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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飛時代的法官倫理規範」研討會 

際網路時代，人人均

可能使用及參與社群

網路，但法官卸下法袍之後，

能否參與網路留言、討論、按

讚、分享連結？甚或如網紅

或 youtuber發表言論？本協

會以「網飛時代」為主軸，與

臺灣高等法院共同舉辦系列

學術演講活動，本次「網飛時代的法官倫理規範」研討會，於民國 109年 10月 16

日假司法院 3 樓大禮堂舉辦，邀請最高法院王梅英法官主講，由臺灣高等法院李

彥文院長、司法行政廳許紋華廳長代表本協會致詞，並由本協會副秘書長黃玉婷

法官擔任主持人，一同思索及探討在網際網路社交關係及聯繫中，如何維持法官

獨立、正直及公正的行為規範。 

      研討會中，王梅英法官首先就其擔任司法行政廳廳長時，參與國際法官年

會、在德國參訪法院暨與德國資深法官討論等經驗及觀察為分享，國際法官年會

係由司法獨立之各國法官參與，年會中曾就法官使用臉書或在網路開設粉絲團所

帶來的影響進行熱烈討論，美國法官認為法官不應該在網路上討論所有相關案件

的人事物，甚至法院職員如書記官或法官助理，都可能受規範與限制；英國法官

亦認為法官在網路上之言論，因為職務應當受限。王法官並介紹美國、澳洲等國

之法官倫理規範，其中關於網際網路部分，均有相當具體規定。而在德國，就曾

有法官在臉書上傳「我會送你一個枷」圖片，經辯護人主張會造成當事人與刑期

做不當連結之不公平外觀，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即將該名法官所為判決撤銷

發回之案例。 

    我國法官倫理規範第 5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

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王法官更以近來法官倫理規範相

關案例，例如領愛心便當是否有損法官形象、法官在承辦案件終結後上媒體分享

心得等，講述現代法官如何避免不當聯結，在網際網路發達後之訊息傳播方式，

雖與以往有所不同，但掌握大方向之原則仍有相似之處。王法官以鮮活案例剖析

法官倫理新解，研討會內容精彩嶄新，激盪與會者思考及熱烈討論。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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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婦女受暴日 「『紫』有愛沒有暴」人權活動 

家人權委員會於 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在臺北市中山區「玫瑰古

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辦「『紫』有愛沒有暴」紀念國際終止婦女受

暴日活動。本協會獲邀出席，由張惠立理事長、林惠瑜秘書長、黃玉婷常務理事

代表參與，欣賞由臺灣知名舞蹈家蔡瑞月女士於綠島監獄所創作的第一支人權舞

蹈表演《傀儡上陣》及觀摩陳麗貴導演所執導的《月舞玫瑰》紀錄片。映後則由

藝術舞蹈家蕭渥廷、導演陳麗貴、作家暨文化評論者李敏勇、《台灣三部曲》導演

魏德聖參與座談，植基於蔡瑞月女士以舞作展現人權被壓抑後的愛與遺忘為基礎，

共同探討我國女性與人權之過往、現在與未來。 

    舞蹈家蔡瑞月女士，同時

也是臺灣現代舞先驅。其因配

偶匪諜罪之牽連，被迫離開稚

子，自 38年起遭囚禁於綠島監

獄達 3年，即便於獄中，蔡女士

仍創作不輟，並將對於先生與

幼子之思念與愛意，轉化成一

幕幕動人的舞作，出獄後，亦仍

努力不懈持續編製舞碼，揚名

海內外。而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原於 81 年、88 年先後歷經祝融

之災，飽受摧殘，但在各方人士

努力奔走之下，終算恢復昔日容

貌，並經指定為市定古蹟，原址除重建昔日舞蹈教室變身為現今的展演廳外，一

旁並設有舞蹈咖啡廳與露天咖啡座，供來賓參觀古蹟之餘小憩、供鄰里敦睦之用。 

    自西元 1999 年起，11 月 25 日經聯合國訂定為「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緣

起於紀念西元 1960年 11月 25日，因追求民主正義，而遭多明尼加獨裁政府秘密

警察殺害的三姊妹。相較於國際社會，我國多年來在人權與婦女保障議題，除早

已宣示入憲外，更透過歷次修憲、修正民法、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平三法及

相關法規，彰顯對此議題的關注與重視。時至今日，我國不但強調婦女權益之保

障，更從平權角度，於教育、工作及人身安全注入對於性別意識的覺醒，如同蔡

瑞月女士的舞作，是母親、是大地，是學習接納與自己不同的人、事、物，轉化

為尊重、包容與關愛，型塑古今、內外兼美的「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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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欣賞-意想不到的俄羅斯」研討會暨高雄地區會員聯誼 

協會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 109 年 11 月 16 日合辦「人文

與藝術欣賞-意想不到的俄羅斯」講座，期許培養、提升法官人

文素養及藝術鑑賞能力，更是會員聯誼活動系列的首場。此次特別邀

請協助本協會製作十週年、二十週年特刊的靈魂人物—文淵閣負責

人鄧文淵、李淑玲夫婦蒞會演講，由張理事長、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莊秋桃院長致詞，並由理事張瑜鳳法官擔綱主持。雙講座婦唱

（繪圖）夫隨（攝影）方式，分別以「俄羅斯風情攝影：邊走邊拍」與「俄羅斯

美景速寫：邊走邊畫」為題，以畫筆及鏡頭側寫俄羅斯歷史建築及

美景，並深入探討該國文化。透過幅幅動人的畫作，帶領大家穿越

古今，欣賞俄羅斯藝術家筆下的美人、名人、歷史、平民及風景。

因應當前國際疫情，雖然不能出國遊覽，但與講座一起探索俄羅斯

藝術瑰寶的多元風貌，彷彿置身於俄羅斯廣闊大地、徜徉於璀璨美

好的異國情懷。 

    同日與高雄地區的會員相約歡聚、

互相認識，餐敘時先由理事長介紹會員

眾姊妹相見歡，並簡介協會宗旨、參與國

際活動與展望，期盼招募更多會員。餐敘

後，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毛妍懿庭長、臺

灣雲林地方法院李淑惠院長陪同，透過

她們的引領及解說，讓大家重新以不同

視野來看見新興發展中的《駁二特區》，

發現高雄的迷人魅力。一天內盡享俄羅斯

文化盛宴，又能與高雄地區的姊妹交流聯

誼，在意猶未盡中互道珍重，圓滿結束首

場巡訪會員活動。 

「少年及家事司法的角色與功能」研討會暨臺南地區會員聯誼 

於社會急速變遷，少家事事件顯著增加且日益複雜，兒少司法人權議題備受

關注，相關法規多有修正，為期達成保障婦幼兒少權益、提升專業審理能力，

本協會於 109 年 12 月 4 日與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共同舉辦「少年及家事司法的角

色與功能」，特邀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謝靜慧廳長主講，由本協會會員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郭貞秀法官、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賴純慧庭長擔任與談人，並由副秘書

長李杭倫法官擔綱主持，說明少家司法的變遷、改革與演進，於設立少家法庭過

程中之組織、人員配置及與社會資源聯結是如何克服困難，終能邁向穩定結盟。 

本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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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董武全院長、本協會張理事長致詞後，即由謝廳

長以鳥瞰方式介紹少年及家事司法的思維與價值取向，進行回顧與展望，以全面

修正之少年事件處理法為例，現已將舊有的管訓思維，改為「兒少保護」精神，

樹立健全少年自我成長為法院處理少年事件之宗旨，這些變遷多是隨著 98 年司

法院釋字第 664號解釋公布、98年制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103 年 11 月 20 日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及總統府司法

改革國是會議決議等多項重要兒少公約、法規、原則而來，以使少年進入司法體

系時，得以重建與社會或社群連結機會，能有健全自我成長可能的防護網，現今

更透過跨院際及部會之聯繫機制，落實多元處遇機制，協助少年取得所需資源。 

    謝廳長又以家事事件法與憲法保障的家庭權

（即人有組成與不組成家庭的權利、和諧家庭生

活、維持家庭存續及護持家庭親屬關係的權利）為

例，討論在「法」如何入家門中取得平衡、兒少最

佳利益如何保護，除以調解前置及促進合意原則

重建家事事件的處理，並引入專業的程序監理人、

家事調查官、調解委員、社會資源服務等，期盼法

院的任務與功能，係以促成當事人或關係人尋求

共識解決問題為優先。 

    會後旋與臺南地區會員分

享在地美食，也向參與之非會員

簡介本會宗旨及核心價值，得以

招募到第三百位會員黃佩韻法

官入會，儼然開啟新里程碑。透

過會員姊妹於餐敘中的自我介

紹、快樂分享，搭起友誼的橋樑，

在公務繁忙之餘，能跟隨杭倫、

孟珊在彎曲雅緻的台南古都巷

弄裡，放慢腳步，覓得溫馨暖陽和

風，享受片刻歲月靜好，充電後再擁滿滿活力能量。姊妹們因此緊密連結，互助

團結，不只成為自己的光，更彼此照亮，以愛與希望攜手同行，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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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性別大戰—怎麼樣說才正確」研討會暨中部地區會員聯誼 

言語提及性別所產生的爭議，中外皆有，不

論是因陰陽詞性而爭吵不休，或以特定性別

為部首所彰顯貶抑意味的論戰亦然。本協會與法

官學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 109年 12月

11 日上午，舉辦「語言性別大戰—怎麼樣說才正

確」研討會，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陳賢慧院長代表

本協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高分院江德千代院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許金釵院長致詞，邀請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王秀燕副教授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張升星法官擔任

報告人，協會會員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蔡秉宸法官、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黃綵君

庭長擔任與談人，共同探討在兩性平權、性別意識之主流價值觀下，到底要怎麼

說，才能妥適、得體、正確。 

    王教授先從性別刻板印象談起，說明以性別論定言行舉止與思考模式時，會

帶有歧視意味，進而產生霸凌、甚至性霸凌的可能。例如開黃腔評論異性身材、

別有惡意的言行對待具有同性傾向的人士等皆屬之。由於性別角色常常是在言談

中逐漸建構並浮現的，因此面對性別語言大戰的良方，除從語言形塑思想外，並

須宣導不以生理性別斷定他人性別，並應重視無歧視性的語言，透過對方認同的

稱謂，強化特定詞彙中的認同與尊重。接著由張升

星法官從司法案例解析言詞性騷擾情形，探討同樣

言詞在不同場合、不同人士說出，究係構成性騷擾？

抑或僅屬搭訕或豔遇？另外也從言詞騷擾之典型

態樣、言詞騷擾與政治異議、職場環境之關係分別

探討，進一步分析性騷擾案件調閱使用者資料，是

否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提出辯述。 

    會後由張理事長邀集會員餐敘，享用穗蓁精心安排的美食佳餚，聯委會瑜鳳

帶動會員分享點滴，秘書長惠

瑜以國台英語逗趣自我介紹，

全場在秀菊著旗袍攜包高雅

走步時達到高潮，在溫馨熱鬧

氛圍中圓滿結束。衷心期待及

邀請中部會員逗陣於來年北

上參與大會，屆時更可與全國

各地姊妹們齊聚同歡。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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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心』生活  暨士林地院、臺北地院會員聯誼 

著近期媒體報導不少青壯聞

人因心血管疾病意外驟逝，

各界震驚不捨！這樣的憾事當然

要避免發生在爾等身旁，為了健

康、為了友誼及協會的茁壯，本協

會於 109年 10月 26日、12月 14

日分別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舉辦「健康醫療講

座」暨會員聯誼活動，特別邀請臺

北榮民總醫院心臟科鄭浩民主任

醫師解析心肌梗塞及高血壓的風險，並進行預防及治療源的衛教宣導。 

    鄭主任醫師說明高血壓是沉默的殺手疾病，常誘發其他多重嚴重疾患，但也

是最常見卻最容易早期治療、可控制的慢性疾病，鼓勵會員們要注意心血管的保

健，從規律生活做起，規律運動、健康飲食、定時服藥及遠離菸酒，從「心」開

始維護健康，日常可透過正確測量血壓來管理，若有異常，及早診療。會員們平

日案牘勞形、埋首卷宗，要更愛護自己、關心家人，才能長久貢獻司法。 

    本協會於士林地方法院舉

辦會員聯誼活動，先由士林地

方法院蘇素娥院長、張理事長

致詞，經由張瑜鳳常務理事多

方解說協會歷年來參與國際事

務的努力，用心讓全世界看見

臺灣的核心價值！此行得以邀

請蘇院長及多位高等法院女法

官加入會員，普會同慶。繼於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同場加映暨會

員聯誼活動，臺北地方法院黃國忠院長親臨致詞、全程參與，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許金釵院長、司法行政廳許紋華廳長齊來嘉勉，聯誼活動由聯委會召集人張瑜鳳

主持，介紹本協會宗旨及歷年參與國際活動之重要意涵，並報告會員大會後的下

午時段，將同步舉辦「舊鞋救命」的公益活動及相關人權講座，讓會員可以暫時

卸下審判重擔，多方充電，與會會員反應熱烈咸表示踴躍支持！ 

    時值歲末年終，在聯誼交流中，將協會的初心及慰勉，帶往所有會員會心深

處，並交換審判業務甘苦、相互支持而緊密連結，溫暖而堅定，必能安渡所有挑

戰。協會以無比感恩的心、感謝大家的參與！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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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士林地院會後，會員姊妹與主講人合影。前排左起:
張瑜鳳常務理事、林惠瑜秘書長、蘇素娥院長、張惠立
理事長、鄭醫師、陶亞琴副秘書長) 

(於臺北地院會後，會員姊妹與主講人合影。前排左起:
林惠瑜秘書長、許紋華廳長、黃國忠院長、鄭醫師、張
惠立理事長、許金釵院長、黃玉婷常務理事、唐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