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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夢想、責任與祝福─給新進律師的 50封信」書中) 

 

做一個用心體會人性的法律人 

蔡玉玲 

 

李家慶律師打電話請我寫法務長的經驗分享，我提了筆又放，來來回回好

幾次，因為我不想寫教條式的建議，我也不覺得那樣的建議有幫助。因為

環境變了，人也變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環境，作法還是一樣嗎？曾多次

婉拒李家慶律師的邀稿，但李律師說：不要在這一次的“共創”活動中缺席，

跟年輕律師說幾句話吧！ 

 

好吧！就讓我談談一個法律人經歷法官、法務長、創業及政務官，對“法律”

的想法是什麼？ 

 

法官如何在制式流程中看懂“人性” 

抽象的法律如何適用在每一件具體的個案中，才能體現法律背後所追求的

公平正義？個案中的每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際遇；每一件事

的發生也有不同的因緣。這麼複雜糾葛的人與事，法官如何在這麼高的位

置，這麼制式的訴訟流程中，看懂“人性”？ 

 

以前我每次審案，總試著讓自己放掉腦子裡的是非對錯，因為那些價值標

準多多少少都與我的成長背景有關，放到個案的當事人間，不一定是公平

的判斷。嘗試用同理心去瞭解當事人的糾葛，但每月數十件的案件量，確

也讓我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離開法院二十多年了，腦子裡仍忘不了幾個

案件。一個非常漂亮的太太，三番兩次告先生通姦，先生開庭時，在身上

用毛筆寫個“忍”字，夫妻長年冷戰，但又不想離婚，這種案件，法律能有什

麼作用？一個被地下錢莊逼迫的老實生意人，突然起念擄了鄰居八歲獨生

子，驚慌失措間殺了人，一念之間毀了二家人。我還記得寫判決那天，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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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三點多，我反覆看著相驗報告，一個這麼可愛的小男孩，喪命在他熟識

的隔鄰叔叔；一個這麼無助的小生意人，一念之間犯了唯一死刑的重罪。

法律的天平到底應放在哪裡？ 

 

在法院九年，體悟很多，刑事案件很多是一念之間犯的錯，民事案件則常

見親人、朋友或是工作夥伴的爭訟，清官要斷“家務事”，實在蠻不容易！ 

 

法務長的三個挑戰 

離開法院，進入我最喜歡的科技領域。IBM 法務長的工作符合我的興趣，

開啟我科技法律的執業生涯。科技變化無窮，法律有限的條文如何解決科

技所產生的日新月異的法律問題，這是我做科技法律最大的挑戰。科技人

永遠跑在法律人之前，所以我常覺得解鈴還需繫鈴人，科技人製造出來的

問題，還是由科技人自己以科技方式處理，可能會比法律人想出的法條更

有效。 

 

談談法務長的挑戰，在公司以營利為目的，所有人都有業績的壓力，而法

務部門是把關喊停的角色。當公司業務很順很好的時候，也許還聽得進去

“忠言”，當業務不好時，在面對生存壓力下，會犧牲多少原則，就看經營者

的態度。IBM 有非常嚴謹的內控機制，法務長相對地被付予很大的權限，

在這樣的環境下，法律專業才有發揮的餘地。所以，年輕律師問我要不要

去當公司法務時，我總建議他，先去瞭解老闆的經營理念。道不同，不相

為謀，是當法務長面對的第一個挑戰。 

 

艱深的法律條文，如何讓業務部門瞭解並願意遵循，是法務長面對的第二

個挑戰。我在當法務長時，開了很多內部課程，教同仁看合約，瞭解每個

條文的意涵，以及如何談判。很多同仁離開 IBM，日後碰面，都還特別謝

謝我的課程，讓他們在職場上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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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比理論重要，這是法務長的第三個挑戰。公司面對瞬息萬變的市

場競爭，每一個決定，都需考量公司所面臨的時間及財務上的成本及風險。

最常碰到的情況是糾紛處理，攻防之間，何時出手，何時收手，需要的經

驗不只是對法律條文背後理論的瞭解，更要對商場上競爭法則有適切的掌

控。通常後者比前者更能體現法務長的功力。一個對攻防節奏掌握準確的

法務長，一定會是經營者倚重的重要幕僚。要能對內溝通，又能對外談判，

所需的能力，不只法律專業，還要有對業務及市場機制的瞭解，而市場競

爭法則中也涉及許多人性的考量因素。 

 

創業是對自己、員工及客戶的長期承諾 

談談創業吧！創業 15年，我深刻體悟，創業是對自己、對員工以及對客戶

的長期承諾。你所提出的理念，說服了自己，也說服了員工及客戶，接下

來，如何實踐？這不是一天二天的事，而是一個長時間的承擔與承諾。每

次看到所內優秀的同仁，我總提醒自己，一定要讓他們將來以曾在理慈工

作為榮。同樣地，我也希望我的客戶可以很信任地跟別人說：我的律師是

理慈。 

 

永續經營一個事務所，需要處理很多面向的問題。律師是一個以信任為基

石的行業，不管對員工、對客戶，甚至於合夥人之間，都需要靠信任。要

找到優秀的人，不難。要找到可互相信任共事的優秀人才比較不容易。信

任也是要靠長期的溝通瞭解，尤其是一起經歷各種挑戰之後，更能認識彼

此的優缺點，互相補位，共同協作。我很感恩理慈的同仁，我們有很穩定

的團隊，對客戶是非常重要的服務品質保證。我也非常享受與同仁共事的

時光，初入理慈的同仁常問我理慈的案件怎麼都這麼難，但過不久，他(她)

就告訴我，同事都很主動幫忙，尤其是資深同仁，不藏私的指導，更讓他(她)

受益良多。建立一個彼此信任、分工合作的團隊，大家享受工作樂趣，是

我創業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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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政府機器需要互信才能推得動 

偶然機緣進入行政院，短短一年多，體悟很多。政府是一部很龐大的機器，

需要很多人一起操作，才能順利運作。繁瑣的內控機制，也常讓決策無法

迅速推動。世界變化這麼快，要如何讓這部機器快速地往未來的方向前進，

是全民的課題。萬能的大政府，或是小而美的小政府，也是我們應共同思

考的問題。 

 

我現正大力推動“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專案，全球到 2015 年已有逾 30

億人上網，一上網即可相互連結。虛擬網路世界無國界，產業界線也模糊

了。而現各個部會的分工，大都依據產業別，虛擬世界衍生的新產業(如第

三方支付等)，常發生產業分類不明，以致主管部會不易認定。如此層出不

窮的問題，靠僵硬的法條及欠缺彈性的組織架構，實在難為。面對無國界、

跨產業、跨部會的虛擬網路世界，我們需要低度管理且具彈性的法律架構。

而低度管理需鼓勵自律，彈性規範涉及對行政機關的授權。不論是自律或

授權，都涉及“信任”的問題。 

 

政府裡面想做事的人不少，優秀人才也很多，但要操作這部大機器，也需

要“默契”，才能推得動。而團隊默契的建立也是要靠互信。 

 

在無國界的虛擬世界裡，社群的力量掘起，眾人協作分享，參與文化形成，

人們不再依循制式的規範，不斷摸索、碰撞，自律規範層出不窮。一則新

聞，一篇文章，多數人立即地回饋意見，也讓“人性”的展現更直接。我對虛

擬世界的發展很好奇，也很期待，期待現實世界的紛亂，有機會在虛擬世

界中找到解方。讓我們一起努力，讓虛擬世界裡的台灣比實體世界的台灣

更美好！ 

 

台灣在實體世界，被世界公認製造業頂尖，在虛擬世界？讓我們一起努力，

讓台灣在虛擬世界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