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書目 
 

 

一、 中文書目 

   (一)書籍 

1. 王士帆，不自證己罪原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論文，何賴

傑、林鈺雄指導，2004.07。 
2. 王兆鵬，重新定義高科技時代下的搜索，月旦法學雜誌93期，元

照，2003.02。 

3. 王兆鵬，新刑訴.新思維，元照，2004.10。 

4. 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元照，2008.09。 

5. 王兆鵬，不自證己罪保護之客體，一事不再理，2008.04。 

6. 朱敏信，論我國監聽制度設計之源起、演化及未來－以電話監聽為

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林鈺雄指導，2003.07。 

7.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2005.08。 

8. 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2006.09。 

9.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自版，2002.04。 

10. 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犯罪學，三民，2004.01.。 
11.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林永謀，2007.02.。 
12.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新學林，2008.09。 
13. 林富郎，通訊監察法制化之研究，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朝榮指導，2000.01。 

14. 林鈺雄，刑事法理論與實踐(論偵查法官) ，學林，2002.06。 
15.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元照，2007.09。  
16. 徐智明，通訊監察之保障與規範，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柯耀程指導，2004.06。 

17.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五南，2008.10。 
18. 曾正一，反恐怖行動法制中通訊監察規範之研究－反恐怖行動法、

國家情報工作法與通訊保障暨監察法之交錯，第三屆恐怖主義與國

家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19.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三民，1999.04。 
20.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論，一品，2006.09。 
21.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2006.09。 
22. 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08。 
23. 錢世傑，網路通訊監察法制與相關問題研究，中原大學財經法律所



碩士論文，馮震宇指導，2002。 

24.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2004.11。  
25. 陳慈陽，憲法學，元照，2005.11。 
26. 鍾若喬，從美國之立法例省思我國通訊監察之法制－以犯罪偵查為

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鄭逸哲指導，2003。 

27. 蘆部信喜著、李鴻禧譯，憲法，月旦，1997.05。 

 

   (二)期刊 
 
1.  田正怛，竊聽之合法性及證據能力，法令月刊，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1987.01． 
2. 伍偉華，論違法監察通訊所得資料之證據功能，軍法專刊第四十八卷  
第三期，2002.003。 

3. 江舜明，論監聽處所限制與手段之正當性，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二七期，
元照，2005.12。 

4. 江舜明，監聽在刑事程序方法上之理論與實務，法學叢刊168期， 
1997.10． 

5. 江舜明，監聽核准要件與審查標準之探討—以新法施行後實務運作為
中心，法學叢刊第二一一期，法學叢刊，2008.07 

6. 吳巡龍，監聽偶然獲得另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四十七
期，元照，2006.09。 

7. 李瑞敏，論通訊一方同意之監察-以電話通訊一方同意之監察為主， 刑
事法雜誌第四十七卷第一期，2003.02。 

8. 李震山，挪動通訊保障與通訊監察天平上之法碼，本土法學雜誌第九  
十八期，新學林，2007.09。 

9. 林裕順，大法官釋字631號解釋與監聽法制評析，法令月刊第五十九
卷第十一期，2008.11.。 

9. 林輝煌，證據排除法則之思辯(上)-美國法制之借鏡-，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八十七期，元照，2006.10。 

10. 林輝煌，證據排除法則之思辯(下)-美國法制之借鏡-，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八十八期，元照，2006.11。 

11. 邱忠義，通訊監察書核發機關回歸法院之淺介，軍法專刊第五十四卷
第二期，2008.07。 

12. 施俊堯，監聽證據實務見解整理(下)，司法週刊第一四一一期，司法
周刊，2008.10.16。 

13. 高金桂，論不能未遂與未遂教唆，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三○期，元照，
2006.02。 

14. 孫啟強、邵勇維，通知義務以及銷毀所儲存資料之義務，萬國法律第
一四○期，2005.04。 



15. 梁世興，監聽與違法證據排除，警大法學論集，2002.12。 
16. 黃惠婷，另案監聽，月旦法學教室第二十六期，元照，2004.12。 
17. 黃朝義，日本「組織犯罪對抗法」草案中之監聽規定，月旦法學雜誌

第三十期，元照，1997.11。 

18. 黃朝義，犯罪偵查:第四講  監聽，月旦法學教室第十期，元照，
2003.07。 

19. 黃謀信，法務通訊，第2283期，2006.04。 
20. 邱忠義，通訊監察書核發機關回歸法院之淺介，軍法專刊第五十四卷

第二期，2008.07。 

21. 詹明華、邱紹洲、易序忠，通聯紀錄在犯罪偵查上之應用(發話與受
話之分係)，中央警察大學學報第三十九期，2002.06。 

22. 楊雲驊，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評析—以法官保留與證據禁止為
中心，檢察新論第三期，2008.01。 

23. 楊雲驊，證據使用禁止在個案上的判斷過程－以電話分機聆聽為例，
東吳法律學報，13卷2期，2002.02。 

24. 楊雲驊，案外監聽與證據禁止，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一○八期，
2008.07。 

25. 詹鎮榮，基本權各論基礎講座(五)秘密通訊自由，法學講座第二十一
期，神州，2003.09。 

26. 詹鎮榮，無償性通訊監察設備設置義務之合憲性探討，月旦法學雜誌
第六十四期，元照，2000.09。 

27. 廖元豪，多少罪惡假「國家安全」之名而行?—簡介美國反恐措施對
人權之侵蝕，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三一期，元照，2006.04。 

28. 鄭渼蓁，得否對於享有拒絕證言權之人實施通訊監察，萬國法律第一
四O期，2005.04。 

29. 鄧湘全，通訊監察之合憲性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期，元照，
1998.09。 

30. 陳新民，論憲法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下) ，政大法學評論第三十六期，
1987.06。 

31. 陳運財，監聽之性質及其法律規範，東海法學研究第十三期，
1998.12。 

32. 陳運財,違法證據排除法則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第一百一十三
期，元照，2004.10。 

33. 陳運財，通訊之監察，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學林，2000.06。 
34. 蔡達智，由美國判例法論電子偵查與隱私權之關係─以衛星偵查方法

為例，政大法學評論，第78期，2004.04。 
35. 蔡墩銘，監聽與強制處分，法令月刊第四十二卷第六期，1991.06。 
 
 
 



 
 
二、日文書目 
 
   (一)書籍 
 
1. 三井誠，刑事程序法(1)，有斐閣，1997.06。 
2. 井上正仁，刑事訴訟における証拠排除，弘文堂，1985.12。 

3. 井上正仁，強制捜査と任意偵查之區別，有斐閣，2006.04。 

4. 田口守一，基本論點 刑事訴訟法，法學書院，1992.03。 
5. 辻村みよ子，憲法，日本評論社，2004.05。 
6. 渥美東洋，偵查原理，有斐閣，1979.07。 
7. 渥美東洋，刑事訴訟法，有斐閣，2006.05。 
 
   (二)期刊 
 
1. 井上正仁， 捜査手段としての通信・会話の傍受 ，ジュリスト   
   (JOURIST)，第一一O七号，1997.03，1997.03。 
2. 田宮裕，犯罪捜査と写真撮影，ジュリスト(Jourist)第三二三号，有 

   斐閣，1965.03。 

3. 佐藤隆之，通信傍受法14条の合憲性，ジュリスト(Jourist)第二六二  
   号，20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