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具科際整合特色之法學教育與研究﹕ 

    本校之特色與優勢，乃具有厚實之自然科學傳統，理、工、醫學領域不僅

研究人力充沛，更有許多的創造與發明。這個特色使得智慧財產權問題深受

理、工、醫教師與學生的重視。是故，智慧財產權的教學與研究是本系的發展

方向之一。此外，任何自然科學研究之過程、成果實施均與法律有關，為使自

然科學之研究與教學更具圓滿性，有關理、工、醫學領域之法律課程，均為本

系課程之重點；而為有效達成科際整合之教學與研究，相關法律課程應酌量由

法律學系與有關之其他學系教師共同擔任或透過跨領域研討為之。 

 

（二） 科技與人文關懷並重﹕ 

    21世紀人類生活取向，將為科技與人文並重之時代。基於法與時轉及規範

人類生活秩序之需求，相關課程自亦應朝此方向設計。由於本校位處文化古都

臺南，南部科學園區復近在咫尺，因此最易於提供培養科技與人文關懷並重之

法學研究與教學條件，相關之科技法律（如環境保護、工業安全與勞工安全衛

生…等）與文化法律（如法哲學、教育法、文化資產保護法、宗教法等），均應

成為本系發展之方向與重點，以擺脫過去法學教育易淪為「法匠訓練」之窠

臼，而以培養具有科技與人文關懷並重之法律人為重任。 

 

（三） 理論與實務並重﹕ 

    本系一方面要厚植學理基礎之基本養成，另一方面為使本系學生能真正學

以致用，本系設有法律服務社，為本校師生與社會大眾提供法律諮詢服務，深

入民間，並就近與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台南地方法院、律師公會等實務界及企

業界保持密切之教學研究合作，期達成理論與實務兼具之目標。 

 

 

    本系為配合台南科學及科技園區之成立與政府經貿科技發展政策、經貿社

會結構之發展、兩岸關係之發展與本校建立綜合性大學與科際整合等，所需要

之法學人才，而設計相關課程，以基礎法學為根基，從事與經濟之發展有密切

關係之經濟、貿易、勞工、環保與科技法律等相關法學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