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釋憲言詞辯論意旨有充理由（一 )狀

聲 請 人 王 光 祿  均詳卷

潘志強

代 理 人 陳 采 邑 律 師  

文志榮律绅 

林長振律師 

謝孟羽律師 

王泰翔律師 

楊志航)律師 

許正次律師 

周宇修律師 

蔡文健律師 

林秉嵌律師

2 為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 12 8 6 0號 案 件 ，依法提呈言詞辯論意旨補

3 充 理 由  （ 一 ） 狀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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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件 於 大 院 召 開 憲 法 法 庭 行 言 詞 辩 論 後 ，聲 請 人 等 謹 就 ：「原住 

民 （族 ） （狩 獵 ）文化權與環境生態保護，尤其與野生動物保育之 

平衡」 （即 大 院 所 列 爭 點 2 ) 補充理由如後：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出之「現行法逐次申請備査制」屬 「準則 

許可制」 ，與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與禁忌，仍 多 有 牴 觸 ，屬 

於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嚴重干預手段，國家在管制的手段 

及 程 序 ，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項 及 第 U 項 前 段 、兩 

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原 基 法 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之相關規定， 

與原住民族進行實質的對話溝通與諮商同意，國家方能與原住 

民族討論出一套可行的機制：

(― )本 件 多 數 鑑 定 人 與 相 關 機 關 ，均青涊原住民族狩獵艾化 權 ， 

且認為係蕙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兼具群體權與個人權之 

性 質 ，此有其等之鑑定意見及書狀可稽，狩獵文化得以依照 

原住民族所骨認之規範方式來實踐，就是對原住民族狩躐文 

化權的最基本保障。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的 「事前許可制」 、 

第 5 1 條 之 1 的 「未事前申請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之除罪化與 

處以行政罰」 、第 4 1 條 的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處以刑罰」 

之 規 定 ，可說是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極為嚴重的干預手  

段 ，不只是多數鑑定人認為違憲，即便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 

委 員 會 （下稱農委會）亦認為現行上開規定確實不妥，而應 

予 以 修 正 ，合 先 敘 明 u

(二 ）細繹農委會所提出之三階段（類 型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 

制 度 ，第 一 階 段 採 取 「現行法逐次申請備查制」 ，此制固然 

無須載明狩獵物種及數量，但仍須 事 先 提 出 申 請 ，經主管機 

關審認符合相闕要件後，方可獵捕野生動物，並於事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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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 獵 結 果 備 查 。未 遵 循 者 ，依農委會提出之野保法修正草案 

第 H 條 之 1 第 2 項 之 規 定 ，仍須處以較高之行政罰。僅針對 

特 殊 情 形 ，例外规定無須事前申請核准’改採事後報備制°

( 三 ） 惟 查 ，誠如前大法官李震山教授提出前大法官葉百修、陳春 

生 及 陳 碧 玉 加 入 之 釋 字 第 7 1 8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所 

述 ： 「 『準 則 許 可 制 』幾 已 成 為 捍 衛 許 可 制 的 『反動修 

辭 J 因 為 『準則主義■!的概 念 與 用 語 ，並 不 會 影 響 『許可 

制 』事 前 抑 制 的 本 質 ，也不會因集遊法第十一條中出現『應 

予許可』一 詞 ，即推斷集遊法所採者形同報備制。 『準則許 

可 』 ，只是為赋予執法機關更寬廣的裁量空間鋪路，從而隱 

藏 态 意 的 危 機 ，就如同批著羊皮的狼，總有露出猙獰臉孔的 

時 候 ，只是時機的問題。」 （附 件 4 2 ，第 5 頁 至 第 6 頁） ， 

而農委會第一階段所提出之「現行法逐次申請備查制 i 其本 

質 上 就 是 「準 則 許 可 制 i ，仍 屬 事 前 管 制 ，如 前 所 述 ，事前 

管制是最嚴格的限制手段之一，應由行政機關詳細論證並提 

供實證研究或統計數據，方可通過嚴格審查之要求。帷農委 

會迄今並未提出足夠的實證研究或統計數攄，佐 證 「現行法 

逐次申請備查制 I 才是有助於目的達成的最小侵害手段。

(四 ） 再 者 ’事前許可制違反原住民族狩撒文化與禁忌己屬共識， 

農 委 會 亦 不 否 認 ，因此再怎麼修改事前許可制，也都與原住 

民族狩獵文化與禁忌有所牴觸，仍屬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嚴 重 干 預 之 手 段 ，不但無法實踐前揭憲法增修條文保障扶助 

並積極促其發展的憲法誡命，反 而 是 破 壞 、抑制原住民族狩 

獵 文 化 權 " 因 此 ，國家應該如何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狩獵 

文 化 的 同 時 ，又能兼顧野生動物保育，至少應該在程序上依 

憲法增修條文、兩公約 '原 基 法 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與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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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進行實質的對話溝通與諮商同意，國家方能與原住民族討 

論出一套可行的機制 "

二 、「事後報備制」搭配獵人資格制、獵人主動定期回報義務、專 

責人員通知及追縱査報、便利 回 報 機 制 、來年狩獵總量管制分 

配獎懲 '禁獵年限及獵人除名等配套措施，能有效達成保障原 

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及野生動物保育衡平之目的，且相較農委會 

之 「現行法逐次申請備査制」為侵害較小之手段：

(一 ）事後報備並搭配相關配套措施，可達到維護尊重原住民族狩 

獵文化及野生動物保育之目的，且 相 較 農 委 會 之 「現行法逐 

次申請備查制」為侵害較小之手段：

聲請人雖然不能代表其他族群部落 * 但仍提供意見供大法官 

卓 參 。聲 請 人 認 為 ，如 能 採 取 「事後報備制」 ，並且搭配相

關 配 套 措 施 ，應可達到維護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野生動 

物 保 育 之 目 的 ，且 相 較 農 委 會 之 「現行法逐次申請備查制」 

為侵害較小之手段，以表格方式說明如 下 ：

配套措施 内容

獵人資格認證

由原住民族或部落舉派之代表組成一定之組織建 

立獵人資輅認證制度，並邀集生態及保育專家參 

與獵人資格認定應具備之相關知識，確保該名原 

住民具有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知識及現代保育 

知 識 u

獵人主動定期回 

報義務

課予獵人主動定期回報之義務，一方面無須因事 

前許可而牴觸文化禁忌，一方面也類似報戰功之 

性 質 ，定 期 回 報 （逐 月 或每季皆可）也不會造成 

獄人太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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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通知及 

追蹤回報

透 過 部 落 、部落族人成立的紐織或者部落舉派之 

代表所成立之組織中（政府應有義務挹注經費及 

人力協助）之專貴人 M (部 落 族 人 ，且最好也是 

狼 人 ）定期通知撒人應回報狩撒情形，並在逾期 

未 回 報 時 ，稽催獵人回報，並將情形記錄在案。

便利回報機制

簡化便利獵人的回報方式，應有助於獵人回報之 

意 願 ，除了向專責人員當面回報之外，一般紙本 

或電話通話、簡 訊 、手機通訊軟體、電子郵件等 

也都可作為回報機制。甚至可設計開發專供獵人 

使用之回報 A PP，提醒獵人定期回報，並於彳鼠人 

逾期未回報時予以警示，相關回報數據可直接提 

供部落及農委會，讓回報的效率與準確度更高=

來年狩獵總量管 

制分配獎懲、禁 

獵年限及獵人除 

名

依照歷年回報數量建立來年獵捕總量管制，並依 

照主動 ® 報 、未定期回報、不回報等因素綜合考 

量 ，由該组織分配獄人可獵捕數量 " 情 節重大 

者 ，該組織可實施禁獵年限，該撤人於禁獵期間 

不得狩獵。如於禁獵期間，該徵人仍進行狩獵且 

情 節 重 大 者 ，該組織可延長禁獵年限，或將該獵 

人 資 格 除 名 ，失去獵人資格者，即不能進行狩獵 

活 動 ，此時國家方可依相關規定予以處罰。

(二 ）如對立即採取前開事後報備制及其配套措施仍有疑慮，或者 

需要時間經費推動，或需試辦計晝推行，也應指定一段時間 

後 ，即應施行事後報備制，在過渡時期則或可採取林務局提 

出 之 「現行法逐次申請備查制」 （仍應依照原基法第2 1條及 

第 2 2 條與原住民族及部落進行對話溝通與諮商同意程序）辦 

理 ，以兼顧上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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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退 步 言 之 ，如認事後報備制及其配套措施仍對野生動物保育有 

所 疑 慮 ，或可再依保育類野生動物等級區分，如屬瀕臨絕種之 

野 生 動 物 ，必須逐次事前許可，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野生 

動物則不需要逐次事前許可（但仍須依照事後報備制及其配套 

措施辦理） 。但須注 意 的 是 ，如依照保育類野生動物等級區分 

分別採取事前許可或事後報備時，應特別強調主管機關有義務 

主動通知保育類物種名錄之變動，不能僅以傳統的公告或函文 

方 式 為 之 ，應以各種可能方弍確保獵人、部落或原住民所耝成 

之 組 織 知 情 ，例如簡訊及手機通訊軟體通知…等 。此 外 ，因實 

務 上 常 以 「不確定故意 j  、 「未必故意_ 獵捕保育類圩生動物 

之方式將原住民獵人入罪1 ，然夜間狩獵時，光線極為不足，從 

發現獵物到射擊的時間甚短，無法立即判斷獵物是否為保育類 

野 生 動 物 ，更遑論能判斷其等級；陷 阱 獵 時 ，陷阱雖然係放在 

山豬等非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獸徑上 * 但卻遭其他保育類野生動 

物意外觸發陷阱等等。因此應增設原住民獵人誤捕回報機制， 

並列為獵人資格取得之必要知識，避免獵人在未事前申請又意 

外誤捕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之情形下受到刑罰，否則原住民獵人 

可 能 因 擔 心 招 致 刑 罰 而 不 願 意 回 報 ，反而不利於野生動物保 

ti 3

四 、 總 體 來 說 ，多數鑑定人、監察院國家人員委員會、主管機關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聲請人等，均肯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野 

生動物保育的問題，並非處於對立關係，而應該是相輔相成且 

共生共榮的和諧關係，原 住 民 （族 ）的 狩 獵 行 為 ，依照相關研

1例如臺灣宜蘭地力法院97 3 *年度訴字第ISO號刑寧判決、蕞麂喜東地方;去院97年度訴卞第14S
號刑事判決' 臺湾?S蓮地方法院舫年度訢7.第223號刑車判決、最卨法院104年谗台h字第
31&6 號刑事判決、臺涔高等法院105年度原上訴卞第52號判決（後遭最卨法院1C5年度台上
宇笫:J2〇2號刑苇判決廢棄發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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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 有助於環境生態保護與野生動物保育。因 此 ，不 論 大 院  

認為農委會之三階段原住民族自主管理（保留第一階段為修正 

式的逐次事前許可報備制，並增設例外得事後報備之情形）及 

全 面 除 罪 化 （但仍有行政罰）較為妥適之管理手段，或者認為 

聲請人提出之事後報備制並搭配相關配套措施，方屬同様可達 

成目的且為侵害較小的之手段，均無礙現行野保法第2 1 條 之 1 

的 「事前許可制」 、第 5 1條 之 1 的 「未事前申請獵捕一般類野 

生動物之除罪化與處以行政罰」 、第 4 1條 的 「獵捕保育類野生 

動物處以刑罰」之 规 定 與 制 度 ，因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 

確性原則以及比例原則…等 ，而屬違憲之現況結果3

五 、懇 請 大 院 宣 告 野 保 法 第 2 1 條 之 1 及 第 5 1 條 之 1 違 憲 ，並依 

循蕙法增修條文第 10條 第 11項 及 第 12項前段之保障與積極維 

護發展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憲法誠命，考量原住民族長久以 

來遭受不公平 ' 不 正 義 、汙 名 化 、被 歧 視 之 血 淚 歷 史 ，建構 

「正確理解」且 「友 善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落實之制度或原 

則 ，讓原住民族獵人用生命、自由為代價來實踐傳承狩獵文化 

的 時 代 ，就 此 終 結 °

此致

司法院大法官公鑒

附件清單

附 件 42 :前大法官李震山教授所提出前大法官葉百修、陳春生及 

陳碧玉加入之釋字第71 8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5  日

【以下空白，下接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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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 法 官 李 震 山 提 出  

大 法 官 葉 百 修 加 入  

大 法 官 陳 春 生 加 入  

大 法 官 陳 碧 玉 加 入

本 件 解 釋 僅 就 集 會 遊 行 法 （下 稱 集 遊 法 ）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許 可 」（下 稱 系 爭 規 定 ）， 

有 關 緊 急 性 或 偶 發 性 集 會 、遊 行 仍 須 事 先 申 請 許 可 部 分 ，已課予 

人 民 事 實 上 難 以 遵 守 之 義 務 ，連 帶 與 同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但 書 及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1認 為 均 有 達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之 比 例 原 則  

或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四 五 號 解 釋 之 意 旨 ，致 侵 害 憲 法 第 十 四 條 所 保 障  

之 集 會 自 由 而 違 憲 u

就 集 會 遊 行 採 許 可 制 是 否 合 蕙 問 題 ，本 件 解 釋 顯 係 採 取 鋸 箭  

法 ，僅 鋸 除 本 質 上 無 從 事 前 許 可 的 集 會 遊 行 事 件 ，其 他 部 分 ，則 

仍 基 於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四 五 號 解 釋 認 屬 「立 法 自 由 形 成 」範 圍 ，並 

未 違 蕙 。結 果 是 將 「許 可 制 」的 箭 頭 ，仍 留 存 在 被 前 揭 解 釋 稱 為  

「實 施 民 主 政 治 最 重 要 基 本 人 權 」的 體 内 ，或 只 能 規 避 一 時 而 根  

本 病 竈 未 除 。對 此 種 避 重 就 輕 、治 標 不 治 本 的 遠 憲 審 查 態 度 ，本 

席 不 表 贊 同 ，並 認 為 在 價 值 多 元 的 社 會 ，系 爭 规 定 並 無 解 釋 為 合  

E 的 空 間 ，且 堅 信 以 我 國 的 民 主 發 展 程 度 ，應有資格與條件光明  

磊 落 地 改 採 同 樣 能 達 成 集 遊 法 目 的 ，而 又 較 許 可 制 侵 害 更 小 的 報

集遊法第9條第1項但書規 疋 ：「但因不可预 a 之賣大緊急 事 故 ，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 s i i a 的者 '不 

受六 h 前 中 請 之 哏 制 」第12條第2項 規 定 ：「伖第九條第一項但書之蜆定揭出中請者，主管機關應 

於收&中請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内，以書面通知負费人，* 」



備 制 ，既 可 與 國 際 人 權 體 系 接 軌 ，提 升 我 國 集 會 自 由 水 準 ，又有 

助 法 律 秩 序 和 平 發 展 ，爰 提 本 意 見 書 。

壹 、本 院 釋 字 第 四 四 五 號 解 釋 採 美 國 有 關 言 論 自 由 違 憲 審 查 的  

「雙 軌 理 論 」，作 為 審 査 我 國 集 遊 法 採 行 許 可 制 的 合 憲 性 標  

準 ，留 下 一些 可 議 論 的 反 思 空 間 ，本 件 解 釋 卻 將 其 束 之 高 閣

有 關 我 國 集 遊 法 採 許 可 制 是 否 合 憲 的 問 題 ，本院釋字第四四  

五 號 解 釋 最 關 鍵 的 一 段 話 為 ：「集 會 遊 行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除 同 條 項 但 書 所 定 各 款 情 形 外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許 可 。同 法 第 H 條 則 規 定 申 請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除 有 同 條 所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外 ，應 予 許 可 。其 中 有 關 時 間 、地 點 及 方 式 等 未 涉 及 集  

會 、遊 行 之 目 的 或 内 容 之 事 項 ，為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及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屬 立 法 自 由 形 成 之 範 圍 ，於 表 現 自 由 之 訴 求 不 致 有 所 侵  

害 ，與 憲 法 保 障 集 會 自 由 之 意 旨 尚 無 牴 觸 。」長 久 以 來 ，該段話  

已 被 簡 化 為 「許 可 制 合 憲 」的 同 義 語 ，並 為 某 些 不 明 就 裡 的 人 士  

奉 為 圭 臬 。惟 細 究 之 ，該 段 以 美 國 審 查 言 論 自 由 之 「雙 軌 理 論 」 

{the tw o-track thcoty) 或 有 關 基 本 權 利 案 件 審 理 密 度 之 「雙重基  

準 」 （ the double standard) 為前提的文字  > 隱 晦 中 應 可 能 有 兩 種  

迥 異 的 詮 釋 與 解 讀 空 間 。其 一 ，集 會 遊 行 之 時 間 、地 點 及 方 式 ， 

本 就 不 涉 表 現 自 由 之 目 的 或 内 容 ，從 而 與 言 論 自 由 保 障 無 涉 ，自 

得 以 「立 法 自 由 形 成 」為 理 由 ，從 寬 審 查 。其 二 ，集會遊行之時  

間 、地 點 及 方 式 ，未 必 就 不 涉 及 表 現 自 由 之 目 的 或 内 容 ，惟就涉 

及 部 分 若 與 言 論 之 内 容 有 關 ，自 非 立 法 權 得 以 自 由 形 成 的 範 圍 ， 

就 其 事 前 抑 制 仍 應 從 嚴 審 查 。2

2 依林子儀前太法•主張■自由表達言論乃個人發屐自我■成就自我之* 點 ，集會自由對時間' 地 點 、 
方式選擇的自我決定權，若 「與民主程序有關者，Stone大法官舉例如瑋奉權 '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



查該號解釋並未就時間、地點、方式之表現是否為「言論不 

可或缺的要件」、是否具有「表達、溝通意義的行為」，以及是否 

屬 「言論」或 I 行為」等事項而為進一步審查，反而從論證的内 

容與結果觀之，似 乎是採前開不涉表現自由之目的或内容的第一 

種看法。但若因此貿然下此定論，恐與事實有未盡相符之處。蓋 

很顯然地，集會遊行之舉行，時間若選在二月二十八日具哀悼意 

義的國定紀念日，地點擇於具高度政治與空間象徵意涵的總統府 

前凱達格蘭大道，方式採取介於和平與強制灰色地帶的「靜坐封 

鎖 」或更激烈的「絕食靜坐」、「臥軌抗爭」，並穿著特定制服或 

攜帶特別旗幟標語等，在在都與集會遊行訴求之目的與内容產生 

合理正當且緊密的關聯。若僅以前述「雙執理論」試圖一網打盡， 

再籠統地以立法裁量遮掩，以偏概全或掛一漏萬，就在所難免"

人民以集體行動而利用道路、公共空間向政府或社會表達意 

見 ，其溝通的面向多元，不會侷限於選舉、參 政 、主權等政治議 

題 ，尚會擴及生存、工 作 '財 產 、人 格 、尊嚴等社、經 、文多種 

議 題 。前揭解釋過分重視共同意見形成之政治取向模式，固與民 

主轉型的政權鞏固疑懼而思集權之大環境有互為因果的關係，然 

以對待大型政治性抗爭為框架與預設的集遊法，強加於相對弱勢 

團體之聚眾活動上，復以許可制中盤根錯結的限制規定，極易狹 

化該等人民集體人格發展的意義，許可制及其相關限制規定究否 

能通過憲法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平 

等原則以及比例原則之檢驗，大有疑問。就如此高度複雜内涵， * 3

集會自由等，則法院應採嚴福的審查標準審直所涉政府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是否合憲。」砮是如此.恐 

不能不分惰形逕以「立法自由形成」岛寬鬆審查。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削與雙軚理論） ，收錄於 
氏著，《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无 照 j 1999年9月 _ 頁〗5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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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事前抑制的制度，單靠審查言論自由的標準，難竟其功。既 

然前揭解釋開宗明義將集會自由定位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 

基本人權」，就採取許可制即應從嚴審查，豈能重重舉起後，又 

驟然排除「時間、地 點 、方式之表現」與表現自由之關係而輕輕 

放下？憲法的言說邏輯及理念已失一貫性，而說服力大減。

縱然集會内容與言論無關，該行為之表現未轉變為妨礙他人 

權利行為前，仍在集會自由保障範園内◊ 許宗力前大法官指出： 

「非僅表現的内容與方式而已，表現時間與地點的選擇，也一併 

受 保 護 ，但如方式的展現與地點的選擇已可列入集會的概念範 

疇 ，就直接由集會自由所保護，而不再是言論自由了。」3因 此 ， 

各民主法治國家多以專門法律規範集會自由，除保障最重要的表 

現自由外，尚及於人格'尊嚴、結 社 、工 作 、參政權、請 願 、#  

願及訴訟權等諸多自由與權利。若還是維持言論自由的審查標 

準 ，集會自由所涉内容究係言論或非言論、政治性言論或非政治 

性言論、直接煽動之言論或非直接煽動之言論等不同的分類，將 

決定不同的審查寬嚴標準，必須一一究明。前揭解釋力有未逮， 

甚為灼然，留下諸多待補的空間，而本件解釋並無意盡司法定分 

止爭之責，只好顧左右而言他或盲目捍衛之從基本權利競合與 

法益衡量的高度複雜性以觀，若能採比例原則審查之，應不失為 

可行的方法。

貳 、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認我國集遊法採所謂「準則主義之 

許可制」，被心儀「事前抑制」者不當比擬為「形同報備制」， 

混淆嚴肅憲法課題。再 者 ，集會遊行之許可制與報備制在憲

3 許宗力， 言論自由的毁個問題〉 」收錄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二）> 1 元 照 ，2007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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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民主意涵上有顯著的差別，不容含混。至於緊急性與偶 

發性集會不能事先許可或報備，乃事理之必然，若屬和平集 

會應受確保，更是核心之理念與價值

一 、「準則許可制」幾已成為捍衛許可制的「反動修辭 」 （rhetoric 
of reaction)

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稱：「集會遊行法第十一條規定申 

請室外集會、遊 行 ，除有同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應予許可◊ 從 

而申請集會、遊 行 ，苟無同條所列各款情形，主管機關不得不予 

許 可 ，是為準則主義之許可制。」該見解應係採自主管機關於言 

詞辯論庭的主張，包括行政院認為：「各國立法例對於集會、遊 

行之管理方式有採報備制者，有採許可制者，集會遊行法所採， 

雖為許可制，惟其性質非屬特許而近準則主義」 ；内政部及内政 

部警政署則主張：「集會遊行法第八條、第十一條所採實係準則 

許可制，其與報備制之差別僅在行政程序有異，兩者在本質上並 

無不同。」4該種說法之外，再辅以官方不予許可比率甚低的統計 

數 字 ，大大擄獲贄成事前抑制者的芳心。因 為 「準則許可制」既 

然與報備制相去不遠，又可有備無患應不時之需，一舉數得，何 

樂而不為？其 實 ，此種障眼法易生魚目混珠、馮京當馬涼的效 

果 ，有諸多可議之處，借此機會予以辨明。

首 先 ，從制度面言，將一般民事、財 經 、行政事件上的事前 

許 可 ，與和政治性言論或表現自由有關集會遊行事件的事前許可 

相 比 ，本質上就有點不倫不類，若再含混地套闬，其荒謬結果，

《习法院大法官解繹續编（十一 ）> ，司 法 院 1 9 9 9 年5月 ，頁240 - 242 "



不雖想見。因 為 「準則主義J 的概念與用語，並不會影響「許可

制」事前抑制的「本質」，也不會因集遊法第十一條中出現「應 

予許可」一 詞 1 即推斷集遊法所採者形同報備制u「準則許可」， 

只是為賦予執法機關更寬廣的裁量空間鋪路，從而隱藏恣意的危 

機 ，就如同坡著羊皮的狼，總有露出猙獰臉孔的時候，只是時機 

的問題0 即當集會遊行之内容、目的、訴求嚴重挑戰當政者意識 

型態或政治利益的「紅線」時 ，平時備而不用的許可制，一夕間 

成為可以揮舞的大刀，而殺雞可用的牛刀不只一把。民間對於二 

〇〇八年十一月「陳雲林事件」就留下深刻印象。5「準則許可制」 

猶如一)'弘平靜池水中，鱷魚潜飼 n維持集會自由的制度，搖身一 

變成為箝制集會自由的制度，隱藏著「制度性」的危機，成為孕 

育 「人治」的沃壤，是為法治主義所不許，違憲審查者似乎對此 

共同生活經驗毫無警覺。

其 次 ，從執行面言，依行政裁量理論，集遊法第十一條共六 

款規定，範圍鋪天蓋地，實際上「應予許可」之空間已遭壓縮至 

極小，反之，不許可空間極大，屬典型「裁量萎縮至零」供1111̂ 此11- 

schrumpfimgaufNull) 。且該條之執行在「收與放」或 「鬆與緊」 

之裁量，常繫於主管機關一念之間，諸多遇強則弱，遇弱則強的 

實 例 ，例 如 ：將主管機關或法院，針對眾所矚目「紅衫軍事件」 

與本件解釋原因案件之一的「少數學生抗議高學費事件」之處理 

對 比 ，即有兩套標準、執法不公之訾議，凸顯準則許可制係「留 

一手」，使 「依法行政」有高度不可预測性。如果換個執政或執 

法 者 ，原來的許可亦可能轉變成不許可，無怪乎集遊法常被評價

事實經過與法律觀點之評柄，詳見辛建良，〈為 「笨總統」上一堂憲法實例課_  1106間山事件案> - 

嘆榮蝥，〈問題不在暴 力 *問題在正當性> . 岣收錄於，{台灣法學雜誌》 ，第117期 ，2008年丨2月 ， 

頁 1-13 >



為不顧多元價值有違社會正義的惡法。

其 三 ，從統計數字的迷思面言，由於許可制精神下的法律規 

定與制度設計，本質上就與使人民願意且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 

使集會自由，有先天上的矛盾，因不信任公權力而不申請、因懼 

怕遭刁難不去申請、因確信不會被許可而逕行舉行或自信和平集 

會無須申請等，就成為許可制對「集會内在自由」制約的必然結 

果與代價。而那些未申請且在許可制統計數上極具意義的案件， 

是官方統計數據上所無法呈現的「黑數」，管制愈嚴格，「黑數」 

比率愈高。反 之 ，在諸多被許可的集會、遊行案件中，究有多少 

是主管機關觀察與論風向球或接受政治指導，並非制度本身開放 

性下的合義務性裁量，而是以「行政自我約束」為由自我開脫的 

結 果 ，官方之統計數字亦無法正確反映。退一步言，既然強烈標 

榜集會遊行之申請不予許可的比率極低，何不逕採無違憲疑慮的 

;報備制」，豈不皆大歡喜？很顯然地，緊抱以「準則許可」「為 

皮」，許 可 制 「為骨」而有違憲疑慮的現行制度不放，表示對以 

開放、對等為基礎的報備制相當恐懼與排斥，足見兩者本質上必 

有相當差距，否則無須一再拒斥合乎憲法意旨的報備 制 。

其 四 ，從警察實務面言，現 行 「準則許可制」與 「報備制」 

並非完全一致。依學者的研究稱：「可以從警察將那些未經許可 

之集會遊行者的標語或旗、牌 ，強行取走的案例看出，警察為何 

可以將未經申請許可者的標語及旗、牌強制取走，待事後再歸 

還 ？原因應該是在『該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故不准有訴求出現 

倘若是報備制，則警察即無理由取走訴求標語或旗、牌 等 ，即使 

集會遊行者違法，亦不能取走其訴求物，這才是所謂原則上許可

7



言論表達的自由，只有例外將出現騷亂之虞時，才會被制止的報 

備 制 ，換句話說其所謂原則與例外，其實是有先後次序，並非在 

同一個層面。」6淺白的舉例，道出了問題的底蘊。

最 後 ，當主管機關沈醉於「準則許可制」並將之玩弄於股掌 

之 間 ，而遭受選擇性執法或執法不公的嚴厲批評時，與其譴責或 

歸責於不幸成為政治工具的執法代罪羔羊，不如從憲法檢討導致 

人治溲駕法治的集會遊行許可制，方能協助執法機關走出執法中 

立的困境，挽回其職業尊嚴。综 上 ，「準則許可制」儼然成為捍 

衛許可制而滲透力與渲染力十足的「反動修辭」，對此種悖論不 

能不慎思而明辨之□

二 、報備制與許可制在憲法上的民主意涵大不相同

從限制自由權利制度光譜以觀，由寬至嚴可粗分為事後追究 

之追懲制、與事前抑制的預防制兩種3若以集會遊行舉辦有關之 

申報事宜為例1追懲制是指事前不必申請亦無須報備，但活動中 

有達法情形，得為下令、禁止、解散或懲罰，此制大都僅適用於 

室内集會或緊急性與偶發性集會。預防制下，集會遊行之發起人 

則須事先告知主管機關活動之梗概，以便其踐行提供適當集會場 

所 、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的「國家保護義務」。依預防 

制規範強度與密度又可分許可制與報備制* 前者要求室外集會遊 

行 者 ，原則上應須履行事先經同意或許可之義務，係將集會遊行 

之行為列屬一般禁止之行為，由主管機關以許可處分為解除禁 

止 。至於報備制，又稱為申報制或登記制，須報備之事項原屬得

郧善印，（集遊法修正之研究〉 ' 《警察法學》 ，第ii期 .2009年 i l 月 ， H



自由行使而不受禁止之範圍，之所以仍須報備，主要目的是事先 

讓主管機關知悉而有所準備，除非有明顯事實足認為對公共安 

全 、社會秩序有顯然急迫危害之不和平集會遊行，方有保留預防 

性 禁 止 （Proventivverbot) 之可能性。對同屬頌防制的許可制與報 

備 制 ，須再從以下憲法的民主意義去體認，否則只能停滯在「兩 

者並無太大差異」的圈套中，也就只能順水推舟地以尊重立法裁 

量收場。

其 一 ，許 可 制 係 「原 則 禁 止 ，例 外 同 意 」 （Verbot mit 
Erlaubnisvorbehalt) ，也就是附許可保留之禁止，表示集會自由 

須經政府的同意，並非人民本就應享有的「基本」權 利 。反 之 ， 

報 備 制 係 「原 則 同 意 ，例 外 禁 止 」 （Eiiaubnis mit 
Verbotsvorbehalt) ，或 附 禁 止 保 留 的 許 可 （Anmekhmg mit 
Verbotsvorbehalt, Verbot mit Anzeigvorbchalt) ，表示集會自由本 

屬於人民，報備只是便於主管機關踐行保護義務。依 「例外之解 

釋應從嚴」之法理，將展現出雲泥有別的迥異風貌°

其 次 ，在許可制支配下的集遊法規範或執行，主管機關與人 

民間是上下從屬關係，須上命下從，易將人民視為客體、工 具 ， 

甚至予以敵視或歧視，不會重視集體人格型塑問題。報備制下， 

主管機關與人民間處於對等溝通合作關係，將人民視為目的，重 

視人民自治自決及其尊嚴，人民自得展現作為國家主人應有的格 

局 ，民主意義下的主僕定位，天差地別u

其 三 ，在許可制支配下的規範面，不必太講求憲法嚴格意義

HartimU  M aurer, Allgem eiiies  Verw altiu igsrechtj 2011, Rjdiu\ 54.



的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正當法律程序、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 

反 之 ，報備制的規範，除對等、公 開 、透明外，以上憲法原則皆 

是最低門檻要求□縱然許可制與報備制規範採相近的要件，在精 

神上許可制就引領著行政與司法人員，在適用法律時偏重於社會 

秩 序 ，忽略集會自由權之保障。況在許可制下，报難釐清請願、 

宗教、民俗等聚眾活動與集會遊行間之模糊關係，反而製造緊張 

對立關係，並因不场執行而踐踏集遊法之尊嚴，報備制則可緩解 

以上關係。

其 四 ，集遊法若採報備制，仍須課予籌辦集會遊行者提供相 

當資訊之義務，係預防性質而非追懲制。就 「蒐集必要資訊」言 ， 

許可制與報備制有共同需求，報備制與正當法律程序之關係展現 

在合作誡命（Kooperationsgebot) 。8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請求 

當事人協力、提供資訊，並據此作為行政機關與人民合作溝通之 

基 礎 ，甚至舉行公聽引進專家意見等。反 之 ，許可制下主管機關 

得片面要求人民提供資訊，未必釋出本身所掌有資訊與決策過 

程 ，在資訊不對稱狀況下，極易造成黑箱作業且因不信賴而形成 

緊張關係u

其 五 ，在法律效果上，未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行即屬違法， 

制裁處分附隨而至u至於未經報備而舉行的集會遊行，包括緊急 

性 、偶發性，若屬和平集會，雖有可能違反路權、場地使用、禁 

制區等規定，或發生少數零星暴力之情形，並非當然附隨解散之 

強 制 ，尚須視集會遊行中發生影響公共安全與秩序情節分別依比 

例原則，審酌其是否仍在保障範圍之内。德國行政法學者Maurer

K ^Alfred Dictd/KurL Ginlzd/Mkhael Kniesd, yasammlungigOHeiz, 16,Aufl.3 Caii Heyiiiamis Verlag.
2011, §14, Rdm\25fr



教授之描敘頗為傳神：「應報備之事，未遭禁止，則為合法。應 

許可之事，未經許可，則屬非法。」9因達反報備義務的相關制裁， 

原則上不會重於違反許可義務的制裁。

其 六 ，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許可制下，通常側重由公權力要 

求集會遊行者，證明其行為是正當；在報備制下，則是人民要求 

公權力證明其干預集會自由的正當理由。除主管機關與被告間舉 

證責任分配不同外，不同的制度也會影響法官就集遊法第二十六 

條有關比例原則之衡量。如 今 ，集遊法許可制的合蕙性再次由本 

件解釋予以「加持」，相信對法官審判心理上，應會有深遠影響。

綜 上 ，報備制相較於許可制，就行政程序之簡繁、法律效果 

之寬嚴、行政處分限制與負擔附款之添加、人民與政府合作溝通 

之對等性，以及對人民舉行集會、遊行内在自由之限制等，對集 

會自由之侵害皆屬較小，其顯現在支配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之實 

質意義非常可觀=縱 然 ，集遊法許可制與報備制規範要件雷同， 

然因執法心態不同，執法結果亦會大異其趣。因 此 ，空泛主張報 

備制與許可制「本質上並無不同」者 ，有粗疏率斷之嫌。

三 、緊急性與偶發性集會本質上就無事前申請許可之可能性

集會遊行採許可制，將使無發起人或負貴.人的所謂「偶發性 

集會遊行」 （Spoiitaiwersammhmg) 之 舉 行 ，在理論上成為不可 

能 ，事起倉卒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之緊急性集會、遊 行 ，亦

■ Das anzeigeptliclitige Vorhaben is£ zulassig, wenn es nicht verhoten wild; das eHaubnispflichtige 
Vorhaben ist unziilassig, wemi es nichE erl^mbt wird. llartrm^ Maurer, Alfgemeine.s Verraltung^rechtj 
18.Aufl,，2011，§9，Rdn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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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期待取得許可後舉行。該等若係因突發事件中基於公義或權益

受損直接反應所採取之集會1是人類最自然、最原始且最需保護 

之集會自由權 > 縱於違反規範而有一定作為或不作為 > 亦難驟認 

其具有貴性，若強課其責，自已逾越當事人義務界限，顯侵及集 

會自由之本質内容。再就今B 資訊科技發達，社群網站普及，彈 

指之間能集體於公共場域表達意見的需求，沛然莫之能禦，已非 

許可制所可因應，頂多課予「緊急性集會」之負賣人於其所通告 

集會遊行時間之同時，進行報備◊ 由此可知，本件解釋僅是順水 

推舟之作而已，此種情況下，執法機關唯有強化機動應變能力， 

方能兼顧保障人民集會、遊行之自由與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

參 、盱衡國内憲政狀況並參酌國際人權規範及民主先進國家相關 

法 治 ，本件就集會自由保障之違憲審查，實無須將許可制藏 

身於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的瑕疵鱗隙中苟存，而可光明磊落 

地朝報備制邁進

一 、對集會遊行採報備制的主張應是國内目前主流見解

今日我國的人民，對於政治、經 濟 、社會 '文化'種族等相 

對弱勢者，籍由集會遊行表達意見、與政府對話或監督政府、或 

爭取自身權益，已更能寬容與認同，此與過去將走上衔頭的異議 

人士污名化為暴力分子、社運流氓，幾不可同日而語。難怪不分 

黨派及其政治人物皆有志一同具體主張，應重新撿討許可制。

二〇一二年四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基於履行國内人權 

規範與國際人權體系接軌的國家重大承諾，乃向國人及國際提出

12



之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執行情形」報 告 ，其中記載著：「集 

會遊行權利與落實人民發表言論與政治意見的櫂利，有重大關 

係 。」「集會遊行法第2 9 條規定集會 '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 

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者，首謀者處2 年 

以下有期徒刑，其理由僅因集會遊行違反警察之命令解散及經制 

止而不遵從作為處罰要件，應檢討改進以符合《公約》保障和平 

集會之權利。包括：（】.）將許可制修正為報備制；（2 ) 限縮警察 

命令解散權，並應符合比例原則；（3 ) 刪除刑罰規定，回歸普通 

刑 法 ；（4 ) 放寬報備時限；（5 ) 限制行使命令解散；（6 ) 刪除連 

續處罰規定；（7 ) 行政罰鍰，降低上限，刪除下限。政府應持續 

加強推動相關修法程序，俾強化對人民集會遊行權利之保障。」 

1(1為正式向全世界宣示我國保障人權之決心與作為，並慎重其事 

首度依據聯合國規格引進國際專業審查，受邀國際學者專家來我 

國進行審查後公布的報告表示：「政府已承認集會遊行法第2 9條 

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 1 條 ，並已宣示會將許可制修 

正為報備制、限縮警察命令解散權並應符合比例原則、刪除集會 

遊行法中之刑罰規定、放寬報備時限、行政罰鍰降低上限刪除下 

限 ，然所提出之修正草案於立法院20〗1 年 1 2月會期結束後，並 

未完成修法，但仍可見政府大幅放鬆有關集會遊行法令的執行， 

採取較有利於人權保障之態度。僅管如此，本專家學者圑仍然堅 

信 ，在執法層面的改變之外，集會遊行法之抑制性設計仍應刪 

除 ，因此建議立法院應儘速修法以符公约第2 1 條 ，並鼓勵民間 

向司法院挑戰集會遊行法有牴觸疑義之行政措施與刑事處罰等 

規定之正當性。」11當 「挑戰」真正以聲請釋憲的方式來臨時，

m 《1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執行情形，簽趵國根據「公 約 ！第40條提交的初攻報告》 •總統府人 

椹箝詾委員會，2012年4月_ 1砧-66 ' 第267段 。

n <國際镯立專家ffi窑查台;t 政府宥施S 際人棍公约狀況之初步報杳總結觀察與建議》 （Rt;vk;w ul'llic 
丄liihiU Repor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on the Imp]ementatioii of the Righls



本件解釋在無堅強E 法立論下，仍堅持許可制的信念，一夫當關 

地 站 在 「國家人權報告」的對立面。可能的理由是，將該報告評 

價 為 「單純諮詢意見」與 「國家人權政策與努力的目標」，釋憲 

者仍須本於職權自行審酌並決定u姑不論此種特別的憲法道德情 

操 ，能否說服多數參與研討製作報告的委員及外國學者專家，至 

少本席認為，本件解釋未提出具體有力論據，陷國家於「言行不 

一」的不義，就我國對外力求外交突破爭取國家形象，對内極力 

挽回人民對司法信賴的流失，應有害無益。

其 次 ，行政院與立法院均分別將刪除許可制的集遊法修正草 

案依程序提交立法院審議。* 12大法官解釋在無「抗民主多數決」 

(counter-mtijoritarian) 的堅強理由時，對具高度民主正當性之立法 

意向的尊重，與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宣稱應尊重的「立法自 

由形成1意旨，應不相悖u惟本件解釋仍堅持獨立於「政治之外.1 

行使職權，千山我獨行，設若主管機關日後以本件解釋的意 I ， 

去質疑、非難總統府的人權諮詢報告或立法院的修法版本，將會 

是何種政治倫理的景象，殊難想像 n 憲法是最具政治意涵的上位 

規 範 ，集會自由在憲法中的政治民主分量甚高，皆係立憲主義下 

公認的事實，而違憲審查於此時欲凸顯「憲法政治潔癖」，恐怕 

是表錯情的成分居多，實令人難以索解。再 者 ，地方法院的判決 

書都出現「目前社會意見似以主張採取報備制為多數」的有關論

CovenantSj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niendatious Adopted by the Intei'n^tional Group of 
Independent Experts) 1 台北■ 2 013年3月► 第75段即说公約第21條集會自由 （Freedom of Asse 之 

意見。審查意見令 *有 關 「鼓勒」之部分原文為 ： ”At the same time tlie [xperts encom.age civil society to 
invoke the jurisdiction ot the judicial Yuan to challen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oiTensive provisions oft lie Act" 
其當然包括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

12行政院於民國101年5月28 0 送鲭立法院審議之修正草案，則將現行第8條第1項本文，移列為第4條第1 

項本文，草素規定：「室外集會•逊行•應依本法规定向主營檄關報備。」亦即均揚棄許可M 1 改採 

報備制<■立法委員鄭E 君 、林世嘉、邱議瑩萼30人於101年3月14曰 _及 & 聯 黨 ®於同年4月18日_各 

& 所提 ii!之集遊法修正草索，均將現行第S絛 項 本 文 刪 除 a 参 《立 法 院 議 索 關 係 文 1院總第143U 
號■'名3 提案SM3016號 > 101年3月丨4 S 印發；院總第1«0號、委 R 提索第1J261妮 ，101年4月1S 3 印 

發 ；院總第1430號 、政府提索第13177妮 ，丨01年5月30 q 印發。
L4



述 ，13學術界人士所提出的廢除集遊法、刪除許可制改採強制報 

備 制 ，或自願報備制等皆有所本不一而足的主張，自不能輕忽， 

更遑論各種性質殊異社運圑體的相關主張，皆是司法民主化或社 

會化的活水，但似都難以進入違憲審查的「純淨」空間 ° 司法獨 

立固然非常重要，釋憲亦無須媚俗或追隨輿論風向，但前述各項 

具體主張，並非如「把街頭還給人民」的選舉口號，亦非純屬政 

治或民粹語言，而是經時空環境劇變，從無數事件反思沈澱較開 

放而接近憲法精神的主張，與司法要求理性或追求貼近民意的社 

會化，並無相違。在無具說服力的憲法論證，或光以「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空泛說辭下的司法獨立，既非司法品質的保障，恐 

更陷司法於孤立的泥淖與風險中。如果多數意見有意將此燙手山 

芋留給他人善後，而自求多福，恐低估民心向背而未透悟「福兮 

禍所伏」之理。

二 、跨國法制之比較，只要是取法乎上，不悖離國情，皆值得贊 

同

首 先 ，從國際人權規範以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十一條規定：「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 

定 ，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衛生或風化、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嗎曷字第1號刑事判決，是針對眾所矚目的「红衫？」大3:!集令遊行案■除 

所有被告 t 獲判無罪外，判決理由 t 品出：「是可知我國集遊法之规定，係採取許可制’集遊法第八 
條第一項及苐十一條對於室外集會遊行應經主f •喊關許可之規定及無須經過許可之例外規定，業經大 

法官會議觯釋並無違憲，亦M特別貶抑政治性t 論應經過事前審查之蜆定•故被告等辯稱集遊法第八 
谛第一項及第十一f l規定集會遊行搮許可制逭憲会云，要非可採。……故集遊法採取許可制之相關規 

定是否違憲_仍應甴大法 t 會議予以解釋，並非普通法院所得攰權審理，被告等所辩普適法院4 就集 
遊法是否遠憲逕行審査並予以拒絕適用太古’要非可採°惟 *會遊行究免採取許可制或報備制何者為 
佔 > 學界及實務界爭執多年^ 1 經分析許可制與极铕制利弊得失後認：「惟許可制可能對息見内容進 

行事前實賀審查_使噪會遊行之許可流於犰政者尤觀忠意之判斷，這反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之搞神■ JL 
採取垆可制使鹄發性之集會遊行在理論上成為不可能，J3■很難茇清請顥、宗教 '民俗等團群眾沽動與 

集會邈行間模糊之關係，衍生滋擾，並製造衝突對立，反而破壞集遊法為調和保障基本人權及維特杜 
會秩序之立法意旨，故目前社會意見似以t 張採取報儀制者為多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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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人人有和平集會結社自由 

之 權 。」歐洲人權公約第十一條規定：「1 .任何人享有和平集會 

之自由及他人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成立及加入保護其利益之貿 

易組織。2 .除法律明定且須為民主社會所必要，基於國家安全、 

領土完整性或公共安全之利益，為預防動亂或犯罪，維護健康或 

道 德 ，或保護他人之權利及自由，不得限制上述權利之行使。對 

於上述權利之合法限制，本條不排除以國家軍隊、警察及行政之 

人員執行之□」皆以確保和平集會為規範的核心訴求°

其 次 ，我國集遊法的體例大多仿傚自德國與奥地利集遊法1 

主要差別是，我國採許可制，而該兩國採報備制，「有體無魂」 

臨摹致生「畫犬不成反類虎」的結果，使集遊法本應扮演人民「忠 

犬」的角色，搖身一變有成為「惡虎」之 虞 ，大大降低我國集會 

自由的保障品質。就德國憲法史言，一八四九年法蘭克福保羅憲 

法 （Paulskirchenverfassung) 草案第一百六十一條第八項14、一九 

—九年威瑪憲法（Weimarer Reicliverfassung) 第一百二十三條1。 

以及一九四九年基本法（Gmndgesetz) 第八條16,皆高舉媒保和平

H 法蘭克祜保搽教;堂是德國丨M 9车締造第--部民主葸法草索的所在地’而域惠法草东内容係研究德圉憲 
法學所不可或缺 f 待別是「基本權利」規定雖已遞--個半世紀，仍可跨越時間與空間I 作為參考比較 

之依攄。第丨6丨條第S項規定：「德遏人享有和平不撝帶武篛的集會肖由，無需特別的許可。人民露天 

集會得因對公共安会與秩序的急迫危害而被禁止e I (§ 16丨VI〗I: Die Dcutschcii hahcii das Rcdit, sich 
fricdlich uml ohriL； Wnffcri zu vcysiimmcln; cin^r bcs:>ndcrcn Rrlaubnis dazu bedarf nicht 
VolkivcviiammlimgcTi imtor rreiem Himmol konnen b î diingender Gefahr fur die offcntlichc Oi'dnun^ und 
Siclicrhcit verbuten wurden.)

15第丨23.條規定：「（1)德B 人皆享有和平不攜帶武器的集會自由 '無需报備成特削的许可• （2 )得依 
帝囚法体規定露天集會需履行報備義務，且於對公兵安全生直接危害時禁止之"」 （§ m : (丨） Alle 
Dcutsdicn h;ibcn das Rccht, sich ohne Anmddun^ bcsonderc Brlauhnis fnedlich und imbewaffliet ?\\ 
vcrsammdn. (2) Ycrs^imnlungen u^tcr freiem Himmel konnen durch Rciclis^esetz anmeldepfliclitig ̂ emacht 
uud bci umnittdbarer Gefalir fur die offentliche Siclisrheit verboten werden*) 

b 第S條規定：「（1 )德阈人皆享有無需報褐或許可两和平與不攜帶武器的集會自由。（2 )於露天集會> 

得以法律或基於法律限制前項之權利° t (An. S : ⑴ Alle Dcutsdim das Rcdu， sich £>hnt:
Aiimcldtmg Eil仙bnis friedlidi Lmd ()h]ic Waffcn zu vcrsammclR (2) Fiir Vci，训川”1川哪

Himmel kann dieses Rccht dtirch Gcsctz oder auf Gmnd eines Gesctzefi beschrankt werden.)
lb



集會自由的大纛。德國國會本於憲法委託精神所制定的聯邦集遊

法 （Gcsctz iibcr Vcrsammlungcn und Aufziige) 第十四條規定：「（1)

有意舉辦露天公共集會或遊行者1至遲應於所通告集會遊行時間 

前 4 8 小 時 ，向主管官署報告集會遊行之内容。 （2 )報備時應指 

明負責之集會遊行主持人。」* 1 * 17二〇〇六年德國國會修憲，將本 

屬 「聯邦與邦競合立法事項」中之集會自由，改 為 「邦之立法權 

限」，f8迄今邦的新立法皆仍採報備制。19

17德圉聯邦集遊法制定公布於〖953年7月24曰 ，1978年11/U 5 S 曾修正 .戢後修正為MOS年12月 

(EiriBl I S.2366)= 其第 14條的原文：Art. 14:⑴  Wiii1 dit; AbsiehUuU, eine 6iTent丨idle Versaimtilung uutei. 
frcicm Himmd oticr cinon Aufeug zll vcvarisLttltcn, ；iaL dies spalesltns 48 Slutideii vor der B^kanutgabe der 
zustiindigen Bthciidc untev Anyabo Gcgraslandts dt,T Vi；rsammliL[ig oder Jes Auf/uges anzumelden. (2) 
In der Anmcldimg ist anzugobi；!], wcldio Person fiir tlio Luilun^ J tr Vdrsailimiting oder des Aufxuges 
verantwottlich scin soil.

1S 德國於200 6年這行所渭净邦主義改革 （Fiidtrai ism Lisrc r(»_m) ，访可能將權限由聯邦下放免邦，踐行 

由下而上的民主，遂於冏年S月2 8 3傪改德國基本法第74诔第1項第3款 ，將原屬由「聯邦與邦競合之 

立 法 事 中 之 集 會 1：彳由之立法事項刪除，因f t成 為 「邦之立法權哏| =•詳參德阀聯邦主義改革法 
(l;5deralismusrefot*mgesel^  RGB1, TS，20.M, 2〇f)，2〇OS年S月別□ ) '其将聯邦法律地方化之修憲重大變 

革方向 '除具有落實地方I：彳治的高度憲法意涵外，更使集迤法有鲼造及現代化的機會-猓此，各邦75 
進行其集遊法箪擬工作'在表完成邦立法之前，仍遏用聯邦集遊法■>迄今有Baycm〔200S年制定、2013 

名-修正） ' Sachsen (2008年12月8 EI ) 及Sachsen-Anhalr (21X19年！2月33 ) 三個邦自行制定集遊法 。 

w 僅列Hayern# 之集遊法第13條供參考。由於條文甚長，先摘其要，̂ 鍩 原 文 ，以眧公信•(一）第1 

項 ：應於所通告集會遊行時間前4S小時向主管機關報備。（二）第2項 ：明定鹿報谁之内容：報備不 
以 t 面方式為眼。（三）H 項 、第4項 ：緊急集會（拓丨vcrsammlung) 應於所通告雋會遊行時間之同時 

報備之° 未備計#且無發起人之偶發性集會（Spontativcnwonmhitig) 免除報備義務。（四）第5頃 ：若 

有事實足以迓明集會有危害和平時，主管機關可拒絶報僙中所列之負貴人及糾察員》(五）第6項 、

第7項 ：有聞纠察員個人資料铞護及要求增加纠察員之規定° Ait. B (Anzcigc- mid Miltcnungspflidit 
i.d.iH\ 201 j) : (1) Wer eine VersainmUmg tmter fl'eiem flimmel veranstalren will, hat dies der /usrandigen 
Behorde spatestens AH Stimden vor ihrer Hekam^gabe fernmu^dlich, scliriftlich, eleknonisch nder 7.uv 
NiederschriH anzuzeigen. Bei der Beiechmmg det Fi'ist bleiben S^mstage, Sonn- und Feiertage anRer 
Betrachr, Bei einer fenimundliciien Anzeige k^nn die ̂ nstandige l.iehorde verlangen, die An7eige schviffEicIi! 
elektvomsch oder zur Niedsrscin'ifE imverzilglich n ĉhzuholen. I îne Aii7eige ist friihestens zvvei Jahre vor 
deni beabsichtigten Versammlungsbe^Lmi moglkh. [lekanntgabe einer Versammkmg ist die Mitleilung (ies 
Veransralters von Orr, Zeit und Thema der VersammUmg an einen bestimmren oder unbestimmten 
Personenkreis. (2) In der Aiizeige sind anzugeben der Ort der Versammlimg, der Zeitpunkt de  ̂beabsichtigren 
Beginns und des beabsichtigten liiides det* Versa mm lung, das Versamiiiiuiigsthema, der Veransralter und 
der Leiter mit ihren personlichen Daten im Sinn des Artt 【0 Abs. 3 Satz 1 sewk bei sich i'ottbewegenefen 
Versaininlmigeii Uer be^bsichtigte Streckenveriauf. Der V eratistaiter h t̂ we^entliche Andeningen der 
Angaben nach Satz 1 der zustandigen Behorde imverzuglich mitzntcilen. (3) Ent^teht der Anlass fur tine  
gcplante VevsammKing kurzftistig (EilversammhmgJj ist die Versammlung spntestens mit der Uekarmtgabe 
femmiindlich, schriil;lich, elektroniscli oder zur Niederschrifr bet der zustandigen Uehorde oder bd der 
Polizei anzuzeigeu. (4) Die y\nzeigeptlichl entfallt, weim sich die Versnmmhiiig ans eineni unmitteibarcfi 
Aulass imgeplant und chnc Yeranstaker entwickelt (ispontanveisammlung), (5) Die zustiindige Belioi-de kaim 
den Leitei ablehnen, wemi Tatsachon die Aimahme rechtferti^en, class dteser die Friedlichkeit der 
Vevsammlyng gefahrdet, [6) Dei Vera ust a Iter hat der zustandigen Behorde auf Anforderung die pevsonlichen 
Daten eities Ovdrters im Sinn des Art. 10 Abs. 3 Satz I mitzuteilen.. wenn iatsachcn die A tin ah me 
rechtfeitigen, dass dieser die Friedlichkeit der Versafiimiung gefahrdet. Die 2Ustandige Behorde kami deti 
Oidner ablehnen, wemi die Voraussetzungen nach Satz l vorliegen, (7) Die znstfindige Behorde kami dem 
Veranstalter aufgebetij die Anzatil der Ordner zu erhohen, vrenn ohne die Bihohung eine Cisfahi- fiir die

17



其 三 ，就奥地利法制言，其集會 g 由有三大憲法位階之法 

源 1 即國家基本法（Staatsgrundgcsctz) 第十二條2(1、國會一九一 

八年十月三十日第三點決議（Z iff. 3 Beschhiss ProvNV) 21及歐洲 

人權公約第— 條 。而一九二三年公布的集會法 （Gesetz iiber das 
Versammlungsrecht) 第 三 條 規 定 就 室 外 集 會 採 許 可 制  

(Genelunigungsregime) ，雖 經 憲 法 法 院 (Verfassungsgerichthof) 

指出有違前揭國會決議之虞後，22仍續納入一九五三年集會法 

中 ，憲法法院乃正式宣告該條規定達憲，因此於一九六五年遭刪 

除迄今。23

其 四 ，至於法治成就經常與德國、奥地利並列之瑞士，其集 

會 遊 行 ，除 偶 發 性 及 小 型 遊 行 示 威 （kleinere UmzOge mid 
Kuridgebimgen) 僅須履行報備義務（Meldepflicht) 外 ，其餘尚須 

踐 行 同 意 義 務 （Bewiliigungspflicht) ，並以命令訂定同意的條 

件 。24瑞士是世界上少有能藉創制、複決權較頻繁行使公民投票 

而遂行直接民主的國家，其公民在多元意見管道暢通而有效的情 

形 下 ，對集會遊行的依賴不會太深，其若能於執法實務上妥適區 

分 「小型」與 「大型」集 會 ，而僅令「大型集會」方須履行許可 

義 務 ，似亦可滿足相對弱勢者的要求。相較於我國公投法尚在民

offentlkhe Sicherhdt zu besorg切11st.
m 第12條规定：「奥地利國民有集會結社權。該權利之行使以将別法规定之 "」原文Ait. 12: Die 

osteneidiisch^n Siaatsburger hab^a das Redit, sich zu veisammelii imd zu btldeo. Die Ausiibuog
di^ser Redite wird durcL l^sondere Gesetze geregelt, 

u 就集會結杜權不得為特別處分。不分i生別皆事有完全集脅結社權。原 文 ： Die 
betreiTs tks Ve reins™ mid Vei^anunlLiDgsui îiles sind aurgehobeu. Die voile Veiciiia- untl 
Yersamjnlua^sfreiheit olme Unterscliietl tics 111 eel Hs isl her^eslelli.

^  VP3H, VfSlg. 254/1923, Bd. 3, S0(83).
SicLc VIOH, YfSIg. 4885/1964, B4. 29, 34S{851}; BGB1. 69/1965. Slĉ d Ripkc, Europaisdio 

Versarmnlungsfreilieit, Das Unioi^sgruiidiecht der Veisammluiigsfreiheit ini Gruiidrechtsschutzsystem uus 
Gmndrechtechmm, EMRK utid gemeinsam^  Veifes^ iigsuberliefemng, Moln Siebeclc, 2012, S.277-2S4,

"4 Detl^f Marten luid Hans-Jiugen Papier, Handbuch der Gmndreclite, Band VII/2 Gmndredite in der Schweiz 
imd in Liecliteiistein, C.F. Muller Yerla^  2007, §219 Rdiu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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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步階段，人民對集會遊行的需求仍殷切，且不分大小集會皆 

須經許可的情況，實難以比擬。

综 上 ，作為蕙政文明國家一員，於力求内國人權保障與國際 

接軌的努力進程中 *違憲審查的論證與結果，預留且富含對憲政 

影響的因果密碼與鑰匙。因此，釋憲者必須隨時汲取新知，以前 

瞻的視野不斷反思，不應過於排斥在比較蕙法中採取法乎上的態 

度 ，對我國人民的尊嚴言，會有高度正面意義。

肆 、在集遊法重重限制與附隨之刑罰虎視眈眈下，「許可制」儼 

然是一整套環環相扣的法律制度，其從事前抑制到事中、事 

後 星 羅 棋 布 的 森 嚴 管 制 ，已 對 集 會 自 由 之 本 質 内 容  

(Wesensgehalt) 名為限制實為剝奪，自難通過憲法比例原則 

的檢證。至於系爭規定則是「許可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代 

表性規定，其遠憲性自不在話下

集會遊行的「許可制」並非行政作用中一項單純的處分、措 

施或態樣，而是包括程序、執行與制裁環環相扣的制度，若以「禁 

止侵犯基本權利本質内容」理 論 ，去檢證制度中相關重要的限制 

規 範 ，已遠剝奪集會自由的程度，即其手段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 

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並非處於合乎比例的關係，已構 

成狹義比例原則之違反。至於作為許可制縮影而具代表性的系爭 

規 定 ，應已無合憲的空間。

一 、1 法比例原則與「基本權利本質内容論」

19



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I ，集會自由並非不可限制 

(Freiheitsbeschranlcung) 而是不可剝奪(Freiheitsentziehung) ，限 

制與剝奪之分界，可參考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無 

論任何情形，基本權利之本質内容皆不得被侵犯。 j 25該規定係 

作為立法者限制基本權利之界限，旨在避免基本人櫂保障淪為僅 

具宣示性、流於空轉或内涵遭致掏空，2(5因此又被稱為限制之限 

制 規 定 （Scliranlccn-SdirankctvBcstimmung) ，若法律内涵有違基 

本權利本質内容保證（Wesensgehaltsgarantie) 之虞時，違憲審查 

自不得以「立法自由形成」為理由而規避審查之。

關於集會自由本質内容，可從精神及物理兩層面分析15就前 

者 ，一般係由國民主權中公民自我決定特質所衍生之溝通基本權 

(KommurHlcal;彳onsgmndrccht) 出發，結合集會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民

主功能 "當許可制相關規範導致主管機關完全宰制精神溝通程序 

曰夺 (gei s ti g-kommunika ti v er bzw. intellektuell-kommunikativer
Prozess) ，即構成集會自由本質内容之侵害◊ 27就物理層面，係 

從空間分配之觀點切入，若許可制規定肇致主管機關扮演集會遊 

行空間之分配者，使有意參與集會遊行者無法或相當不易參加， 

就侵及集會自由之本質内容。 若基本權利之行使，事前需要經 

過他人通盤性、經常性的同意或許可，形成精神上、物理上的事 

前制約，該項權利「本質上」就不該被定性為「基本」權 利 ，亦 

不應該再被認為是一項「自由」。至於許可制是否富含剝奪、掏 

空集會自由的風險，嚴重侵害到具高度憲法民主意義的集會自由 * 20

一 Art. 19 11GG: In keincm l a lie darf cm CJnmdreclit in seitiem Wescusgeli^lt angetasret werden.
VgL P. Haberie: Die Wesensgehaitgarantie des Art. 19 Abs. 2 GG, 1983.

-7 VgL BVertUB69,315 (343),

Vgl. Dietel/GrintzeLK̂iiiesel, Vei^amnilungsgesetz, 16,AutL3Carl Heymamis Vei1ag? 2011, § 1T Rdur. 33,
20



之 「本質内容」，29茲分析如下。

二 、以下重重内外限制與管制所布下的天羅地網，執法機關若確

實 「依法行政」，人民的集會自由極難開展

以下僅就事前抑制有關規定之要者述明，3°並未及於事中、 

事後之管制規範。

(― )、處所使用事前同意原則所衍生之限制

依集遊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集會處所之使用應先得到處 

所之所有人或管理人同意，係許可制中之許可制。若所使用之處 

所係屬私人所有或事實管領，在尊重私有之精神而須經該私人事 

先同意，應屬當然。若集會遊行處所係由國家、地方自治圑體或 

其法人所有或所支配管理者，使用若未經主管機關同意，將同時 

產生不許可集會之效果。例 如 ，地方政府依據路權的自治條例而 

不同意路權之使用，就足以封殺集會遊行，讓法律層級的路權（公 

共用物之使用）凌駕憲法層次的集會自由"如此一來，其他環保、 

交 通 、衛生等行政法令，皆可優先適用於被定性為憲法執行法 

(Ausfiihmngsgesetz) 而接近憲法位階的集遊法。其除矮化集會自 

由 外 ，尚可成為許可制中「借刀殺人」的有力工具，即以限制公 

共空間使用，間接達到禁止集會遊行的效果。31有鑑於此，有幾

Diete^Gni-itzeL^KiiieseL Versammlimgsgesetz, 16 lleymanns Verlag, 2011, §14, Rdnr. 10.
#憲法法阬亦於著名之大學招 i 限 額 （iumiemsQaSl!s) 判決中指出'大學無跟沏且普遍性對入學耷可 

名额為絕對之限制，已侵‘害到人民自由選擇職業及受教育自由之本質内容。Vgl, HVerf(m 322- 

w 李 震 山 .（人性箏嚴與人榷保陣> > 元照，201】平丨0月，丨版 ' 頁3招-5 ] :本急見爹此部分之諸多見解， 

係濃縮 '重申該書第8章 〈民主法治P 家與集f ■自由）及 論焦會含由之事前抑制> 兩文頁315-99之鉍 

點 ，合先敘明”

孛裒山，<論輿 f r自由與公物使用間之法律問題-以集會遊行場所選用為例〉，《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第 9期 ，1M5年9月 ， S 101-05



位德國著名公法學者專家共同建議，至少室外公共集會使用公共

交通空間，無須取得機關許可。32

(二）、禁制區之限制

依集遊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在如下地區及其周邊範圍， 

除非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得集會遊行：1.總統府、行政院、司 

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2 .國際機場、港 

口 u 3 . 重要軍事設施地區。4 .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 

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長官邸。若未經許可在禁制區為集會遊 

行 ，依集遊法第二十五條，將有遭強制解散之虞。以機關為例， 

禁制區之規定旨在維繫其運作功能，及其人員不受外在干擾下正 

常行使職權。惟禁制區往往都是集會遊行者最樂意表達意見的場 

域 ，既已以法律預設為不適宜集會之地點，主管機關不予許可的 

可能性大增，大大影響集會遊行舉辦之意願。13

除禁制區規定外，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 ：1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 

查證其身分：……六 、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3 2包括德0 聯邦卷法法院前法官W dr明ng HofTirnmn-Ricm在内的5位學者專家 t 釺對集遊法提出標淨萆 

案•擬提供各邦么法參考之用•丼中第1丨條規定："室外公共集會於使用公共交通空間，無須機關許 
可 * | 原:义為： Hir dru: dlTeiUikht: VcrsammlLmg imtcr frckm sind kcinc hchbrdlkhcii Frlauhnissc
orfordL；rliuh, die yidi tiuf die BemUzung dt:r offcntlidi^n V cuke hrsfliit: hen bczichcn. Must ere ntwurf cincs 
VcrmiLmlungiigcKclzcti (ME Vcr.sG^ Gcsclz^stcxt mit B^griindungen , Vor^logt \on Christoph Hnders, 
Wuir^^ng Ht>fTmiimi-R.icrfL Midiaol tCnicsd, Ralf Poschcr Lind Hclniiidi Schulzo-Fiditz, untev Mitiirbdt vnn 
MdlhiaK Hong  ̂VLTlag C.H. Book, 201 L S,35ff.

w 司法院釋字第445號解繹J.__l 由書々提及：「禁制區之劃定存維護鸥家元t 、惠法機關及審判機關之功 

陡 、對外交通之m 暢及 i 要軍事玟施之安全*故除經主管機關核;f.t 者卟•不得在此範圍舉行葉會-遊 

行 ，75為芈持社會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同條就禁糾池區及其週邊範圍之规定亦甚明磑，自屬 

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牴觸憲法情事■= i 其氇提及禁制區之规定符合「法律明確性 原 則 ^，但卻 

闼避其是否许合「必要性 i 或 「比例_f4 ,原則•尚難稱完整。另請參考法治娬 > 〈集會避行之許可制 
或報頻制：概念之速思與释放〉 ，收縴於氏著 > 《法治0 家與表意肖由》 ，L 典 * 2003年6月•第頁 

36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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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同條第二項規定：r前項苐六款之指定，以防止犯罪，或處 

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 其指定應由警 

察機關主管長官為之。」再適用集遊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得 以 『查證身分」為 名 ， 

在 「禁制區」之 外 ，擴大管制空間幾可扼殺集會自由的命脈。

(三） 、許可處分仍可附負擔或條件之限制

集遊法第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 

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之限制：一 、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 

築物安全之事項° 二 、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 三 、 

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 、關於維持機關、學校 

等公共場所安寧之事項。五 、闢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 

所 、路線事項= 六 、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依以上滴 

水不漏的規定，在許可集會遊行後、實際舉行前，尚隨時可化成 

無數負擔，對申請人所生嚇阻作用如影之隨形。

(四） 集遊法第十一條不予許可的规定，集許可制相關規定之大 

全

集遊法第十一條總計列有六款不予許可之情形，可歸為四 

類 ：1 .第一款、第五款、第六款是再重述或補充第四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 2 . 第二款規定：「有明顯事實 

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3 . 第三款規 

定 ：「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有危害生命、身 體 、自由或對財物造成 

重大損壞者。」4 . 第四款規定：「同一時間 '處 所 、路線已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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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請並經許可者u」本條規定除1.屬重複規定，及 4.較無問題 

外 ，第 2.及第 3.涉及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有導致行政恣意擅為 

之可能。況第十一條並非孤立，尚須與第八條至第十條等規定共 

同適用，影響範園甚大，若再慮及集會遊行時I貴人尚會被課予 

許 多 「權責失衡」的義務，不論集會遊行是否和平，尚須承擔刑 

罰的風險，若因此放棄申請而逕行集會遊行，亦非不可想像。

三 、小結

集遊法第四條之禁止事項、第六條之禁制區限制、第十四條 

之附負擔、附條件的限制，以及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後， 

還可因特殊原因或再發現不予許可之原因時（第十五條規定參 

照）撤 銷 、廢止許可，在此種事前抑制的綿密網絡下，如果軌法 

機關認真「依法執行」，要能獲得准許之室外集會遊行，恐怕極 

少 ，所以才會在「準則許可制」的掩護下，擴大還擇性執法空間， 

收與放之間缺乏可預見性，破壞法安定性。而系爭規定是所有限 

制總其成的樞紐，所採手段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必要限度，實 

已甚為明顯。

伍 、以我國的民主程度，集遊法應有資袼與條件，實施以合作溝 

通及防止不和平集會為目的之報備制，無須再表裏不一將許 

可制隱身在「立法自由形成」的保護傘下

本件解釋指出：「室外集會、遊行需要利用場所、道路等諸 

多社會資源，本質上即易對社會原有運作秩序產生影響，且不排 

除會引起相異立場者之反制舉措而激發衝突，主管機關為兼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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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由保障與杜會秩序維持（集會遊行法第一條參照），應預為

綢 繆 ，故須由集會、遊行舉行者本於信賴、合作與溝通之立場適 

時提供主管機關必要資訊，俾供瞭解事件性質，盱衡社會整體狀 

況 ，就集會、遊行利用公共場所或路面之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 

為妥善之規劃，並就執法相關人力物力妥為配置，以協助集會、 

遊行得順利舉行，並使社會秩序受到影響降到最低程度u 在此範 

囿内，立法者有形成自由，得採行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使主管 

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賣訊，並妥為因應。此所以集會遊行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室外之集會、遊 行 ，原則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為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所肯認。」此段話正是本席認為 

扭捏作態而又表裏不一之處。一再強調應以溝通、協調方弍協助 

集 會 、遊行順利進行，這不正是要以報備制取代許可制的主要理 

由？另外又弔詭地稱「在此範圍内，立法者有形成自由，得採行 

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資訊，並妥為 

因應。」既然多數意見竊自肯認許可制是立法者有形成自由的結 

果 ，排斥報備制在先，何又同様以立法自由形成為理由，改口允 

許報備制？會產生此種表裏不一的兩面討好手法，想必是未誠實 

從憲法民主觀點認真區分許可制與報備制意涵後的錯亂結果。

一 、報備制應以強化合作溝通為目的

集會遊行舉行前之相互溝通，有促成主管機關與集會遊行者 

對話的功能，契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的理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一九八五年在「布洛克朵夫」 （Brokdorf) 反核示威遊行憲法訴訟 

案中，創設所謂「合作原則 」 （Grundsatz demonstrationsfreimdUdicr

25



Kooperation) ，34要求主管機關和集會遊行負貴人雙方必須在集 

會前及早接觸，依誠信原則相互交換 f 訊以建立信任合作基礎， 

彼此提供暴力發生可能原因、可能施暴之人員及圑體、共同尋求 

確保集會遊行和平進行的措施1防止惡意滋事份子對集會遊行的 

騷 擾 ，以減少暴力流血事件。該判決所強調者為，集會遊行之負 

貴人愈能與主管機關溝通合作，愈有可能減少治安機關之干預， 

尤其是在群眾特性與心理不易掌握的大型示威活動中，就事前防 

制與孤立暴力行為，以及化解警察與參與集會遊行者之對立，有 

其獨特功效n

合作原則既然只是憲法法院的要求，被要求的雙方又處於對 

等關係，也只能讓拒絕溝通合作的一方負擔可能的行政或司法不 

利後果。例 如 ，集會遊行負責人不願或拒絕溝通，警察採取干預 

措施之可能性會增高。執法機關不願溝通，則事後司法審查對其 

所作決定、裁 量 、判斷或措施，皆從嚴審酌。35若主管機關對未 

充分履行合作要求的人民，以法律規定予以制裁，依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的見解，這對於資訊掌握不易且不可能完整預測相關風險 

的人民之集會自由已形成過當的限制，非屬合憲。36

BVerfGE Heschliif^ voni 14 . i  1卵5, HVetfGH - 372 ([化 ■十譯許見到孔十譯 .（關於

!人民焦會遊行權」之判決（布洛克朵夫索）> •收铱於， {德囵聯邦憲法法院战判選輯（二）> ， 
马法院，1.9卯年1.2月 * 頁2:1-70 ^

Vgl. FiVerfGI-65, 155.
德阖聯邦谦遊法邦法化後，liayem.p 牟 先 於 ? 年 1U月1日頒布施行箅遒法 > 堆該法公帘前的1個 月 ， 

就有13倾！| 體指摘該费遊法箪案諸多规定侵害憲法所保障的集會自由而遠憲 > 包括第3條第3項 、第4 

條第3項 、第7條S 2項 ，第13條第 i項與苐2項 1 U 及達反該等規定战處罰鍰之第21烧第！款 、苐2款■ 
第？款 、第B 款及第丨4款规定。此外，又主張該法簞案苐y條 -第 ID條 、苐丨3條第5項及第6項接害憲法 

保 障 之 最 決 權 1於该法公布施行時，即向聨邦憲法法院蚌諳暫時處分 （einstweilige AMi'dnung) ， 

請求命智诤玆法施行•聯郝憲法法院受理之，並拎2U〇y年2月17 R 頒暫時處分令 （ I BvR 2492/08)，命 

第21條罰锾規定屮的$ 1 款 、第2款 、第7款 -第 n 款及 IM-t款规定，以及第9條第2項及第4項有關f 察 

偵監W施规定'暫停適用 '已繹出内容有合憲吐疑慮的4 要訊息 = 該故定内容與該,％先前所作成 
m-okdorf判決比較，同樣具有震撼（丨egendfir) 力 =其中第2丨條第1敫規定，得處未踐行告知義務之集會 

遊行S 贵人川〇〇歐元以下D鍰 （OetdhuRe) 之規足，P U I第2敫 -第 7款 、筇B 款及笫14款之罰鍰，以 
及第9條第2項與第4項有關以攝錄影為--般蒐镫的规定 > 應暫時停止適用。顯然 > 鞴邦憲法法院並不 

柴見集遊法邦法化後■朝向更嚴格的管控t 會6 电方面前 進 |而對德豳各邦的集遊沄草案敲出蕙法的 
締 聲 （Verfassimgsrechtlicher Paukenschlag) 1警示不可有如Bayern邦之立法倒退情形“ Bayem祁集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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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確保憲法「和平要求」下實施報備制

我國憲法雖未如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條第一項'公民及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第一句，以及德國基本法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揭示集會遊行的和平要求（Friedlichkeitsgebot) ，作為集會 

自由之客觀内部限制 （sacMicli immanente Schranke) "但從集遊 

法第五條及第二十三條禁止強暴、脅迫、攜帶危險物品等具體化 

規定可知，集會遊行應以和平方式進行，而只要是和平的集會遊 

行 ，國家即有義務排除其他困難與障礙，使之順利進行。集會遊 

行違反法律或刑法並非即構成違反和平要求，必須是集體地以強 

暴 、脅迫 、煽動暴力、攜帶攻擊或防禦性武器等非和平之行為， 

對他人自由權利、執法人員或公益產生立即重大危險之情形方屬 

之 。37因 此 ，集會遊行整體上是否構成非和平性質（111：!']̂€11沾此1； 

Charakter) ，涉及應否同意報備，應慎重依個案具體認定之，必 

要 時 ，亦可設置中立之爭議處理機制解決之。38將蕙法對集會自 

由之所謂「和平要求」落實在法律之上，作為主管機關例外事前 

介入集會遊行之操作槓桿。若無明顯證據顯示前揭不和平情形 

者 ，則應尊重有意舉辦集會遊行者之意願，該等集會遊行縱然會 

妨害交通、違反行政法之其他安全秩序規定或少數零星暴力，基 

於追求民主價值的重要性，仍應優先保障 之 。

因 此 於 年4月 22 扫條正公布 4 Vgl. Webei、Cinmdzi’igedes Vei sairmilimgsreclits mter lieadi“ mg
deij IJodemlismusrefonii. Carl Link K.ominimaIverIngF 201D, S.I-5.
PierotU/Schlink, Gnmdrechte Staarsrccht ll5 24.AiifL， Rdur■兆 ff.
例如主管機關初步認定集會逊行有煽勤■鼓吹■暴亂或非和平之遑法行為時，~ 其嚴4 性與患迫性 

是否已搆成「明顯而立即之危險„ 尚齚確定■即得將案件逞送審議委員會議決定之=該 # 負會成員之 

聘任應妓顧多元與中立性質'要-代表岛當然成S ，並《能承擔政治責任者為委員會主-席 ：藉此杜絕 
球員兼故判而有欠中1 以及現行申復制度不符正索程序要求之枇評 > 益釐渣政治權責。該委員會之缸 

織'議決之裎序及效力 f ，a 沄律定之 -對忒S 會決議不服1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濟，特別是運用暫 
時權利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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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採行報備制同樣能達成集遊法之目的，而又較許可制對集會

自由侵害更小，系爭規定有違憲法比例原則。在此範圍内，

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應予變更

― 、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室外集會、遊行需要利用場所、道路等諸多社會資源，本質 

上即易對社會原有運作秩序產生影響，且不排除會引起相異立場 

者之反制舉措而激發衝突，主管機關為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 

秩 序維持（集遊法第一條參照），應預為綢繆，故須由集會、遊 

行舉行者本於信賴、合作與溝通之立場適時提供主管機關必要資 

訊 ，俾供暸解事件性質，盱衡社會狀況，妥善規劃公物利用、交 

通管制，及執法相關人力物力配置，以協助集會、遊行得順利舉 

行 ，係國家踐履對集會自由之保護義務所必要，故所追求之目的 

係屬重要公共利益 *且與人民實行集會自由之積極給付請求權契 

合 ，自屬合憲。主管機關經由人民向其申請許可，而取得執法必 

要資訊之手段，確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亦與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 

原則無違u惟相同能達成前揭目的之手段，並非以須取得主管機 

關同意之許可制為唯一手段，立法機關仍應從多種手段中選擇對 

集會自由侵害較少者為之。縱然集會、遊行參與人數幕多、舉行 

時間持續較長、所需地點特殊而範圍較廣'方式可能較為激烈， 

採取事前適時通知主管機關使其知悉毋庸獲其事前同意之報備 

制 ，並非不能達成保護集會自由與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再 者 ， 

報備制相較於許可制，就行政程序之簡繁、法律效果之寬嚴、行 

政處分限制與負擔附款之添加、人民與政府合作溝通之對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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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人民舉行集會'遊行内在自由之限制等，皆較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對集會自由之侵害皆屬較小。故糸爭規定所採取之許可 

制 ，並非眾多相同能達到目的之各種手段中對集會自由侵害較小 

之手段，與目的間不具實質關聯性，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 

比例原則的必要性原則□又如前述，系爭規定只是許可制的代表 

性條文，而該項制度既違反「禁止侵害基本權利本質内容原則」， 

其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並未處於合乎比例關係，亦有 

違憲法比例原則中「狹義比例原則」。

二 、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應予變更

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雖有瑕疵亟待治癒，但多數意見或以 

「不輕易變更前解釋以維持大法官解釋威信」、I釋字第四四五號 

解釋以來，情勢並無重大變更」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僅願就緊急 

性 、偶發性集會部分予以變更，為德不卒。本院歷來的解釋，固 

是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與保障人權穩定力量的來源，不容輕易 

變 更 。但它的公信與權威，自非植基於「不可變動性」。反 之 ， 

以憲法闡明應予變更的理由，更有助於建立解釋的權威。此從諸 

多變更前解釋的例子，即可獲得證明。39至於變與不變之間，並

本阬大法甘受理聲請而變更前解釋者，為數不少 I 最為人熟知者，即為繹字第31號醉释認為函家發生 
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辨理次屆選华.故第一屆立法委f t 、監察委員繼續行使職楛，由釋字第261 

酖解釋變更岛應於民國80年12月31 以前终止行使職權，並適時辦理全阀性之攻屆中央民意代表選 

舉 u 其次則屬釋字苐3S2踨解f f針對學校之措施，認為足以改變身分之退學或颊此瘓分，因對受敎育 

權利有重大影響，學生得提起訴1& 救 濟 ，由釋字第684號蚌釋變更為大學之措施扣俊害受教育權或其 

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迠学成顓此之處分，学生均得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其他則如釋 
字第68號與第丨29號觯釋認為麥與叛亂蚯織者，在未M 自首或有其他事實馇明其確已脫離组織以前< 

自應認為侮繼讀麥加‘由#字第556猇解.釋變更為繼磧參加之舉證負任應由檢察官負楨：而如有事賁 

足以證明確巳脫離犯罪組織，即不能認為南在繼項參與= 又如釋字第21丨號解釋認為海關緝私條例要 

求聲明異議須事先缴保證金或提供擔保，係為防止受4 分人藉救濟拖延或逃避稅款及罚鍰之執行，並 
不達反憲法第7蝻及苐16條 ，由釋字第439號舴釋變更為係對人民訴賴與祚訟權利所為不必要之战钊 ， 

與憲法第W條所保障之人民说利急旨牴觸.：復如释字第347唬解釋U 鸟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發給，關於 

f 請人住所與所承受農地或收回農地之位置有所痕制，並不逹葸，由釋字第5S丨號解釋變更為郎分限 

制气规定，影響實質上昊有自任耕作能力者收回耕地之梠利，對出租人財產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憲法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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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即興式的選擇，而是繫乎憲法理由的闡明。既然已發現過去解 

釋有憲法上的瑕疵，就猶如在憲政血脈中發現有血塊凝結的癥 

兆 ，不善用機會加以清除，終將釀禍3 人民在未來幾年内，欲期 

待違憲審查者，在面臨類似本案的其他齦困案件 （hard case) 時 ， 

會展現抗拒威權的高尚憲法情操，精益求精地作出具前瞻視野與 

智慧的解釋，恐會失望。413

三 、附 論 ：集會遊行縱屬和平性質，依集遊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仍 

得 處 「首謀者」刑 罰 ，有輕重失衡之虞，應速改弦更張

集遊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集 會 、遊行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

而不解散，仍繼績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首謀者得處以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 。」該條之解散，繫於笫二十五條第一項共四款 

規 定 ，而該解散事由又與「許可制」之運作緊密結合。主管機關 

得針對應經許可而未經許可、許可經撤鎖或廢止，及利用第八條 

第一項各款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以及有其他違反法

茲再舉一例 > 以為佐證■=與本件解釋卜]3 公布的會字第9%0號李明華聲請不受托案 *亦極具■憲法原 

則4  4H■生。聲請人闽不服年終考绩被列乙莩之決定 > 用盡審級救;W後' 認確定终局裁定所適用的本院 
释字第243號解擇：「十央成地方秧试依公務人員考绩法或相關法规之规定，對公鴉3 所禹之免職4  

分 ，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陳之服公職措利，受處分之公務S $ 得行使宠法第+ 六硌訴糊及訴訟之權。.. 

致其考蜻乙笄並来改變公務M之身分關係，不直掁彩窣其服 *職之權利，不得以坼訟請求救濟，R 而 

向本院样請捕充前揭解稃"本4 認為其已客觀具體敘明違憲之陡義，符合聲睛補充解释要件’詎料多 
數意虬作成不予受理之決定■本席深表遺憾並摈寫不吋急見 #附卷 - 热為釋宇第243號解釋作成於民 

國78年7月丨9 日，有限度地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的魔咒_貢獻車著•惟距今已逾IS分之一個世纪，隨著 
「有權利就有救濟」的憲法 t 識漸植人心後，本院陸續作出多猇具突破性的解釋，例釋字第653號解 

#就受截押被告部分認為：：覊押法第六條及「.]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第一項之规定 > 不許受羈押被告 

向法院提起訴訟諳求救濟之部分，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 有 違 ’f目關機關至遲應於本 
解擇公布之日起二年内|依本解釋意| ，檢纣修 iL羈押法及相關法规•就受羁押被告及時有政救濟之 

訴訟制度 > 訂定適 i 之規範•」又例本院釋字第品4拢解釋就大犖生部分涊為：「大學為實現研究爭 

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鸟行政處分成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 
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 > 即使#屬退學成類此之處分1本於惠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 '仍應 

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贽=■在比範®内，本院繹字第二八二號解釋應予 

變更。」順此趨勢 > 若單镯將公務人員訴訟權摒除於1有權利就有救濟 . i 葸法《念之外，自欠缺一贯 
性與公平性•■又，公務8 被砰定之考績等第，是否屬行政處分•若侵害其權益且對-乙不服，依行政訴 

訟法揞神，含無不許其救濟之抨1充其董也只是提起诉訟種龊之區別，自不應受「身分是否變更..I 之 

影 響 ’至於■受理■後訴讼是否有理由*則屬■{亍政法院審判權範園° 在特別權力關係再突破的關鍵時刻| 

多數意見夂不受理決定今本席抱憾，並試縱解釋文及解釋烀由書在f ，以坺解良知上的不安。



令之行為，予以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復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制止及命令解散尚得強制為之n就以該條第一項第四款「有 

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為 例 ，若機械性地配合適用集遊法第一條 

第二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將可輕 

易地以環保、衛 生 '交 通 、選舉罷免等有關法令，達到架空集遊 

法的目的。再結合要件規定欠嚴謹的第二十九條，單純不遵從主 

管機關解散命令之所謂「首謀者」，觸法之可能性極大。換言之， 

在其因不服從所肇致危害程度尚難估料之時，即有遭處以刑事罰 

之可能，除有羅織之嫌外，恐會造成集會内在自由之限制。即懼 

於行使集會自由，甚至以不申讀、不報備之流竄、游擊方式因應 

之 ，此恐非立法者所願見。且本條與刑罰謙抑思想，刑罰允為最 

後手段之精神有間，何況集會遊行中可憑藉為「管制」之罪名甚 

多 ，41刪除第二十九條規定，亦不致形成重大影響，對懼怕公共 

秩序失控者應可生一定安慰效果才是。

集遊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固俤為授權主管機關以公權力遏 

止及制裁非法所設= 惟公權力之授權須相稱於應受干預行為之非 

法程度 f法律即應區分具體情形，明定公權力發動之要件、程序 

及得採取之手段，而不得就可能區分情狀之不具備許可或僅以違 

反法令之概括用語為籠統授權。至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 

採行政罰抑刑事罰，雖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 

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但仍

4 1以下皆屬適例：1.以文字、演說及他法侮辱公署罪1 如臺北地方法院卯年度易宇第902我判決•= 2 .對 

於公務員依法妆行職務時施弥I ■罪，如臺北地方究 91年度易字第629號判決。3 .公然侮辱罪，如臺 

北地方法院91年度自字第435號判決，4 .共同壅塞陸路致生往來之危险罪_如臺北地方法:究92年度訴 

字第580號判法"3.来經核准禎自使用& 線電頻率罪，如臺北地方法阬92年度易字第1998號判決。6.散 

布文字，晶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如臺北地方法院％年度自宇g U 2號判決。7 .首謀聚尽妨害公 

葙罪，如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踢訴字第1號判決□參鄭善印，同前註6 ，頁 其 他 如 強 制 、公共危險' 

妨害自由'毀楨公物等罪，皆是可能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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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違反比例原則（本院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參照）。故集會、 

遊行如僅係未報備或報備不完全、違反公物使用管理之規定、未 

遵守主管機關所添加之附款、逾越禁制區之安全距離，或僅違反 

個別交通、環 保 、衛生法令等，或屬尚得透過群眾自律或請求主 

管機關適度協助而加以排除之個別或輕微事況，並非有集體對人 

或物實施暴力或煽惑暴力實施之具體事證，仍係和平進行者，皆 

仍屬憲法應予保障之範圍，法律不得概括授權主管機關在未依具 

體事證認定集會、遊行有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即得採取 

強制制止、命令解散措施，進而以刑事處罰作為遏止及制裁等轉 

保執行效果之手段。是立法機關並未依應受公權力干預行為之非 

法程度，依階段而選擇對集會自由侵害較小之手段，集遊法第二 

十九條規定，自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有違u 在此範 

圍内 ，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亦應予變更。

至於本件解釋將集遊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第四款及第二項、第二十九條等原因案件應適用及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之法律，以 「聲請意旨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 

為違蕙之具體理由，或於客觀上具體敘明究有何違反憲法之 處 。 

以上聲請解释之部分，與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 

五九〇號解釋意旨或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不符」為 由 ，不予受理 "本席針對此種1傾倒洗澡水而 

將嬰兒一併倒掉」的決定，礙難贊同。

柒 、結語

一 、再經本件解釋的「背書與加持」，「許可制」已成為提升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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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保障及與圉際人權規範接執的巨大絆腳石

從民主轉型的環境劇變以觀，我國在長達三十八年的軍事管 

制戒嚴時期，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之人民權利規定受嚴重限制，猶 

如紙上憲法，集會自由亦遭長期禁錮。戒嚴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 

定 ：「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 願 ，並取缔言論、講 學 、新 

聞 、雜 誌 、圖晝、告 白 、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 

者 。J再依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台灣省警備總同令部訂 

定 ：「台灣省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 

罷業等規定實施辦 法 ！，一般集會遊行皆輕易的被評價為「非法」 

而遭禁止。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曰解除戒嚴令後所制定的「動 

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七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是非常憲政體 

制轉型陣痛下的典型產物，主管機關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之軍 

事機關轉為警政機關。該法規範内容反映時代背景，仍受安全秩 

序優於集會自由之思考脈絡所支配◊ 其所採許可制、設禁制區， 

及諸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為要件之限制、刑罰等規定，甚多是承 

繼威權政治的遺緒。配合民國八十年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集 

遊法第一次修正（八H —年七月二十七日）’除 摘 除 「動員截IL 
時期」名 稱 ，並將第四條三原則中之「集會遊行不得違反憲法」 

刪除外，反而是課予集會遊行負責人更重之責任（第十八條、第 

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等規定參照）□本院釋字第 

四四五號解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曰）固對集遊法帶來一定衝 

擊 ，但仍維持「許可制」主 軸 ，於公布後經過四年半，集遊法方 

第二次修法（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大多是經宣告 

達蕙者，包括第六條、第九條、第^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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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等；並未刪除第四條，42許可制仍紋風不動。另將「總

統 、副總統官邸」、「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 

機構及其館長官邸」，增列為禁制區。綜 上 ，歷經二十六年，國 

家政、經 、社 '文等環境劇變，集遊法雖經二度修法，基本架構 

卻仍維持「事前許可」、「事中管核」、「事後刑罰」不變□如今， 

在政府與人民有共識勠力追求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而人心思變 

的 「憲法時刻」，本件解釋多數意見仍自甘以見樹不見林之態度 

虛 應 ，繼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後，再度為許可制「背書與加持」1 * 

橫亙在前的絆腳巨石，短期間可能甚難移除，在司法處境日益困 

頓的時刻 * 未把握良機提升釋1 及人權保障的品質，實令本席扼 

腕不已！

二 、尚需無奈地等待司法的「恩賜」嗎 ？

本席並非天真地以為，集遊法從許可制改為報備制就可天下 

太平，達到「獅子安然躺在羔羊旁 」 （the lion wiU Ue down with Lh_e 
lamb) 的烏托邦境界。本席亦深悉，探求政府施政何以導致人民 

必須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原因，比起爭論許可制與報備制的取捨 

重要許多 " 之所以仍不憚辭費，意在提醒面臨蕙法重要議題抉擇

集遊法第4條规定：「集會逊行不得 i 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依本院釋字第445號解釋：1 * 遊法 

第十一赂第一款蜆定遠反同法第四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甚■件 '乃 對 1■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上』 

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窑查*與憲法保障表現6 由 
之意旨有遙：.......：」又 本 院 釋 字 第 统 解 釋 ：「人民闽體法第二條规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
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製 S J : 。』同法笫五十三條前段關於『申請設立之人民围韹有違反 

第二條......之规定者，不予許可 j 之规定邵分'乃偵 i t 機闢柃許可設立人民111體以前'得就人民"■主
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袈國土』之玟治上言玆之内客而為審查|並作禹不予許可設：̂人民 ®逋之烀由> 

顯已逾越必要之程度，與蕙法保障人民結杜自由與言掄自由之意旨不符'於此範圍内'應自本解釋公 
布之 a 起失其政力" 」再 者 ，圈家安全法第2條相同之規定，亦已於民豳1〇〇年丨1月23日刪除，而集遊 

法仍將該「雞;访」留T ，實岛垢記■:近來已有立法委員意識到此問題 |在集遊法整邨草案修 i L進度遲 
;f 不前時，先捤案刪涂集遊法弟4跃'理由即為：「依大法官含婊 f i s 四五號解擇，集會遊行法第四 

條有違憲之虞；亦因主權在民，人民亦有.思想與言論自由■■依此 1 第K 條應予刪除1以保障人良的基 
本權利 "」参劉建圏等17人之提案，<立法院議宾關係 文 |院總第丨《0號 、娄 8 提索第丨《 10號>

L02年10月23日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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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I誠 實 面 對 挑 戰 的 問 題 並 精 益 求 精 違 憲 審 查 態 度 的 重 要 性 ，因 

為 ，態 度 決 定 解 釋 的 高 度 、視 野 及 品 質 ，是 挽 回 人 民 對 司 法 逐 漸  

流 失 信 任 而 無 可 迴 避 的 硬 戰 。

集 會 自 由 具 有 主 動 參 與 權 之 功 能 ，係保障人民得基於自治自  

決 原 則 ，主 動 以 集 體 行 動 之 方 式 表 達 意 見  > 與 政 府 或 社 會 進 行 溝  

通 對 話 參 與 國 家 意 思 之 形 成 ，並 影 響 、監 督 政 策 或 法 律 之 制 定 ， 

係 本 於 主 權 在 民 理 念 ，為 實 施 民 主 政 治 以 促 進 思 辯 、尊 重 差 異 ， 

實 現 憲 法 兼 容 並 蓄 精 神 之 重 要 基 本 人 權 ，並 非 只 是 如 本 件 解 釋 所  

稱 「與 社 會 各 界 進 行 溝 通 對 話 」，而 刻 意 不 提 屬 最 應 優 先 對 話 對  

象 的 「國 家 及 政 府 」。殊 不 知 此 種 「精 神 意 見 」之 交 換 ，可使少 

數 有 機 會 打 破 意 見 壟 斷 ，進 而 成 為 多 數 ，避 免 逼 使 相 對 弱 勢 者 採  

取 偏 激 、極 端 、不 理 性 解 決 問 題 之 方 法 ，可 纾 解 社 會 對 立 緊 張 關  

係 ，甚 至 可 化 解 制 度 性 革 命 之 危 機 ，為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秩 序 和 平 要  

素 之 一 ，堪 稱 為 政 治 安 全 瓣 （safety valve) 。此 種 以 國 家 為 首 要 溝  

通 對 象 所 架 構 成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程 序 之 自 由 權 ，亦可被理解為直接  

民 主 的 縮 影 ，補 代 議 政 治 的 不 足 ，此 種 當 然 之 理 ，還需要顧左右  

而 言 他 ，以 對 政 府 之 對 話 屬 請 願 範 鳴 ，讓 政 府 的 安 全 感 建 立 在 十  

人 的 人 數 限 制 ，選 擇 性 遺 忘 基 本 櫂 利 之 訴 求 對 象 本 為 國 家 政 府  

嗎 ？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九 二 號 解 釋 正 確 倡 言 ：「人 權 保 障 乃 我 國 現 在  

文 化 體系中最高準則  > 並 亦 當 今 先 進 文 明 杜 會 共 同 之 準 繩 3 作為 

憲 法 此 一 規 範 主 體 之 國 民 ，其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所 表 現 之 意 念 ，究欲 

憲 法 達 成 何 種 之 任 務 ，於 解 釋 適 用 時 ，殊 不 得 不 就 其 所 顯 示 之 價  

值 秩 序 為 必 要 之 考 量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亦 曾 指 出 ：「於基 本



法 自 由 民 主 中 ，基 本 權 利 位 階 極 高 u 公 權 力 干 預 基 本 權 利 時 ，應 

證 明 其 理 由 正 當 ，而 不 是 要 求 行 使 基 本 權 利 者 ，證 明 其 行 為 係 正  

當 。」43集 會 遊 行 採 許 可 制 的 正 當 性 ，應 係 建 構 於 「重 國 權 、輕 

人 權 」的 保 守 心 態 上 ，若 一 方 面 坐 享 前 人 依 集 會 遊 行 爭 取 人 權 後  

的 甜 美 果 實 ，另 一 方 面 卻 因 缺 乏 同 理 心 ，對 當 今 以 集 會 遊 行 爭 取  

人 權 者 不 願 多 加 寬 容 ，「國 家 是 為 人 民 而 存 在 」的 憲 法 核 心 理 念 ， 

在 這 塊 土 地 上 實 難 有 真 正 落 實 的 一 天 。至 於 在 現 代 民 主 蕙 政 國  

家 ，本 就 屬 於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的 集 會 自 由 ，緊 箍 其 上 的 1許可 

制 」，若 尚 須 翹 首 期 待 釋 憲 者 的 「恩 賜 」才 能 有 機 會 改 制 ，就真 

不 知 今 夕 究 竟 是 何 夕 了 ！

肩 文 ： Tn der freiheStlichen Dem okr^ tie  dcs Gmridgt;sctzcK G ru iid ro d il^  d n u i  hohcn Rarty. D cr
hoheirliche  E in g r if f  in  ein  G m rdrech t hedarf der K schtfertig iing , n ich t aber benotigt die Ai*suhung dcs 
G nm dred its  eme Rechtferrig im g  -  Hundesveif^-ssiingsgencht, R W  2007, 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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