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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宜家 

現職：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電子信箱：tsaichia@mail.moj.gov.tw 

研究專長：犯罪數據及制度面評析 

研究興趣：刑事法、刑事政策 

學歷 

2018年-迄今      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學系博士班 

2012年-2016年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研究所 

2008年-2012年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經歷 

2017年-2019年 2月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015年 10月-2016年 3月 日本大阪大學交換留學生 

特殊事項 

2020年 「教師專業社群講座」課堂演講者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2020年 「關注監所，人權行動」2020年全國巡迴論壇與談人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監所關注小組） 

2019年 「層級化風險管理之刑事政策－以師法新加坡經驗為中心」      

     學術座談會引言人 

（主辦單位：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東吳大學法學院） 

2019年 「青年優秀論文獎」三等獎 

（主辦單位：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 

2016年 「獎勵大專院校日本研究論文比賽」研究生組第一名 

（主辦單位：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申請日期：2016年 10月） 

2016年 「第三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特優 

（主辦單位：司法官學院。申請日期：201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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