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緣起與醞釀

全國律師聯合會於改制前之中華民國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本會），為落實第11

屆理監事候選人聯合競選宣言－「律師學

院，專業培訓一條龍」。當時的構想，是希

望從律師「職前訓練」到「在職進修」，建

立完整、專業、一體化的制度，以強化律師

的專業知能，並藉此整合各地方律師公會的

資源特色，提供執業經驗交流平台，以期強

化保障人權、強化司法「定紛止爭」功能、

促進民主法治。

審檢辯乃是捍衛司法的三大支柱，在培訓

人才、教育進修方面，司法院有「法官學

院」、法務部有「司法官學院」，均已運作

甚久，卓有成效。而律師界為能達成律師法

第1條第1項所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

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之使

命，自應須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及執業技

能，但只有在律師職前訓練階段有律師研習

所；於正式執業以後，卻始終未能成立擔當

訓練、進修的專門組織，顯有不足之處。且

社會各界對於律師應持續進修，提昇職能之

呼籲，亦不絕於聲，此觀106年間所舉行的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之第二分組，

亦於第六次會議作成決議：「律師的考選、

職前及在職訓練應參照第四分組決議檢討、

改進，以提升律師的專業能力，並研議建立

律師專業分科制度。」。實因健全之司法，

須仰賴律師具備法律專業及職業道德。唯有

如此，方能夠確保人權之保障及司法公正。

為回應社會呼聲，全聯會於107年7月21日

之第11屆第4次常務理事會決議，推由紀常務

理事亙彥（時任理事長）、李常務理事慶

松、林常務理事瑞成領銜組成專案小組；復

於108年10月16日第11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律師學院設置辦法」，並依上開辦

法規定，設置「律師學院委員會」，由李慶

松律師擔任首任院長，及邀請各方碩彥擔任

委員。律師學院並設置「不動產法律」、

「家事法律」、「勞動法律」、「營建及工

程法律」、「金融證券法律」、「稅務法

律」、「醫療法律」及「智慧財產法律」等

專業學程委員會，謹此大致介紹如下。

一、全聯會時「律師學院」之組織

依照當時有效之「律師學院設置辦法」規

定，律師學院設學院委員會（院委員會）；

另設各專業學程委員會，委員人數均為7-13

人。以下為院委員會、專業學程委員會之委

員名單（所列委員職務均為時任）：

簡介「律師專業進修證明制度」
洪明儒＊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全國律師聯合會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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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學院委員會：

院　長：李慶松（律師）

委　員：（依姓氏筆畫）

王文杰（政治大學副校長）、周占春（法官

學院院長）、吳光陸（律師）林瑞成（律

師）、紀亙彥（律師）、陳鋕雄（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陳俊仁（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系主任）、許美麗（律師）、張世

宏（建築師）、蔡碧玉（司法官學院院長）、

盧世欽（律師）、劉嘉松（會計師）

醫療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林仕訪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甘添貴（台北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張

麗卿（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楊哲

銘（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教授）、李

崇僖（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

究所副教授）、牛惠之（中國醫藥大學副教

授）、方信元（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吳元

曜（法官）、邱琦（法官）、古慧珍（檢察

官）、李慶松（律師）、施秉慧（律師）、

林孟毅（律師）

金融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王銘勇（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劉連煜（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志誠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聘教授）、廖大

穎（東海大學教授）、臧正運（政治大學法

學院助理教授）、許美麗（律師）、郭清寶

（律師）、蔡昆洲（律師）、陳峰富（律

師）、謝宏明（律師）、許永欽（金管會副

主委）、黃柄縉（法官）、周政達（法官）

營建及工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林家祺（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王國武（國防大學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姚志明（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吳

光明（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林恩瑋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顏玉明（政治

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涂榆政（律師）、

陳錦芳（律師）、吳梓生（律師）、余文德

（中華大學營建管理學系教授）、徐名駒

（檢察官）、蘇明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主任秘書）

稅務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洪濬詠（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陳清秀（東吳大學教授）、柯格鐘（台灣大

學法律學系教授）、盛子龍（中正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系主任）、謝如蘭（亞洲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教授）、施中川（律師）、盧貞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局長）、倪永祖（台北

市稅捐稽徵處處長）、張憲瑋（律師）、周

士榆（檢察官）、黃英彥（檢察官）、封昌

宏（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智慧財產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楊明勳（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范建得（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王鵬瑜（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主

任）、熊誦梅教授、方淑華（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長）、宿文堂（政治

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王立達（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教授）、劉尚志（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創所所長）、廖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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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副局長）

家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黃靖閔（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林秀雄（輔仁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黃聖桂

（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賴月蜜（慈濟

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潘麗茹（律師）、黃

雅萍（律師）、林夙慧（律師）、唐敏寶

（法官）、廖淑月（諮商師）、黃莉雲（司

法院少年家事廳副廳長）、蔡明樹（律

師）、賴芳玉（律師）、許鈺茹（檢察官）

勞動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張清浩（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蔡瑞麟（律師）、劉士豪（勞動部政務次

長）、林更盛（東海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兼系

主任）、劉師婷（律師）、吳光釗（法

官）、林世民（法官）

不動產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謝昆峯（律師）

委　員：（依聘任時間）

謝哲勝（中正大學法學院院長）、陳明燦

（臺北大學教授）、林明鏘（台灣大學教

授）、黃健彰（臺北大學教授）、陳金村

（律師）、吳任偉（律師）、于俊明（不動

產開發商業全聯會秘書長）、張元旭（中華

不動產仲裁協會副理事長）、謝孟羽（律

師）、古振暉（法官）、黃元冠（檢察官）

二、全聯會時期「律師學院」工作成果

全聯會時之「律師學院」自108年間經理監

事會決議設置，至109年12月為止，共計有：

（一）舉辦實體課程

共計141次（含整日研討會，每次至少3小

時）。其中約有10個帶狀課程，包括：醫

療、工程、家事、不動產、其他（事務所經

營、談判、仲裁）。舉辦地點遍及台北、桃

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除台

北以外，其餘均與地方公會合辦）。

（二）錄影課程（律師學院線上平台）

為因應修正律師法後預作準備，全聯會自

108年起開始研議建置「律師資訊數位管理系

統」，並於109年6月13日正式上線啟用「律

師學院線上學習平台」，至109年12月為止，

該線上平台共有線上課程共計24個。

（三）出版書籍

由元照出版公司出版「醫療與法律案例研

究」、「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二本專著。

三、影響與立法

在全聯會積極推動律師學院時，恰逢律師

法大幅修正。於「律師法」修正草案尚在行

政院討論時，全聯會的與會代表結合推動律

師學院的經驗，大力推動應於律師法修正草

案中，納入建構相關制度，以實踐律師應保

持專業學識、持續精進專業職能的構想；且

為符合「律師自治」理念，並主張相關制度

細節應由律師自行決定。當時主持草案討論

會議之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亦甚為肯定

此一理念。在行政院通過草案後，送請立法

院審議期間，時任立法委員的尤美女委員、

周春米委員也非常支持，全程參與法案審

議，律師法因而順利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109年1月15日公布。

新修正「律師法」第22條第4、5項即予明

訂：「律師進修專業領域課程者，得向全國律

師聯合會申請核發專業領域進修證明。」、

「前項專業領域之科目、請領之要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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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全國律師聯

合會訂定，並報法務部備查。」修正理由略

以：「為鼓勵律師持續在職進修，以精進律師

專業領域之知識，達成保障委任當事人訴訟

權益之目的，爰於第四項明定全國律師聯合

會應核發專業領域進修證明予進修達一定要

件之律師。」、「為符合實務需要、維持專業

領域品質及兼顧律師自律自治之精神，爰於

第五項明定專業領域之科目、請領專業領域

進修證明等相關事項，應由全國律師聯合會

訂定，並報法務部備查。」另依本會章程第

35條第4、5項規定：「本會個人會員進修專

業領域課程者，得向本會申請核發專業領域

進修證明。」、「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應

就專業領域之科目、請領之要件、程序、效

期、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辦法，報法務

部備查。」

自此取得律師專業進修證明之法源基礎，

除有利於推行該制度以外，對於應如何具體

規劃制度內容，也有了比較明確可行之方

向。

貳、實踐—專業進修證明制度的

表與裡

一、制度目的

首先要先思考的是，何以需要專業進修證

明制度？目的是什麼？最重要的目的當然是

提升律師的執業能力。律師提供專業法律服

務，是現代社會賴以正常運作所應具備的必

要條件。而社會現象的複雜程度，隨著科技

進步，早已不是剛出道的資淺律師，僅憑著

學校所學而可以順利處理。律師執業能力，

也不能憑藉通過律師資格考試項目獲得保

障。律師在職進修的必要性，應無庸置疑。

專業進修證明制度的首要目的，應是確保可

提升律師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之能力。且律師

除了熟稔法令規定以外，更需具備法律以外

的其他領域的知識，這才是確保律師得以知

悉、理解、駕馭日益複雜的社會現象的關鍵

能力。

但制度目的不應僅以提升律師專業職能為

限。雖然不能排除單純因為學習的快樂而進

修的可能，但律師透過進修提升職業能力，

讓已經提升執業能力的律師，可以被潛在的

法律服務消費者（客戶）知道，增加律師的

專業形象（知名度），進而增加律師接觸客

戶的機會。這樣的設計，除了促進良性競

爭，提升整體執業環境以外，也才能達到真

正保障當事人權益的終極目的。

蓋因從人民角度觀之，人民遇到需要律師

提供專業法律服務時，如何找到合適的律

師？應是民眾首先想到的問題。而傳統上透

過人際關係介紹，或者口耳相傳的方式，常

見當事人與律師無法順利合作，解決問題的

案例，時有所聞。現今法務部為解決民眾遭

到未經取得律師執業資格者（所謂「假律

師」）詐騙的問題，已有設置「律師查詢系

統」可供民眾線上查詢，民眾可依姓名查得

有無取得律師證書、有無受過懲戒紀錄等資

訊。然而，民眾因而獲得者僅為該律師有無

可從事律師業務之基本資訊而已，卻無從得

知該律師是否具備解決民眾所想解決之法律

爭議的能力。如能將律師所受進修訓練的資

訊提供給民眾，使民眾可以知悉有哪些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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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曾經在什麼時候，上過什麼樣的課程或

接受訓練，對民眾而言，想必是一項相對客

觀的標準，可以判斷律師的專業程度（當

然，律師專業能力不僅來自課程訓練，也包

含律師基本人格特質、執業經驗等方面）。

基此，如何有效地讓民眾知悉律師進修情形

的相關資訊，也應是建構制度時所不可或缺

的努力方向。

二、律師公會建構相關制度的必要性

另就律師職業團體（公會）而言，不能說

在職進修只是律師追求私利的手段，公會就

不須著力於此。反而說，從「維護律師職業

整體利益」的角度來說，讓法律服務市場進

行以專業能力為基礎的競爭，以使法律服務

專業持續進步，本來就至為必要。而且律師

透過在職進修增進自己的執業能力或是具有

別的律師所沒有的專業知識（技巧），使自

己在法律專業市場具有特別的鑑識度，對於

律師（特別是相對於比較沒有人脈、知名度

的律師）而言，是拓展律師業務的重要武

器。站在協助律師開展執業範疇的立場，律

師公會應有協力必要。況且為保障人民的司

法近用權，「提供『真正具有專業能力的律

師相關資訊』給需用法律服務的民眾」，也

是從律師公會的角度，真正保障人民司法權

的必要措施。基此，無論對律師或對人民而

言，辦好進修課程，是律師公會責無旁貸的

任務。

三、建構制度時的思考方向

（一）訂定課綱的必要性

在具體決定律師需要如何的專業進修課程

之前，必須先決定法律服務市場需要哪些項

目的專業服務？該等項目的專業服務，律師

必須具備哪些該相關行業之知識，才能夠該

項目相關之專業人士進行「基本」溝通，進

而使律師可以在法庭內、外進行活動（提供

服務）？經過以上思考，即可訂定該項目的

課綱。

比如說，醫療法律是否已為（或可規劃

為）法律專業服務市場？如是，看懂病歷表

（知道基本醫學用語意義）應是必要能力？

如以上都是，則可據以訂定「醫療法律」項

目之課綱。

當然在這個階段，不應該是律師公會自己

關起門來討論，毋寧說在一開始就要跟其他

專業（潛在客戶甚或專業領域的其他可能競

爭者）對話，才不致於閉門造車，自說自

話。

建立課綱的目的，在於設定標準，用以作

為將來公會決定開設課程內容時，可供遵循

的依據。另外，公會對於專業進修時數的採

計，也不應忽略其他非律師公會的團體所進

行的專業課程。亦即非公會的專業機構（例

如：「台灣金融研訓院」、「台灣法學基金

會」等）所舉辦的專業進修課程，如其內容

足以提升律師專業能力者，自不應排除於採

計範圍之外。基此，課綱也可作為是否採計

非律師公會舉辦課程上課時數時，得以參酌

的採計標準。

（二）規劃與執行具體課程

有關課程的規劃與執行階段，要決定教

材、授課者、上課方式、收費標準等等。其

中的重點，當然是要確保課程內容的規劃應

依專業性、實務確有需求等考量而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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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各專業進修領域之課程，應真正符

合權威、客觀、全面、具體、有可延續性等

要求，且與該專業領域相關之其他專業團體

（如：不動產法律之於地政、都市計畫等領

域；稅務法律之於會計專業；營建及工程法

律之於建築、營造、工程等專業；醫療法律

之於醫藥、醫護等）有密切互動，能藉助該

等團體提供專業意見以形成職業標準。

且鑑於實際召開課程時，處理相關庶務的

方式，攸關課程品質甚鉅，自應在本會有能

力時，以專用人力、空間來處理課程事務為

宜。我們看到司法院、法務部所設法官學

院、司法官學院，均有獨立空間與員額，可

以穩定而有效的運作。這應是本會努力的目

標。

（三）�如何使潛在消費者（客戶）知道律師

進行專業進修的成果？

首先應讓外界充分知悉律師專業進修證明

制度之存在及制度宗旨，是要提升律師專業

能力，並使有需求的客戶得有接觸律師的機

會。因此，外界必須先了解律師所從事的專

業進修課程，確有其專業性。而其了解當然

需建立在實質、可被接受的基礎之上。因此

對外公告的程度必須達到足以彰顯專業性的

程度。另外，從客戶的角度來看，公告方式

亦須讓使用者便於搜尋。

四、本會訂定之「律師專業領域進修暨

證明請領實施辦法」

依據新修正律師法第22條第5項規定，專業

領域之科目、請領之要件、程序、效期、收

費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訂

定，並報法務部備查。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已在113年1月22日通過「律師專業領域進修

暨證明請領實施辦法」（下稱專業進修證明

辦法），並經法務部113年11月7日法檢決字

第11300619770號函備查。以下簡單介紹此

辦法相關規定。

（一）專業進修領域之科目

專業進修證明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

稱專業領域進修科目為：一、不動產法律。

二、家事法律。三、勞動法律。四、營建及

工程法律。五、金融證券法律。六、稅務法

律。七、智慧財產法律。八、醫療法律。

九、替代性爭議解決（ADR）法律。十、信

託法律。十一、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增加之其他專業領域進修科目。」辦法

發布後，本會理監事會議另決議通過增設

「ESG企業永續經營」、「國際經貿談判法

律」、「人工智慧（AI）與法律」等，目前

共計有13項專業領域科目。

（二）課綱

專業進修證明辦法第3條第1、2項規定「專

業領域進修科目應訂定課綱。」、「課綱應

考量該專業領域進修課程之專業性，秉持適

度及彈性原則，為綱要性、方向性之訂

定。」另依同條第3項規定：「專業領域進修

科目之相關法律委員會訂定課綱時，應邀請

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律師學院、專業律師

制度委員會及地方公會代表出席；亦得聘請

學者專家提供意見。課綱修訂時亦同。」基

此，經過本會第2屆各相關法律委員會的努

力，13個專業進修領域的課綱均已訂定完

成，並已公告在本會網站及律師學院線上學

習平台的公告欄。

（三）�課程之規畫及舉辦：（專業進修證明

辦法第4條）

如前所述，專業領域進修課程之規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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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課綱，藉以確保課程的專業程度。且專

業領域進修課程，得由本會自行舉辦或與地

方公會、其他機關團體合辦之。如為本會自

行舉辦或合辦之課程，應以律師學院之名義

行之。

除此之外，也保留非由本會自行舉辦或合

辦，並以律師學院名義行之者，申請採計時

數的可能，詳如後述。

（四）時數採計

1.�如是參加由本會自行舉辦或合辦（並以

律師學名義行之）的課程，不須另外

進行申請採計程序，當然可統計其時

數。

2.�個人會員參加非如前述，由本會自行舉

辦或合辦（並以律師學院名義行之）

的課程，可申請採計。於認定符合課

綱後，採計為進修時數。（專業進修

證明辦法第5條第1項本文後段）。

3.�個人會員就專業進修證明辦法施行以

前，於律師法修正生效後至各專業進

修領域科目之課綱公布前，參加本會

或各地方公會辦理在職進修課程之時

數，經認定符合課綱者，可申請採

計。於認定符合課綱後，採計為進修

時數（專業進修證明辦法第6條）

（五）請領時數證明：（專業進修證明辦法

第5條）

個人會員依照前述取得的進修時數，累計

達規定標準時，得向本會請領專業領域進修

證明。時數累計標準如下：

1.�時數累計以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

之課程為前提。於此處不應排除單一

課程，於符合不同科目之課綱時，得

累計所符合課綱之科目的進修時數。

2.�參加由本會自行舉辦或合辦，且以律師

學院名義行之的課程，其時數統計當

然以實際時數為準。至於參加非由本

會自行舉辦或合辦（且以律師學院名

義行之）的課程，時數採計標準，專

業進修證明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採行

與本會「律師在職進修辦法」第4條規

定相同之標準。於此，時數的累計，

亦應包含授課的時數。

3.�請領證明門檻，應達1年內達40小時以

上；或2年內達60小時以上，或3年內

達80小時以上（前述所稱1、2、3年，

均以個人會員參加該專業領域進修課

程第一次授課期日起算）者，本會方

會發給時數證明。

4.�個人會員參加專業領域進修課程，應全

程參與。課程每節一小時，經查證遲

到或離席超過十五分鐘者，該節不採

計時數。

（六）�請領程序：（專業進修證明辦法第7

條）

個人會員符合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要件

者，得於符合要件之日起6個月內，得向本會

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逾六個月未請領

者，不得請領。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七）公告：（專業進修證明辦法第8條）

為達到拓展律師執業範疇，並便於外界得

悉律師參加專業進修的情形，同時也要平衡

對於個人資訊的保護，本會經取得個人會員

同意後，得在本會網站或以其他可行方式，

將個人會員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之情形，

對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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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務分配：（專業進修證明辦法第13

條）

1.�秉持專業指導之原則，有關訂立課綱

（第3條）、專業領域進修課程之規畫

及舉辦（第4條）、專業領域進修課程

符合課綱之認定及時數之採計（第5、

6條）、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之辦理

（第7條）均由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相

關法律委員會辦理。

2.�為使本會得以完備各方意見，專業領域

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員會在處理前

開事務時，得邀請本會在職進修委員

會、律師學院、專業律師制度委員會

提供意見。在職進修委員會認為有必

要時，亦得邀請律師學院、專業領域

進修科目之相關法律委員會、專業律

師制度委員會共同研商辦理。

五、目前進度（並代結論）

本會發布「專業進修證明辦法」迄本文發

表為止，恰好1年時間。目前進度大致如下：

（一）�目前已有之13個專業進修領域科目，

均已訂定課綱並已對外公告。

（二）�「信託法律」、「替代性爭議解決

（ADR）法律」、「ESG企業永續經

營」、「國際經貿談判法律」、「人

工智慧（AI）與法律」等專業領域均

已依據課綱開立課程。

（三）�「信託法律」、「替代性爭議解決

（ADR）法律」、「ESG企業永續經

營」等專業領域均已依辦法規定，透

過開立課程或採計時數方式，對符合

資格者發給專業進修時數證明。

（四）�於對外公告方面，於本會網站輸入律

師姓名，可查詢該律師所取得之專業

進修證明之明細。同時，法務部建置

的律師查詢系統也可連結至本會網

站。當然，於未來系統優化過程中，

希望可以以專業科目為關鍵字，查詢

該專業科目已發給之進修證明。

（五）�希望在第三屆團隊努力之下，得以在

未來開立更多優質的專業進修課程，

得以讓律師持續進修，提升自己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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