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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1.0 比賽組織 
 

1.1 舉辦單位 
「理律盃全國法律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論賽」由中國國際法學會與理律文教基金會主辦,並由

全國各大專院校法律系(所)輪流協辦。 
 
1.2 比賽宗旨 
基於法學素養需要「向上發展,向下扎根」的理念,中國國際法學會與理律文教基金會共同主辦

「理律盃全國法律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論賽」。希望藉著此一模擬法庭辯論活動的推廣,吸引

社會各界對法學教育、法律議題的關注,並幫助即將步出校園踏入社會的青年學子,能在學校的

課堂與課本學習之外,尚有熟悉實務工作的經驗與機會。主辦單位也希望能夠藉著此一活動,
鼓勵同學從不同方面學習,加強自己的能力與經驗,並進而藉由各校「種子教師」之帶動,而能

在校園內組織相關社團、設置相關課程,進而促進法律問題之思辯以及法庭辯論活動之研究與

精進。 
 
1.3 比賽地點 
比賽場地由每屆協辦學校負責提供。2002 年理律盃比賽地點已訂於政治大學校區舉行。 
 

2.0 比賽題目 
 

2.1 出  題 
公法與私法輪流出題,內容應包含涉外因素或國際法議題。 
主辦單位應負責聘請專家學者編寫題目。 
除另有規定外,訴訟地為中華民國管轄領域。 

 
2.2 題目之修正 
各參賽隊伍對於比賽題目中之事實如有不明之處,得於第一次賽務會議後三十日內,敘明理由,
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請主辦單位澄清或要求對題目進行修正。 
 

2.3 題目修正之回覆 
主辦單位如確認必須澄清或修正題目時,應於第一次賽務會議後六十天內,將修正內容正式通

知各隊領隊。 
修正後之內容為正式比賽之依據。 

 
3.0 參賽資格與隊伍組成 
 

3.1 參賽隊伍資格 
除經主辦單位專案核准外，本比賽限中華民國公私立大專院校法律相關科系及研究所組隊參

加比賽,且每一學校以一隊為限。 
參賽隊伍得由符合前項資格之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單獨或共同組成。 

 
3.2 參賽隊員資格 
除經主辦單位專案核准外，參賽學生限於法律系所學生,或以法律為雙主修或輔系之學生。 

 



3.3 隊伍組成與挑選 
每一參賽隊伍應包含成員三至五位,並由隊員中推選領隊一名,對外代表該隊並負責與主辦單

位聯絡相關賽務。 
每一參賽隊伍隊需邀請一位於該系所任教之老師擔任指導老師。 
 

3.3.1 校內甄選 
各校參賽隊伍如超過一隊時,各校得自行舉辦甄選活動,以選拔最優秀之隊伍代表參賽。 
各校於校內甄選時,如有需要,得向主辦單位尋求關於比賽之諮詢與協助。 

 
3.3.2 指導老師 
各隊指導老師資格以在該系所任教之專任教師為限。惟如有特殊原因,得向主辦單位敘明

理由後,邀請正任教於該系所之兼任教師為指導老師。 
 

3.3.3 代表隊伍認證 
參賽隊伍報名表上應請該校系所主任簽名,以確認參賽隊伍獲得該系所之代表權。 
未經系所主任簽名者,需於主辦單位催告期限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視為報名無效。 

 
3.3.4 隊員之替換 
各參賽隊伍得於第一次賽務說明會後三十日內,更換參賽隊員名單,並以郵寄、傳真或電子

郵件方式通知主辦單位。 
替換隊員以一次為限。 
 

3.4 指導與諮詢 
本比賽所有相關賽務,包括書狀撰寫以及言詞辯論,皆應由參賽隊員單獨或合作完成。 
參賽隊員得接受指導老師以及其他人員之協助,並參考相關資料,但不應逾越下列範圍: 

 
3.4.1 指導老師 
各隊之指導老師,得協助參賽隊伍分析比賽題目、講解相關法律基本知識以及概略指導書

狀寫作。 
 

3.4.2 其  他 
除各隊之指導老師外,參賽隊伍亦得尋求具相關知識之學者或其他人員進行諮詢,但諮詢內

容以法律基本知識為限。 
參賽隊伍亦可運用圖書館、網路或其他管道進行相關資源之搜尋與運用,但不得有抄襲或

剽竊內容之情事。 
 
4.0 報名與隊伍編號 
 

4.1 報名方式 
各隊應於報名期限內,將報名表填妥送達主辦單位,除經主辦單位專案核准外，逾期不予受理。 
主辦應催告報名表尚未填妥之參賽隊伍補齊相關資料。參賽隊伍於催告期限內未補齊資料者,
視為報名無效。 
 
4.2 報名費用及保證金 
各隊於第一次賽務說明會時應繳交報名費用新台幣壹仟元以及保證金新台幣參仟元。未如期

繳交報名費者,主辦單位應催告參賽隊伍補繳,於催告期限內未繳齊者,除有特殊原因經主辦單

位核准外,視為報名無效。 
報名費用及保證金之數額主辦單位得於每屆比賽視情形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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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隊伍編號 
參賽隊伍完成報名手續後,主辦單位應發給參賽隊伍「隊伍編號」,作為該隊書狀製作及言詞辯

論時身份辨識之用。 
 

5.0 評  審 
 

5.1 評審席之組成 
每場評審三至五位,擔任模擬法庭法官之角色。 
評審資格以法律系所教授、法官、檢察官、律師或其他從事法律相關工作之專業人士為原則。 
每場評審應互推一人擔任審判長。 
5.2 評審資格之限制 
各隊之指導老師不得擔任評審。 

 
5.3 評審對於任教學校之迴避 
評審如任教於該場比賽兩隊所屬系所之一時,應迴避之。但如在兩隊所屬系所同時任教者,不在

此限。 
 

5.4 評審講評 
評審於比賽結束後講評時,僅得對兩隊之整體表現進行評述,而不宜針對相關之法律爭議進行

說明與解答。但該場比賽為季軍賽或冠軍賽則不在此限。 
 
6.0 書狀 
 

6.1 書狀繳交之規定 
 

6.1.1 繳交期限 
書狀應於最後一次賽務會議時繳交,遲交者或未繳交者依罰則相關規定處理之。 

 
6.1.2 繳交份數 
各隊應繳交原告方與被告方書狀各十二份,以作為書狀評審及言詞辯論時所需。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於繳交書狀日期前一個星期通知參賽隊伍調整繳交之份數。 
 

6.2 書狀格式 
 

6.2.1 長寬規格與裝訂方式 
書狀(包括封面與內文)長寬標準為 A4 規格,全文應以電腦打字撰寫,裝訂則應以釘書針裝

訂,不得使用封膠、穿孔活頁或其他方式。 
 

6.2.2 字形、字體大小與排版 
字形應使用標楷體,字體大小為「14」。行距以一倍寬(singlespace)為標準。 
文字應以直排，由右至左撰寫。 

 
6.2.3 封面與頁數 
封面需註明「隊伍編號」與原被告持方。內文(不含附件)不得少於十頁,不得超過三十頁。

整份書狀任何部分皆不可出現隊伍所代表之校名或系所名,違反規定者,主辦單位應予以塗

銷,並予以扣分。 
 



6.3 書狀內容 
各隊所繳交之書狀係模擬兩造當事人於法庭進行言詞辯論前所準備之「言詞辯論意旨狀」,
內容格式應依我國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6.3.1 原告方書狀 
原告方之書狀,應至少記載下列事項: 
a)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理由。 
b)證明應證事實所用之證據,應以比賽題目及其附件所記載者為限。 
c)對他造主張之事實及證據為承認與否之陳述;如有爭執,其理由。 

 
6.3.2 被告方書狀 
被告方之書狀,應至少記載下列事項: 
a)答辯之事實及理由。 
b)證明應證事實所用之證據,應以比賽題目及其附件所記載者為限。 
c)對他造主張之事實及證據為承認與否之陳述;如有爭執,其理由。 

 
6.4 書狀之修改 
書狀於繳交後不得修改之。除非係內文整頁漏印,以致影響整份書狀之完整性,且經主辦單位核

可後方得補齊。惟應依相關罰則扣減其書狀成績。 
 

6.5 交換書狀 
各隊抽籤決定比賽順序後,比賽兩造即需交換該場比賽各自持方之書狀。 

 
7.0 言詞辯論 

 
7.1 原則 
比賽兩造應於辯題所確定之事實基礎上進行法律辯論,所模擬之訴訟程序,依題目內容分別為

我國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最高行政法院或司法院之憲法法庭之訴訟程序。 
 

7.2 言詞辯論程序 
各隊得於參賽隊員中推選二至三人為該場次之訴訟代理人。 
辯論程序首由正方(原告、聲請人、上訴人)陳述其理由,次由反方(被告、關係機關、被上訴人)
陳述其答辯理由;繼之進入詰問階段,由兩造徵求審判長同意直接詰問對造,繼之再由評審對兩

造進行「綜合提問」。評審除於「綜合提問」時外,不得於兩造陳述或詰問時介入詢問,以免影

響比賽之公平性;於陳述及詰問階段皆完成後,即進入「總結陳述」階段,此一程序仍由正方先

行陳述,繼之由反方進行答辯,兩造於總結陳述時,不得提出新論點,違反規定者,評審對於該部

分應不予考量。 
 

各部分之時間分配如下表所示: 

時間分配 進行項目 說  明 
10 分鐘 正方陳述 

 
由正方選派一位訴訟代理人進行陳述 

10 分鐘 反方答辯 由反方選派一位訴訟代理人進行答辯 
10 分鐘 正方詰問反方 由正方對反方進行詰問,反方進行答辯,詰問與答辯人次皆不

限 
10 分鐘 反方詰問正方 由反方對正方進行詰問,正方進行答辯,詰問與答辯人次皆不

限 



2002比賽規則

40 分鐘 
 

綜合提問時間 法官可於時間內自由對兩造進行提問,並要求被提問方回

答。唯 
法官提問時間及雙方回答時間皆須計時。 

5 分鐘 正方總結陳述 由正方選派任一訴訟代理人進行結辯,法官於結辯時不提問。

5 分鐘 反方總結陳述 由反方選派任一訴訟代理人進行結辯,法官於結辯時不提問。

 
7.3 隊員間之溝通 
言詞辯論進行中,場上隊員之間之討論或溝通皆須以紙筆方式傳遞訊息。但正在發言之隊員不

得與任何隊員進行任何形式之溝通與訊息傳遞,若經發現,評審得加以制止並警告,並扣分。 
 

7.4 身份透露禁止 
任何隊員不得將己所代表之校名或系所名透露給評審,即使評審無意間加以詢問,隊員亦應婉

轉予以拒絕,違反者予以扣分。 
 

7.5 時間限制與逾時處理 
言詞辯論之各部分應於限定時間內完成。若時間限制已至而評審正在發言,俟評審發言結束後

立刻終止該程序,進入下一階段;若係參賽隊員正在發言,審判長應強制其停止發言,並進入下

一訴訟階段。各部分程序之時間限制,若得評審允許,得延長之,但以一次三分鐘為限。 
 
7.6 錄音與錄影 
主辦單位得就比賽事務進行錄音與錄影，且無向參賽者提供該影音資料之義務。 
參賽隊伍之錄音錄影需徵得對造隊伍及主辦單位之同意，且需遵從主辦單位所為之指示。 
錄音帶與錄影帶需交由主辦單位代為保管,俟比賽活動結束後,連同保證金一同發還。 
 
7.7 展示品之使用 
言詞辯論時,兩造不得使用書狀中所附呈證據以外之任何展示品,包括圖畫,文字,聲音各種形

式之展示品,一切之陳述及答辯限於口頭說明方式為之。 
 

7.8 觀賽人員之限制 
 

7.8.1 循環賽 
除主辦單位之工作人員以及兩造未上場之參賽隊員外,任何人皆不得在場觀賽，但部分特

定來賓不在此限。 
 

7.8.2 複  賽 
除主辦單位之工作人員、兩造未上場之辯士以及未獲參與複賽資格之隊伍外,任何人皆不

得在場觀賽，但部分特定來賓不在此限。 
 
7.8.3 季軍賽及冠軍賽 
任何人皆可在場觀賽。 

 
8.0 賽程 
 

8.1 參賽隊數與賽程 
賽程以參賽隊伍是否超過八隊為標準,分別依下列兩種賽制進行。 

 



8.2 參賽隊數於八隊以下之賽程 
 

8.2.1 循環賽 
每一隊伍皆須與自己所抽中順序籤號之前後兩號之隊伍,總共四隊進行言詞辯論,與籤號較

小之隊伍比賽,所持方為原告;與籤號較大之隊伍比賽,所持方為被告。但於籤號最大之兩隊

與籤號最小之兩隊比賽時,籤號小者為原告,籤號大者為被告。 
 

8.2.2 季軍賽與冠軍賽 
循環賽結束後,依所獲勝場數進行排序,由第三名與第四名之隊伍進行季軍賽;由第一名與

第二名之隊伍進行冠軍賽。排序時,若兩隊勝場數相同時,以所獲得之評分單點數為準;所獲

評分單點數仍相同時,以兩隊比賽時之勝負為準;若無比賽紀錄時,加賽決定之。若三隊以上

勝場數及評分單點數皆相同且於循環賽互為勝負而無法定其先後時,則依其所有評分單上

之分數總和為標準。 
 

8.3 參賽隊伍超過八隊之賽程 
 

8.3.1 循環賽 
每一隊伍皆須與自己所抽中順序籤號之前後一號之隊伍,總共兩隊進行言詞辯論,與籤號較

小之隊伍比賽時,所持方為原告;與籤號較大之隊伍比賽時,所持方為被告。但於籤號最大之

隊伍與籤號最小之隊伍比賽時,籤號小號者為原告,籤號大號者為被告。 
 

8.3.2 複  賽 
循環賽結束後,依所獲勝場數進行排序,由第一名與第四名以及第二名與第三名之隊伍分別

進行兩場複賽,持方由抽籤決定。於排序時,若兩隊勝場數相同時,以所獲得之評分單點數為

準;所獲評分單點數仍相同時,以兩隊比賽時之勝負為準,若無比賽紀錄,則依兩隊所有評分

單上之分數總和為標準。 
 

8.3.3 季軍賽與冠軍賽 
由複賽中獲勝之兩隊進行冠軍賽,落敗之兩隊進行季軍賽,持方由抽籤決定之。 
 

9.0 計分方式 
 

9.1 書狀評分 
「最佳書狀獎」由專門之評審匿名負責書狀之評分。書狀分數不列入言詞辯論時之評分與勝

負判斷。 
 

9.1.1 原始分數 
書狀評審針對書狀之內容進行評審,評審所給予分數為各隊該份書狀之原始分數。 
9.1.2 實際分數 
若書狀有違規情事,則應依相關之罰則自原始總分中扣除一定之分數。 
扣除後之分數為該份書狀之實際分數。 

 
9.2 言詞辯論評分 
言詞辯論之計分方式,依言詞辯論評分單上所記載之項目以及相關說明給予分數,各隊所獲得

之總和得分即為該場言詞辯論之分數(評分單格式,參閱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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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比賽勝負之判定標準 
每張言詞辯論評分單分數較高者獲得一點;評分單上分數相同者,則以「綜合提問」分數較高

者獲得計點。獲得評分單點數較多者為該場比賽之勝方。 
勝負之判定應於比賽當場計算分數並公布之。 
 

10.0 罰  則 
 

10.1 書狀義務之違反 
 

10.1.1 書狀遲交 
若於繳交書狀期限仍未繳交而遲交者,書狀分數扣十分,遲交天數每多一天,加扣三分,扣至

原始分數至零分為止。 
 
10.1.2 未繳交書狀 
參賽隊伍未繳交書狀,喪失參與「最佳書狀獎」之甄選資格,主辦單位並得沒收該隊保證金

新台幣兩仟元。 
言詞辯論評審得於言詞辯論開始後逕判該隊為敗方。 

 
10.1.3 未繳交足夠份數書狀 
參賽隊伍所交之書狀不足主辦單位要求數量者,書狀分數扣三分,主辦單位得代為複印補足,
並於保證金中扣除代為複印及裝訂費用。 

 
10.1.4 書狀未符合格式 
若隊伍所交之書狀與規定格式不合者,每一不合格處扣書狀分數三分,同一類別之錯誤最多

計算五次,不同類別之錯誤計算次數不限。 
 

10.1.5 抄襲、剽竊或非隊員代寫 
書狀內容如經主辦單位確認有抄襲、剽竊或由非隊員代寫情事者,取消該隊參賽資格,報名

費與保證金不予退還。 
 

10.2 出席義務之違反與罰則 
 

10.2.1 賽前準備程序 
所謂賽前程序,包括各項賽務說明會、賽前領隊會議以及其他與賽務有關由主辦單位召集

之會議,皆屬賽前準備程序。 
 

10.2.1.1 賽前程序遲到 
於賽前準備程序遲到之隊伍,每遲到半小時,扣除保證金五百元;若遲到超過一小時,以缺

席論。但於特殊情形經向主辦單位說明並審核通過者,得免除或減輕保證金之減扣。遲

到隊伍對於其不在場時所作成之決議,除有嚴重影響其利益之情事並經主辦單位認可而

重新表決者外,不得異議。 
 

10.2.1.2 賽前程序缺席 
於賽前準備程序缺席之隊伍,每缺席一次扣除保證金一千元;但於特殊情形經向主辦單

位說明並經審核通過者,得免除或減輕保證金之減扣。缺席隊伍對於當次會議所作成之

決議,除有嚴重影響其利益之情事並經主辦單位認可而於下次會議重新表決者外,不得

異議。 
 



10.2.2 言詞辯論程序 
 

10.2.2.1 言詞辯論程序遲到 
參加言詞辯論程序遲到者,每遲到十分鐘,每張評分單上扣其「團體成績」分數十分。遲

到達半小時者,視為棄權,依缺席之罰則處理。 
 
10.2.2.2 言詞辯論程序缺席之罰則 
參加言詞辯論缺席者,除該場比賽判定敗北外,每缺席一場扣除該隊保證金一千元。但於

特殊情形經向主辦單位說明並經審核通過者,得免除或減輕保證金之減扣。 
 

10.2.3 其他出席義務 
 

10.2.3.1 研習營之出席與缺席 
每屆比賽會於賽前所舉辦相關之學術研習營,各參賽隊伍每隊至少需派三名隊員參加。

若有缺席或不足三名隊員參加之情形,全隊缺席一次扣除保證金兩千元,不足三名隊員

參加者,每不足一名,扣除保證金五百元。但於特殊情形向主辦單位說明並經審核通過者,
得免除或減輕保證金之減扣。 

 
10.2.3.2 冠軍賽之到場義務與缺席 
各隊皆須於冠軍賽時到場觀賞比賽,每隊最少需有三名隊員到場。若有缺席或不足三名

隊員參加之情形,全隊缺席則扣除保證金兩千元,不足三名隊員參加者,每不足一名,扣除

保證金五百元。但於特殊情形向主辦單位說明並經審核通過者,得免除或減輕保證金之

扣減。 
 

10.3 申訴程序 
對於所受處罰有所不服者,得以書面方式記載不服之理由,送交主辦單位。若主辦單位認為申訴

有理由,得撤銷處罰;若認為申訴無理由,則將該申訴駁回並告知申訴隊伍駁回之理由。 
對於主辦單位之駁回不得再次提出申訴。 

 
11.0 獎勵辦法 

本比賽獎勵辦法如下: 

獎項名稱 說  明 
團體獎 冠軍:獎牌一面及獎金新台幣十二萬元 

亞軍:獎牌一面及獎金新台幣六萬元 
季軍:獎牌一面及獎金新台幣三萬元 

傑出辯士獎 由所有辯士中選出個人成績最高之兩名 
各頒發獎牌一面及獎金新台幣一萬元 

最佳書狀獎 由各隊書狀中選取成績最高者 
頒發獎牌一面及獎金新台幣一萬元 

優良辯士獎 每隊取一名個人成績最高之辯士 
各頒發圖書禮券新台幣三千元 

團體獎、傑出辯士獎及最佳書狀獎另頒發中英文證書各一紙。 



2002比賽規則

12.0 本規則之解釋與修正 
 

12.1 疑義與建議 
各隊對於本規則有所疑義或建議者,得於第一次賽務會議後十四天內,以書面方式將有所疑義

或建議之內容通知主辦單位。 
 

12.2 修正之通知 
主辦單位於徵詢各隊意見並綜合考量後,決定是否修正本規則。 
本規則如經修正,主辦單位應將修改內容郵寄至各隊領隊,並確認各隊領隊已收到修改之內容。 

 
12.3 生效期間 
本規則生效適用期間由主辦單位於每屆比賽第一次賽務會議宣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