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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黃國昌副研究員是國內從事民事程序法以及法實證研究的重要學

者，其發表的研究成果，受到法學界相當高的評價與重視，並曾獲國科會

吳大猷獎的肯定。黃博士本次提出的三份著作，在嚴謹的研究方法與紮實

的經驗資料基礎上，提出更多重要的研究發現與成果。第一篇除了印證當

事人地位與律師代理將影響訴訟勝敗結果之外，更發現最高法院的裁量權

行使偏好亦影響訴訟結果，特別是其對政府當事人的偏好。第二篇則分析

民事訴訟制度之改革，法條的修改並無法使最高法院調整其功能自我定位

與工作慣習。第三篇針對勞資爭議處理的實證研究，則挑戰了賽局理論的

預測，並分析我國勞資調解制度之成效。三篇文章在理論層面，都呼應了

美國法學思想「法唯實論」（legal realism）的主張，亦即程序法規則之變

更對案件結果之影響有限，單純的規則變更，經常無法達成改革的目標，

這三篇文章更在許多細節之處，提供更深入的經驗資料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