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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健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代表作名稱： 

★ Yun-Chien Chang, and Lee Anne Fennell. “Partition and Reve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1.1 (2014.01): 27-51. 

★ Yun-Chien Chang. “Tenancy in “Anticommons” ?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ownership.”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4 (2012.12): 515-553. 

★ Yun-Chien Chang, and Henry Smith.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ivil versus 

Common Law Property.” Notre Dame Law Review 88 (2012.11): 1-55. 

得獎簡評： 

張永健博士的研究專長集中在財產法制及相關爭議、法律經濟分析，以及實證研究

等學術領域，其研究能量和論文發表質量，均屬上乘。張博士在財產法領域的研究主題，

橫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同時對於國內財產法與土地法議題的掌握也頗為精確。無論

是從比較法制的研究觀點來看，或者是從法律經濟分析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在國內相

關領域的學者中，張博士堪稱翹楚。張博士所提出的三篇著作，均發表在法學研究領域

國際知名度極高的期刊，此一成就實屬難能可貴。 

得獎人簡歷： 

1978 年生，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實證研究中心副執行

長。美國紐約大學法學博士、碩士；臺灣大學法學院碩士、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律

經濟學訪問學者，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海法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物權法、土地房屋管制、司法制度，研究方法兼採法律經濟分析與

法實證研究，並有比較法視野。近年研究領域並由物權法向外擴展至信託法、非營利組

織法、繼承法、契約法、侵權法。喜歡與研究養成背景不同的學者合作，開拓學術研究

可能性。已經和國內、外法律學者、經濟學者、統計學者聯名發表數篇研究成果。對咀

嚼數字與文字同樣狂熱，花在理解經濟學與貫通法學的時間相去不遠。 

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Edward Elgar、Routledge、Kluwer 等出版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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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專書八種。徵收補償之英文專書 Private Property and Takings Compens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獲得 2013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專

書獎。 

著有中、英文期刊與專書論文 50 餘篇，多發表於知名學術期刊。英文論文散見於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Notre Dame Law Review;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 Iowa Law Review 等頂尖期刊。

中文論文則獲刊於海峽兩岸的頂尖學報，如：中研院法學期刊、臺大法學論叢、政大法

學評論、南京大學法律評論、北大法律評論等等。 

代表作簡介： 

三篇代表作開拓了「比較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此一研究領域之縱深。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ivil versus Common Law Property 與哈佛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合著，討論大陸

法系物權法與普通法系物權法之異同，主張兩者「風格」迥異，乃因為路徑相依之故。

然而，因為交易成本為正，兩者之「架構」必然相同。詳言之，任何國家的物權，都必

須有對世、排他、追及效力。而且物權既不是人對物之關係，也不是一束權利的組合，

而是一組（包含四種典型）的人與人關係。在許多面向上，本文打破了比較法學界的許

多迷思，並正面釐清物權的本質，為此千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提出重量級的論述。 

哥大法學院講座教授 Michael Heller 斷言，分別共有制度與共有物分割之制度，會

造成共有人間的高交易成本以及覆水難收、無效率之畸零地。此即其著名之 anticommons

（共決）理論。Tenancy in “Anticommon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ownership 乙文用法律經濟分析與臺灣之數據資料，說明 Heller 之理論不但在理論上

有值得商榷之處，也無法在臺灣的實務踐行中獲得支持。在臺灣，92.5%之共有人或自

行協議、或調解調處、或和解，都可以達成共識。只有 7.5%之共有物分割事件由法院

裁決。此外，本文運用其自行編碼之法院判決數據庫，以邏輯斯迴歸模型說明，臺灣法

院在原物分割會產生畸零地時，會傾向於不採用最高法院與民法偏好之原物分割，而改

採變價分割。 

Partition and Revelation 乙文與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Lee Anne Fennell 合著，

設計一套各國均能輕易實施的新型共有分割方式。其所主張之制度，不但可以減少共有

人的策略行為，且可運用共有人自願揭露的真實保留價格，更適切地分配共有財產。 

得獎感言： 

感謝由蔡元培院長以降到翁啟惠院長的所有中研院學術行政領袖，法律所創所以來

的兩任所長湯德宗、林子儀大法官，為打造中研院優質研究環境不懈的努力。雖然就社

會通念已經不再年輕，但仍很高興被肯定為年輕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