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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實務與學術對話系列活動 

具參考價值或足資討論裁判評析 

增進裁判品質、鼓勵創新見解，本會與臺灣高等法院、元照出

版公司、裁判時報於 110年 12月 24日，假司法院 3樓大禮

堂，共同舉辦「臺灣高等法院 110年度實務與學術對話系列活動－臺

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民、刑事類具參考價值裁判評析」學術研討

會，其中民事類 2場次，由臺灣高等法院李彥文院長主持，刑事類 2

場次，由同院周煙平庭長主持。 

    民事類第 1場邀請輔仁大學林玠鋒助理教授擔任「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度家上字第 269號確認親子關係事件民事判決評析」報告人，

由當時承審該案之邱璿如法官、會員游悅晨法官與談。本件被告於原

審訴訟繫屬中死亡，依家事事件法規定，本應由檢察官續行訴訟，惟

卻由繼承人為之，上訴法院考量當事人對原審程序事項未異議，暨當

事人追求血緣真實之目的、繼承人間之利益狀態、當事人於原審所受

程序保障之過程及程序之安定性，未以程序事項廢棄原判決，而為實

體判決。 

為 

民事類場次主持人、報告人、與談人合影，由左至右：本會會員管靜怡法官、游悅晨法官、報告

人林玠鋒助理教授、本會許金釵理事長、高院李彥文院長、報告人黃松茂助研究員、與談人邱璿

如法官、本會會員甯馨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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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人林助理教授並指出，關於血緣真實之要件事實，倘依間接

事實認定已有高度證明度，似無強制取得身體檢體供醫學鑑定之必

要，現行法律未明定可強制取得檢體，法院宜依具體事實評估，本件

法院已充分曉諭並賦予當事人辯論權，於判決理由詳述具體利益之衡

量，縱未使用證明力最高之證據（如 DNA鑑定），仍可期藉此程序實

現實體法上價值理念，並使當事人信賴法院之判斷。 

    民事類第 2場邀請中央研究院黃茂松助研究員擔任「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 104年度上國易字第 2號國家賠償事件民事判決評析」之

報告人，由承審法官即本會會員甯馨庭長、會員管靜怡法官與談。本

件係主管機關未合法通知墓主即逕行遷葬，法院認遺族因而受有精神

痛苦者，得以其「遷葬意思決定自主權」受侵害請求慰撫金。報告人

黃助研究員提出人格權受侵害及精神痛苦為二項獨立之構成要件，人

格權固有自主決定之內涵，但非所有含自主決定內涵之權利均屬人格

權。人格權有可能對他人的人格發展造成限制或侵害，應重在如何節

制及協調。 

    刑事類第 1場邀請臺北大學徐育安教授擔任「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3年度訴字第 789號、104年度訴字第 135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刑

事判決評析」之報告人，由承審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何一宏法官、會

員廖怡貞法官與談。本件判決引用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589號

判決意旨，以通俗觀念解釋廢棄物，並參考歐盟廢棄物指令規定，以

持有人有無棄置之客觀行為、主觀上有無可認具廢棄意圖、是否負廢

棄該物質或物品之義務等三面向，界定「廢棄物」之概念，亦介紹歐

洲法院有認為在廢棄物概念的解釋上，不能採取限縮解釋之意見。報

告人徐教授認為，判決援引歐盟環境基本法理念，認同對於廢棄物不

應作限縮解釋，但如何整合判斷方式及不限縮解釋，仍有待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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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徐教授亦指出，現今行政機關函釋係將登記為「產品」之物排

除於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範圍，然該行政處分實不拘束法院，本判決

見解對實務發展深具意義，亦與廢棄物清理法於 106年間之修法契

合，具有參考價值。 

    刑事類第 2場邀請東吳大學蕭宏宜教授擔任「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偵抗字第 1315號詐欺等刑事裁定評析」之報告人，由承審法官

即現任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法官、會員林怡秀法官與談。報告人蕭教

授項以日德法例及實務作法，說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2款串供滅證之虞之可能操作方法，日本實務及學者係具體判斷湮滅

證據可能性之有無及程度，並探求如何滅證、造成之結果、是否實際

有滅證行為等因素；德國法例則應以被告行為、個案所有情況來全面

評估、判斷重大嫌疑，而非以犯罪行為的本質或特殊性。次以嫌疑人

外之第三人湮滅證據，雖可能構成犯罪卻不因此受羈押，何以嫌疑人

滅證之虞即須受羈押之情形討論立法政策論，不論刪除串供滅證之虞

的羈押事由，或在一定條件下納入第三人，固符無罪推定與平等原

則，卻不切實際。或可參德國法規定，以排除法定刑 6月以下有期徒

刑或罰金之罪的適用，或透過目的性限縮解釋，將適用條件嚴控在具

體可預見特定事實、危險或已從事預備行為，讓此款羈押事由之運用

更嚴謹。 

刑事類場次合影，由左至右：報告人蕭宏宜教授、致詞人本會常務理事蔡彩貞法官、主持人周

煙平庭長、與談人張永宏法官兼發言人、本會會員林怡秀審判長、廖怡貞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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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別敏感度的『友善司法』」研討會 

重視性別平權的現代社會中，人人均應培養性別

平權意識，法官更需具備性別敏感度以締造友善

司法環境。本協會與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 110年 9月

23日上午 9時假司法院 3樓大禮堂共同舉辦「有性別

敏感度的『友善司法』」研討會，輔以線上 U會議視訊

同步進行研討，邀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張錦麗局長主

講，由臺灣高等法院李彥文院長、本協會許金釵理事

長致詞，並由法學研究委員會召集人林尚諭庭長主

持。 

    張局長首先分享建立友善的司法環境，需從瞭解被害人經驗開

始，蓋因社會分工、風俗、制度、法律、語言等形塑兩性的不同，可

能產生性別刻板印象（例如經濟、家庭及外界觀感），性別敏感度即

是對此不同處境的理解。吾人不僅應認識多元性別、跨性別，更應同

時認知到性別暴力與一般犯罪不同，有以獨特及合作方式來處理的必

要。張局長接著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三大核

心概念，暨 CEDAW第 35號一般性建議說明 CEDAW委員會對司法機關

審理性侵害案件的關注。在司法實務上，張局長提到應讓被害人享有

更多接近司法的權利，另在訊（詢）問受害人時，應避免讓受害者感

受到羞恥，切勿強化恥辱，更應加以化解，以同理被害人的心境，此

外，應以「公平審判，適切量刑」原則，不應因被害人的性別而有差

異。又透過判決觀察，張局長發現已有不少判決闡明 CEDAW的重要

性，同時認為「性同意權」並無模糊空間，鼓勵溝通透明化及尊重對

方，可知我國司法已逐步朝向性別友善環境發展。 

    透過此次演講之理論與實務分析，與會者均感收穫良多，也對於

如何締造具有性別敏感度的友善司法環境有更深層的認識。 

在 

主講人： 

張錦麗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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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 

探索生命及死亡 追尋自由及美好 

協會許理事長應蔡瑞月文化基金會之邀，由秘書長黃玉婷法官

陪同於 110年 10月 30日前往臺北市中山區「玫瑰古蹟」，出席

第十六屆蔡瑞月國際舞蹈節舞展活動。本次舞展以疫情、死亡、戰役

為主題，發表編舞家蔡瑞月的「死與少女」、編舞家蕭靜文的「無殼

蝸牛」，及編舞家蕭渥廷的「請你慢慢走」等現代舞作品，分別表達

少女在白色恐怖壓迫下的痛苦與恐懼、社會居高不下的房價實況，及

臺灣從 921地震傷痛中，因愛與倖存者堅強的情感記憶發展出的強大

力量。 

    本協會與蔡瑞月舞蹈研究社之緣，起於 109年 11月 21日應國家

人權委員會之邀，由張惠立前理事長偕同林惠瑜前秘書長、黃玉婷前

常務理事參加「『紫』有愛沒有暴」座談會，紀念國際終止婦女受暴

日活動，共同探討我國女性人權的過往、現在與未來（參考本會第

18期電子報），本會因而與該社結緣，並曾與法官學院接洽，擬共同

邀請舞蹈研究社辦理人權座談會、觀影與古蹟巡禮活動，惜因疫情、

舞蹈社巡演與本會活動期程等因素，尚未能舉行，期待疫情趨緩之

後，排除困難舉辦。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歷年皆有公

演活動，藉由舞作提供吾人自省的

沃土，反思人我、社會及環境的關

係、歷史的情節，冀能把握當下、

期許未來，不再重蹈覆轍，敬邀會

員姊妹於公演期間得空也能前往欣賞

演出。 

本 

許理事長、黃秘書長在玫瑰古蹟，

與蕭渥廷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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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工作  快樂生活  

兩造敵對、彼此對抗的訴訟氛圍下，法庭上充斥著當事人的憤

怒、仇恨、悲苦、離愁，使得審判工作本質具有高度緊張與壓

力，為使法官能在繁忙的審判業務之餘，保有美好的生活品質，於工

作及生活都能保持快樂的心態，本協會與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於 110年

12月 3日上午 9時 30分在同院大禮堂，共同舉辦「快樂工作，快樂

生活」演講會，邀請卡內基訓練大中華地區負責人黑幼龍先生主講。 

    黑先生以電影《一路玩到掛 The Bucket List》引出主題，說明

快樂是種結合質感、使命感、價值感、成就感、滿足感的生活態度，

是一種穩定而持續的力量，他引述電影中埃及人面獅身像對兩個主人

翁提問：「你在世這一生找到快樂了嗎？」、「你有沒有幫周圍的人找

到快樂？」，也請聽眾詢問自己：「我們將來要做些甚麼能更快

樂？」、「我該做哪些事能幫助家人、同事更快樂？」省思自身生命的

意義以及人生追求的標的。當真誠欣賞別人優點並說出來，例如：

「我多麼地以你為榮」，讓人感到重要、被尊重，就是馬斯洛需求層

次理論中，「自我實現」階層最好的驅策力。 

在 

許理事長、會員姊妹與黑幼龍先生同框、笑容燦爛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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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先生話鋒一轉，將例子套用在配偶、親子之間，父母學習適應

孩子不同的成長階段，孩子也會越來越成熟、快樂。以猶太家庭為

例，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跟小孩一起玩。黑先生因此建議每天至少撥出

15分鐘陪伴孩子，在孩子小時候成為孩子的玩伴、在青少年時期成

為孩子的朋友，等孩子大學時，則學習做孩子的顧問。想想能被自己

稱上「好朋友」的人，其很重要的特質就是傾聽，不僅僅是聽

（hear）而已，而且是積極地聆聽（listen to），當我們能將目光專

注地看著孩子，就足以做到「孩子的朋友」這個條件。 

    「溝通」是一種技巧，是傳送者傳遞訊息給接收者，接受者給予

回饋的循環過程。在認同（對方感受）、接受（對方感覺）、不批評的

前提下，所說的話他人也比較能聽得入耳。而表達者的熱忱則可以透

過笑容展現，這是種需要長期培養的美德，因此培養好性格，會讓自

己越來越有自信、開朗積極，並樂在溝通、與人互動，人人都能成為

激勵者，藉由讚美，使得原本只能做到 7、8分的人，也會願意做到

8、9分，正是因為認知到自己在對方心中已經這麼好，就會希望變

得更好，這種促進人、我間正向關係的發展，進而決定命運、影響命

運、改變命運！ 

    最後，黑先生談及人生起落難免，但經常與人分享、溝通，保有

熱忱有助於面對問題，平時多練習發自內心真誠的笑容，會讓自己慢

慢地快樂起來，以此來勉勵大家面對挫折時，應保有的心態與處理方

式。 

舉辦「女性日常」線上影展 

協會與臺大法律校友會、國際婦女法學會中華民國分會首次合

力舉辦線上影展，於 110年 9月 27日與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簽約取得芬蘭及瑞典電影「女性日常」線上兌換序號，觀影期間

自 110年 10月 9日起至同年 12月 9日止，會員姊妹熱烈報名！「女

性日常」帶領大家更深入瞭解在人權意識先進、全球幸福指數連年蟬

聯全球榜首的北歐國家，身為女性同樣會遭逢因性別而生的困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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