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01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綱要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公法與憲政發展專題

(英)Seminar on the Public Law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課程編號 341 M5220 班次 學分數 2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必選

授課教師 湯德宗 教授 修課人數 30

上課時間 星期五 20:00~22:00 課程加選方式 2

上課地點 博士班核心能力

課程網頁 碩士班核心能力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本課程希經由關於大法官解釋之系統研究，培養學生對於我國憲政發展之基

本認識。

課程概述 本課程之內容可大略分為四大單元：一、立憲主義，二、權力分立（憲法結

構），三、人權保障，四、違憲審查。各週研討主題詳如「授課進度表」（暫

訂）。

「立憲主義」部分（授課進度表第一、二週）由授課教師講授，作為導論；其

餘三單元（計 12週）由選課同學自選兩個主題，分別提出「案例摘要」報告及

「導讀心得」報告各一次。最末四週為期末報告，由原「報告同學」以「案例摘

要」報告為基礎，參酌課堂討論，自定題目，提出合於學術規格之「案例評

析」，並由原各該主題之「導讀同學」擔任評論。

本課程期經由（基本教材之）「預習」、（大法官解釋分類研讀之）「案例摘

要」、（補充教材之）「文獻導讀」及（特定議題之大法官解釋）「案例評析」等

階段之訓練，達成前揭課程目標。

關鍵字 憲法、憲法解釋、大法官解釋、民主憲政、民主法治、違憲審查

課程要求 1. 出席並參與討論：

全體選課同學應依授課進度，確實預習各週「基本教材」，作為課堂討論

之基礎。

2. 隨堂報告：

選課同學應自選兩個主題，分別擔任「報告人」及「導讀人」各一次。

各週「報告」同學應就該週主題，檢索相關大法官解釋，並篩選出「指標解

釋」，完成「案例摘要」（格式將於第一週上課討論後確定），作為「期中

報告」。

各週「導讀」同學應就各該週授課進度表所列「補充教材」，提出「導讀心

得」報告。



「案例摘要」及「導讀心得」報告皆為 40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自由討論。

3. 期末報告：

由原「報告同學」以指標解釋之「案例摘要」為基礎，參酌課堂討論，自訂

題目，就指標解釋進行綜合評析，作為期末報告（其註釋體例以《中研院

法學期刊》撰稿凡例為準，字數須在一萬字以上）。並由原該主題之「導讀

同學」擔任評論。

報告時間 30分鐘，評論時間 10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自由討論。

※ 本課程不開放旁聽 ※

Office Hours 星期五 下午 五點至六點

補充書目 中文：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修訂版，2003）。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上冊）（台北：新學林，修訂

二版，2011)。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下冊）（台北：新學林，修訂

二版，2012)。

湯德宗，《權力分立新論‧卷一：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台北：元照，增訂

三版，2005）。

湯德宗，《權力分立新論‧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台北：元照，增訂

三版，2005）。

湯德宗，《行政程序法論-- 論正當行政程序》（台北：元照，增訂二

版，2005）。 

許宗力，《法與國家權力》（台北：元照，2006）。

林子儀等，《憲法--權利分立》（台北；新學林，二版，2008）。

李念祖，《案例憲法 I：憲法原理與基本人權概論》（台北：三民，修訂二

版，2002）。

李念祖，《案例憲法 II：人權保障的程序》（上冊）（台北：三民，修訂二

版，2003）。

李念祖，《案例憲法 II：人權保障的程序》（下冊）（台北：三民，修訂二

版，2003）。

李念祖，《案例憲法 III：人權保障的內容》（上冊）（台北：三民，2006）。

李念祖，《案例憲法 III：人權保障的內容》（下冊）（台北：三民，2006）。

《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上、中、下冊）（台北：

元照，2002）。

《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2007)。

《政治思潮與國家法學：吳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元

照，2010）。

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制憲的歷史軌跡（1912-1945）（台北：稻

香，2010）



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台北：稻香，2010）

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北：洛克，1997 再刷本）

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編，蘇永欽等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

念論文集》上冊（台北：聯經，2010）。

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編，蘇永欽等譯（2010），《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

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台北：聯經，2010）。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著，林明鏘等譯，《行政法總論作為秩序理念─行

政法體系建構的基礎與任務》（台北：元照，2009）。

外文：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86).

Robert Alexy (Julian Rivers Trans.),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 

Pr., 2004).

Lackland H. Bloom,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How the Supreme Court Reads the 

Constitution (Oxford U. Pr., 2009).

Ronald Dwork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Harvard U. Pr., 1985).

Theodor Maunz & Reinhold Zippelius, Deutsches Staatsrecht, 29. Aufl., Muenchen

1994.

Carl Schmitt,Verfassungslehre, 8.Aufl. Berlin, 1993.

George Nolte,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 Pr., 2005).

Larry Alexander (eds.),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U. Pr., 2005).

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出席與討論 20 缺席 2次(含)以上，累進扣分

2 課堂報告（2次） 40

3 期末報告（1 篇） 40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週

9/14

單元一：立憲主義

【主題】立憲主義 ＆ 課程介紹及分工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1講。

【補充教材】

  吳庚，〈第一篇第二章 憲法與憲法的基本原則〉，《憲法的解釋與適用》，頁

17-34。

  Eberhard Schmidt-Aßmann著，陳英鈐譯，〈法治國與民主的憲法決定〉，收

錄於林明鏘等譯《行政法總論作為秩序理念─行政法體系建構的基礎與任

務》，頁53-122。

http://gso.gbv.de/DB=2.1/SET=1/TTL=24/MAT=/NOMAT=T/CLK?IKT=4&TRM=interpretation
http://gso.gbv.de/DB=2.1/SET=1/TTL=24/MAT=/NOMAT=T/CLK?IKT=4&TRM=Methods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aBloom%2C+Lackland+H.%2C+Jr/abloom+lackland+h+jr/-3,-1,0,B/browse


第 2週

9/21

【主題】民國百年憲政變遷＿國民主權原則鞏固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4講。
【補充教材】

  賀凌虛，〈民初共和國體的確立〉，收於氏著《孫中山先生政治思想論集》，頁

239以下（1995）。

  賀凌虛，〈民國初建國家結構的爭議〉，收於氏著《孫中山先生政治思想論

集》，頁 26以下（1995）。

  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制憲的歷史軌跡（1912-1945）（ 2010）

湯德宗，〈國大延任修憲疑義解釋案審查說明會意見書〉，收於氏著《權力

分立新論˙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頁 557～581（增訂三版，2005）。

Peter Badura 著，張道義譯，〈聯邦憲法法院所認知的憲法國家與社會〉，收

錄於蘇永欽等譯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台北：聯

經，頁 937-953。

第 3週

9/28

單元二：權力分立

【主題】憲法結構_政府體制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3＆10講。
【補充教材】

  湯德宗，〈論九七修憲後的憲法結構〉，收於氏著《權力分立新論˙卷一：憲

法結構與動態平衡》，頁 27- 54。

  湯德宗，〈大法官有關行政、立法兩權關係主要解析論〉，收於氏著《權力分

立新論‧卷一：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頁 257- 340。

  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解釋案之研析〉，收於氏著《權力分立

新論‧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頁 305- 423。

  湯德宗，〈憲法結構與違憲審查-- 大法官釋字第五二０號解釋評釋〉，輯於氏

著《權力分立新論‧卷一：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頁 109-182。

  許宗力(2002)，〈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

《憲政時代》，27卷 4期，頁 3以下。

第 4週

10/5
【主題】五權分治、平等相維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2講。
【補充教材】

  湯德宗，〈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解釋案之研析〉，收於氏著，《權力分

立新論˙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頁 305～426。
  陳之邁，〈監察院與監察權〉，載《社會科學》1卷 1期（民 24年 10 月）。

../../%E5%A4%A7%E6%B3%95%E5%AE%98%E8%A7%A3%E9%87%8B%E5%BD%99%E7%B7%A8/520.doc


  賀凌虛，〈孫中山監察權理論的探討〉，收於氏著《孫中山先生政治思想論

集》，頁 177以下（1995）。

  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台北：稻香，2010）

第 5週

10/12

【主題】司法獨立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11講。
【補充教材】

  陳淳文，〈獨立與分歧：台灣司法權威的危機〉，收錄於《政治思潮與國家法

學－吳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2010）。

  李念祖，〈審判獨立、司法獨立、檢察獨立、檢察中立之憲法釋義辨〉，載《司

法週刊》1322 & 1323期（2007/01/18 & 26）。

王金壽，〈臺灣司法改革二十年：邁向獨立之路〉，《思與言》，46卷 2期，

頁 133-174（2008）。

    

第 6週

10/19

【主題】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地方自治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14＆15講。
【補充教材】

  黃錦堂，地方制度法論（元照，2012）。

  黃錦堂，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之研究（翰蘆，2000）。

  蔡秀卿，〈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意義〉，輯於氏著《地方自治法理論》（學

林，2003）。

   「地方自治與財政自主」專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6卷 1期（中研院社

科所，民 93年 3 月）。

  李惠宗、張壯熙，《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研究》（內政部 86年度研究報

告，86/06/07）。 

第 7週

10/26

單元三：人權保障

【主題】人權限制的限制_比例原則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18講。
【補充教材】

  翁岳生，〈憲法解釋與人民自由權利之保障〉，收於李建良、簡資修主編，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二輯，頁 1-22（2000）。

吳庚，〈第二篇 基本權的理論體系〉，《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2003）。

  湯德宗，〈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載《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下冊），頁581-660（中研院法律所，2009年7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月）。

  許宗力，〈基本權的保障與限制〉，載《月旦法學教室》11期，頁64-75（2003

年9月）& 14期，頁50-60（2003年12月）。

 Klaus Stern 著，林三欽、張錕盛譯，〈基本權利及其限制〉，收錄於蘇永欽等

譯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 3-37（2010）。  

  Bernhard Schlink 著，張文郁譯，〈比例原則〉，收錄於蘇永欽等譯註《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 479-498（2010）。

  Otto Depenheuer 著，李惠宗譯(2010)，〈職業自由與工作基本自由〉，收錄於

蘇永欽等譯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 257-

288（2010）。

  陳愛娥 ，〈憲法作為政治之法與憲法解釋－－以德國憲法學方法論相關論述

為檢討中心〉，收錄於《當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

集》，頁 711-738（2002）。

第 8週

11/2

【主題】平等權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19 & 20講。
【補充教材】

  Juliane Jokott 著，李惠宗譯，〈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中的平等原則與歧視禁

止〉，收錄於蘇永欽等譯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冊》，

頁 135-170（2010）。

  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國家科學委員會

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第 6卷 1期，頁 35-50（1996/01）。

第 9週

11/9

【主題】人身自由與正當程序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21 & 22講。
【補充教材】

  湯德宗，〈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收於氏著《行政程序法論-- 論正當行

政程序》，頁 195-204（2005）。 

  湯德宗，〈具體審查與正當程序保障：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的續構與

改造〉，輯於氏著《權力分立新論 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頁 261-

301（2005）。 

  廖元豪，〈人身自由「非刑事程序」限制之檢討－－以移民法制「收容」制度為

例〉，《全國律師》，14卷 9期，頁 50-66（2010）。

  劉幸義，〈死刑存廢之法學論證觀點〉，《月旦法學教室》，第 53期，頁 84-

93（2007）。

第 10週 【主題】居住遷徙自由與一般行為自由



11/16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23講。
【補充教材】

釋字 699 號解釋〈湯德宗大法官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詹鎮榮，〈基本權各論基礎講座 (14) -- 居住自由〉，《法學講座》，第 30

期，頁 13-29（2004年 11 月）。

  李建良，〈新聞採訪自由與個人生活保護的衝突與調和？--簡評釋字第 689

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84期，頁 29-49（2011）。

第 11週

11/23

【主題】言論自由

【基本教材】

  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憲法有聲書，第24 & 25講。
【補充教材】

  林子儀，〈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收於氏著《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 3-

61（1993）。

  李念祖，〈從釋字五０九號解釋論「陳述不實」是否為「誹謗罪」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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