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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條例之立法背景、 

的 、規範必要性



-什 麼 是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政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使自己

黨 悖於民主法治原則或附隨組織 

方式 取得之財產
— 無償占用或取得公有地

4 使機關違法出售公有地

4 特櫂經營特許事業支用政府 
預算從事政黨活動

4 濫用櫂勢迫使人民出售財產

4 強迫人民繳納不樂之捐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怎 麼 來 ？

戒嚴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白色恐怖、以黨領政 

黨國不分威權體制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得以不當取得財產



- 為什麼要立法處理不當取得財產？

> 使財產秩序回到合於實質法治國狀態 

> 人民的還紿人民，國家的還紿國家

> 轉型正義就是避免歷史重演



-黨產條例才能有效處理不當取得財產

> 曾經協商但成效不彰

> 黨營事業取得財產的過程以今日法理 
評價確實不合理，但難以依照一般民 

事法理解決，而須制定特別法課予政 

黨及附隨組織返還財產之義務（北院 
96重訴1712判決）



-處理方式只是回復原狀而非處罰

> 沒有值得保護的信賴 

>返還範圍限於現存利益 

> 處理的方式並非處罰 

> 不影響政黨或附隨組織的其他權利



貳 鈞 院 所 詢 爭 點 題 綱  

答覆要旨



爭點一黨產條例第2條 、第8條第5項及第14條規定部分

( _ )

以法律位階規範之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 

認定並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不當取得 

財產，是否就憲法保留之事項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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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保留之概念

—均於限制憲法第8條人民身體自由之法定程序等問題 

時 ，方會提及

—僅係指憲法如就基本權利保障事項已有明文規定， 

立法者即不得制定與之相牴觸之法律而另為規範

—彰顯憲法最高法位階之地位，法律不得與之相牴觸 

而 已 ，與法律保留所涉權力分立問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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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條例未限制政黨之地位與功能，更無限制、剝 

奪其基於結社自由所享有之存續權利

—政黨並不具有國家機關，甚或憲法機關地位，至多 

僅為制度屬性

—憲法增修條文關於違憲政黨解散規定，為事務權限 

劃 分 性 質 ，僅能得出立法者不得將該等違憲認定與 

解散宣告之權限交由其他機關為之之要求而已

—制定黨產條例而設置黨產會以認定並處理政黨及其 

附隨組織之不當取得財產，正是立法者基於其因直 

接民主正當性地位所享有之立法創建功能之展現

- 黨產條例並未抵觸憲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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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一黨產條例第2條 、第8條第5項及第14條規定部分

依黨產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黨產會之組 

織 ，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限制 

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 、第4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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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法與作用法分別立法非屬憲法原則

—黨產會組織不受組織基準法之限制，係指不受組織基準 

法第5條第3項所定「本法施行後，除本法及各機關組織 

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之 

限制

—組織法與作用法分別立法並非憲法所要求之立法原則， 

立法者亦無如此立法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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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在組織方面因應新興國家任務，立法者除得以修改組 

織基準法之方式予以因應外，理應可基於新民意之授權 

而在必要時制定特別法律以排除組織基準法之適用，並 

不受組織基準法之自我拘束

4 組織基準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除外規定，已歷經兩次修 

訂 ，顯現立法者並不受先前組織基準法規定拘束

4 以法律位階之黨產條例排除同屬法律位階之組織基準法 

之限制，與將黨產會增訂於組織基準法第2條第1項但書 

之除外規定，意義及適用結果其實相同

- 黨產條例並不受組織基準法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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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基準法第5條第3項規定在於「區分組織法與作用 

法 ，揚棄曩昔法制未備時逕以作用法替代組織法之陋習」

—黨產條例整體規範結構，並未出現有組織基準法第5 

條第3項規定所欲避免之逕以作用法代替組織法之陋 

習

—其規範結構實質上亦已符合組織基準法第5條第3項 

規定之要求

- 黨產條例並不受組織基準法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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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一黨產條例第2條 、第8條第5項及第14條規定部分

(三 ）

依黨產條例第2條 、第8條第5項及第14條 

規定，於行政院下設黨產會，由黨產會主 

動調查並經聽證程序作成認定附隨組織之 

處分，是否侵害司法權而違反權力分立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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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權之範圍與特性，與司法權獨佔不同

—範圍主要為各類法律爭議之審判

—司法權具被動特性，僅能被動地依法就現存之法律爭議 

作成裁判，而不主動或積極地形構法秩序或政治意志

—司法權範圍與司法權獨佔不應混為一談，關於民事、刑 

事 、行政不法之判斷，縱真如聲請人所言，係屬司法權 

之核心事項，亦非僅能由司法權獨佔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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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產會調查及處理不當取得財產， 
符合功能最適之要求

—是否符合功能最適，應以 「該國家事務是否配屬於適當

之機關」 ，以及.「該機關之組織設計是否適於達成該國

家任務之目的」判斷之

—對於去除對財產歸屬秩序所形成之侵擾、破壞狀態，並 

盡可能回復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所應有之財產歸屬秩 

序之憲法義務，其履行亟需具主動性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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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產會調查及處理不當取得財產， 
符合功能最適之要求

—由屬於具主動性與積極性之行政權範疇之黨產會負責履 

行 ，並賦予其享有主動調查之權限，應符合前述功能最 

適之要求

—由具被動性質之司法機關為之，因其僅能消極等待財產 

之原權利人提起訴訟時，方有調查與處理之可能，反而 

與功能最適原則之要求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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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二黨產條例第4條第1款部分

黨產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是否屬於 

個案立法而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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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第520號及第585號解釋意旨

—憲法未完全禁止或排除立法者制定是類個別性法律之可 
能 。縱使立法者所制定者，屬個別性法律，亦無法直接 
認定其屬違憲

— 尚須就個別性法律之規範內容是否符合民主國原則與法 
治國原則之要求檢視其合憲性

— 「法律平等適用」作為判斷個別性法律合憲性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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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條例非屬個案立法

—縱立法時以中國國民黨為例作為討論對象，僅能證明該黨於 

過往戒嚴統治時期不當取得財產之相關事實係立法之起因而 

已 ，不得以此為由而逕行得出係完全針對該黨所為之個案立 

法

—依黨產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欲規範之政黨，須同 

時該當「於中華民國76年7月15日前成立」，以及「依動員 

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二項構成要件，方屬之

—雖有以特定時點為要素，但並未因此而可直接得出其所指者 
為特定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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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條例非屬個案立法

—黨產條例第5條第1項與第4條第1款等規定之構成要件， 

性質為立法者以抽象方式予以表述而成，在立法時並無 

法明確估計該法律將適用於多少，以及何等案件，

—法律效果並非只有單次發生，毋寧有一再反覆發生之可 

能 ，而具有適用於不特定多數案件之一般性特徵，而非 

屬個案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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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釋字第520號與585號等解釋意旨，縱使立法者所制定 

之法律係屬個別性法律，亦無法僅以此為由而直接認定 

其抵觸憲法

—黨產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乃全面地、完整地將威權統治 

時期所成立而存在之政黨納為規範對象以調查及處理其 

不當取得之財產，並非由該等政黨中恣意地挑選其中某 

一特定政黨予以規範，從而與平等原則相符而無法指摘 

其違憲

-縱使黨產條例屬個案立法，亦未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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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條例既然係為調查及處理過往威權統治時期以違反 

實質法治國原則所不當取得之財產，由過往威權統治歷 

史以觀，中國國民黨等政黨及附隨組織成為受規範者， 

亦為前述歷史背景下之當然結果

—黨產條例以調查及處理不當取得之財產以回復既有之財 

產歸屬秩序，進而落實轉型正義並促進政黨公平競爭為 

立法目的，此應屬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稱之實質事由， 

立法者基於此等實質事由所為之個案立法，亦無從指摘 

其違憲

-縱使黨產條例屬個案立法，亦未違憲



爭點三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部分

( _ )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以法人、團體或機 

構是否受政黨「實質控制」，定義附隨組織， 

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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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判斷標準

—法律規範文義所使用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倘意義非難以 
理 解 ，且得為受規範者得預見，並得經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 ，即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不確定法律概念如經實務適用之反覆累積而有諸多案例 

可參，亦可作為受規範者得預見之依據

—對 於 「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再依規範所涉之事物領域 
或基本權利類型，而有不同程度之要求，對之亦採取不 

同之審查密度

—對於專業或特殊領域之法律規定，以有無「專業機構」 
或 「適當組成之機構」在個案中予以認定及判斷，判斷 

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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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係以黨國不分、系統性、全面性之方式不當取得財產， 

需經深入調查，方能在個案中釐清不當取得財產之模式

—僅為附隨組織之認定標準，被認定為附隨組織者，亦僅被調 

查及處理不當取得財產，而與其存續無關

—需以專業知識認定有無實質控制，而無採取較為嚴格審查之 

必要

— 「實質控制」要件普遍存在於各法規範中，司法裁判實務中 

亦有援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作為裁判依據者

—成立黨產會，並以公開聽證程序調查並處理不當取得之財產

- 「實質控制」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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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三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部分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後段規定，將曾由政黨實質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納入附 

隨組織之定義範圍，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 

則 ？其範圍是否超出立法目的，而違反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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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產條例關於附隨組織之立法目的

—並無嗣後再以新標準重新評價政黨在威權統治時期財產 

取得正當性，當無真正溯及之問題

—附隨組織於脫離政黨實質控制前，亦因曾受政黨實質控 

制之故，出現依附於政黨，而在摻雜黨國不分之特殊權 

力結構關係中自國家獲得財產，或在政黨所主宰之威權 

統治體制之掩護下，以違反憲法保障財產權或不具實質 

私法自治之方式獲取人民之財產之情形

—即便其嗣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原有財產歸屬秩序遭受 

侵擾或破壞之狀態仍舊存在
30



-黨產條例之立法與禁止溯及既往無涉

—黨產條例應屬對該等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產生影響之 

非真正溯及性法規範，而與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無涉

—萬萬不可因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後段規定中之「曾」受 

政黨實質控制，但 已 「脫離」政黨實質控制等規範文義， 

即認為其係針對「過去」由政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為 

規範對象之真正溯及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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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條例之立法與禁止溯及既往無涉

—其所欲調查及處理者，係該等已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附 

隨組織自受政黨實質控制時起，直到脫離政黨實質控制 

後仍持續保有之不當取得財產

—凡經黨產會認定屬不當取得而命移轉之財產範圍，係以 

移轉時之現存利益，亦即現今仍然存在之財產標的本身， 

以及其變形後仍然存在之替代物等為限

—未溯及要求政黨及其附隨組織應將過往一切不當取得之 

財產均移轉，僅係藉此而使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再繼續 

保有仍然存在之不當取得之財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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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不當取得之財產不得主張信賴利益

—僅有當人民合法所取得之法律地位或利益，方有生信賴 

利益之可能

—若財產並非以合於實質法治國原則之方式所取得，即非 

屬信賴保護原則所保障之範疇而不得主張對之有信賴利 

益

—從 而 ，亦無再行判斷該等信賴利益係否因黨產條例之制 

定而受有侵害，以及該等侵害係否合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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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條第2款後段規定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已脫離之附隨組織既仍保有不當取得財產，黨產條例第4條 

第2款後段規定將其納入規範範圍，對其所有不當取得之財 

產 ，得依黨產條例為妥適之處理，使遭侵擾之財產秩序回歸 

實質法治國所要求之狀態，並未超出立法目的

—若未將附隨組織納入，則在附隨組織得繼續保有不當取得財 

產之情況下，將無法有效去除原本對財產歸屬秩序之侵擾、 

破壞狀態並予以回復，轉型正義之目的亦將無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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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條第2款後段規定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後段規定並非泛泛地將所有已脫離 

之附隨組織納入規範範圍，而僅以「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為規範對象 

—第4條第2款後段規定，係為避免藉由各種「非以相當對 

價而轉讓」之方式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以規避對其不當 

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從而造成其有持續取得或保有 

不當取得財產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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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法 官 審 理 黨 產 條 例 相 關 規 定  

聲 請 解 釋 案 總 結 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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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釋憲案為具體法規審查，非抽象法規審查

本件釋憲案所涉係團體的基本權利，非自然人的

基本權利

1 ^ 1

黑產條例的終極目標為落實轉型正義，但兼及政 

黨公平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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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六.

不當黨產之回復 

現存利益為限

黨產條例主要針對

乃不當得利返還制度

產 ) 不是人（附隨

的 ，是物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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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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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國
民
黨
的
私
囊

F

---

從

民

瓧

戴

拒

受

宜

傳

補

助

*

說

到

»

民

黨

把

國

庫

當

作

黨

庫

.:.

提
出
！r
m
费
不
應
由
國
庳
開
支
』
的
濟
雜
。
而
且
肖
我
檢
討
，
決
定
將
本
，欺
向
受
政
府
補
助

 

之
反
共
抗
俄
宜
俾
經
费
，
率
先
予
以
停
止
。
…
…0

—

世
各
先
迆
民
主
阈
家
，
沒

栴一

 

國
的
政
黨
經
费
准
許
由
國
庵
開
支
，
迸
是
民
主
制
度
上
：
個
鐵
定
的
职
則

。
可
惜
，
我
們
 

自
行
憲
以
來

，'還
沒
有
建
立
起
道
項
優
庇
制
度

。
」
道
段
括
，
是
在
上
月
十
四
日
民
社
m

 

發
表
拒
絕
由
國
廂
撥
給
反
共
抗
俄
宜
傅
補
助
費
的
窖
而
聲
明
中
所
說
。

逍
笨
反
共
抗
俄
宜
傅
補
助
费
，
自
三
十
八
年
開
始
由
政
府
撥
給
，
特
別
是
從
四
十
1£
 

年
起
叉
公
然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预
算
後
，
常
引
起
外
界
對
於
民
、
宵
兩
E

的
誤
解
乃
至
觊

 

評

。
因
爲
毎
年
列
在
預
算
上
之
五
百
五
十
一
：；與
餘
冗
的
經
費
中
，
分
配
給
民
、
靑
兩
m

 

的

，
雖
然
各
爲
九
十
六
离
元

，

來
也
只
約
略
相
常
於
國
民
黨
從
M

维
經
费
中
所
得
的

 

半
數
，
伹
逍
羅
竟
有
與
阐
民
m

 r

问
流
合
汚
」
之
嫌
。
现
在
民
社
黨
戡
於
維
鼸
埒
主
政
治

 

的
M

則

，
毅
然
決
然
的
拒
雜
接
受
道
笨
補
助
費
，
的
確
値
得
火
家
冋
聲
啦
拗
。
迸
半
月
 

來

，
當
大
家
眼
玢
翁
幾
十
把
阈
庵
常
黨
鹿
的
阈
民
黨
，
對
於
民
社
黨
所
提
「
黨
费
不

 

應
由
阖
庇
開
支
」
的
拔
饑
竞
無
絲
毫
反
應
，
的
確
感
到
失
望
。
道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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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國
氏
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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狽

，
徂
我
們
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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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趁
此
機
龠
，
呼
籲
大
家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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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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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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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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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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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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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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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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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以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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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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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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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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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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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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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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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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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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逋
用
秫
種
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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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刮
i

。
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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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國
民

m

由
國
庳
屮
椋
奪
所
得
，
究
竞
到
何
種

 

地
步
？
又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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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大
到
何
秫
地
步
？
非
但
局
外
人
無
從
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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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卽
連
阈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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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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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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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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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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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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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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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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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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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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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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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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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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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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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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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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