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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工作當然是一個職業，作為職業，我們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但它可以
不只是一個職業，而成為一種「志業」，志於為正義捍衛、志於為公眾謀福、
志於為弱勢發聲、志於打造一個更文明進步、美好和諧的社會。我認為這才是
法律人在職業以外的使命。

理律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99年，可以說是理律在法律「職業」之外，法治志
業的一項公益延伸；隔年，2001年為提供華語法學教育界一個模擬法庭的教
學平台，理律盃就此誕生。

模擬法庭辯論是推展法學教育的重要工具，美國各法學院都有自己的模擬法
庭訓練和比賽，此外還有許多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比賽。於是2001年10月，第
一屆理律盃便在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之鼎助下，在東吳法學院實習法庭舉行。

台灣地區理律盃2001年第一屆，至今第21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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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台灣地區第二屆理律盃結束不久，基金會向北京清華大
學法學院提出構想，希望把這份對法學教育的關心與實踐從台灣推向
大陸；即獲時任院長王晨光教授及副院長王振民的支持。

2003年在大陸地區首度舉辦，參賽者包括11所各地高校法律系學生。
近年均達40隊之多。

大陸地區理律盃2003年第一屆，至今第19屆



3

模擬法庭訓練在英美法系的法學院中已行之
有年，參與者需分析問題、研究相關法律、
準備書面意見並進行口頭辯論。

作為一門課程，主要訓練同學：
 思考有趣和熱門的法律問題
 提高法律研究和寫作技巧
 學習與同儕合作並相互學習等

模擬法庭在英美法系國家乃法學教育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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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盃精神—全觀法律人的修練

過程比結果、比是否得獎來的更重要！把握練
習機會，每個同學都是理律盃最大贏家！！！

準備理律盃不但要有求證「實然」的能力，也
要有追索應然的能力。

理律盃本身即是一個訓練同學周延認識「法律
理論」、「法律理念」的一個場所，由於每一
個隊伍都要進行正、反辯護，藉此鍛鍊同學
「全觀」的思考能力，能站在聲請人（原告）
與相對人（被告）的立場，思考如何援引適當
法律、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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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有鑑於台灣法學教育界，對

理律盃成立宗旨：

辯論的本體價值：發現事實而非創造事實

辯論的技術價值：表達訓練、邏輯養成、實事求是

舉辦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係在傳統偏重理論分析的教學模式之外，提供學生
一個機會，提早接觸實際法律議題，學習綜合適用各領域的法律，並發展整體運
用法律知識的能力。

模擬法庭辯論，旨在讓同學透過案例的研析去體察如何就具體事實情境，在法
的範圍中做出客觀妥適的判斷，探求法律的正義性，而不是從法條或案例中尋
找「標準答案」。

辯論提供了一套有助於邏輯養成的方法。法律講求的是周延的推論、舉證並解
釋與引用法律條文，這些都需要具備純熟的邏輯能力與思維習慣。法律人的舉
措判斷常常影響他人的生命、財產與自由權利，因而必須更加謹慎惕勵，不可
持唯諾鄉愿的態度，而必須具有求是的批判精神，敢於挑戰錯誤的觀念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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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法學院自2004年思考新課程：
讓畢業生扮演好法律人／領導者角色

必須具備「整合性知識」

(1)分析、實務經驗、跨學科技能(2)全領域/跨國法律制度
 以因應「事實、法律、倫理問題」的複雜綜合體（amalgam）

great problem-solving requires …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LL RANGE of 
legal institutions and sources of law,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Great lawyers are 
Great problem-solvers.

全觀的法律人

做一個爭氣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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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題與時俱進、符合時事並取材自當前最重要的法律問題，
不變的是，理律盃始終是凝聚同學法治精神、融會貫通法律思維最好的平台。

學法、用法之人，不能不認識法庭—

年份 台灣地區歷年競賽題目

2001 涉外民商法爭議

2002 涉外工程合約爭議仲裁

2003 WTO貿易法

2004 智慧財產與競爭法

2005
契約法、不當得利法及公司

法爭議仲裁

2006 律師倫理規範

2007 企業社會責任

2008 海洋污染損害賠償

2009 稅務與依法行政

2010 工程爭議仲裁

2011 菸害防制法

年份 台灣地區歷年競賽題目

2012 內線交易

2013 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

2014 食品衛生管理

2015 公司治理-企業負責人之義務與責任

2016 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2017 「企業併購」民事相關議題

2018 數位時代下的著作權法

2019 現金逐出合併與限制競爭

2020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

2021 空氣汙染管制與中央地方權限爭議



2021理律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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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共13隊：
台灣大學、東吳大學、台北大學、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世新大學、
成功大學、開南大學、政治大學、
東海大學、中正大學、國防大學、
輔仁大學、中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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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心得摘錄

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

陳老師想藉題發揮，

跟同學們談一些值得法律人

努力追尋解答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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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空汙，
陳老師想帶同學關心更棘手的
「全球暖化/淨零碳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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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妳關心環境嗎？
至今約五十年前的西元1962年9月27日，瑞
秋·卡森出版了《寂靜的春天》，揭示了化
學污染對人類文化產生的巨大衝擊，及其對
地球生態的影響。此書調查了35種鳥類因包
括有機氯化物 (DDT) 在內的化學抗生素而遭
受滅絕威脅的事例。

THE FIRST EARTH DAY
Every year on April 22, Earth Day 
mark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1970.
1970年4月22日的美國，大約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
二千萬人站出來支持環境運動，抵制污染。他們提
出一個口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人類
唯一的家，我們每個人都住在地球上，不分種族、
不分性別、不分階級、不分宗教、不分出身，都住
在唯一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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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時代雜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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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s have always been with 
us and surely always will be. But 
when they hit this hard and come 
this fast--when the emergency 
becomes commonplace--
something has gone grievously 
wrong. That something is global 
warming.

災難如影隨形，而且一直如此。
但當災難來得如此迅猛-當緊急
情況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
-某些事就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這就是全球暖化。

Earth at the Tipping Point
地球身處臨界點

一張雜誌封面，令陳老師至今印象深刻，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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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使生態系統能自然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但未對如何控制作出具體規範。
1997 京都議定書
規範工業化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8年至2012年時較其1990年的排放量應減少減少5.2%—締約方承擔共
同但差異的責任。
2012 多哈修正案
2012年12月COP18決定將本應於當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延長至2020年。
2015 巴黎協定
維持本世紀全球溫升低於2℃並努力限制溫度上升1.5℃，所有締約國須提出國家自訂貢獻(NDCs)承諾，每五年
將檢討各國對減排的貢獻。
2018 卡托維茲氣候包裹協議
溫室氣體減量、有效適應氣候變遷之影響等細部履行指針（rul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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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碳排成為當務之急，
法律人不能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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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極端氣候
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做了什麼？政府做了什麼？世界各國呢？

聯合報2021年4月21日

聯合報2021年4月20日

聯合報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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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總統拜登召集的全球視像氣候峰會於4月22日召開，
4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受到邀請出席峰會。

美國制定「大膽目標」
美國總統拜登在氣候峰會上表示，美國承諾
到2030年將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
少50-52%。
不僅展現拜登政府對抗氣候變遷的決心外，
更使美國成為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領導者的地
位。

美國環境保護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納撒尼爾·基奧恩（Nathaniel 
Keohane）形容拜登宣佈了一個「大膽的目
標」，他說，「這滿足了應對氣候危機所需
要的和緊迫性。」

大陸：在原有承諾基礎上減少煤炭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重申去年9月份的承
諾，即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
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即二氧化碳淨零排放。

除美國以外，加拿大、日本的等國
家都做出更大幅度減排的新承諾。

日本首相菅義偉（Yoshihide Suga）
將該國的減排目標從2013年的26%提
高到46%，並表示，日本將「繼續
努力爭取更高的減排目標」，即
50%。拜登政府向日本施加了強大
壓力，要求其宣佈減排50%。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
將其國家的減排目標從2005年的
30%提高到40%-45%。

其他國家

總統蔡英文22日表示，「政府已經開
始評估及規劃台灣在2050年達到淨零
碳排目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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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氣候變遷已成了「國安問題」~~~

「氣候變遷」攸關各國的永續發展和人類物
種的存續，是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急迫
挑戰，綜觀近年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會議發展與演變，正朝向達成
一個涵蓋所有國家的普遍性氣候變化協議而
努力。

2015年底在法國巴黎召開UNFCCC第21次締約
方大會(COP 21) 通過備受全球期待關注之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為全球首
次達成涵蓋所有國家因應氣候變遷之共同協
定，這項普遍性協定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本
(21)世紀末全球氣溫升高不超過工業化前水
準的2℃，並驅動工作努力以進一步限制不
超過1.5℃。巴黎協定已於西元2016年11月4日
正式生效，目前全球已有183個締約方批准。

相信「環保」可以「救國」！

2015年至今，
我們已經多蹉跎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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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
管法），104年7月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自此臺灣正式邁入減碳新時代。

本法是我國第一部明確授權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明定我國139年（西
元2050）長期減量目標及以5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並搭配具經濟誘因
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從免費核配到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未來
將以減緩、調適及綠色成長3大主軸，推動臺灣因應氣候變遷的具體作為。

1. Sweden – 2045
2. United Kingdom – 2050
3. France – 2050
4. Denmark – 2050
5. New Zealand – 2050
6. Hungary – 2050
7. China – 2060
8. Japan – 2050

這些國家都已向氣候
公約秘書處(UNFCCC)
提出新的「國家自主
貢獻」(NDC)，強化
了它們在2015年提出
的「國家預期自主貢
獻」(INDC)

但是實際上？
台灣仍依賴過時法令，僅要求
2050年排放量至少減到2005年的一半！

已經宣布碳中和(zero carbon)目標的國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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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稅、碳交易機制缺乏？台灣將淪為氣候變遷難民！？

2025「非核家園」、2050淨零碳排淪為口號

唯有共好才能替「地球」找到出路！
聯合報2021年4月23日

聯合報2021年4月23日

今年9月才要修法，但盤點現行能源政策，我們能做到嗎？



20210503中國時報

20210531中國時報

比起疫情及兩岸關係，
陳老師更焦急氣候變遷的不等人，我們再不做就來不及了！！！

這一代的人欠地球太多……



22

問題一：非核家園 vs.2050淨零碳排誰輕誰重？！

「以核養綠」公投過了也沒用？
行政院：法律會廢止，但「非核家園」政策不變

環境基本法：
第 23 條
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並應
加強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放射性物料管理
及環境輻射偵測，確保民眾生活避免輻射危害。

儘管「以核養綠」公投過關，經濟部依然表
示，核一、二、三不延役，核四不重啟。直
接民意的表態，受到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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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到2030 年度新能源組合（發電量結構）草案，已進入最後協調階段，
預估2030年度時可再生能源占比，將較現在提高逾10個百分點到36%至38%，核
能維持目前的20%至22%。

日本：

日本在2012年決定設立「原子能規制委員會」，制訂最嚴謹的審查程序重啟核電，
安倍政府任內已重新啟動9座核電機組。日本政府認為，在確保安全的大前提下，
恢復核能發電是考量「穩定而廉價的電力供應」、「因應氣候變遷減碳承諾」、
「降低能源進口依存度」等需求時，不可或缺的發電方式。

中央社2021年7月17日

工商時報 2021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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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截至2020年9月，美國擁有95座正在運轉中的核能發電機組，是世界最大的核
電生產國，法國第二有56座，中國大陸第三有48座。美國預計到2020年之後將
會有另外兩部新機組（Vogtle 3＆Vogtle 4）加入商業運轉。美國的核能發電
在2019年產生809 TWh的電能，約占總電力供給的19.7％；占全球核能發電量
的30％以上。

美國能源部計畫於2021年在愛達荷州國家實驗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建立先導工廠，發展下一代核能電廠（the Next Generation Nuclear Plant, 
NGNP）。第四代高溫氣冷式反應器(High-temperature Gas-cooled Reactor, 
HTGR)將會是大規模生產電力和氫氣系統的一部分。

另一項發展重點則是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器（Small Modular Reactor, SMR），這
種小型反應器與以往核反應器不同之處在於，它可以批次在工廠大量生產，經
由卡車載送到現場組裝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小型的核電廠，且單一反應器可產
生約60百萬瓦的能源，足以提供5萬戶家庭的電力所需。SMR被認為比過往的
大型反應器來得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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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碳排，
以核養綠，乾淨零碳的核能可以是解方！

 台灣有經驗豐富的團隊、完善的制度及高效率、高安全品
質的現有核電廠及核能技術。

 核能電廠提供了穩定且價格穩定的基載電力供應，減少台
灣對石化燃料的依賴。

NASA科學家：核能用到21世紀中葉 減少704萬人死亡

研究員卡拉恰(Pushker A. Kharecha)及韓森(James E. Hansen)表示，根據過

去歷史數據，核能至少「避免」全球184萬人因空氣汙染而死亡；此外，亦

減少64億噸二氧化碳等因燃燒石化燃料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即使把福

島核災考慮進去，核能至21世紀中期約能減少42萬至704萬人死亡，以及80

至240億噸溫室氣體排放。

2013年04月03日



2021年07月26日中國時報

2019年臺灣燃煤使用總量為6,500萬公噸，運儲對港
口已是沉重的負荷。臺灣煤的人均年消耗量為2,769
公斤，世界排名第6，高於中國大陸(2,736公斤)、韓
國(2,548公斤)、德國(2,136公斤)、與日本(1,497公斤)。
臺灣燃煤的進口量為世界第5，前四名國家依序是中
國大陸、印度、日本、與韓國，這四個國家都在積
極推動核能發電。

現實是，依據台電報告，2020年用電成長2.1%，
預估2027年前每年成長2.5%

此時我們因應方式卻是：增氣、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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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3中國時報

台灣沒有歐洲密布的電網，
為了避免513、517大停電重
演，現行能源發電配比有
檢討必要！

能源政策不該是國王的新衣！

台電應為全民擬具
2030
2040
2050 能源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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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天然氣發電，低碳非淨零！

2020年2月國際期刊《自然》（Nature）研究即指出，人為甲烷排放比過去所
知高出25至40%，原因在於低估能源部門甲烷洩漏。

進入2000年後，全球甲烷排放快速增加，NASA研究確認主因就是來自天然氣
開採過程的洩漏，並對全球「煤改氣」趨勢發出警告:各國不斷擴增的天然氣
管線與燃氣電廠，恐將進一步把人類推向氣候混亂的懸崖。

NASA的警訊無非要世界各國別把天然氣當
成萬靈丹，甚至奉為「乾淨能源」，因為這
種迷思可能為導致天然氣的「盡情使用」，
反而讓地球暖化加速。

2021-04-19 聯合報

一噸甲烷在100年間的暖化效應是一噸二氧化碳的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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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風能具間歇性，
積極發展地熱不嫌遲！



20210809中國時報

台灣地熱現況



2020年11月26日風傳媒

2021年05月05日天下雜誌
2018年08月13日天下雜誌

台灣地熱能有30.4%占
比，為何不積極而為？



將地熱劃分至溫泉法

第 1 條(目的)
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提供輔助復健養生之場所，促進國民健康與發展觀光事業，增進公共
福祉，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3 條(規範對象，節錄)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二、溫泉水權：指依水利法對於溫泉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
三、溫泉礦業權：指依礦業法對於溫泉之氣體或地熱（蒸氣）取得探礦權或採礦權。



依據印尼憲法，
地熱資源所有權歸國家所有，但私人可以藉由獲准特許權或許可證利用地熱資源 。

近年來，土耳其的地熱發電歷經爆發式的成長，由2010年至2018年裝置容量成長
12.65倍，世界排名更由14名快速晉升至第4名。不但如此，土耳其尚成為世界地熱
發展重鎮，在地熱界具有相當聲望。土耳其的成功歸因於良好的國內促進政策與透
過國際合作導入外部資源兩大因素。

2019 年 08 月 05 日科技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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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訴訟、判決已是現在進行式



德國雖然已設定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目標，然而對於過渡期間的二
氧化碳減量標準卻較為消極，僅計劃於 2030 年減碳 55％，可能會延
遲淨零碳排目標。經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審理後，於 2021 年 4 月 29 
日裁定現行《聯邦氣候保護法》部分內容違憲，立法單位須在 2022 
年底前完成修法。

一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擲地有聲的判決

判決表示：

氣候變化是真實存在的，立法者必須採取行動減緩；《氣候保護法》令
人無法接受的將減排責任轉移至下一代，以及那些需負責的人身上。立
法者必須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做出改進。

氣候保護是人權問題

梅克爾政府立刻採取回應

梅克爾政府在2021年5月12日提出新版《氣候保護法》，把碳中和目標從
2050年提前至2045年，同時把2030年溫室氣候減量目標提高為65% （原
先為55%），並提出2040年減量目標為88%。德國聯邦議院在6月底前迅速
通過這項法案。



殼牌有義務採取措施減少碳排，
並為預防危險的氣候變化做出貢
獻，以便荷蘭公民可以享受他們
的生命權以及他們的個人和家庭
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

雖然殼牌在企業氣候政策和脫碳
工作領域被廣泛公認為同行中的
領導者，但法院發現殼牌行動不
夠快或採取切實的減排措施，因
此在判決中要求殼牌石油須設下
更具企圖心的減碳目標，2030年
前碳排放減少45％，為自身及供
應商的排碳行為負責。

Hague District Court法院針殼牌公司的判決【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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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今日倫理、明天法律
聯合報2021年4月22日

當客戶要求百分百綠電，沒綠電就等著掉單！

昔日追求品質、價格，現在更多了環保的比較！

環保已成了企業的MUST！政府的MUST！
淨零碳排：未來企業存續的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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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推行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起源
 為防止碳洩漏現象
 保護歐盟境內企業
 敦促其他國家積極減碳

CBAM規範要點:
• 2023年1月1日生效，申報義務人

須繳交進口品生產過程碳含量等
報告

• 2026 年後，依實際直接排放量課
徵碳邊境稅

• 初期規範類別: 電力、水泥、化學
肥料、鋼鐵、鋁產業直接排放，
後期可能擴大管制

Q:碳洩漏是什麼?
A:先進工業國家為降低本國碳排
放量，於是把汙染工業設在其他
開發中國家，再把所生產之產品
運回本國使用，導致全球碳排放
總量並未降低甚至升高。





綠色和平組織-淨零賽局來臨：國際碳邊境稅臺灣衝擊報告



42 商業週刊1763期 2021-08-26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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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排人人有責，
我做起！

能搶救地球的時間，
天就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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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 Richardson
(1920~1999)

美國前司法部長

「把手指放在善惡交接
之處,就能觸碰上帝的
袍服。」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為善者成

黎巴嫩文豪：紀伯倫Kahlil Gibran



「知足、放下自我」才有愛人的能力

宏觀關懷社會以及制度的進步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

即使只是狗吠火車，至少對得起良知

用耐心與恆心準備自己、追求卓越

挫折是人生的資產及禮物

We 
Care  
關懷

We
Serve
服務

We
Excel  
卓越

陳
老
師
的
三
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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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15日中國時報

即便疫情還沒過去，也沒人知道何時會結束

但挫折終究是老天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我們都該學會與未知共處！

期盼每位同學都能成為無限可能的自己！

2021年03月15日聯合報

體會：幸福，是一個總
體概念！
大學生應追尋終身志業
~~



北極星，是一顆做對的事的初心，是一顆希望自己更善良，也希
望社會更好的本心。老師希望「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信條與願景，能幫助你們在今後80年的人生地圖上標上
一顆清澈的北極星，引導你們實現自在而精彩、沒有遺憾的人生。



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人

陳長文
律師

11072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8樓
電話：886-2-2171-6701
傳真：886-2-2766-5566
cvchen@leeandli.com

LEE AND LI
ATTORNEYS-AT-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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