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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公法專題研究

(英)Seminar on Public Law

課程編號 341 M4920 班次 無 學分數 2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

授課教師 陳顯武教授 開課系所 國家發展研究所

上課時間 星期六 15:20～17:10 修課人數 20

上課地點 208 課程加選方式 1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範圍涵蓋憲法及行政法，尤其注重科際整合的觀點及問題導向的研

究，來探討公法之體系建構、作用、原則及規範的功能。由「民主的憲法國家」

之特徵出發，貫穿法治國原則下行政法作為規制理念的體系及其建構之探

討，再者則細究憲法與行政法之互動來理解國家權力運作之特性及其合法性

與正當性，並考察其權力之功能。另外針對工法具體問題之討論，則取材於大

法官釋字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來做為課程討論之基礎。

課程概述 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法是一自由民主的法秩序，較強調議會功能的發揮及議會

之論辯，則發展出審慎的民主與民主的法治國家之理論，如 J. Habermas之法

理論即為一例，較傾向強化違憲審查之功能，而有司法民主之取向，例如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強大功能及其判決具有憲法位階之影響力，讓 B. Schlink

甚至認為憲法學及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學，當然 B. Schlink之觀點亦屬另一極

端，然整體而言，在這種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強大影響力之下，德國學者亦努

力重建一司法、民主與法治及其他憲法原則構作較平衡及緊密聯繫的「民主憲

法國家」的概念，其中由於 P. Unruh的努力，惟有特殊貢獻。在本課程中，將

會針對 P. Unruh所提「民主憲法國家」八個結構要素及八個實質要素進行深入

討論，在此基礎上延伸對基本權的保護、國家機關之運作及違憲審查做更具體

的討論，接著本課程在行政法的部份則 E. Schmidt-Aßmann就一般行政法當

做規制理念，其須一方面就面對行政的人民的權利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又須

行政上合乎法律的來加以組織設計配備，使其能達成其任務，因此 E. 

Schmidt-Aßmann認為首先須向上連結憲法對法治國與民主之要求的規定，然

後來探討行政的任務及行政法特論的角色，進而考察行政的組織、歸至功能的

獨特性及行政行為的體系，在此體系建構下課程當然針對行政法的個別具體

問題且較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

關鍵字 公法、民主的憲法國家、憲法、行政法、違憲審查、民主、法治國。

課程要求 老師針對基本問題先進行講述及討論，同時要求學生須閱讀相關文獻，及參

與課堂之討論，另在學期中學生擇一專題在課堂進行口頭報告，並針對此專



題參酌課堂討論之意見完成期末書面報告。

Office 

Hours

星期五下午 4:30 ～ 6:30。其他時間隨時聯繫。

參考書目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第三版。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三民書局，2007年，第十版。 

李震山，《論訴願之先行程序》，行政法爭議與問題研究(下)，五南出版

社，2000年，一版，頁 849 ~ 865。

翁岳生，《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展望》，中研院法學期刊，創刊號，2007年，

頁 1～62。

湯德宗，《行政程序法論》，台北，元照出版社，2005年，增訂二版二刷。 

董保城，《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行政法爭議與問題研究(上)，五南出版

社，2000年，一版，頁 473 ~ 493。

台灣行政法學會，《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下冊，台北，五南出版

社，2000年。 

鄭國榮，《行政罰法「重複處罰禁止」之研究》，2007年，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論文。

蔡震榮，《多階段行政處分與行政救濟》，行政法爭議與問題研究(上)，五南出

版社，2000年，一版，頁 495 ~ 518。

蔡進田，《我國土地徵收補償法制之研究》，2003年，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論文。

法務部（編印），《行政程序法裁判要旨彙編》，2004年 7月。 《台北市政府

訴願決定書彙編選輯》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

Hassemer,  W.,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ichterliche  Pragmatik,  in:

Rechtstheorie 39, 2008, S. 1 – S. 22.

Posner,  R.,  “How Judges  Think,”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chmidt-Aßmann,  E.,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 2. überarb. u. erw. Aufl., 2004.

Unruh, P., “Der Verfassungsbegriff des Grundgesetze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課堂出席與討論 30％

2 課堂報告 30％

3 期末報告 40％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週 主題：課程介紹與準備

教材：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第三版，頁 1～69。



第 2週 主題：民主的憲法國家的理念與發展

教材：

Unruh, P., “Der Verfassungsbegriff des Grundgesetze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S. 1 - S.38.

第 3週 主題：民主的憲法國家的八大結構要素

教材：

Unruh, P., “Der Verfassungsbegriff des Grundgesetze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S. 148 – S. 170.

第 4週 主題： 民主的憲法國家的八大實質要素

教材：

Unruh, P., “Der Verfassungsbegriff des Grundgesetze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2,　S. 171 – S. 202.

第 5週 主題：違憲審查方法之檢討(一)

教材：

Hassemer, W.,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ichterliche Pragmatik, in: 

Rechtstheorie 39, 2008, S. 1 – S. 22.

第 6週 主題：違憲審查方法之檢討(二)

教材：

Posner, R., “How Judges Think,”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69 – 377.

第 7週 主題：行政法的體系建構與憲法對民主與法治的規定

教材：

Schmidt-Aßmann, E.,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 2. überarb. u. erw. Aufl., 2004, S. 1 – S. 

110.

第 8週 主題：現在國家中行政法的組織、功能與任務

教材：

Schmidt-Aßmann, E.,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 2. überarb. u. erw. Aufl., 2004, S. 111– S. 

375.

第 9週 主題：基本權案例評析(一)

教材：

大法官釋字 509號，656號解釋。

第 10週 主題：基本權案例評析(二)

教材：

大法官釋字 371號，572號解釋。

第 11週 主題：基本權案例評析(三)

教材：



大法官釋字 242號，362號，554號解釋。

第 12週 主題：國家機關與權力分利

教材：

大法官釋字 520號，613號解釋。

第 13週 主題：行政行為與行政程序

教材：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三民書局，2007年，第十版。

湯德宗，《行政程序法論》，台北，元照出版社，2005年，增訂二版二刷。

第 14週 主題：行政處分之撤銷廢止

教材：

董保城，《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行政法爭議與問題研究(上)，五南出版

社，2000年，一版，頁 473 ~ 493。

第 15週 主題：行政救濟之途徑

教材：

蔡震榮，《多階段行政處分與行政救濟》，行政法爭議與問題研究(上)，五南出

版社，2000年，一版，頁 495 ~ 518。

李震山，《論訴願之先行程序》，行政法爭議與問題研究(下)，五南出版

社，2000年，一版，頁 849 ~ 865。

第 16週 主題：行政法中之一行為不二罰

鄭國榮，《行政罰法「重複處罰禁止」之研究》，2007年，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論文。

第 17週 主題：土地公用徵收及補償

蔡進田，《我國土地徵收補償法制之研究》，2003年，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論文。

第 18週 主題：公法未來的發展

Schmidt-Aßmann, E.,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 2. überarb. u. erw. Aufl., 2004, S. 377- S. 

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