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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盃研習營 
主  題：內線交易 
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東吳大學法學院 
時  間：2012 年 9 月 15 日(星期六) 09:00-17:00 
地  點：台北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崇基樓 1705 會議室) 
 

09:00-10:00 

開幕暨貴賓致辭 
主辦單位：陳長文教授(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暨

所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理事、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 
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王煦棋副院長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陳純一理事長 

10:20-11:30 

專題一：  內線交易的基礎理論 
主持人：李念祖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暨執行長、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理事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兼任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主講人：  前司法院院長賴英照教授 

11:30-12:20 
專題二：  併購案中牽涉內線交易的案例介紹 
主講人：  宋耀明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 

13:20-14:40 
專題三：  內線交易蒐證實務 
主持人：  李家慶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 
主講人：  臺北地檢署許永欽主任檢察官 

15:00-17:00 

論  壇：  辯論技巧、書狀寫作與刑事訴訟案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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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至格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 
      刑事訴訟案件之處理：湯偉祥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資深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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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教授(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暨所長、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理事、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東吳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兼任教授) 
 
王副院長、陳理事長、李律師、李執行長：大家好！ 
 
今天蘇永欽副院長臨時有事不能來，他非常願意跟各位同學聊一聊，各位將來一定會有機會跟

蘇永欽副院長見面的。 
 
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已經是第十二屆，十二年說起來很長，也很短。我昨天晚上稍微作了一

些回顧，過去十二年、二十年、三十年、四十年，甚至回顧我在一九六三年進入台大，一九六

七年畢業，至今四十五年。我大學的時候沒有模擬法庭這個門課，今天各法學院有些有，有些

沒有模擬法庭課程。過去十二年理律盃的題目，不論是憲法、內線交易、國際海洋生物養護，

都是學校教授的課程，有些是必修、有些是選修；學校基本上教的是理論，近幾年來可能比較

好，想當年只有老師的講義、教材和課本，很少引用案例來作為教學或是同學們學習的材料。

目前法學教育與各位同學從法學院、研究所畢業以後實際上要做的事，尚無法充分連結。各位

同學從法學院、研究所畢業以後考取律師、檢察官、法官、高考、法制人員，最近幾年來制度

比較好，司法官、律師都要實習，但是往往在實習的時候發現學校教你的有些地方是相當不夠，

這涉及到法律教育的問題，跟模擬法庭辯論有一點關係，不過我想在這裡就不多提。 
 
理律法律事務所的資深同事很多都在學校兼課，希望把在律師行業裡所學到的經驗跟學弟、學

妹分享，盡我們在社會上對法律人的責任。十二年前理律文教基金會想到或許應該做一件事情，

就是設計「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基本上是希望同學們能夠在學校念的課程之外，提早瞭

解實際案例。各位同學在這一次面對的題目是「內線交易」，希望同學們能夠藉模擬法庭辯論

賽的機會，注意社會上與法律有關係的新聞，其實所有的社會活動幾乎都跟法律有關係。如果

各法學院願意把模擬法庭安排為必修的課程，讓每一位同學在學校就已經開始練習，到了每一

個學校都做得非常棒的程度，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的目的也就實現了。 
 
在美國法學院，不但設置模擬法庭的必修課，而且學校經由法律服務幫忙社會做公益。「Jessup 
Moot Court」是一個美國的模擬法庭練習，理律盃是我們的模擬法庭練習。過去十二年來有超

過二百位老師參與指導理律盃，超過五百位老師擔任裁判，這些老師包括法官、檢察官、法學

院老師、社會賢達、企業界等等，大家這一個努力是很認真的。最重要的當然是參賽同學，很

高興看到今天十四個學校的同學，過去十幾年來各個學校的同學陸續參加，同學們覺得獲益良

多。我們從 2003 年開始也在中國大陸這麼做，目前理律盃在大陸地區是全國高校法學院一個很

受重視的項目，我想這個努力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 
 
教育傳播學告訴我們，如果你只用眼睛看東西，看過當時會覺得很震撼，但是真正可以一輩子

記得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甚至於百分之五；不但看還要去聽，就像各位今天

看到老師又聽到老師，最多只能夠抓住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如果聽看之後，還動手去寫

筆記，記得的可以達到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這些仍然不夠！你的寫、你的看、你的聽跟

我之間要有對話、有辯論，思考我講的話到底是什麼意思，我講的話並不當然有道理，那麼你

就深深掌握這個議題了。習法要站在一個全觀的角度，其實，法律規定並不當然不能夠被你我

挑戰，有一些例子中，你會發現法律定得非常不好，或者法律定得還可以，但是法官、檢察官



 

 

在適用法律上有所偏差；當然還有一種狀況是法律確實規定非常清楚，可是那個法律違反了憲

法，或者並不符合法治原則。 
 
從刀的「法制」到水的「法治」，也就是「Rule by Law」到「Rule of Law」。紀伯倫說過一句

話：「將手指放在善惡交界之處，就能碰觸上帝的袍服。」「善惡交界」也就是是與非、正與

反，要去作判斷，就好像是扮演上帝的角色要決定是對或不對，這時候你必須要戒慎恐懼。 
理律盃十月份開始進入辯論、對抗的時候，參賽同學彼此之間經過辯論、乃至交換正反方，才

能真正得到最多。更重要的是法官對你的詰問，你要怎麼回答，讓法官覺得你講得非常有道理，

或者儘管你的意見跟他不一樣，他還能夠接受你的意見、被說服，那就是最棒的！法官們也要

學的，特別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越資深的人越應該一日三省吾身，如此才能能夠學到更多的東

西。 
 
另外一點，我希望同學們要成為全觀的法律人。在學校裡聽的甲說、乙說、丙說，甲說通常是

通說，同學們要思考通說為什麼是通說，這一次你會被指定擔任代理人或者是檢察官，甲說、

乙說、通說彼此之間產生對抗、互相爭取著真理。我們講的真理是什麼？重點還是透過各位同

學自己親身對抗，甚至每天自己跟自己辯論，對法律有了認識。全觀法律人的意思是，你隨時

都要想如果自己是對方，對方的道理是什麼？各位同學看到這些材料裡，內線交易的時間點究

竟是哪一個點？而法律規定的那一點或是檢察官解釋的那一點，或者我們看到有很多最高法院

的判決，判決的決定是不是當然就能夠涵蓋所有將來可能發生的情況？換句話說，你如何扮演

上帝的角色？因此，要不斷地提醒自己做全觀法律人。當你擔任原告律師的時候，不要爭取原

告不該爭取到的權利；反之亦然。尤其是今天十四個學校在場，所有的同學，假設三年、四年、

五年、六年以後在法院見面，大家就要有這麼一個共同的默契、共識或是承諾，彼此除了律師

倫理、檢察官倫理、法官倫理之外，對於法律的認知是什麼？法律本身是公平正義，法律要從

公平正義來講，因為人類社會之所以需要法律，就是希望人類社會基於公平正義共存，甚至跟

不是人類的其他動物、植物共存。這是從各個角度來講的全觀，角色的全觀、審級的全觀，一

審、二審、三審、最高法院到了大法官都要全觀，千萬不能夠以為自己的想法當然符合所謂的

「公平正義」。 
 
最後，我想要講的是，在辯論的過程之中，「大前提、小前提、結論」聽起來是非常容易，最

重要的是法律如何適用在事實裡而作出解釋。法律的立法、背景、法條解釋、文義解釋、論理

解釋等等，這是我們所說的「實然」，但是「應然」又是什麼？在解釋的過程中，不要囿於文

字，盡可能作應然的解釋。以此共勉之！ 
 
感謝各位老師、各位同學，也祝福研習營非常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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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煦棋副院長(東吳大學法學院) 
 
感謝尊敬的陳長文教授作了精闢的演講。導因於十多年前理律前輩這樣的動心起念，今天才能

夠有理律盃這樣的平台，透過各個法學院所參賽，提升學生在校園裡還沒有涉入的實務面，獲

得多元化、包羅萬象的學習。感恩這麼多年以來，理律文教基金會大力支持，讓模擬法庭辯論

賽能夠辦得那麼有聲有色。 
 
在東吳大學方面，今天我們所在的實習法庭是又再翻修完工的一個非常好的教學場所，這也說

明了東吳大學對實習法庭教育的重視。東吳大學的整體教學中，英美法課程始終是我們的特色，

在座陳長文老師與李念祖老師，在國際法的宏觀、國內實務上都提供教學相當大的支撐，有大

宏觀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讓學生參與，早一點接觸實務。當然這也要非常感謝國際法學會，陳

純一理事長是首屈一指的國際法學者，多年來給予我們專業的支持。 
 
今天的議程安排十分有分量，大家犧牲週末過來學習，一定不會虛渡時間。非常感謝李永芬執

行長的戮力規劃，還有東吳大學主辦的侯瑞媛老師、林三欽老師的所有努力。期待這一次的研

習營能夠非常成功、辯論賽場場精彩，大家也可以從中學到非常多的人生智慧。 
 
最後，感謝行政團隊的付出，以及每一位同仁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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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純一理事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各位老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昨天晚上在想今天要介紹一下當年辦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研習營的背景、理律盃與傑賽

普的關係，可是思緒不知不覺回到去年十一月十二日。去年十一月十二日在政大與北京清華大

學、北京大學合辦一場兩岸國際法學論壇的研討會，在研討會開幕式陳長文老師以「三個一甲

子」來分析兩岸關係。數字常常會帶給我們不同的感覺，我算一算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到今

年是第十二屆，第十二屆有什麼樣的意義呢？我腦中浮現了一些場景，第一個場景是我和李念

祖老師討論理律盃的第一屆、第二屆，我們思索後當時想到用「二００一年」開始。第二個場

景，當時的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長馬英九還是市長，和在座幾位老師在台北市政府討論，

決定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要參與這個活動。第三個場景，就在這個東吳大學的實習法庭，當時

我帶著我的孩子來聽陳長文教授的演講，當年他是小學生，十二年後他現在已經是高中生了。 

 

這十二年之間有很多改變、也有很多沒有改變。不變的是十二年來我每一屆都有參與；理律文

教基金會和理律法律事務所追求卓越、培育後進的心意也沒有改變。其次，剛才王副院長提到

東吳大學法學院對於國際法、英美法的投入，目前在台灣依舊是這個教學領域裡非常積極、努

力的，這也是當年第一屆我們為什麼和東吳大學合辦。第三，二００一年的主辦單位是理律、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和東吳大學，在第十二屆，主辦單位剛好又回來了。第四，當年主要參與、

推動的是陳長文教授、李念祖教授、李永芬執行長，他們的熱心和對這個活動的支持歷經十二

年也沒有改變，我覺得很高興。 

 

什麼東西改變了？理律盃剛開始，當年有九隊、十隊參加就很高興了，現在已經有十四隊，普

及度越來越廣。這個活動在大陸地區更不得了，現在已經有三十幾隊參加，大陸地區的學校更

把這當作年度盛事。這是一個好的改變，這個改變要讓在座的同學想一想，你們面對什麼樣環

境上的變？我們常說各位所面臨的競爭既有水平面、也有垂直面，所謂「水平面」是在座同學

在某種意義上來講都是你的競爭對手；所謂「垂直面」是你的前三屆、後三屆可能都是競爭對

手。其次，大家都很關心涉外、國際活動，現在國家考試開始考國際公法、智慧財產權法、勞

工法、證券交易法，非常多元化，這也不是十二年前司法官、律師考試所想的，換句話說，各

位所處的環境現在視接受全球化為當然，而且也無法躲避，如果希望未來的人生更宏觀，這恐

怕是所要面對的變化，也就是陳長文老師所提到超國界法的概念。第三，當年第一屆主辦的同

學們是東吳大學研究所國際法組，這些同學現在當律師或者在WTO代表團裡擔任法律顧問，所

以人事也有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當然的，現在回過頭看，他們都算是有成就的。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律文教基金會與東吳大學合辦這個活動，我們從開始就想，這不只是

單純比賽，我們都把理律盃視為法學教育的一環。剛才陳長文老師提到一個概念，並不是說理

律要功成身退，這個法學教育的責任不是只有理律文教基金會，而是每一個大學法學院、每一

個老師所關心的。對各位同學來講，你們要善加利用這個機會，藉由這個教育活動提升法學素

養，從單純聽講到直接地說、直接地寫。 

 

我期許我們幾個主辦單位不是只有十二年，希望將來還有一甲子、兩個甲子繼續到三個甲子，

一直能把這個好的活動推廣下去，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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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念祖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合夥人暨執行長、中華民國仲裁協會理事長、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兼任教授、臺灣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陳理事長、在座的各位： 

 

誠如剛剛陳理事長所說，大家都知道有一個Jessup Moot Court的世界性比賽，凡是參加過的人都

深深體會到這個活動好處，就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去思考，怎麼樣將在學校課堂裡所學到的知識

運用在實務上。這一個過程對於以後從事實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橋樑，也會讓自己進入職場

後很快地學習、用法律專業幫社會解決問題。我們辦理律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同學們能使

用自己的母語，練習表達，練習辯論表達，跟實務議題溝通、銜接。 

 

今年理律盃的題材是證券交易法。我們每一年都會選不同的領域，有一個共同基礎，就是選擇

課堂上比較少教、但是實務上經常發生又非常重要的領域，希望同學能夠透過參加這一場比賽，

實際上相當於上了一門課，不過是要自己學習從案例中尋找解決案例的知識。在這個過程中學

會怎麼樣找知識、找答案，將來實務工作每天要做的也就是這樣一件事情。這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因為這個社會上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當事人找到你、把問題交給你，都是最困難的問

題，希望你幫他解決問題。律師不能閉著眼睛接案子，有道理的案子才能接，有沒有道理是要

經過仔細研究、深入思考，而且常常要不服通說、思考道理以後，才能真正幫當事人找到解決

問題的路。很可能一開始一條路都沒有，但是深入思考之後問題豁然解決。模擬法庭案例的學

習就是希望幫助各位能夠早一點接觸，培養實務工作上運用知識的能力，這是我們辦這個活動

的用心。 

 

今天這個研習營是要提供給各位一些包括程序上、實體上解決問題可能有用的方法、資訊，我

相信各位今天週末的時間是不會浪費的。在這裡祝福各位，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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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永芬執行長(理律文教基金會) 
 
首先謝謝大家，有很多同學從中南部來，相當辛苦；國防管理學院的同學經過多次向學校申請、

報告，才來到現場，也十分不容易。希望大家參與理律盃活動之後，會如上次我在準備工作時

所說的，感覺到從參與的過程中獲得非常實在的經驗，這個經驗的收穫比獎項還重要得多。我

總是跟大家講，獎項並不是比賽的重點，真正的重點是大家藉此對於議題的認識與研究，和你

在過程當中所體會到的團隊合作。大家假如沒有參加過模擬法庭辯論的經驗，我相信被裁判一

問，可能原來想好的論點都會一片空白，但這就是很寶貴的成長經驗，像我到現在對三十年前

隨陳長文老師上談判桌時害怕的心情還記得很清楚。各位透過這個過程成長，不要在意十月底

比賽的成績如何，我們的目的不是在得獎，而是參與。 
 
我回應剛剛提到的大陸交流問題。我們在2002年與北京清華大學談到舉辦理律盃活動，當時的

王晨光院長覺得很有意義，所以次年就與理律文教基金會一起舉辦模擬法庭辯論賽，到今年是

第十年。從2003年到2012年，大陸同學有很明顯的改變，就如同方才陳純一老師所講的。我們

今年還是如往年一樣，冠軍隊在十二月初會到北京參加大陸理律盃活動的交流。希望大家能夠

仔細思考自己的成長和大陸年輕人成長的方式，珍惜互相交流的機會。理律盃在台灣與大陸的

不同是，大陸學校很積極地組織、訓練同學，因為大陸有六、七百所法學院，不是每個學校都

可以參加，而是由主辦單位邀請，大陸的學校都非常重視這個活動，同學不會放棄參加機會。

台灣的同學是自己組隊報名，我相信同學在準備過程當中覺得有點辛苦，或者是希望學校多給

予一點支持。然而在台灣現階段多元化的環境下，同學自己尋求、選擇的學習方式往往帶來非

常深刻而長遠的作用。我們希望在台灣推動模擬法庭教育的過程當中，能夠跟學校有更多的交

流，例如每年為老師們舉辦一場關於模擬法庭辯論教育方式的研習營。也歡迎同學們邀請學校

裡的指導老師一起來參加在十月辯論賽頒獎完的「理律之夜」餐會，讓大家對於這個活動更加

認識和支持。 
 
希望你們能夠充分地在這個活動裡用很自由、輕鬆的心情、但是很認真的態度，完成學習。謝

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