平的方式，民主的程序來決

定。  

「外交休克」到「外交休兵」 

─從「漢賊不兩立」到「兩岸不對立」 文 / 東吳大學秘書室 



       2017年第四屆海峽兩岸法律文化節 

歡喜相聚在東吳  

海峽兩岸法律文化節於 2013 年首次在西安舉辦，為一以學生為主的交流

活動，此次西北政法師生於 2017 年 10 月 27 日來台，於本院進行第四

屆活動。以往透過辯論之方式，激盪兩岸在法學上的異同，本屆

首次與法律服務社合作，指導老師王乃彥老師以座談會方式交

換兩岸在法律服務上之實行狀況，西北政法之師生對於本院法

律服務體系之規模與細緻化程度深表讚許。 

除此之外，本屆請到黃心怡老師講授美國民事訴訟

法特色概論、洪令家老師講授企業社會責任與社

會企業以及章忠信老師講授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保護之困境與解套，皆是本院專長或新興

領域，也令西北的師生收穫豐富。西北政法亦向東吳

師生介紹新成立之反恐怖主義法學院，對於少數民族的法律問

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文 / 陳芊諭秘書 圖 / 本院行政同仁 



2017 年 11 月 2 日，東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余啟民老師親自為東福法律專班同學發

表講座，講授主題為“台灣網絡相關法律發展”。講座中，余啟民老師先後從台灣

的三大公共網絡講起，隨後又為同學們介紹了資安隱私、電子商務、數位匯流、少

兒保護等八個近期台灣網絡相關議題，為了方便同學們理解，余老師特地舉了多個

大陸相關的網絡現狀、規範和發展，並且把台灣網絡相關法律發展脈絡梳理一遍，

講解內容深入淺出；在講座最後，余老師還分析了台灣網絡新興議題并總結未來發

展的趨勢，同學們也把握機會踴躍發言提問，余老師熱心回答，講座結束后，同學

們意猶未盡與老師進行相關問題進一步交流，講座讓同學們收穫頗豐。  

一探台灣網路的前世今生和未來 

文 / 葉陳錦同學 圖 / 傅鵬杰同學 



2017 年 11 月 7 日，20 餘名東福法律專班的同學在賴燕雪老師和林婧老師的帶

隊下得以參訪“重慶聯合公證人事務所”，同學們帶著好奇來探訪了解台灣地區的公證制度。事

務所負責人謝永誌學長熱情接待了參訪的一行人，堆積如山的文件首先映入眼簾，但事務所整潔而有序的

環境、精緻的裝飾透著法律人的沉穩與睿智。而後學長引同學和老師們到達一個會議室，表達自己歡迎之意，并

向同學們分享他作為一名法律人和東吳大學的老校友多年來的經歷經驗，介紹了公證制度在台灣地區的發展，聯繫中國大陸

方面的公證制度改革，并比較德、法的公證制度，解釋了台灣特殊的雙軌公證制度，並從實務操作上講解了公證人如何進行

程序上的工作，介紹自己作為一名公證人隨著重慶公證事務所一起成長的經歷點滴，強調了法律上程序價值的意義，以及公

證制度在例如降低訴訟成本等方面所體現的意義，讓同學們受益匪淺，東吳大學法學院為了表達謝意，由林老師代表贈送學

長一座象征公平正義的女神塑像。學長在講解結束后還熱情地帶著同學們參觀了他的辦公室，與大家積極交流。參訪活動整

整進行了三個多小時，同學們盡興而歸，學長親自送同學和老師們出門，大家向學長揮手致意而歸。 

文 / 圖 葉陳錦同學



 

 

 

 

 

 

 

2017 年法律系系上卡啦 OK 大賽─吳法好聲音決賽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圓滿落幕。本次系上卡拉 OK 大賽

於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1 日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第五大樓 5117 演講廳舉行，本次大賽法律系學生響

應熱烈，共 33 名大一至碩士班學生報名參與。並於初

賽選出 14 位參賽者進入決賽。 

決賽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遊藝

廣場舉行，榮幸地邀請到東吳大學音樂系系主任孫清

吉主任以及曾入圍金曲獎─最佳新人獎之歌手「希希」

孫盛希擔任決賽評審，為進入決賽的參賽者們評分並

一一進行講評。首先由系學會大一活動組組員演出開

場劇，接下來進入比賽部分，進入決賽的參賽者們無

不在舞台上展現好聲音及偶像魅力，並由歌手孫盛希

對參賽者之表現提出看法和見解，孫清吉主任更是在

講評同時也對參賽者及現場來賓進行正確歌唱方法

之講解及正確歌喉訓練方式之示範，獲得在場觀眾之

熱烈反應。所有參賽者演唱結束後，於工作人員計算

分數時由歌手孫盛希為觀眾帶來自己的歌曲〈是他不

配〉，展現完美技巧，也成為參賽者良好的模範。 

本次比賽由法三 D 彭子嫣同學榮獲第一名的殊榮，法

一 D 林鳳儀同學獲得第二名，法五 D 徐品軒同學獲得

第三名，人氣獎由上屆人氣獎得主鄧依珊依然以高人

氣蟬聯，並由孫清吉主任及孫盛希共同頒獎，為活動

畫下完美的尾聲， 2018 年也期待與你在「吳法好聲

音」相見。 

【文 / 秦國維同學   圖 / 冉婷同學、何俞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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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黃心怡老師為使修課學生了解產業現況，進而深化理解

英文合約審閱與產業之關聯，特安排12月19日至台灣醫療器

材大廠—雃博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參訪活動，希望學生認識醫

療器材之產品特徵、產業發展歷程，以及醫療器材相關英文契

約審閱實務，並驗證在課堂上所學之英文契約審閱技巧。 

參訪一開始，法務智權部曾柏凱經理介紹了公司近年的發展，

以及國內藥事法相關規定，使同學了解產業需求與法律規定

的落差。隨後同學進入樣品室，藉由觀察產品與專利工程師之

生動說明，了解氣墊床與陽壓呼吸器等專業醫療器材之產品

特性、材質與所應用之病症，以及各國相關進出口法規限制。

而後由擔任資深管理師的林正國學長分享英文契約審閱實務

的心得，並以自己的審閱經驗舉出實務中常見的錯誤，以及常

用的參考資料為何，使同學短時間內理解實務工作者的思維。  

最後進入座談時間，黃心怡老師首先提醒同學在學校所學的

知識只是最基本的工具，真正要讓自己在未來有所成就，需仰

賴同學自己在職場上打磨自己的專業能力與溝通能力。當同

學詢問在法律事務所與企業擔任法務時所面臨的挑戰有何不

同時，任職於法務智權部的院友王昀生律師提到，在企業擔任

法務時，大多的業務為英文契約的審閱或撰擬，涉及的內容可

能是關於併購、專利或買賣等等，更強調與不同部門的同事及

主管的橫向與縱向溝通，而受雇於事務所多半是處理傳統民

刑事案件，對象則以專業法律人及當事人為主。 

透過此次參訪，同學們深刻體會英文契約審閱須立基於對產

業產品的瞭解，而本院院友的實務經驗分享，也提供同學們對

於未來職涯發展時，不同面向的思考。 

  

英文契約審閱課程企業參訪活動 

文 / 范朝詠同學 圖 /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契約審閱課程企業參訪活動 



─感謝您的閱覽，如您對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歡迎來信至 chienyu@scu.edu.tw 

─下期預告 

馬英九教授講座、第六屆公法蘭亭、歡送大陸交流生、法律服務社&法治撥種服務隊下鄉、… 

─更多精彩活動，請查詢 www.scu.edu.tw/law，或上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辦公室 

新的一年來到，法學院祝福您新年快樂！萬象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