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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亞洲犯罪學年會 2017 於 7 月 10-13 日在澳洲凱因斯（Cairns）之香格

里拉大飯店舉行，由昆士蘭科技大學（QUT）承辦此次論壇。本屆年會的主题是

「亞洲的犯罪與司法與全球南方」（Crime and Justice in Asia and Global South）。

亞洲犯罪學會已經進行九屆，成為亞洲乃至於紐澳地區最重要的犯罪學學會，每

年的年會，除了吸引全世界最重要的犯罪學大師及各國的犯罪學者進行發表以及

參與會議，今年共有 28 個國家超過 300 學者參加及發表。 

    許華孚教授參與這第九屆亞洲犯罪學發表的主題乃是「臺灣的女性被告在法

庭上與執法人員之互動觀察研究（AA  ssttuuddyy  oonn  tthhee  ccoouurrttrroooomm  ddyynnaammiiccss  bbeettwweeeenn  

ffeemmaallee  DDeeffeennddaannttss  aanndd  ccoouurrtt  ppeerrssoonnnneell  iinn  TTaaiiwwaann）），，這次藉由世界級的犯罪學大師

的最新進的研究與成果，瞭解犯罪學理論的最新發展，並且可以與大師們直接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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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2017 年亞洲犯罪學年會 2017 於 7 月 10-13 日在澳洲凱因斯（Cairns）之香格

里拉大飯店舉行，由昆士蘭科技大學（QUT）承辦此次論壇。本屆年會的主题是

「亞洲的犯罪與司法與全球南方」（Crime and Justice in Asia and Global South）。

亞洲犯罪學會已經進行九屆，成為亞洲乃至於紐澳地區最重要的犯罪學學會，每

年的年會，除了吸引全世界最重要的犯罪學大師及各國的犯罪學者進行發表以及

參與會議，今年共有 28 個國家超過 300 學者參加及發表。 

本次發表安排在 7 月 11 日下午的 Session 3 場次，時間是下午 2 點到 3 點半，

並擔任該場次的主持人，發表內容主要探勘在探究父權刑事司法與女性被告者的

互動，權力者與被宰制者間進行微觀社會學分析，採用田野研究法進行刑事法庭

場域的研究，根據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六規定：「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

開法庭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三七九條第三款規定，審判若「應公開而未公開」

者，則構成判決違背法令。法庭研究提供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之詳細描述與詮釋，

對於法庭上法官、檢察官及女性被告的對質互動語言中，詮釋具有性別的意義或

者性別主義（sexism）的符碼，詳細的調查報告，充分以微觀社會學的角度進行

完整分析。 

馬 

    本次研討會在國立中正大學的贊助下，本次會議於 2017 年 7 月 10 日下午 2

點，於凱因斯香格里拉大飯店辦理會議報到及註冊並隨後於四點開理監事會會

議。會議來到 7 月 11 日第二天，會議邀請到國際上幾位著名的犯罪及刑事司法

大師進行「特邀演講」，有來自澳洲知名學者 Raewyn Connell 教授進行演講，題

目為：「後殖名主義與犯罪學之關連，Raewyn Connell 教授從歷史的角度重闡釋

後殖名建立於西方霸權之犯罪學其實對於不同種族與文化進行壓抑與迫害，甚至

是對於原住民進行不正義之審判與處罰，而認為再為來之犯罪學需要有新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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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概念。 

    第二位邀請到北京大學的趙國玲教授進行演講，題目：「中國現今的被害者

學的發展與現況」。趙教授提出在中國經濟急遽發展的狀況下，以法制國是中國

目前在司法改革上非常重要的一條道路，而首先長期忽略的犯罪被害人，需要被

重視，如權利之賠賞、名譽恢復與道歉甚至調解委員會之建立都非常的重要。 

 

貳、過程 

大會將報告場次分成三個時段,早午二個時段,下午三個時段,一個時段至少

有二場到四場報告,一場有三至四學術論文,約有 180 餘篇口頭報告。許華孚教授

的報告被分配到 7 月 11 日下午 2:00 至 3:30,並擔任這場報告的主席,報告人有來

自英國牛津大學的 Julia 博士,報告題目為有關盧安達之法庭建立需要，而 Mark

博士談論有關國家犯罪的一些問題與概念。  

    而許華孚教授參與這第九屆亞洲犯罪學發表的主題乃是「臺灣的女性被告在

法庭上與執法人員之互動觀察研究（AA  ssttuuddyy  oonn  tthhee  ccoouurrttrroooomm  ddyynnaammiiccss  bbeettwweeeenn  

ffeemmaallee  DDeeffeennddaannttss  aanndd  ccoouurrtt  ppeerrssoonnnneell  iinn  TTaaiiwwaann）），，日日常生活世界所指涉的乃環繞

在個人身邊、且在時間上具立即性的環境所呈現出來的實在區域（the region of 

reality），一方面，人們保持清醒的意識狀態，一切以理所當然的自然態度，把自

己投入而參與其中，並透過人們相互之間具有主觀互通性，彼此分享著一些共同

的象徵意義，也共擁有著所謂的知識儲倉。社會環境是透過行動者與既存的社會

結構真實互動與影響所建構而成，在社會在再製的過程中，社會中有著具資源

（resource）與規則(rule)成為行動當刻化的一種例行憑藉，資源與規則乃反映社

會體系的已建構的性質，在社會互動的脈絡中，促使行動者或集體之間的自主和

依賴有著規則化的關係（Giddens，1984: 15-16）。刑事司法系統存在著權力的父

權運作之特質，因此在法庭上，男性主義所建構的性別論述形塑另一層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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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規訓（social regrulation），在法庭上的司法工作人員，不管男性或女性，具體

承載父權的結構制度與體系，並成為日常生活互動的自然態度與共享的思維模

式，在父權主義之下的男性霸權對於女性性別意識，形塑宰制與附屬的關係，藉

由刑罰－這種社會懲罰性的意識形態，進行對女性社會的規訓。 

參、參與心得 

 

此場次的主持人乃，在筆者演講時不僅細心做筆記，並在事後有著許多的對

話，同時與會學者也熱烈加入討論與迴響。 

 

肆、建議事項 

一、 鼓勵國內犯罪學學者多參加國際研討會，不僅可以拓展國內大學國際化

發展，同時與世界各國犯罪學學者齊聚一堂，也有助於組成一個國際性社群，

建立網絡關係，成為交流的資源，讓學術的視野提升，也深化犯罪與犯罪防

治的理論觀點，並開發新的議題與關懷。 

二、 國際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經過與會學者的意見交換與對話，不僅可以

讓自己英文能力增強，也同時使論文品質提升，報告之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經過悉心修訂，也可以投稿於國際期刊，增加個人與學校之知名度。 

三、 此次研討會發現有斯洛維尼亞教授帶領數位學生一起參與，不僅聆聽論

文發表與演講，並鼓勵學生自己發表研究成果，建議可依循此例，多鼓勵學

生參加國際會議之發表。 

四、 未來研討會之舉辦，應該加強國內與國外之交流，同時我國可以嘗試舉

辦這種大型英文國際研討會，不僅可以提升我國犯罪學學術內涵，也可以讓

更多從事犯罪學研究者與學子貼近世界的潮流與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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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鑑於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之跨國界之重要性，建議政府加強培養犯罪

防治之相關人員之外語能力，以利在萃取犯罪學知識與經驗上，以利犯罪防

治之工作，並加強理論與實務結合，將學理之指導運用在實務的經驗上，彼

此合作與加強互動之互蒙其利。 

 

伍、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一、 第九屆世界犯罪學會議學術研討會手冊。 

陸、相關照片 

一、  第九屆亞洲犯罪學研討會報到實況 

 

 

二、 開幕時與亞洲犯罪學學會理事長許春金教授合影 



 8 

 

三、 許華孚老師報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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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許華孚老師一起與 Session 報告人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