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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環境汙染問題在今時今日已然成為嚴重問題，而2013年發生的日月光後勁溪案，就是屬於重大環境汙染案件，也是本文開始研究的契機點，想了解為何一二審判決的落差甚鉅，並了解現行環境刑法相關理論和限制，本文分兩個研究要點，一為探究傳統因果關係於現行環境汙染案件之難題，另一則觀察現行分散式環境立法，保護之法益是否相同，針對此立法情形又該如何改善。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就龐大文獻中爬梳出相關文獻，於傳統因果關係於現行環境汙染案件之難題此討論要點中，建議刑法第190條之1可增加未遂犯，欲令該法條條文能更發揮刑法之效；至於現行分散式環境立法之情形，於短期內，效法日本環境法基本法之作法已修訂現行台灣環境基本法，而長遠目標則可增訂環境犯罪章節或環境法典，以避免管制法肥大，且令現行法令疊床架屋、適用重複。


	摘要(英)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ing a serious problem in nowadays society. The thesis inquiry Houjin River pollution case which is a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 happened in 2013 of Taiwan.

    The method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was using document Analysis. In curr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the traditional causal connection suggests that Article 190 -1 of the Criminal Law can increase of attempted crimes. 

    A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in the short term, following the Japan′s regu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law, and in the long-term goal is to increase the chapter on environment+

tal crime or environmenta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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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益明，〈中石化安順廠污染事件–一昧追求經濟發展的血淚故事〉，中華民

　　國重大環境事件彙編，環保署出版。

七、網路資料

Jane J. Lee，在「艾克森瓦德茲號」漏油事件25年後的今天，依然「油膩

　　膩」，國家地理，http://www.natgeomedia.com/news/ngnews/4367(最

　　後瀏覽日期2017/7/26)

RCA員工自救會等，〈4億飛了，跨國企業毒害工人不必賠？前RCA罹癌員工

　　要求恢復「RCA行政院跨部會專案小組」〉，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699(最後瀏覽日期2017/8/1)

日月光排污案—重視環境汙染，公民與社會－新聞發報機，

http://www.mingdao.edu.tw/library/epaper/1030210/data/1030219_2.pdf(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5月28日)

日月光污染遭罰1億案 高市遭判敗訴還款，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6085017-1.aspx(最後

　　瀏覽日期2017/6/16)

立法院法院系統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xdd!cecacfcecacec9cacdca81c9cecbc6cbcfcfcfcfcec4cfcfcecec4cfcfcbcf(最後瀏覽日期2017/8/1)

中石化安順廠污染的原由，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3478(最後瀏覽日期2017/7/6)

世界人口時鐘，http://countrymeters.info/ct/World(最後瀏覽日期

　　2017/5/16)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asp(最後瀏

　　覽日期2017/09/11)

全民認識戴奧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epb3.tainan.gov.tw/cpdc/ch/upload/Case120120605101148.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7/7/7)

如同麥寮的空汙問題，可參考盧敬文，當代環境問題分析：麥寮六輕的空氣　

　　污染，公醫時代。http://pubmedtw.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2912.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17/6/27)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nsdn.epa.gov.tw/Nsdn_Article_Page.aspx?midnb1=BB&midnb2=B1&midnb3=0&midnb4=0(最後瀏覽日期2017/09/10)

李根政，〈透視潮寮毒災事件〉，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40420(最後瀏覽日期2017/06/29)

汪文豪，回顧「鹿耳門悲歌」　戴奧辛＋五氯酚＋汞的污染夢魘，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3048(最後瀏

　　覽日期2017/7/7)

有排水口沒排水溝 廢水亂流惹民怨，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11000489-260107(最

　　後瀏覽日期2017/7/4)

林慧芳，〈環境汙染 Environmental Pollution〉，教育大辭書，國家教育研

　　究院。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912/(最後瀏覽日期

　　2017/7/23)

柯昱安，時間停止 29 年後，車諾比鬼城成為新興觀光勝地，年吸萬人朝聖，

　　buzzorange，https://buzzorange.com/2015/04/28/chernobyl-29-years-later/(最後瀏覽日期2017/7/25)

「看見台灣」污染河川 半導體大廠是兇手，

　　http://www.ntdtv.com/xtr/b5/2013/12/10/a1021177.html (最後瀏

　　覽日期2017/5/22)

高清波癌症謝世 環保鬥士清影長存，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13959(最後瀏覽日期2017/6/16)

陳建中，都會河川之汙染整治-蛻變中的愛河與前鎮河，頁21。

　　http://www2.kuas.edu.tw/edu/faa7/result_92/a4/02.pdf(最後瀏覽

　　日期2017/7/7)

電鍍工廠偷排有毒廢水 業者移送法辦，公視新聞網，　　

　　http://news.pts.org.tw/article/325948(最後瀏覽日2017/7/4)。

愛河，河川整治 -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http://wrb.kcg.gov.tw/loveriver/rebuild.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7/7/7)

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ww.ndc.gov.tw/cp.aspx?n=D42D1676FDA93F07(最後瀏覽日

　　期2017/09/10)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gourl=/cgi-bin/gs32/gsweb.cgi/webmge%3Fswitchlang=en(最後瀏覽日期2017/5/25)

環保局透過雲端24小時監控排水溝，成功揪出大里牛角坑溝廢水汙染元

　　兇，新一代時報，https://fairmedia.com.tw/%E8%A6%81%E8%81%9E/18874(最後瀏覽日期2017/7/4)。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2.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7/7/20)


	指導教授	
      	  鍾國允、林書楷
      	 	審核日期	2018-1-25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