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教師教學社群成果報告 

填寫日期：2020年12月20日 

壹、基本資料 

社群名稱 日本法研究社群 

組成方式 ■同系所   □跨系所   □跨校   □跨(業)界   □其他             

社群主題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    

□創新教學，請簡述： 

□跨域共授課程 

□統整性課程(Capstone courses) 

□深碗課程 

■外語授課 

□其他，請說明： 

召集人 

姓名 顏榕 系所 法律系 職稱 助理教授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julinxjulin@gm.ntpu.edu.tw 

社群助理 
(得暫不填寫) 

姓名 劉盈良 系級 
碩士班二

年級 
連絡電話 0910577800 

電子信箱 mercuryliou18@gmail.com 

成員資料 
(得自行增列) 

校內成員 

姓名 系所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1 杜怡靜 法律系 教授  iching@mail.ntpu.edu.tw 

2 侯岳宏 法律系 教授  yuehhung@gm.ntpu.edu.tw 

3 張惠東 法律系 助理教授  donc@gm.ntpu.edu.tw 

4 陳皓芸 法律系 助理教授  hychen@mail.ntpu.edu.tw 

5 小林貴典 法律系 助理教授  kobayashi@mail.ntpu.edu.tw 

6 林季陽 法律系 助理教授  chiyanglin@gm.ntpu.edu.tw 

7      

8      

9      

10      

校外成員 

姓名 學校/系所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1      

2      

3      



4      

5      

貳、社群執行成果 

一、社群規劃理念與特色 

日本法研究目前為台灣法學研究重要的比較法對象之一。也因此，法律學院也開設日文、日文

與日本法文獻選讀，以及各種對日本法的比較法專題。本院也跟日本一橋大學、東北大學、大阪大

學、神戶大學等學校法學部締結交流協定。 

 

為提升教師在日本法的教學與研究能量，並且提升學生對於相關議題的思考與關心，因此以法

學院對於日本法研究有興趣的成員為主，成立此社群。期盼以此社群為基礎，透過演講與座談會或

小型工作坊等活動，能增進對於日本法問題的理解。 

二、社群活動概述 

本期日本法研究社群針對日本法的各項法制進行研究，並以社群內各位老師的專業領域為主題

舉辦系列演講，演講活動開放學生及非留日的老師參加，由專精該領域的老師介紹日本法的架構等

內容，以及為聽眾解答關於日本法的問題或互相交流意見，其中幾場邀請了校外學者參加，擔任主

持人及與談人，由專精相同法領域的其他學者參與討論，提供不同的想法，能讓演講活動的內容更

為豐富。 

 

在系列演講結束後，比較法資料研究中心將在2021年的年初，開始向社群內各位教師邀稿，將

老師本期演講的內容撰寫成論文，待稿件收集完畢後即於寒假期間進行校稿、編輯和排版等工作，

將本期研究成果彙整成書出版，以利於將來有志研究日本法的同學蒐集資料，或提供日本法老師在

未來規畫教學上的參考。 

三、社群活動執行效益評估 

本期計畫執行方式，如前所述是邀請參與社群之教師，就自身專業領域，介紹相關日本法，並

將演講內容撰寫成搞，集結為論文集出版，因參與本研究社群的老師多為不同專業，所以在本期每

場活動中，能聆聽其他老師就其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達到跨領域教學經驗交流，另外，因為在不

同法制會有不同的思考脈絡，所以本期七場的論壇演講等活動，以互相切磋的方式進行，這樣的交

流也提供了每位老師更豐富的思維，在往後的研究或是教學中，可產生新的想法或嘗試，對於教學

品質的提升相當有助益，且不僅教師可以獲益，學生也能從中得到更多啟發及學習資源。 

 

本期計畫舉辦之論壇，開放校外人士參與，以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其中有三場演講各

邀請了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林裕順教授、台北大學榮譽教授陳春生教授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饒志民法官分別就日本刑事法、公法及商法領域進行與談，可使教師理解日本法相關議題的發展，

亦可擴大學生的視野，也期待此討論的成果，在日本法學教育上或是研究上能有所貢獻。 

四、檢討與建議 

本期計畫所舉辦之系列演講，每一場的主講人老師皆用心的蒐集資料，並撰寫講義提供與會的

聽眾參考，讓到場聆聽演講的同學及老師收穫滿滿，唯一美中不足為活動的宣傳方式，此次活動僅

在法律系的系網站、比較法資料中心的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上傳活動公告，並在大廳張貼海報而

已，學生對於活動資訊的觸及率不高，會影響參與人數，往後有類似的活動，可思考在更多網路平

台或社群媒體上公告，加強宣傳效果；此外，未來也期待研究其他比較法的老師一同參與，將活動

的規模擴大，邀請歐陸法國家及英美法國家的學者共同討論交流，相信內容會更加精采。 

五、活動剪影 



 
2020年6月10日(週三) 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一)──日本法的基礎知識 

由侯岳宏老師主講，當日法律學院院長杜怡靜教授亦有出席，分享最新交換資訊，期許同學積極申

請赴外交換學習。 

 

 
2020年年7月8日(週三) 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二)──日本民法概論 

講者小林貴典老師本身即為日本人，故相當詳細的介紹了日本法制度的流變。 

 



 
2020年10月30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三)日本智財法導論─特許三法、不正競爭防止法 

講者陳皓芸老師深入淺出的介紹日本智財法之架構與實務發展。 

 

 
2020年10月30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三)日本智財法導論─特許三法、不正競爭防止法 

當日亦有智財法領域之留德教授王怡蘋老師出席交流意見。 

 



 
2020年10月14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四)──日本刑法導論 

講者顏榕老師介紹日本刑事訴訟法之變遷。 

 

 
2020年10月14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四)──日本刑法導論 

當日邀請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的林裕順教授擔任主持人。 

 



 
2020年10月14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五)──日本智財法導論—著作權法、商標法 

講者林季陽老師介紹日本與我國智財法之異同與未來展望。 

 

 
2020年10月28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六)──日本公法導論 

講者張惠東老師從案例出發，分析日本公法實務發展。 



 
2020年10月28日(週三)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六)──日本公法導論 

參與演講的學生專注聽講。 

 

 
2020年11月30日(週一)日本法導論論壇演講活動(七)──日本商法概論 

講者杜怡靜老師介紹日本公司法與票據法，當日亦邀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饒志民法官擔任主持人。 

 

召集人：顏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