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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蘇義翔 卷證不併送制度與證據開示制度之研究 謝志鴻
110 竇韋岳 全民健康保險法律問題之研究 陳猷龍
110 謝政紘 專業化多元社會與修復式正義的當代實踐困境 吳豪人
110 謝宗霖 網路餐點外送法律爭議之研究 黃宏全
110 盧旦雨靖 同性婚姻之憲法保障——以台灣與美國發展路徑分析為核心 吳志光
110 鄭育丞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研究—以公害、醫療及食安為中心 張文郁
110 潘郁茹 所得稅法與醫療費用相關扣除額之探討 邱晨

110 劉予萱
論我國區塊鏈虛擬通貨之金融監理—以證券型虛擬通貨發行為中
心

郭土木

110 楊慧雯
犯罪被害人近用訴訟資訊權利研究—以美國法審判後資訊獲取為
例

張明偉

110 黃麟翔 食品安全之民事侵權責任—以消費者於訴訟上之求償困境為中心 林玠鋒

110 黃昱揚
再訪貧窮的樣貌：社政人員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的性別角色
及貧窮印象偏好

劉晏齊

110 馮秀福 受既判力所及之特定繼受人及其程序權保障 林玠鋒
110 陳俐廷 名譽保護的虛與實—以公然侮辱罪為核心 林琬珊
110 許銘顯 一部請求相關問題研討 張文郁

110 許瑞宸
疫情下科技防疫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以簡訊實聯制進行犯罪
偵查為中心

林俊益

110 許意婈 強制處分相當理由判斷標準之研究 謝志鴻
110 張尊翔 以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角度重構刑事訴訟法 謝志鴻
110 唐干惟 從「原民文化」到原住民族文化權 吳豪人
110 林彥志 基於合意之事件處理程序—以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八條為中心 吳志光
110 林良育 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法律爭議之探討 吳志光
110 宗孝珩 論勞動契約之認定──以美食外送平台與外送員為中心 黃宏全
110 李浩瑄 從防衛性民主看反滲透法之制定 吳志光
110 吳祁恩 農地移轉課徵稅賦之實務問題探討 黃源浩

110 吳依庭
家庭保障於扶養子女免稅額制度之實現—以所得稅免稅額與民法
之對應關係為中心

林玠鋒

109 藍偲紋 我國動產擔保交易法制之展望 陳榮隆
109 蕭佳琦 刑事證據補強法則之研究 林俊益
109 潘孟揚 金融控股公司共同行銷制度下之消費者隱私權保障 黃宏全
109 劉郁廷 刑事犯罪被害人訴訟參與之研究 謝志鴻
109 劉安宇 論會面交往權 林秀雄
109 黃玉婷 GPS偵查法制之研究 謝志鴻
109 賀澍 兩岸刑事判決書之比較研究 靳宗立

109 陳羿妃 論我國現行公私協力之選商制度導入歐盟競爭對話制度之可行性 陳信安

109 陳冠宇 特種基金法制之研究-以國安基金為中心 陳信安
109 陳亭如 揭弊者保護制度之綜合比較與建議 郭土木
109 郭銘揚 論運動紛爭之仲裁制度 林玠鋒
109 郭語錚 借名登記之民事裁判問題研究 黃宏全

109 郭光煌
公務人員訴訟權之保障-以釋字第785號解釋前後之實務爭議為中
心

楊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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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畢溱倪 論工程契約違約金酌減於實體與程序法上之問題 林玠鋒

109 張瑋芸 離婚事件中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保障-以家事調解程序為中心 林玠鋒

109 張鼎正 論家事事件法之婚姻非訟事件-實體與程序之交錯 林秀雄

109 方敬陽
論國際投資法和能源憲章條約中「公平公正原則」與「禁止恣意
徵收原則」之交錯適用　–　以Novenergia　II　–　Energy

黃詩婷

109 尤常昊 兩岸電子支付法律制度研究 黃宏全
109 吳念臻 違法取證相關證據排除法則之研究 謝志鴻

109 魏子璇
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
1949—2019）

鍾芳樺

108 劉芳妤 我國協商程序於實務運作之探討 張明偉
108 劉京京 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之探討 張明偉
108 楊惠然 兩岸證券市場操縱行為犯罪構成要件之比較研究 郭土木
108 黃逸薇 兩岸短線交易歸入權之比較研究 陳猷龍

108 黃亦薇
論新型偵查方法之合法性以GPS追蹤器、線上搜索、無人機偵查
為中心

謝志鴻

108 曾子揚 從稅務訴訟之本質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21條 黃源浩
108 彭郁翔 誘捕偵查之研究 林俊益
108 陳淳文 刑事訴訟第二審之改革-兼論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影響 謝志鴻
108 許峻為 刑事境外取證之研究-以憲法公平審判原則為中心 林俊益
108 高葦珊 特留分之研究 林秀雄
108 馬廷瑜 公同共有債權之研究 陳猷龍
108 李訓豪 論不實資訊管制-以網路中介者責任為中心 吳志光

108 李秀娟
論行政訴訟引進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之可能性-以調解制度為中
心

陳信安

108 吳紹廷 人口販運防治法中鑑別制度問題研究 張明偉
108 吳祖寧 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偵查犯罪法制化之研究 林俊益
107 樂道頤 與處分相對人利害關係相同之第三人原告適格之判斷 張文郁
107 劉維凡 我國能源法制之建構-以國家對電力的擔保責任為核心 吳志光
107 董煒業 論原住民族文化權與自決權之關係 吳豪人

107 葉人中
社會企業內涵與在我國立法實踐之研究—以公司型社會企業為核
心

郭大維

107 黃筑瑄 家事事件之合併—以離婚及其相關事件為中心 林秀雄
107 黃信懷 刑事辯護人之生成與演變 黃源盛
107 曾郁恆 親屬間竊盜罪的歷史與研究 黃源盛

107 彭至誠
解構泛理性的法律思維：重思迫遷事例裡的法律正當性、賠償與
補償

鍾芳樺

107 陳奕安 第三方支付法律關係之研究 陳猷龍
107 郭子千 論遺產之裁判分割 林秀雄
107 許駿彥 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程序之研究 黃朝義
107 涂家寧 未成年子女代墊扶養費之研究 林秀雄
107 李慧均 論跨境電子商務涉及之勞務交易與營業稅—以Uber案為例 黃源浩
107 王品舜 票據行為之初探 李欽賢
107 王則富 行政罰不法利得追繳之研究 吳志光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論文清單 [101-110學年度]

畢業學
年度

研究生
姓名

論文中文名稱 指導教授

107 王俊怡 家事訴訟程序中親子關係事件之研究—以自然血親為中心 林秀雄
107 王子凡 測謊在我國實務中的發展與地位 謝志鴻
106 潘彥甫 跨性別人權—論跨性別族群多元態樣與現行法律之挑戰 吳豪人
106 程冠婷 論結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 余振華
106 陳冠宇 褫奪公權制度之探討 余振華
106 郭展瑋 侵害生命權致扶養利益喪失之研究 林秀雄
106 林柏仰 妨害考試罪之問題與重建 余振華
106 李昀芷 緩起訴與行政罰法第26條爭點之研究 謝志鴻
106 李伯鎮 社會住宅作為保障身障居住平等的制度建構 葉俊榮
106 宋佳恩 司法院釋字第736號解釋對公立學校教師權利救濟影響之研究 吳志光

106 吳欣叡
論我國民事實務有關舉證責任之分配與減輕—以醫療訴訟為核
心—

吳志光

106 江孟洵 我國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制度之研究 林俊益
106 王琬華 事實上夫妻之研究 林秀雄
106 王致為 我國「人民聲請釋憲」制度之演變—兼論比較法上之觀察 吳志光
106 王宥棠 論我國檢察獨立之保障及展望 吳志光
105 龔靖鈜 論股票孳息他益信託之課稅爭議 黃源浩
105 羅衣茜 論我國假釋制度之正當法律程序 吳志光
105 簡瑋辰 政府採購法中沒收及追繳押標金之法律性質研究 許宗力
105 謝裔青 兩岸證券交易管理與保護法制研究 靳宗立
105 賴建岑 法律行為成立與生效之研究—以決議行為為中心 林誠二
105 蔡政宏 證據排除法則之研究－以私人不法取證為中心 謝志鴻
105 詹登宇 遺產協議分割之研究－以共同繼承人之公平性為中心 林秀雄
105 黃從恩 商品與服務下之消費者資訊權利 黃宏全
105 黃正龍 我國現行判例制度之定位與展望 吳志光
105 陳崇光 數罪併罰案件假釋之研究 張明瑋
105 陳禹岑 從美國法制觀點探討我國股權群眾募資之監理 郭土木
105 陳盈樺 豪宅稅法制之研究 黃源浩
105 陳宥任 違反保護令罪之研究－兼論保護令制度 林秀雄
105 郭慈慧 論遺囑自由與特留分扣減權 林秀雄
105 許政璿 公共工程履約爭議之研究—以契約計價為中心 姚志明
105 張芷芸 論租稅和解與稅務協談 黃源浩
105 徐明豪 論我國競爭者訴訟中情況判決制度之適用 吳志光
105 胡冰 論近代中國憲政中的權力分立 黃源盛
105 邱若曄 我國內部人員短線交易歸入權之司法實務探討 郭土木
105 林詠御 原住民狩獵文化與法制之衝突—兼論布農獵人王光祿案 姚志明
105 林宗憲 論財務報告不實之刑事責任—以關係人交易未揭露為中心 郭土木
105 李秀茜 部分工時勞動條件之研究 陳猷龍
105 宋盈萱 醫療訴訟事件之舉證責任分配與減輕 劉明生
105 吳甲元 保險契約之消滅—以保險實務評析 黃宏全

105 王琇慧
民事訴訟第三人事後救濟程序之研究—以日本第三人再審訴訟與
我國第三人撤銷訴訟為中心

劉明生

104 鍾明諭 長期照顧法制之研究 陳猷龍
104 閻道至 線上遊戲法律問題之研究 陳猷龍
104 劉奕成 第三人訴訟參與與確定判決效力之研究 劉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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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趙萃文 刑法親親相隱的歷史、現況與比較 黃源盛
104 鄒明家 私人取證適法性之研究---以竊聽竊錄為中心 謝志鴻
104 詹皓傑 所得稅法上無形資產攤銷爭議之研究 ─以商譽攤銷為例 黃源浩
104 楊忠憲 論監獄擁擠對人權之影響與解決對策 謝志鴻

104 黃璿元
「現代國家學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已世俗化的神學概念」：論
Carl Schmitt「政治神學」中神學與法學的類比結構

鍾芳樺

104 陳政伸 血緣認知權之探究 林秀雄

104 連琪勻
財報不實民事責任之實證研究—以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及第
20條之1為中心

郭大維

104 洪志成 限制出境作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方法之研究 吳志光
104 林士淳 指認程序實務問題研究 謝志鴻
104 李婷 論兩岸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林秀雄

104 朱浩文
家事事件事實及證據之提出與調查之研究－以婚姻及親子訴訟事
件於家事事件法制定前後之演變為中心

林秀雄

104 任陸靜 遺贈扶養協議制度的完善研究 林秀雄
104 王棠祺 婚姻化外之民── 論我國多偶法制化之可能 吳豪人
103 魏啓證 危險事業侵權責任之研究 陳猷龍

103 藍子涵
民事訴訟上訴訟標的理論之研究─以近年實務見解發展之觀察為
中心

劉明生

103 劉尹惠 勘驗制度於刑事程序之定位 謝志鴻
103 趙戈羚 中國大陸繼承權喪失制度之研究 ——以現行法之修正為中心 林秀雄
103 廖宏文 銀行法第一二五條犯罪所得之爭議問題研究 郭土木
103 游宗翰 成年監護之研究 林秀雄
103 陳宣弘 臺灣證券交易所之監理行為及高頻交易之挑戰 吳志光

103 陳欣怡
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與傳聞法則之運用─以日本裁判員法及我國人
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為中心

謝志鴻

103 徐薇涵 同意監聽與另案監聽之研究 謝志鴻
103 洪可馨 論消費訴訟—以舉證責任為中心 黃宏全
103 林楊鎰 誘捕偵查 甘添貴
103 李婉玉 醫療行為告知義務之研究 陳猷龍

103 何怡潔
論稅務撤銷訴訟訴訟標的理論之選擇--對稅捐核課處分救濟及課
徵之影響

張文郁

103 王淼 股東會決議效力之研究 李欽賢
103 王淑錦 家事事件法中繼承訴訟事件之研究 林秀雄
103 王佩絹 財務報告虛偽隱匿之法律責任－以重大性之認定為中心 郭土木
102 謝岦峻 會計師查核簽證獨立性之研究—以美國法制為借鏡 陳猷龍
102 謝文郡 傷害保險上意外傷害之研究 陳猷龍
102 蔡珮穎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當選無效之訴及相關刑事犯罪 甘添貴
102 蔡思德 偵查中檢察官職權之研究─兼論檢警關係 謝志鴻
102 蔡旻穎 過失共同正犯的歷史、理論與實踐 黃源盛
102 趙紹偉 論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及其正當法律程序 吳志光
102 葉忠禎 論兒童色情之管制—制度之檢討與再建構 許宗力
102 陳韻如 論工程保證保險 李欽賢
102 陳怡均 公司合併之研究 陳猷龍
102 陳怡伶 大陸債券及定存單融資擔保制度之研究 陳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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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陳全正 職業棒球選手契約終止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 劉春堂
102 連思成 經濟犯罪之刑事政策－以連續交易之刑事責任為核心 郭土木

102 張維文
以隱私法益觀點論刑法第315條之1與第315條之2—兼論私人不
法取證之證據能力

謝志鴻

102 張曼娸 子女稱姓問題之研究 林秀雄

102 張宏任 論信用卡之法律關係及定型化約款之爭議-兼論抗辯接續之適用 陳榮隆

102 張之政 公司分割之研究 陳猷龍

102 徐千雅
基因改造產品民事責任之探討 -以基因改造作物所致之基因污染
及基因改造食品為核心

陳昭華

102 林怡君 海上貨物運送人遲到責任之研究 陳猷龍
102 李柄寰 祭祀公業法制之探討 朱武獻
102 李建廷 卷證不併送制度公平法院之建構—以日本法為中心 謝志鴻
102 吳勁昌 醫療過失民事責任之研究 陳猷龍

102 吳佩珊
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於涉外事件上關於親權人決定之適用—兼論國
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

林秀雄

102 王駿翰 票據規範制度繼受與實踐 黃源盛
102 王昱盛 跨國信託法律關係之定性與承認 林秀雄
102 尹禹文 兩岸對於共同基金監理法律規範之比較 郭土木
101 盧凱軍 從程序保障觀點論證據排除法則 謝志鴻
101 葉欣欣 遺囑信託之研究 陳榮隆
101 陳冠宏 涉外智慧財產權準據法之研究 林秀雄
101 陳固愷 通姦罪之適用爭議與立法擬議 靳宗立
101 陳子維 我國交叉持股法律規範與相關弊案之研究 李欽賢
101 張萱玲 偵查中羈押制度與實務之研究 謝志鴻

101 范揚弦
論反廢死風暴中的情感、謬誤與成因： 以「被害者人權何
在？」為中心

吳豪人

101 俞亦軒
自投資人保護之觀點論結構式債券法律爭議－以定性、不當銷售
及金融監理為中心

陳榮隆

101 林杰 廣泛禁止菸品廣告之合憲性研究 許宗力

101 李柏洋 新聞自由與資訊隱私權衝突之處理 —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中心 吳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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