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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盃研習營 
 
主  題： 菸害防制法 
主辦單位： 理律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 
時  間： 2011 年 9 月 24 日（星期六）09:00-17:00 
地  點： 國立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3 樓(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2 段 64 號) 
 

09:00-10:00 

開幕暨致辭 
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李家慶律師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郭明政院長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楊楨理事長 

邀請貴賓：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博士 

10:20-11:30 
專題一： 國際菸害訴訟之理論與發展 
主講人： 姚思遠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秘書長、董

氏基金會常務董事兼執行長、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11:30-12:20 
專題二： 比例原則與營業自由 
主講人： 葉慶元博士(台北市政府法規會主任委員、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副秘書

長) 

13:20-14:40 
專題三： 商業言論與言論自由的保障：比較法的觀點 
主講人： 劉定基博士（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助理教授） 

15:00-17:00 

論壇： 辯論技巧、書狀寫作與行政訴訟案件之處理 
主持人： 范鮫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 
主講人： 辯論技巧：林瑤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 
 法律文書寫作：蔣大中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 
 行政訴訟案件之處理：蔡東賢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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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家慶律師(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 
 

共同主辦單位中國國際法學會楊楨理事長、政大郭明政院長、司法院蘇副院長、在座的各位老

師、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蘇副院長，我是理律文教基金會的董事，今天本來由陳長文老師為我們致詞，

他是政大的老師，也是理律法律事務所的所長，此刻他在四川巡視汶川大地震之後復建的情況，

所以無法親自到場，不過他特別交代我們向在座的所有老師、同學致意。 
 
理律文教基金會主辦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從 2001 年到現在已有 11 年，我們與各大學的法學院

共同舉辦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結合學校教學與實務，包括法院的法官以及律師都撥冗參與，

讓學生能夠在學校的課程以外結合司法實務，提早關心、瞭解國家社會重要的法律議題。我們

在 2003 年第一次和北京的清華大學在中國大陸共同舉辦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至今也已經有 9
年的時間。今年臺灣共有 14 隊參賽，在中國大陸有 30 餘所高校參加，看起來這一項模擬法庭

辯論活動不僅在臺灣已有成效，在大陸也廣泛引起法學院的注意。 
 
由於在座的老師、各大學法學院共同支持，讓理律文教基金會有機會參與法學教育的公益活動，

兩度被陸委會評選為兩岸交流優良團體，基金會以及理律法律事務所也從這些公益活動過程中

學習到非常多的經驗。 
 
這次理律盃的議題主要是針對菸害防制，在學的學生可能比較沒有機會接觸這個議題。我們每

一年選擇議題，一方面要具有法律的可議性，另一方面也要選擇社會上值得關注的議題。看到

這次議題我想到在十幾年前，我們律師中午一起吃飯、聊天的時候，李念祖律師建議一位有抽

菸習慣的同事不要抽菸，但是屢勸無效。有一天李念祖律師送這位同事一個煙斗，請他不要抽

菸，改抽煙斗，這位同事覺得很奇怪，抽煙斗不是一樣是抽菸嗎？李念祖律師說：「我送你煙

斗，但是不一定要你把菸草放進去。」這個議題在律師們之間引起爭議，吸菸的人覺得人權受

到侵害，吸二手煙的人覺得健康權必須保障。後來我們內部打了一個仲裁，各有同事擔任兩邊

當事人，另外選出仲裁人，還找代理律師。當時政府還沒有禁煙的規定，然而在我們工作場所

中就有這樣的討論，煞有介事地在理律法律事務所裡以仲裁來處理應否禁菸的問題。這是一件

過往的趣事，輕鬆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接下來請共同主辦單位楊楨理事長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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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楨理事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主持人、理律文教基金會李董事、蘇副院長、郭院長、李永芬執行長：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很榮幸，理律文教基金會把我們名字同列為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辦

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比賽，第一屆是在東吳大學，當時我就參與這個活動，一轉眼已經 11 年了。

11 年來在臺灣各法學院都很願意參加理律盃，今年政大法學院舉辦，我們非常感謝政大郭院長

的積極支持。 
 
理律盃在兩岸造成很大的轟動。我常去大陸交流，2003 年第一屆理律盃在北京清華大學舉辦的

時候，我剛好也在，很榮幸地擔任裁判，那一年是武漢大學得到冠軍，他們抱著獎盃坐火車回

學校，校長、院長帶著代表在火車站迎接，能夠在北大、清華這些名校中脫穎而出，殊值慶祝；

之後他們也曾再次奪冠。兩年前我遇到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他說他們在一年之前就把人選出

來訓練。南京大學曾得過兩次冠軍，他們希望繼續奪冠，把理律盃的活動獎盃永遠保存下來。

大陸有 650 所法學院、法律系，受邀參加的至多 30 餘隊，各校先在校內比賽，贏了才可以到

北京，各校都很重視，在大陸對法學教育的推廣比臺灣還更見效果。 
 
今天大家參加這個研習營，很多講座老師都非常有經驗，各位要好好研討、學習，如果能得到

冠軍，可以到北京清華大學與大陸參賽的學生交流，這是很難得的事情。理律文教基金會舉辦

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比賽，意義非凡。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每年重大的事情之一就是傑賽普模擬法庭辯論賽，去年在政大舉行，今年、

明年也是。兩年前東吳取得代表權到美國比賽，因為比賽使用英文，不容易得到很好的名次，

可是他們的訴狀居然得到全世界前三名，我覺得很奇怪，每年我們都有去比賽，為什麼這次訴

狀可以得到前三名？我請教指導老師，老師說：「我們有一個碩一的隊員，他特別留意這個部

分，上網把聯合國比賽過去十年所有訴狀下載來看，照這個範本寫出去的訴狀，果真獲得前三

名。」這讓我們瞭解，只要我們用心、有毅力，就可能得到你想要的成果。回來之後大家都很

高興 ，馬總統曾經是國際法學會的會長，也參加過傑賽普很多次，他特別召見這批人去總統府

喝茶、照相。把這件事情提出來是要跟各位說，我們不管做什麼事情，都要細心、留意，如果

你執著，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 
 
我很榮幸承前會長陳長文教授的推薦，負責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過去四年得到陳會長大力支

持，還有財務方面得到理律文教基金會的支持，非常的感謝。傑賽普冠軍隊會到美國去參加比

賽，以前由理律法律事務所撥款贊助旅費，後來理律文教基金會成立之後，每年都由理律文教

基金會補助賽隊到美國去參加比賽。所以理律對法律界年輕學子教育的培養與支持，我覺得功

勞非常的大，也非常有意義。我代表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再次感謝！預祝各位今天研討順利、

比賽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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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政院長(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 
 
蘇副院長、李董事、楊理事長、在座各位貴賓、各位同學： 
 
我代表政治大學法學院竭誠歡迎各位，希望各位能夠享有美好的時光，尤其對各位同學而言，

今天的參賽一定會在人生中留下美好的回憶；得名固然非常高興，但沒有得名也一定會印象深

刻。 
 
34 年前我是陳老師的學生，也是蘇老師的學生，這是一個美好的聚會；過了 30 年之後，你們

也會回顧彼此曾經在政大相聚，這是人生很重要的時刻。 
 
中華民國在 1987 年（民國 76 年）解嚴，可是法律界到今年才解嚴。法學界一直飽受科舉之苦，

學生在圖書館日夜苦讀，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就是我們法學界的場景，老師教書也很

痛苦。我想作為一個法律人，取得一張律師執照是一個合理的要求，全世界都一樣，但是我們

把它當作一個科舉、一種身份、一種地位。從今年開始，我希望臺灣律師的錄取率可以突破千

人。科舉制度讓中國在很多方面無法實現應該的成長，考試也讓我們的法學教育非常辛苦，所

以今年應該是解嚴了。 
 
這和今天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比賽有什麼關係？我要跟學生說：「你現在再有沒有理由跟我說：

為了考試什麼都不要做、什麼都不要學。因為考試不考會計、國際經濟法、國際稅法、土地法、

德文、俄文…等，所以我都不讀。」從現在開始，各位要拿出你們的真才實學、拿出你們應有

的力量在社會上尋求你可以發揮的場域，讓自己發光發熱，為這塊土地、為這裡的人民服務。

我們迎接一個沒有國界的時代，作為世界的公民，不是只為臺灣，而是為全球盡一份心力；你

要有足夠的能力，而足夠能力的養成不再只有背書。你求職的時候總要要拿出一張漂亮的成績

單、履歷。各位同學今天參與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比賽，就是在履歷上增加一筆；因為參與，

你們的能力又增加一些。作為東道主，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讓你們更有競爭力、

讓社會更有能量，各位參與這樣的活動，絕對是物超所值。 
 
政大法學院雖然目前號稱是臺灣規模最大的法學院，擁有最多的師資，在國立大學中學生人數

也是數一數二，但我們的硬體設備仍然有限，我們現在正在努力蓋新院館，希望能夠有更好的

空間提供給各位。 
 
最後我代表政大法學院感謝各位參與，並祝福各位有美好的時光。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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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欽博士(司法院副院長) 
 
理律文教基金會李董事、中國國際法學會楊楨理事長、郭明政院長、基金會李執行長、姚思遠

教授、在座的同學們、各位辯士： 
 
大家早安，很高興今天有機會來這裡。幾個禮拜前收到執行長的邀約，說今天有這樣的研習營

要我來致詞鼓勵大家。 
 
今天研習營的主題菸害防制法，有各個名師分門別類從不同角度的來給各位演講，我就來談談

辯論這件事情。嚴格來說，我是非常不適合談這件事情，因為我沒有參與過辯論比賽，面對各

位辯士，我更沒有資格談這件事。但是我有很多對辯論很有興趣、有研究的朋友，所以我有很

強烈的感覺，這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我這些朋友在法律界的各個領域中，都表現的非常傑出。 
 
幾年前我在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服務的時候，副主任委員石世豪教授，他是東華大學的老師，

曾經參與海峽兩岸第一屆的辯論賽，那時候很轟動，因為兩岸還沒有太多的交流。當時辯論儒

家的觀念，在新加坡舉行，這件事在辯論界一直到今天還在談。臺灣隊是由臺大的學生組成，

石世豪是其中之一，非常的傑出。我們在 NCC 就請這位副主任委員做發言人，在當時的環境之

下，幸虧有他，他主管媒體、電信，常常會有一些爭議，每次這個發言人都能掌握住記者問的

各式各樣問題。他可以很快的抓住重點，很犀利地回答，臉上的笑容沒有斷過，就一一化解質

疑，第二天的報紙、電視呈現的方式都很清楚。我那時候真的感覺到，一個有思辯能力、掌握

辯論技巧的人，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是這個能力只是一個情況的表現，背後其實有很多的基

礎。 
 
還有一個朋友是剛剛李家慶律師提到的李念祖大律師，我從來不敢跟他辯論，因為他一定會講

到我沒話。我們有機會一起出席很多場合，比方憲法法庭，跟他一起的時候我很快樂，他是一

個可敬的辯士。 
 
有一天我的兒子告訴我他參加傑賽普辯論賽，我突然對他充滿敬意，以後不敢隨便指責他了。 
 
辯論是一種訓練、一種腦部的運動，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問題的爭點，預想一些問題，把

它整理、表達出來，營造一種說服的力量，這真的是不容易的事。第一次發現辯論的魔力是我

在讀大一時，那是民國 58 年的夏天，政大舉辦一個國際事務研習營，進行到最後幾天的時候，

有一個國際事務的辯論賽，輔導員是現在的臺中市長胡志強，一起參加的還有今天的馬總統，

都是辯才無礙的人。我們分組，各組自己分配誰要提供資料、誰要辯論，我們那一組有一個女

生自願參加辯論，拿了題目，第二天就要辯論。她問我：「蘇同學，什麼是霍爾斯坦原則？」

這是當時西德一個外交部長提出來的原則，她完全不知道，我剛好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就從

兩德的歷史開始講給她聽，第二天她就去辯論，今天晚上她才學到最基本的知識，隔天馬上現

學現賣，拿了第二名回來，讓我驚訝不已。辯論是一種訓練，各位要瞭解這個背後是很多的努

力。 
 
我做了這麼多年老師，感覺到在我們的法學教育少了這一塊。我讀大學的時候，還有理哲學與

邏輯學的必修，現在好像沒有那麼強調這種思辨的能力。不是每個國家的法學教育都忽略這塊，

美國的法學教育非常重視法律的推理、思辨方法，既使是大陸法系的國家也有，像是法國。最

近我的女兒在法國讀書，她回來告訴我，法國的教育非常重視思辨能力、分析問題的能力、把



 

 

理解傳達出來的能力。我女兒在巴黎二大念書，據她的描述，每一堂課都很緊張，要準備很多

材料，老師隨時會點你起來發表 10 分鐘對某個問題的看法，每一種考試除了筆試之外，一定還

有口試，假如有 20 個同學，老師就預備 20 個問題，讓每個人抽一個問題，給你準備 20 分鐘，

讓你講 10 分鐘，這個是法國式的教育。 
 
有一個巴黎一大的教授跟我談到，在法國如何才能夠變成教授？我認為應該是發表幾篇論文，

經過客觀的審查，確定他的學術內涵。這個教授說：「那是基本的，論文過了以後，我們還要

再過一關。」接下來這段話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在法國要成為教授，必須經過一個程序：訂一

個時間，在巴黎某一個旅館舉行考試，應考人住進這個旅館，通常他還會帶幾個槍手進來。那

個考試在禮拜天舉行，禮拜六主考單位會給他一個題目。假設這個考生是應徵國際公法的老師，

絕對不考他國際公法，可能是考他刑法的問題，他只有一天的時間跑圖書館查資料，這個時候

槍手中假如有人是學刑法的，馬上可以告訴他，去找哪些資料，第二天他就要去講授刑法，只

有這樣快速掌握資料、抓到重點、清楚表達出來，這個老師才可以在課堂上任教。我們臺灣大

概就交一篇博士論文，獲得青睞，就可以當教授，上臺講課，對於學生來說，如何溝通、訓練

他們自己去想問題，這個很需要在我們的教育裡面去加強、補強。 
 
我們學法律尤其是如此，法律是追求正義，辯論畢竟只是一個方法，但它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在司法程序裡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兩造，原告、被告通過這樣利益衝突的呈現，去發現已經消

失的事實真相。通過兩造的衝突以及中間的陳述，由中立的第三者發現真相，也通過他們的辯

論確定法律應該怎麼適用。所以司法程序的本身就讓辯論的思維、技巧有很大的發揮空間，不

僅把自己學習到的東西在腦子中整理出來，還要去預想思考中有什麼漏洞，對方可能從什麼角

度攻擊，自己要在腦中反覆的推敲，才可能在程序中說服法官。在法律的訓練中如何去強化這

一塊？現在很多大學有模擬法庭，基本上也只是在把訴訟法具像化，但是真正思維的訓練是不

夠，從這個角度來看，我對理律盃的努力致上很大的敬意。 
 
過去這些年理律盃的影響越來越大，2005 年我在清華大學是客座教授，那時候是 12 月冬天，

已經是最後的比賽，我擔任大陸決賽的評委，最後兩岸的友誼賽也由我擔任評委，我那時候推

辭，因為我真的不懂怎麼評論辯論。不過主辦單位說沒有關係，希望我作為一個法律教授來評

分，覺得哪邊說的比較有說服力，就給他高分。當時山東大學打敗了北京大學獲得冠軍；臺灣

是由中正大學三個女生組成的隊伍為代表，那是一場非常精采的辯論賽，雖然是不分勝負的友

誼賽，但是評委也要評論，我說：「兩邊都講的很好，但是很明顯風格不一樣：臺灣來的同學，

講話就好像臺灣律師的風格，針對問題的敘述跟辯論，是一層一層的，所以一下退一步、再退

兩步、再退萬步言，有一點枯燥，可是他就在套用各種解釋方法；大陸的同學講話表情豐富，

抑揚頓挫，觀點、學問非常的廣泛，就像封神榜一樣，一個包袱裡面都是寶貝，可是這些東西

好像沒有一個是致命的。所以各有千秋。」我評論完了，大陸主要的評委卻說：「既然蘇老師

這樣說，勝負已定。」雖然只是友誼賽，但是一下子我就變成愛國裁判了。 
 
就辯論而言，如果能夠結合上述兩方的優點是最好，但是最終你要把它組織起來，即使是外行

人也讓他覺得你是成功的辯論者。我們怎麼樣讓同學學會這樣的技巧，在我們法學訓練中是很

需要去做的。現在理律文教基金會舉辦理律盃，非常無私的讓兩岸的學生都能參與，得到這樣

的滋養與訓練，希望可以繼續下去，也影響學校對這種思維與表達的訓練。 
 
辯論的另外一層重要意義也代表一個社會的開放，真理越辯越明，預設的前提是，在辯論結束

以前不知道真理是什麼；允許不同觀點有充分表達的機會，要有公平的遊戲規則，有一個客觀

的人來做判斷，讓社會用多數決來判斷，社會要營造這樣的氣氛。以現在臺灣來說，每天晚上

名嘴都在節目上辯論，可是常常是隔著台在辯論，這一台都講一樣的話，如果有更好的規則，

也許對很多公共議題會有很好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臺灣已經有了這個氣氛，並不是每個國

家、每個社會都是這樣。以中國來說，春秋戰國時期是生機蓬勃的時代，那時候物質文明不是

那麼發達，可是君王、諸侯間已經有各種的辯論，他們也都願意洗耳恭聽，那是思想在中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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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時代，相應於希臘、羅馬。我很高興我們今天是活在這樣的時代，也看到整個世界是往

越來越容許辯論的方向發展。中國大陸現在大部分辯論是在微博上進行，也越來越多元，在一

般的媒體上都有。 
 
在蘇聯時代，共產黨有一份機關報叫做真理報，1918 年由托洛茨基創辦，1991 年葉爾欽下令關

閉，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就是辯論的開始。在真理報的時代，幾十年前蘇聯只有一個聲音，

它講的就是真理。從社會整個發展來看，辯論不只是法律人的謀生技巧，也是反應一個時代的

精神、氛圍。各位都很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隨時可以辯論，去訓練自己，讓自己有一個最好

的技巧來說服別人，不只是謀生的技能，事實上是讓真理越辯越明，造福很多人。 
 
最後我用一個笑話做結尾：有一個大學生放暑假回家，他家在河的另外一邊，要坐渡船，在船

上跟船老大聊天，他問那個船老大：「你有沒有讀過康德跟尼采？」船老大說：「我沒有聽過。」

大學生說：「你人生的意義已經少了 1/3。」又問：「你有沒有聽過交響樂？會不會打網球？」

船老大回答：「我不會。」他又說：「那你人生的意義又少了 1/3。」突然一陣風吹過來，船翻

了，船老大問大學生：「你會不會游泳？」他說：「我不會。」船老大說：「你的人生已經結

束了。」這告訴我們，辯論是輔助、幫助把法律學好的工具，除了辯論以外，法律的本質更重

要，如果法律沒有學好，辯論還是沒有用。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