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內容

【本月企劃】民法新思考
．重新思考身體健康權──RCA毒物污染事件引發的疑慮／陳忠五
．船員未休畢年休得請求之「薪津」係工資？──簡評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勞上易字第40號判決／呂彥彬

【本月企劃】國際競爭法
．從廣明案鳥瞰反托拉斯法之法律執行特色／黃銘傑
．廣明光電美國競爭法民事訴訟的實像與虛像──兼論我國對於跨國聯合行為之可行因應措施／王立達

【法學論述】
．大法官釋字第770號併購正當程序與權利救濟解釋的檢討──以資訊揭露、利害迴避、現金逐出門檻與股份收買請
求權為中心／劉連煜
．從跨巨庫觀點論刑事訴訟法新設「科技設備監控處分」之定性與規制──以「GPS科技之利用」為檢討中心／
劉芳伶
．證據調查聲請期間限制作為促進訴訟進行手段之研究 ──從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與2017年德國刑訴新法考察／許
戎沂
．科技時代的偵查干預處分──兼論我國法方向／施育傑
．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刑事被告就審能力規定之修正芻議／林慈偉
．公司高管信義義務的適用、強化及矯正／鄭佳寧

【時事法論】
．行政程序法2018年修正草案評析──以法務部第一階段修正草案為中心／林明鏘

【編輯手札】

  對於人之保護，為所有法律體系之基本核心價值，無論是民事、刑事或行政法律體系，都基於人性尊嚴而開展
對於人體與人格之整全性保障。時值纏訟多年的RCA案部分定讞，該案中對於身體法益之民事保障與因果關係認定
等等，都值得吾人一再省思。因此，本期民法新思考特別企劃了由陳忠五教授對於RCA事件判決後之疑慮檢討；此
外，對於船員之薪津性質，也從臺灣高等法院相關案例出發，由呂彥彬教授進行分析與闡述。
  而在國際競爭法上，美歐近年來以市場效果理論所開展出的競爭法域外效力，對於我國相關企業海外市場之發
展與法律遵循，具有不可忽略之研究重要性。有鑑於此，本期也特別企劃了由黃銘傑教授與王立達教授，針對喧騰
一時之廣明案，進行反托拉斯法之法律執行要件分析與我國對於跨國聯合行為之可行因應措施建議。
  在新興法學議題之發展上，本期則有劉連煜教授針對大法官釋字第770號之併購正當程序與權利救濟、林明鏘教
授就新近擬修正之行政程序法草案、劉芳伶教授就刑事訴訟法新增之科技設備監控處分、許戎沂教授就德國2017年
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施育傑法官就科技時代的偵查干預處分、林慈偉博士生就刑事訴訟法上被告就審能力等，均提
出了精彩的論述與省思。此外，本期也有中國政法大學的鄭佳寧教授，就大陸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在公司治理中扮演
的職能與義務，提出相關法制的檢討與建議。
  秋高氣爽，然全球新冠疫情依舊未歇，編輯部全體同仁提醒各位法學先進、同好與讀者，勤洗手、戴口罩！祝
願疫情早日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