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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法準備要領 

一、憲法 

    憲法一科在大部分的學校都是大一課程，因此除了選修課程有機會接

觸外，一般大學部同學在大學 4 年內接觸憲法的機會並不多；非應屆的同

學也常會有憲法在國家考試科目中算是分數比重較輕的科目這種想法，因

而不願多花時間研讀憲法一科。 

    但是在準備研究所考試時，憲法一科的比重會大大提升，又由於憲法

具有本身文字較抽象、理論性較強的特色，憲法考題不論是實例題型或申

論題型，解讀上也有一定的困難度，需要累積一定的實力才能看懂問題爭

點為何，因此常有同學搞不懂考題敘述的爭點在哪，或者答非所問的情形

出現。 

    所以各位同學在準備研究所考試時，要先做好心理準備，憲法並不是

個可以快速上手的科目，但絕對是值得同學花時間去投資的科目。 

相較起學說百家爭鳴、法條森羅萬象的行政法而言，憲法除了基本的憲法

本文、增修條文以外，比較重要的法源就是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以及

大法官解釋。而關於憲法的研討會、期刊論文數量並不多，而且大多學者

在進行憲法教授、問題討論時，仍是以大法官解釋為基礎出發，所以同學

一定要熟悉大法官解釋，建議以大法官解釋為主、期刊論文為輔。 

    另一方面，可能因為大法官解釋的效力，憲法一科本身並沒有太多學

說上的歧異，即使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至今已做出將近 700 號解釋，但是真

正需要背誦者遠少於已作成的數量，而且大多數關於憲法的期刊論文，內

容多在補充或批評大法官解釋有所不足的地方，學說爭議的問題也不多，

相較起進入研究所要準備的其他科目，憲法一科其實要閱讀或記憶的文獻

量並不會讓考生特別吃力。 

    由此可知，同學在學說爭議、文獻材料都不難準備的狀況下，錯失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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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科該有的好成績是很可惜的。 

    對於憲法大多數同學的印象就是內容很枯燥、文字很抽象，而且要背

的東西很多，這個說法基本上並沒有錯，也因此有些同學在準備憲法時，

可能都抱持著無聊的時候加減念的心態，或者一味死背大法官解釋。又因

為憲法的政治性，所以在條文之外還存有許多更上位的原理原則，需要同

學花時間去研讀理解，對於許多大三、大四才開始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同學

來說，憲法一科似乎投資報酬率不高。 

    同學準備憲法的時候，有效率的方法應該是務必先求理解憲法基本原

理原則的內涵，然後再觀察憲法的設計，建立起憲法體系的觀念。憲法一

科不能用猜題打點的方式來應付，應先有憲法體系的概念，一個大略的方

向應該從憲法學總論開始開展，首先了解憲法基本原理原則，然後區分出

基本權利與政府組織兩大部分，基本權利也分為總論與各論，這裡必須注

意學者們對基本權利的分類，以及各基本權利的內涵；而政府組織部分重

點為中央政府體制爭議，與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的問題，以及中央

與地方制度相關問題。要再次強調的是，將憲法一科如此分門別類，並非

建議同學片段式的研讀，而是強調同學需建立憲法基本的體系觀念。 

    大部分研究所考試，出題方向都是基本權利與政府組織兩者並重，基

本權利的題型大多偏向實例題，同學一定要熟悉類似題型答題的論述流

程；政府組織題型則以申論題居多，除了三權分立的萬年考點外，我國憲

法的特殊設計也是十分重要的爭點；上述二者之外，也要多留意近年新興

的憲法訴訟問題。 

    而憲法與其他實體法科目較不同的是，憲法並沒有所謂的請求權基

礎、或者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因此出題老師評分時，大多數注重學生論

述理由的部分，同學對較為抽象的憲法理論、原則等要學習靈活運用，最

忌諱機械式空洞的應答。 

    此外，憲法本身脫離不了政治，常常很多時事問題也都會跟憲法沾上

邊，無形中造成同學準備考試的壓力，但同時也提示同學，考試前半年跟

憲法問題比較有關的新聞，或者新近做成的大法官解釋，往往都會受到該

年度研究所考試出題老師的青睞，同學在準備憲法時對於相關爭議時事要

保持一定的敏感度。 

    最後要還是要耳提面命的提醒同學，憲法這科雖然有點過於抽象不易

捉摸，其內容也需要同學不少時間去研讀，但絕對是值得投資的。相較其

他科目學說爭議層出不窮，內容艱澀難懂，又動輒幾百條條文及實務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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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背誦者，憲法一科只要同學能理解基本觀念、建立憲法體系、答題按

部就班，在學說爭議少而不容易走錯步踩到地雷的情況下，要拿低分都很

難，請同學務必好好研讀，將憲法一科當作上榜的助力。 
 

推薦書目： 

1.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2.李惠宗，《憲法要義》 

3.周志宏、許志雄、陳銘祥、蔡宗珍、蔡茂寅，《現代憲法論》 

4.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合編，《憲法：權力分立》 

5.許育典，《憲法》 

6.蘇永欽主編，《部門憲法》 

7.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 

二、行政法 

    行政法與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這 3 科，堪稱法律系學生的夢魘，

不論是在研究所考試，或者國家考試，這 3 科的共同特色就是法律條文

多，學說爭議多，實務問題多，期刊文獻多，常常聽到同學抱怨行政法一

科準備起來不容易又花時間，考出來成績也不理想，讓很多同學心中產生

挫敗感。 

    的確，行政法是一個較為複雜、困難的科目，面對這麼龐大的文獻量，

以及與憲法法理、大法官解釋交錯的體系，很多同學還沒上考場心裡頭就

放棄一半，但是行政法說穿了並非一個特別艱澀的科目，還是存在很簡單

有效率的攻讀要領。因此，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同學必須要先做好心理建

設，行政法雖然不是可以混水摸魚的一科，但並非難如登天，要有長期抗

戰的準備，穩紮穩打才是獲取行政法好成績的關鍵。 

    行政法一科各校教授課程範圍及考試範圍大多限於行政法總論的部

分，行政法總論以行政程序法、行政罰法、行政執行法、行政救濟程序(訴
願法、行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為主，比較重要的還有公務員法、公物

法、中央法規標準法；而行政法各論的部分，由於涉及法規太多、領域太

大，並非考試命題重點，就算在考題中出現，命題老師也會附上法條，同

學不需另外花心思去準備。 
    此外，準備行政法時，常常遇到許多問題是需要與憲法基本原理原則

做連結的，不僅如此，有許多大法官解釋也是行政法學習中必須要去理解

與背誦的，因此行政法一科體系的建立，除了行政法總論部分，行政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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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與憲法法理相互作比較與適用的功課是不能缺少的。 
    近年來我國行政法制漸漸齊備，從行政程序法立法後，行政罰法、行

政執行法也立法通過，民國 99 年初又修訂行政訴訟法，使得行政法領域

突然增加許多法源，讓我國行政法學界短期間內蓬勃發展，也刺激了源源

不絕的學說爭議以及如雨後春筍般竄出的實務問題，使得行政法一科在文

獻收集上需要下一番功夫，除了定期閱讀每個月為數眾多的學者於各期

刊、研討會的論文外，對於實務裁判、決議的動態也一定要密切注意。 
    各校老師近年命題趨勢大多以結合行政程序與行政救濟的綜合型考

題為主，早年淺顯易懂的行政法申論問答題已非考試常客，因此，正確操

作行政法題型作答流程是同學面對行政法必備的能力之一。  
    由於行政法一科很重視基本功夫，同學在準備行政法的時候，最好找

一本經典的學者教科書來打好底子，又因為行政法體系概念的建立，很重

視上位概念的理解，同學研讀時務必按照一定順序，先了解行政法各原理

原則的意義，再從抽象到具體逐一學習各法規範的目的、要件、效果。目

前國內校科書的編寫順序幾乎大同小異，同學可按其內容章節順序閱讀即

可。另外，行政法相關期刊論文主要是近來學者研究發表以及實務爭議的

問題，建議同學在研讀教科書的同時，可按照自己的進度去延伸補充最近

的文章。 
    行政法一科近年研究所出題趨勢以實例題為大宗，雖有少部分申論

題，但多屬基本概念的問題，同學不必特別擔心，練習時仍應以實例題操

作為重點。多數行政法實例題會結合行政程序與行政救濟出現，通常命題

老師在各子題的分配上可觀察出一定順序，提醒同學依照一定流程來作

答。原則上行政法題型解題流程大略是先點出本題主要的行政行為為何並

加以論述其要件、效果，其次再針對已定性的行政行為討論是否有其他爭

議問題，並尋求可能的救濟途徑，最後擇定救濟途徑，同學應闡明如何提

起行政爭訟以及爭訟對象為何。作答時力求綱舉目張，多用法學三段論法

會有不錯的效果。如果題目附有相關法條，同學一定要仔細觀察法條文字

的要件及效果，通常命題老師附上法條一定有該題相關爭點存在，請同學

務必留意。建議同學要多瀏覽最高行政法院裁判以及行政法院聯席會議決

議，相關實務見解成為實例題的機率很高。 
    行政法這個科目真的不困難，同學不要因為文獻量龐大就望之卻步，

尤其在研究所公法組的考試，行政法往往是決定同學是否上榜的關鍵。請

同學務必要作好基本的準備方針，先以建立充實的基本概念為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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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因為遍地開花的學說見解或者實務問題就心猿意馬，而以投機的心態

去抓文章猜考題，這樣只是徒增煩惱浪費時間。再次提醒準備重點在於同

學務必詳讀教科書，配合近期文章作閱讀，多練習考古題，在面對行政法

這個硬底子科目時，按部就班按表操課練好基本功夫才是進步的不二法

門。  
 

推薦書目： 

1.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2.陳敏，《行政法總論》 

3.李惠宗，《行政法要義》 

4.林合民、李震山、陳春生、洪家殷、黃啟禎合著，《行政法入門》 

5.翁岳生主編，《行政法(上)、(下)》 

6.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周志宏合著，《行政程序法實用》 

貳、各校師資及準備方向分析 

一、台灣大學 

葉俊榮：憲法、行政法，尤其是環境法及管制行政領域相關問題。葉俊榮

老師非常重視同學的問題意識與案例分析能力，作答時最好能清

楚詳述問題的概念，此外葉老師對憲法問題的觀點有其獨到之

處，同學務必要對葉老師的問題有一定基本觀念。 

林明鏘：行政法為主，包括行政契約、公務員法為專長，命題多以行政程

序及行政救濟結合的多爭點題型，林明鏘老師在課堂上一再強調

答題整體格式，同學作答時應注意論理須具備一定解題步驟，另

外老師也很重視實務裁判爭議問題，同學不可不慎。 

蔡茂寅：行政程序法及地方制度法，如同學要攻略蔡茂寅老師的學說，務

必於課堂旁聽，或者入手上課筆記，才能對蔡老師的獨特見解有

較清楚的認識。蔡老師很重視行政法基本概念，命題重點多為行

政程序法基本問題，只要能點出問題爭點正確做答，相信必有好

成績。  

黃昭元：黃昭元老師專精於憲法，特別是基本權利中言論自由與平等權的

部分，權力分立則以行政、立法關係或府會關係為重點，很喜歡

改編時事新聞來命題。黃老師非常重視作答的架構、次序、爭點

的分析，尤其是作答時論述理由的部分，更是黃老師檢驗同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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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關鍵，單純照本宣科的填鴨式答題一定無法在黃老師的題目

拿到好成績。 

李建良：憲法、行政法，且老師近年行政法的研究著力很深，發表的文章

非常豐富且言之有物，值得準備考試的同學仔細閱讀。李老師十

分重視行政法體系的建立，雖有個人獨特分類，但是以通說見解

為基礎作答即可。建議準備考試時可參考李老師在文章內對於問

題的分析模式，對於憲法、行政法題目爭點處理以及論述形式有

很大的幫助。 

蔡宗珍：憲法、行政法，而且不論是憲法或行政法，蔡宗珍老師常有其獨

到的看法，蔡老師發表於期刊、研討會的文章，建議準備考試的

同學一定要詳讀，這對於憲法、行政法思維的建立有很大幫助。

面對蔡老師的題目，作答時須注意邏輯性，並清楚點出可能的爭

點來回答。 

張文貞：憲法為主，張文貞老師教授課程常涉及國際間公約或裁判的研

讀，因此建議同學準備考試時，要特別注意張老師本學期授課內

容。此外，張老師與葉俊榮老師相同，都很重視學生的問題意識，

以及理解問題概念的能力，同學必須要打好相當的基礎。 

林明昕：行政法為主，尤其是行政救濟程序，林明昕老師對於行政程序法、

行政救濟法、國家賠償法十分有研究，因此準備考試的同學，務

必對此等問題有一定程度的了解，同學答題時不需特別參考老師

的學說，以通說作結即可獲得不錯分數。 

二、政治大學 

董保城：憲法、行政法，董保城老師對於行政組織、行政法人等問題有相

當深入的研究，特別是教育法、大學法領域相關問題。且董老師

近年於各機關委員會任職，實務經驗豐富，研究領域可說是跨越

理論與實務。董老師出題常切合時事議題，題目內容較廣，且偏

重行政法各論部分，同學準備時須多加留心。 

劉宗德：行政法為主，劉宗德老師對於日本行政法制有非常專精的研究，

同學準備時除了對於行政法基礎理論要有一定程度的理解外，也

要注意老師對於我國法制與日本法制比較的相關問題，作答時若

能特別點出相信必能獲得老師青睞。 

孫迺翊：行政法為主，孫迺翊老師研究重點在社會法與行政法，在行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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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雖無特殊見解，同學仍需注意給付行政相關問題。 

詹鎮榮：憲法、行政法，詹鎮榮老師研究領域相當廣泛，憲法部分偏向於

政府組織，行政法部分多為行政程序法、行政組織法。詹老師命

題十分具有變化性，可以一題測試出同學實力如何，同學需要多

研讀詹老師最近的著作。 

廖元豪：憲法為主，廖元豪老師對於時事動向、政治議題十分關注，同學

可以自行上網觀看廖老師的部落格，了解老師最近著力的問題點

為何。廖老師特別重視言論自由、平等權相關問題，答題時同學

對老師提出的主要問題若能有較深入的分析，詳備論述理由，相

信必能獲取高分。 

劉定基：憲法為主，劉定基老師是實務界律師出身，目前發表文獻較少，

但大多集中在憲法基本權利部分。 

三、台北大學 

陳慈陽：憲法、行政法，陳老師研究領域以憲法為重，近年較關注在環境

權的議題上，同學準備考試時務必收集陳老師相關的文章，藉此

對陳老師的學說有一定程度的認識，此外也建議同學最好能閱讀

陳老師的著作，對於準備考試必有極大幫助。 

陳愛娥：憲法、行政法，陳老師對於學生行政法基本概念十分要求，且老

師對於時事議題也常有個人獨特見解，建議準備考試的同學能前

往課堂旁聽，並參考陳老師近期發表的論文。在面對陳老師的題

目時，同學務必清楚點出問題意識，論述力求條理分明，穩紮穩

打作答。 

張文郁：行政法，相較於行政程序法或行政罰法等實體法，張文郁老師研

究領域以行政救濟法為主，尤其著力於行政爭訟法制的部分，並

且張老師往往有著獨特的見解。張老師近年於各期刊發表多數行

政救濟相關文章，建議同學務必詳讀，以建立行政訴訟法的概

念，作答時亦須注意各爭點順序，最後以張老師的見解作結較佳。 

林超駿：林超駿老師以憲法為主，近來研究多涉及法官人事問題與政府組

織司法權部分。林老師教學強調我國大法官解釋於憲法的重要

性，因此建議同學須熟讀大法官解釋，尤其是特別幾號重要的經

典解釋，一定要明瞭各號解釋意旨以及相關評論，在作答時才能

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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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正大學 

蕭文生：憲法、行政法，蕭文生老師研究憲法較重於政府組織、行政法則

多著重於行政程序法、行政組織法、地方制度法為主，除此之外

也建議同學要注意公務員法、國家賠償法的部分。 

吳信華：憲法，吳信華老師除了憲法基礎理論的課程，另外也對憲法訴訟

有精闢見解，建議同學務必對吳老師憲法訴訟學說有基本認識。

吳老師常以近來時事及大法官解釋作為案例來命題，同學答題時

不能籠統作文，須對吳老師的理論體系有一定瞭解。吳老師曾於

期刊內公開心證，告知同學不必依其見解作結，但論述說理過程

仍須合乎吳老師所強調的重點。 

李仁淼：憲法為主，李仁淼老師著作等身，尤其對於憲法基本權利問題

有十分豐富的討論，同學可以多閱讀李老師的文章來打好憲法

底子。 

劉建宏：行政法，劉建宏老師研究以行政罰法、行政爭訟法制為主，劉老

師並無特殊見解，同學準備時以通說基本概念作答即可。 

江嘉琪：行政法，尤其是行政契約。建議同學可以收集江嘉琪老師曾發表

一系列關於行政契約的文章，並注意江老師的特殊見解。 

盛子龍：行政法，尤其是租稅法與行政救濟程序交錯問題，盛子龍老師重

視學生答題的架構，同學作答時務必從基本概念出發，並多著墨

於行政救濟之爭點為佳。 

黃俊杰：憲法、行政法，黃俊杰老師對行政程序法、行政罰法、租稅法都

有研究，同學可參考老師專書做準備。 

五、成功大學 

許育典：憲法、行政法，許育典老師專攻憲法基本權利部分，國內期刊論

文不計其數，並出版教科書，同學可以許老師的教科書作為憲法

學習的入門讀物。許老師出題常結合時事，並且要求學生去反思

傳統學說的問題所在，因此同學在作答時，如能對於題目中的爭

點有清楚的說理及批評，相信可以獲得不錯的分數。 

蔡志方：行政法，特別是行政救濟法，蔡志方老師專精於行政救濟法相關

問題，並且著有專書，以成功大學法研所公法組為志之同學，一

定要熟讀蔡老師的大作，答題時並應以蔡老師的獨特見解作結。

此外，蔡老師命題也很重視學生是否理解行政法基本概念，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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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時不可不慎。 

蔡維音：憲法、行政法，以憲法為主。蔡維音老師並無特殊見解，同學只

要基本觀念好，按照通說解答即可，蔡老師並不會特別以期刊論

文出題。 

王毓正：憲法、行政法，其中以環境法相關議題為主，王老師並無特殊見

解，建議同學可參考王毓正老師文章做準備。 

六、高雄大學 

紀振清：行政法，紀振清老師專長是競爭法與行政法，建議同學多注意關

於秩序行政、公平交易法相關問題。 

陳正根：行政法，陳正根老師研究以警察法為主，因此同學應以相關秩序

行政及救濟途徑的問題為準備的重點。 

張永明：憲法、行政法，張永明老師研究範圍廣泛，憲法較傾向於基本權

利，其中又以言論自由、新聞自由為主；行政法方面則多為行政

救濟問題，同學應注意相關文章考點。 

簡玉聰：憲法、行政法，簡玉聰老師專長行政法、財政法，惟其國內著作

較少，建議同學有機會可前往課堂旁聽。 

李俊增：憲法、行政法，李俊增老師其行政法教學以吳庚老師學說為主，

題型偏向簡短申論，同學需多注意傳統爭議問題。 

賴恆盈：行政法為主，賴恆盈老師專長在行政程序法、行政契約以及行政

爭訟程序相關問題，賴老師命題常橫跨行政法總論出題，建議同

學研讀賴老師著作教科書做準備。 

七、東吳大學 

林三欽：行政法為主，林三欽老師專長是國家賠償法，所以同學對於行政

爭訟程序及國家賠償必須要有一定的熟練度。此外，林老師也發

表為數不少的行政程序法文章，同學在面對林老師命題時，最好

要對整個行政法體系已有相當程度瞭解為佳。 

洪家殷：憲法、行政法，洪家殷老師是我國行政罰法界的權威級學者，也

有相當多行政程序法及國家賠償法的著作，因此洪老師自然會以

秩序行政與行政罰結合的題型來命題，同學務必要詳讀洪老師的

文章，並且熟悉洪老師解題的架構。洪老師也很重視實務判決動

態，有志報考東吳法研所公法組的同學，務必要注意最近行政法

院較有爭議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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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修：憲法、行政法，程明修老師對於行政程序法有不少的著作討論，

常有異於通說的見解，建議同學在準備時須詳讀程老師的文章，

並且點出對於通說之批評，以程老師之見解作結較佳。 

胡博硯：憲法、行政法，胡博硯老師研究領域以行政組織及國家賠償法制

為主，最近文章多討論人民與行政機關間關係等問題。 

八、輔仁大學 

吳志光：憲法、行政法，吳志光老師對於行政法中行政程序法、公務員法

特別有興趣，常以實例命題，同學要多留意。憲法方面，吳老師

很重視大法官解釋，同學若能清楚闡釋考題爭點中各號解釋意

旨，必有不錯成績。最後提醒同學，吳老師喜歡以時事命題，命

題趨勢多重於基本權利方面，同學要注意相關新聞報導。 

楊子慧：憲法，楊子慧老師專攻憲法訴訟，楊老師授課時多以大法官解釋

之剖析為主，並輔以期刊文章見解作實例討論，同學對此需下功

夫準備，建議同學研讀楊老師在期刊發表一系列關於憲法訴訟的

文章，並依楊老師的見解詳加論述憲法訴訟程序相關爭點。 

九、東海大學  

林騰鷂：憲法、行政法，林騰鷂老師在憲法、行政法領域都著有專書，同

學準備時應以林老師的教科書為本，並留意林老師於課堂上討論

的時事問題。此外，林老師對經濟法領域有專攻，同學應加以注

意。 

黃啟禎：行政法為主，黃啟禎老師主要研究領域為行政爭訟與國家賠償，

並曾以課堂討論之問題改編為研究所考試的題目，建議同學旁聽

黃老師授課，且黃老師命題靈活，喜歡以時事入題，同學準備時

需保持時事的敏感度。 

蕭淑芬：憲法為主，蕭淑芬老師研究著重於基本權利及違憲審查之問題，

蕭老師對於憲法爭議問題有其特殊見解，報考東海法研所的同

學，應對蕭老師的學說有一定程度的了解。 

十、中原大學 

陳櫻琴：行政法為主，尤其陳櫻琴老師擅長競爭法，並有許多著作發表，

建議有志報考中原法研的同學多閱讀陳老師的文章。 

傅玲靜：行政法，傅玲靜老師研究重點為行政程序法相關問題，近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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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涉及環境法議題，同學應多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