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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延續臺美交流，深化雙方友誼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全美州檢察長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 NAAG）於 2020 年幾

乎停辦所有大型會議，我國也因而未能組團赴美進行司法交流。嗣因

疫情稍緩，且疫苗接種覆蓋率提升，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決定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之希爾頓飯店，舉辦冬

季年會首都論壇（Capital Forum），並於 2021年 8月 5日致函邀請法

務部組團參加，表示法務部歷年出席會議皆為亮點，盼能出席與該協

會檢察長會員交流。 

 
           五位代表團團員於出發前在機場休息室合影 

為延續法務部與全美州檢察長協會之長期互往交流，並藉此機

會擴展及深化我國與美國司法機關間之情誼及合作關係，法務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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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邀組團參加該協會所舉辦之冬季年會，並選派蔡政務次長碧仲

率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曾檢察官昭愷、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詹主任檢察官常輝、法務部檢察司調部辦事郭主任檢察官進昌、

法務部檢察司調部辦事黃檢察官惠欣出席會議，期藉由務實的司法

外交，讓臺灣被更多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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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與州檢察長 

一、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簡介 

（一） 概況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於 1907 年成立，宗旨在促進各州檢察長交流，

協助並增進檢察長及其辦公室之職能，實現檢察長所負之責任，同時

對其轄區提供最高品質的法律服務。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營造合作領導

之環境，協助各州檢察長能夠個別或共同對於各州或聯邦法律即時適

切地因應。該協會作為州檢察長及其團隊的溝通平台，希望有效地討

論檢察長辦公室工作上重要議題的合作，並提供資源支持州檢察長辦

公室的運作，以捍衛法律及美國憲法。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的成員包括

全美 50 州之檢察長、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之檢察長，以及自由邦波

多黎各、北馬里亞那群島、關島、美屬薩摩亞及美屬維京群島之檢察

長。 

（二） 核心價值及宗旨 

1.奉獻（Dedication）：全力支持各成員在自己州內之服務，當協會成

員及其職員在服務轄內民眾時，提供最傑出的後勤支援。 

2.正直（Integrity）：傳承對於個人操守及專業上之最高倫理標準，不

忘協會成員對轄區內人民肩負任務，竭盡努力堅持最高的個人及職

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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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蒐集各州就重要議題之見解

及經驗，提供成員彼此間分享看法及觀察之平台。 

4.交流及包容（Engagement and Inclusiveness）：在信任及尊重的基礎

下，提供協會成員與志同道合的同事來往交流的討論平台。 

5.領導、傾聽與理解（Leadership,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即使

協會成員的決策產生爭議，仍鼓勵、促進成員展現具有公共利益及

超然目標的周全、良善、勇敢、許諾的領導力。 

（三） 訓練及研究機構（NAGTRI）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於 2007 年在其轄下設立全美州檢察長訓練及

研究機構（National Attorneys General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NGATRI）。NGATRI 的任務是提供高品質、非政黨、創新的訓練及研

究，以及其他的發展資源支援各州檢察長辦公室。 

目前 NGATRI 每年執行超過 130 項的訓練計畫，出版為數眾多的

法律新聞及刊物。NGATRI 持續穩定的成長，預期在未來的數年內繼

續倡議許多新議題。NGATRI 的願景是在政府法務、執法及提起公訴

領域，被認可為美國國內頂尖的訓練及研究組織。 

目前 NGATRI 已經建立數個研究中心，在各領域專家的帶領下，

持續構築 NGATRI 正面聲譽的成長： 

 消費者保護中心 Center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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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及廉政中心 Center for Ethics and Public Integrity （CEPI） 

 國際夥伴及策略合作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and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CIPS-C） 

 領導發展中心 Center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法律倡議及職員發展中心 Center for Legal Advocacy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CLAFD）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 NGATRI 提供各國一至兩名檢察實務工作者

前往短期研究進修，不僅建立國際間檢察界執法人員相互交流的平台，

也針對各個專業議題由各國專業人員共同提供意見參與研究討論，相

互汲取彼此經驗，每年均有不同之討論議題，諸如人口販運、貪污、

網路安全、打擊性暴力等等，我國檢察官亦曾受邀前往共襄盛舉。 

二、 州檢察長之定位 

州檢察長辦公室是該州的首席法律辦公室，捍衛政府部門及提供

法律意見，也保護轄區內人民的權利。以本次冬季年會舉辦地點華盛

頓哥倫比亞特區為例，特區檢察長辦公室下共設有兒童支援（Child 

Support Services Division）、民刑訴訟（Civil Litigation Division、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商業（Commercial Division）、家庭服務（Family 

Services Division）、法律諮詢（Legal Counsel Division）、消費者保護

（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人事、勞工及就業（Personne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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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mployment Division）、公共倡議（Public Advocacy Division）、公

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Division）、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 Division）、

支援服務部門（Support Services Division），業務種類繁多，可以說只

要是轄內的法律事務，都與檢察長辦公室息息相關。從此可知，州檢

察長性質上不只是州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也是州執法機構的最高長

官，同時也是公益的代表人。 

由於美國採取聯邦制度，各州具有高度自主性，故各州檢察長之

職權因州憲法及州法律賦予之權力不同而有所差異，相較於我國檢察

機關主要職司刑事業務，更為廣泛。然州檢察長辦公室業務均有在民

事、刑事、行政案件中，由辦公室成員代表州政府在法院與對造進行

訴訟，概念上即可與我國檢察官至法院執行職務（例如刑事案件蒞庭、

民法聲請監護宣告、公司法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進行對應。除了具

體個案的法庭活動之外，以前述特區檢察長辦公室的商業、消費者保

護、勞工及就業、公共倡議業務部門為例，可知州檢察長的辦公室業

務也相當程度涉入轄區內的公共政策。從此不難得知，州檢察長與州

長在政策面上的互動，便極為密切。 

三、 州檢察長之產生方式 

各州檢察長之產生方式，依照各州憲法及法律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其中絕大多數州（43 州）的州檢察長係透過選舉產生，通常而言，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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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選舉而來的州檢察長任期為 4 年；而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新罕

布夏州、紐澤西州、懷俄明州的檢察長係由州長指派，除新罕布夏州

之州檢察長任期為 4 年外，其餘 4 州之州檢察長並無任期保障；剩下

2 州是緬因州與田納西州，其檢察長產生方式較為特別，緬因州係由

該州議員以不記名投票選出州檢察長，任期 2 年；田納西州則是由州

最高法院指派州檢察長，任期 8 年。至於本次冬季年會舉辦地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因其不具有州（state）的地位，故不歸屬於上述 50 州

內，惟其檢察長仍如同大多數州是由選舉所產生，任期為 4 年。而關

於自由邦波多黎各、北馬里亞那群島、關島、美屬薩摩亞及美屬維京

群島之檢察長，其中北馬里亞那群島、關島是經由選舉產生檢察長，

任期 4 年；波多黎各、薩摩亞及維京群島則是由當地最高首長指派，

並無任期保障。此外，檢察長亦具有黨籍身分（民主黨、共和黨），再

參諸上述不同的產生方式，檢察長執行職務時，將不同的政治因素納

入考慮，例如與州長關係、和法院互動、是否競選連任等，自不待言。 

四、 現任各州檢察長名單 

包含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及前述美國屬地，現任州檢察長共計 56

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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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2021 年全美州檢察長協會首都論壇 

一、 首都論壇介紹 

以往全美州檢察長協會定期在每年春季、夏季、冬季召開全體會

員年會，協會的領導人即會長（President）、副會長(Vice President)，

任期均為 1 年，於每年之夏季年會時進行改選。夏季年會是一年各次

當中，較為休閒輕鬆的會議，地點多選在風光明媚之景點，讓檢察長

們可以攜家帶眷一同參加、聯誼。我國代表團自 1987 年起受邀參加

夏季年會，藉此機會得以瞭解最關切新興犯罪問題因應對策、最高法

院趨勢等，有助於我國檢察首長拓展視野及檢察業務政策比較，更能

增進彼此瞭解與經驗交流，建立兩國司法人員聯繫管道。 

自 2019 年起，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的年度會議在名稱、形式、地點

上有所變更，改制成每年 12 月固定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召開冬季

年會，並舉行首都論壇，且進行協會的正副會長改選、年度獎項頒發

及新舊任州檢察長交流，也開放給公眾報名。另外在春季間則是舉辦

州檢察長研討會（NAAG Attorney General Symposium），地點每年由

協會執行委員會決定，其中一半的議程屬於閉門會議，參加者僅限於

州檢察長及其團隊，另外一半的議程則開放給公眾報名。 

由於以往我國代表團例行與會的夏季年會已停辦，2019 年度全美

州檢察長協會便改邀請我國組團出席冬季年會首都論壇，該次即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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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蔡清祥部長親自率團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參與會

議，本次則是我國代表團第二次赴美參加首都論壇。 

 

 
         首都論壇現場-我國為唯一受邀與會的外國代表團 

 

 

 
             首都論壇現場-代表團在我國國旗旁合影 

二、 論壇行程及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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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首都論壇在希爾頓飯店舉辦，議程從 2021 年 12 月 6 日中午

起為期 3 天（12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由於美國疫情相較國內仍屬

嚴峻，且依國內防疫政策，返國後必須入住防疫旅館進行 14 天之隔

離檢疫，之後還得 7 天自主健康管理，故本次代表團行程較為緊湊，

加上其他參訪行程之時間安排，故代表團僅出席第一天中午午間餐敘

與晚宴，以及第二天上午之討論議程。 

（一） 會晤 NAAG 主管 

第一天中午論壇正式開始前，在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政治

組陳姿蓉參議的安排下，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會長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

區檢察長 Karl Racine 及執行長 Chris Toth 在飯店 Massachusetts Room

會議室與代表團見面並交換禮物，代表團贈送平安富貴鋼珠筆禮盒及

充滿臺灣味的布袋戲木偶，協會則回贈協會徽章以示感謝。 

 
            代表團與 NAAG 會長 Karl Racine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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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Karl Racine 是一名海地裔美國律師和政治家，原本是美國大

型律師事務所的合夥律師，後來成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首位透過選

舉方式選出的檢察長，自 2015 年 1 月以來一直擔任該職。作為檢

察長，他因在反壟斷事務上的工作而受到全國關注，並於 2021 年對

亞馬遜公司提起了反壟斷訴訟。Karl Racine 並曾於 2019 年 10 月時與

其他州檢察長一起前來臺灣訪問，為人相當熱情、幽默。 

 

 
       蔡次長與 NAAG 執行長 Chris Toth 合影 

 

執行長 Chris Toth 自 2004 年 2 月起擔任全美州檢察長協會副

執行長，並自 2017 年 12 月起擔任執行長職務，在加入全美州檢察

長協會之前，他還當選並擔任過印第安納州的檢察官，在冷案調查和

家庭暴力預防領域發起了許多創新項目。Chris Toth 係軍校畢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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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軍服役，並被遠派波斯尼亞、科威特和伊拉克。曾於 2002 年與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代表團一同來臺灣參訪。 

 

（二） 午間餐敘及演講 

結束了與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會長及執行長的會面後，2021 年全美

州檢察長協會首都論壇以午宴的方式展開序幕。午宴安排代表團與全

美州檢察長協會副會長暨北卡羅萊納州檢察長 Josh Stein、內華達州

檢察長 Aaron D.Ford 同桌，主辦單位還在餐桌上放置我國國旗，顯見

協會對我方代表團的重視與臺美雙方的堅定友誼。 

會場首先由協會會長 Karl Racine 致詞。Karl Racine 表示全美州檢

察長協會的任務，就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各州檢察長能夠交流經驗，

並在重要議題上共同合作及互相支援。會長並強調在其任期內重要的

議題即為打擊仇恨犯罪，而美國的仇恨犯罪已不限於種族，包括性別、

性傾向或宗教都有可能，並舉近來摩門教徒頻頻遭到攻擊的例子，強

調全美州檢察長協會及各州檢察長們都必須站出來反擊仇恨，在打擊

仇恨犯罪的同時，必須摒除政治因素的影響，並同時為美國社會修復

的工作盡一份責任。 

 會長 Karl Racine 特別提到我國代表團本次亦應邀前來與會，並

表示他也到過臺灣，認為臺灣是風景非常優美、人民也極為友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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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更強調臺灣最值得世界敬佩與肯定的地方，即是長期堅持民

主、自由的價值，會長並向全場與會來賓推薦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到

臺灣一趟。 

 

 
                  代表團成員於午間餐敘時合影 

 

 
        餐敘時與 Josh Stein（左一）及 Aaron D.Ford（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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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午餐敘期間，協會邀請作家 Isabel Wilkerson 以視訊方式進行

演講。Isabel Wilkerson 是美國知名的記者及作家，且為第一位獲得普

立茲獎的美國非裔女性。其關懷的主題主要為非裔移民歷史及美國種

族議題。其寫於 2010 年的著作「The Warmth of The Other Suns: 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n’s Great Migration」（其他太陽的溫暖：美國大

遷徙的史詩故事），記述了自 1915 年至 1970 年代間，約 600 萬名非

裔美國人自美國南部遷徙至中部、東北及西岸的移民故事，Wilkerson

訪問了近 1 千名移民，並以其中 3 人的生命故事貫穿全書，以此講述

在那個時代裡如此大規模的遷徙如何改變了非裔移民自身、美國城市

乃至整個國家樣貌，書名更是取自其中一位非裔移民的詩句。該書於

當年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而Wilkerson另一本更重要的著作，

亦是今日演講的主題：「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種姓：

不滿的根源），則是剖析美國種族問題本質，在該書中，Wilkerson 將

美國長久以來的種族不平等問題，類比印度的「種姓制度」（caste），

她指出，在美國的種族問題已不僅僅是膚色差異，它已是一個階層化

的社會制度，甚至是社會疾病，深植於美國社會內在，與種姓制度相

似，區分不同族群的人應處的社會階級位置、生活方式，並正當化此

種差別待遇以維持優勢族群的支配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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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中，她舉了一個簡單而生動的故事作比喻，以解釋這個概念：

假設在文明起源時，矮人族群掌握了大多數的權力，並且認知到必須

支配高人族群以維繫其優勢地位，因此開始建構一些觀念，例如長得

高是比較劣等的、身高在六呎以上的人是沒有吸引力的、長得高的人

只擅長運動或拿取高處物品等工作上有用而已，同時更讓高人族群自

己為長得高這件事感到羞恥。這樣的標準製造了刻板印象，讓大家深

信長得矮才是美，從此，其社會規則及標準開始為了服務矮人族群而

制定，並製造障礙使高人族群難以獲得權力，矮人族群佔據了種姓制

度的最上層、主宰力量，而高人族群成為了「他者、麻煩」。 Wilkerson

表示，美國社會的種族就如同矮人與高人的故事一樣，高人再怎麼努

力也無法變成矮人，就如同人無法改變自己的膚色，這種以人類外表

特徵來做為社會分類的方式，並不是奠基於科學，而是一種社會建構，

膚色剛好是歐洲人統治美國時用來分配不同族群的價值及階層的工

具之一。今天，當我們看到不同膚色的人種，就會在心中自動將其分

類，並預設了這類膚色人種的能力及社會位置，膚色只是我們眼睛看

到的表象，然而對種姓制度的「信仰」才是根深蒂固於我們心中的。 

 Wilkerson 還講述了一個美國黑人民權鬥士金恩博士的故事，金

恩博士在 1959 年時前往印度拜訪甘地，並探訪了印度種姓制度中，

位於最底層的「賤民」，他們被稱為「不可觸碰者」（untouchabl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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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們在印度改革的過程中被壓迫而無法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其後，

金恩博士前往南印度的一所高中演講，這所高中的學生大多數來自前

賤民家庭，演講前的開場，校長竟對全校同學介紹金恩博士同樣是來

自美國的「不可觸碰者」。金恩博士當下覺得深受冒犯，自己竟然被

介紹為如賤民階級般的「不可觸碰」，然而當他想起與他相同的 2,000

萬非裔美國人，仍處在美國的社會底層，承受著貧窮與不公平的社會

制度，因為膚色而無法得到正常的住宅、教育，甚至不能在某些地區

生活，他才了解，他自己和所有的非裔美國人一樣，都是處在美國種

姓制度中遭到壓迫的賤民，那「不可觸碰者」。 

因此 Wilkerson 認為，美國的種族問題是一種社會制度，現今社

會很多人認為只要自己在生活中沒有做出對他人的歧視性主動行為

就夠了，人們也傾向認為，將那些實施仇恨犯罪或歧視行為的老鼠屎

抓出來即可，卻沒有去正視整個社會因種族所建構的錯誤制度造成的

深遠影響。而能讓美國社會達到真正平等、正義的方式，應該是聚焦

於我們基於「種族」所生的心理狀況（mindset）以及各種生活中的微

歧視（microaggression），才能看到深植於美國社會的偏見，並承認這

即是造成現代美國「種姓」制度的根源。最後 Wilkerson 並質問，何

以在 21 世紀的現在，仍有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山莊遭白人至上

主義的示威者衝撞闖入，在國會大廈內懸掛邦聯旗（ fla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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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derate States）以及李將軍（Robert E. Lee）塑像，並造成傷亡如

此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美國奴隸制度的影響已深入美國人的心中，

她亦呼籲，每一個人都必須正視種族議題，不斷反省，社會才能真正

獲得治癒，任何一個人才能依據法律賦予她/他的平等權利，活出自己

真正的潛能。 

 

      午間餐敘時 Isabel Wilkerson 以視訊方式進行演講 

 

Isabel Wilkerson 的演講獲得了熱烈掌聲，會長 Racine 進一步提出

了問題，包括如果種族問題已造成了大屠殺或者奴隸制這樣巨大的社

會傷害，將來要如何進行修復（reconciliation）？目前美國的種族議

題多聚焦在黑白問題上，但美國不僅止這兩個族群，尚有其他例如亞

裔族群，要如何被置放到種族議題的架構中來討論？ Wilkerson 表示，

種族問題已經根植於我們所有人的心中，就如同一個有糖尿病遺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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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一樣，如果這個疾病已存在家族每個人的基因中，並可能發病造

成族人身體健康的巨大傷害，我們所能做的，不是忽略疾病基因，而

是不斷地去正視、看見，承認這樣的疾病就存在我們身體裡面，再一

點一滴去改變。至於亞裔或其他族群的問題，Wilkerson 則認為，真正

的問題在於，現今社會的階層，哪個族群應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是由

在上位階層的人所決定的，如要打破這樣的結構，所有族群的人都應

該勇於站出來挑戰社會結構，而她自己則會持續以說故事的方式，讓

在美國社會各個族群的人們都肯定自我價值，以及共感他人、團結一

起的重要性。 

 

（三） NAAG 晚宴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於第一天晚上安排了迎賓晚宴，地點選在離希

爾頓飯店不遠的五月花飯店（The Mayflower Hotel）。該飯店於 1925

年開業，歷史悠久，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地標酒店，為許多政府

官員及外賓常來的聚會地點。晚宴地點在地下一樓，採用自助餐的形

式，會場充滿優雅和現代風格，來賓們站立於圓桌旁，或就坐於圓桌

前，彼此問候寒暄，氣氛相當輕鬆愉快。 

 晚宴由執行長 Chris Toth 主持，執行長先邀請會長 Karl Racine 上

臺致詞，Karl Racine 特別利用這機會感謝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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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於擔任會長期間能順利推動各項會務，場面十分溫馨感人。之後

由新任會長即愛荷華州檢察長 Tom Miller 上臺致詞，Tom Miller 擔任

愛荷華州檢察長一職前後總共超過 38 年，也是美國歷史上在職時間

最長的州檢察長。 

 

           代表團於晚宴會場與新任會長 Tom Miller 合影 

 

代表團於晚宴中受到各州檢察長們熱情的歡迎，許多全美州檢察

長協會的職員及州檢察長，如關島的檢察長 Leevin T.Camacho、懷俄

明州檢察長 Bridget Hill，都主動過來打招呼，藉此維繫與臺灣檢察官

們的緊密關係。Bridget Hill 向代表團表示有機會一定要嚐嚐懷俄明州

的牛肉，吃過後才知道什麼是好吃的牛肉，而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的財

務長 Theresia Heller 則拿出手機，秀出其與臺灣檢察官的合照，並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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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與臺灣檢察官交流的美好經驗，代表團於席間亦邀請州檢察長們有

機會一定要來臺灣參訪，讓我們盡地主之誼。晚宴從傍晚 6 點開始進

行到 8 點多結束，美酒珍饌伴隨著歡笑聲，也讓代表團度過了溫馨美

好的夜晚。 

 

蔡次長與關島檢察長 Leevin T.Camacho(中)        代表團成員與懷俄明州檢察

長及 NAAG 財務長 Theresia Heller(左)合影            Bridget Hill 合影 

 

（四） 主題座談與專題演講 

    首都論壇第二天上午的議程，首先登場是座談會，座談的討論主

題是「Federalism in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管制政策決定中的

聯邦主義），主持人為科羅拉多州檢察長 Phil Weiser，他首先提到在

許多公共議題上，聯邦與州政府都各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現今美國

亦有越來越多政策需要聯邦與州政府攜手合作，然而彼此間的關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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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州檢察長又該如何更有建設性地參與聯邦的政策決定過程，其面

對的機會與挑戰為何，都是討論的重點。與談人之一即俄亥俄州檢察

長 Dave Yost 則提到，許多大州的決定，例如加州、德州等，其州政

府所做決定的影響經常是全國性的，聯邦的角色有時是在防止、控制

州政府做出錯誤的決定，而對其他州有負面影響，同時，如某州的決

定或政策是正確的，聯邦也能確保或引導其他州採取相同的作法。 

    而喬治城大學法律系教授 Howard Shelanski 則提到，聯邦可以在

州的政策決定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諮詢角色，同時，州在聯邦的決策

過程中，也應成為諮詢的對象。他並舉到一個例子，聯邦曾經做了一

個政策決定，其後有康乃狄克州州長來見總統，當時總統才發現，各

州州長在聯邦政策的決定過程中，其受諮詢或意見受重視的程度，在

制度規定上，竟然與一般人是一樣的，他感到非常驚訝，Shelanski 教

授認為，在聯邦的決策過程中，應該要確保確實有先徵詢州的意見，

並應建立更制度性的管道，來確保州在決策過程中表達意見及受徵詢

的角色。此外，州與聯邦彼此亦有可相互學習或支援之處，他以蒐集

數據來協助政策決定為例，不同的州因其法律規定，在蒐集數據上可

能會有不同的地位或管制限制，蒐集數據在政策決定上可發揮一定參

考作用，聯邦可以是管制或諮詢的角色，幫助州更加瞭解大數據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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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決定上可以發揮什麼作用，有時州可以蒐集或持有的資料及數據非

常細緻以及廣泛，但不一定知道如何使用。 

    另一位與談人Heidi Heitkamp是前美國國會參議員及前北達科塔

州檢察長，他表示如果相信聯邦主義對美國社會仍有其必要性，則聯

邦的政策或議題應具備一定的一致性，而聯邦與州之間的關係，不應

只著眼在州有沒有違反聯邦的管制法規，聯邦要更能去貫徹一些基本

價值的政策，聯邦的角色在於平衡州之間不同的看法及價值，確保不

同州的人民，其利益都能得到同樣的保護。在此點上，史卡利亞法學

院的助理教授 Jennifer Mascott 也有呼應，她表示聯邦的政策決定或

者是執行命令(executive order)考量的因素較廣，有時不一定是從州的

面向出發，而是必須顧及國際關係或跨州議題。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Bharat Ramamurti 則提到，最近有很

多州檢察長針對競爭法、反壟斷議題，代表人民的利益對大型企業提

出訴訟，適突顯出州在這些議題上的重要性。其實有權力對產業或企

業發出營業執照的是州政府，在聯邦立場應尊重州的權力行使，並認

知到州在競爭及反壟斷議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為不管是哪一黨執

政的政府均有相同的關切，即是確保人們不是只有單一的選擇或單一

市場，因此應更肯定聯邦與州在此議題上的夥伴關係。同時聯邦希望

能夠建立更制度性的管道以聽到州的聲音，在競爭及反壟斷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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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聽到來自更基層的消費者看法，若聯邦在跨州州檢察長的會議上，

聽到不同的州均提到相同的問題，應更能幫助聯邦了解其政策是否走

在正確的方向上。同時，俄亥俄州檢察長 Dave Yost 更強調，不應只

著眼於聯邦與州的不同處，而是應該在州與聯邦不同的取徑角度中，

找到可以調合的地方，以求能夠更完善政策決定的過程。 

 

       NAAG「Federalism in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主題座談 

     

    上開主題座談結束後，特別播放了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及美國聯邦司法部部長 Merrick B. Garland 的致詞短片。賀錦

麗在致詞中提到，州檢察長有保護人民及國家利益的責任，她表示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曾發表聲明，表示國家能

確保民主的方式，就是確保人民能透過選舉權的行使來參與民主制度。

因此在大選期間，各州檢察長盡力保護人民的投票權，防止不當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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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或干擾投票權的行為，同時在打擊仇恨犯罪的議題上，也發揮

了很大的作用，顯示州檢察長的任務非常重要，極為肯定各州州檢察

長為國家人民付出的努力。 

    美國聯邦司法部部長 Merrick B. Garland 則有一段相當動人的致

詞，他表示於 1980 年代仍為執業律師的時候，即曾應全美州檢察長

協會之邀，協助州檢察長準備在最高法院法庭辯論工作，後來亦有參

與協會在華府舉行的會議，他認為司法部與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應該持

續緊密的合作，過去在聯邦對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公司的反壟斷

訴訟案上，州與聯邦就有建設性的合作，共同進行訴訟，現今，聯邦

與州在很多議題上更應合作。今年司法部針對超過 20 間企業或個人

提出了反壟斷的相關訴訟，不管面對什麼產業或企業，司法部的任務

都是在確保人民權益，最近針對 google 公司的反壟斷訴訟，司法部

與州檢察長辦公室也有合作。Merrick B. Garland 進一步提到，法律是

保護國家利益及實現正義的方式，不管貧富、性別、種族、親疏，都

應該是一致的標準。尤其美國社會在新冠肺炎期間，產生了許多仇恨

犯罪，打擊仇恨犯罪是目前司法部的優先議題，在此議題上，聯邦與

州更必須一起合作。而其司法部長辦公室的目標，更是認知到聯邦與

州的夥伴關係重要性，辨識重要的議題為何，並進一步促進跨州合作。

26 年前在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中，聯邦即與地方政府一起合作，不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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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地調查案件，找出受害者身分，共同目標就是讓引爆炸彈造成嚴

重傷亡的兇手能夠受到審判，而目前反恐議題及行動更需要州的協助，

以保障國家社區和人民的安全，州和聯邦執法機關的緊密合作關係是

成功的關鍵。目前聯邦也有很多計畫以資助州在許多犯罪上的調查、

起訴，也為州檢察機關的教育訓練計畫提供協助。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國會山莊遭到衝撞闖入的事件中，有十幾州的州檢察長寫信給司法

部，表示願意共同合作以起訴這些攻擊者，讓他更體會到只有合作才

能確保人民、國家的安全與福祉，並更期待未來聯邦與州的攜手合作。 

         

 
代表團與北馬里亞那群島檢察長 Edward Manibusan（左三）及夏威夷州檢察長

Holly T.Shikada（右三，時任副檢察長，2021 年 12 月 13 日奉派為檢察長）合影   

     

    致詞結束後，緊接著登場的是專題演講，由 The Center for Black 

Health & Equity（黑人健康及平等中心）的執行長 Delmonte Jeff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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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Banning Menthol As An Endgame To Tobacco Use」（禁止薄荷

醇作為菸品使用的最終戰）。黑人健康及平等中心是一非營利組織，

組織的中心宗旨是在促進非裔美國人於健康或醫療議題方面的公平

正義，並透過相關政策、社區計畫、文化面等倡議行動，促進非裔美

國人健康與醫療方面的權利保障。 

    Delmonte Jefferson 首先以圖片及數據說明，早期的菸品其實添加

薄荷醇的比例並不高，後來廠商發現添加薄荷醇其實會使菸品增加清

新風味，消費者接受度更高，於是後來幾乎所有的菸品都添加了薄荷

醇。然而薄荷醇此一添加物，在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中被認為可能造

成罹患癌症的機率升高，因此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曾考慮禁

止在菸品內摻加薄荷醇。他指出在菸品添加薄荷醇此一議題上，並不

僅止於科學研究或健康的面向，其中更包含了種族議題。因一開始菸

商在菸品內添加薄荷醇時，為刺激消費者購買，定價較為便宜，因此

經濟能力較低的黑人族群，就成為使用摻有薄荷醇菸品的主力族群，

其後黑人消費摻有薄荷醇菸品的人數比例開始呈現急速增加的趨勢，

目前有 85%的非裔美國人吸菸人口使用摻有薄荷醇的菸品，菸商也常

針對黑人消費族群進行摻有薄荷醇菸品的宣傳，並讓摻有薄荷醇菸品

有更易取得的通路，因此更增加了黑人族群使用摻有薄荷醇菸品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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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時至今日，幾乎全部的菸品都已摻有薄荷醇，薄荷醇成分對菸品

產業已非常重要。 

    然而，自 2009 年開始，已有醫學研究顯示摻有薄荷醇菸品對人

體帶來的危害，更有研究指出菸品添加薄荷醇後，成癮性會更高，當

時即有人倡議應禁止在菸品內添加薄荷醇成分，但菸商反對的力道相

當強大，他們舉出許多似是而非的反例，例如我們生活中已有很多摻

有薄荷的產品，像是薄荷茶，這表示在菸品中摻薄荷醇並不會對人體

有危害，惟事實上菸品係經過高溫燃燒，燃燒後薄荷醇釋放出的物質

濃度更高、更有害，且肺部細胞較為脆弱，因此吸入摻有薄荷醇菸品

的傷害性，比喝薄荷茶自然來得高。Delmonte Jefferson 並感嘆，如果

在 2009 年當時就能成功禁止菸品添加薄荷醇，應該可以拯救非常多

的生命，使較少人染上菸癮，特別是年輕人，但當時 FDA 並沒有禁

止，因而失去了拯救生命的寶貴機會。自 2009 年迄今，一直有許多

團體向政府請願，但都沒有促成 FDA 通過禁止菸品摻加薄荷醇的規

定。菸商僱用的說客在各地州政府考慮要禁止薄荷醇的使用時，即會

去遊說暫緩，禁止添加薄荷醇係聯邦 FDA 的職權，然而州政府其實

可以禁止摻加薄荷醇菸品的銷售，且在某些刑事案件中，菸商說客也

把使用薄荷醇菸品上癮的黑人族群罪犯化，卻忽略摻有薄荷醇菸品使

他們上癮後，對他們的健康或心理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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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Delmonte Jefferson 提到其所屬的黑人健康及平等中心，未

來將致力於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要求 FDA 禁止菸品添加薄荷醇，也

希望更多的州參與他們的行動，在州的層級上採取必要行動，例如禁

止銷售摻有薄荷醇的菸品，共同為此議題努力。 

 
                   Delmonte Jefferson 進行專題演講 

 

肆、 參訪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一、 司法部簡介 

美國司法部，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其部長（Attorney 

General）為美國內閣閣員之一，被認為是美國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

現任部長為 Merrick B. Garland。司法部負責的任務是保障法律的施

行、維護美國政府的法律利益、保障法律對美國所有公民平等和打擊

國內或跨國的犯罪等。司法部管理的聯邦執法機構包括：聯邦調查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8%81%94%E9%82%A6%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6%B3%95%E5%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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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美國法警（USMS）、聯邦監獄局（BOP）、美國菸酒槍炮及

爆炸物管理局（ATF）、美國緝毒局（DEA）、美國司法部監察長辦公

室（OIG）等。 

美國於 1789 年設立了總檢察長一職，當時職責是代表美國聯邦

政府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訴訟、指控和處理有關聯邦政府的法律事務，

第二是向總統或政府部門首長就法律問題提供意見或建議，但隨著美

國聯邦政府官僚機構的擴大，這個職務的工作量也不斷增大，1819 年

時已無法繼續充當國會和政府的法律顧問。1870 年 6 月 22 日，美國

國會決定建立一個司法部，以支援其工作。 

二、 意見交流 

代表團前往司法部當日，係由刑事部副助理部長 Bruce Swartz 接

待，並安排了海外檢察發展、協助及訓練辦公室地區處長（Office of 

Overseas Prosecutor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Regional 

Director）Amy Chang Lee 、國際事務處副處長（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sociate Director）Jeffrey Olson 、國際事務處檢察官（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rial Attorney）Peng Wu、電腦犯罪及智財科資

深顧問（Computer Crim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Senior 

Counsel）Anthony Teelucksingh、監獄局更生服務資深副助理處長

（  Bureau of Prison, Senior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 for Re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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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Alex McLearen、監獄局心理服務行政官（Bureau of Prisons, 

Psychology Services Administrator）Alison Leukefeld、監獄局住宅更生

管理助理行政官（Bureau of Prisons, Residential Reentry Management 

Assistant Administrator）Dana DiGiacomo 一起進行意見交流，可見美

國司法部對我代表團到訪之重視。 

Bruce Swartz 首先歡迎臺灣代表團的到來，並表示美國與臺灣長

期以來維持相當好的夥伴關係，在許多司法互助的跨國合作或是智慧

財產案件上，均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光案，美國即相當感謝臺

灣方面的協助，希望能繼續維持這樣的友誼。蔡次長則感謝司法部讓

臺灣代表團有此機會造訪，並表示本次代表團的成員來自法務部、檢

察署等，即是希望前來學習與取經，就目前臺灣社會較為關心的幾個

議題，與美方做經驗交流。 

（一） 深偽技術（Deep Fake） 

 就近來臺灣發生名人遭到以深偽科技變臉而偽造色情影片，受

害人數眾多一事，我方詢問在美國是否亦有深偽技術犯罪的問題，目

前美方就此議題的經驗如何，如遇深偽影音是否有何下架機制等。美

方則表示，深偽在美國亦是一個新興議題，然而已有發生幾起利用深

偽技術的犯罪，例如網路釣魚，或者歹徒偽造假錄音、假影像，令公

司職員以為其主管下令支付款項，而蒙受損害等例子，因此 FBI 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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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一些注意事項，在如何對深偽犯罪提高警覺部分，給予公司建議

及指引，目前尚無聯邦法律來就深偽行為做規制。然而即使沒有針對

深偽的立法，亦有其他現行法律可以處理深偽犯罪，例如身分偽冒、

電信詐欺、色情等相關法律，又如果行為人利用深偽來達到騷擾、報

復目的，或已造成他人精神上損害（emotional distress），例如在名人

的情形，如被告目前是騷擾或造成精神損害，亦可能有民事或刑事的

責任。此外，如果有未經同意而散布的問題，亦有可能違反隱私權相

關法令。美方復表示，雖聯邦層級還未立法，但已有個別的州政府通

過管制深偽技術應用的立法，且國會已有數個針對規範深偽技術的聯

邦法案提出。在立法通過之前，目前仍屬個案面向問題，FBI 相當關

注深偽技術可能帶來的巨額經濟損失。然而目前針對深偽的立法，亦

受到不少來自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權的挑戰，亦是未來立法上必

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二) 司法精神病院 

    近來我國出現不少精神疾病患者犯罪，或重大刑案之被告以精神

疾病為抗辯的案例，政府亦開始規劃設置司法精神病院，因此特利用

此機會詢問美方，有關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被告，其司法程序如何。

美方表示，目前有精神疾病之刑事被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患有精神

病，然接受如正常人一樣的司法審判程序，亦受與一般人相同之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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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嗣後也進入普通的監獄執行，僅是在監獄中接受精神病方面的

治療。另一種則是因其精神疾病已無法進行審判程序，或因其疾病而

受無罪判決等，則必須進入設於司法部下的司法精神病院，目前聯邦

有一座女子及五座男子司法精神病院，在院中會依其程度的不同，而

有不一樣的安全戒護措施。對於司法精神病院而言，除了矯正以外的

功能，亦同時具備有醫療的功能。而對於該刑事被告是否確實患有精

神病，以及其程序如何等，均需要相應的醫療鑑定來認定。在程序上，

需由法院宣告以命被告進入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之後司法精神病

院內的專責人員都需要定期提出報告予法院，法院則可依據報告決定

是否繼續療程，如果法院認為該被告還不適合回到社區，則可命其繼

續在病院中治療，但亦有可能依病情程度而有不同處遇，例如受治療

人可以定期返家與家人團聚，或者從事一些其他活動，如果情況越來

越好，也許返家停留的時間可以慢慢拉長等，方式亦頗有彈性，而這

樣的治療是沒有時間上限的，然美方強調，即使該療程是無限期，然

並不違反人權，係因該被告所接受的，不是監禁的刑事處罰，而是「無

限期的醫療」，兩者是有區別的。也確實因為可能接受無限期的治療，

而使得美國許多被告不敢隨意在司法程序中主張自己患有精神病。 

目前美國聯邦的司法精神病院均是隸屬於司法部，其人員及預算

亦均來自於司法部，由司法部聘僱司法精神病院中的老師、宗教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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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心理師、醫師等專業人員，這些專員人員均有兩種身分，一

種是自己的專業身分，一種則是具備矯正功能的人員身分，因整合在

司法部底下，因此司法部對於精神病院中的制度、矯正與治療方式等，

有完整的主導權，與我方尚需與其他部會協調有所不同。 

 我方進一步詢問，在司法部底下設置之司法精神病院工作的專

業人員，為何有動機來此受僱，是否薪資較高？美方則表示，在司法

精神病院的雇員，除了原有的專業資格外，亦同時具備執法機關人員

的身分，因此可享有如同執法人員一樣的福利，例如可以在工作 20

年後申請退休，並享有退休福利，但可能仍值壯年，而可以去二度就

業等等，因此在司法精神病院工作亦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就我

方詢問司法精神病院常成為社區嫌惡設施時，美方則表示，因其設置

病院時，會規定雇員中須有一定比例為在地僱用，因此給當地社區帶

來就業機會，故民眾的排斥心理並不會那麼強烈，此點亦深值我方參

考。 

（三）加密資料之取得 

    由於加密技術的應用，使得我國執法機關在面臨利用通訊軟體聯

繫的犯罪時，偵辦難度大幅提高，針對科技犯罪以及加密資料的取得

這個議題，美方表示，目前 FBI 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41 條 ，可

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對受搜索的裝置植入程式以執行遠端搜索，而這



 

  

37 

是較為特殊的程序。在取得加密資料方面，確實是各國遇到的難題，

目前 FBI 在個案上，有使被告自行提出帳號密碼，或者利用商業手段

的方式，例如請生產該裝置之硬體或所需資料之軟體公司協助解密等。

然因這類手段畢竟影響當事人隱私權較高，執法機關如果有其他替代

方式可取得資料，司法部仍建議採其他替代管道進行調查，例如雲端

資料、實體之電腦搜索或者請持有資料的業者協助等。 

 
     代表團與司法部人員合影             蔡次長與司法部副助理部長 Bruce                                 

                                        Swartz 交換禮物 

                                            

 代表團與美國司法部的意見交流約進行兩個小時後結束，臺灣

法務部與美國司法部一向互動良好、合作緊密，但主要都是透過文書、

電郵往來，本次能在華府當面意見交流，做深度的討論，對於雙方關

係的維繫別具意義，也讓代表團此次訪美更有收穫。本次的參訪，最

後就在雙方再次相互道謝、交換禮物及合影中順利結束。 

 



 

  

38 

伍、 與我國駐美代表處蕭大使美琴餐敘 

    結束了首都論壇及拜訪司法部之行程後，我國駐美代表處蕭美琴

大使為表達歡迎之意，也特地安排在雙橡園與代表團成員餐敘。雙橡

園建於 1888 年，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西北區，原是「國家地

理學會」創辦人赫巴德所蓋的夏日別墅，並以屋前兩棵美麗的橡樹而

命名。我國政府在 1937 年向赫氏家族承租雙橡園作為駐美大使官舍

十年後，於 1947 年向赫氏家族購入。除各方貴賓外，多位美國總統

級名人，諸如艾森豪、尼克森、福特與小布希在擔任總統前，均曾造

訪雙橡園。1978年底由於中華民國與美國外交關係行將改變，我國政

府將雙橡園產權轉讓給美國的一個非營利組織「自由中國之友協會」。

1979年 4月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後，我方對雙橡園的原有產權也

獲得保護，政府爰於 1982年購回。1986年 2月 5日，美國政府依其

歷史背景及建築特色列入國家史蹟名錄，印證其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意

涵。雙橡園歷經 24 位大使或代表，見證中華民國外交史及台美關係

的許多重要時刻。至今，雙橡園依舊作為中華民國駐美國代表宴請美

國政要及他國使節的重要場所。 

    蕭大使曾任國際自由聯盟副主席、亞洲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民

進黨國際部主任，也曾擔任過僑選立委及區域立委，具國際關係專業，

熟稔對美外交，也是我國首位女性的駐美代表。蔡次長於 201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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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同年 12 月間，曾奉派擔任花蓮縣代理縣長，而蕭大使當時適為

花蓮縣之立法委員，席間暢談花蓮治理經驗之甘苦，午宴充滿了歡笑

與溫馨，在這典雅富麗且具特殊歷史意義的地方，讓代表團留下了美

好的回憶，也為這次的出國參訪劃下完美的句點。 

       

代表團於雙橡園入口合影                     蔡次長與蕭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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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 臺美互助交流應長期維繫，促進實質合作 

    此次訪美行程收穫良多，冬季年會首都論壇所討論的許多議題，

或許與法務行政並無直接關係，且各州檢察長所負責之業務，與我國

檢察長之職權未必全然相同，然這些議題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不論

是決策過程或是思考面向，都非常值得省思。 

    法務部長期與全美州檢察長協會互訪，更在美國檢察長界中形成

對我國的良好印象，許多參與冬季年會之州檢察長在會議期間，主動

與我方團員交流，對於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甚感興趣，更表達來臺灣參

訪之意願。美國向來有不少州檢察長朝政界發展，州檢察長成為競選

州長或參議員的絕佳跳板，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擔任阿肯色州檢察

長，而現任副總統賀錦麗曾擔任加州檢察長。因此，代表團此行實有

其正面之外交意義，透過實質的交流合作，拓展與美國法界及政界的

關係，在目前外交艱難的處境下，可謂跨出實質的一大步。 

 又藉著參加首都論壇的地利之便，訪問團也順道拜會美國司法

部，並與司法部刑事部副助理部長等人，就目前國內關注的深偽技術、

司法精神病院、加密資料之取得等議題進行深度交流，討論內容相當

深入且具體，訪問成果豐碩，亦可供作我國日後政策制定或法規研修

之參考。藉由與司法部官員當面交換意見，對於臺美雙方執法之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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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信合作基礎之鞏固，實有莫大助益。 

二、 檢察官應積極拓展視野與格局，彰顯公益角色 

美國州檢察長多由選舉產生，與我國檢察官由司法官考試錄取，

專責職司刑事犯罪偵查性質迥不相同，因此對於種族歧視、菸品添加

物、消費者保護議題等等議題，雖多與刑事犯罪無關，然因與選民之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且州檢察長性質上亦為各州長之法律顧問，在民

事訴訟案件中並擔任州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的訴訟代理人，故基於政治

及選舉之考量，常為各州檢察長所關注之議題，也彰顯出其公益性之

角色。 

法官法第 86 條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

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2 條亦揭示：「檢

察官為法治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應恪遵憲法、依據法律，

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慎執行職務。」是以檢察官

的角色除了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外，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公益代表人，

賦予人們極高之期待。過去囿於觀念之限制以及法令的彰顯不足，使

檢察官的功能侷限在訴訟上的實施偵查、實行公訴等追訴犯罪工作，

但近年來各界漸能瞭解檢察官地位之重要，因此對檢察官有了新的評

價與期許，許多法規其實都賦予檢察官執行特定職務之職權，以維護

國家利益或代表社會大眾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例如民法第 8 條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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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請死亡宣告、民法第 36 條請求解散違反公序良俗之法人、公司

法第 208 條之 1 向法院聲請為公司選定臨時管理人、律師法第 76 條

將律師移付懲戒、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0 條代替被害人向法院申請保

護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對當選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等

等。 

因此，檢察官實不宜自我侷限在偵辦刑事案件，亦不應過於重視

法律邏輯推理與概念操作，而應積極拓展視野與格局，瞭解真正的社

會百態，強化自身的論述與表達能力，將檢察官本身的法學素養及經

歷的實務經驗相結合，並投注到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議題上，成為真正

的法治國守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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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次出訪過程較往年來的艱辛，不但行

程規劃不易，搭機及在美國期間要注意防疫，返國後也必須隔離檢疫

14 天，然最終得以順利完成，平安健康歸國，反而覺得這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讓這次的參訪更具有意義及值得回憶。此行需特別感謝駐

美代表處蕭美琴大使、王良玉公使、陳姿蓉參議暨所有同仁的協助，

尤其是兩位法務秘書陳季竹、陳立偉，全程陪同代表團，備極辛勞，

居功厥偉。此外，本次出訪亦有賴外交部、美國在臺協會、法務部調

查局機場調查站、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法務部各相關司處

同仁的協調與幫忙，方能圓滿達成任務，在此謹利用文末聊表數語，

表達代表團心中誠摯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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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法務部自 1987 年至 2021 年參加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會議人員名冊 

年度 參加會議人員 

1987 年 石明江、陳涵、邵良正 

1988 年 
石明江、陳涵、陳耀東、林榮耀、謝尚徽、江明蒼、林

輝煌、 吳陳鐶、張清雲 

 1989 年 石明江、陳涵、陳耀東、王和雄、林輝煌 

1990 年 陳涵、洪禎雄、林輝煌、陳耀東、鍾曜唐、邵良正 

1993 年 林榮耀、謝文定、顏大和、朱楠、蔡薰慧 

 1994 年 馬英九、陳耀東、李光化、方萬富、費玲玲 

1995 年 洪禎雄、林偕得、蘇南桓、鍾鳳玲 

1997 年 盧仁發、王崇儀、管高岳、江惠民 

1998 年 盧仁發、顏大和、陳明堂、洪光煊 

1999 年 盧仁發、蔡清祥、李進誠、蘇維達 

 2000 年 盧仁發、莊春山、謝榮盛、陳文琪 

2001 年 盧仁發、莊春山、陳守煌、林邦樑 

2002 年 吳國愛、施茂林、林玲玉、羅雪梅、陳瑞仁 

2003 年 陳聰明、王添盛、張斗輝、越方如 

2004 年 
陳定南、蔡茂盛、朱楠、洪威華、孟玉梅、黃元冠、朱

坤茂、王志郎 

2005 年 吳英昭、江惠民、費玲玲、林良蓉、林黛利 

2006 年 謝文定、劉惟宗、蔡瑞宗、林良蓉 

2007 年 顏大和、施良波、吳慎志、蔡名堯、楊婉莉 

2008 年 陳聰明、劉家芳、張文政、楊婉莉、蘇佩鈺 

2009 年 陳時提、洪光煊、邢泰釗、廖先志 

2010 年 陳榮宗、賴哲雄、吳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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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楊治宇、涂達人、范文豪、劉文婷、杜慧玲 

2012 年 王添盛、蔡碧玉、羅榮乾、杜慧玲、劉文婷 

2013 年 
曾勇夫、張斗輝、周志榮、林慶宗、陳文琪、楊婉莉、

洪三峰、呂俊儒、殷玉龍、陳昱奉 

2014 年 顏大和、呂文忠、杜慧玲、林怡君 

2015 年 
羅瑩雪、邢泰釗、郭珍妮、黃玉垣、余麗貞、陳昱奉、

蔡佩玲、劉怡婷 

2016 年 顏大和、江惠民、林錦村、杜慧玲、楊景婷 

2017 年 
邱太三、謝榮盛、蔡秋明、朱兆民、柯麗鈴、陳靜慧、

蔡佩玲、王珮儒 

2018 年 江惠民、陳宏達、王俊力、吳協展、劉怡婷 

2019 年 蔡清祥、郭瑜芳、戎婕、朱哲群 

2021 年 蔡碧仲、曾昭愷、詹常輝、郭進昌、黃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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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1 年全美州檢察長協會首都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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