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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aw (ASIL, 美國國際法學會) 選為   2020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a Specialized Area of International Law”][2019 榮獲 

Scopus 刊登 https://www.scopus.com/authid/detail.uri?authorId=57212651619 ] 

施慧玲，高玉泉，長者人權門診-科際整合及在地實踐的對話式教學嘗試，收

錄於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劉鐵錚大法官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新時代

法學理論之建構與開創，2018，頁 1-38。 

施慧玲、高玉泉，第一章：兒童權利公約之歷史發展與台灣參與，收錄於施慧

玲、陳竹上主編，兒童權利公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2016，頁 1-28。 

https://www.scopus.com/authid/detail.uri?authorId=5721265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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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玲、宋峻杰、黃淨愉，言葉の壁を越える東アジアの国際理解と法，第 7

章-児童の権利に関する条約と「子どもの最善の利益」の原則，大阪大学出

阪会，2015，頁 185~222。 

施慧玲、姚佩吟，科技改變了什麼? -數位教材製作與線上經營，2014 大學遠

距教學成果專書，2014，頁 242-257。 

施慧玲、陳竹上，家庭及兒童之保障，收錄於廖福特主編，聯合國人權兩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2014，頁 319-343。 

Amy Shee (施慧玲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in East Asia, 收錄於中國政法大學比较法學研究院主編，

當代法律交往與法律融合－比较法學與世界共同法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社，2013。 

施慧玲，勾勒一個多元發展的台灣親屬規範圖像－新世紀的家庭法學思維與視

野，台灣法學新課題(七)，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2009，頁 49-83。 

施慧玲，子女最佳利益與離婚後親權行使，收錄於林秀雄主編，民法親屬繼承

實例問題分析，五南，2008，頁 37-72。 

施慧玲、高玉泉，論兒童隱私權與新聞自由，收錄於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

編，戴東雄大法官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2007，頁 163-190。 

施慧玲，論兒童少年吸菸防制責任之法律規範－－以兒童權利公約與菸草管制

架構公約為藍圖，收錄於高玉泉、施慧玲主編，超國界法律－－陳長文先生六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三民，2004，頁 181-217。 

施慧玲，「超國界」家庭法律社會學之教育理念，收錄於陳長文、馬英九主編，

認識超國界法律專文集，三民，2004，頁 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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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玲、張旭政，論國家介入親權行使之法理基礎－－以兒童人權為中心價值

的論證體系，收錄於 2002 年台灣人權報告，台灣人權促進會，2003，頁

203-219。 

施慧玲，論性剝削被害兒童少年之處遇規範－－以兒童少年發展權為法律中心

價值之思考，收錄於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五），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

2003，頁 191-200。 

[D]. 國際會議論文 

Amy Shee, Sociology of Family Law in Taiwan: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s,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LSA) Conference (On-

line) , July. 13-16,2022 

Amy Shee, Ideas for A User-friendly APP for Home-confined Older Persons,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ALSA) Conference (On-line) , Sep. 17-18, 2021. 

Amy Shee, Socio-legal Images of Dignified Aging in Taiwan,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ALSA) Conference 2019, Osaka, Dec. 12-15, 2019. 

Amy Shee, Research Ethics of SEC Studies in Taiwan: Safeguard Child Participants in 

SE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Research on 

Sexual Exploitation Involving Children, Taipei, Sep. 25, 2019. 

施慧玲，從「交易安全」到「尊嚴老化」的成年監護法——台灣法社會的人權挑

戰，成年監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家事法學會，台北，2019 年 8 月 23 日。 

施慧玲，台灣高齡社會的長者尊嚴－法律改革與社區照顧，兩岸人權論壇，中

國人民大學，昆明，2019 年 7 月 11 日-15 日。 

Amy Shee, Socio-legal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lderhood with Dignity,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LSA) Annual Conference 2019, Washington DC, May 30-Jun. 2, 2019. 

施慧玲，長者人權門診－以尊嚴為中心的監護制度，中外法律資訊翻譯交流研

討會，北京科技大學，2019 年 3 月 20 日。 



13 

 

Amy Shee, Tasks and Prospects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Taiwan to Promote Global Law, 

Korean Legal Research Institute (KLRI) Conference, Dec. 18, 2018. 

Amy Shee, Human Dignity of Elders－Narrative Analyses,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ALSA) Conference 2018, Gold Coast, 

Nov. 30, 2018. 

Amy Shee, Legal Construction of Elderhood as Childhood?!, the 5th World Congress 

of Adult Guardianship, Seoul Dragon City Convention Center, Seoul, Oct. 23-26, 2018. 

Amy Shee, Socio-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under the ROC Law and Judicial 

Review,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SAA), 

Sydney, Australia, Jul. 3-5, 2018. 

Amy Shee, Aging Society at 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 Protectionism, 

Confucianism and State Paternalism: Social-legal Construction of Elderhood as 

Childhood?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LSA) Annual Conference 2018, Canada, Jun. 

7-10, 2018. 

Amy Shee, Socio-legal Challenges in Aging Society,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ALSA) Conference 2017, Hsinchu, Taiwan, Dec. 15-16, 2017. 

Amy Shee, Human Rights of Elders in the Aging Society, the LAWASIA Annual 

Conference, Tokyo University, Japan, Sep. 19, 2017. 

Amy Shee, Walls, Boundaries and Bridges between UN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and Taiwan People,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LSA) Annual Conference 2017, 

Mexico City, Jun.19-23, 2017. 

Amy Shee, Global Law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Asian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ALSA) Conference 2016, Singapore, Sep. 22-23, 2016. 

Amy Shee, Child Right to Development, Geneva Programme on Global Leadership: 

Human Rights and Sustainable Future, Geneva, Switzerland, Sep. 7, 2016. 

Amy Shee, Sharing Global Information on Child Right, Law & Society Association 

(LSA) Annual Conference 2016, New Orleans, LA, USA, Jun.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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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Shee, Lawyers and IT Experts Working Together to Facilitate Cross-Border 

Research: CJKT STD & Law Pack, Hotel Ocean, Naha, Okinawa, Mar. 14-15, 2016. 

Amy Shee, Sharing of Socio-Legal Information &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under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 Comparative Law: East Asian Experience, Bologna 

University, Italy, Feb. 16, 2016. 

Amy Shee, New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Sep. 24, 2014. 

Amy Shee, Globalization and Sharing of Legal Information, CJKT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Meeting, Japan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Japan, Jun. 29-30, 2014. 

Amy She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 New Way of Doing Comparative Law, 

Campus-Asia: Comparative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Feb. 23, 2014. 

Amy Shee, Design and Contents of the LawPack Database, CJKT LawPack Meeting, 

Hokkaido, Japan, Jan. 10-13, 2014. 

Amy Shee, Using English A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to Teach 

East Asian Law and Society, シンポジウム「多文化共生時代の法と言語

―大学に何ができるか―」, 大阪大学会館２１世紀懐徳堂スタジオ, Osaka, 

Japan, Sep. 13, 2013. 

Amy Shee, Taiwan Progress Report on the CJKT STD, CJKT Expert Meeting, Sapporo, 

Japan, Jun. 23-24, 2013. 

Amy Shee, Making Legal Information Smart, Friendly and Inspiring, Law Via the 

Internet Conference 2012, Cornell University, USA, Oct. 7-9, 2012. 

Amy She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Making a Cross-Jurisdiction Standard 

Translation Dictionary, CJKT Workshop, Korean Information Service, Seoul, Aug. 27-

28, 2012. 

Amy Shee, Ideas and Approaches of Making a Handful Standard Translation Dictionary 

of Japan, Korea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JKT SBD Workshop,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Jul. 7-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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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Shee, LawPack A New Way of Doing Comparative Law in 

Contexts, 第八屆東亞法哲學研討會後繼受時代的東亞法文化，政治大學法學

院，台北，2012 年 3 月 17 日。 

Amy Shee, LawPack: A New Way of Doing Comparative Law in Contexts, The 2nd 

East Asian Law and Society Conference 2011 Dialects and Dialectics: East Asian 

Dialogues in Law and Society, CRN East Asian Law and Society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and the Korean Society for the Sociology of Law, Oct. 30-Sep. 1, 2011.  

Amy Shee,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in East Asia, 當代法律交往與法律融合第一屆比較法學與世界共同

法國際研討會，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 2011 年 9 月 23 日-25 日。 

Amy Shee, Global Law, Ubiquitous Information and Contextual Society, 2011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Librar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Aug. 29-30, 2011. 

Amy Shee, LawPack － Koala’s Gift for Comparative Law in 

Context, Free access to law in Asia and the global experience－

Law via Internet Confer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Jun. 8, 2011. 

Amy Shee, Modern Confucius and Global Information: A New Task 

of Taiwan Study on "Law and Society"，現代孔子與全球資訊－台灣的

「法律與社會」教研新使命，韓國－台灣國際學術會議－創新與遠景：建立台

灣學的新趨勢研討會，韓國外國語大學研究中心，首爾，2011 年 3 月 20 日。 

Amy Shee, Active Learning& Effective Teaching: The Magic of LawTech in Taiwan, 

invited speech, Hong Kong University LawTech Talk, Nov. 10, 2010. 

Amy Shee,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an e-Confucius Drama 

Classroom－An Innovative Pedagogy for Passive Students and 

Conventional Teachers, Learning in Law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Jan. 30-3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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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Shee, Free Access to Law in Taiwan: Some Soci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the 1st AsianLII Conference 2009: Building 

Capacity for Free Access to Law in Asia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Feb. 25, 2009.   

Amy Shee, Taiwan Report: From CCU Legal eLearning Centre to Taiwan Legal 

Information Centre, Meeting of Free Access to Law Providers & Regiona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Feb. 23, 2009. 

Amy Shee,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A Modern Confucius 

Classroom－Using Drama to Cultivate Humanity and Sensitivity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Law Course, Learning in Law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Jan. 23-24, 2009. 

Abdul Paliwala& Amy Shee, Enter the Dragon: AKA Confucian Conversations: Local 

Cultures and Global Influences in Taiwan Legal eLearning, Learning in Law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Jan. 3-4, 2008. 

Amy Shee, Transnational Sociology of Family Law －

Develop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Taiwan, 亞细亞社会的變化和家族法

國際學術大會，成均館大學校法科大學、韓國家族法學會、亞细亞法研究所，

首爾，2007 年 12 月 08 日。 

Amy She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Family Law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the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Justice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Mar. 29-31, 

2006. 

施慧玲，從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看我國兒童人權法制－－兼談我國邁向「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之路，「世界兒童日談兒童人權」研討會，副總統辦公室，

總統府大禮堂，2003 年 11 月。 



17 

 

Amy She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Law to Suppress Sexual Transactions 

Involving Children and Juveniles (ROC), the Tokyo Bar Association, Nov. 7, 1997. 

Amy SHEE, Rethinking Law and Enforcement concerning Girl Prostit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aiwan, the International ECPAT Conference, Sydney, Australia, 

1995. 

[E]. 科技部 (國科會) 及政府機關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I. 科技部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 

施慧玲，整合型總計畫：永續智慧城市之指揮與監控中心設計—永續智慧城市

之資料治理(1/2)；子計畫：法治與善治的永續智慧城市，科技部，計畫編號：

110-2634-F-194-006-，2021 年 11 月 1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施慧玲、熊博安、劉從葦，個別型：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尊嚴老化 APP 之研究—理念、設計與應用，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 110-

2635-H-194-001，2021 年 8 月 1 日-2022 年 7 月 31 日。 

施慧玲，個別型：從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檢視童年概念的法律建構與重構，科

技部，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194-044-MY2，2017 年 8 月 1 日

-2020 年 1 月 31 日。 

施慧玲，整合型總計畫：建置跨國多語法律與社會專題資訊分享平台之研究；

子計畫一：建置「兒童最佳利益」專題法律與社會跨國資訊平台之研究，科技

部，計畫編號：103-2410-H-194-028-MY2，2014 年 8 月 1 日-2016 年

7 月 31 日。 

施慧玲、黃仁竑，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國家報告及資訊平台建置，衛生福利部

社會家庭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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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玲、黃仁竑、陳竹上，建置跨國法律與社會資料庫及專業資訊分享平台-

以「親權」之比較法研究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編號：101-

2410-H-194-098-MY2，2012 年 8 月 1 日-2014 年 7 月 31 日。 

施慧玲、黃仁紘，建置台灣法律資訊跨國聯盟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編號：100-2410-H-194-077，2012。 

施慧玲、林志潔，婚姻暴力防治規範之反思與重建－兼論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

之十年成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編號：99-2410-H-194-109-

MY2，2012。 

施慧玲，婚姻移民之人權與照護－法律社會學的科際整合觀點，行政院國家學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7-2410-H-194-050，

2009。 

施慧玲，台灣發展超國界家庭法律社會學之重要性與可行性研究－以婚姻家庭

權之保障為中心，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NSC96-2414-H-194-011，2008。 

施慧玲，複製子女身分權益之研究—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中心，行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5-2414-H-194-011，

2007。 

施慧玲，我國法制建構未成年人家庭成長權之可行性研究，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3-2414-H-194-016，2005。 

施慧玲，福利國家介入親子關係法律基礎之研究－－由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出發，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0-2414-

H-194-024，2002。 

施慧玲，家庭法律社會學之本土化研究－－以身分法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89-2414-H-194-03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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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玲，英國家庭婦幼福利法規範之研究－－兼論我國相關法制之修訂方向，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88-2414-

H-194-006，2000。 

施慧玲、郝鳳鳴，福利國家社會法制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87-2414-H-194-007，1999。 

施慧玲，我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立法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87-2414-H-194-008，1999。 

施慧玲，我國兒童少年法制整合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86-2414-H-194-001，1998。 

II. 政府機關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司法院 

施慧玲、黃仁竑，司法智識庫外國資料搜尋平台建置計畫，司法院委託研究，

2012。 

教育部 

施慧玲，長者人權門診社區學習—問題導向的大學與社區對話，教育部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2020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31 日。(審核中) 

施慧玲，高齡人權之對話式教學與在地實踐，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2018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7 月 31 日。 

施慧玲，建構法律科際整合數位學習及資訊分享平台—以「長者人權門診」課

程為例，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劃，2018 年 8 月 17 日-2019 年 1 月

31 日。 

張麗卿主持，法律與文學，教育部教學改革計畫，協同主持人：施慧玲，2007

年 6 月 1 日-2008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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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玲、吳信華、高文琦、梁弘孟，「生命、自由與尊嚴的思辨」，教育部跨

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2013 年 8 月-2014 年 7 月。 

施慧玲，總計畫，課群名稱：Cultural Pluralism in Global Society :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問題

導向的合作學習；計畫名稱：  The Beauty of Multi-Dimensional 

Truths 多元真理的善與美，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2013 年 3 月

29 日。 

施慧玲，總計畫，課群名稱：Cultural Pluralism in Global Society :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問題

導向的合作學習；計畫名稱：Regulations, Cultures, Dialectics: The 

Beauty of Multi-Dimensional Truths 規範、文化、辯證-多元真理的

善與美，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2012 年 10 月 10 日。 

施慧玲，總計畫，課群名稱：Plural Socie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Law: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多元社會與科際法律：

問題導向的合作學習；計畫名稱： Legal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法律規訓與專業倫理，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2012 年 3

月 31 日。 

施慧玲，總計畫，計畫名稱：生命規訓與專業倫理，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

課程計畫，2011 年 10 月 10 日。 

施慧玲，總計畫，計畫名稱：科際法律專題研究-生命規訓與專業倫理，教育

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2011 年 4 月 15 日。 

施慧玲、郭書琴、鄭瑞隆、葉郁菁，新移民婚姻家庭與公民權，教育部新移民

與多元文化計畫：新移民與公民人權組－新移民婚姻家庭與公民權主題教學社

群暨教科書寫作整合型計畫，計畫編號：MOE- 096-03-04-2-11-4-22，

2007 年 8 月 1 日-201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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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馨，總計畫：法律人法意識之建構—台灣法學基礎教育現況之檢討與前瞻

—；施慧玲，身分法子計畫：第一年至第四年度研究總結報告初稿，教育部大

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2005 年 7 月 9 日。 

衛福部 (衛生署) 

施慧玲，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國家報告暨資訊系統第一期專案服務計畫，衛

生福利部社會家庭署，2015 年 4 月 28 日-2016 年 4 月 27 日。 

施慧玲，兒少保護立法可行性先期委託研究計劃，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2015 年 4 月 17 日-2016 年 4 月 16 日。 

施慧玲、廖宗聖、陳竹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之研究，衛生福利部

社會家庭署(兒童少年科)，2013 年 7 月 10 日-2013 年 12 月 20 日。 

施慧玲，兒童及少年吸菸防治責任之法規範研究，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

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BHP-92-Anti-Tobacco -G9，2004。 

施慧玲，我國菸害防治法規範對於胎兒及嬰幼兒之特別保護－－一個法律社會

學研究，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BHP-

91-CaAnti—Tobacco 05，2003。 

法務部 

施慧玲、高玉泉，從概括繼承步向限定繼承?，法務部委託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2007。 

III. 中正大學 (教卓\深耕\特色計畫) 

教育部 109-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 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全球跨域學分學程。(計畫編號：1-5-7-

1\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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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長者人權門診跨領域學分學程。(計畫編號：

1-5-7-1\1-5A) 

3. 施慧玲，日內瓦移地教學計畫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GLP)。 

4. 施慧玲，USR-HUB：弱勢人權、法律、法治（計畫 B：長者人權門

診）。(計畫編號：4-4-1)  

5. 施慧玲，發展創新及智慧教學模式：長者人權 PBL 磨課師課程。(計畫編

號：1-1) 

6. 施慧玲，海外學研創新中心：GLP 及 CCUREC 跨國合作。(計畫編號：2-

3-2) 

教育部 107-108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USR)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 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全球跨洲多與法律/人權門診跨域。 

2. 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全球跨域學分學程。 

3. 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長者人權門診跨領域學分學程。 

4. 施慧玲，日內瓦移地教學計畫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GLP)及

全英語暑期學校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SS)。 

5. 施慧玲，教發中心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師社群 

6. 施慧玲，教發中心教師專業社群：高齡人權門診。 

7. 施慧玲，教發中心教材開發計畫：長者人權敘事分析—在地 PBL 的數位教

材教師開發教材。 

8. 施慧玲，教發中心創新教學計畫：長者人權門診社區學習—法律科際整合 

法學院新興議題跨領域整合計畫\特色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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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 110 年度發展學院特色計畫 (Scopus 論文)：尊嚴老

化 APP 之研究 – 理念、設計與應用，2021 年 3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施慧玲，中正大學法學院特色中心計畫：建置跨校法規 AI 協助自動英譯及檢索

系統，2019 年 3 月 1 日-8 月 31 日。 

施慧玲，法學院 105 年度新興議題跨領域整合計畫：105 年發展學院特色實施

計畫—全球法教研平台 Lawpack 計畫，2016。 

施慧玲，法學院 104 年度發展學院特色實施計畫新興議題專案研究：社會人文

全球化課程研發及教學環境建置，2015。 

施慧玲，法學院 103 年度新興議題專案研究計畫：跨領域之法學方法與整合應

用--跨國教研平台與六頂帽子的思考方法，2014。 

施慧玲，法學院 102 年度新興議題跨領域整合計畫：法律科際整合教研方法之

新頁--跨國及跨域資訊分享平台之應用研究，2013。 

施慧玲，法學院 101 年度跨領域計畫：法律與社會資訊跨國分享平台之建置與

應用，2012。 

施慧玲，法學院 100 年度新興議題跨領域整合計畫：法律資訊與多元文化—全

球法的跨國交流平台之建置與應用，2011。 

IV. 社會企業補助及得獎計畫 

A. 得獎 

1. 施慧玲等，信義-全民社造行動：「友善長者社區的活躍老化生活

APP」，點子獎，2020。 

2. 施慧玲，信義-共好行動徵選：「為宅老人建構尊嚴共好社區-以長者需

求為中心的活躍老化 APP」，新生活獎（第三名），2020。 

B. 獎勵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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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慧玲、熊博安主持，錠嵂藍鵲社會福利基金會，「為宅老人建構尊嚴共

好社區-活躍老化 APP」，2020。 

2. 施慧玲主辦，台灣法律資訊中心承辦，理律文教基金會，中正大學 x 理律

學堂《2021 法律與社會跨領域寒假營隊》，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