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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陳述意見狀

案 號 ：1 0 7年度憲三字第1 5號 

利害關係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代 表 人 江 啟 臣  

代 理 人 張 少 騰 律 師

設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二段 232-234 號

住 ：同上

建業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 

段 7 號 6 2 樓 （臺 北 101 

大樓）02-8101-1973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 

例 （下 稱 「黨產條例」）第 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前段及第1 4條規定聲請解釋案，陳述意見事：

爭點一、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第 

2 條 、第 8 條 第 5 項及第 1 4條規定部分：

一 、 以法律位階規範之黨產條例，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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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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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 第 5 項及第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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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意見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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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系爭條例第2 條及第 3 條於行政院下設置處理委員會’不受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限制，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4 項 規 定 ，且其職權凌駕監察權及司法權’違反權力分立 

原 則 ：

(一） 按 ，權力分立乃憲政國家之重要制度， 大院釋字第6 1 3 號 

解釋意旨甚明：「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 

法明文規定外，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釋字第五八皂 

號解繹參照）或導致音任政治遭受破壞（釋字第三九一號解 

釋參照），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所 

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之 

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 

等等情形是。」詳 言 之 ，實質法治國原則下，立法權係針對 

一 般 、抽象之事項，積極主動制定規範’並受合憲規範之拘 

束 ；行政權係針對個案、具體之事項，積極主動執行規範’ 

受依法行政原則之限制；司法權則係針對個案、具體之事項’ 

被 動 、消極之適用規範，受制定法規範之限制’提供人民權 

利保 障 ，此三項權力相互制衡監督，以保障人民權利（附件 

一 ） 。

(二） 再 按 ，行政機關應以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並受其指揮監 

督 ，以確認行政一體原則，此 有 大 院 釋 字 第 6 1 3 號解釋理 

由書可資參照:「蓋行政必須有整體之考量，無論如何分工， 

昜终仍須旖屈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方能促進合作’ 

揾異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家有效運作，此即所謂行政 

—體原則。窸法第五十三條明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I 目的在於維護行政一體，使所有國家之行政事務，除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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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規定外，均納入以行政院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行政體 

制掌理，經由層級節制，最終並均歸由位階最高之行政院之

指揮監督。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内涵，現代法治國家 

組織政府，推行政務，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

(三）查系爭條例第2 條規定：「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規定之限制。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受託管 

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 還 、追 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例 

所定之其他事項。」，將不當黨產處理之權責交由行政院下所 

設置之處理委員會，且排除處理委員會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之規範，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及行政一體原則。蓋立法 

者若係考量處理委員會任務特殊，須獨立行使職權，而以類 

似獨立機關之概念設計處理委員會之組織，仍未能解釋該委 

員會為何可排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適用。又 大 院  

釋字 第 6 1 3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獨立機關之存在對行政一 

體及責任政治既然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唯有設置獨 

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特 

殊 性 ，確有正當理由足以證立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性，重要 

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行績效亦能透明、公 開 ，以方 

便公眾監督。」為補強獨立機關對責任政治之減損及其任務 

之特殊性，其人事任命權亦須考量權力制衡之概念，不得由 

單一部門掌握。觀諸我國現存之其他獨立機關，其人事任命 

由行政院院長提名後，均需立法院同意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組織法第4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3 條 、公平交易 

委員會組織法第4 條參照）。惟依系爭條例第1 8 條 第 1 項 

之規定，處理委員會之委員竟可直接由行政院院長派（聘 ），

3/290



1

2

3

4

5

6

7

8

9

10

l i

12

13

14

15

i 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全然排除獨立機關之人事應受立法院監

督之機制。即便認定處理委員會之任務具獨立機關之性質’ 

其人事組成亦不符合獨立機關要求。處理政黨黨產此一事項 

對人民財產權、結社自由及政黨自治影響甚鉅已如前述，其 

組織之設計自應遵循權力分立原則，透過各權力之制衡防止 

國家态意侵害人民基本權。處理此專重大事宜之主管機關’ 

竟可由執政黨全然決定其人事，形同賦予執政黨藉此削弱敵 

對政黨之權力，亦難謂符合正當行使國家權力。

(四 ）  進而言之，即便立法者修法規定處理委員會人事任命須立法 

院 同 意 ，處理委員會亦無法成為現行法下合法之獨立機關。 

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相當於二 

級之獨立機關總數以3 個為限’目前我國已有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3 個獨立機關’ 

若立法者欲再行增設其他獨立機關’應先修改行政院組織法 

第 9 條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 2 條 。多數黨顯然明 

知再新增獨立機關將違反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 2 條 

之規定，惟其為求儘速立法清算最大在野黨之黨產’竟未依 

職權進行修法，而於系爭條例第2 條直接排除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之適用，乃破壞我國行政組織規範之一體性。若 

主張處理委員會為三級機關，如前所述’該委員會職權範圍 

涉及政黨財產之禁止處分、移轉及追徵，足以迫使政黨破產 

而解散，且享有具強制力之搜索權限，對人民憲法上基本權 

之侵害實具嚴重性，由 立 法院未能有效監督之三級機關處理 

該等事項是否具組織上之合法性’即非無疑。

(五 ）  再 查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係於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 

3 項授權下，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架構所為之準則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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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4 項規定，各機關之組織、編制 

及員額應符合同條第3 項法律之規範，故系爭條例第2 條排 

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實屬違反上開蕙法增修 

條 文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1 條亦揭示其立法目的乃 

為建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共同規範，系爭條例第2 條亦已違 

反上開立法目的，損害該法基準法之地位。

(六）此 外 ，系爭條例第2 0 條 第 1 項雖規定：̂•本會委員應超出黨

派 之外，依據法律公正獨立行使職權，於任期中不得參與政 

黨活動。」但違反上開規定，依同條第2 項規定竟須經處理 

委員會決議通過後，行政院院長始得將其解職。觀諸其他獨

立機關組織法，亦有須超出黨派行使職權之規定（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8 條 第 2 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7 條 第 2 款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5 條參照），惟皆未 

限制違反此一規定須經委員會決議始得解職，而應認其屬 

「違 法 、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而由行政院院長逕行免 

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6 條 第 2 款 、公平交易委 

員會組織法第8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3 條 第 6 項第 

2 款參照）。此雖系爭條例第2 1 條 第 4 款規定該委員會委員 

違 法 、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得由行政院院長免除或解除 

其 職 務 ，惟系爭條例笫2 0 條 第 2 項之規定實已架空行政院 

院長之免職權，使行政院院長無法自行免職違反政黨中立規 

定之委員會委員。是 故 ，處理委員會之委員執行職務時若偏 

頗某政黨，除其他委員外，行政院院長亦無法予以監督，將 

造成處理委員會成為無法控制之憲政怪獸。系爭條例第23 

條雖規定處理委員會每半年有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之義務，惟 

行政院所屬機關多有每會期接受備詢或專案質詢之義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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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定實有刻意歸避國會監督之意圖。依 此 ’在系爭條例賦 

予該委員會極大處理特殊事務權限下’即形成有權力而不受 

制衡之狀態，不符權力分立原則。多數黨立法時’就僅處理 

政黨及附隨組織財產相關事項之處理委員會’竟為此種明顯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設計，若未來再設立其他業務層面更廣 

之轉型正義相關機關，例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真相與和 

解委員會及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等等’如皆以 

類似不受行政權及立法權監督之方式為組織規範’我國既有 

之權力分立體系恐將毁於一旦（附件二）。

(七）次 查 ，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5 項 規 定 ’政黨解散之審 

議機關為司法院憲法法庭；然系爭條例第6 條賦予行政權下 

之處理委員會得不經司法審判’自行命政黨移轉財產或追徵 

財產價額，第9 條亦規定處理委員會得禁止政黨處分其財產’ 

限制政黨自主運作之可能，以達實質解散之目的，已侵犯司 

法權之權力核心領域’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又釋字第5 8 5號 

解釋指出，保全制度屬司法權之核心機能，釋字第 5 9 9號解 

釋復指出，為確保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 

司法權核心機能系爭條例第9 條規定將上開權限賦予行政 

機關之處理委員會，已侵犯司法權之核心機能’違反權力分 

立原則。

(八 )末查，系爭條例之立法說明第4 條明確指出系爭條例係專門 

針對國民黨所設置’違反禁止個案立法原則，已如前述；然 

自 8 9 年 起 ，監察院即由監察委員以「行政院及各級政府機 

關將其所管有之公有財產贈與、轉帳撥用或撥歸予社團法人 

國民黨所有或經營，是否涉有違失乙案」為調查案由，調查 

國民黨之財產及處理黨產之方式，並 列 管 8 5 9 項 黨 產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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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 年結案並公布「黨產案調查綜整說明」（附件三）；另 ， 

國民黨之黨產爭議，亦已透過法院以判決審理定瓛，依據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彙整之「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 

取自國家資產之土地清冊！（附件四），國民黨早年經轉帳撥 

用取得土地，除被徵收和移轉第三人外，均已拋棄所有權， 

完成國有登記。準 此 ，有關國民黨之黨產爭議，均已即由監 

察院及法院處理完畢，惟系爭條例以事後之立法，規定得由 

處理委員會推翻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監察院之調查結果以及  

法院獨立審判之判決，重新對國民黨之財產予以推定、調查、 

認定為不當黨產予以追徵，顯已侵害司法院及監察院之權力 

核心事項，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亦違反安定性原則及一事不 

再理原則，顯屬違憲。

爭點二、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部分：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規 定 ，是否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

謹意見陳述如下：

一、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第 5 條 、第 8 條及第 9 條 規 定 ，「於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曰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 

體法規定備案」之 政 黨 ，自 「3 4 年 8 月 1 5 日起取得或交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者 ，均推定為不當取得；為禁止處 

分及須申報之財產，違 反 「禁止個案立法原則」：

(一）按國家權力應由不同機關所分掌，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各 

司不同國家任務，享有核心職權並發揮相互制衡之功能。立法 

權僅能就抽象事件作一般性之規範，若制定處置性或個別性之 

法 律 ，無論係對具體事項或特定之人，無異於取代行政權或司 

法權之行使，破壞權力分立原則（附件五）。是立法應為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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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形成，以假設性之命題作成規範要求’此 係 「禁止個案 

立法」原 則 。此原則廣泛為世界先進國家所採納，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基本法第1 9 條 第 1 項即規定：「凡基本權利依本基本 

法規定得以法律限制者，該法律應具有一般性’且不得僅適用 

於特定事件，除此該法律並應具體列舉其條文指出其所限制之 

基 本 權 利 （S o w e it  n a c h  d ie s e m  G r u n d g e s e tz  e in  G ru n d re c h t

d u rch  G e s e t z  O d e r a u f  G ru n d  e in e s  G e s e t z e s  e in g e s c h ra n k t  

w e rd e n  k an n , m u fi d a s  G e s e t z  a llg e m e in  u n d  n icht nur fu r  

d e n  E in z e lfa ll g e lte n . A u lie r d e m  m u ( i d a s  G e s e t z  d a s  

G ru n d re c h t  u n t e r A n g a b e  d e s  A rtik e ls  n e n n e n . ) 」 。（附件六）

及美國憲法第1 條 第 9 項 第 3 款對立法權之原始限制：「國會 

禁止通過針對特定個人所設立之法案或溯及既往 （ No bil1 of 
a tta in d e r o r  e x  p o st fa c to  L a w  sh a ll b e  p a s s e d .)」（附件七）’

均為此原則之體現。

(二）i隹而言之，「禁止個案立法 I之核心概念，在於禁止立法機關 

透過個案式之立法，對於特定人民之權利義務進行規範，然

對於政府部門之預算、組織事項，則容許立法者進行規範’ 

但仍須衡量「是否符合憲法所要求之民主原則、權力分立與 

制衡原則、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以為 

斷」，此 觀 乎 大 院 釋 字 第 5 2 0號 及 5 8 5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即明：「立法院通過興建電薇之相關法案，此種法律内容縱然 

包括對具體個案而制定之條款，亦屬特殊類型法律之一種’ 

即所謂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真調會條例係立法 

院為調查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專案設置真調會所為之特別

立 法 。... 立法院雖有制定真調會條例之權，惟該條例是否

合 憲 ，仍須就真調會之組織、權限範圍、議事程序、調查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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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程序，是否符合憲法所要求之民主原則、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以為斷， 

不可一概而論。」

(三） 查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將該條例適用範圍特定為7 6 年 7 

月 1 5 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備案之政黨。 

查依據内政部民政司政黨名冊，我國截至1 0 5年 7 月 1 8 日 

止 ，曾依法成立並備案之政黨共3 0 2個 ，扣除已解散或撤銷 

備案之 5 個政黨，現存政黨共有2 9 7個 ，屬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範範圍者僅有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 

社 會 黨 、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和黨、民主進步黨、青年中 

國黨、中國民主青年黨、民主行動黨、中國中青黨，共 1 0個 

政 黨 （附件八）。依該條例政黨負有財產申報義務，並對其溯 

自 3 4 年 8 月 1 5 日起取得之財產進行調查處理，其取得之 

財產除列舉項目外，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禁止處分，對人 

民財產權之侵害甚為重大。系爭條例僅針對3 0 0個政黨中之 

1 0 個政黨為規範已有個案立法之疑慮，且依據系爭條例第5 

條 、第 8 條 及 第 9 條 規 定 將 「3 4 年 8 月 1 5 日起取得或交 

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者均推定為不當取得；為禁 

止處分及須申報之財產。探究前述 1 0個政黨，自3 4 年 8 月 

1 5 曰起即擁有財產，現受條例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受禁止 

處分限制，且負有財產申報義務者，實質上只有國民黨，系 

爭條例確為僅針對國民黨單一政黨立法為基本權利之限制， 

故實屬個案立法無疑。

(四） 詳 言 之 ，於 系爭條例立法過程，有多個版本草案之立法說明 

亦皆明確指出該條例之立法係單獨針對國民黨財產;立委陳

亭妃等2 0 人之提案要旨第4 點指出：「中國國民黨所以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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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產轉為己有’是動員截亂時期黨國一體之特殊現象 

盎論國民黨於該時期取得並處分政府公產是否有特殊必要’ 

但動員戡亂時期結東之後，國民黨即應加以返還’而不應塑 

嬙出售得利。 I 立委鄭運鵬等1 6 人提案要旨第2 點 ：「民國 

八十九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民進黨政府曾經透過『司法手 

段 』追討國民黨不當黨產，但成功討回的案例不多。像原國 

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及「國家發展研究院」就由長榮集團基金 

會及元利建設購得。而這次總統大選之前，國民黨也一樣公 

告標售持有之土地’國民黨遲不解決不當黨產問題’反而變 

本加厲持續變賣，台灣人民將會再損失數十億資產。」立委 

林 俊 憲 等 1 7 人提案要旨第4 點 ：「國民黨無償使用政府土 

地 、房舍等情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基地及目前仍登記為 

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所有之土地等大類。這些財產也屬 

於國家資產’理應歸還國庫’但該政黨卻陸續出脫這些不動 

產 ，尤其是位於台北市精華區的房產。」（附件九 )此外’系 

爭條例設立之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更公開宣布’要在明年 

年底前讓「國民黨現有黨產歸零」（附件十）’亦足見系爭條 

例係專門針對國民黨之立法’明顯違反禁止個案立法原則。

(五）再 查 ，或有以德國處理東德黨產之經驗為根據，主張我國制 

定系爭條例亦具正當性。惟 查 ，德國與我國之歷史發展有極 

大不同，我國實無從比照德國處理東德共產黨黨產模式立法 

處理我國政黨財產。詳 言 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 國 、英 

國 、法國、蘇聯分區佔領德國。1 9 4 9年 美 、英 、法佔領區成 

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俗稱西德）’蘇聯佔領區於同年10 

月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俗稱東德）。東西德於1 9 9 0年 

簽 署 「東西德統一條約」（Einigungsvertrag) ’東德以「新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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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之 5 個邦」名義加入西德（附件十一）。由於東德係由蘇 

聯扶植、以黨領政之猸裁政權，其政權之存在欠缺民主正當 

性 ，亦違反法治國原則，故統一後之德國對於以往處於不同 

憲法秩序下之前東德共黨之財產，以基本法之實質法治國原 

則為標準，進行清算，自有其正當性。但反觀我國，自憲法 

頒布施行以來，期間雖曾經歷動員戡亂，但民主憲政秩序未 

曾中輟，並曾數度透過民主選舉實現不同政黨之輪替執政。 

主導通過系爭條例之民進黨，不但與國民黨一同於同一憲法 

秩序中成長，且基於此一憲法秩序之政黨自由公平競爭環境， 

已於8 9 年至 9 7 年間執政長達8 年期間，而今又再度執政， 

豈能質疑我國憲政秩序有所更迭中斷之理。更有甚者，自37 

年大院第一屆大法官就任以來，歷任大法官均能恪遵憲法 

規 定 ，善盡憲法守護者之職貴，經持續之努力始形成我國民 

主憲政秩序之現狀，我國憲政秩序既從未有如同德國之中斷 

情 事 ，與德國憲政發展之歷史背景又相迥異，自不容引喻失 

義 ，強為比附援引而擅自否定。

(六）末 查 ，德國處理政黨財產之立法模式亦非制定個案性法律。

蓋 為 取 消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D ie  S o z ia lis t is c h e  

E in h e itsp a rte i D e u t s c h la n d s ,簡稱 S E D ) 作為國家政黨之 

特殊地位阻礙多黨政治之運作及處理其不法取得之黨產，鬼 

德人民議會於兩德統一前，即於 1 9 9 0年 2 月 2 1 日制定「政 

黨 暨 政 治 結 社 法  I ( G e s e t z  u b e r  P a rte ie n  u n d  a n d e re  

p o l i t is c h e V e r e in ig u n g e n )作為東德政黨法，允許人民及包 

含西德居民在内之合法居留外國人自由組黨，並 取 消 SED  

國家政黨之特殊地位，確保所有政黨居於平等之地位競爭。 

就政黨財產之部分，該法規定政黨負有報告財產之義務，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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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 9 9 0年 5 月 3 1 日增訂第20a 條 及 20b 條 ，明定政黨之

財產應受「審查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財產之獨立委員會」審 

查及信託管理。兩德統一後’根據兩德統一條約之規定，東 

德政黨法第20a 條 及 20b 條於統一後繼續有效，並另行訂 

定相關處理準則，規範交付信託財產之處理方式（附件十二）。

(七 ）  由此可知，德國處理東德政黨黨產之立法模式’係為先制定 

所有政黨均一體適用之政黨法’確立所有政黨均負有財產報 

告義務後，再訂立不法黨產處理之細節性規範。此種立法模 

式 ，避免個案性立法違憲之疑慮’確保所有現存之政黨皆遵 

循政黨法欲確保之民主政治原則，而非以重建正義之名’以 

不 正 義之特別法消滅個別特定政黨’故與系爭條例清算鬥爭 

式之針對性立法截然不同。

(八 ）  綜上所述，我國憲政秩序發屐與德國不同，在憲法秩序同一 

下 ，強為引入德國顯不相仿之法制，進而立法清算特定政黨

以往取得之財產，其謬誤實已昭然。再 者 ，即便朝野立委認

為有參考德國經驗立法規範政黨財產之必要，觀諸德國立法 

模 式 ，亦應先行制定一體適用之政黨法，先建立對政黨財產 

法律之規範，課予所有政黨財產受特別監督之義務，再依據 

該法律審查各政黨之財產取得。故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 

如何制定兼顧政黨實體權利保障及程序正義之政黨法’本屬 

憲法任務（附件十三）。而今捨正路不由，竟於政黨財產在法 

律上權利義務均未明確之情況下’直接針對特定政黨之財產 

為規 範 ，系爭條例違反個案立法禁止原則’實不待言。

二、 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僅有「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 

五曰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之政黨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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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系爭條例之規範，且實質上完全係針對單一政黨（即國民 

黨），顯違反平等原則：

(一） 按 「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 

平 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 

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 遇 （釋字第五四七號、第五八四號、第五九六號、第六〇 

五號、第六一四號、第六四七號、第六四八號、第六六六號、 

第六九四號解釋參照）。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 

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蕙， 

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 

之關聯性而定（釋字第六八二號、第六九四號解釋參照）。」 

大院釋字第6 9 6 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明。是 故 ，平等原則審 

查之標準包含「禁止恣意」，若立法者未審究事物本質，造成 

法令對規範對象具明顯之不適當性，且在事物本質上缺乏應 

為差別待遇之理由時，於違憲審查時應認定該立法係違反平 

等 原 則 （附件十四）。

(二） 次 按 ，政黨平等亦為維持民主憲政體制正常運作不可或缺之 

要 素 ，與參政權及自由權同屬憲法之基本權。基於組黨自由 

之保障以及肯認多黨制之必要性，應確保政黨公平競爭以及 

機會平等。就消極面而言，政黨平等禁止某一政黨遭受不平 

等對待致使其享有之權利受到輿其他政黨不相等之侵害，國 

家不得以立法或行政行為對特定政黨為不平等之對待(附件 

十五）。

(三） 查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規 定 ：「政 黨 ：指於中華民國七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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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者。」依據内政部民政司政黨名冊’我國截至1 0 5年 7 

月 1 8 日止，現 存 2 9 7 個政黨中僅有1〇個政黨符合上開條 

文規範範圍已如前述’上開規定使系爭條例排除我國現有多 

數 政 黨 ，自有規範上之差別待遇，應審查上開差別待遇是否 

有其必要性。

(四） 次 查 ，系爭條款立法過程中’立法委員黃偉哲等1 9 人提案 

要旨指出：「考量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曰解嚴前成立的政黨’其 

體制多未完備，且其在解嚴前的政治環境即得生存，其取得 

之財產有重新加以檢視之必要。另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 

法於七十八年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團體」專 章 ，開放政 

治性團體結社，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 

料顯示，目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近百個，為避免系爭條 

例規範政 t 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調查程序’爰於 

第一款明定系爭條例所稱政黨，指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 

五曰解除戒嚴前成立並於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動員戡亂 

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但書備案者。」

(附件十六）上開提案要旨僅泛泛指稱目前合法備案之政黨 

數目過多，為避免造成不必要之申報、調查程序而僅針對特 

定少數政黨予以規範云云，卻来具體說明為何7 6 年解嚴前 

成立、且目前亦合法備案之政黨始有本條之適用，此差別待 

偶之目的顢輿系爭條例第1 條之立法目的「建立政黨公平蟪 

皁 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不具有任何關聯性，立法說明所稱

「不必要」之申報、調查程序，該不必要之意義為何亦非明 

確 ，不足以說明差別待遇之必要性。

(五 ）  再查，系爭條例第5 條 第 1 項推定不當取得財產之範圍乃限 

於 3 4 年 8 月 1 5 日起取得或交付、移轉、登記於受託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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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同條第2 項推定 3 4 年 8 月 1 5 曰起以無償或交易時顯 

不相當之價額取得之財產為不當取得財產;系爭條文形式上 

似適用於所有受系爭條例規範之政黨，惟探究我國政黨發展 

歷 史 ，國民t 成立於民國前1 8 年 1 1 月 2 4 日 ，民進黨成立 

於 7 5 年 9 月 2 8 日，溯 自 3 4 年起取得財產之政黨，目前適 

用系爭條例規範，並遭受財產禁止處分限制及負有法律申報 

義務者，僅有國民黨，已如前述，故系爭條例實質上僅適用 

於國民黨。

(六） 進而言之，系爭條例之核心理念，在於避免執政者利用其權 

力結黨營私，謀取私利。然我國除國民黨外，目前之執政黨 

一民進黨，亦曾執政八年，任内並引發多宗以權謀私之弊案， 

此法院均有案可稽。然民進黨利用其國會多數席次之優勢， 

卻強力封殺聲請人等提出之「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 

將民進黨、時代力量、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等均排除於系 

爭條例之規範範圍之外。系爭條例顯為民進黨利用立法院多 

數 席 次 ，立法清算主要在野黨國民黨之財產，以達避免國民 

黨監督其執政之目的，此非僅與系爭條例所謂「促進政黨公 

平競爭」之立法目的相 f李，顯無差別待遇之必要性，已嚴重 

違反平等原則，實屬違憲。

(七） 末 查 ，民進黨成立前，曾成立「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 

後援會」、「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及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 

策研究會」等組織（附件十七），參與政治活動。解嚴後，民 

進黨持續援用此一模式，在民進黨外利用基金會非營利組織 

之 性 質 ，累積政治資源，在複雜的政商利益下，亦衍生許多 

不當利益（附件十八）。亦即藏黨產於周邊基金會（實質上之 

附隨組織），然卻在民進黨之立法設計下，於系爭條例中不受

15

15/290



1

2

3

4

5

6

7

8

9

10

l i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規範適用，對政黨公平競爭顯有不利影響。系爭條例僅處理 

組織模式係以黨部為中心之政黨一國民黨，刻意忽略以基金 

會累積財產控制政黨運作之政黨’惟後者亦有影響政黨公平 

競爭之可能，此種差別待遇不但無法達成立法目的，不具必 

要 性 ，更是刻意忽視我國政黨發展過程及現實情況’實為恣 

意違反平等原則之立法。

爭點三、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規定部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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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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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遠反法律禁止潮及既往原則？ 

其範圍是否超出立法目的，而違反比例原 則 ？

謹意見陳述如下：

一、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將附隨組織納為系爭條例之規範對 

象 ，同法第1 0條 規 定 ，對政黨申報不實之財產即推定後認定 

為不當取得，目的及手段顯不相關’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一 ）按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Kopplungsverbot) 係考量特笔土 

段之目的輿制度目的之間應具有聯結性；若該特定手段之目 

的本身具有正當性’但若與另一制度之目的欠缺合理關聯性’ 

亦不得作為另一制度之前提，以防免國家權力丨監用’禁止恣 

意 。行政機關應選擇輿目的有合理連結之手段，高尚之目的- 

亦無法將卑鄙之手段正當化，蓋民主法治原則下’手段價值 

之重要性實遠高於目的價值，行政行為之手段與目的須具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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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連結，否則即便所追求之目的如何重要且急迫，亦將因 

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而遭非難（附件十九）。

(二） 我國憲法雖未明文規定「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惟此一原則實 

為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先存原則。 大 

院釋字第4 2 3 號解釋即指出：「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 

鍰標準第五條，僅以當事人接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 

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設定裁決罰鍰數額下限之唯一準據，並 

非根據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依立法目的所為之合理標準。 

縱其罰鍰之上限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額度，然以到案 

之時間為標準，提高罰鍰下限之額度，與母法授權之目的未 

盡 相 符 ，且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解釋所 

稱之「與母法授權之目的未盡相符,，即有不當聯結禁止之意 

遇 。行政程序法第9 4 條 ：「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 

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同法第 

1 3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 

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三 、人民之給付與 

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均為此 

原則之體現。

(三） 查系爭條例授予處理委員會調查之對象除政黨外，亦包括附 

隨 組 織 。按 第 4 條 第 2 款 ：「二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 

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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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隨組織於人事、財 務 、業務上具有形式上獨立之法人格，惟 

系爭條例僅因該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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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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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機構，即受系爭條例規範，並未就現是否受政黨實質控 

制人 數 、財務或業務經營為認定，顯屬不當聯結。

(四 ）  次 查 ，系爭條例引用關係企業概念之一（人 事 、財務或業務 

之實質控制），作 為 「附隨組織」之認定標準，卻刻意不將公 

司經營或出資者「半數以上相同」之型態納入（公司法第第 

3 6 9條 之 1 、第 3 6 9條 之 2 及 第 3 6 9條 之 3 參照），致使尾 

進重之附隨 組 織 (如小英基金會、趙越基金會等）均不受相 

同之拘克，此與本法「促進政黨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顯欠 

合理之遠結，自遠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五 ）  末 查 ，依系爭條例第1 0 條規 定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 

管理人依第八條規定應申報之財產’經本會調查認定有故意 

或重大過失隱匿、遺漏或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說明者，該財 

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依第六條規定處理。」若行為 

人掛財產申報不實，即逕以推定方式認定為不當取得。-然觀 

諸 大 院 釋 字 第 H 7 號解緩之竟旨可知，申報之協力義務與 

皋證責任乃屬二種不同之概念;申報義務之課予係為使當事 

人分擔闡明事實之責任，而非行政機關之舉證責任即當然移 

轉 空 蚩畜人，故申赧協力義務並不應取代處理委員會之職權 

調查貴任。縱 系爭條例要求政黨等應負協力義務’亦不應免 

除處理委員會認定政黨財產不法取得之調查及舉證責任。i  

鉬术音奧財產之取得方式不當未具有合理關聯’本條之推定 

艿蛊證責任之不當轉換，亦顯眉不當聯結，對行為人之財產 

婼之限制遠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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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爭條例第3 條及第 5 條規定對政黨自3 4 年 8 月 1 5 日起取 

得之財產予以規範，且排除其他法律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限制， 

顯違反法安定性原則下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

(一） 按法律應確保具有預先告知之功能，使人民對其行為是否受 

法律規範有預見可能性，且國家機關依法行政或依法審判， 

亦能因此有較明確之準繩，不至於因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有 

執法恣意或不公之危險，使信賴利益所依據之法律狀態得以 

維持（附件二十），此乃「法明確性原則」及「法安定性原則」 

之 體 現 ，屬法治國原則之下位概念。權利行使期間，即消滅 

時效制度設計之目的’係為維持法安定性 *尊重權利長時間 

既存之狀態，亦避免時間過久而生之舉證困難情形。系爭條 

例 第 3 條 規 定 ：「本會對於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 

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不適用其他法 

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 。」排除其他法律對消滅時效之 

規 定 ，造成既存權利陷於不明之狀態，違反法安定性原則。 

且系爭條例為處理破壞消滅時效制度而生之舉證困難，竟大 

量採取推定為不當財產之方式，將破壞消滅時效制度之不利 

益交由特定政黨承擔，乃全然悖離法安定性原則。

(二） 次 按 ， 大院釋字第5 7 4 號解釋理由書「對立法溯及既往」 

早已明示原則違憲，且應有過渡條款等補救措施之立場：「逢 

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 

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因 此 ，法律一旦發生變動， 

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 

效 曰 起 ，向將來發生效力。惟人類生活有其連續性，因此新 

法雖無溯及效力，而係適用於新法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成 

要件事實，然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序，仍難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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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此時立法者於不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原則下’固有其 

自由形成空間。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得之權益及因 

Ah所生之合理信賴，因該法律條正而向將來受不利影響者’ 

也法老即應制定過渡條款，以適度排除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 

成换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俾符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 。 i

(三）查政治獻金法制定於9 3 年 ，3 4 年當時並無法律針對政黨財 

產之取得予以規範，人民團體法於7 8 年 1 月 2 0 日全文修 

正 後 ，該 法 第 3 3 條 及 3 4 條對人民團體始有部分經費及預 

算 、決算報告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之規範；惟系爭條例第5 

條對不當黨產取得之時點，乃 「政 黨 、附隨組織 自中華民國 

三+四年八月十五日起取 得 ,或.A 自中橥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十五日起交 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或 「政 黨 、附隨 

組織 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以無償或交易時顯 

不相當之價額取得」’系拳條例針對政黨過去所取得之財產 

早以規蓺，而非以針對系爭條例通過施行後之行為、亦未課 

有任何之過渡條款，顯然課予政黨過去未有之限制’破壞現 

有法秩序，影響交易安全’與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有所違 

背 ，亦與大院大法官上開解釋意旨明顯牴觸’自屬違 憲 。

三、 系爭條例第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及第 9 條過度侵犯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之財產權，違反比例原則：

(一）按憲法第2 3 條 規 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此一「必要」’依 

大院歷來解釋，即 指 「比例原則」。 大院釋字第4 7 6 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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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0



1

2

3

4

5

6

7

8
9

10

l i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釋更明確指出比例原則之内涵為 :「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

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 i ，詳言之，國家公

權力為達成某一特定目的，所採取之手段須符合合理、比例 

之原則，又可分為適當性、必要性及最小侵害性三個子原則， 

適當性指行為應適合於目的之達成，必要性謂行為須為達成 

目的影響最輕微之手段，最小侵害性意指干預措施造成之損 

害應小於目的所獲得之利益（附件二一）。行政程序法第7 條 

之規定即闡述比例原則子原則之内涵：「行政行為，應依下列 

原則為之：一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 、有多 

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三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 

均 衡 。」比例原則不僅拘束行政行為及司法行為，立法院在 

制定干預人民基本權之法律時，干預之方式與範圍亦不得逾 

越必要之程度，違反比例原則之法令，將因達憲而無效（附 

件二二）。

(二）次 按 ， 大院釋字第7 3 3 號解釋明確指出，對人民困體内部 

事務限制，須視團體性質，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規範:「憲法 

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 

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並確保團體之 

存 續 、内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釋字 

第六四四號解釋參照）。結社團體代表人或其他負責人產生 

方式亦在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惟各種不同結社團體，對於 

個 人 、社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不同，與公共利益之關聯 

程度亦有差異，受法律限制之程度亦有所不同。對上開產生 

方式之限制，應視結社團體性質之不同，於所採手段未逾必 

要程度内，始無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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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系爭條例違反比例原則之條文實罄竹難書，謹例示如下：

1 .  系爭條例第6 條 第 1 項 ，經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者須 

移轉所有權，及追徵價額之規定，不具必要性’違反比 

例 原 則 ：

按系爭條例第6 條 第 1 項規定：「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 

之財產，應命該政黨、附隨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 

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 

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 

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故經系爭條例第5 條推 

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處理委員會即可於政黨等難於舉 

證下命其移轉所有權，惟上開條文推定之立法設計違反 

必要性已如前述，竟可依法剝奪遭推定財產之所有權’蓋 

財產對於政黨運作之影響已如前述’剝奪所有權乃對財 

產權最嚴重之侵害，系爭規定實不符合必要性原則。

2 .  系爭條例第9 條規定推定不當取得之財產’原則上自系 

爭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不具必要性：

按系爭條例第9 條規定：「依第五條第一項推定為不當取 

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履行法定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

二 、符合本會所定許可要件，並經本會決議同意。」系爭 

條例就不當財產推定範圍不符合比例原則已如前述’依 

據 第 9 條 規 定 ，竟自系爭條例公布之日即禁止處分受推 

定之財產，剝奪政黨之財產處分權’對政黨運作影響甚 

鉅 ，況因不符比例原則之推定’禁止處分之財產範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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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廣，對人民財產權及結社自由之侵害均不符必要性，系 

爭條例第9 條之規定係違反比例原則。

3 . 系爭條例第5 條 、第 6 條及第 9 條規定於附隨組織亦有 

適 用 ，致其全部財產均被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禁止 

處 分 ，且需移轉所有權之規定，不具必要性：

系爭條例第5 條 、第 6 條及第 9 條規定於附隨組織亦有 

適用，故附隨組織之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 

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亦推定為不當取得之 

財 產 ，而自系爭條例公布時即禁止處分，並須移轉所有 

權 。惟探究附隨組織之性質，無論其係為營利或非營利業 

務 ，殊難想像其財產内含有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 

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蕈息，故適用系爭條例形同將 

附隨組織全部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在系爭條例 

第 4 條 第 2 款就附隨組織之認定已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之情況下，將獨立經營業務之附隨組織之財產全部推 

定為不當取得財產，禁止處分並移轉所有權，對附隨組織 

財產權之侵害過鉅，實不具必要性。

4 . 系爭條例第8 條課予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及受託管理人之 

申報義務涵蓋之時間過長，不具期待可能性，顯不符合 

必要性

按系爭條例第8 條 規 定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必須對34 

年起取得之財產進行申報，亦即申報回溯期長達70 

年 ，然客觀上顯然無法期待任何政黨、人民團體或組 

織 ，會將全部財產資料保存達7 0 年之 久 ，故此一規定 

顯然亦已逾越必要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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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則 ，一般民間資料保存法定年限均遠低於7 0 年—會 

計憑證保留5 年 ；會計帳薄及財務報表保留1 0 年 （商 

業會計法第3 8 條參照）稅法相關憑證保留5 年 （稅捐 

稽徵法第1 1條參照）；土地及建物權利變更登記資料保 

留 1 5 年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參照）系爭條 

例竟要求申報義務人申報逾7 0 年之政黨財產資料’致 

人民難以履行法定義務’毫無期待可能性，且顯逾越必 

要限度。

更有甚者，政 黨 、附隨組織或受託管理人逾期未申報， 

依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可處1〇〇萬元以上 

5 0 0 萬元以下罰鍰，且得按次連續處罰，若處罰達5 

次 ，依同條第2 項 規 定 ’其財產即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 

產 ，並須依系爭條例第6 條規定移轉所有權。系爭條例 

不僅課予人民無期待可能性之財產申報義務’違反者亦 

會受到嚴重侵害財產權之處罰’違反憲法第2 3 條之比 

例原則實屬灼然’洵屬違憲。

綜 上 ，系爭條例第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 0條及 第 1 1條等及第三章之規定’致本應受 

憲法保障之政黨財產及人民結社自由受有損害，顯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權、第 1 1條言論自由、第 1 4條結社自由、第 1 5條財產 

權 、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大法官解釋之旨。系爭條例顯有重大違憲 

之 處 ，為 特 狀 請 大 院 鑒 核 ，迅賜系爭條例全部違憲之解釋’以 

維護憲法之尊嚴，並保障民主發展。

謹 狀

司法院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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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之基本理念

彭國能

〔壹〕前言

〔貳〕序論—— 重要概念之釐清

(法治國 Rech t s s t a a t 而非法制國 Gesetzesstaat)

〔叁〕法治國理念之形成與發展 •

〔肆〕法治國理念之内涵

〔伍〕法治國理念現今所面臨之難題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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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瘡國之塞本理念

…〔壹〕前言

.隨著政治自由尺度之逐步放寬? r法治國上成爲t 時鬆耳頻頻出現之 

用語。i執政者以法治國作爲其施政 > 行使公權力之號斉，.而在野者則以 

法治國作爲民主奮n 之貝概就追求法治國理念而言•》;朝野似乎存.有共 

識 .，惟雙方對於法治國眞疋涵義之界定聋距頗大，形成太言人殊十各說 

各話之混亂景象。.j 法治國土旣爲國家未來發展之方向.，故實有必要對其 

:理念之內容、涵義作深切之評析與ir解〜有鑑於此•本文特別就法治國 

r之基本理念從諸多角度加以觀察丨期能透過本文之說明以眞IE知悉法 

:治國之精髓所在，作爲未來共同努力之方向。: : …

本文首先就易使人產生混淆之「法治國」與 「法制國」間之差異予 

以探究 '，以導正對法治國用語錯誤之認知;由於法治國之用語75源自於 

.西方社會，i實有必要對此觀念之源由录以細究'>期能發現係在何種時空 

背景下，提供法治國思想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另外再就法治國之槪念與 

基本理念加以說明，丨使能眞正知悉法治國理念;^眞正內容;最後再就法 

挎國早念現， 來^ 乏方向加 

以討論，以作爲本文之總結。



392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貳〕序論----熏要概念之釐清

( ▲治國 Rechtpstaat 而非法制國 Gesetzesstaat)
對於「法治國」之用語，一般人每易由其字面之意義加以認識，因 

而時常將法治國誤解成：只要國家係依照制定法之規定來治理，而使制 

定法扮演著國家統治者之特殊地位者，即屬法治國（注一）》惟就實際之 

情形而論，現時之世界各國，幾乎習於以制定法作爲規範人民生活之工 

具 ，並且賦予制定法優越之地位，即使連共産極權國家，亦紛紛制定有 

各式各樣的法律，意圖藉由法律作爲維持國家社會安定秩序甚而葷固政 

權之工具，但此種國家並不當然屬於法治國...，充其量亦只能稱其法制國 

(注二):。例如德國於西元^九三三年希特勒正式主掌政權後，'即成爲； 

名符其實的法制國，.即便是具有不法內涵之法律亦能獲得通過與適用h 

人民任何的自由、權利皆可以制定法之形式加以剝奪，而不考慮其是否 

具有適法性（LegsilMt) i，此作法顯然與法治國之理念背道而馳^就實質 

而論，法治國並非只是組合法律技術之集合體，而係以人性尊嚴、人類 

價値爲基礎並加以踐履的實質規範原則，且應使個人之價値能受到充分 

尊重，避免法律屈從於任何個人意願之下，法治國之理想始可能眞正獲 

得實現'(注三)。 一 .

德國學者Otto B a h r於 西 元 一 八 六 四 年 在 其 所 著 之 汾  

(法治國）一書中，曾揭橥法治國之眞正用意，.乃在使統治者與被統治

注—：對此定義乃參看TCheyStapimen於九七七年所著jDer ;書
中所歹!1述多內齊翻譯而成，厲文爲Rpcĥ ss切at ein Staat da户n
genannt； wenn in ihm das Reclit eirie besondere Rollespielt, werin in 
ihm das Recht herrschaft, S.21.

注二：Vgl. Stammen，a.a.O., S.22.
注三：Vgl.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84, 2. Aufl. S.774.

法治:國之基丰理 念 职

者間並非僅存在著單方的權力服從關係，而係使法規範(Recht) 對國家 

而言具有最優越之地位，.並藉由制定法（Gesetz) 之型態來界定人民的 

:活動範圍:，但法規範之眞正目的，乃在使人民於國家內能享有妥適.、自 

由的生活，國家並應對此種生活型態提供保障，而非僅是單單以制定法 

限制人民的活動.(注四）。藉此，可粗淺的將法治國界定爲：所謂法治國， 

乃指國家將一定之自由分配予人民，並僅得在法律規定之條件下始得加 

以干渉（注五)■。至於Otto M a y e r於一八九五年所著DewfecAes F ey- 

(釋國行政痒）.，書中展現了自由法治國思想下行政法之 

傳統見解，其主要觀點乃強調國家在實施侵害性之行政（Eingriffsver- 

waltung) 時，須受到法治國之基本理念，諸如法律優位、法律保留之拘 

束 ，而這也成爲行政法體系之核心槪念| 並深深闕g 學說與實務隨锋之 

運作.(注六)..。..-二 '

平時政府首長每會向全民揭橥法治國；̂理想，而■^味強調人民須守 

法 ，以形成一安定、有秩序之社會。如此之說法，不僅未能表達出法治 

國之眞正涵意，且造成了相當程度的誤導，使人民將法制國誤認即最法 

治國，從而天眞的認爲，只要全民能守法，:即能實現法治國之理想。事 

實上，就前所述，法制國充其潭:僅是形式之法治國，與實質之法治國間 

尙有相當之距離。因此，對於法治國與法制國間必須作奸澈底之脚分， 

以避免槪念上之混淆。另大衆媒體平日對法治國纖之侧，亦使，般 

人產生誤解，認爲只要全民能夠遵守法律，國家即能踏於進步開發之境 

域，法治國之理想即能實現。固然.，全民能夠遵守法令之規定，係法治 

國所必須具備之要件但除此之外，人民之尊嚴與權益能夠完幸獲得尊 

重與保障才是眞正不可或缺之要素。政府於發動其強大之權力作用時，

注四：Vgl. Stammen, a.a.O” S.22.+
注五：Vgl. Paul Bockehnann, Einfilhrung iivdas Reclit, 1Q63, S_176. 
注六：Vgl, Maurer, a.a.O.，S.17 § 2 R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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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審愼考量這些要素，才能使人良之權益獲娜切的保障叫郷碰 

建立法令之權威方面.，法令除了規範人民之行止之外，.政府之馈亦須 

同受到規範，蓋國家與人民之間所存在番，戚不再是皐方之權力腋挺關 

係 ，而係對等之權利義務關係，.對於任何之法令，::政府自應與人民同受 

拘束，如僅單方的要求人民守法，政府卻置法令於不顧則與法治國之 

麵相去甚遠。 . .

. : ■ . . . . .

〔叁〕法治國理念之形成與發展

、 if- ■

就 「法治國」用語之源由而言:，其最早並非屬於人文科學上之專有 

用語，'而係政治論爭上之重要議題•，.其後隨著國法學、.政治學之發展?， 

而成爲行政學門上之重要槪念.(注七）。法治國思想之發展與行政法擧之 

發展密不可分，而現代之行政法體系與架構亦是由..自由國民法治國之理 

念所衍生，;特別是依法行政原則以及針對行政行爲所提供之司法上權利 

保護方式之探討，:至今仍受到熱烈的討論.(注八）。 .. .,：./；：

;鶬探索法治_思想之形成背景，■須回溯至古希臘哲學中對於國家之 

思想.，.藉由此種思想之推衍.，-逐步形成國家之型態。但在法治國之用語 

出現前，;其實際之思想內極卻早已產生，■:例如在中古時代至西元十穴世 

紀之間，由於協約思想、'反抗思想以及自然法、理想主義之出現边促成 

•其思想內涵進—步的發展（注九）。:而法治國之用語也在西元4 八〇〇年 

後逐漸爲火們所使用，雨早見諸於文獻者，乃 係 德 囪 學 者 .Pladdus 

於宾所著&Y e W & r  ifer .(國家學文獻)•中開始加以使用，；

注七：Vgl. S t a m m e n, a.a.O ., S .23.

注八：Vgl. Hans-Uwe Erichsen und Wcilfgan这 Martens,: dfifewwemes':’ 说卜 

'jvoft««^srecAi, X988('8：iAufl. S;48i' • ；； ：-J. '

注九：Vgl. Stern, a.a.O” S.768. . .:.广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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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德國學者':A d k m . M u e l l e r 於丨 rfgr.S切 國家

學之要素)一書中爲探討人民之財産權制度時，亦曾提及法治屆之用語 

(注一O )。+ : :

.在十九世紀初葉產生的團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法治國思 

.想的發展架構，許多德國著名的學者亦分別於其著作.中對法治國之概念 

加以閫明。綜合言之.，:法治國必須是合平憲法規範的國家，.法院有權對 

國家權力之運作加以監督，而使行政權受到法律的拘束，:至於在國家或 

公務員有適越法律之情形時，亦應使其負擔司法上之責任，對於誤用法 

.條之情形.，則豳透過行政法院或其他獨立機關之監»加以避免，以使司 

法監督之作用能隨處存在，並約制行政權之作 用 槪 -:)»此時期強調實 

定法之重要性認爲法治國之原則應藉由實定法之規定如以確立.，而對 

於法治國之見解則可以德國學者G . M e y e r奧 G . Ausc細 tze所下之定 

義爲代表;，其認爲在法治國中，司法及行政皆應隸屣於法律規範之下， 

任何的行繼爲皆不得違反法律之規定，丨且僅在雜有明文規定之情形 

下，.始得千渉火民之自由.'(+注，二)。另對於法律?行政權與人民閛之關係 

則要求行政®爲不得違反法律，亦否得在無法律基礎之情形下干涉人民 

之自由或限制人民之活軌■，據:即所謂依法律行政之原則/(Prinzip: der 

.gesetz 由明 g敗  V 6i龙aiturig>’;.(注，三).+。… 么 

. . i不過，.上述所指之法治國.?•僅僅是形式上的法治國:，依照德國學者 

E L H t i b e r之見解《若僅存有權力分立、依法律行政以及存政爱司法監督 

之情形，對於法治國之形成而言仍嫌不足，而應加入適法性之原則（Prin- 

zip der LegalitSt) ，另位學者C . SchHiitt則強調應將人民的基_ 利

注—O  : Vgl. Startimeii, ,a:a.O .，.S.25
注---:Vgl. Stern, a.a.O ., S.768.
注二二：:ygl. S访rn，a.suG:,:多取l:
注一三：Vgl. Stern，a.a.O ” S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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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於法治國之槪念內（注，四>。就形式法治國之觀點.?凡是國家能藉由 

窟法或制定法而拘束自身之行動'，•'同時能透過制定法與法院保護個人之 

自由與財產者即屣之；然而就實質法治國之觀點，則須強調國家所扮演 

之角色與任務，亦即其基本權力作用一 立法、司法、行政間分受合憲 

_ .規範、制定法、法規範之拘束 (注一五卜按國家權力之運作，顏遵穿分權 

之理念;，亦即立法皆須受合憲規範之拘束，行政權須受依法行政原則I  

限制 ，司法權則受到制定法、法規範之拘束，並須提供個人自•由•鹿捣剌 

之 保 障 (注一六）。

就法治國之用語觀之，德文係以Rechtsstaat表示:，.英美則以,rule 
of.la对’法文則以'regne de la l池.來表示.，而各國對此用語所包含之涵 

義亦不盡相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治國之內涵始眞正確立,， 

世界各國並逐步加以貫徹(注一七）。現今對於法治國之共同見觫，巧是排 

斥國家絕對權力!之存在，轉而要求法律優位、法律保留之原則,，...使個氏 

'之自由能透過對國家權力作用之調節與限制獲得救濟與確保...(注-八泠

就國家發展之類型而言I，可分爲封建國家，瞀察國家,、法治國家與 

給付國家等不同之態樣(注一九此乃係配合歴史之發展逐歩演變而來。 

，固然由於給付行政思想之提出而使國家積極扮演著給付主體之角色.

(注二。) ，給付國家也成爲最進步、;最符合人民需求之國家型態.，惟基本 

'上'，其整體之行政思想乃架構於法治國家.之上只是將行政之功能录以 

進一步之擴充，'故對法治國家內涵之了解i，乃成爲探求給付國家之前提，

EH ：；Vgl： Stern, a.a.O., S.772f.> .
注一五：Vgl. Peter Badura, S加ztor此 1986, S.204 D46.
注一六：Vgi. Badura, a.a.O., S.204 D47.
注一七：Vgl. Stammen, a.a.O., S.24; Stern, a.:a.O” S.764f.
注一八：仰1. S tem , a.a.O ”  S.765. < ■ :. ■ 芯
注一九：參看城仲模，四十年來之行政法一文，法令月刊，四一卷一〇期.，頁六五。 
注二O  : 參看城仲模，前揭文，頁六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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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自不言可

‘ ■ V ； W -：■ • .-：1 .. ■■

;〔肆〕法治國理念之 内 涵 .

法治國理念僅是一項憲法之基本原則，其並非對每一項真體事實以 

憲法位階之規定义對所有細節提供明確、特定之解決依據:’:而是各依實 

際之狀況將此原則予以具體化:(注二―)。就法治國之理念觀之，實質正義 

Gereclitigkfcit);.與法律安定往..(Rechtesidierh_eit).'皆爲 

其所追求之目標，然而就立法者之立場，兩者間往往無法同時兼顧v而 

使其相互間每里現出衝突之現象，:有時優先考慮法律安定’注 V有時則強 

:調實質正義之追求:(注二二例如消滅時效、法律救濟期間等制度即是強 

調法律安定性至於再審•、诽常上訴.4 梢滅時效之由斷與不完成等制度 

則是著M 質正義之追剌注二三)::?丨. S U  .广::;.

_ .法治國原則要求國家與人民間之法律關係，應透過普遍之法規範加 

:以拘束，此不僅對於國家權力作用之運作有其適用，同時亦使人民對此 

運作可加以預測 (注二四).》•法治國家成立之最基本要素乃爲.f依法行 

政』，而行政之作用須受制定法與法規範之拘束.，,此處所指之法規範否限 

於形式之法律t 也包括IT成爲憲法、法律以及行政命令之法源?.至於依 

法行政之肉容，:主要包括了法律優位、:法律保留.之原則;.法律優位積極 

之意義乃指國家之行爲，尤其是存之作用須在制定法公布後始得爲之.， * 68

— ： Vgl. Gerhard Leibholz, Hans-Justus Rinck, Grundgesetz fu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ommentariX9BQrr Gv：Aufi,t Art; 20, 
Rz.628. i...

注二二：Vgl. Leibholz, Rinck,沿 相 R^641v」
注二三 ： Norbert Achterberg, A处 咖 咖 你 .价 咖 成 你 /ti, 1982成

68, Rn,17.
注二四：Vgl. Hartmut Maurer， 細 we知四. 丽 抑 1985,7.4. 

Aufl., S.77, § 6 Rn.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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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亦即法律在位階上高於國寧之權力作用；至於消極之意義則係任網

行爲皆不得違反法律之規定。另法律保留意謂憲法將特定之判斷權限予 I

以保留，除坪透過形式之拷律予以明白之授權，否則行政作用 

律所明定之情形下始得實施(注二五〉。其中法律優位強調的是內涵匕之 

合法性/ (inhaltlichei .R e c h t i M /Jigkeit) ■，1=®階之命令或個別行政竭租 

必須與上位階之法規相符合;法律保留則要求在—定領域只飾符合r_

定之條件下行政機關始得發布命令，.亦即此命令之發布須由法律翔我_ 爲_

之機關爲之，至於再授權之情形則須立法者明確表示准許再次授權始铝 

爲之 (注二六〉。 . ： ，
. . . 1

.法治國之基本理念主要係由以下之要素加以組成：亦即法律安定 

性 、法之和平狀態、權力之分立、以正式之制定法f乍爲法規範之主嬰内

容、禁止以命令代替法律、法_以民主方式制定 '依法行政原則 

等原則、比例原則、人民基本醉J之保舰及由獨立之法院提供人民槛 

利保護之途徑(注二七)。依傳統之見解’法治國之內涵乃指國家權力之迎 

擁能依憲法與形式上、實質上皆合乎憲法規尨，.且已飾之法律始塽:/考議 

•發動'，以保障人類尊嚴、•自由、正義與法律安定性.（注二八>:$淑卩可將之 

歸 納 成 似 下 之 思 想 鏈 憲 法 一 法 太 類 尊 嚴 — 自.由一 正義 .'

法律安定!性 ， （Verfassung----Recht-r——M enshenwfttte
—^-Freiheit— ^ Ger6chtifekieit-^" Rechtssichei：heit) ，而法始;圃騎 

則即是爲字達成上述之■目的而產生《注5 九>〇 : * 4

注二五：Vgl. Rudolf :SchwekkhardtM/i[fi«we^ies
4. Aufl., S.102f. Rn.227, 230, 231.

注二六：Vgl.Maui*eri a.a:0.，.S.272, 备叨如及父  .二.£;
，注二七：Vgl. FrankMayerM/few邮•财s Ke麵 z/如祕sm ^~3 . Aufl” 1972》S. 

21.

.注二八：.Vgl. Stern,, a.a.O” S.781. ' 二， ' ■ ■ ■ . . _   々

注二九：Vgl. Stern, a.a.O.,S.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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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國家爲T 達成以上之目標而由人民手中取得櫸力，丨惟依前述 

傳統見解之推衍，極易將法治國與法制國混爲一談，裔就其翠展歷程而 

言 ，也易導出經由#證法你成齒裁之情形■，相如德_ 於西充—九三三年 

受到納粹統治，即是藉由法律之制定來恣行獨裁者自身之意願 *表面上 

雖然仍舊賦予制定法優越之地位，但當時之德國充其量僅係^法制國。 

實際言之，，.'法治國乃渉及價値判斷之間題，.是其應參考如下之要件.，.以 

驗‘_ 是否_ 於 眞 正 之 法 治 X注 三 : :  ‘ 、

“ (1)將_乍爲二般法律之基本規範，並使其成爲國家最高位階之法 

規範一此即憲法國象原則 “(Verfasstings t̂aatlichkeit)70 ‘ •

(2齒於規範國家與欠關搞之法律必須考慮_ 乏尊嚴、.■'政治自由 

•平等、:基.本 權 籾 保 障 一 二此:BP 乂類尊巖.、.自'由，、權利■平等乏原•則 

(Menshenwiirde, Freiheitlichkeit, und Rechtsgleichheit) 6 

⑶ 國 雜 力 、功能須分配於不同之機關，而其相互間亦得互相拘束

--- 戒如_力分立' <福力監督乏原則';’(G_dralienteiltinM Gewalte-

kontrolle) °
(4)以法（R e c h t即廣義之法規範，而 不 以 雜 靡 轉 興 ）作辱 

國家運作之基礎，並以之界定其行爲之範皤，纖 益 ^ 法 ― 關 ，法 

'律之於行政機關與笥法機關^此峁法拘束性脑 I..Ckeichisg6b u n d e n -

heit) ® l； ： ■ • ■ • 乂',1 1. .乂二-

你)藉:由獨立乏法院以法定迗程序提供廣泛旦有效之權利保障途徑 

“~ 此 即 滅 保 驗 她 6品 … 匕 

: ' ( 6 齡 _ _ 貴 枉 之 體系;3而在機關實施錯誤行止之渺，國家 

應對火耝所唼达侵•提嫉賭償•此即、賠偾嚙系丨’之原則 :(Ent 

schadigungssystem) °

注三O : Vgl. Stern, a.a.O., S.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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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靡家所爲;干渉人民之行爲，須符合竭當:性、:必要性與坪供脾^_此

即逾越禁jh  之原則.(tiberma/S.y 神  ot)'?,.,:. .
就前所述.，我治國谭本身即涉及谭値判斷之 @題 、

符合法治國原 則 ’辆參酌前述之要件以爲斷。.. ^ 4 - ^  v
_ 立 法 司 法 .、行政之挥質顶言，縣 輯 到 不 同 興圍务—

先立法受到合憲規範;.'(verfassungsnj納 g& Ordnurjg)..之拘枣爾^其

所訂立之制定法能合乎憲法所揭橥之基本精 神 ；厗之，，軍法與薛^ 哼

爱 「法」:.(恥 cht)乘 f制卑法j ..(Geset?).之辦束. 規命

令 （Rechtsvero+rdung),可說是介於立法齊行取間之交點因爲基_办

， -個 埶 行 構 關 在 其 _內 麵 依 制 定 ， 權翠布■命令

猶 事 務 之 綱 ..、竭用領域蹲義而谭過實際之勢行將法律辑範^•賴

體 化 （注 三 二 ： . . . . -  ' 广.....................  . ....... .:.:； >孩 ，

〔伍〕.族治攝理念現今所雨臨之難羅;..

於西方民主i 彖

就西方民丰國家觀察，主 要 脊 賴 二 種 捧 律 髒 系 趣 卿 鄉 ―  

與法律觀（Rechtsanschauungen) ，其一係源自羅馬法、日耳曼培朝取 

滅的歐 .洲太法系，.其;I則是肖.英_普通铸所膠辑构英美痒勒难二法 

系 所 據 以 爲 細 的 法 律 觀 本 即 麵 砸 ，.導致兩煮間嚇治轉罐 

，staat;< 咖 p f la_ ) 禺 解 樣 晷 俾 三 努 巧 费 挣 顯 輝 雜 弯 酔 律 體  

系之中.，不同客桂律體.系丨;，.自會形搏莉^的怯.治_辱想乂而潭也可瑪P

注三一 ： Vg：l. Erichsen Martens, a.a.O.，S.49. 
注三二：Vgl. Maurer, a.a.O. S.46, § 4 Rn.13. 
注三三：Vgl. Stammen, a.a.O., S.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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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者不同的歷史演進，■蓋歐陸國家了中舌諸侯國徐的專制思:想 

(A b s o M i s m u s ) 因而形成0 後對專制思想的種種皮翻，前這也對政治 

卩思潮的演變産生邊大'尚影# 。反之'•'，％ 矣美法系的峩展汜;，'對於反舖專 

翁1所生品思潮，皮倒女換萁形成之塞礎(诖经0 )。雖被邱二種法系存有歷 

史發展、演變上之;差冀， 仍可歸納如下共通之基本原則:(注三珀。:

(1)國秦_ 法律規範乃奋別存在:，國家並不被視爲法律規範的最高法
•• ..... ..•，••. ••• . • •

源 。 ::

⑵法律規範If政语而言係上位之架耩、因而具有法律極位之特性。 

.'(3胺律規範具有调限國家_ 力知乏效東;_，同時藉'由_基_本權利之 

:規定以保障人民;^權利'，以建立法律去雜 :杨 htskifcherheit) 。 

透過上述之共通原則以架構出法治國理念之基本方向。

現今，i 於給付技政思想之'溺漫，_ ?祕 之 不 斷 擴 大 ，因而也 

不免會對法治國之一* 基本)M則 造 成 響 。且由於逐渐習於以政治觀點 

談論事務:，也極易形成政铪的意識型態也丨〇边sierung des politis- 

dien) ，推此絲誤導對問齄的思％方向。其次’西方年靑人熱衷於對馬 

克斯思想的_ ，造成了M宽思恵想:的更新，間接也帶動了政治思想的 

變革，至於變章的結果會如何，■固然可在未來的嵗冉中得_答案，但就 

.以 钰 的 經 驗 ，:豉&蠢識型態4匕-的思搶，多.少會妨害法袷國廒則之運 

作 (注三六)。

二 、於社會主義國家

_ 去共產圭義_家申，由於；除以馬克思思想與列寧崽想'0^1^8111113 

-ten ism u sf作倉齒家、:社會2 ；最高指導原則厂齒而也形成了與夭陸法

注三四：Vgl. Stammen，a.a.O” S.200. 
注三五•• Vgl. Stammen，a_a.O” S.200, 
注三六：Vgl. Stammen, a.a.O.，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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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拜美桂系截然不同的法律認知...(R坪h ŝyers脚d n is);.，丰轉||
法律規範宾要寘行於藓俄蘭俄阜酉元? 九 -*年 學 轉  

予 养 產 丰 義 優 勢 的 地 由 此 發 展 串 一 套 辑 跨 昨 法 筆 寧 秦 & *  

部 竭 想 埤 爲 整 個 法 雜 柳 上 俾 結 ^整 體 社 網  

向 ，但嫌社會生活規範的形成仍冉轉治階層所操縱,丨因“ ^ ^

規範具弯階級特性的畸形發辱。.在共車生義辱家中义法 

扮 織 方 法 、手段之角色，只是- « 革命的武器(Waffe dei^ 參  

tion) 且用來作舄控制社會灼丰要工具，因 件 在 觸 國 购 帀 雜  

跨 時 (即可長_ 適相）.的 法 律 領 降 (〇>枕明邱 !〇11631^11|：) ，與 範 之 內 - 
涵與法律價.値亦可能_ 時樂動.，造成葬律規範欠啤持碡 

( ontinuitaet)、(注三八).,？v  ....r

正確而_ ，.在井產丰_,家中 :，.法_ 範僅是階辦特性的考徵，而_? 

國 家 輝 爲 一 寧 級 麟 另 I 個階辑昀工具，.法律娜早純寧戀濟與:「:::‘ 

社會實際運作之方法.，,且轉屬碎政治釋率之不'而構華於共 

之±:?由以上之說明可知，欲在共產生_國家內實與法抬辱务理 

可能，因此只能丨声其穌 爲 聯 丰 麵 !|J

keit) .，,亦即摩爲法轉聛係爲靼合政挣兩產生，.並隸 竭 聯 治 ^ ^ . 

而成爲政靖啤E 具 '革命的武费.，.:,部 觸 囉 形 成 剛 啤 卿 每 I , :  

意發動與對人民自由提供保障之功能（注三九 >二

三 、於開發中國家 x  u

:在鮮世 題 國 _ ，珠 卿 聊 顯 相 當 醉 哗 坪 ， 誓 灘 .. 

.7.許多的啊成辱其轉寒成 .輯 .熱之'前，: 雜 愛 殖 明 耗 葬 （

.•.、’1 . 
说..屬

注三七：Vgl. Stammen，a.a.O., S.202.. , . 
注三八：Vgl. Stammen，a.a.O” S.202f，i;. 
注三九：Vgl. Stammen，a.a.O., S.204& ..

# J如非洲國象即是如此)「•，因f e，在菌七即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 

制度v —古面是其)！生的種種習i t k ，另一方面則是由殖民國家所引入 

的西另法制、歲許是歐_ ;(k 馬 #、日耳曼法)冷制，或if是英実法_，

也因此在此= 種不同法律通舊中'，每‘形成許爹蘅突:(注6〇)::。雎然這類國 

癌式完成政治上的 細 立 由殖运國象依西方精神柄建立的法：

律規酿;，仍在食中實際論作:，加土爲齬合祕會的*嚓需要而採用原生的；

習 慣 &制 ，雨‘相宜影 #邊 )^當撞麽汔 S 豳關係|:。挺此問塵之解决乏 

道 * 應 將 樓 ie的法赛編 i 予以系統的整合1，以便加以變革更挺.，並 

配合所繼受的西方法制，.设餐&符合'社會命經濟發i s乏需_要' (注囟'-)。但 

在變 澡 相 也涉友了#多基本價値的問虐:，例如道德價値與人類 

尊嚴之觀念不勸贓，雖 然 议 上 題 ，但祕中國家峯竟 b 朝此方 

向努力，自然値得慶幸（注四二）。

〔陸〕結論

法治國之理念乃賦予法律規範具優越之地位，並考量適法性之原 

則 ，以免領導者將其作爲遂行己願之工具。蓋法律規範最主要之功能之 

-即在備限政府權力之發* & *並提供人離利有效之保障，因此 *雜  

立實質之法治國，除了形式上全民遵守法令之規定外，並能使人民之尊 

嚴與權益獲得相當之尊重與保障，才是眞正不可或缺之要素。因 此 ，舉 

凡憲法國家原則，人類尊嚴、自由、權利平等原則，權力分立、監督原 

則 、法拘束性原則、法院保障原則、國家賠償原則以及逾越禁止原則皆 

須加以遵守。

:-法给國之基本理念： 403

注四O : Vgl. Stammen, a.a.O” S.205. 
注四一 ：Vgl. Stammen, a.a.O” S.205. 
注四二：Vgl. Stammen，a.a.O.，S.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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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0 理念之發- ，，、於不同型態之P 家中也面皞；T.各自不那备 

題 ，.首先在西方民主國_中？由於給付行琢、;福烈晴离 之 辱 1 

政權之強太，:因哗以髓格票求法律保职興則即顿臨挑戰。生於新' 

馬克思學雖之垾出，也會卿挣思想芩變革寧 生 一 卑 轉 之 影 藏 箱 |  

會主義國.寒'由释僅j降毕律規範曙統治之 .□:具，:因-欠缺能長期★完 

的法律規範與固卑$ 規释內辑.>.法律價値;，.肖释辨烤_零利用斧 

限制疼啤攆力麥意發勒與對人早提俾保嗜之功能。.開發中國家， • 

受之法_與原生铸制穿有極太:之差異_，造踢目互^之衝突狀坪，邮 

中作奸整僉之□:作，乃罈爲開發中國家法轉展之要務。„ . . ,二 ::J;
總之:法治國興爲現伏國零考声老瑪想，如何將發與過擇电藤 

之 難 野 以克服，.以堪其早日實現當爲未來努力之方肉。 ' 心

- :::W'Y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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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閡網

評論

王健壯/ 正義必須以正義的方式取得

2016-08-14 01:53

聯 合 報 王 健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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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委員會位於北市伊通公園旁。記者李順德 / 攝影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已經總統公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也即將在九月掛牌運作，蔡英文推動轉型正義終於跨出了第一步。

從顧立雄出任不當黨產委員會主委，乃是由總統欽點可知，蔡英文已決定親上火線 

「帶領國家落實轉型正義」。但既身為領導者，就必須實踐以正義的方式追求正義 

的基本原則•也必須讓涉及推動轉型正義的相關法律，不至於落入違憲違法的口 

實 。

蔡英文是否逐條逐字細讀過轉型正義相關法律，不得而知。但目前各項相關法律版 

本 ，都出自國會黨團之手，都是泛綠版本，也都是朝野表決而非協商的產物，泛綠 

色彩之強之濃殆可想見。但也因為這些法律完全由泛綠主導’立法過程中的錯失’ 

都在多數決外衣下被掩蓋。

例如，轉型正義相關法律都屬特別法，轉型正義的相關組織，也都是不受組織基準

法所限制之特別組織；但其中有些法律是否牴觸H 固案法律禁止原則」的基本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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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些組織的權力是否違背了大法官五八五號解釋的規範？這些疑慮在立法過 

程中都被刻意忽略，也給了大法官日後進行違憲審查時的可能空間。

以不當黨產委員會為例，委員的任命由行政院長派聘，主委更是特任官，亦即處理 

不當黨產的那些人•全由行政院長一人決定•並未經國會同意程序，既不同於仍在 

審議的促轉條例草案中的促轉會委員_也不同於行政院現有體制中的N C C 委員； 

但追討不當黨產的人權大責重，豈可由行政權一權擅決•而迴避立法權的同意程 

序 ？

更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處，乃是有關委員會與國會的關像。不當黨產條例中 

規定，委員會「應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每會期都有向 

去院報告並備詢之義務，專案質詢亦所在多有，何以不當黨產委員會衹需要每半 

年向立法院報告一次即可？這種特殊的行政與立法關像，顯然也有刻意規避國會監 

腎夕嫌。

換句話說，不當黨產委員會既屬政府法定體制外的臨時性組織，組織成員的任命又 

未經國會同意程序，再加上委員會運作也衹受國會半年監督一次，這樣的特別組織 

與特別權力，即使日後把國民黨黨產追討到一文不剩，但以不正義方式追求到的正 

義 ，還能以正義為名嗎？

一 個不當黨產委員會即有這麼多爭議，未來要在行政院設立的促轉委員會，以及即 

將在總統府設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不但層 

級更高，權力更大，違憲違法的可能性也當然更大；如果以不當委員會為例，稍有 

憲政常識的人，大概都會擔心民進黨將犯下更多逾越權力分立的錯誤。

蔡英文有強烈改革企圖，所以她在用人方面乾綱獨斷；再加上她不信任既有政府體 

制.因此另闢蹊徑，在總統府與行政院內廣設各種委員會與辦公室，這種委員會治 

國模式•是在走憲法的鋼索，玩權力的巧門，但因為她現在站在轉型正義的道德制 

高點•沒有人敢質疑她所有作為的合憲與合法性。

民進黨多年來推動轉型正義，其間歷程就如同「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 

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這首詩所形容。但得意而忘形卻隱含可能 

覆舟的危險，違憲違法而不自知或不以為意•也可能形成政治的暗流，蔡英文不可 

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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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黨 產 •轉型 正 義 ■ 蔡 英 文

•都說女生只愛$ ?魯蛇就是沒春天？
Sponsored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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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下同)89年1月 1 3 日本院值日委員黃委員煌 
雄接見陳訴人陳訴：有關國民黨黨產事項•請調 

查 ：1.各縣市鄉鎮所有民眾服務站 .其土地房舍 

之產權 (或使用權 )之取得方式與條件。2.各縣市 

黨部土地房舍之產權 (或使用權 )之取得方式與條 

件 。3.政黨附屬單位土地房舍等財產來源之使用 

。4.鑑於目前已有政黨補助條款■理應要求各受 

國庫補助之政黨 .公佈其財產與收支細目等情。 
經黃委員煌雄核 批 ：「擬自動調查」 。

2016/8/24
〇>
CN
cn

个 寸

大 綱

壹、 調查案由................. 1

貳、 調查過程..................9

參、 調查意見.................26

肆、 後續處理.................58

伍、 結語...................227

•89年 1月1 4 日黃委員煌雄、張 委 員 富 美 、趟委員 

昌平 '林委員秋山簽署自動調查案件申請書。經 

本院8 9年 1月 2 4 日(89)院台業壹字第890 7 0 0 3 6 3  

號函核定派查。

1



♦ 嗣因原調查委員張委員富美於89年S月20日出任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經黃委員煌雄徵得江 
委員鵬堅同意參加本案之調查•於同年7月11曰 
簽奉核定後•經本院89年7月18日（89 ) 院台業 

壹字第890706034號函核定加請江委員鵬堅共同 

調查。

•旋因江委員鵬堅健康緣故.懇辭本案調查工作• 
黃委員煌雄爰再徵得張委員德銘同意共同調查• 
於89年10月7 日簽奉核定後•經本院89年10月 

1 2日 （89 ) 院台業壹字第890708761號函核定 

加請張委員德銘共同調查。

2016/8/24

•調查過程上.江委員隨堅病重請辭之際.對此案’ 
仍甚為牽掛•曾在住院時親自寫信給黃委員煌雄 
(為表懷念•謹將此信附於後） •江委員於信函 
中提及：r ......長久以來.弟亦認為國民黨黨產

像台灣民主化之最後一道障礙.對於政黨政治之 
三大原則：*■政黨平等』 ' 『財務公開』及 『黨 
內民主』均係嚴重違背.如不排除•政黨政治有 
若緣木求魚 .......惟為落實民主基礎.吾兄等之

精神與努力•鍥而不捨，實堪欽佩•亦弟樂意追 

隨之最大動力…… j 。

•嗣本案調查案由修正為：「行政院及各級政府機 
關將其所管有之公有財產贈與、轉帳撥用或撥歸 

予狂圉土人中國國€黨所有或經營■是否涉有遠 

失乙案」（以下簡稱為「黨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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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之 調 查 .曾 分 別 於 89年 1月 3 1日 ' 9月2 8 曰 

及 11月7 日函請臺北市政府等27個省市及縣市政 

府提供各級機關贈與、轉帳撥用或撥歸中國國民 

黨所有或經營的財產資 料 。過程中本院多次函請 

或電洽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充說明到院•

•89年 9月4 曰又函請行政院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前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提供相關資料 .及說明政府 

機關將接收曰產轉帳撥用給國民黨的情形。

美供屬 * « " »  有 A 飕錄« ， I .K ••曹 H A 取 （》 .■ ( I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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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所調閱資料多屬日據時期或光復初期的檔案 

資 料 .已 歷 經 5 0年以上 .黃委員煌雄乃於 8 9 年 
10月 3 日親赴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坐落臺北市士林 

文林北路舊美國學校檔案倉庫，瞭解前臺灣省公 

產管理處及臺灣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接收曰產等 

相關檔案保存情形 .在第一線相關業務人員的努 

力協助下•終於從灰塵中將這批即將到期銷毀的 

第一手檔案資料搜尋出來。這是本調查案的重大 

突破•這項突破也使本調查報告的公信力更具有 

不可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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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諮詢、約詢及履勘

關 麵 M爾;愼朦岡冶 丨 藝 興 較 員 ■

諮詢(， 89.8.10黃宗樂教授、張清溪教授、 
監察院4樓 黃 世 鑫 教 授 、許志雄教授、， 

^ 黃昭元教授、顧立雄律師'

_ 臟 _ 卿 ;隱 _ _ ^ 1 1 1
諮詢(' V  89':9:'t4H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 

監察院4檯 ‘ > ^處)馬永駿副主任及鄭國珍秘
第4會議室） ，書

i咨詢（ 89.9.15 蘇永叔知授、謝瑞智教授、 
監察院3樓 陳 愛 娥 教 授 ' 曾 巨 威 教 授 、 
第3會議室） 王泰升教授

2016/8/24
〇
〇>

約詢（ 89.8.17前行政院巍啟祿秘書f t:—::刖 
監察院4楼 財 _ 許嘉棟部萇曁所屬國::
第5會議室） 有財產崮李瑞倉肩長波賦税

署游能淵副署長、内政部張• 
博雅部曼、李逸洋次長暨所 

- 屬前民 +政司林慈玲司長及 

會 岢 曾 :麵 祿 等 相關秉 
務主管人員••：. . ■ •：. •• ...... ••

約詢（： 89.9.21行政院主計處林全主計長， 
監察院2樓 劉三錡副主計長、司法院民::
第1會諶室） '事廳楊隆順廳長'行政院法

' 規委員會3長自強主任委貢'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陳美玲司 
長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李^ 
倉局長'内政部地政司張元; 
旭司長及桃園縣政府財政局 

. , 蔡吉源局長等人。

6



2016/8/24

保存憒濟

參 、調糞袁晃 ^ 參 、調查意見

_ 、審查經過

•第一次：90年2月7日 .4位委員提出調查報告(其 
中趙委員昌平加註「對處理辦法一部分•保留個 
人意見」 •林委員秋山加註「對部分文字及處理 
辦法一保留不同意見」）；黃委員煌雄與張委員德 
銘同時提出糾正案文，經財政及經濟、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第3屆第37次聯席會議討論決議： 
「本案撤回」。

---審查經過

•第二次：90年3月20日.黃委員煌雄及張委員德 
銘提出調查報告甲案；趙委員昌平、林委員秋山 
提出調查報告乙案，其中黃委員煌雄及張委員德 
銘兼提糾正案文.經財政及經濟、内政及少數民 
族委員會第3屆第40次聯席會議討論決議：「本 

案保留.推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召集人謝委員慶 
輝參與協調整合.並以90年2月7曰財政及經濟、 

内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3屆第37次聯席會時. 
所提之調查報告版本為參考依據.儘速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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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調奪翥馬

~ ~、審查經過

•第至次：90年4月2日 .4位委員提出調查報告(四 
位委員均簽署•且均未加註意見）■黃委員煌雄、 
張委員德銘同時提出糾正案文.經財政及經濟' 
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3屆第41次聯席會議討 
論決議：「一 、抄調查意見一 .函請行政院就國 
民黨轉帳撥用之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確賁f  

底清理•依法處理。二 、抄調查意見二•函請行 
政院就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蹇經營之 
19家戲院 .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三、抄調 
查意見三.函請行政院就贈與國民黨之公有土地 
及建築物.確實激底清理•依法處理•四、抄調 
查意見函復陳訴人•j 至於糾正案文則未通過。

二 、調查意見

決議.並經行政院代電核定辦理、在訓政時期•或 

屬有據；然在訓政時期'■由於黨國= 體./ 該黨雖因 
具有國家機關地位.而得代表國家管理上述國有特 
種房屋但該等114棟房屋.之所有權仍為國家所有 

•僅像由該黨以國家機關地位管理--*:於行憲之後_ 
該黨不再具有國家機關地位^自也失去其管理權限. 
:至於114棟國有特種房屋所磨基地併列轉帳部分 
..傺遲至實施憲政後之民國43年始經行政院令准 

_ 理轉帳Y 以是時該黨在性寳上已屬私法人團體_

2016/8/24

: ^ 1 1 1 ^ 政 _ 將 國 民 黨 _ 麟 _ 收 輯 :  

•有特種房屋（曰產房屋）.以轉帳撥用等竭面處理:: 
方式移轉予該黨:•以及於行憲後將該等房屋所辱基。 
地併列轉帳予該黨•顯與當時法令規定有停.•行政.
;院應本維護■國家財產權益立場•確實清查該等房屋:: 
汲基地現況';•依法處理。

—'意莧一忐蓉丨商蕓 
棒 谁 用 之 114擦國宥特 

胃最高委

二 、調查意見

:並非政府機關〜.卻以轉帳撥用之方式取得公有尋屋 
所屬基地所有權”顯與當時土地法規定有悖•行政 
院應本雜護國家財產權益立場確實清查該等房屋1 
:•及基地現況' 依法處理〜

〇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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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4(

參 、調糞寓m 參 、調鸾惠見
二'調查意見 二 、調查意見

鵬 驟 疆 瑟 遥
订政院及相關政府機關對於前薹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功惟行政院及相:關政府微關竟未能釐清兩者这分際:
:撥歸國民黨銼營之19家戲院•未能釐清該黨僅有 :•)致該:19象戲賒陸績0 有移轉予他人者••有仍.登：
:經營權而無概有權•.致該等戲院現已移轉予他人或 13為'該黨娇_  • '行政院身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 . x
仿登記該黨所有‘行政院應本維護國家財產及人民 應本雍_齒 _產及人民權益之職責 .確實澈底清' +
:.._盎之職貴、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 ••• • .' • •;• •.. ：

意見二內容摘要

按f 關檔案及史料文仟顯示.該19家戲院:爝臺灣:

捶•依法處理。

5 码 W 每择者芦釋慕顆妄•吸执真黨尽屬移父
鋼 民 黨 臺 灣 奪 _ _ 纖 _ 旣 _ 驗 黧 德 _

卿 臟 麵 酵 麵 靜 _ _ - '  ,,

_ J :調查意見 i l 'J l P l i i l _

二 、調查意見

意凝三
.:备踢政府機關將甚管有公有土地及建第物陸續贈與: 
;琴房黨•顯與憲法規定及法律之實質翁輔有悖■亦 
似與蓦灣省省有財產管理規則列示之公者財產管理 
方式不符•行政院應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

意堯二內容摘堯
咨:鈹政府概蘭將襄管 宥 ^有 財 潼 y 自民國47毕  
起至庚國7 ?年 多 库 乘 _ 續 : 赠 與 麵 接 所: 

灞 單 低 第 矩 ；£地站輋丨 _ _ 含能 L7,的 0:2平方公' 

.疙:建築物37筆“■ 積 MKL2油 公 兄 ; ，备

f  、調查意晃

二 、調查意見

:該政府機關雖擦提經各識管民意機關同意,，並報經. 
其上級機關核准後.將各該公有財產贈'與該黨•:挨:. 
諸其程序•依事件當時之法律•'雖有所據•惟在當 
時黨國體制之下.此種獨厚特定政黨之作法•顯與. 

法律實質精神有違；又衡諸憲政原理.所請國有財： 
產.屬全國人民所有■政府機關不過是受入民付託 

-並為人民之利益而代為管理。此即中華民國憲法. 
第143第1項規定之意旨所在.故各級政府在管理 

、使用'處分公有財產時.自應以入民之利益為依 
歸•並不得損及人民之利益。過去各级故府{p i l f e r.

9



財產無償贈與該黨之行為已在人民及政黨之間• 
-形成不:公平之差別待遇‘乂顯與憲:法第7條人民不分 
黨派•在法律土一律平等的精神有悖•亦似與55 

年9月1.5曰公布之臺灣省省1有財產管理規則列示之 

公有財產窨理方式不符行政院應確實澈底清理 
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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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i! friFWS^ i\l 卟 m  ai：
JO.U4.06 张 俊 雄 ill! 戦 权院卯年 4 丹6 日 （90 ) 除台財宇第 y〇22(K)244 

， 902201)245、9022002機 函 獅 行 政 院 就 眠 《 
嗶 根 描 用 11猶 ®荀特 fill历既R其莊地、前0田省行 
R長官公职丨8蹄0 R 班成赶之丨9家SU院 、及各级政 
疔情間厢 與 中 a 防民贫之公 :疗土地及物（土地 
沾飛、迚 物 37诳）等三部分• WKRRKfA观•依法磁 
叩.

J I.Ol.22
>1.05.20
M .07.23
)1.0<；.24

弭 浚 雄 迎 戦 •K某行政除埋未辦耶兒ftl ► 本院以9丨诈丨月22曰 （i»U 
完台財宇®09丨2200080埘、9丨年5月20G (91)院台财 
?笫09丨2200387坡、9丨年7月23日 （則）除台W罕第 
W12200587戡 、9丨年9 月24(3 ( y| ) 院台财竽第 
KM2200766站箝纽热院汛GI丨啪坝兒沏•

Jl.09.13 :m  m  m M 取 今政險m r-(J月27CI院S W 芊笫OJ丨003M W 躭函逬M 到 
剜 S以 ：行政院9丨年9月丨丨日卸節次舍 S I決 麵 进 法  
昉部研18之f 政被不當取辟財成班现好、例 j 苹 *  .並 
於91年9月13□將肢苹架，送纽立法院® 饼•俟完成 
法丨 法(兹?!!•

本 院 描 出  
「 赏菝笫 
J IH3S 钳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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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案由

•據訴：中央廣播電台現使用坐落嘉義縣民雄鄉頂 
察段頂寮小段369地號及同段中廣小段607地號 

等土地 .像政府於民國41年核准撥款購置丄以中 

國廣播公司名義登記土地所有權人•並甶二者共 
同使用.現中廣要求該電台限期支付租金否則俟 
機出售該土地等情。惟前開土地像國家編列預算 
所購置•應屬國有土地•究相關機關有無善盡維 
護國家財產之實.其處理過程是否涉有違失•認 
應予深入瞭解一案(以下簡稱為「中廣案J ) •

二 、調查過程

•中廣案之調查.經分別於91年2月15日函請審計 

部 、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主計處提供相關資料 

到院。

•嗣經於91年6月11曰詢問交通部張家祝次長 '郵 

電司鄭添來司長、許專琴副會計長、法務部法律 

事務司林秀蓮副司長、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李瑞倉 
局長、行政院主計處谷萬平副局長等人。

2016/8/24

— 、調查案由

•中廣案像黃委員煌雄 '趙委員榮耀91年2月申請 
自動調查案件。經本院91年2月7 曰(91)院台調壹 

字第0910800112號函核定派查。

三 、調查意見
•中廣案調查完成後.調查報告經提91年8月20日 
交通及採購'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3屆@ 2 次聯 

席會議討論決議調查意見如下•並函請行政院督 
促所屬確責查明檢討.依法妥予處理見復。

32



二 、調查意見

按民國36年 明 1 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與中廣公司: 

訂立合約內容友箕他相 i 女伴豳：̂ 淑 餘 與 該公:

司閛之關傲•顆委託該公育_籀宣揚政令）:
• ••

意見一内容摘要

就相關合約及文性分析理政府與中廣公司間屬委 
託辦琿廣播宣揚政令乏合約關:秦縱該公司於合 
約声效埤間政府對該公司乏蒱助兮像以年度， 

中；央政府總姨算所刻對該放剪捕助費‘宴 準 銓 ：
予補助:.然仍是依合約委託._ ' 相 _ 播 _ 需 : .

• • ，： . ■ . ... . ..-

三 、調査意見

:嘉義縣民雄鄉頂寮段頂寮:小殺369地號及同段中- 
麂 小 娜 7 _奪 2箏 土 _經 查 應 馇 4 1牟度中 
央取府蹲預筹追加預算南編列補助:中廣公司擴充 

_播設備等臨時費223萬细 00元所購置:V :.

意見二内容摘要

:本案雖據交通部表赛相關案赛查無系事出地地號二 
資料〉，:欠細.關:佐I登 廳 斷 定 油 預 耸  

土地:即為本案系華壬地然據該部分析本; 
:案所記載之時間&政府撥款条額芨購置民盛土地^

2016/8/24

三 、調查意見

要所給予之捕助$ 責質土應屬m 委辦費u v注質 
對此交通部於9i:年.6月.3日交郵学第 
0 9 1 0 0 0S46.9號函所附書面報告丰亦稱：「中廣 
:公司於_ 成越期堇屬丰:國菌苠黨中央執行委 
貴會g 縴營範_ 為伏辦_ 營性賀^應鏖黨營事業.. 

之普癀公司粢政府M 該公育訂立合約並予捕助;• 
僅委註代辦宣揚钕令

三 、調查意見

。面積 P 與該部案卷記載均相符'4且據中央電台以 

瑞中總字第04 6 3號囪稱亡丨本台所屬 

雄分台74 7于赫夫線直使用之土地 )(.頂寮段頂寮 

小段36 9地號友苘段中廣>1、段6〇7;地號).:儀中央 

政府為加強對夭陸廣播输齒置 :其目:的茬砝設四 
搭 定 向 丙 辕 即定尚播音天癲汔四R 鐵塔 .): *架 .. 

設迄今50年從耒變寅g 途 ‘:。行 準 此 4縱於相關案 

卷查無系事壬地之地號其亦可判定系爭土地應愉 

土 缺 政 府 逭 加 預 算 舸 睛 置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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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意見

•本案系爭土地既像國家蕷算所購簠;•'卻登記為中 
丨廣公司所有.•，當時之主•管機關交通部是否善盡維 
:護國家財產之責、、行政院應督促所屬確實查明檢 
討.依法妥予處理 。 J

" 意見三內容摘要

中廣公司儼然是一公務.機闊'•其所需各項‘經費自 
36年度下半年至61年度llr. 20餘年來概由政府負 

:擔.■系爭’土.地亦是政府編列追加預算所購覃-•而 

今.該公司褪去公務機關色彩.原以國家預算購 
置'之財產，卻成為私有財產^顯與情理未合.行 
:政院應督促所屬確實查明檢討依法妥予處理〃

2016/8/24
〇
ON

四 、後續處理 _
•中廣案之後續處理併入黨產案•該案嗣由行政院 

併黨產案函復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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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朋: ^ — 、乂 ， 」叫 丨 i a m ^ u i s r

a .09.2S 游錤 埋 取 3 民薄;王屏埋耽於捩箱中笛9 贺拣産拓埋供出3 
篁示.其中第2點為：*"在合法的原則下•涉 

&  ̂ 轉格指用•無償《興 i 的國民黨現有部分房 
也，約1丨丨筆土地* 42班房屋•將主勖描贈.並 

ftifiB内W相明资枓交由律飾別•就有瞄捐賊的 
去体程序及步明^行研商、成理•另外*在接收 
日産部分•在中影公司所轄戲除•因庙公谭型 
埋纽热，内有相當部分的其他民股在内•涉及層 
面蚊樣雜•0 民然中央將货成中彩公司依政府有 

埋 •」

ff政KS?  •取W不 
兹取得財酿理痛 
网J 草 雜 »立 法  
充雄》 •約2遇後 

君 民 滅 首 次  
g 黨産S 理典出3 

I6S ^ »

Jl.10.07 游錫 理 取 _ 民》:正式将準面回明结厣拥明軍位的1丨1班土 
也，45班房厘（較91年9月25日S 示時多班）之 

g 料及很狀交由永然®f雜 律 車 酬  '眾值協合 
躺法律事窃所及明暉法津事務所共同姐成伊 
5P0 與受88單位進行接辑、睇轚•並進行回明不 
的 飾 有 推 移 轉 登 記 等 獅 辦 *

理壬席於91年9月 
» 曰宣示2迥 後 _ 
3 民嫌正式委托律 
_ 進行回睇不勖 
挪 有 相 移 锊 銳  
蓽有問程序•

>1.11.11 游铒 連 觖 転院91年u m m  ( 9 1 )院台財字别9〖2200卿 

脑請行 RBB» 絲 後 播 理 輙 果 見後.

)2.06.Q3 游錫 迪 取 家院《年6月3日 （％ >睇台辟第的22200413SI 
fiSI酿 陕 • 即 餅 既 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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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1 i f f 銳~ ~ r n r  峨 (««)院台fl俘 獅 姻  1225麵 m |--------- 1

述 诹 厅政院l)4印-：m i 6□院S W 字SStWO丨)丨0172耿函拟到陇m -
S民iRVItf描用之S有特aRSSIUMb:

(一） fK本院W)fp4月2 0 拗衣钳供所附決冊.S R 祺料 

m m 用特m 历民共丨丨4浊*述?£對地?3沿尕資抖 
結见，其坐孩括地計23,67«平方公尺•協商遇炖 

後 • 誠 以 抛 斯 所 棚 方 式 卿 有 K 纪者21啷 
i l{物2W! ■而衍289.07耶方公尺.土地24浓 ，而 
怊5,丨M 平方公尺*共餘土地B 移的第三人所衍 
或被B[收•巴無登纪為热进或M附陣纽甜所时

(二） SSC£對地箝資抖迅拐中，•分现尚筘3S贫帕奶坩用 
特M历地•朱列木院琪K報S*内•强初沙消逬 

職 •出誠以 抛 诳 所 龍 方 式 麵 0 你5 蹄  
•m u物2Wi •而W248.58平方公尺.土地5飛 ，而 
f«4S7平方公尺•為全而消jfigffijg仍商ffi似土地 

SSi内政部函抗各躲泔地政嵌BHlft助捉供仍软JC 
為M 及 期 删 缔 跡 下 艇 消 冊 . 綱 麵  
结采•計初•1,199.333平方公尺85«帜描用取捋 
其中仍登妃苒饯薄：所符街•有277K土 地 ，而斯 

HU44平方公尺，已協拟該黨同g 於確聪相關土 
地W钭後，以抛期所有推方式掰即.0何登紀 ：其 
餘土地已_ 第三人所将成被激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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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  I iij nj m s m k j ^ m s ] — .
W ' ^ ' ----------------------------- O 粧 94年2肖21日止，k 赏以雌所有 ffl方式W棚 有 挪

~>eer —-\\
(三）截至94年2月21日止 > “黨以抛IK所有KI方式
_ 之 不 助産•浙有權離•面扭知 .6坪方公昃：29JJE土 

地 ，面孩5,68丨平方公疋•按W年公告土地現值及房思现稅

二 f iS 駿 黯 盛 溢 點 B B M B 之19家 挪 ：埋査费

地箱沿革糊结果，断中彩公句 W供取得之戧院 有 眼  
• 獅 供為14,967平公公尺，目前仍登E 為该公局所有者 

為新世界 ' 雜 、费里•光華 '新生S家戧院•土地面 
4,683乎方公尺•雄B産尚於M年U月W日及M^ 2 月2日赴永 

然津師事務所與a 民黨委託之律師描商•惟受託律師表示， 
放黨僅同s 以m年度之公告土地現咖 除 土地播值稅後，再 
按箏s 公苟持有中影公耶 2 2̂4鄉 份 比 例 计 算 腳 挪 之 金  
額為3ft4,W 萬！》,428元•因II方仍未

三 晶 雛
(― )嫌 败 報 告 所 列 各 級 挪 麵 将 其 管 有 之 妹 財 産  

w與 酿 黨 各 级 供 部 及 其 限 曲 组 _之 土 地 計 雜 5  
37棟•雄査其中臺北躲中和市景乎段24地號係鼷轉載软登 

為该黨管粒 B有 姚 .巳 班 登 战 该 撕 有 • 另 思 度  
A淸 織 査 尚 有 梅 找 亦 K味赏受瞻取得，鮮 贴 桃  
明査報告中，已咖财與該當之級公所进洽該黨獅回 
厢事宜•

(二）截至94年2月21日止•孩黨巳完fi晒 W各 级 ％ 施 俯 _拥

*57

F 一 TnTTTT MIAU a s s - h  S » tea* 5 « T S 5 ^ 5 1 » 5 l? » 5  a# 9 ftt« r̂ 2SfiffX • fi$95
% - 問.* rmmtt 事 ' ' 件 〜

J4.10.17 谢長廷 馬英九 7政 院 再 政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産 由  
里期拥J 萆 某 .酿 立 法 味 挪 •

.

S在 贿 挪 触 杯 葛 . 挪  
吞10月27日始付香•自前次行 

將 孩 保 鄉 案 棚 尬  
充審嫌3年後•孩味再次將联 

邮 臟 娜 尬 味 棚 ，

14.12.15 謝畏廷 馬英九 破 部 S 要 求 地 政 麵 將 留 民 誠运 
生土地登記薄上，以 r 社8S法人中思 

S 民贫及其附班姐供取得之國家资産 
笮為资訊類别.加注f c i j 代理•提 
18不 知 嫌 中 M窗 不 當 細 •

自 財 政 部 越 理 專 案 小  
通妁2年後，内政部採取上開

rnmn-

«.01.04 謝長廷 馬英九 5政院谢長廷庚長於第》73次陳會获 

节：a 財敢部和里専案小级持纸  
薄査画民滅不當黛産取掙及現況，並 
雄奸志雄政« 委員趙果相明部金•研 
S 法律上採取9 當捏序或措嫌之可能

当財政部成立雛應理縣'J、 
祖約2年後 .期院 f t指鏑許政 
酿員研究法律上採取进當程 
茅或措梅之可姥怯，先後召開 
t次追討政黨不當取得財遂相 
_ 思 會 » *

»S.08.23 藓贞昌 馬英九 吁政赚貞昌院畏於第郷次陕窗软  
忝：团民黨黨産是S 漘民主轉抵正IS 
睢否K現 的 咖 嫌 題 ，基於為人民诨 
薄团家財産之貴任. 0 各 主 管 _由  
S 家慯某中涝査.並由財政结赏産由 
哩專某小组统辑•向社會大眾提出&

辟播於 9輝 1月25曰上任如 

固月悛，首次£ 求各王管麵 
由思家推9R中清31圃民黨黨隹 
酬 .

2016/8/24

謝畏廷

•取…，—”战：
酿 锥 財 粒 ： 班 ，5^13〇保 ：尚示^

a . 中 纖 H K i i S * 碰 支 抑
smsK̂ m is■ 級 ：

( - > 中廣公句接管日治時期鄉贱饱會各地支部 
財産•目前巳査到W筆土地*獅 校 64,484平 
方公尺•包括5 北市仁愛路基地斑、板描市 
民族段土地10班及花通市民觔段土地3笨 ，其 
中仍登纪為拔公司所有之土地面酿27州 平  
方公疋•交通部巳対板杨市民族段土地提起坊 
訟*

二） 中k 公荀通用政府預算a# a 之財s 结面 
饼 133,727平方狄•包括雜民雄基地2#  
及新北躲八里想土地19班•其中仍登記為 
詼公旬所有之土地面挤為丨33,430乎方公尺

35、 籠 騷 *sta供形-
雌 酿 5庙第6挪 益 未 充 ^ ^ 跡 ，因 酬  

不 娜 ，故 退 回 行 挪 栅 渔 時 再 达 尬  
院播a

馬英九 男其九触接任届民職挪後■公雌 示 ： 一 
- 、對於黨雖 出 明 確 的 腿 獅 .務 ，" ^ ® 008年以 

前 ’將滅産思理完9 .
二•爭w中 的 麟 .w待句法臟 * , _ 一

= 、沒有爭成的薄匪部分•將依法出®，出宙所得將 
® 先 购 安 s © 体 ，挪 黨 现 仁 之 用 •

拒埋主席宜

约3年後，馬英 

#1先生按任 
* 生席後再 
欠 宜 示 滅 西  
之 班 理 方 式  
K 完品時間 *

m “事 ...... -fr— 於里 _ ，■战1■■丨tiJj丨

巧.08.23 蘇貞畕 馬英九 g民班提a r 面對肢史■向全民交代 
-社明法人中國國民黨黨 赦 說 明 j 
•主要M雄赏産之歷史背景•内容• 
趟 原 則 、目 舰 理悄形、未來思理 
)；向 ，並依雄本除90年4月玥査報告 

賺英的分類，及 舰 次嫌辑有閲  
味産爭话拜洪來说明被进瓶的艇 
賊 職 産 酿 式 • 力 求 舱 相 明 法  
_規定與有 {||觀的要求 .咳赏表 
错 以 r嫌實齡 卜 鲕 淸査 '依法 

S 理 '完*1交待' 交 付 酿 *退出3  
s .的 理 當 灌 •

g馬主席S 亦茛理z 由埋万 
$典完成時間約丨年後.圃民 
K提出黨産辑珙明•並首次 
薄本院钃査報告相關内容及 
II査委A 黄埋雄所撰 

向黄昏j —文 *蒐嫌於財 
牛中•

>5.11.01 薛貞昌 馬英九 纽民黨成立r黨 酿 雜 賊 财 ■> 
址召開第一次會級，由禺英九主席主 

鄉雄典甩•並強調 .敝肢委员會 
缺 航 謀 求 黨 座 間 洪 ■ 對 社  
故民JE有淸楚的交待•

眼 篇 提 出黨 産職明後棚  
多月，钹滅成立「黨産S 理 

委貝會 j •並召間第一 
欠會进•

J6.03.02 蘇貞昌 馬英九 fj峨 提出 r酿 部 >»耷國民篇及其 
紐 事 箝 、財通组_有取自國家资 
S之辦理情形贿報告 j •

本院提出r铱產某j 調査報 
挪年後 .行政部門首次提 

乜較鄉之黨産 £理報告• 
曲報吿内容包括溉産淸査情 
眵 .雄理W形 （成立當産處 
里専案小 组 ，訂定黨產協商 
S理琢則、作第規班及«理 
s 序等） •及目前a 理结果 

0 -

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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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裕;03:如 邾 貞 垃

S9B̂ d ^

馬 英 九

^ ^ SSr^ ® # Ŝ S 9
肢 腿 院 認 足 綱 纖 就 顿 飼 所 有  
麟 台 鹏 • 板 则 f民 臓 8帘土地~；«  
W決交通邡敗訴迎贤法令，於74年7月 
WSIbhJ細 贫 他 賴 登 娜 固 有 ;b i i之 
B利人登紀為中明公司，睬H5無软•予 
以晓麻，恸问i f % ,

m

^6.083-
J6.12

强 氓 雄 馬 英 九 2007年8月至12月山行政院嫌西®®小 
_ 埋 「識 不 赌 • ！? - _ S 獅  

』全陳越迫西.將來自政府與 剛 所提 
供之公文 ' 職 、出|财钱8猝各麵枓 
filial片 *分別在费北市、台中市* 2!孩 
除 ，高雄市、理林胁等5個地呢报辦主 

削 W腿 •另在14個躲（市）以活舰5 
H的 方 式 _ 麵 》向团AJK示 消 规  
!U •

>7.02.04 張 俊 雄 热 伯 雄 行 政 獅 次 將 r» » •不魏■ 娜 理  
眯例j 苹某•函窃立法味》琏•

阳上一•次近2年平浚》行 
玫 院 笫 3次將胲銥例军某

W.Q9.25 劉 兆 玄 吳 f fJ雄 t r 政 院 》4< f -J p j 16Q 除 莰 w 字筅 
3940010172敗函徂.0 本院第三届卷员 
昤_J4i p i月3丨0卸住，故米提M 时政及 
逆S •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宙聯席®瑰 
M雄•孩院在本除第四屆绝與朱耽哦期 

10 *男無後绡赍逖讷形函％到院，至本 
齡SHUIB委©於打物月丨Q耽味後.本 

% 始以97年！I月25日 （97 )院台財字笫 
» 7 2 2麵 職 雛 院 ©促 所 明 將 麵

if、、

2016/8/24

吟  W /W 、l -p " 广-1 f i ^ s 0 m s E ^ m ~ ~ ~ : !：、V c d ('t m:[”』 雜 给 n
黨 褰 走 向 黃 B  —

i l i l i ：： 

!f ! I i l i l l (l l !!;
Ea£a?^m 'i22^BS5222Ei：<

赛 I
IP s
?l i ?

微 §s i2 2 3 | 5 ^ S2 5 ^ SKSj^ £ 5 S2 ：趣 S-i2Si2a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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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4

S B  ~ ' ^ I5_J
F  &  ■ a w  T O T  g 掰 把 月 廳 盤 觀 7口 黯 囍 u 證 题 I

鋼 r a 飄 K 4 « i.
Sift:

前 掌 關 民 滅 取 職 朗 酿 各 煩 不 励 産 之 餅络計土地753牮•面«(丨62.22公W ，截至97年10
月3旧止*转黨以抛棄所有推方理届有挺e 
之不8*$ •络計有M筆土地•面8U.6215公頃’

=H 驢 觀 纖 i — 之舰
除 ：
前濟査期中彩公司轉根取得之粧院有U家 ，仍登 

記為该公司所有者為新世界，男薛、费里•光第 
新生等5家败除•其中新生战院已於》3年6月2曰 

出售•國産馬多次@ m圏民黨按當時土地公吿現 
面加四成之金額.並 將 餅 於 獅 期 間 出 挪 生  
fi職部分房地之雄分價软•一併腿■賑 ，惟捣 2 
商未果*男味Si® 任禅却於96年P 月《>日向塞薄 

5舰 方 總 进 狀 拆 铒 _ 中轚民國對中彭公司 
所有5 北市薄瞒描星段3小 段 松 ' 456地截土 

地 （斩世界B傲基地）所有描存在 .目祕在法

=.f | ^ iafUBs»K̂ « ± ttzucas«i ：
截至97年10月31Q止 ，国民满巳完成回饍各级地 

方 _ 額 拥 _ 黨 財 產 杜 靡 坶 ，獅 1 
棟•尚未赛成根PB之:£地計M«g »建物4悚 • 」_

苗前次行政 
院 將 黨産 
案j逸理情 
形函值本院 
• 3年半後 
•該院再次

j後埴雜理 
情形函後本 
眛•並埋本 
味函软轶院 
纸行督促所 
睡每半年將 
後朗辦理携 
形見值， 
.關於國民贫 
轉格指用之 
國有特種房 
屋&其基地 
部分*首次 
出現仍為國 
民黨取得或 
使用圉家各 
類不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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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挪 棚 MB瓶 ：

(一） 中廣公司接啻曰治時期费濟放送tiRd各地支部：
1. 恨娜民族

段 土 地 ：97拟 月 5 □ 财 商 等 法 院 E —W判決交 
迎 部 肋 訴 ，判定 ii袵土地仍明阐家所有•因中烘 

公司洱上S? •刻山fB布法院班？fl中 • 2•花迎市民 

助段土部分：5 Sf花迪地方法P别 7年3月3 D E判 

交迎部敗昉，坡部不胆判決上訴，目荊li lS f l®  

莽 細 碰 分 院 龍 中 ♦

(二） S 中》公司浬ffl政府頂珥明苗財西：除的逛辟之
r 莪民雄茲地j 及 1"八扭機宽土地 j 外.尚莉 

*■天禺3t进历地」之不5肋西丨/3明12強0 ，係山 
交迪郎S 列 娜 规 • 共 中 ：

I •菘箝民雄SJ& :范绳W年5月取高法院邦決交迎 
部敗拆三帮定如.

2. 八m機宽土地：交迎部敗拆向商法院上拆， 
邳 法 院 5>7年 <5月丨2曰判決锊回B ® SS等法院 
故 山 财 締 赚 獅 中 •

3. 天馬計进土地（彰fb賤芬面檐贫> :96年5月17 
曰庇布法院三$ 判決交迎部肋訴，並於！>7年5月

^ 完 成 移 W國有登纪《
& 、 邮 不 當 取 棚 產 遘 理 嫌 和 之立法悄肜：行政

院刚纱7市2月4Q函筘立法味附ft , 目前仍在 
密 副 “ _________

断 土 地  
753报 

而 桫 
162.22 公 

13之资料 
允宜可解 
择為 
年 多 琪  
蘇 院 長  
财 各  
主1?槻昍 
山國家相 
某中汫逛 
雌 之 结  
fli*
.中依公司 
埋用政府 
預 厕 S  
财 麵 於  
天 馬 誠  
止地部分 
交迎部訴 
藤 訴 ，

if<v

^  r m ^ m  i S m  顯
fifd进ns中肜公司轉wuwie•之戢院有 "家 .仍登紀胲 
公司所有者為斩址界、葫s 、坊姐、光洒、新生等s 
家 繼 .其 中 新 生 纖 （位 於 苴 隨 强 贿 ）已於M 
年仴2日出宙•氐西届多次函斑函民供抑取团麻•仍 
無迪~步结纸•眩局乃以靳世界（位於兹北}lijgjjg®  
為訴扭棟的.於96年12月1»01&}賊 syyib方法院訴 

訪砲趄中那民团對紱公司所贫£E北坩S5轺眩柄诳段3

n 罐t r a m i i f i p 糖中
前ffiiSfflfflj至》7年丨0月3丨□止•國民赏尚未完成捐阏 
之土地計1賺 、組物4抑•炖新核對统計該麻尚未 

完成回贈之土地计7浓 ，Jfi物4W! •(外丨ill路民眾胆務 

m™ 趙 摄 地 •：係 峨 分 仙 馈 明 贸 ）
中01公!0班管曰治畤期疆溥放进te g备地$ 0 及31用
政府用WWBW灌 ：荊次函诳，交迎部巳對中廣公 

司 舰 STf松J i(WR«5中之描描市R旗段•花脑民 
勒段•八JS供宙3垅土地除花浬市民勉段如也雜® 崁 
SUS??沾院花越分除於98年4月29曰判決交迎部敗訢 

，热部巳p m & 上拆外，其脉2某均〇i於最高法院及 
笠删等法院密埋中•
r政黨不當取is财躍 朗 嫌 拥』之 汹 惝 形 ：行政院

1«?於91似月4曰函®立法除泡雄.削 味 有迪度

自由時報98.2.13 A1

2016/8/24

- - V  ••-- - —̂ m m m m a ^ S S S M
■m iMi m m t s ：間 贼 ； 冊 ££

W.01.19 别兆玄 疔政除5)7苹丨丨明2丨> 曰院3财字笛丨丨抑U丨524H7坳 
呑资极到院，统本院M佧丨月丨DQ (!»8)院台财 
竽笫<19822W0Mftt® 莳放院《行饵促所明每半 
哪 趣 獅 祕 賭 •

)8.04.03 到兆玄 M■政部依行政院m示 *行文内政RU•盟求逆 
貧进舰在 土 聰 獅 ± 2 ： rCl j 代理Jt纪 •

内政部於!》»¥■»« 
u a 函名躲m »  
伢树知地政m 【u 
搏代as社•紀子以 
则 除 * 自 於 卩  
R 赏衹连土地哲 
记洱上註3fifl：QJ. 
f,r
joj除 代 碼 • WJ 
li!
共 3 年 4 個月在

W.06.30 别兆玄 洱伯雄 f7政院‘川尔6月30曰院Q財字笫丨丨脚丨0•!丨)235站凼 

舰到院略以：
一、 BSfittl供18用之9 有特HRSS其S地

的难抿@民满取得或扯用囝求各類不则西 
2 W枓 . 1s t !•土地753班 . KiiW丨rt2.22公m 
«至卯年6月丨5E1止 ，0 R满以抛诳所.打|fi 
方式辦朗®钌登纪之不则西.缃§1•苻56诳 

土地•而m i.m w 公 甩 ，4浊历j®  •而 
M537.M平方公尺，

二、  治B薄省行政S官公霤担HB民RUS之

〇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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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S S H I H f l H ^ S

jjW 時’_:10:.26...入 s-.

I  ̂ . Juj- m m m .孤 桃 *

is.12.30 铒?;[茜 馬英九 洱英九IE席於S 阳《；屮常& 中來示：目前尚朱68分 
2 葙西仍進行的訴2 J某件，如符平垴•正當性不足 
W問某•本« 部分將不丨if上訴•

田民轱文饨旮 
:!£.庄玫圾辦公 
飪提供之 *川卬 
12 «3_) □ 1■人 

R 的 支 持 m  
议 們 苡 火 的 进  
3!•赏话讲范进 
叩 1抖而猊丨!M *

川.02.06 吳敕孩 馬英九 h~政院邶计:12月3(丨B陇5 財字第的则1丨阳(；驮函杳 
K到 陳 ，炖本院抑年2月6 □ ( w ) 院台财芋 
系IW)22000K2纰函13胲院位促所麻毎半尔將後绡辦 

现 膨 購 •
W.07.05 吳敦孩 馬英?1 厅政除W牢7月5□院51W字笫丨丨9卯丨》83«0败函奄IU 

到院略以：- 、_民黑奪尊糴描用之B有 特 棚 S S
n m m ：

鮮 厢 05R舰 辟 或 髓 醜 各 Si不麵资钭  
總2h t地753祇 ，而丨«丨<*»2.22公ra ..因火部分旱 
於本院調逛前即被敗收琪出搭怪轉笫三人.铱 
觅w印f»月2K日止，胲被以抛枭所苻描方式辦 

现0 对 登 之 不 则 菝 ，計时56筑土地.而愤 
1/»225公田，4陳达物•而丨形37.65平方公尺• 

= 、箱S S 省行政R官公鬌描》和民霣級s 之19» 

t t皖 ：@西局班列其中玨北市洱邡@茚世界 
m院土地捉起所符描確姐之昕，尚在法院游现
t|» •

本次逬拟供迎 
W.形 ，並無明 
阳迤趿 *

0
6i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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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f w m  asS is

吳教菝 馬英九

, 9BS〇HI8NBmaHZ22ffZflBMlSSenil 
a 民當已完成回sa各级地方政府描關捤饈核 
黨財産之土地H*72锥 、建物31楝 ，級霣新核 

賺 酿 尚未充成回w之 土 地 請 ，聊

B» uxfflauiiHiim財灌：依时政部9睥  

12月ZZ曰函斑，交通部已對中成公葡提起 
祈 姐 仍 娜 中 之 板 描 市 赚 段 碰 市 民 勘  
段•八里檐室3思±^ •除花蓮市民勤段土 

地IR — •二審级判決交通部敗铒後乘缂通 
商法麻於99年S月6日以M年台上宇第813被 

識 ：W 拜 決 脑 ■ 棚 賊 高 等 法 味 花  
埋分味j 外 ，其餘板棰市民族段及八里檐

甚 ; 咖 立 法
1R形 ：行政(充97年2月4日由講立法院赛罎* 

惟尚未播人程序委負會.

ff政院99年7月5曰院■財芋第〇9_383W期函2  
(I 到院•法本院99年12月23日 （9 9 )铳台时字第 

)992201096雠a 班睇督iem屬毎半年嫌後_  

蝴 形 見 後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2016/8/24

-需鲁寧i 處成
OH J*- 12 M AO a

中面脚八龙味家样<*_一 - -»Sfr-W--ta.̂  
fc?<Ca®*^无兴嫌力 的，少少
以 供 相 考 • 政家要的满 《 * • 就无 **為我•們妙 

Mfc著 • 卑的成念 • 聿租碎代*1*5011■冉事就 情 并 *松对 
>創对束蝉 • *|»|*»轉 进 •
« _ 新 •代的挑戰美卞 - 本* ■ •了《̂丰韓•《* 、

•好1供;*肩冷出發的路度••忍寺裳的未來•拳發 展 •■於*«供食4 
择进•針於：*c鲁事第的《̂ ^處 成 • 我们把*®机為边 
.本黨•《•冬史集，嫌患轉似大戰略令的—樣. ，**•本摩* 
.杜會礙•我的« « « ，史不先«••戏♦ •政赏的神木而相 
•而先》«乎*^龙*• 贺的再造 ，京機 ***1*®6的料逢* * 

极 - 先本束 :*■换^■勿=♦*•會• a 甘丼3■̂來的 
«■_<• 會的a&■惠嫌•
• (決 賞 <•*> -

a -mr
x 決 i«t 賞 <•*> •
r本赏賞表處成值
-^ate^s-*3jtn.-* i«〇

制下•巴史付你■*«>的 令 資
z 〇i> •

營事輪5

H i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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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牧 莪 馬 英 九

J j r  •〜”件•一
0 r ^ P R B H K ffH S firoH 39B iS B B 5 fflSr

B92UX用 供 ■ 财灌：交迎部已對中
供公司提起訴松且仍K庙中之拒描E 民肪 
段 、花缒mes勒段 *八里概宜3 珙土地•其 
中八111機莖土地案•理5漘!6S等法院於灼 
年7月i3B判決咕以•想判決閲於鼓回交. 
迎部麵第二項之訴 .S 較 迎 部 货 撕  
im 用 之 賴 均 麵 ，中限公旬路細 
北坩八组瞄小八m坌段十三行小段地败  
等lfl讲土 itU以取收掼因収®所有很之g 纪进 

规•中明泠司不取於》9年8月"曰拟起上拆 
後•筇诞®!SS法院於1»!)年12月17日狱定H回 
妓公司上訴•全莱已佐砸定•其餘报捣坩民 
族段及花班市民勉段2案，分 別 由 躉 等

|H, 難 立 法

1R肜 ：

行政院97年2月4 曰函窃立法院?gffi _ 尚朱
. . 排人

m e 院丨咖1U月12日院s 财字笫_ 丨《0丨1&4独函 
迕姐到院 • 组 本 院 100年3S J7 Q除台财竽菊 
UMKUU22W眺凼訥肢除馆促所皤毎半年將後坩辦 
麵 形 見 值 .

自由時報99.7.195
A1

2016/8/24

J g g f ?n〇 8 F  f f S d ^ a  SK5K挪  -------HI------,'_T^^viiji>rWifitfWtt
iooToTH 淇 教 箱  M 英 九  制 miiiuSi2□胳 咖 挖 笛 I»mKimI<u盼 A 郴  k ittu ts y ,s-BMsiim厅政味IIK>印1月12日烷s 财字笫I (Hit丨um 164姑@ 從 

院略以： a 民IR flM ffi用之B 有特穩K
s z m s u b ：

砍准描BJR热取沿 或 家 各 頌 不 则 西 资 抖  
總計:t 地753m，而依1<».22公丨H •因大部分 
平於本院S3®別即披|»收珙m ®睁i$3B三人 
轱茧9!>年12月3丨曰止• 孩JS以抛期所有W方式 
at)®团贫®se之不勋匪• si■狩56坩土地 . 而w  
]^225&10，4MUU!物 . 0li|fl537.W平方公尺. 

，前B 薄省行政S 官公S 抱M B民黨》X 之 I9K 
趙除 2
觔濟2£«中肜公司mR!fiKf之戲院软m 、 m e  
悄形及頭西周进列其中xf北rnsswE析世界fli 
院土地贼 所 存 舰 ig之訴' frsua分® an,共 
中段處分R 2B ,浓述取® 法院•砍定H回中肜公 
司之W抗 触 巳 嘥 在 某 ：雜 土 聰 簡 確  
S8 2 拆 ，述疫薄5 北地方法院於卯毕12丹13曰 
判決®西© 敗訴•拔周巳於伽年1月30興狀 

向 慰 方 法 院 依 法 抛 iQ上拆.
.各級 a a u 與 腿 有 班 《 : 

团民热已完成回W各级地方政府WBH抿跗煦 
JttitflE之土地3卜7251{ 、让物 :《1睐 ，肢进尚米 
完成回W之土地3+7笊 • 迚物3汕 »_________

尕屮廣公句浬用 
坎府 BI8：WWfli 
拒中之八瓜谀宽 
: t地 茶 • X 迎部 
封狨公司抿®土 
吡所w itn? 在之 
诉 * 绀筱K 沾院 
昤卯年丨2月丨7 日 

故圯驳回2任公句 
上拆 *金VK交迪 
部盼拆尼诹外 
找 他 各 舱 無  
刃阳进肢

自甶時報99.7.194
A1

I自由時報99.7.22 A：1

iTT̂ a^ro»5SBSgg,
鼬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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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4

W ]  i x s m r m m ^

h  麵 是 辭 是 福
i srm ssv天公布t 去年度neutft 
； g 玄治K金 •HUft的■民黨的EM6 «  

: 金 tt入才7 5 0 0 多霣•暹少KK钃寘 

i 的1霣70〇〇»萬* ffl最H民貫有XB 
i 4 資M叻公鷗《U8人 •KSS3 XS千多

! M*if9SISUU(!lA0«

捐 躲 人 致 估 埋 民 多 赛

駐 m京《m m « s 【台，》

k 大e 立 有 {取抬K余曲> •供定n  
人 ■集n 和企a 明《t的守nra金頦上n*

asflusn 金的《 a  不 fiRMK 
B . ••蹙的 & MRÛ & 指 KAH9  
多 .因 ftltURA•町 UftftaKAIt^

• « » « ^ k w s • ±nma
珂H8(高，值f id s作 選 果 的 *尤 

供邊if寅•而老H的m

小ISffiK. « 少成》• 賞的
IFRffSl • MffXIKSaÛ REUKil 天S«Sf>

轶 埜 支 持 者 馆 用 匿 名

有 触 • sr名抑h 
« 分 •掘SXIfSS43筆• ff 連199 
R : WB朗 卿 8 S •只有3 H .«  
违 19 多的ISyUCSR# • A5tRK/IIE<

不 9 £ ^工 的 明 £ ,甜 RSI她 名 表 fl • tmtSIUl& tlK S . UU9  

s 本 勳 作 和 人 • 不任.真工的供两年比於X外時代的自供方法•仍然抒在铒多j K81US* • »ea«w*a • ♦ «〇« *»■»•»
: *£H5 »  •否期典B共和JUflS本的自
< 民)社t不ft下台.而台ilje ^ IS M  ft期的SAA& 金a 换路UlUB多7  2 作S Z的朗封f f i,
! ttBB ter. 有3 項因《 t «U8Al»UtS的播肋• at9ffiSPI««WJ8RSSB*-*

用以不必好力jftts  9 iuuR E»B民 a m  > 3 成》其他黨昀F相» 务1)!>_, 
fl人和金JU9S也B&丨SX i»«a  • « J  t fttIKRyaWI的fiyjEHtjjj^ 
不必》jS t與 篇 勘 和 的 企 系 校 油 S tm « .萁ftftR .

2SSI^ ' S |Ŝ  B S B S E I ^ - -

: 1 « 畔 7 * .
a 不 阳  

v«E(£S«'
:班m s ,但eu m srp tt  •尤 
I , , m u u c tA 在黨印s a  

i>霣於勝遇(KM人寧!^典有彩謇 
> 可t s a n t t联  MEttnmff. 
\ ^ a n a « »  讲 肢 • B£H

5iii?9.8.31,A4j

P  —  -H i 囉 L
麵

B
自由時報99.12.22Ag_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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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炷

100.07.20 l ^ W  ~M 7 T 号敗院l〇<丨年7月2丨旧除费财字第_ M>丨22卯 難 賴 b ： 
以 ：一、B民黨》供指用之B有特0 ^ 1 ^ 叩

依期:摇S 民抵取得或使用B3家各》不励鹿资枓.
鄉卜土地 怕 纸 .而 如 62.22公 ®  •因大部分早於 
本院調进前即被饭收成出B移料第三人.供31100 
年6月16日止，拔賊以抛斯所有描方式辦埋@g有登 

記之不勛匪•計:ff56浓土地， 公頃，4 
棟 職 .• 賴 M7.65平方公尺.

= 、的» 薄省行sie i宮公署担» a 民熏炫s 之丨9家si 
院 ：

前汫资睇中肜公司畤根収》之戲院取诳，出 ®惝 
形及届菝局姐列其中赶北市越栖@杻世界故除土 
地极起所有推確趄之訴 > 餒班分3 窃 ，其中假挞 
分《3 ) ,臶绒iajej法院软定驳回中影公司之再抗 

某 ：至於土地所筘报確g g i拆 ，结 
窃ar费北地方法院於邮叩月13日判決咳砮敗拆 
銪局巳於1(10年丨月3 0 具狀向EK5J5 北地方法院依

0 民热已完成回W各级地方政府«昍埚K8玆热财 
菝Z 土地St72班 、纽物3丨桃•銥赏尚未完成固跗 
之土地3t■ ，職 3抑.

.:次逛腿 
HM形•並 
無明SI酿

2016/8/24

---------- 酬 士

田、甲属公苟]长霣fd)3時期置翔取活扭霣 &项戈》议 
B 府 預 篇 :

交迎部已對屮廣公司描起诉松之扳桷m K旗 段 、花 
诬 iHR姑段•八 ill機适36S 土 地 ，除八扭檐贫土地岽 

筘级 fiiiSi法院《J!)年丨2月27日钺定驳回胲公司 上 訴 ， 
全某巳佐確定外•其餘板说i丨I民肤段及花E m K 助 

段2莱•分別由S » K 等法院及兹》 ®猝 法 院 ?S迎分 
院 韻 中 .
rB熏不s 取相財s i s 理描明j 苺费之立法惘形：

行政除於i>7尔2月4 日fflS5立 i£■院班描，tiE尚朱W人(2 
序 卷 0命 •

IUU.0D.0!) 吳 締 馬英九 行政院丨丨H郎 7月MEJ院SH俘 染 •!<丨mwi22w站函资 呢 ■  

择木院丨〇(丨年明yQ院台财宇第丨(丨02M丨)W5铖函珀狨院伢 
Ji所际Si氺轵)1择浓坩浙邢讷形毋.坩•

101.01.06 吳敦孩 麟 九 f?政陇川丨咔丨月613陇HW字笫丨〇丨丨丨丨2M.V观 函 迕极到院 

洛以：
L 、B 民 細 格 描 用 之 B 有 特 脑 抑 英 眺 ： 依 繩

被丨K» lKH!fflS荥各《不则箝之H抖.總3丨.土 

地 753邢 ’而执丨(；2.22公 ® •因火部分平於本院朗 

逛饷GP波故收或出S 移轉第三人，铳計JRJE丨00尔 
12月16曰止 .賅铕以抛毋所符描方式辦现团•何® ?>e之 

不贴應•計商5fi诳 土 地 ，而 t?〇.62W公 頃 》4浊舟EI 
而 咖 7.65平方公尺，

二、雜 薄 省 行 & S 官 公 著 抱 略 民 黨 ISS之 院 ：

前消迕w 原中肜公司wm m w2 戲院數m 、出 a w  
形 ， 咼iil列«中职丨:市越祇EWMitW獻院十地

« m 讷形 

並無叨阳 
舰 •

0
6
2
/

006

F

51



1 W  相 ^ H fjg碗 缺  l i s ^ i  y w — i ^ ^ y j  师 卿  _ n r ^ g
w ^ A-------------------------------- ssem 有fiKfie^ K 、賊 分 締 •其 中 挪 ^

馬 軌

» . 業 理 最 高 法 回 中 影 公 闻 之 m 告迪巳 
職 在 系 ：至於土地所有描確雄之坊，络想3查北 
地方法{充於押年12月13曰判決S 産咼敗訴•該局5  
於 too年丨月3日具狀向金薄金北地方法孩_ 提起 

上娇，目 前 由 - c , ^  
三、《ta n ^ is i明 BXK2 公有± fl成 建 期 8 :团民黨 

巳 完 成 _各 级 地 方 政 府 _捐 》孩痛財隹之土 
地計n 班 • 3 « m 抹 ，該黨尚未充^回《} ^ ± 地

晬、 響 脑 脚 备 地 支 ) 》脚
用 挪 HJMItUI囊 ：鄉 部 已 费 中 赂 苟 StjSSTF 
松之梅描區民族段'花
速市民勘段、八里撖里3班土地，除八里檐宜土地 
某 ，索钱» « 法院w年丨2月27曰裁定驳回该公旬上 
坼•金案已告班定^卜•並S»妥所有柑移轉曼纪為B 
有外•其餘板油{&民族段及花蓮市民勘段2某 •分

麗
行 細 7年2月4日由明立法院S 成•惟尚轴认桎

2016/8/24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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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09 ~ m F 洱兴九

^ ~ SIHEH3HfiSIBBE)IIE2 SWr^ ^ £ B K ffiT ~ ® ^ '
满已完成回賭各级地方政府捎明捅《f胲衹flj歴 
之土地計72帘、1||物31W1 .賊尚来宪成回Kt之 

. ± JttI1-7m * SJSWl •
机 中 廣 公 3 接e 曰 迨 時 期 肢 糊 is•备地支和及 

理用政府WBBWJttS : 交迎部巳5沖廣公司提

起拆松尚米確定者為报描狸氏旅段、花迎市民勉 
段2进:U也.分睞如下：

- )板描E K 旗段案：中淇公司不取53 5高等法院 
卿 9月27Q判決捉起上跅.络 臟 法院Hu 
年4丹5 0 判決：*•撖判決斟聚，發回gji5igi$  

法魄」，刻由琢9 iS!等法院箝埋中•

(二 ）？6越市R 勘段桨：的级费谭商等法除花迎分院 
SH01年丨月丨9日判決交迎部敗訴.詨部巳依法 

r驗 占 逛 二 酿 最 敵 _ 现 中 • r n 黧不》取两财％财嫌例 j 9费 之 立 挪 形  
^ 茧 im年6月27日 止 ， 被不當取得財西堪理 

卜 _ J 法 ％ 尚 雜 人 立 法 院 卿 挪 输  

行政院101年 7月丨8 0 院S 财字第101000U235號函进斑 

苎 院 •拔本院101年8月;)B 院台财字笫WU230102纽 
函 職 味 促 所 明 毎 半 啸 後 鑛 理 娜 遞 •

2016/8/24

陳沖 馬英九 hr政院HH尔7丹18曰P充B 财竽笫1〇1〇«08235躭®逛泔 
酿1>名以： '  國民黨II棚 用 之 B 有 特 脚 取 冥  
B地 ：

依拼摇BjK滅丨RW玫Wi用國家各《不财所之W抖 
边31•土地753浓 •冊拟丨62.22公r a ，因火部分平 
於RS窃院JW2£前即披氓收或出舟移科笫三人•统 
51•銥至丨0丨年6月30曰止，核麻以抛《所何|«方式 
W埋甬铒登纪之不则西，JhfT56JK土地•而馆 
1.6225公頃，6W!UJ物.而1?1丨4,657.23屮方公尺 
(03®列*W4W©S . 537.65平方公尺，你茄計 

及W路大捆）•
前 省 行 ftfi(官公■描》8民熏 «1»之191^0
K : )W淠查WKC中《J公司WW収}!f之K院K ft 
•出扭情肜* @西％也列共中S 北 市 狨 妨世 
界14職 :t 地 提 廠 额 麟 之 訴 、醜 分 獅  
« 屮K
越分数财，SRSSiR® 法院饿定S3回中彤公司之捋 
抗 &並EiW足t t某 ：至於土地所有描砲轮之辩 

组H谭孩北地方法院於卯卬12月口曰 判 決 屏  
敗訴• ?站?巳於丨咖「:1月3日 狀 向 H» H北地 
方法院依法拟趄上拆•現》W5 » S 等法陕雅观 
中.

帝闭民进料 
MU8 用 之 S  
f l特 M 历段 
汝其茌地 
玫满以抛谌 
沂耵描方式 
W现 S 有爱 
1C之不勁匪i ĥir 56 m  
土 地 • 而 
W 1.6225 公
m
i(5U{物炫让 
岛6Wi •时肋 
14.657.23 3js 
方 公 尺 （刖 
S 列 讲 4W! 
U S物 
537.65 

平方公尺 
你沏計貫路 
达及 ¥(践大 
WI ) 外 •《 
此各也項沘
m m m

I I I P I S I H W

s f f l i l i i i i i i ^ ^
I自 涵 丽 i : i w

I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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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 作政院102年 I丹15曰陇兹財烘宇第10201M060眺出 
以 ：一《國民黨H椎19用之团6特SU8S

依 職 0 賊 取 得 雜 用 固 家 各煩不则西之S 料 

總31•土地753饰，而1»丨62.22公孭. 因大部分早 
於BSS院姻逬|】{|即被®收或山®移锊第三人•依 

JW■政部10UP7BM)□函银 _统奸软至101年12月 
21 a 止•離以抛獅•有推方式辦賴有登記之  

不!E/JUI，缒对•有56饰土地•而似丨.6225公 ®  . 6 
應 逕 二 卿 4 . 6 5 7 , 2 3平 方 公 尺 .

. 篇 行 酿 官 公 8 描 卿 民 熏 财 之 1 9 财

汕 »进 《席中彤么荀锊糂取辟之故院软f l ，出讲 

W ，隨 難 列 其 中 聽 市 卿 獅 世 界 搬  

:1••地提起所有描確認之訴、假遇分IS葫 ，共中假 

垅分锒銥•辨姐法院狭定 *5回中髟公司之 ]IJ 
抗 毋 並 已 職 在 案 ；碰 姚 所 有 推 砲 政 拆 • 
缌S 两 SWt地方法院於W*f-12月丨3 口判決國 ®罟 

敗 訴 • 已於丨00年1月3 0 具狀向5 3 5 BE北地
忍法院依法提 ffiJiSTF ■ 現 娜 财 K 歌 搬 节 理

& t i is ia a {UBi£siK；̂ 有± t s s » d a f t :阈 民

麻已完成回瞅各级地方政府WWI捎BS肢热財西 

之 土 聊 饰 、纽物31W ，M 尚來完成回I® 之 

土 地 3十 饰 * _ 3悚

» 於政滅财骄 
t 凼理•改由 
勺政部併同 

玫薄;法j 苺 *  

考《 * 法務邡 

铒 提 之 「政货 

不常坩捋財西 

除例 j 軍》不 

舰 勵 则 ♦

1•政m&j淨 
襄•眾餌行政 
宪101年 K月31 

□ 梭 敝 法 院  

涟描•琺线立 

去院内政、司 

进及法制荽员 

& 於 10丨咋 

1 0 用丨1 口及 
m月

W 曰 2 度召 

坩聯席含昧 
醉m 後•尚 
农PIH
坩舍硪欲行悉 
箝 *其他各祺 
g並朱有矩勋

江 賴

a:錯

職 九

職 九

?71&院102年1月15曰ES费财拱字笫1020丨20060锻®逛 

出到院• SF•本院丨02年3月8日院台游第丨 022230221眺 
函舍織院 健 所 _ 柳 : 热 _ _ 描 形 輸

$ ^ 如 0 邱 7  月 3QP)t細 俘 第  U)200MK)29/£®?£fUS| 
W 乂 ：一、B 思黨》M描用之S 有 相 明 棚 蹈 酱  
叻：

依從捤@3民贫取©或 使用國家备» 不勦31之资料 

鄕 (•iJtWS饰 • 贿 m 62.22公 頃 •因大部分平於 
除窃院調S 前即被圾收或出舟移抑笫三人 .统奸 
賊至102尔6月丨K曰 止 ，玆热以抛期所贫描方式辦 

迎國贫登?必之不幽菝 * 總 3t 宵 56诳 土 坶 ，而欲 

U S 益 纽 S ，6怵讲®  •而泔丨4,657.23平为公尺
. 莳鼉溥省行政課官公繼描Mssauss之1»班0
除 ：

前洸逛M爝中肜公司WR取得之彼院败飛、出 B  
饨 肜 ，0 產雜迅列共中获北市越稱E 新世界戟院 

d烟 起 所 擁 職 8 2 訴 .规鄉高等法院於1〇2 
年5月8 曰判決网匪翌敗訴，祓谘依法向通;苗法陕

- 觀占EM驟驟商法随拙中•
: 、各tsasusnw腿 黨 之 錄 土 触 棚 嫌 ：

团r 描已完成回跗备级地方政府機明拥貽胲描財 

所之土地奸72班、職 31悚 ，難•尚朱完成回跆 
之 土 地 麵 、边 姆

本次进似拢

m m m • ̂
银明期迆奴

2016/8/24

厂. ni. 也 is_nuii4ira；isnuw3fwr9n 9r01、平明公SJJ5BS由時期tt两OX话18蜃》畑£«1  
及}I用 獅 棚 供 B財S :
芡迎部巳對中明公司提起拆訟尚朱確定者為肢 

W ER族 段 、花迎市KS城32K 土 地 .分 KI如下

(一 ） 扳侦區民旃段某：中讲公句不服s a ® 等法 

院 100培 明 27日判決队呢上昕，缂 © K 法院 
101咔4月5日判決：「原判決府枭 .软回 a jfl  
高禅法院 j »刻出5谭 ®等法除进现中

(二 ） 花浬市K 助 段 某 ：前绒 5 3 1 ® 等法院花延分 

院於丨01年丨月丨9曰判決交迎部败拆•肢部已 

於 10丨年2月13□依法0WQ上拆•述限 IS?法院 
里01尔 10月16Q判 決 ：_原判決莳枭 .發冋 S  
«商莽法眛花埋分院 j  , 刻山茲《商界法院

l  J £迎 分 院 _ 沖 •
哮、 rsi黨不sr取得财產處理嫌和之立法ffi形 ：

内 政 部 _ 政麻法•所描政 满 法 • 亲 就 政  
« ‘法庇行8诹 » 择想珙投资之g 利)丨咪股f r a  
诹 » 钦 ，依行政院1〇1年《月310函送立法院锥  
琬2 政 総 苹 某 第 45痛 . ft• 獅 r本 法 断 刖  

政 雛 舰 投 ¥!之e 利 雜 ，路於本法施行汝 

2年内將;》股 份 、出资钧谦：raw】無 法 玫  

科m« ( i彌 不 合 • 應 )玲 6 im月内估旺于诒 
聯 j •巳w 相 臓 箱 》腿 草 獅 行 政 隨  

螢 @政筋娄员 101印3月1 9 0咕阳會lit拽致共戡 
山内政邱併同政被法 京 埋 在 某 . 故 r政满 

不當取埒財鹿堪现防例■菜絮不丨ijai拍排勋•

3r ^KSfif®5H3K5SHi$SSSBH5$B3n9ir
31用BWHflHttIB財蘆：文讪部對中《公司捉起 
訴訟尚朱SK定港為K摘® 民胩段、花迎泔民助 
段2这土〗& , 妓交迎部戏吿如下：

(一） 肢槲ER昧段某：SittKBi锻 fe院於1(12年4月昍 
坷決交迎部购诉》W中W公司於冏年5月70抛 
起上3| •现M6S15商 法 獅 SB中，

(二） 花理市氏勒段某： 琢法院花越分院於102 
年5月20Q判決交迎部敗訴，肢部刻•数邮丨丨師提

一  ffl上訴屮•
每、 邮 法 J 之立法悄形：内政部_ 玫黨法.所

祖政赏法苹某，浓枕政衹法轭行)W政班级话或投 
« 之 侧 【臟 賴 獅 敕 ，已 擁 IIH政 撕 K 
之册 2  *雄S S 政UJ娄R 於丨0丨年3月丨9□进坩法 
務部與内政部召間協商相關含焫搜致共逋，政赏 
取W时西2 炽盹•山内政部併同政班法每某®迎 

在某*政放法萃某S 行政院丨0丨尔8月3丨D函送 
立法院游抜，立法院笫8屆 5R2舍期丨0丨年10H25 
□内政、司 法 及 法 制 & 笫 2次epm& maf进 
汝•無箝立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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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9江宜梅 馬英九

到院•埋本院102年10月3日嫌台贿第丨阳23U14 

雄a a 坊 除 碰 m g g ^ i i 將後嫌麵情形
a 鼉署进列费 
比市萬轚s 析 
k 界 掀 土地 
提起所有很確 
炫 铒 ，鄉  
« 法 院 102年 
12月5日以102 
申台上字第 
234491徒定班 
»上坊驳回 
玫辑定瓛外 
其他备事項並

前清査S 原中影公司轉帷取得之K陕败S  • 出 _ 胁 • 
售谀形•園産署iB列其中田b市 离 蓽 勘 ^界  

酿 ± «越 所 有 推 挪 之 訴 ，细 瓶 絲  
孩於102年$月8日判決S 産署敗拆，抜署依法向 
最商法味携起上辑•最高法除於102年12月5日 

以102年台上字第2344航软定酿 署 上 娜 回  
班案 敗 拆 酿 .

細 ：
依 掌 腿 絲 取 賊 使 用 S 家备類不臟之货 
料 ，结 計 ± % 7 $班 ，面W 62.22公明，因大部 

分早於監赚賊舫即被徴收成出售移帱第三 
人•依財政部丨02年6月25日函報•撕 费 至 肪  

年12月U曰止•该黨以世聚所有推方式谢理國 
有金蚊不 助 思 ，計 有 5 6 « ± ^  ,面铒1.6225 
公頃• 6«暖思•面欲1 4 + ^ 2 ^ 2 3 3 ^ ^ ； _  

: «苗 9»省 棚 酱 官 公 * 推 脚 B _ B 之1嫌

^ W lS^ S T i ^ i F I * Tl tt_
一 —!   1 ffT~ifsacsj xzsniB：m k m m^3〇m 1  t t

a * ta m is j u m m e ：

搏内政部査告•其研播之政黨法草某•除明 
时務公冊酬外，並明SSC2K之 鄉  

及 似 鄉 • 以 挪 制 政 篇 不 得 級 營 鄉 资  
«利91!1 • 娜 触 黨 從 軒 符 合 贿 立 S 
的之行為•另針對賊法節前 *麟 财  
或 餓 之 糊 雜 • 則 设 有 财 條 软 .明 定  
政嫌raa^政黧法庞行後2年内將其股份、出 
糊 嫌 ：屆 期 総 轉 贼 _ 條件曲不合理 
者 ，應於6個月内谌托予倍託業•上開莩某 
已於i〇m 月31日報雄行酿梭轉立法織 
m • 院内政、司法及法制委a 會於 
101年10月11日及10月25曰2S 召捆箱席會斑 

獅 .

103.2.19 馬英九 7政院丨03年1月9日味8財字第1020062327敢函 

BE復到院•强本院丨03年2月19日院台財宇芽 

1032230丨60眺函請孩院督促所庙毎4個月將後級 
_ 娜 見 徂 •

m

2016/8/24

团 彌  L  ■ 丄 咖 M灿 土 I k a w w : - M
各地方政府w 與囲民嫌之公有土地w班 •面 
植 18,600.94平 方 公 R ，雄 物 M棟•面 
徂11,278.93平方公尺：截至丨〇2年丨2月18日 

止
囯民赏已回B8土地72筆•面研I7,2 M -58平方 
公反，诖物31悚 ，面如〇,沿5_97平方& 尺 ： 
尚未回贈土地Till,面A IU 71.36平方公尺，

两m s n 财 各 地 支  
0 2 1 3 ^ 挪 用 棚 挪 產 ：

交通部對中fi公司提起訴訟尚未確定者為拒 
棰S 民族段、花蓮市民勘段2由土地•據交通 
瓿耷吿如下：

(― )板檐S 民族段累：5 濟高等法陕於丨02年4 
月9日判決交通部肪拆，嗣中屏公司於同年 
5月7日 ««上拆•現5R思 理 + 

( 二）花理市民Sll段案：3»高等法院花速分院 
於102卓5月M日判決文通部敗拆》胺部刻 

委19摔筠提起上拆.現仍繫思最高法蹄 
理中• ________________

依 #腿民滅取賊使用賊各類不助産之資料 . 
结計土地753班 ，面犋162.22公« •因大部分早於 

本味典衰前即被(》收玫出售移轉第三人•細十依至 
103年5月6日止，孩黨以拋楽所有根方式辦理S 有

1-U. .  S R (n i  £<1<1C/.US .________gf有56筆土地•面811.6225公頃

6脚 物 ，面 如 沾 7  •雜2 趙 “ — • 維  
、細 薄 省 涵 S 官 公 ■ 脚 9 S 黨 败 之 19*棚

前滴査思原中釤公司轉供取得之粧陕数& 、出塔讲 
形•國産密3列其中田1:市鄉 @新世拥膝土地 
提 起 所 有 描 應 ^訴 • 络 挪 高 等 繊 於 麟 5月 

8曰 判 決 国 雜 敗 拆 .賊 依 法 向 挪 法 院 鄉 上  
拆 *最商法R 於102年丨2月5曰以W2年台上字第 -

驢 識 織 黯 溫 1 溫 » ^
里惕肜：

(一）依財政部102年12月25日函報•各地方政府贈與 
团民SS之 公 有 土 地 娜 • 面 額 ,600.94平方公 

尺•组物34棟•面抗丨1,278.93平方公尺：软至 

102年12月丨8日止•面民黨巳回W土地及筆•面 
W 17.229.58平 方 公 尺 • 班 物 31睐 * 面彷 

10,815.97平方公尺：尚未回贈土地7筆 ，面棋 
U 71.36平方公尺•遂物3採 •面桃啦.拥平方 

公尺•

备地方政 
圩 贈 興 國  
吴 黨 之 公  
痒土地_  7<

症 ，面稂
H600.94 平 

方公尺 
由物34楝 
苗 «
11.278.93 

乎 方 公 尺 」 
隹 至 103年 

月 10曰止

费民黛巳 
雎速物 

掸
面 9

10,815.97 平 

方公尺 • 
j t 地回賄增 
|)D2 筆 為 74 
莊 • 面 稱  
18,998.58 平 

方公尺 • 
尚未回贈土 
叻 5 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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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dmR'a^ S ；' 8|PÎ P
(二）摊内政部逛告•上述列管尚細IB之土地 

挑 岡 雜 固段武陵小段m 、127攀211!规 *已 
於103年3月10曰«?妓所有描移轉登記，回掰 

予桃圃 f ;其地上職同段2712、272716躲 
(推利範困均全部）、2737洼铖（描利範吼 
3/24)及27M5J!躭 （描利獅？13/M) •木為 
国民痛自行興边，他為维播市有财西雄營啻 
別他完益•麵市公所仍 一 #節 微 舰 同 
上閲进落；UtMflW ,爱S 民货尚朱回Kj之土 
挫尚有5SI5 »边物3N! •3、屮K公Q贿日治時期B薄放送财各地支和 及咖咖RMMRIS:

交迎部對中廣公司提起哜訟尚未破范者為板 
描(S；民族段、花迎市民助段2雄土地.妓交迎 
部逛告如下：

(―) 雛 機 室 （娜 8 2 民 _ 段 ）* : 额 總  

法除於丨02年4月yD判決交迎部盼訴•璀中 
廣公司於ISMP5H7日报想上訴，现繫限 
游 嫌 现 屮 •

(二）花迎W3 ? (花迎市民勒段）案 ：3 ；TWI等法 

院花迎分院於丨02年5月20曰判決交迎部敗|Tf
_  择核部描姐-(Jff _现仍钯明fSSg法院银Mr|»

也物3W!,而仍 
162.96 3丨1 方 
公 尺 外 > M 
他 各 祺 项 如  
农有理则*

伍、結 語

圑_黨黨產案從即银月科日立案調查 
至1Q旌 7月??日縛寒，總栽歷經15年 
受個月(甚間監察嗥曾侵擺3M 個月）， 

茲簡粟歸納說明如后»

2016/8/24

拓 ..••問 I ISK SS M ? I ~  坩 T T  迚届民激'娜 4JJ . --- 科三£&■••-___■丨- —猫 ai：' '

H 政黑a u  jzffiin® : w政部岛苻合酋m政 

葙玫治较肢?济翌* 政热纽热及運作符合 
K王原刖，並推動政热时務公間制丨1C •以落 
獅 能 政 治 • W_ 之政然法京某，雜 a  
行政院於101年8月31(3抜神立法院;》琅•並 
统立法院内政，司法及法制委员金於101年 

10月"日及10月25日2Jff召 _ »席 &JR棚 R 
汝•尚来丨IJBI出舍描绡行棚故*

一'監察院進行國民黨黨產案的調查 .像國內第一次 

經由政府體制•藉由監察職權的行使•以設計嚴 

謹的表格•請全國各縣市地方政府提供國民黨黨 

產來^目去脈所進订最為翔實完整的調查。本案資 

料甚為豐富 .迄今歸檔者已有 163宗 .每宗如以 3 

公分計算 .其長度高達4 8 9公分•為3個身高163 
公分者的總高度•而為監察院檔案室有史來歸 

檔卷宗最多的一個調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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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糖神 .嚴守監察職權行使的分際進行調 查 ；而 
在調查過 f 中 .全國各縣市地方政府也都尊重本 
赵職權的行使。由於這是中央政府遷臺以來 .地 
方两府所面對的第一次新情況 .而當時地方政府 

各 珞 民 i 執政居多 .但不分黨派的地方政府卻 g 以積極而負責的態度 .回應本院的要求•並依 
g 查卜呵提供的表格 .全力填寫所屬縣市內國民 

財產資 料 ；尤其以當時臺北市政府（市長 
馬 奂 九 ）.及臺北縣政府（縣長蘇貞昌） .回復資 

g g 考4 速度也最快•充分反應地方首長尊重憲 
法所賦予監察院的職權。

(二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經營的19家戲院： 

1•別清查原屬中影公司轉帳取得如戲院有1 1家 . 

仍登記為該公司所有者為新世界、嘉 義 、壽星' 

光 華 、新生等5家戲院 .其中新生戲院已於 93年 
6月 2 曰出售 .國產署多次函請國民黨按當時土 

地公告現值加四成的金額 .並將該黨於協商期間 

出售該戲院房地的處分價款 .一併歸還國庫；惟 

國民黨僅同意以9 3年度的公告土地現值扣除土 

地 增 值 稅 後 . 再 按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8 2 . 2 4 %股 份 比 例 計 算 捐 贈 國 庫 的 金 額 為  

3 億

4,491萬9,428元•因此雙方未獲共識。

2016/8/24

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 .其結果如下：（一 

)國民黨轉帳撥用的114棟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 地 ：

經 依 本 院 「黨產案」調查報告所附清冊查對地籍 

沿革資料•另為全面清查類此土地•經內政部函 

請各縣市地政機關協助提供仍登記為國民黨及其 

附隨組織所有的不動產資料 ..總計土地7 5 3筆 . 
面積162.22公 頃 。大部分早於本院調查前即被 

徵收或出售移轉第三人•統計截至10 3年5月6 曰 
止•國民黨以拋棄所有權方式辦理國有登記的不 

動產•土地5 6筆•面積1.6225公 頃 .房 屋 6棟 . 
面積14,657.23平方公 尺 。

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 .其結果如下：（二) 

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經營的19家 戲 院 ：

2.國產署選列臺北市萬華區新世界戲院基地提起所 

有權確認之訴 .經最高法院 10 2年 1 2月 5 日裁定 

該署上訴駁回 .敗訴定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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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其結果如下；（三) 

國民黨歸還各地方政府贈與的公有土地及建築物：

各地方政府贈與國民黨的公有土地79筆•面積 
18,600.94平 方 公 R  • 建 物 3 4 棟 • 面 積  
11,278.93平方公尺；截至行政院103年5月23日 

院臺財字第1030010620號函復表示•國民黨B  
歸還土地74筆 .面積17,656.01平方公尺•建物 

31棟 .面積10,815.97平方公尺•尚未歸還土地 
5筆 .面積 1,371.36平方公尺，建物3棟•面積 

462.96平方公R 。

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其結果如下：

(五)中廣公司運用政府預算購置財產部分：

1. 天馬計畫土地（彰化縣芬園機室基地）產權持分 
1/3 :最高法院96年5月17曰判決交通部勝訴定 

瓛 .業於97年5月23日完成國有登記*

2. 嘉義民雄基地：最高法院94年S月判決交通部敗 

訴定谳。

3. 八里機室土地：最高法院99年12月17日駁回中 

廣公司上訴，交通部勝訴定瓛，業於1〇〇年8月 

間完成國有登記。

2016/8/24

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其結果如下：（ 

四)中廣公司接管日治時期臺灣放送協會各地支部土 

地 ：

1. 板橋機室（板橋區民族段）案••臺灣高等法院於 
102年4月9日判決交通部勝訴.嗣中廣公司於同 
年5月7曰提起上訴■現繫屬最高法院審理中•

2. 花蓮機室（花蓮市民勤段）案 ：臺灣高等法院花 
蓮分脘於102年S月20曰判決交通部敗訴•該部 

提起上訴.現仍繫屬最高法院審理中。

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其結果如下：

(六)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的立法情形：

行政院為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而草擬的「政黨 
不當取得財產條例」草案•在民進黨中央執政期 
間 .曾於91年9月13日 、94年10月17日 ' 97年 

2月4 日三度送請立法院審議•惟歷經多年均未 
能排入程序委員會。二次政黨輪替後•行^院嗣 
因 「政黨法」草案業就政黨法施行前政黨經營或 
投資之營利事業設有過渡條款及相關規範•故原 
草擬 1■政黨不當取得財產條例」草案I 再繼續推 

動 .改 以 「政黨法」草案進行立法•行政院業於 
101年8月31日將「政黨法j 草案核轉立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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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4

三 、黨產案經過14餘年的處理迄今•其結果如下_
r  U 1  嘴阴

四 '本案  涉高度政治敏感 .儘管審查結果沒有針 
對任何個人或機關•通過任何彈劾或糾正.彳曰卻

(六 )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的立法情形：

議•經立法院内政'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 引發很大的政治衝撃 .對我國民主政治與政黨政
10月 1 1 、2 5曰召開聯席會審議後 .迄未再召開 治發展的影響•可能是第3屆監委三千五百多個

會議續行審議•

141

調查案中最為深遠與廣泛的一個 .其餘波盪漾 .

迄今仍在持續延燒當中。放眼當今民主國家 .在 
政黨競爭議題上 .幾乎找不到有任何類似已困擾 
我們有20年以上的黨產之類的議題•因此為健全 

臺灣的民主憲政及政黨政治 .必須盡快終結此一 
黨國體制的產物。包括李登輝以來的國民黨歷任 
黨主席中•馬英九主席算是最勇於面對、且一度 
展現最有決心來澈底處理黨產的一位 .他曾承諾 
於2008年以前將黨產處理完畢 .但現在已是 
2014年•馬主席的這項承諾仍未兒現。

....... ....... ... .......................

五 ' 黨 產 監 察 院 已 歷 經 十 多 年 了 •行政院長也已 
更換過8位•基於對民主憲政的忠誠與守護政黨 

公平競爭的理念•已投入20餘年心力的我 .堅定 

的 塗 信 ： r 黨產」實是黨國體制的最後—項 
遺物 .也是臺灣民主化的最後一道關卡•讓「黨 
5 _ | _ « 的 「魔戒」 .從臺灣政治議題上儘快刼 

失 .不僅苛促進政治與經濟的公平競爭 .也是實 

踐社會公義的基本精神。在第4屆監委任期即將 
f 密名時 .深感有責任將調查案立案以來 .有關 
政府處理國民黨黨產的過程列入文獻保存。因此 

著嚴肅的心情•負責的態度•整理此份「黨 

5 5 襃 宴 綜整說明」 ’―方面提供行政院參酌並 

丄同時也是位居憲政機關的監察院所當 
為的歷史交 代 。

鏞整說M繽東

*■1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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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钟

財 政 部 函

掩 贴 地 址 ：100託 憂 北 市 中 正 區 愛 國 西 路 2號 

聯 絡 方 式 ：賴 昭 妃 27718121#1112

10051 „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1號〇605室

受 文 者 ：廖 委 員 正 井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在年2月4曰 

發文字號：台財產接字第丨0430000880號 

速別：膂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 &

主 旨 ：檢 送 本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彙 整 之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取 自 國 家 資 產 之 土 地 清 冊 J 1份 ，請

查 照 。
日月 ‘

’ 一 、依 據 10 4年 1 月 1 4 日 立 法 院 第 8屆 第 6會 期 内 政 、司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第 2次 聯 席 會 議 姚 委 員 文 智 質 詢 事 項 辦

. 理 。 . . 、

二 、 旨 述 清 冊 係 為 配 合 行 政 院 96年 4 月2 5 曰 建 置 「清查不

當 黨 產 向 全 民 交 代 」 專 屬 . 網 站 提 供 之 實 料 ，茲於清 

冊 註 記 截 至 104年 1 月 處 理 情 形 ，及 查 填 104年公告土

地現值 f 料 。

正本：立法院姚委員文智、李委員俊俋、陳委員其邁'邱委貝議瑩、段委具 
■ 宜康、吳委員育昇、張委員慶忠、紀委員國楝、盧委貝嘉辰、陳委貝 

超明、林委員滄敏、邱委員文彥、鄭委員夭財、周委貝倪安、尤委貝 

美女、吳委員宜臻、柯委員建銘、高委貝志鵬、王委員廷升、廖委具 

正井、.吕委員學槔、謝委員國樑 '林委具鸿池、顏委員寬恒、李委具

賁敏、曾委員巨咸、洪委員秀柱 

副本：立法院内政委具會、財政部部長宣'財政部國會聯繫宣

第1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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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轉

帳

撥

用

國民黨已抛棄所有權

已被政府徵收

已移轉第三人

合計

中影接收日產戲院

16,227.63

3, 083. 64

734,711.95

754,023. 22

1, 094, 576, 831

1,401,528,344

6,759,823,858

画 R.管早年經棘帳撥用取得土__

地 ，啥衲政府微收反已移轉第

9,255, 929, 033

三 人 外 ，域已拋棄所有權 * 完

成國有登記

14, 957 3, 219,778, 859

1.依96年11月2 日行政院邱前副 

院長義仁邀集相關機關召開黨 

產問題協調會並指示，應就政 

黨不當取得之財產循司法途逕 

訴訟追討 * 會後由行政院陳前 

副秘書長美伶邀集相關機關召 

開分工會議，商討確認提起訴 

訟標的之原則，選列新世界戲 

院之臺北市萬華區新世界戲院 

土 地 ，由画產署提起所有權確 

斥。
2.案 經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於 年 5 

月8 日判決國產署敗訴’國產署 

依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 
高法院於102年12月5 日102年台 

上字第2 3 4 4 ,民 ^裁定醇直署_ 

上訴驳回（敗訴M 定 。

a ，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取自國家資產之土地彙總表 糾日期::104.01

種 類 面積(m2)
104年公告現值總價

值〔孟)______
至104年1月處理情形 備註

1
0
6
/
2
9
0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取自國家資產之土地彙總表 筑計日如〇4_〇丨

種 類 面積(m2)
年公告現值總價 

值（元）
至104年]月處理情形 備註

中廣接收放送協會財產 64,484 40, 623, 369, 200

1. 臺北市仁愛路3筆 ，1筆經臺 

北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徵收登記為臺北市有，2筆 

已移轉第三人

2. 板橋良 iS t土地10筆 ，2筆已 

移轉第三人，交通部對其餘8筆 

土地提出訴訟。最高法院103年 

8月2 0日判決交通部勝訴確定。 

於103年11月19日完成移轉圉肴 

登 記 。

3. 花蓮民勤段土地3筆 ，交通部 

提出訴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 

分院於102年5月2 0日判決交通 

部 敗 訴 ，經交通部提起上訴， 

現繫屬最高法院審理中。



社圃法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组織取自國家資產之土地彙總表 坑計B斯:綱.〇1 _ _

種 類 面積(m2) 104年公告現值總價 

值（元）
110 4年1月處理情形 鮮 |

中廣運用政府預算購置

!

134,755 1,274, 344,176

1, 彰化芬園土地1筆 ，交通部提1 

出訴訟。最高法院判決交通部 

勝訴確定，於 97年5月2 3日完成 

移轉國有登記。

2, 嘉義民雄土地2筆 ，交通部提 

出訴訟，經最高法院於94年5月 

判決交通部敗訴確定。

3, 新北市八里土地19筆 ，交通 

部提出訴訟。最高法院驳回中 
廣公司上訴定瓛，於 100年8月8 

日完成移轉國有登記。

!

實踐堂及實踐大樓無償使用國有土地 

_

2,418 1,136,220,618

地上建物原為國民黨所有，占 

有國防部軍備局管理之留有土 

地 ，嗣國民黨抛棄地上建物所 
有 權 ，業於94年3月2 1曰完成國 

有 登 記 ，已無占用國有土地情 

事 。
1 丨

1
0
8
/
2
9
0



(

社團法人中國画民黨及其附隨組織取自國家資產之土地彙總表 抹計S期:】队〇1 1

種 類 面積(m2) 104年公告現值總價 

值（元）
£ 1 0 4年1月處理情形

國民黨中央黨部基地 5, 995 2,041,423,395

1. 國民黨中央黨部基地，係該 

黨依國有財產法辦理租用，並 

於 79年間辦理價購取得所有權

，土地售價按當年之計價方式 

規定計算為3億7, 404萬8, 604元 

，嗣經讓黨改建大樓V  、

2. 95年3月2 9日國民黨〔、出鲁移轉 

予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

_ _ ------------------------- '~ —-----

中華基金會(原救總）無償使用國有土地

-

103, 533 8, 935, 634, 515

1. 中華救助總會捐贈成立之中 

華基金會，自83年使用國有土 

地 。迄96年土地變更為非公用 

財 產 ，由原管理機關移交國產 

署接管。

2. 國產署已追收使用補償金。 

中華基金會將部份土地腾空交 

還 ，部份土地申請承租。

11
0
9
/
2
9
0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取自國家資產之土地彙總表 《•計 _ _

種 類 面積(m2) 104年公告現值總價 

值（元） ■
i J 04年 1月處理情形 備註

中華日報社轉帳土地 1,059.17 134, 514, 361

1. 依96年11月2 日行政院邱前副 

院長義仁邀集相關機關召開黨 

產問題協調會並指示，應就政 

黨不當取得之財產循司法途逕 

訴訟追討，會後由行政院陳前 

副秘書長美伶邀集相關機關召 

開分工會議，商討確認提起訴 

訟標的之原則，選列中華曰報 

杜所有臺南國賓大樓基地之臺 

南市北區公園段土地，由國產 

署提起所有權確認之訴。

2. 現繫屬最高法院審理中。

1

國民黨、救國團占用國有土地 21, 315. 53 5, 901, 569,363
業依國產法相關規定處理，已 

無國民黨與救國團占用情事。

合

計 1,102, 539. 92 72, 522, 783,520

=1

0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移 交 國 民 t 經 營 曰 產 戲 院 一 覽 表



臺 溥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移 交 國 民 t 經 營 曰 差 戲 院 一 覽 表

1

1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移 交 國 民 t 經 營 日 產 戲 院 一 覽 表
—

案件 縣市
市區鄉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m 2)
104年公告現值 移轉第三人 h 皮敬收時

備 註 |
鎮

權利範 ® -
單價（元/m 2) 總價（元） 時間 間

臺北 萬華 直興 二 604 55 全部 228,000 1.2, 540, 000 50.6.20

臺北 萬華 直興 —一- 607 55 全部 228,000 12,540,000 50.6.20 — 4
臺北 萬華 直興 613 72 全部 228,000 16,416,000 50.6.20 _ _

臺北 萬華 直興 608 57 全部 199,228 11,355,996 50.6.20 _

臺北 萬華 直興 609 58 全部 198, 345 11,504,010 50. 6. 20
—

芳明戲院
臺北 萬華 直興 二 614 78 全部 195,692 15,263,976 50. B . 20

臺北 萬華 直興 二 610 55 全部 228,000 12,540,000 50. 6. 20
— 1

臺北 萬華 直興 一 612 12 全部 228, 000 2,736, 000 50.6. 20
_

臺北 萬 華 ' 直興 _ 一 _ 598 55 全部 228, 000 12,540,000 50. 6.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 萬華 直興 602 98 全部 201, 469 19,743,962 50.6.20

臺北 萬華 直興 603 54 全部 199, 111 10,751,994 50.6.20 M i l

臺南 中西
府前 

(重測）
983 976.24 全部 174, 635 170,485, 672 57. 6.10

臺南 中西
府前 

(重測）
982 85. 21 全部 174,635 14, 880, 648 57.6.10

-

世界戲院
臺南 中西

府前 

(重測）
984 4. 601 全部 210, OOC

'

966,00C 57. 6.10
」

臺南 中西
府前 

(重測）
985 6.3C1 全部 210,00() 1，323,00() 85.7. U



臺潸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移交國民黨經營 a 產戧院一覽表

案件

先復戲院

縣市

南雄

命 雄

中華戲院

(%雄

高雄鹽士呈

市區鄉 

鎮

鹽埕

鹽埕

鹽埕

段

鹽新

小段

鹽新

鹽新

鹽新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速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花蓮

地號

246

面積(m 2)

931.04

246-1

權利範圍

全部

104年公告現值

單價（元/m 2) 總價（元)

107,222

5.96 全部

247

247-1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花蓮

花蓮

民生

民生

民生

848

848-1

848-2

848-3

846

98.74 全部

1.26

1,225

全部

73,000

移轉第三人 

時問

被徵收時 

間

99,827,971
91.10.9

售子高雄市

435,080 91.10.15

107,222

73,000

10,587,100

91, 980

備註

91.10.9 

售予高雄市

91.10.15

34

846-1

847

2

全部

187

847-1

30, 640

35,700

32,500

30, 433

37,534,000

35, 700

105,000

2,769, 403

35,700

35,700

35, 700

35,700

35,700

1,892,100

71, 400

6,675, 900

678, 300

464,100

48.10. 28

48.10- 28

48.10. 28

48.10.28

48.10. 28

48.10. 28

48.10.28

48.10.28

48.10. 28

註 1:地 號 標 註 r 重測」者 ，面積為重測後面積。 桃 a 化法视嫌执
註2 : 依96年11月2 日行政院邱前副院長義仁邀集關機關召開黨產問題協調會並指示，應就政黨不當取知 f 財

追 討 ，會後由行政院陳前副秘書長美伶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分工會議，商 討 確 認 提 起 訴 訟 標 的 之 原 則 新

市萬華區新世界戲院土地，由國產署提起所有確認之訴，經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於 年 5月8 日判決菌產署敗訴’國產署依汝问箪
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02年12月5 日102年台上字第2344號民事裁定國產署上訴敏13 ’政訴確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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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件 縣市
市區

鄉鎮
段 小段

中肩

地號

€公司接管日、 

面積(m 2)

洽時期台灣放送 

權利範圍

協會各地支部財產一覽表 

104年公告現值 卷轉第三 被徵收
備註單 價 (元 祕 總償(元） 人時間 時間

中廣

仁愛路基

台北 大安 懷生 三 308 7, 345 全部 1，134,000 8,329,230, 000 87.12. 31
台北 大安 懷生 308-1 11,309 全部 1,134,000 12,824,406, 000 87.12. 31

地 台北 大安 懷生 310 39, 644 165580/396440 995,000 16,475,210,000 58.03.19

新北 板橋 民族
纖 露

570-1 321 全部 144, 000 46,224, 000

，:旗 _ ：j
f i P t

交通部勝訴
新北 板橋 民族 658 634 全部 144, 000 91, 296, 000 交通部路坊
新北 板橋 民族 658-3 281 全部 144,000 40,464, 000 交通部勝訴
新北 板橋 民族 658-4 57 全部 144,000 8, 208,000 交通部勝钟

中廣 新北 板橋 民族 752 15, 003 全部 144,000 2,160,432, 000 交通部眛訴
板橋氏族 

段土地

新北 板橋 民族 752-1 1,086 全部 144, 000 156, 384, 000 92.10. 01
新北 板橋 民族 752-2 158 全部 144, 000 22,752, 000 交通部勝訴
新北 板橋 民族 752-3 408 全部 144, 000 58,752, 000 交通部路訴
新北 板橋 民族 752-4 995 全部 144, 000 143,280,000 交通部勝诉
新北 板橋 民族 1371 672 全部 144,000 96,768, 000 91.10.30

jlL；：；- .*：•
额V i‘0 筆-. '二 1J U 15 J ' i .-'V' .■ 丄： - ，:rj, 4 少 :f ' ” ： ，,■» 圓 : 國 翻

花蓮
花蓮 花蓮 民勤 1367 3, 895 全部 17, 600 68. 552, 000 ,i

民勤段土
花蓮 花蓮 民勒 1367-1 5.152 全部 17, 600 90,675, 200 l

現已撤訟i 

返還交通i

U地 花蓮 花蓮 民勤
1- .*； .. •|；7；：l

1367-2 610 全部 17, 600 10,736, 000

'
' - 、，-

二 & u 射 •t— r~- «-Ssr
*s ' i山亍 j ;̂r-

r  '̂ !
2L-J-?：- •IVjWxV. s: .«• * * v L . :； l W

^  :=l

往1 :中廣公司接管日治時期台灣放送協會各地支部財產，目前已查到台北市仁愛路基地3筆面積35,212平方公尺、板橋民族段土地丨〇 

丄9, 615手方公尺及花蓮民勤段土地3筆面積9, 657平方公尺 > 合計16筆面積64, 484平方公尺。
注2 :上述土地其中1筆被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謹工程處徵收登記為旮北市有，4笨移轉第三人（面積2〇 4〖2 公^^，

登記為中廣公司。 ，穴味
註3 •交通部對中廣公司所有之板橋民族段8筆土地提出訴松，經最高法院103年8月20曰判決交通部勝訴相定，於i的年̂丨月⑶日完成移棘國有癸 

記，管理機關為交通部•

註4 : 交 廣 ^ 司 所有之花蓮市民勤段3筆土地提出訴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部於102年5月20日判決交通部敗講’經交通部提起上訴， 繁展取r句法*院/審理中



中廣公司運用政府預算購置財產一覽表

案件 縣市
市區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m 2) 權利範圍

104年公告現值 移轉第三人 

時間

被徵收

時間
備言主單價（元/m2) 總價（元）

彰化芬園
彰化 芬面 同安寮

640 (分 
割出640- 
2 、640-3)

3,094 1/3 4,200 4,331,600 交通部

勝訴

M i v ,；/：；： K漁..S!V感 -V薄楚趣續
画 * H 緣 ， 纖

释 •.著
霜

嘉義民雄 

基地

^■義 民雄 頂寮 中廣 607 106,442 全部 820 87, 282, 440 SLH4HM
嘉義 民雄 頂寮 頂寮 369 788 全部 820 646,160

• . • •• .... 1. • - • f •*£ • • 4J»*«
........•. . . •• ： .i n. J. *.. e. -j-.s ...：L* r .濯 籲 d

臺北八里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0-2 
(重測後令 
山段861)

238 全部 55,000 13, 090, 000 69.8.18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2-1 

〈重測後中 
山段8611

51 全部 55,000 2, 805, 000 69.8.18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
(重測後中 
山段862)

7,486 全部 49,271 368, 842,706 交通郁
勝诉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1
(截止登記） 5 全部 交通茚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2 
(截止登纪） 387 全部 交通部

腠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3
(重測後中山mm 11 全部 48,400 532, 400 交通部

踡訴

新北 八圼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S-4 
(截止登記） 14 全部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盆
十三

行

24B-5 
(截止登記） 238 全部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z\ 圼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6 
(重劂後t  
山段780)

79 金部 51,798 4, 092, 042 交通部
勝坼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7 
(重測後中
山《 7821

36 全部 51,715 1,861,740 交通部
勝坼



中廣公司運用政府預算購置財產一寶.表

案件 縣市
市區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m 2) 權利範圍

1 0 4年公告現值 移轉第三人 

時間

被徵收

時間
備註單償（元/ m 2) 總價（元）

臺北八里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8 
(重測後中 
山其77W

317 全部 50,728 16, 080,776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9 
(重測後中 
山段869)

8 全部 54, 289 434,312 93.3. 25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46-10 
(重測後中 
山段8721

21 全部 55,000 1,155, 000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66-3 
C重測後中 
山段8fiFD

63 全部 48,400 3, 049, 200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67
(重測後中 
山段864)

15,795 全部 48,400 764, 478, 000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67-3 
(重測後中 
山段8771

12 全部 48, 400 580, 800 交通部
勝訴

新北 八里 小八里盆
十三

行

267-4 
(重測後中 
山段886)

105 全部 48,400 5,082, 000 交通部
胳坼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67-5 
C載止登記） 977 全部 交通部

勝坼

新北 八里 小八里坌
十三

行

267-6 
(戠止登記〕 111 全部 交通剖

勝訴

bmmm “於.m _ _ _

〇 入 V' 顯  _ 箄 謹 議 ‘1 ^ |
s8lrSl

氣 i S i l H i l 議 _ |

註 i : « 肀廣公 g 名義微收斩北市八里區土地（面積26, 494平方公尺）" 其 中 ，1筆土地（面積8平方公尺）已秒轉第三人所有' 2筆土地 
面積（289平方公尺）為前省政府交通處公路局協議價 購 。

往 2 :交 通 部 對 尹廣公司所有之彰化縣芬園鄉土地、新北市八里區土地及嘉義民雄基地提出訴訟。彰化縣芬圊鄉土地部份，經最高法院

判決父通部勝訴雀定’並於97年5月2 3曰完成移■轉國有登記;新北市八里區土地邹份，經最高法院數回中廣公司上訴定激後，於 i〇Q年 

8月8 日完成移轉國有登記。嘉義民雄基地部份，經最高法院於94年5月判決交通部敗訴雀定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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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

本庭受理85年度宜訴字第丨號宜蘭縣羅柬鎮公所與宜蘭縣羅東鎮 

民眾服務社、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宜蘭縣羅東鎮黨部間遷讓房屋事 

件 ，於中華民國85年 7月3，1曰所為之第一審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85年度上字第 1471號 、87年度上更⑴字第 223號 、89年度上更⑵ 

字第120號 、92年度上更⑶字第H7號 、93年 度 上 更 ⑷ 字 第 138號 

第二審歷次判決及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 、89年度台上
字第516號 、9零 繼 藤 年 度 台 2 ^ 9 3 , ，

於 咖 年 4月_ 具狀聲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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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五六號

上 訴 人 宜 籣 縣 羅 朿 鎮 公 所

設台灣省宜蘭縣羅東鎮中興路3號

法 定 代 理 人 林 聰 賢 住 同 上  

訴 訟 代 理 人 林 世 超 律 師  

被 上 訴 人 宜 籣 縣 羅 東 鎮 民 眾 服 務 社

設台灣省宜蘭縣羅東鎮中興路1號

法 定 代 理 人 李 水 龍 住 同 上  

被 上 訴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省 宜 籣 縣 羅 東 鎮 黨 部

設同上

法 定 代 理 人 廖 正 雄 住 同 上  

上 列 一 人

拆 松 代 理 人 羅 明 宏 律 師

曾威龍律師 2 、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f  t  

五 月 三 十 日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第 二 敎 審 判 決 （九十三 年 社 更 顿 字  

第一三八號） *提 起 上 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上 訴 駁 回 ° y

第三審拆'訟賽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k 

本件被上拆人宜蘭縣羅東鎮民眾服務社（下稱羅東鎮民幕服務社

) 、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宜蘭縣羅東鎮黨部（下稱羅東鎮黨部）之 

法 定 代 理 人 ，於筹三審程序中分別變更為李水龍、廖 正 雄 ，茲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 無 不 合 ，應 予 准 許 ，先予敘 明 。

次查上訴人主張：坐落宜蘭縣羅東鎮興東段一 ■"三〇之三地號土 

地上之建號六六一號、門牌號碼為宜蘭縣羅東鎮中興路一號肩屋 

為宜蘭縣羅東鎮所有，伊為管理機關，被上訴人無正當權源、占用 

該房屋如第一審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所 示 第 一 、二層樓部分（

£1̂ ： S T



下稱系爭房屋 :> 等 情 ，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之規 s ，求f 命 

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判決（上訴人請錄上訴人遷讓返  

還附圈所示第三層樓部分，經第一審為被上訴人敗訴判決後，未 

據 其 聲 明 不 服 ，已告確定） 。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上訴人於民國六十一年間擬、於系爭房屋坐洛地點 

興建羅東青年育樂中心，因經費不足，乃與被上訴人羅東鎮民眾 

服 務 社 約 定 ，將原屬羅東鎮民眾服務社所有門牌號碼為宜籣縣羅 

束鎮中正路一七號房屋出賣’以賣得價金興建育樂中心，而羅東 

鎮 民 》 務 社 與 另 -被 上 私 羅 東 聽 部 則 得 使 用 系 爭 房  

於 育 樂 中 心 減 祕 人 麟 屋 ’伊 等 自 非 擁 語 ’資為抗 

辨 （羅東鎮民幕服務社反訴請求確認與上訴人間就系爭房屋有互 

易之法律關係存在，暨上訴人協同辦理該房屋分割及所有權移轉

登 記 ，已經判決羅東鎮民眾服務社敗訴破定） °

原審以•.羅東鎮黨部係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獨立分支機構，有 

獨 立 財 產 、獨立名稱、組 織 、目的及獨立業務’自有當事人能力 

。查依證人即宜 M 羅東鎮谕鎮長吳木枝、陳洲鄉之證詞及其所 

媒 i 吏 概 沉 、六十五年四月一日羅東鎮施政成果報告記載興建青 

動 中 心 、民眾服務社以觀 > 料 吳 木 枝 姐 圳 鄉 就 任 羅  

東 鎮 鎮 長 前 ，已與羅東鎮民界服務社約定系爭房屋歸被上5乐人使 

用 。而該房屋所在之青年■活動中心自六十四年 關 建 起 :距  

今 已 三 十 餘 年 ，吳木枝、陳圳鄉對於興建事宜之記馋自不^尨鉅 

細 靡 遺 ，上訴人擷取彼等證詞之些微差異，否認其證言荖真工， 

不 足 採 取 * 且羅東鎮民眾服務社與羅東鎮黨部之人^运織及歲務 

均 係 -體 無 從 區 分 ’上訴人同意渠等一起使 $ ，減 絲 = 依 

宜蘭縣政府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同年六月二十舀 8 二丁7 ,  

七.曰宜府民社字第一二三〇九 號 、二 五 人 三 一 躲 五 亏 學 5  

、上訴人五十二年九月三日羅鎮財字第 Q 九〇® 一致‘ 竽扣函

爵：

m .

m ：；

p i -
%&;:•

m ：-.'

p

_
藤教.
K i ；

_

m m

存 根 、投 標 單 、工程合約 '驗收申請書 '歿二穴理蓦，雙藉"气、 

羅東鎮民眾服務分社减工程日報表等 # ，轉 ” _ 辦 主

9



計室主任嚴阿清、身兼羅東鎮民眾服務社總務及出納之上訴人臨 

時雇員黃秀香之證言，顯示門牌號碼為宜籣縣羅東鎮中正路一七 

號 房 屋 ’係羅東鎮民眾服務社於五十二年間經宜蘭縣政府核准募 

款 所 興 建 ，應歸羅東鎮民眾服務社原始取得，惟該房屋賣得價金 

卻由 i 訴 人 受 領 ，足見被上拆人前揭抗辯，非 属 子 虚 。至上開房 

屋於七十一年始由上訴人提案送交羅東鎮’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准 

手 出 售 ，並報宜籣縣政府核備，以及承買乂張怡文於七十二年六 

月五日繳交買賣價金完畢，則與使用約定之效力不生影響 " 另上 

訴人八十年七月十一曰八〇鎮財字第八五七七號函，亦載明被上 

訴人使用糸爭房屋，因該房屋所在之中正堂興建經費來源明細表 

中有羅東鎮民眾服務社出售房屋之價款配合在内，雨有其淵源 * 

況兩造間倘無使用之約定，羅東鎮民代表大會何以在興建完成前 

即提案討論羅東鎮民眾服務社遷入使用問題？興建完成後上訴 t  

又何以將系爭房屋交由被上訴人使用，經數十年未請求返還？吳 

木枝以宜籣縣羅東鎮鎮長之身分，代表上訴人與羅東鎮民眾服務 

社為前開之約定，並無民法第七十一條前段、第七十二條前段所 

定 之 情 寧 ，依法應屬有效 s 而此項約定為債權契約，非對公共造 

產 之 處 分 ，且台湾省有財產管理規則就此亦無規定，自不生送縣 

政府報備之問題。綜 上 所 述 *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並非無正當 

權 派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之規定，請求被亡訴人 

遷讓返還該房屋，即 屬 無 據 ，不應 准 許 ，為其心證之所由知。並 

說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無礙前開判決結果，因而維持第一審 

就此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 回 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 

誤 。上訴論 旨 ^ 取 捨 證 據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

原 判 決 不 當 ，聲 明 廢 棄 ，非有理由。

據 上 論 結 ，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B依民事訴訟法第四芎八十一條、 

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 決 如 主 文 。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九  月 十 曰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中 華

S 0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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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訂
第
十
三
版
修
改
重
點

1

、
行
政
訴
訟
法
本
於I

〇
三
年
六
月
+
八
曰
又
完
成
修
正
，
增
設
收
容
聲
請
事
件
程
序
，
本
書
此
次
增
訂
，
將
 

之
列
入
第
+
三
章
第
+
節

。

二
、
 
行
政
程
序
法
有
關
公
法
上
饋
求
權
時
效
(該
法
第
二
二
一
條
)
之
規
定
，
亦

於一

〇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曰
公
 

布
施
行
新
的
條
文
，
與
舊
條
文
相
較
，
有
重
大
變
更
，
本
書
第
七
章
第
六
節
有
詳
細
說
明
。

三

、
 
第
七
章
有
關
行
政
處
分
種
類
，
此
次
增
列
雨
種
新
的
分
類
.•物

的
處
分
與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之
行
政
處
分
，
請
 

讀
者
注
意
。

四

、
 
在
行
政
組
織
反
公
務
員
法
部
分
，
增
加
行
政
院
新
成
立
或
改
組
之
部
會
，
關
於
司
法
官
之
職
務
袪
庭
也
補
充
 

說
明
。

五

、
 
司
法
院
大
袪
官
新
近
對
受
刑
人
、
被
覊
押
之
被
告
及
遭
行
政
收
容
者
之
司
袪
救
濟
一
逋
串
的
解
釋
，
增
訂
版
 

第
三
章
在
關
於r

特
別
權
力
關
係
事
項
」
可
否
爭
訟
部
分
，
加
以
敍
述
。

六

、
 
本
f
-x
增
訂
依
向
例
引
述
各
級
行
政
法
院
有
參
考
價
值
之
裁
判
，
並
對
現
時r

熱
門
問
題
」
如
都
市
更
新
與
正
 

當
行
政
程
序
、
不
分
區
立
法
委
員
之
黨
籍
等
亦
有
簡
要
論
述
。

七

、
 
外
國
法
制
之
重
大
變
更
，
諸
如
奧
國
行
政
訴
訟
改
為
二
級
二
審
制
，
德
國
聯
邦
行
政
程
序
法
關
於
行
政
契
約
 

的
規
定
，
擬
議
修
改
中
，
德
國
各
邦
纷
紛
廢
除
訴
願
制
度
，
均
有
所
介
紹
。

增
訂
第
+

三
版
修
改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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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法
之
理
論
與
實
用

 

E

C

序
制
定
成
為
條
文
，
並
由
國
家
元
首
公
布
施
行
者
，
則
屬
兼
具
實
質
意
義
及
形
式
意
義
之
法
律
。
憲
法
第
一
百
七
 

+
條
規
定
：
「本
憲
法
所
稱
之
法
律
，
謂
經
立
法
院
通
過
，
總
統
公
布
之
祛
律
。
」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二
條
稱
：
 

「
袪

律

得

定

名

為
法
、
律

、
條
例
或
通
則
」
©

，
均
係
箸
重
於
法
律
之
形
式
意
義
。
單
純
實
質
意
義
之
法
律
，
雖
 

有
可
能
成
為
行
政
法
之
法
源
，
侣
仍
應
按
其
性
質
歸
屬
於
其
他
種
類
之
袪
源
，
並
非
此
之
所
謂
法
律
。
至
於
專
對
 

具

體

事

項

或

特

定
人
而
制
定
之
法
律
，
前
者
稱
為
處
置
性
法
律(

M
a
s
s
n
a
h
m
e
g
e
s
e
t
z

，

威
譯
措
施
性
袪
律
)
，
後
 

者
稱
為
個
別
性
法
律(Fdividualgesetz)

，
内
容
均
非
抽
象
及
一
般
性
之
規
範
，
其
合
憲
性
學
理
上
並
非
毫
無
爭
 

論
©

，
但

基

於

在

代

議

民
主
制
度
下
，
尊
重
立
法
機
關
之
原
則
，
此
種
立
法
尚
無
法
否
認
其
為
形
式
上
之
法
律
，

就
我
國
現
行
祛
制
而
言
，
尤
無
懷
疑
之
餘
地
。

©

除
此
四
種
名
稱
外
，
形
式
及
實
質
上
均
為
法
律
者
，
尚
有
海
關
進
口
稅
則
，
乃
唯
一
例
外
。
 

o

去
聿
麩
行
政
借
沲
之
區
別
，
在
：

4:

前
者
係
柚
象
及
一
股
性
之
現
範
，
後
者
多
為
具
體
及
個
別
性
之
處
置
，
如
立
法
 

幾
爾
浔
削
定
14
置
性
或
個
別
性
法
律
，
則
破
壞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
同
時
若
允
許
此
類
法
律
存
在
，
則
緒
如
法
律
平
 

..挲
t
用
轧
不
溯
見
往
箏
康
則
，
亦
[#
雖
予
貧
敵
，
戰
前
若
1
德
國
學
者
如carl

 

Schmitt,

E
_
 

F
o
r
s
t
h
o
f

荨
曾
反
對

:
處

置

性

法
律
不
遺

餘

力

，
參
照
吳
庾
，
政
治
的
新
浪
漫
主
義

-
卡
爾

.
史
密
特
政
治
哲
學
之
研
究

-
民
國
七

十

年

，

一

 
1
0
頁

以

下

。
現
時
則
無
論
學
說
或
德
國
憲
法
法
院
之
裁
列
對
於
處
置
性
或
個
別
性
法
律
，
應
受
容

許
，
皆
無
疑
問

 

vgl.

 

F.

 

Ossenbiihl

 

in

 

Erichsen,

 

aao.,

 

S.

 

136;
 

Forsthoff,

 

L
e
h
r
b
u
c
h

 

des

 

Venvaltungsrechts,

 

1.

.

w
d
.
,
 

10.

 

A
UA.

,

 

s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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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置

性
法
律
之
古
典
例
子
，
為
年
度
预
算
法
，
蓋
其
内
容
為
施
政
項
目
及
金
錢
數
字
，
 

並

非

抽
象
之
規
範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三
九
一
號
解
釋
，
亦
採
立
法
院
通
過
之
i

預
算
索
係
措
施
性
法
 

律

，
有
別
於
普
通
音
襄
之
法
律
為
其
立
論
基
礎
。
我
國
現
行
法
律
中
，
如

「戰
士
授
田
憑
據
處
理
條
例
」
性
質
上
 

亦

為

處

置

性

法
律
，
而

「卸
任
總
统
副
總
統
禮
遇
條
例
」
則
為
個
別
性
法
律
。
其
後
公
布
之
释
字
第
五
二
0

虢
解

' «
法

篇

.

I

百

零

A
條

第

1.1

項

、
第

.

|

百

.
1
1
+

五

條

)
1
在

法

源

分

類

上

自

不

能

列

為

法

律

之

類

。

三

、
國
際
法

國
際
法
與
國
内
袪
原
為
平
行
之
法
律
體
系
，
侣
二
者
亦
有
匯
集
之
可
能
，
故
有
所
請
國
際
行
政
法
之
名
稱
，
 

已
見
前
述
，
從
而
國
際
法
亦
可
作
為
行
政
袪
之
法
源
，
殆
無
疑
問
。
國
際
法
成
為
行
政
法
法
源
之
方
式
有
三
：
1-
 

直
接
作
為
法
規
適
用
，
例
如
雨
國
間
避
免
雙
重
錁
税
之
條
約
或
協
定
，
又
如
引
渡
條
約
等
均
屬
此
類
.
，

2•須
制
定
 

法
規
始
能
適
用
，
例
如
我
國
與
美
國
間
有
關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
之
協
議
，
須
規
定
於
相
關
法
規
，
才
能
有
效
執
行
，
 

再
如.一

旦
參
加
誉
作
權
公
約
則
所
承
擔
之
義
務
，
亦
有
賴
箸
作
櫂
法
之
進
一
歩
實
施
.，
3

•國
際
法
之
原
則
經
司
法
 

審
判
機
關
採
用
，
並
作
為
判
決
先
例
者
，
當
然
亦
為
間
接
之
法
源
。
又
構
成
國
際
法
最
主
要
者
為
條
約
，
條
約
在
 

國
際
法
上
之
涵
義
甚
廣
，
包
括
多
邊
或
雙
方
之
公
約
、
條
約
、
議
定
書
、
行
政
協
定
甚
至
公
報
或
宣
言
等
在
內
，
 

此
等
規
範
在
國
內
法
上
之
地
位
如
何
？
乃

|

複
雜
之
問
題
。
就
我
國
之
法
制
言
，
不
問
其
名
稱
為
何
，
在
行
政
部
 

門
與
外
國
政
府
簽

署

並

送

交

立

法
院
審
議
音
，
即
為
憲
法
第
五
+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條

約

案

，
條
約
案

經

立

法
院
讀
 

會

程

序

通

過

，
並
經
總

統

公

布

杳

，

理

論

上

其
位
階
及
效
力
與
法
律
無
異
，
如
遇

條

約
與
袪
律
相
牴
觸

之

情

形

，
 

實
務
上
傾

向

承

認

條

約
優
先
(
參

照

最

高

法
院
二
十
三
年
上
字
第|

〇
七
四
號
判
例
)
。
除
此
之
外
，
尚

有

與
外
國
 

政

府

簽

訂

之

各

種

協
定
，
經

行
政
院

批

准

(
通

常

由

院

會

決
議
方
式
行
之
)
後

即

生

效

力

，

無
須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第
二
章
行
政
法
之
袪
源

四

I

^
M

發
免
氐
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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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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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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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木法

1949.5.23 公布 

丨955.3.]5 施行 

1994.10最新修訂 

1995.1].3 修訂 

1997.10.20 修訂

1998.3.26 修訂 

!998.7.16 修訂 

2000.11.29 修訂 

2000.12.19 修訂

2001.11.26 修訂

2002.7.26 修訂 

2006.8.28 修訂 

2(H0.7：21 修 訂 . 

2012.7.17 修訂 

朱建民原譯

陳沖增譯 

張桐銳增譯 

林子平增譯 

李震山增修 

揚子慧增譯 

李建良增修 

吳信華增修

李建良增修部分序言、1，2, 3, 4, 5, (5, 22, 23, 33, 52, 72, 73, 74, 74a, 75, 84, 85, 
87c, 91a.. 91b, 93 , 985 1 04a, 104b, 105, 107, 109, 125a, 125b, 125c, 143c «
吳信華增修部分 4 5 、45d 、91c 、91d 、91e ' 9 3 、106、]06b 、109a 、115、 

135a 、】43a 、丨.43d 。

(資料來源

Q uelle: http://www.bundestag.de/pai.lament/funktion/gesetze/grundgesetz/g g )

1 2 9 / 2 9 0

http://www.bundestag.de/pai.lament/funktion/gesetze/grundgesetz/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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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德意志人民，認'識到射上帝與人類所負之責任，.願以身為聯合歐洲中 
平等之一員致力於世界和平，依其制憲權力制定本基本法。、

巴登-符腾堡（Baden-Wiirltembe氓）、巴伐利亞（Bayern)、柏林（
、布蘭 登 # (B — 丨.g )、布萊梅（Bremen) ' 漢堡（Hamburg):
Hessen )、梅克倫堡-前波莫瑞（ : ^
Niedersacbsen)*^^^-^^^ (Nordrhem-Westfelen) >
Rheinland-Pfalz) ' fAi i (Sarrland) > (Sachsen)' fil̂  j j _
Sachsen-Anhalt)

Thm’ingen〉各邦之德意忘人民在其自由之自主決定下，已56成德國統與 
自由•因此，本基本法適用於全體德意志人民*

结_奋其太想采II

第

第

第

一 條

二條

三條

一、 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權力之
義務。 ，

二、 德意志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讓與之人權，為一切人類社
畲以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礎4

三、 以下基本權利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為直接翁效之權护6 
二、人人於不侵害他人之權利或不牴觸憲政秩序或道德規範

(SUtengesetz)之範圍内，享有自由發展其人格之權利。 功 

二、人人享有生命權及身體不受侵犯之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 
犯*此等權利僅得基於法律干預之。

一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 」 & 尺 R
二、男女平等•國家應促進男女平等之實際貫徹，並致力消除現

存之政視•> .
三、任何人不得因性別、出身 '種族、語言、籍貫、血統、仏 

仰、宗教或政治觀而受歧視或享特權。任何人不得因其身心
■障礙而受歧視。

第四條一、信仰與良心之自由及宗教與世界觀表達之自由不可侵犯。
‘ 二、不受妨礙之宗教儀式應受保障*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五） 339

三 、任何人不得被迫違背其良心，服持武器之兵役。其細則由聯 

邦法律定之。

第 五 條 一 、人人有以語言、文字及圖畫自由表示及傳布其意見之權利， 

並有自一般公開之來源接受資訊而不受阻礙之權利。出版自 

甴及廣播與電影之報導自由應保障之。事前檢查制度不得設 

置 。

二 、 前項權利之界限在一般法律之规定、保護青少年之法律規定 

及個人名譽之權利。

三 、 藝術與學術'研究及講學均屬自由。講學自由不得免除對憲 

法之忠誠。

第 六 條 一 、婚姻與家庭應受國家之特別保護。

二 、 撫養與教育子女為父母之自然權利，亦為其至高義務•其行 

使應受國家監督。

三 、 於養育權利人不能盡其養育義務，或因其他原因子女有被棄 

養之虞時•始得基於法律違反養育權利人之意志，使子女與 

家庭分 離 。

四 、 凡母親均有請求受國家保護及照顧之權 利 。

五' 非婚生子女之身體與精神發展及社會地位，應由立法給予與 

婚生子女同等之條件。

第 七 條 一 、整個教育制度應受國家之監督 *

二 、 子女教育權利人有權決定其子女是否接受宗教教育。

三 、 宗教教育為公立學校猓程之一部分，惟無宗教信仰之學校不 

在 此 限 。宗教教育在不妨害國家監督權之限度内，得依宗教 

圈體之敎義施教，敎師不得違反其意志而負宗教教育義務。

四 、 設立私立學校之權利應保障之。私立學校代替公立學校者， 

應經國家之許可並服從各邦法律。私立學校如其教育目的與 

設備及教導人員之學術訓練.不遜於公立學校，並對於學生不 

因其父母之財產情況而加以區別者，應許可其設 立 。如其敎 

導人員之經濟上與法律上地位無充分保障者，不得許可•

五 、 私立國民學校唯有教育行政機關認其設立具有特殊教學利益 

時 ，或 經 兒 童 教 育 權 利 人 之 請 求 以 之 作 為 鄉 鎮 公 學

( G e m e i n纟chaft+sscliule ) 、宗 教 潑 修 或 理 想 實 踐 學 校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笫 十 一 條

(Bekennt丨iis-ode丨• Weltanscliauungsschuie)時 ，而該鄉鎮

(Gemehide) 又無此類公立國民學校時，始得准其設立°

六 、先 修 學 校 （Vorschule) 禁止設立。 •
一 、  所有德國人均有和平及不攜帶武器集會之權利，無須事前報

告或許可〇

二 、 基天集會之權利得以立法或根據法律限制之。

― 、所有德國人均有結社之權利 *

二 、 結社之目的或其活動與刑法牴觸或違反憲法秩序或國際諒解 

之'取想 者 ，應禁止之0
三 、 保護Ji伲進勞動與經濟條件之結社權利，應保障任何人及f  

何職業均得享有。凡限制或妨礙此項權利為目的之約定均f
. 無 效 ；為此而採取之措施均屬違法。依第十二條之一'第二 

十五條第二、三 項 、第八十七條之一笫四項，以及第九十一 

條所採之措跑，其主旨不得遠反本項所稱結杜保護並促進勞 

動與經濟條件所為之勞工運動 *

一 、  書信秘密、郵件與電訊之秘密不可侵犯。

二 、 前項之限制难依法始得為之•如限制係為保護自由民主之基 

本 原 則 ，或為保埴聯邦或各邦之存在或安全則法律得規定 

該等限制不須通知有關人士，並由國會指定或輔助機關所為 

之核定代替爭訟 *

一 、  所有德國人在聯邦領土内均享有遷徙之自由。 .

二 、 此項權利唯在因缺乏充分生存基礎而致公眾遭受特別負擔 

時 ，或為防止對聯邦或各邦之存在或自由民主基本巧則所構 

成 之 危 險 ，或為防止疫疾、夭然災害或重大不幸事件，或， 

保護少年免受遺棄，或為預防犯罪而有必要時，始得依法律

限 制 之 。 t
第 • 十 二 條 一 、所有德國人均有自由選擇其職業、工作地點及訓練地點之械

1 一 利 ，職業之執行得依法律管理 之 。

二 、 任何人不得被強制為特定之工作，但習慣上一般性而所有人

均平等參加之強制性公共服務’不在此限。

三 、 強迫勞動僅於受法院判決剝奪自由時，始 得 准 許 。 _

第十二條之一一、男性自年滿十八歲起，有在 軍 隊 、聯邦邊境防衛隊或民防組

1 3 2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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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服事勤務之義務。

二 、 任何人基於良心理由而拒絕武裝之戰爭勤務者，得服代替勤 

務 * 其期限不得逾兵役期限，其細則以法律定之，該法律不 

得有礙良心判斷之自由，並應規定與軍隊及聯邦邊境防衛隊 

無關之代替勤務之機會。

三 、 應服兵役而未受徵服第一、二項所稱之任何一項勤務者，得 

於防衛情況時依法服事以防衛為目的之民事勤務，包括保護 

平 民 ：至於公法上之勤務，則僅限於為警察之警戒勤務或僅 

能藉公法勤務始能完成之公共行政事務。本項第一段所稱之 

工 作 ，得為武裝部隊中類同公共行政之補給事務；至於被指 

派擔任捕給平民之工作，僅於生活上急切需要或為保障其安 

全 時 ，始得允許。

四 、 在防衛事件中，民事衛生戽 f 療 事 務 ，以及固定地點之軍事 

铋護组織中民事勤務之需要，如無從以自願方式支應時，則 

十八足歲至五十五足歲之婦女得依法受徵服事該項勤務， 

(但 ）絕對不得課予其從事武裝勤務之義務。

五 、 防衛事件發生前，第三項所稱之勤務僅得依第八十條之一第 

一項之標準為之•為準储第三項所稱之勤務而有特別知識及 

技能之需要時，得依法強制參加訓練活動，但本項第一段之 

規定不適用 之 。

六 、 防衛事件發生時，第三項第二段所稱範 ®之勞動力如不能以 

自願方式支應時，則為確保該項需要，得依法限制德國人民 

之 自 由 、業務執行或工作地點。防衛事件發生前，適用第五 

項第一段之规定《

第 十 三 條 一 、住所不得侵犯。

二 、 搜索唯法官命令，或遇有緊急危險時，由其他法定機關命令 

始得為之 > 其執行並須依法定程序。

三 、 根據事實懷疑有人犯法律列舉規定之特定重罪，而不能或難 

以其他方法 t 明事實者，為訴追犯罪，得根據法院之命令， 

以設備對該疑有犯罪嫌疑人在内之住所進行監聽。前開監聽 

措施應定有期 限 。前述法院之命令應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議庭

( S p r u c h k& p e r ) 裁 定 之 。遇 有 急 迫 情 形 （bei Gefahr i m



第 十 © 條

第 十 五 條

第 十 六 條

第十六條之■-

V e r z u g e ) ，亦得由一名法官裁疋々。 乂

四 、 為防止公共安全之緊急（dr丨n S e n d ) 危 險 ，特別是公共危 

或 生 命 危 險 ，唯有根據法院之命令，始得以設備對住所進行 

監 察 。遇有急迫情形，亦得依其他法定機關之命令為之；但

應立即補正法院之裁定。 押

五 、 僅計盡用以保護派至住所内執行任務之人而為監察者，得依 

法定機關命令為之•除 此之外，由此獲得之資料，只准許作 

為刑事訴追或防止危險之目的使用，唯須先經法院確認監察 

之 合 法 性 ；遇有急迫情形，應立即補正法院之裁定。

六 、 聯邦政府應按年度向聯邦議會報告有關依前三項規定執行監

察之情形•由聯邦議會選出委員會根據該報告進行議會監 

督 。各邦應為同樣的議會監督 * 胃 ， ,

七 、 除上述情形外，除為防止公共危險或個人生命危險，或，據 

法律為防止公共安全與秩序之緊急危險，尤其為解除房荒' 

撲滅傳染疾病.或保護遭受危險之少年，不得干预與限制之 *

一 、 財產權及繼承權應予保障，其内容與限制由法律规定之。

二 、 財產濉負有義務6 財產權之行使應同時有益於公共福利 。#

三 、 财產 之 微 收 ，必須為公共福利始得為之•其執行，必須根據 

一 法 律 始 得 為 之 ，此項法律應規定賠償之性質與疏園。賠償，

決定應公平衡量公共利益與關係人之利益。賠償範圍如有爭 

執 ，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

土地與地產、天然資源與生產工具，為達成社會化之目的 > 得由 

法律规定輅移為公有財產或其他形式之公營經濟，此項法律應 

规定赔償之性質與範团■■關於賠儐，適用本基本法第十四條第

三項第三、四兩段 - ,

一 、 德國人民之國籍不得剝奪之•國籍之喪失須根據法律 .，如係 

違反當事人之意願時，並以其不因此而變為無國籍者為限三

二 、 德國人民不得引渡於外國，在符合法治國原則的情況下，得 

以法律就引渡至歐盟會員國或國際法庭為其他規定。

一 、  受政治迫害者 *享有庇護權。

二 、 由歐洲共同激之成員國或由一個保障關於難民法律地位，協 

約或歐洲人權公約有其適用之第三國入境者，不得主張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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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條  

第十七條之一

第 十 八 條

項所定之權利。歐洲共同體成員國以外，符合第一句所定要 

件之國家，以須經聯邦參議院同意之法律定之。在第一句所 

定之情形，终結居留之措施不因對其提起法律定之。在第一 

句所定之情形，终結居留之措施不因對其提起法律救濟而停 

止執行。

三 、基於法律狀況、法律適用及一般的政治關係，而顯示出有保 

障人民不受政治迫害及非人道或侮辱性處罰或處置之國家， 

得以須經聯邦參議院同意之法律規定之。由此等國家入境之 

外 國 人 ，除其舉出確受政治迫害之事實外，推定為未受迫 

害 •

四'在第三項所定情形及申請庇護為顯無理由可視為顯無理由 

者 *終結居留措施之執行僅於對此等措施之合法性有顯著之 

懷 疑 時 ，始得經由法院中止之；審查範園得受限制且事後之 

請求應不予考慮。其，細節以法律定之》

五 、歐洲共同體成員國相互間之其與第三國所締結之國際條約， 

係尊重於締約國内應予適用之有關難民法律之協約與歐洌人 

權 公 约 ，而所締結之國際條約中规定審查庇護申請之管轄與 

庇護決定之相互承認者，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规定不得與之牴 

觸 。

人民有個別或聯合他人之嘗面向該管機關及民意代表機關提出請

願或訴願之權利》

一 、 有關兵役及代替勤務之法律得规定，對於軍隊及代替勤務之 

服役人員於服役或從事代替勤務之期間，限制其以語言、文 

字 及 圖 畫 自 由 表 示 及 傳 布 意 見 之 基 本 權 利 （第五條第一 

項 ）、集會自由之基本權利（第八條）及請 願 之 權 利 （第十 

七條），但得规定許其聯合他人提出請願及訴 願 。

二 、 有關國防及保護平民之法律得規定限制遷徒之基本權利（第 

十一條）及住宅不可侵犯權（第十三條）。

凡濫用言論自甴，尤其是出版自由（第五條第一項）、講學自由

( 第五條第三項）、集 會 自 由 （第八條）、結 社 自 由 （第九條）、

書 信 、郵 件 與 電 訊 秘 密 （第十條）、財 產 權 （第十四袼）、或庇

護 權 （第十六條之一），以攻擊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應剝



第 十 九 條 一 、  見 &太 雜 利 依太某太法親定得以法揀限制者，該法律 應 & 盡 

一 ■ ^ 性 ， 曰 不 媒描确用於牯定審件，除 •士.玆法捸並應具體列-
躲其條文指出兄所限制之基本權利。

二 、 基本權利之實質内容絕不能受伐 害 。 ，

、 、基本權利亦適用於國内法人，但以依其性質得適用者為限。 

^ 、任何人之權利受官署侵害時，得提起訴訟。如別無其他管轄 

機 關 時 ，得向普通法院起訴，但第十條第二項後段之规定不 

因此而受影響•

奪此等基本權利■■此等權利之剝奪及其範園由聯邦憲法法院宣

第 二 十 條

第二十條之一 

第二十一條

第 二 章 聯 邦 與 各 邦

一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Hk Deutschland) 為民主、 

社會之聯邦國家*

二 、 所有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國家權力，由人民以選舉及么民投

票 ，並由彼此分立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行使之。 ，

三 、 立法權應受憲法之限制，行政權與司法權應受立法權與法律

之限制《

四 、 凡從事排除上述秩序者，如別無其他救濟方法，任何德國人

皆有權及 抗 之 * • „

國家為將來之世世代代，負有賁任以立法，及根據法律與法之規 

定經由行政與司法，於合憲秩序範圍内保障自然之生活環境及

動 物 0

一  •、政 f 應參靱人民政見之形成8 政黨得自由組成。其内部組竦 

祕 么 K  » 制 。政 應 細 靜 ■ 紅 來 源 雛

二 當祓龙目的及其黨具之行為 1意圖指宏或.麻除自由、民.车 

之 基 本 秩 触 侧 危 害 齡 幻 _ 共 和 网 之 存 在 者 ，立 遠  

宽 "至是 $ 魏 ，如 _ 祕 碰 . 決 定 么 。

= 、此細糾由聯邦立法规定之•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首都為柏林。首都之整體國家代表性，笫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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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七日憲法會議通過 

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批准生效

We tli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ai a more perfect 
union, establish justice?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secure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to 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la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序文>

我們美國人民，為了建立——  固更 

善的聯邦，樹立公平的司#  •兩度 
保障國内的治安，籌設共p i  p方衛 
增進全民福利，使我們自己  ̂ 和後 

子 孫 ，永享自由的幸福 ， T lr  •淛定 
確立了這一部美國憲法。

Article I 

Section 1.

All legislative powers herein granted shall be vested in a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consist of a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第一條 <  立法>

第一項（國會）

憲法所授予之立法權，均M  方令參 
院與眾議院所組成之美國®  會 》

Section 2 .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hall be composed of members 
chosen every second year by the people of the several states, and 
the electors in each state shall have the qualifications requisite for 
electors of the most numerous branch of the state legislature.

第二項（眾議院）

眾議院以各州人民每二年_  琴一 

之議員組織之，各州選舉人~ 境具 

州眾議院議員選舉人所需之： 賓格

No person shall be a Representative who shall not have attained to 
the age of twenty five years, and been seven years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shall not, when elected, be an inhabitant of 
that state in which he shall be chosen.

凡年齡未滿二十五歲，為 国 國  
未滿七年，及當選時非其選  过州 

居民者，不得為眾議院議鼻 . 。

Representatives and direct taxes shall be apportioned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which may be included within this union,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numbers, which shall be detennined by adding 
to the whole number of free persons, including those bound to

眾議院議員人數及直接稅稅!： _應  

美國所屬各州人口分配之 。• 名州 

口 ’ 包括所有自由民及服 俊 二 T二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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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t e n n  o f  excluding Indians not taxed, three
o f  all other . The actual Enumeration shall be made 

in three years after first meeting o f  the Congress o f  the 
ed States, and w it h ix r - ~ ~ a .  every subsequent term o f  ten years, m  
manner as they  sh a .!^ B ^ ® -l by  l^w  direct. The number o f  

•esentatives shall exceed  one for every thirty thousand, but 
"tcite -hall ~^a.st one Representative; and until such

deration shall be  m a ,---------a e ,  the state o f  N ew  Hampshire shall be
led to chuse three, ^lassachusetts eight, Rhode Island and 
idence Plantations Connecticut five, N ew  York six, N ew
sy four, Pennsylvani. ----- 1 eight, Delaware one, Maryland six,
inia ten, North  C a r o = l i n a  five, South Carolina five, and Georgia

期間之人，以及其他人民數額五分 

之 三 ，但未被課稅之印第安人不計 

算 之 。人口之統計，應於美國國會 

第一次會議後三年內及此後每十 

4 ，％法* 之規定舉行之。議員人 
舍以每三意人丰選出一人為限，但 

每州最少應有議員一人。在舉行前 
項人口統計前，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得選出三人，馬薩諸塞 
、卜丨(Massachusettes)八人，羅得島州 

(Rhode Island)及普洛威騰士墾植地 

(今羅得州之省會)一人.康涅狄克
:、卜丨(Connecticut)五人，紐約州(New  
York)六 人 ，新澤西州(New  Jersey) 
四 人 ，賓夕爾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V V A，德拉瓦州 
Delaware)一 人 ，馬里蘭州 

〈Maryland)六人，佛吉尼亞州 

(Virginia)十 人 ，北卡羅來納州 
i o r t h  Carolina)五人，南卡羅來納 
Jj、卜丨(South Carolina)五人，喬治亞州 

(Georgia)三人。

!n vacancies happea  i n  the Representation from  any state, the 
•utive authority th ere  o f  shall issue writs o f  election  to fill such
mcies.

任何一州所選議員中遇有缺額時， 
該州之行政機關應頒布選舉令以補 

足該項缺額。

House 〇f  Rcprcs^pt" ̂ v e s  shall choose their speaker and other 
jers- and shall have X. ... 3 n e  sole power o f  impeachment.

眾議院應選定該院議長及其他職 
員 ；並唯眾議院有提出彈劾之權。

ion  3.

Senate o f  the U n i t e c * * * -  States shall be composed o f  two Senators 
i  each state, chosen  1  ~>y  the legislature thereof, for six years; and 
i Senator shall have < _ >ne vote.

第三項（參議院）

美國參議院由每州州議會選舉参議 

員二人組織之，參議員任期六年， 

每一參議員有—表決權。

lediately after they  s ：^ M I f c ia U  be assembled in consequence o f  the
election they shall T = = > e  divided as equally as may be into tliree 

ses. The seats o f  the S en a to rs  o f  the first class shall be vacated 
le expiration o f  the s  < —T^cond year, o f  the second class at the 
iration o f  the fourth 3 - ^ a n d  the third class at ths expiration o f

if  vacancies happen t> y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during the 
i,on o f  the lcgislatiirp ^ anv state, the executive thereof may 
ce temporary a p p o in tr ^ a ^ ^ m e n ts  until the next meeting o f  the

參議員於第一次選舉後集會時，應 

儘可能平均分為三組。第一組參議 

員應於第二年年終出缺，第—組参 
議員於第四年年終出缺，第三組參 

議員於第六年年终出缺，俾每一年 

得有三分之一參議員改選。在任何 

一州議會休會期間，參議員如因辭 

職或其他情由而有缺額時，該州行 

政長官得於州議會下次集會選人補 

免会項缺額前 ’ 任命臨時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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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person shall be a Senator who shall not have attained to the age 
o f  thirty years, and been  nine years a citizen o 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shall not, when elected, be an inhabitant o f  that state for 
which  he shall be chosen.

凡年齡未滿三十歲，為美國國民未 

滿九年，及當選時非其選出州之居 
民者，不得為参議員。

The Vice Presid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President o f  the 
Senate, but shall have no vote, unless they be equally divided.

美國之副總統為參議院之議長，但 

除該院參議員可否同票時，無表決 

權 。

The Senate shall choose  their other officers, and also a President 
pro tempore, in the absence o f  the Vice President, or when he shall 
exercise the office o f  Presid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参議院應選舉該院之其他職員，遇 

副總統缺席或行使美國總統職權 

時 ，並應選舉臨時議長。

The Senate shall have the sole  power to try all impeachments. 
When sitting for that purpose, they shall be on oath or affinnation. 
When the Presid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is tried， the Chief Justice 
shall preside: And no  person shall be convicted without the 
concurrence o f  two tliirds o f  the members present.

唯參議院有審判一切彈劾案之權， 
審判彈劾案時，全體參議員應宣誓 

或作代誓之宣言。美國總統受審 
時 ，最高法院院長應為主席。非經 

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不能 
判定任何人之罪責。

Judgment in cases o f  impeachment shall not extend further than to 
removal from  office, and disqualification to hold and enjoy any 
office  o f  honor, trust or profit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party 
convicted  shall nevertheless be liable and subject to indictment, 
trial Judgm ent and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law.

彈劾案之判決，以免職及剝奪享受 

美國政府榮譽或有責任，或有酬金 
之職位之資格為限。但被定罪者仍 
可受法律上之控訴、審訊、判決及 

翥罰。

Section 4. 第四項（國會議員之選舉與國會之 

集會）
The times? places and manner o f  holding elections for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be prescribed in each state by the legislature 
thereof; but the Congress may at any time by law make or alter 
such regulations, except as to the places o f  choosing Senators.

舉行參議員及眾議員選舉之時間、 
地點與方法，應由各州州議會規定 

之 ；但國會得隨時以法律制定或修 

改此類規定，關於選舉參議員之地 

點 ，不在此限。

The Congress shall assemble at least once in every year, and such 
meeting shall be on the first Monday in December, unless they 
shall by  law  appoint a different day.

國會每年至少應開會一次。除法律 

另定日期外，應於十二月第一個星 

:钥一集 會 。

Section  5. 第五項（國會會議之進行）

Each House shall be the judge o f  the elections, returns and 
qualifications o f  its own members, and a majority o f  each shall 
constitute a quorum to do business; but a smaller number may

各議院應自行審查各該院議員之選 

舉 ，選舉結果之報告，及議員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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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ourn from day to day, and m ay  be authorized to compel the 
attendance o f  absent members, in  such manner, and under such 
penalties as each House m ay provide.

格 。每院議員出席過半數即構成決 

議之法定人數。但不滿法定人數時 

寻延期開會，並得依照各該議院所 

規定之手續與罰則強迫缺席之議員 

出席。 I

Each House may determine the rules o f  its proceedings, punish its 
members for disorderly behavior, and, with the concurrence o f  two 
thirds, expel a member.

各議院得規定各該院之議事規則， 

處罰各該院擾亂秩序之議員，並得 
經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開除議 

員 。

Each House shall keep a journal o f  its proceedings, and from  time 
to tim e publish the same, excepting such parts as may in their 
judgment require secrecy; and the yeas and nays o f  the members o f  
either House on any question shall, at the desire o f  one fifth o f  
those present, be entered on  the journal.

各議院應設置其議會之議事錄，並 

應隱日$ 將其紀錄刊布之 ’ 但各議院 | 
認為應守秘'密之部分，不在此限。 

各議員對於任何問題之贊成與反對 
:殳票，經出席—員 五 分 之 一 之 請 | 
求 ，應載入紀錄。

Neither House, during the session  o f  Congress, shall, without the 
consent o f  the other, adjourn for more than three days, nor to any 
other place than that in which  the two Houses shall be sitting.

在國會開會期内，每議院如未經他 
議院之同意不得延會三日以上’亦 

不得將兩議院之開會地點移於他 

所 。

Section  6.

The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hall receive a compensation for 
their services, to be  ascertained by  law, and paid out o f  the treasury 
o 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hall in all cases, except treason, felony 
and breach o f  the peace, be privileged  from arrest during their 
attendance at the session  o f  their respective Houses, and m  going to 
and returning from  the same; and for any speech or debate in either 
House, tiiey shall not be questioned in any other place.

第六項（議員之權利）

參議貢與眾議員應得服務報酬’由 
法律規定其數額，並從美國國庫支 

付之。兩院議員，除犯有叛逆罪、 
重罪及妨害治安之罪者外，在各該 
院開會期間及往返於各該院之途 

中 ，不受逮捕，各該院議員不因其 |

N o  Senator or Representative shall, during the time for which  he 
was elected, be appointed to any civil office under the authority o 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have been  created, or the 
emoluments whereof shall have been  increased during such time:and no person holding any office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a
member o f  either House during his continuance in office.

無論参議員或眾議員’於當選之任 

彘 内 ，均不得受任為美國政府所新 

設或當時增加薪俸之任何文官。凡 

在美國政府下供職之人，於其任職

Section 7. 第七項（法案與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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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l bills for raising revenue shall originate in the House o f  
Representatives; but the Senate may propose or concur with 
amendments as on other Bills.

徵稅法案應由眾議院提出，但參議 

院對之有提議權及修正權，與其對 

其 他 法 案 同 。

Every bill which  shall have passed the House o 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shall, before it become a law, be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i f  he approve he shall sign it, but i f  
not he shall return it, with  his objections to tiiat House in which it 
shall have originated, who shall enter the objections at large on 
their journal, and proceed to reconsider it. If  after such 
reconsideration two  thirds o f  that House shall agree to pass the bill, 
it shall be sent， togetiier with  the objections， to tilie other House， by 
which  it shall likewise  be  reconsidered, and i f  approved by two 
thirds o f  that House? it shall become a law. But in all such cases the 
votes o f  both House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yeas and nays， and the 
names o f  the persons voting  for and against the bill shall be entered 
on the journal o f  each House respectively. If  any bill shall not be 
returned by the President within ten days (Sundays excepted) after 
it shall have been  presented to him? the same shall be a law, in like 
manner as i f  he had signed it, unless the Congress by their 
adjournment prevent its return, in which case it shall not be a law.

凡眾議院及参議院所通過之法案， 

於 成 為 法 律 前 ，應 咨 送 美 國 總 統 ， 

總 統 如 批 准 該 法 案 ，應 即 簽 署 之 ， 

否 則 應 附 異 議 書 ，交還提出法案之 

議 院 。該院應將該項異議書詳載於 

議 事 錄 ，然後進行 覆 議 。如經覆議 

後 ，g院—員有三分乏二人數同意 

通 過 該 項 法 案 ，應即將該法案及異 

議 書 送 交 其 他 一 院 ，該院亦應加以 

覆 議 ，如經該院議員三分之二人數 

亦 認 可 時 ，該項法案即成為法律。 

佝 遇 前 項 情 形 時 ，兩院應以贊成與 

反 對 之 人 數 表 決 ，贊成或反對該項 

法案之議員姓名並應登記於各該院 

之 議 事 錄 。如法案於送達總統後十 

曰 內 （星 期 日 除 外 ）未經總統退 

還 ，即 視 為 總 統 簽 署 ，該項法案成 

為法律雅國會因休會致該項法案不 

獲 交 還 時 ，該項法案不得成為法 

律 。

Every order, resolution, or vote to which the concurrence o f  the 
Senate and House o f  Representatives may be necessary (except on 
a question o f  adjournment) shall be presented to tlie Presid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fore the same shall take effect, shall be 
approved by him, or being disapproved by him, shall be repassed 
by  two thirds o f  the Senate and House o f  Representativ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limitations prescribed in  the case o f  a 
bill.

凡必須經參議院及眾議院同意之命 

令 或 決 議 或 表 決 ， （休會之問題除 

外 )應咨送美國總統。該項命令或決 

議 或 表決於發生效力前，應經總統 

批 准 ，如 總 統 不 批 准 ，應依照與法 

案 有 關 之 規 則 與 限 制 ，由参議院及 

眾議院議員三分之二人數再通過 

之 。

Section 8. 第 八 項 （國 會 之 權 限 ）

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duties, 
imposts and excises, to pay the debts and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and general welfare o f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l duties, 
imposts and excises shall be unifon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國 會 有 左 列 各 項 權 限 =

— 、 規定並徵收所得稅、間接 

稅 、關 稅 與 國 產 稅 ，用以償付國 

債 ，並籌劃合眾國之國防與公益。 

但 所 徵 各 種 稅 收 ，輸入稅與國產稅 

應 全 國 劃 一 。

To borrow money on the credit o f  the United States; 二 、 以美國之信用借貸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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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gulate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and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and w ith  the Indian tribes;

三 、 規定美國與外國、各州間 

及與印第安種族間之通商。

T o  establish a uniform  rale o f  naturalization，ai^d uniform laws on
the subject o f  bankruptcies throughhout the United States;

四 、 規定全國一律之歸化法規 

及破產法。

To coin money, regulate the value thereof, and o f  foreign coin, and 
fix  the standard o f  weights and measures;

五 、 鑄造貨幣，釐定國幣及外 

幣之價值，並規定度量衡之標準。

To provide for the punishment o f  counterfeiting the securities and 
cuirent coin  o f  the United States^

六 、 制定關於偽造美國證券及 

通用貨幣之罰則。

To establish post offices and post roads; 七 、 設立郵政局並建築郵政道 

路 。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 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八 、 對於著作家及發明家保證 

某著作品及發明物於限定期間内享 
有專利權，以獎進科學文藝。

To constitute tribunals inferior to the Supreme Court; 九 、 設立最高法院以下之法 

院 。

To define and punish piracies and felonies committed on the high  
seas? and offenses against the law  o f  nations;

十 、 明定及懲罰在公海上所犯 

之海盜罪與重罪，及違反國際法之 

犯罪。

To declare wars grant letters o f  marque and reprisal, and make rules 
conceming captures on land and water;

宣戰'頒發捕獲敵船許可 

證 ，並制定關於陸海捕獲之規則。

To raise and support armies, but no appropriation o f  money to that 
use shall be  for a longer tenn  than two  years;

十二 ' 徵召並供應陸軍，但充作 

該項用途之預算，不得超過二年。

To provide and maintain a navy; 十三、 設立並供應海軍。

To make rule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regulation o f  the land and 
naval forces;

十四、 制定陸軍海軍之組織及管 

理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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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for calling forth the militia to execute the laws o f  the 
union， suppress insurrections and repel invasions;

十五、 規定招集國民兵以執行美 

國之法律，鎮壓内亂，並抵禦#卜 

侮 。

To provide for organizing, arming, and disciplining, the militia, and 
for governing such part o f  them  as may be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o f  the United States, reserving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the 
appointment o f  the officers, and the authority o f  training the militia 
according to the discipline prescribed by Congress;

十六、 規定國民兵之組織、武裝 

與訓錬，並指揮管理受召而服務於 

美國之國民兵團，惟任命長官及依 

照國會所定法律以訓練國民兵之 
權 ，由各州保留之。

To exercise exclusive legislation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over such 
District (not exceeding ten miles square) as may, by  cession o f  
particular states, and the acceptance o f  Congress, become the seat 
o f  the governm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exercise like 
authority over all places purchased by the consent o f  the legislature 
o 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same shall be, for the erection o f  forts, 
magazines, arsenals, dockyards, and other needful buildings; And

十七、 對於經州讓與且經國會承 

受 ，用充美國政府所在地之區域 

( 其面積不得超過十平方英里)行使 

完全之立法權。對於經州議會許可 
而購得之地方，用以建築要塞、軍 
火庫、兵工廠、船廠及其他必要之 
建築物者，亦行使同樣權利。

To make all laws which shall be necessary and proper for carrying 
into execution the foregoing powers, and all other powers vested 
by  this Constitution in the government o f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any department or officer thereof.

十八、 為執行以上各項權力，或 

為執行本憲法授予美國政府或政府 
中任何機關或官員之權力，國會得 
制訂一切必要而適當之法律。

Section  9. 第九項（禁止國會行使之權力）

The migration or importation o f  such persons as any o f  the states 
now  existing shall think proper to admit, shall not be prohibited by 
the Congress prior to the year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eighty but a tax or duty may be imposed on such importation, not 
exceeding  ten dollars for each person.

現有任何一州所允准予移入或准予 
販入之人，在一八。八年之前，國 

會不得禁止之。但對於其入境，得 
課以每人不超過十元之稅金。

The privilege o f  the writ o f  habeas corpus shall not be suspended, 
unless when  in cases o f  rebellion 01. invasion the public safety may 
require it.

人身保護令狀之特權不得停止之。 

惟遇內亂外患而公共治安有需

要 時 ，不在此限。

N o  bill o 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aw  shall be passed.
• .....  " "" ■ ■ ................ .............. - a— ' — ■

公權剝奪令或溯及既往之法律不得 

通過之。

N o  capitation, or other direct, tax shall be laid? unless in proportion 
to the census or enumeration herein before directed to be taken.

人口稅或其他直接稅，除本憲法前 

所規定與人口調查統計相比例者 

外 ，不得賦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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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ax or duty shall be  laid on articles exported from  any state. 對於自各州輸出之貨物，不得課 

稅 。

N o  preference shall be  given  by  any regulation o f  commerce or 
revenue to the ports o f  one state over those o f  another: nor shall 
vessels bound to, or from, one state, be obliged  to enter, clear or 
pay duties in another.

‘壬何商務條例或稅則之規定不得優 

惠某州商港而薄於他州商港。開往 

或士自某一州之紐舶，不得強其進 

入或航出他州港口，或繳付關稅。

No  money shall be  drawn from the treasury, but in consequence o f  
appropriations made by  law; and a regular statement and account o f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o f  all public m oney  shall be published 
fi:om time to time.

除法律所規定之經費外，不得從國 

庫中文撥款項。一切公款之收支帳 

目及定期報告書應時常公布之。

No  title o f  nobility shall be gra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 
person holding any office  o f  profit or trust under them, shall, 
without the consent o f  the Congress, accept o f  any present, 
emolument, office, or title, o f  any kind whatever, from any king, 
prince, or foreign state.

美國不得授予貴族爵位。凡在美國 

政府下受俸或任職之人，未經國會 
之言孕奇，示得接受外國國王或君主 

所贈與之任何禮物、俸祿、官職或 

爵位 °

Section 10.

No  state shall enter into any treaty, alliance, or confederation; grant 
letters o f  marque and reprisal; coin money; emit bills o f  credit, 
make anything but gold  and silver coin  a tender in payment o f  
debts; pass any bill o f  attainder, ex post facto law, or law  impairing 
the obligation o f  contracts, or grant any title o f  nobility.

第十項（禁止各州行使之權力）

任何州不得：加入任何條約、盟約 
或邦聯；頒發捕獲敵船許可狀；鑄 
造貨 幣 ；發行信用票據;使用金銀幣 

以外之物，以作償還債務之法定貨 
幣 ；通過公權剝奪令，溯及既往之 

法 律 ，或損害契約義務之法律，或 

授予貴族爵位。

No  state shall, without the  consent o f  the Congress, lay any imposts 
or duties on imports or exports, except what m ay be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executing it's inspection laws: and the net produce o f  
all duties and imposts, laid by any state on imports or exports, shall 
be for the use o f  the treasury o 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such law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vision and control o f  the Congress.

無論何州，未經國會核准’不得對 

於進口貨或出口貨’賦課進口稅或 
出口稅，惟執行k 查法律上有絕對 

必要_ ，不在此限。任何一州，對 

於進口貨或出口貨所課之一切進口 
稅或出口稅之純所得應充作美國國 

庫之用；所有前項法律，國會得予 

修正與管理。

N o  state shall, without the consent o f  Congress, lay any duty o f  
tonnage, keep troops, or ships o f  war in time o f  peace, enter into 
any agreement .or compact with another state， or witli a foreign 
power, or engage in war, unless actually invaded, or in such 
imminent danger as w ill not admit o f  delay.

無論何州，未經國會核准’不得徵 

收船舶噸稅，不得於平時設立軍隊 

或戰艦，不得與他州或外國締結任 

何協定或契約，或交戰。但遭受實 

際侵犯或急迫之危險時’不在此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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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備案政黨名冊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丄 中國國民赏 -18/11/24 洪秀柱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32號 (02)87711234 78/2/10

+國青年黨 12/12/2 吳文舟 通訊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29號 (05)5375247 78/2/24
3 中國民主社會黨 21/4/16 孫 善 豪 、.. 臺北市木新路二段11號 13樓 (02)22341198 78/2/24
4 工黨 76/11/1 鄭昭明 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44巷 1號 (02)23121472 78/2/24
b 中國民主黨 77/8/14 沈朝江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50號6樓之41室 (02)23142943 78/3/24
6 中國民主正義黨 76/12/25 張大政 臺北市中正區臨沂街63巷 12號之4 (02)23412535 78/3/15
Y 中華共和黨 77/3/9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二段90巷26號3樓 (02)29366572 78/3/16
8 中國聯合黨 78/2/12 王健全 臺北市文林北路220號 17樓之1 (02)28278321 78/3/16
9 中國新社會黨 36/11/12 陳健夫 臺北市永康街85巷6號1樓 (02)23949913 78/3/30
10 中國民眾黨 76/11/21 王忠泉 通訊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50巷10弄8號4樓 0933-011-804 78/4/8
11 中國中和黨 -18/4/5 鄭祥麟 臺北市松江路289號7樓 (02)25052855 78/4/12
12 中國統一黨 77/3/9 臺北市寧波東街9巷22之 1號4樓 (02)23217967 78/4/14
13 統一民主黨 77/3/2 孫生蓮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3號9樓 (02)23885860 78/4/14
14 中國忠義黨 78/3/26 崔曉雲 通訊地址：臺北市青年路56號7樓之9 0936456373 78/5/1
15 勞動黨 78/3/29 羅美文 臺北市南京西路344巷25號6樓 (02)25596233 78/5/5
16 民主進步黨 75/9/28 蔡英文 臺北市北平東路30號10樓 (02)23929989 78/5/5
17 中華青少黨 78/2/26 賴永清 通訊地址:臺中市南區工學北路56號5樓之5 (04)22637508 78/5/18
18 中國老兵統一黨 77/11/12 陳玉珍 通訊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 91巷8弄24號2樓 (02)87327367 78/5/20
19 青年中國黨 12/12/2 熊 愷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4號13樓 (02)23627497 78/5/26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中國團結黨

中國自由民主黨

中國復興黨

大同黨

中國國安黨

中國和平黨

中國民主革新黨

民主自由黨

民主行動黨

中國民主憲政黨

中國大同民主黨

中國洪英愛國黨

大公黨

中國自強黨

中國中青黨

中華正統黨

中國民主統一黨

78/5/21

76/8/2

78/5/30

78/5/20

78/6/28

吳 志 毅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新 起 里 1鄰康定路47號8樓之2 

吳崑誠 ~ 通 訊 地 址 ：臺北市松隆里松山路672f f

78/6/4

76/9/13

78/1/1

70/3/1

78/7/15

77/10/10

78/7/20

78/1/7

78/7/7

12/ 12/2

78/8/25

王 水 村 臺 北 市 敦 化 南 路 二 段 38號3樓之1

(02)29394750 78/6/19 

(02)27040667 78/6/21

江連興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〇〇號9樓之4 (04)2208076 78/6/21

陳 漢 龍 通 訊 地 址 ：臺南市柳營區重溪里36之 12破 (06)6233995

臺北市松江路402巷7弄8號 (039)381716

臺北市四維路14巷8號2樓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17號6樓

王明龍 臺北市通化街123巷 1弄17號3樓

陳 首

陳建宏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 149號之17九樓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號 A 楝 13樓之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407號3樓

顏南昌

78/9/26 謝天添

臺北市民生東路887巷7弄32號

78/7/6

(02)29568958

(02)23121595

(02)27020461

(02)27372239

0913-958046

(02)28127093

78/7/11

78/7/11

78/7/26

78/7/26

78/7/31

78/8/7

78/8/5

(02)27650883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5巷 16號 1樓 (02)25112897

通訊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武智街8號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09巷 13弄7號3樓 

通訊地址：高雄市鳥松區東山路27巷 16號

臺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132號8樓之1 、2 、3 、4(02)27650649

78/8/5

(07)7234225

(02)23703156

78/8/9

78/8/15

78/9/11

78/10/27



編

號
政黨名稱

晟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號

40 中國全民黨 78/10/30 劉 豹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路10巷21弄7號3樓 (02)29411588 78/11/14
41 中國保民黨 78/12/16 莊正楝 臺北市萬大路12號3樓 (06)2598918 79/2/12
42 農民黨 78/2/3 張銘顯 臺北市松山區永吉路225巷7弄28號 (02)27672289 79/2/15
43 中國崇尚正義黨 78/2/13 劉海洋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32號3樓- (02)27219356 79/3/7
44 中國民治黨 79/2/26 林進驊 臺中市大里區青松街118號 (04)24069235 79/3/9
45 中國人權促進黨 78/10/10 韓蔚天 臺北市雅江街1號2樓4室 (02)23815452 79/3/23
46 中國民政黨 79/3/31 臺北市内湖區内湖路一段411巷 12號4樓 (02)26584960 79/4/10
47 台灣原住民黨 79/3/18 伊掃魯刀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新村52-1號 (038)663862 79/4/11
48 中興黨 79/4/5 李西唐 通訊地址：屏東縣内埔鄉内田村西安路2號 (08)7782486 79/4/30
49 中國民富黨 79/4/16 于金印 臺北市民權東路1538號 (02)23354152 79/5/1
50 民主共和黨 79/5/5 臺北市成都路110號4樓之3 (02)25213277 79/5/18
51 自主民行黨 79/5/8 鄭純霖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6鄰湳窟路41號 (02)26631971 79/5/18
52 中華全民均富黨 79/5/8 張沛江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81巷56弄14號 1樓 (02)27754629 79/5/21
53 中國大同社會黨 79/5/11 陳天發 臺北市士林區華齡街40巷6號 (02)28811382 79/5/30
54 天下為公黨 79/7/12 吳文投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巷 10號 (02)23956011 79/7/30

55 中國青年民主黨 79/8/6 陳秀雄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8巷54弄24之2號 (02) 79/8/27

56 真理黨 79/9/18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36號 1樓 (02)23028828 79/10/8

57 中國大同統一黨 79/10/7 計京生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265巷60弄1號 (02)27637455 79/11/7

58 中國檳英富國黨 79/9/5 曾 鑛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62號3樓 (02)28085803 79/12/7

59 中華社會民主黨 79/11/18 朱高正 臺北市青島東路4號2樓之1 (02)23569360 79/12/19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活

備案曰期 

〔民國）

60 新中國民主建設黨 79/12/25 彭華甫 臺北市民生東路1001號 15樓 (02)27629900 80/1/18

61 中國自由社會黨 80/1/13 黃漢東 臺南市北區文賢二街121巷 12號 (06)2585185 80/1/28

(0 中國自立黨 80/5/11 臺北市文山區萬隆街62巷4號之1 (02)29350109 '80/5/23

63 中國全民福利黨 80/7/28 翟平洋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19之3號 0965742609 80/8/13

64 中國婦女黨 80/8/15 吳貞儀 臺北市林森北路289號10樓 12室 (02)25233567 80/8/27

65 中國婦女民主黨 80/8/18 吳貴如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9號7樓之1 (02)23110417 80/8/27

66 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 80/10/16 葉憲修 臺北市懷寧街42號之1三樓 (02)23310898 80/10/19

67 中國人民行動黨 80/9/28 馬謝祿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4號10樓 (02)27737864 80/10/28

68 中華勞工黨 80/10/25 蘇玉柱 臺北市吉林路185號3樓 (02)25973490 80/11/19

69 全國勞工黨 81/5/1 佐靜秋 臺北市基隆路二段131之8號5樓 (02)27389813 81/6/16

70 中華少數民族正義黨 81/6/21 臺北市和平東路三段63號 12樓之5 (02)27988664 81/9/3

71 中華民族共和黨 81/9/6 吳英源 通訊地址: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林森巷90號 (07)3747773 81/9/24

72 中華安青黨 81/9/19 韓宏道 臺北市南京東路一段16號5樓 (02)26463326 81/12/7

73 公民黨 82/3/7 錢漢清 通訊地址：高雄市左營區重建路66號 11樓之2 (07)3496483 82/4/3

74 新黨 82/8/22 郁慕明 臺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02)27562222 82/8/25

75 青年協和進步黨 83/8/9 柯乃豪 臺北市汀州路二段255巷5弄5號3樓 (02)23683333 83/10/5

76 中國國家黨 84/7/17 任台慶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34號5樓 (02)24821166 84/8/14

77 人民團結黨 84/9/18 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230號2樓 (02)26516058 84/10/18

78 先進黨 85/1/1 陳裕祥 臺北市浦城街26巷2之2號3樓 (02)23693333 85/1/25

79 綠黨 85/1/25
李根政

余宛如
通訊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8號6樓 (02)23920508 85/1/31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80 國家民主黨 85/4/4 黃建源 臺北市南港區富康街47巷 12號 (02)25624249 85/4/23
81 自然律黨 85/9/22 P東榮順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95號3樓之3 (02)29345331 85/10/30
82 建國黨 85/10/6 吳景祥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之8號9樓 (02)22800879 85/10/30
83 中華新民黨 86/5/18 龔春生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97號6樓之2 (02)27126016 86/6/6
84 社會改革黨 86/7/19 臺北市光復南路421號5樓之1 (02)27295162 86/8/11

85 民主聯盟 87/6/24 徐成焜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之 1號 16樓 (02)23211531 

轉766
87/8/6

86 新國家連線 87/9/18 彭百顯 臺北市松江路9號14樓 (02)23585643 87/9/29
87 台灣民主黨 87/12/20 林玉印 通訊地址：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1段256號3樓 (02)55740370 88/1/25
88 中國天同黨 88/4/18 邵伯祥 臺北市昆明街171之 1號2樓 (02)23122353 88/5/10
89 中山黨 88/11/12 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21巷4弄3之 1號 (02)23579905 88/12/14
90 親民黨 89/3/31 宋楚瑜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3號2樓 (02)25068555 89/4/5
91 中國共和民主黨 89/3/12 林 雄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66號12樓 (02)87731801 89/4/12
92 大中華統一陣線 89/7/7 王昭增 臺北市昆明街125號3樓 (02)23896762 89/9/5
93 新中國統一促進黨 89/8/13 陳明雄 通訊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260號 (02)29133311 89/9/8
94 臺灣慧行志工黨 89/12/12 林呈財 臺北市信義區林口街190號 1樓 0935201916 90/1/3
95 台灣團結聯盟 90/8/12 劉一德 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35號4樓之3 (02)23940230 90/8/15
96 台灣族群統一聯盟 90/8/17 業已解散

97 台灣吾黨 90/9/21 臺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36號2樓 (04)23118815 90/10/4
98 中國台灣致公黨 91/4/21 陳柏光 臺南市永康區永二街246號 (06)2211905 91/5/16
99 富民黨 91/5/4 饔文志 新北市萬里區雙興里15鄰大坪52之 1號 (02)24929265 91/6/24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t也 址 電 話

清案曰期 

〔民國）

k 黨 92/3/29 萬慶貴 通訊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54巷 16號3樓 [02)86659480 92/5/14

t 92/4/27 謝 正 一 .臺北市開封街二段24號2樓 (02)23719762 92/5/14

良黨 92/7/27 揚掌朝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萬丹路212號 (07)7815920 92/8/28

P•黨 93/3/13 林景松
通訊地址：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前一巷 

1之8號
(02)29603193 93/4/23

k 93/3/21 林樵鋒 臺中市太平區成功東路332號 (04)22756910 93/5/12

N進步黨 93/4/3 陳建州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6號 18樓之1 (04)22308963 93/5/20

丨吉聯盟 93/6/15 林炳坤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5號4樓之3 (02)23582146 93/6/29

93/6/20 曾坤炳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58之2號 (04)22208298 93/7/12

自自由自在黨 93/6/8 蔡明達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3巷22弄49之 1號 (02)27085317 93/7/21

^大同盟 94/3/12 林正杰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57號4樓之3 (02)25081867 94/3/23

f着大聯盟 93/8/1 楊緒東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三街190號3樓 (04)24727681 94/5/12

氏行動黨 94/7/23 孫武彥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0巷9號8樓之1 (02)27251912 94/8/31

fe致公黨 94/8/12 金念慈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67巷21號之3四樓 (02)29488393 94/9/12

卜促進黨 94/9/9 張馥堂 臺北市復興北路150號9樓之2 (02)27187701 94/9/23

t 進步黨 94/10/16 周慶峻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201號3樓 (02)23756258 94/12/8

t 93/7/4 陳三興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00巷37號 (02)28357200 94/12/27

國聯盟 94/12/10 吳 清 通訊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一段106號 (02)22255771 94/12/27

93/7/17 黃水木 通訊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78號 (02)89722446 95/4/21

頃聯盟 95/4/12 黃啟殖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5號 (07)3124642 95/4/26

舌黨 95/7/15 康惟壤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22巷8號2樓 (02)27317669 95/7/31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 案曰期 

(民國）
120 黨外團結聯盟 95/9/1 張幸松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52號 (02)29391859 95/9/22
121 客家黨 95/10/14 溫錦泉 臺北市民權西路92號3樓 (02)25536533 95/10/31
122 全民廉政無黨聯盟 95/9/9 王春源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71巷3弄7號 1樓 0935890168 95/12/25
123 台灣新客家黨 96/2/11 古文發 臺北市大安區樂業街155號 (02)27333850 96/3/9
124 台灣平民共和黨 96/3/4 潘良華 高雄市荟雅區中山二路320號 (07)3343636 96/3/21
125 全民健康聯盟 96/3/23 - 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5號8樓 (02)23518188 96/4/14
126 自由工黨 96/5/1 吳權鴻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36號3樓 (02)87893566 96/6/4
127 台灣國民黨 96/5/27 甘乃迪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2巷2號 (03)3385299 96/6/26
128 台灣農民黨 96/6/15 謝永輝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41號 (07)7108709 96/7/9
129 台灣平民民主黨 96/6/6 林義憲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66號2樓 (07)2410636 96/7/12

130 第三社會黨 96/7/15 周奕成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88號4樓 (02)25554555 

轉 140
96/8/10

131 中華革興黨 96/6/30 康陳銘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11號8樓之4 (02)23121368 96/8/22
132 大道慈悲濟世黨 96/9/22 王永慶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里中興路632號 (049)2223696 96/10/2
133 台灣人權聯盟 96/10/14 施明德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130巷22號 (02)33652401 96/10/19
134 大愛蕙改 96/11/8 孫約翰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之8號9樓 B 區 (02)87876003 96/11/14
135 民主和平黨 96/11/18 曾澤崑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256號13樓之6 (02)27007075 96/12/20
136 台灣民主共和黨 96/11/24 洪銘媛 通訊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安南巷18號 (04)24513273 96/12/21
137 世界和平中立黨 96/12/9 王可富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91號6樓之2 (02)23698139 97/1/31
138 台灣國家黨 97/4/26 孫政雄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75號3樓 (02)27603311 97/5/5
139 本土公民黨 97/4/26 曾瀚簠 桃園市桃園區愛七街2號2樓 (03)3575819 97/5/14



爯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t也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k 黨 97/5/24 通訊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550號4樓_ 0986996028 97/7/1

fe黨 97/7/20 王老養 臺南市新化區崙頂里383之5號 (06)5986934 97/8/12

P 黨 97/11/1 王春長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45?虎2樓 (02)27219562 97/11/19

S矣黨 97/11/8 程步青 臺中市北區復興路五段190號 (04)22130875 97/11/27

k 聯盟黨 97/11/29 許見菖 通訊地址：新北市新爿i 區民樂街65巷19彳虎7樓 (02)29932833 97/12/25

昏廣播黨 97/12/27 洪明輝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55號5樓 (02)25566420 9B/1/10

帛和平大聯盟黨 98/3/1 簡炳洪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北路313號 (089)310808 98/3/19

豉共產黨 97/12/27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11號8樓之4 (02)23121368 98/3/31

98/5/23 藍世博 高雄市鳥松區松埔北巷2-88號15樓 (07)7333036 98/6/30

t 黨 98/6/23 賴継雄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3 03號26樓 (04)23014276 98/7/3

98/7/11 黃克林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96號3樓 (02)25928877 98/8/12

kt 98/8/3 涂明慧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62號6樓 (02)23112567 98/8/18

fe聯盟 98/8/28 施鋒陽 臺北市至善路三段85號3樓 (02)28411688 98/9/24

k 黨 98/9/26 許榮淑 臺北市青島東路3-2號3樓 (02)23583856 98/10/9

蒙 98/10/1 高國慶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26號6樓之1 (02)25931203 98/10/13

丨少法理建國黨 業已解散

； 業已解散

t 共產黨 98/10/1 陳天福 臺北市中正區泉州街26號 0955874735 98/11/2

. 98/10/31 粘丁山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77號地下室 0982010526 98/11/30

： 98/12/27 洪美珍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8號1樓 (02)23570168 99/1/26

I n黨 99/2/5 陳永松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40號 12樓 (04)23261872 99/2/26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161 中華天同黨 99/2/20 呂寶堯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2段 11號 12樓 (02)23121368 99/3/2
162 中華客家黨 99/2/7 劉秉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5號11樓之4 (02)26789325 99/3/3
163 大中華梅花黨 99/3/5 黃玉如 臺北市信義區松信路79號3樓 (02)27660817 99/3/12
164 中華生產黨 業已撤銷備案

165 中華精英黨 99/3/21 兴誠致 通訊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70號9樓之2 (02)23279292 99/3/31
166 台灣主義黨 99/3/3 姜水浪 通訊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2段226巷3號 1樓 (03)4951115 99/4/2
167 中國洪門致公黨 99/5/21 蕭圓寶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47-4號 0915890788 99/6/2
168 台灣我們的黨 99/6/13 柳茂川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77號 10樓之7 (02)27738409 99/7/14
169 大道人民黨 99/6/13 陳翠容 南投縣南投市三興里文化路9號 (049)2223696 99/8/23
170 台灣民意黨 99/8/22 黃天辰 臺南市新化區崙子頂10號 (06)5980042 99/8/31
171 台灣民主運動黨 99/8/26 林豐隆 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2段 185號1樓 (02)23888968 99/9/7
172 台灣小農黨 99/9/5 傅澤雄 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57巷2號 0982585899 99/9/15
173 中華家國黨 99/9/19 梅峯 臺北市中Jt區杭州南路23號7樓之1 . 0933853684 99/9/27
174 中國社會黨 99/9/12 周杰之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2段 135巷3弄7號 (03)4615742 99/9/29
175 中華建設黨 99/12/5 王格琦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1號 10樓之6 (02)23702008 99/12/14
176 圓黨 99/12/26 溫程顯 新北市萬里區北基里大勇路9號1樓 (02)24923863 100/1/24

177 中華維新黨 99/12/5 陳坤能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 163巷98號 1樓 (02)22596210 100/1/26

178 第三勢力聯盟 100/1/12 孫修睦 新北市中和區大仁街10巷39號4樓 (02)31517186 100/2/1

179 華聲黨 99/10/17 劉 敏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68號4樓 (02)23948316 100/2/1

180 聖域真明黨 100/1/13 許聖弘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里公園路2段87巷5號8樓之2 (04)7278527

0910391066
100/2/8



s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也 址 電 話

簾案曰期 

〔民國）

t 聯盟 100/2/27 周琮棠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9號 〔03)4661711 100/3/31

丨匕黨 100/3/17 林•忠山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298號8樓 (02)86302981 100/3/31

fc黨 100/3/12 吳權塾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36號3樓 (02)87893566 100/4/12

100/3/15 何俊元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56-1號6樓 (02)23111212 100/4/19

b 黨 100/3/26 王志鏗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83號4樓 0926585298 100/4/21

t 聯合黨 100/4/10 陳正騰 量 北 市 南 港 區 東 新 街 巷 7弄6说5樓 (02)27822465 100/5/10

te愛國黨 100/4/24 林國長 量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4號6樓 (02)23670660 100/5/10

: . 100/6/15 林麗容 新北市新莊區萬安街146巷 18之3號 0919381631 100/7/7

1 連線 100/7/10 許榮淑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3-2號3樓 (02)23576666 100/7/22

声黨

100/7/10 蔡金龍 臺北市忠孝西路1段41號6樓之10 

通訊地址: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103號6樓 

臺北新莊郵政第6之100號信箱

(02)29067759

100/7/22

‘黨 100/7/23 徐照雄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652巷 1號 (06)2052228 100/8/4

會連線 100/7/31 蕭清鏡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80號 17樓 (02)22626338 100/8/18

it聯盟 100/7/30 李慶中 通訊地址：南投市大碎街30巷23號 (04)25235419 100/8/22

賣連線 100/8/21 吳忠錚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一段554號4樓 0927275978 100/9/1

‘法連線 100/9/14 黃千明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之8號9樓 C 區 (02)27634242 100/9/26

|嗔算保障 e 聯盟 100/9/27 汪成華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89巷 1弄2號 (02)29572116 100/10/11

1畛民主黨 100/9/25 曾文聖 新北市永和區勵行街72巷 14號 (02)29271303 100/10/11

|fef 100/10/4 韓雲潔
通訊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955號8樓之 

3
'(02)25569882 100/10/18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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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人民民主陣線 100/10/2 鄭村棋 堂北市中山區天祥路61巷 12號3樓 (02)25933390 100/10/18
200 國新洪門黨 100/10/8 蔡世傑 臺北市復興北路189巷 1號3樓 (02)27175665 100/10/19
201 正義聯盟 100/10/16 何棋生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94號 (02)23063333 100/10/31
202 臺灣建國黨 100/10/29 黃國華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00號8樓之7 (03)4227587 100/11/21
203 共和黨 100/11/5 于吉慶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62巷 13號3樓 (02)26464194 100/11/21

204 全民無黨聯盟
100/11/13 陳源奇 臺北市錦州街159號 (02)25362202

0910738403
100/11/21

205 司法改革連線 100/11/20 張泮香 通訊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8號 (02)23414787 100/12/7
206 言論自由聯盟 100/11/19 蕭忠漢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 167弄13號 1樓 (02)27637686 100/12/7
207 中華赤色聯盟 100/11/27 朱俊源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89號3樓 0982015378 100/12/7
208 中華蓬萊兩岸合一大同盟 100/10/16 洪演仁 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34號6樓之26 0936047458 100/12/8
209 聯合黨 100/11/6 林忠勝 臺中市北區陝西路65號4樓之2 (04)22952467 100/12/14
210 三等國民公義人權自救黨 100/10/22 陳汝斌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26巷5號 1樓 (02)29627113 100/12/22
211 台灣革命黨 100/12/15 李丨日盛 雲林縣麥寮鄉施厝村施厝65之30號 0921444119 101/1/10
212 民主社會福利建國黨 101/1/1 程祿富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124巷34弄13號2樓 (02)22773068 101/2/4
213 中山梅花黨 101/1/8 利宇璇 通訊地址：臺中市中區中山路159號2樓 (04)22233898 101/2/4
214 台灣新住民福利黨 101/1/8 歐陽台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30巷8號4樓之5 0982554111 101/2/15
215 文化地球黨 101/2/11 張建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2段211巷92號8樓 (02)26001414 101/2/24
216 人民正義黨 101/2/4 王譽茹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3號4樓 (03)3341711 101/3/3
217 明月聯盟 101/2/23 郭清圳 通訊地址:基隆市暖暖街281巷93號底樓 (02)24582424 101/3/6
218 和平建國黨 101/2/25 黃嘉華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00號8樓之7 (03)4223316 101/3/9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也  址 電 話

餘案曰期 

〔民國）

t•黨 101/3/21 沐國華 臺北市信義區大道路9 1號 1樓 0983666968 101/3/28

國民生活改善聯盟 101/3/17 李閎糧 臺北市基隆路二段39巷2 4弄 1號2樓 (02)27375397 101/4/9

k 黨 101/3/3 張東山 新北市三峽區建安路125之5號 (02)26726008 101/4/13

te結聯盟 101/3/29 鄭余鎮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 8號 1樓 (02)23570080 101/4/13

命黨 101/4/4 周幸正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33之4號5樓 (02)23753368 101/4/25

复師聯盟工黨 101/5/1 郭仲卿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 364號5樓 (02)23019721 101/5/16

_ 聯盟 業已撤銷備案

fe黨 101/6/9 王運忠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27巷 62號3樓 0985604849 101/7/18

1 101/9/22 李孟青 通訊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巷 6號2樓 (02)22999907 101/10/31

i矣信心黨 101/9/23 王昌勝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86號8樓 (03)4912033 101/11/1

軔黨 101/10/27 王為仁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0之4號 0923101305 101/11/12

k 民黨 101/11/3 張黎生 通 訊 地 址 ： 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2段 80號 12樓 之 5 (02)22600339 101/11/20

鲁黨 101/10/8 王瑞振 臺南市中西區公正里中山路9 0號9樓之 11 (06)2591301 101/12/6

IM葬盟 101/11/11 張立蓉 南投縣南投市文化南路112號4樓 (049)2245950 101/12/13

绔黨 101/12/22 吳開疆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4 6號 10樓 1 0 05室 0927560810 102/1/18

h~民族黨 101/12/12 石慶龍 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2 0號 (06)2017972 102/1/22

文化經■濟黨 102/2/3 李俊昌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 8號地下室 0980513728 102/3/5

忠義黨 102/2/23
廿 - J r h

貫 云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 5號4樓之4 (02)27041839 102/3/7

—  

m 聯線

102/2/24 吳嘉琍 臺北市敦化北路4巷60號7樓
通訊地址:臺北市松山區自強里2 5 鄰 三民路29巷3

號 11樓之2

(02)27210436

102/3/7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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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中華民國臺灣二〇〇年憲政革 

命行動黨
102/2/2 羅佩秦 南雄市鼓山區河川街98號 (07)5315879 102/3/29

239 社會改造黨 102/3/31 徐竹民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69之5號 (02)28055028 102/4/17
240 司法正義黨 102/4/20 趙正毅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61巷8號4斗婁 (02)29409111 102/5/14
241 台灣全民黨 102/5/5 翁明崧 彰化縣社頭鄉朝興村山腳路二段臨589之 1號 (04)8737401 102/5/17
242 公平正義黨 102/5/25 蘇俊道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00巷37號 0932885995 102/6/5
243 中華團結聯盟 102/5/28 璩美鳳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3號8樓 (02)27562228 102/6/17
244 中華和平黨 102/5/11 鄭鴻毅 臺北市中正區沅陵街24號之1三樓 0982188495 102/6/19
245 象黨 102/8/6 朱林書豪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20號13樓之2 0987-242928 102/8/22
246 新住民共和黨 102/9/12 李麗菁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56號4樓 (02)27752583 102/10/24
247 台灣人民黨 102/10/10 羅文澤 桃園市揚梅區中山北路一段74巷31號6樓 0982167215 102/11/6
248 平和黨 102/10/19 林瑞義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182號4樓 (02)25553100 102/11/11
249 中華文化民主黨 102/9/28 許佑宇 彰化市城中北街14號 (04)7255811 102/11/13
250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 102/12/1 項豪 臺北市内湖區陽光街161巷 1弄 1號 1樓 0923942312 103/1/7
251 中國生產黨 103/1/11 施精健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1號6樓之1 (02)23889807 103/2/21
252 移民聯盟黨 103/1/26 林建鳳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481號8樓 (02)23753368 103/3/14
253 大中華生產黨 103/2/15 郭榮欽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7號11樓 (02)77258811 103/3/19
254 中華世界大同幸福勞動聯盟 103/5/31 劉騫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40巷3弄3-1號 (02)27261551 103/7/14
255 勞工黨 103/6/20 温國銘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5號 (04)7222609 103/8/12

256 中華民國機車黨 103/7/6 董建一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257號2樓 

通訊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和郵局第5-69號信箱
0937509620 103/8/13



1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也 址 電 話

清案曰期 

〔民國）

F•統一家庭黨 103/7/20 張全鋒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75號4樓 r02)23623962 103/8/19

綠盟黨 103/5/20 李延禧 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125號3樓 0911072666 103/8/21

! 103/8/10
潘漢疆

林佳諭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2段221號 0985896390 103/8/26

象業聯盟 103/9/14 王雪慧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7號 15樓
(02)23817978

(02)77116656
103/10/20

卜黨 103/9/28 沈櫻鳳< 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松嶺街165號 (04)22432716 103/10/30

共濟黨 103/10/15 劉沛勛 臺北市延平北路3段62號2樓 (02)25951776 103/11/12

k 黨 103/11/2 趙清枝 新北市五股區四維路64號2樓 (02)29843321 103/12/23

103/12/3 張采明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74號5樓

(02)87867921

(02)87867922

(02)87867924

103/12/25

_ 國安黨 103/12/12 林棕堯 桃園市揚梅區萬大路38號 0920033898 104/1/23

黨 104/1/7 陳柏旭 臺北市内湖區麗山街46巷 11^^ (02)87913896 104/1/29

104/1/25 黃國昌 臺北市北平西路6號4樓之2 (02)23830504 104/2/13

104/1/27 徐欣瑩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 17號 16樓之 5 (02)25507867 104/3/13

104/3/11 陳尚志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70號3樓之2 (02)23713489 104/4/10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270 全國幸福勞工黨 104/3/15 張龍輝 基隆市中正路102號4樓之2 (02)24256316 104/5/6

271 中華民族和合黨 104/3/29 王和平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551號 19樓之6 (02)26025289 104/5/22

272 自由台灣黨 104/5/1 蔡丁貴 臺北市青島東路5號5樓之5 (02)23927590 104/5/28

273 台灣獨立黨 104/5/8 陳兆銘 臺北市内湖區文湖街21巷 100弄13號2樓 (02)26337795 104/6/3

274 陽光大聯盟 104/5/3 陳顯堂 臺北市延平南路13號8樓 0919488656 104/6/30

275 新政世紀黨 104/5/30 蕭炳賢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34-333號信箱 0935214128 104/7/3

276 中國為公黨 104/5/15 揚本華 臺北市延平北路3段62號2樓 (02)25951776 104/7/13

277 社會福利黨 104/6/26 鄭龍水 臺北市民權西路79號7樓之3 0954025055 104/8/5

278 泛盟黨 104/8/25 揚悟空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29號2樓之3 0989052999 104/9/16

279 台灣未來黨 104/8/23 謝岳良 桃園市揚梅區中山南路594之 1號8樓 0978121975 104/9/24

280 中華青年同盟會 104/8/23 劉漱山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 18弄 1號 (02)29368959 104/9/25

281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104/8/31
范雲

李根政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8號6樓 (02)23713489 104/9/25

282 我們自己的黨 104/9/5 李曰超 臺中市西區公舘路202巷 1號 (04)23711672 104/10/1



%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也 址 電 話

f f 案曰期 

〔民國）

家聯盟 104/9/6

王秉森、 

莊東傑、 

陳 志宏、 

張 信 一 、 

雷倩

臺北市中山區松〉工 路 樓 之 2 (02)25000681 104/9/30

〖欠大聯盟 104/8/12 張瓊文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 10樓之4 (02)23082143 104/10/1

少自立黨 104/9/13 顏成翰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76巷2弄4 9號3樓 (02)27261328 104/10/15

104/9/15 林幸蓉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87巷 100號3樓 (02)23082143 104/10/22

P 山梅花聯盟 104/10/7 任培厚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 10樓之 4 (02)23082143 104/10/28

Is政黨大聯盟 104/9/30 郭仲卿 臺北市西園路2段364號5樓
(02)23019721

0910037514
104/11/5

P 民黨聯盟 104/10/8 林世琪 南投縣草屯鎮成功路1段 730號 (049)2323471 104/11/9

& 政黨 104/9/26 丁慶錡 雲林縣東勢鄉東勢西路261號
0986767879

0908679879
104/11/18

阵黨 104/11/11 文武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2段79號2樓 0952005842 104/11/24

1
104/10/18 揚烟煌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 57號4樓

0910-112067

0953-812129
104/12/22

If# 民主自治同盟 104/12/3 李鎔任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652巷 1號 0921-222135 105/1/13

0
1
9
1



編

號
政黨名稱

成立曰期 

(民國/前）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備案曰期 

(民國）

0985-658275

294 金門黨 105/2/4 洪偉騰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湖下220之 19號
082373009

0987001027
105/3/1

295 全國人民黨 105/1/23 陳漢光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1段272號 12樓
0975-090393

0932-158494
105/3/2

296 自民黨 105/1/14 王自強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56巷25弄19號5樓 0989739428 105/3/14

297 本土建國聯盟 105/4/21 劉清課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1段 106號
0926237689

0922097777
105/5/5

298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105/2/28 容滋浩 臺中市西區英士路71號 0922-471785 105/5/13

299 勞動者民主連線 105/4/16 許偉育 新北市中和區水源路128號 0922756937 105/5/26

300 中華青年民族黨 105/4/25 林金康 臺北市羅斯福路5段 192巷20號 1樓
0936-358566

0975-511393
105/5/27

301 台灣股票黨 105/5/3 林英賢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39巷43號 (07)3383435 105/6/3

302 金門高粱黨 105/5/12 洪志恒 金門縣金城鎮官裡21號 0939516289 105/7/18

最後更新時間：10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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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收文編號：1050004106 

議案編號：1050608070300300

■ 飄 徵 I 醏 l i

附

7 ^

18212

18214

18215 

18270 

18217

院 總 第 1434號委員提案第 I8284號之1
18548

18337

18526

18559

18828

案由：本院内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葉 

宜津等3 0 人 、委員黃偉哲等1 9人分別擬具「不當黨產處理 

條例草案」、委員鄭寶清等4 2 人 、委員鄭運鵬等1 6人分別 

擬 具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j 、委員陳亭妃等20 

人 、委員高志鵬等2 1 人 、委員賴瑞隆等1 8人分別擬具「政 

黨及其附隨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國民黨黨 

團擬具「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委員林俊蕙等17人 

擬 具 「不當黨產取得處置條例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財產處理條例草案」及親民黨黨團擬 

具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暨處理條例草案」案 。

討1

1 6 3 / 2 9 0



立法院内政、財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 6 月 8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〇54〇00957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査娄員葉宜津等30人 、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J 
;委員鄭寶清等4 2 人 、委員鄭運鵬等1 6 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 

員陳亭妃等2 0 人 、委員高志鵬等2 1人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 

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 ；委員林俊 

憲 等 1 7 人擬具「不當黨產取得處置條例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 

當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親民黨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暨處理條例草案」 

等_|_ _ 案 ，業經併案審査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 決 。

說 明 ： —
一 、 復 貴 處 1 0 5年〇3 月〇9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0〇275 號 、105年 0 3 月〇7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276號 、105年 0 3月 0 9 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〇277號 、1〇5 年〇3月0 9 日台立議字 

第 1 0 5 0 7 0 〇2 7 8 號 、1〇5 年〇3月0 9 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0〇3〇9號、105年〇3 月 0 9曰台立議 

字第 1 0 5 〇7 〇〇3 2 3 號 、105年 0 3月 0 9 曰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〇373號' 105年〇3 月22日台立 

議字第 1 0 5 〇7 〇0 8 2 1 號 、105年 0 3月 29曰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〇86S 號 、105年 03月 2 9 曰台 

立議字第1050700877號 、105年 04月 2 0 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185〇號函。

二 、 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 本 ：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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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委員葉宜津等30人 、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不當黨 

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鄭寶清等4 2人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 

具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陳亭妃等20人、委 

員高志鵬等2 1人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组織 

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財產監 

督管理條例草案」；委員林俊蕙等17人擬具「不當黨產取得處置 

條例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財產處 

理條例草案」 ；親民黨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暨 

處理條例草案」審查報告

一 、 委員葉宜津等3 0 人 、委員黃偉哲等1 9人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鄭寶清等42 

人 、委員鄭運鵬等 1 6 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陳亭妃等2 0 人 、委 

員高志鵬等 2 1 人 擬 具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國民黨黨團擬具

「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 ，係本屆第1 會期第2 次會議；委員林俊憲等17人擬具「不 

當黨產取得處置條例草案」 ，係 第 1 會期第4 次會議；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 

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財產處 

理條例草案」 ，係 第 1 會期第5 次會議；親民黨黨團提案，係本院第9 屆 第 1 會期第8 次會 

議 ，均 決 定 ：「交內政、財 政 、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

二 、 本會等於 105年 3 月 1 4日 、3 0 日 ；5 月 2 6 日 ；6 月 6 日舉行第9 屆 第 1 會期第1 、2 、3 ' 4 

次聯席會議，將本案等提出審查，遨請提案委員葉宜津與黨團代表等說明提案要旨。會議並 

邀請內政部長陳威仁、葉俊榮列席說明並備質詢，另請司法院、監察院、法務部、財政部、 

交 通 部 、教 育 部 、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文 化 部 、國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衛生福利部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召集委員P東其邁擔任主席。

三 、 委員葉宜津等3 0人提案要旨：

我國政黨政治發展數 +年，但國家的民主發展卻並未因此而有顯著進步，究其原因，實 

因尚未'建立良性的政黨政治使然，在良性的政黨政治下，政黨之間憑藉其執政能力及政策爭 

取大眾認同，從而取得執政地位，貫徹其政治主張。然而在我國，特定政黨憑藉龐大黨產， 

於選舉時利用金錢等工具，取得各項之優勢，使得政黨政治淪為不公平之競爭。為徹底解決 

此一不公平現象，促成政黨公平合理之競爭機制，確保政黨運作符合民主原則，政黨財務透 

明 公 開 ，以落實民主憲政發展，爰 擬 具 「不黨黨產處理條例 j ，計分五章二十八條，其要點

立法院第9 屆第1會期第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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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次 ： ，

(―)第一章「總則」 ，明定本法立法意旨、不當黨產處理範圍、原則。

(二) 第 二 章 「申報 、調查及處理」 ’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程序。

(三) 第 三 章 「組織 J '，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主體。

(四) 第 四 章 「罰則」 ，明定不遵守本條例時之處罰。

(五) 第 五 章 「附則」 ，明定有關強制執行、登 記 、移 轉 、規 費 、税 胡 、經 費 、施行日期等其 

它事由。

四 、委員黃偉哲等19人提案要旨：

(一) 考量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嚴前成立的政黨，其體制多未完備，其取得之財產有重新加 

以檢視之必要。另按動員_ 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七十八年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團體 

」專 章 ，開放政治性團體結社，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 

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近百個，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

、調查程序，爰於本條例草案第三條第—項第—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中華民國七 

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前成立並於七十八年—月二十七日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六+五條但書備案者；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七條但書規定得設 

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之財產即屬政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言：惟政黨以捐助或 

出章之方式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控制之程度高， 

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故 而 ’由該政黨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與機 

構應予以納入，一併適用。

(二) 有鑑於我國過去國有財產與政黨黨產之間劃分不清，對於政黨以不當方式所取得之財產 

.，始終備受我國人民非議’惟如依現行法律規定，難以請求政黨返還。為促進我國政黨 

政治之健全發展，且建立政黨公平合理競爭之機制，爰擬 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J

，計分五章二十八條’其要點如次•

1. 第 一 章 「總則」 ，明定本法立法意旨、不當黨產處理範圍、原 則 。

2. 第 二 章 「申 報 、調查及處理」 ’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程 序 。

3. 第 三 章 「組織」 ，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主體。

4. 第四章「罰則」 ，明定不遵守本條例時之處罰。

5. 第 五 章 「附則」 ，明定有關強制執行、登 記 、移 轉 、規 費 、稅 胡 、經 費 、施行日期等 

其它事由。

五 、委員鄭寶清等42人提案要旨：

(一)立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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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之方式呈現，各政黨之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 

為維持各政黨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又政 

黨應以匯聚民意，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此乃各政黨在民主法治國家所應扮演的必 

然角色。然而我國過去歷經長期戒嚴（自三+八年五月十九日至七十六年七月+ 五日為 

止 ，共計三十八年又五十六日）與動員戡亂，國家與政黨之間未能嚴守分際，與現代民 

主法治國家之要求有所不同。政黨違背其本質並以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所取得之財產， 

長久以來備受各界非議。

過去我國各級政府將國家財產以無償贈與、轉帳撥用等方式，移轉給特定政黨，有 

違法律實質精神，且已在人民及政黨之間，形成不公平的差別待遇，顯與憲法第七條黨 

派平等精神相違背。惟如依現行法律規定請求政黨返還，則因時日間隔久遠，受制於時 

效或其他因素而難以達成，爰有以特別立法方式，妥為規範處理政黨黨產之必要性。因 

此 ，調查處理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掃除政黨公平競爭之障礙，殊有必要，是為本條例 

制定之背景與目的。

(二)立法要點

本法定名為「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計五章二十八條。本法除授權設立「 

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外 ，並明訂政黨不當取得財產之認定方式以及相關申報及 

配合調查義務。另外，為保障受處分之政黨之財產權利，爰配合我國現行行政程序法關 

於程序保障之規定，本法亦納入「公開聽證程序」以及賦予就相關爭議提起行政訴訟之 

權利 。本法各條要點簡述如下：

1 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第一條）

2 明定現行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不適用於本法。（第二條）

3 明定本法之名詞定義。（第三條）

4 明定不當取得之財產之推定。（第四條） 

f 明定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者之移轉義務及範圍。（第五條）

6 明定善意第三人之權利。（第六條）

7 明定政黨之申報義務。（第七條）

8 明定禁止處分財產之例外及不動產之處置方式。（第八條）

9 明定政黨隱匿、遺漏或不實說明之過失責任。（第九條）

10明 定 「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之權限以及其所屬人員之調查方式。（第十條）

11明定受調查機關、法人、團體或個人之配合義務。（第+ —條）

12明定處分前之聽證程序。（第+ 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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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明定處分書應載明事項。（第十三條）

14明定受處分者提起行政訴訟之權利。（第十四條）

1 5明 定 「政黨財產調査及處理委員會」訂定調查程序辦法之權限。（第十五條）

1 6 明 定 「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之機關層級、委員人數、任命程序、產生方式及 

資格條件。 （第十六條）

17明定委員會工作人員由各機關人員兼任及建立各機關協調連繫機制。（第十七條）

1 8 明 定 「政黨財產調査及處理委員會」之公正超然要求以及委員解除職務之程序。（第

十八條）

1 9明定委員應予免除或解除職務之事由與程序。（第十九條）

2 0 明定委員會之組織以及議案決議人數。（第二十條）

2 1明定政黨違反申報義務之處罰規定。（第二十一條）

2 2 明定政黨違反應申報財產禁止處分規定之處罰。（第二十二條）

2 3明定違反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調査義務之處罰。（第二十三條）

2 4明定強制執行之要件。（第二十四條）

2 5 明定辦理不動產登記之程序。（第二十五條）

2 6明定本會所需經費之來源。（第二十六條）

2 7 明定本條例施行期間以及期間屆滿後業務繼續執行之承受。（第二十七條）

2 8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第二十八條）

六 、委員陳亭妃等2 0人提案要旨：

(― )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之方式呈現，各政黨之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為使 

各政黨維持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是 以 ，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主政治，爰以特別立法方式，制定本條例調查及處 

理政黨應返還之財產’以實現政黨政治公平競爭之立足點平等。

(二) 政黨係基於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之政治團 

體 ，根據此一民主國家政黨之本質，其正當財源應限於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 

用補助金及其孳息，政黨依其他方式所取得之財產，皆與政黨本質不符。因 此 ，本條例 

採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定為應返還之財產，由政黨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 

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能保有該財產，透過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設計，才能符合實質 

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三) 考量七十六年七月+五曰解嚴前成立的政黨，其體制多未完備，其取得之財產有重新加 

以檢視之必要。另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七十八年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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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開放政治性團體結社，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 

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近百個，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 

、調查程序，爰於第一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前成立 

並於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七白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但書 

備案者；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七條但書規定得設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之財 

產即屬政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言；惟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式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 

構 ，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控制之程度高，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故而，由 

該政黨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圑體與機構應予以納入，一併適用。

(四） 中國國民黨所以能將政府公產轉為己有，是動員戡亂時期黨國一體之特殊現象，無論國 

民黨於該時期取得並處分政府公產是否有特殊必要，但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之後，國民黨 

即應加以返還，而不應繼續出售得利。雖然國民黨在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後仍長期執政， 

縱使當時的政府並未向國民黨提出返還財產的要求，但各政黨不應持有違反政黨公平競 

爭原則之財產，此為自明之理，何況是繼續持有政府之公產？甚至是以公產出售所得作 

為政黨運作經費？以動員戡亂時期之結束（八+年五月一日）作為追討不當利得之回溯 

曰 ，自屬正當，也表示政府顧及時空背景之特殊，不再窮究國民黨於動員戡亂時期之作 

為 。此外，行政院在九十三年三月一曰核定「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 

協商處理原則j ，經財政部於九十三年三月十日分行各機關實施，惟嗣後部分政黨或其 

附隨組織有加速出脫財產及設定地上權、抵押權/ 典權等權利情形。為確保國庫權益， 

並讓第三人注意承受黨產的風險_，明定九+三年三月十日後移轉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 

抵押權'典權等權利者無效，均屬於本條例公布日之所有財產，推定為應返還之財產， 

應歸還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但如經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認定非屬政黨應返 

還之財產者，不在此限。

(五) 根據九+年四月六日監察院有關「中國國民黨轉帳撥用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j 、「前 

台灣省長官公署撥歸中國國民黨經營之+九家戲院」、「各級政府贈與中國國民黨之公 

有土地與建築物」等三案之調查意見報告，已明確指出過去各級政府將國家財產以無償 

贈與、轉帳撥用等方式移轉政黨，也造冊列出有轉帳撥用日產房屋一一四棟、台灣省行 

政長官宣傳委員會移交中國國民黨經營曰產戲院+九家、各級政府機關將贈與中國國民 

黨各級黨部及其附屬單位一二三筆不動產，由中國國民黨向政府購買取得的土地也高達 

一九一筆、建築物三十二筆。

(六) 除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外，拫據95年 〗0 月 2 5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的清查結果更發現，有 

政黨主控人事之營利事業法人等附隨組織不當取得國家資產的情形，根據取得國家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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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共有國民黨轉帳撥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移交國民黨經營之日產戲院 

、中廣公司接管日治時期台灣放送協會各地支部財產（如中廣仁愛路基地、中廣板橋民 

族段土地、花蓮民勤段土地等） 、中廣公司運用政府預算購置財產（如嘉義民雄郷土地 

等 ） 、國民黨無償使用政府土地、房舍等情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基地及目前仍登記 

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所有之土地等大類。這些財產也屬於國家資產，理應歸還國 

庫 ’但國民黨卻陸續出脫這些不動產，尤其是位於台北市精華區的房產。為避免違反政 

黨政治之平等原則，凡不符政黨存在本質的財產均應繼續清查，且應納入本條例適用範 

圍 。

七 、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提案要旨：

(― )在國會全面改選後的第二屆立院開始，民進黨即推動制定政黨法，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 

產 ，但始終未竟其功。直到政黨輪替後昨第五屆立委任內，行政院於民國九十—年九月 

提 出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由行政院成立政黨調査及處理委員會，將黨 

費 、競選捐贈、政黨補助金以外之黨產，都推定為不當黨產，須轉為國有或地方自治團 

體 所 有 ，然而受限於未能掌握立院多數，在第五屆立委任內’在程委會中’被國民黨封 

殺達七十五次之多。第六屆立法院時，被封殺廿六次之後，最終在親民黨團放行下’於 

九十五年十月付委審查，但審査期間受到杯葛’最後還是落入法案清倉的命運。

r二1民國八+ 九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民進黨政府曾經透過F司法手段』追討國民黨不當黨 

產 ，佴成功討回的案例不 多 。像原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及「國家發展研究院」就由長榮 

焦■圃甚金會及元利建設購得。而這次總統大選之前，國民黨也一樣公告標售持有之土地 

’國民黨遲不解決不當黨產問題，反而變本加厲持續變賣，台灣人民將會再損失數十億 

資 產 。援 此 ，若非立即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轉型正義在台灣將永遠無法實

現 。

(三)爰依行政院於九H*一年九月所提出「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版本內容為依據 

’提出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八 、 委員高志鵬等2 1人提案要旨：

(一) 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之方式呈現’各政黨之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為使 

各政黨維持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是 以 ，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主政治，爰以特別立法方式，制定本條例調查及處 

理政黨應返還之財產，以實現政黨政治公平競爭之立足點平等。

(二 )  政黨係基於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之政治團 

體 ，根據此一民主國家政黨之本質，其正當財源應限於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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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補助金及其孳息，政黨依其他方式所取得之財產，皆與政黨本質不符。因此本條例採 

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定為應返還之財產，由政黨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本 

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能保有該財產，透過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設計，才能符合實質法 

治國原則之要求。

(三) 考量七十六年七月+五日解嚴前成立的政黨，其體制多未完備，其取得之財產有重新加 

以檢視之必要。另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七十八年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團體 

」_專 章 ，開放政治性團體結社，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 

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近百個，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 

、調查程序，爰於第一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七+六年七月+五日解除戒嚴前成立

並於七+八年一月二+七日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但書 

備 案 者 ；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七條但書規定得設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之財 

產即屬政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 言 ；惟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式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 

構 ，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控制之程度高，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故而，由 

該政黨恐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與機構應予以納入，一併適用。

(四) 國民黨所以能將政府公產轉為己有，是動員戡亂時期黨國一體之特殊現象，無論國民黨 

於該時期取得並處分政府公產是否有特殊必要，但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之後，國民黨即應 

加以返還，而不應繼續出售得利。雖然國民黨在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後仍長期執政，使當 

時的政府並未向國民黨提出返還財產的要求，但各政黨不應持有違反政黨公平競爭原則 

之 財 產 ，此為自明之理，何況是繼續持有政府之公產？甚至是以公產出售所得作為政黨 

運作經費？以動員戡亂時期之結束（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作為追討不當利得之回溯曰

，自屬正當，也表示政府顧及時空背景之特殊，不再窮究國民黨於動員戡亂時期之作為 

。此 外 ，行政院在九+三年三月一曰核定「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 

商處理原則 j ，經財政部於九+ 三年三月十日分行各機關實施，惟嗣後部分政黨或其附 

隨組織有加速出脫財產及設定地上權、抵押權、典權等權利情形。為確保國庫權益，並 

讓第三人注意承受黨產的風險，明訂九+ 三年三月+日後移轉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抵 

押 權 、典櫂等權利者無效，均屬於本條例公布曰之所有財產，推定應返還之財產，應歸 

還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但如經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認定非屬政黨應返還之 

財產者，不在此限。

(五) 根據九十年四月六日監察院有關「中國國民黨轉帳撥用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 、「前 

臺灣省長官公署撥歸中國國民黨經營之十九家戲院 j 、 「各級政府贈與中國國民黨之公 

有土地與建築物」等三案之調查意見報告，已明確指出過去各級政府將國家財產以無償

立法院第9 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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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與 、轉帳撥用等方式移轉政黨，也造冊列出有轉帳撥用日產房屋——四 棟 、台灣省行 

政長官宣傳委員會移交中國國民黨經營曰產戲院+九家、各級政府機關將贈與中國國民 

黨各級黨部及其附屬單位—二三筆不動產，由中國國民黨向政府購買取得的土地也高達 

一 九 一 筆 、建 築 物 三 +二 筆 。除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外，根據近來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的清 

查 ，更有政黨主控人事之營利事業法人無償取得國家資產的情形’例如中廣公司接收曰 

治時期台灣放送協會各地支部財產（如中廣仁愛路基地、中廣板橋民族段土地、花蓮民 

勤段土地等） ；運用政府預算購置財產（如嘉義民雄鄉土地等） ；無償使用政府土地、 

房舍等情形，這些財產也屬於國家資產，理應歸還國庫，但近來國民黨卻陸續出脫追些 

不 動 產 ，尤其是位於台北市精華區的房產。為避免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凡不符政 

黨存在本質的財產均應繼續清査，且應納入本條例適用範圍。

九 、國民黨黨團提案要旨：

政黨為現代民主政治運作之主體’亦為議會民主制度之核心。我國有關政黨之法律規範 

，始自民國七十八年修正「人民團體法」 ，增 訂 「政治團體」專 章 ，對政黨予以若干規範。 

然其將政黨定位為一般人民團體，對其採消極低度規範，顯有不足。尤其是政黨財務狀況健 

全與 否 ’攸關政黨之組織與運作，影響政黨能否公平合理競爭，對於政黨政治及憲政發展， 

恆居於關鍵之地位，自有立法強化監督管理之必要。

為促成政黨公平合理之競爭機制，確保政黨運作符合民主原則，政黨財務透明公開，以 

落實民主憲政發展’爰 擬 具 r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 ’其要點如次：

(―)揭示本條例之立法意旨 '政黨之定義及主管機關（草案第—條至第三條）

(二) 明定政黨經費與收入來源、會計帳冊之設置保存，以及財務狀況之提報及公開（草案第 

四條至第六條）

(三) 明定政黨禁止投資經營及購葺不動產之行為，以及政黨解散後財產之清算與賸餘財產之 

歸 屬 （草案第七條至第九條）

(四) 有關政黨取得財產爭議之調査與處理（草案第十條及第 "一條）

(五) 違反本條例規定之處罰，以及政黨補助金抵充罰鍰之規範（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

(六)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及施行日（草案第+八條及第十九條）

十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提案要旨：

(一)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之方式呈現’各政黨之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為使 

各政黨維持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是 以 ，

|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主政治，爰以特別立法方式，制定本條例調查及處

理政黨應返還之財產，以實現政黨政治公平競爭之立足點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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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黨係基於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其正當財源應限於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 

肋金及其孳息，政黨依其他方式所取得之財產，皆與政黨意旨不符。

(三) 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近百個，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 

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調查程序，爰於第一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中華民 

國七+六年七月+五日解除戒嚴前成立並於七十八年一月二+七日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 

體法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但書備案者；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七條但書規定 

得設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之財產即屬政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言；惟政黨以捐 

助或出資之方式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控制之程度 

高 ，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故而 > 由該政黨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 

與機構應予以納入，一併適用。

(四) 除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外，根據95年 10月 2 5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的清查結果更發現，有 

政黨主控人事之營利事業法人等附隨組織不當取得國家資產的情形，根據取得國家資產 

情形共有國民黨轉帳撥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移交國民黨經營之日產戲院 

、中廣公司接管曰治時期台灣放送協會各地支部財產（如中廣仁愛路基地、中廣板橋民 

族段土地、花蓮民勤段土地等）等 ，國民黨無償使用政府土地、房舍等情形、中國國民 

黨中央黨部基地及目前仍登記為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所有之土地等大類。這些財產 

也屬於國家資產，理應歸還國庫，但該政黨卻陸續出脫這些不動產，尤其是位於台北市 

精華區的房產。這樣的財產都是屬於人民共享，而非單一政黨所有擁有，且應納入本條 

例適用範圍。

+ —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提案要旨：

(一) 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嚴前成立的政黨，其體制多未完備，形成黨國一體之非民主體 

制 ，政黨將公有財產以接收名義、移轉登記、無償贈與、轉帳撥用，或以不相當對價 

方式出售予政黨與其附隨組織，侵害國家財產及人民權益至鉅且大。

(二) 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團體法修正，增訂「政治團體」專章，開放政治性團體結 

社 ，公布後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但書備案者，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啟始我國政黨政治 

發展之開端，政黨舉證其取得財產符合政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能保有該財產。

(三) 過去政黨所以能將政府公產轉為己有，是動員戡亂時期黨國一體之特殊現象，無論當 

時取得並處分政府公產是否有特殊必要，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之後即應加以返還，而不 

應繼續利用或出售得利。爰以動員戡亂時期之結束（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作為追討 

不當利得之回溯日，II及時空背景之特殊，不再窮究動員戡亂時期之作為。

(四) 鑑於現行法律規定，受制於時效及其他因素，難以請求政黨返還。為促進我國政黨政

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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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健全發展，建立政黨公平合理競爭之機制，爰 擬 具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 

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計分五章二+八條，其要點如下：

第一章「總則」 ，明定本法立法意旨、不當黨產處理範圍、原則。

2. 第二章「申報、調查及處理」 ，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程序*

3. 第三章「組織」 ，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主體。

4. 第四章「罰則 J ，明定不遵守本條例時之處罰。

5. 第 五 章 「附則」 ，明定有關強制執行、登 記 、移 轉 、規 費 、税 胡 、經 費 、施行日期

等其它事由。  ̂ 、
+ 二 、時代力量黨圑提案要旨：

臺灣民主政治在過去三十年間，雖已取得相當之進展，但轉型正義卻依然遲遲未能實 

現 ，其 中 ，最受社會大眾關注，且對於我國未來民主深化影響至為重大的轉型正義工程， 

即是政黨不當財產的返還。

依監察院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六日函送行政院之調查意見指出，過去威權體制下， 

政黨將原屬國家的財產移轉登記為該黨所有，或接受各級政府機構無償贈與土地及建築物 

，係訓政及戒嚴時期’以 黨 領 政 ’黨國不分時代之現象，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之要求。惟 

如依現行法律規定請求政黨返還，基於法律安定之考量，或已罹於時效或除斥期間已經過 

，且可能涉茗筹三人已取得權益之保障，均有其困難爰有以特別立法方式，妥為規範處

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必要性。

政黨政治在當代民主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各政黨之正當發展固然必須給 

予 保 護 ，惟政黨亦必須接受制度性的規範。為使各政黨維持公平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 

各政黨具有在公平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是 以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主 

政 治 ’爰以特別立法方式制定本條例調查及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之財產，一方 

面還財於民，一方面促進政黨政治的健全發展。

本條例共計三十三條’條文內容要點如下：

(—)立法目的。（弟—條）

(二)用詞定義。（第二條）

. (三 )主管機關。（第三條）

(四) 法律適用之原則。（第四條）

(五) 政黨不當財產處理委員會。 （第五條）

(六) 組 織 。（第六條）

(七) 行為準則。（第七條）

立法院第9 屆第 1會期第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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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雄昨也明確指出，目前有四大瑰 

理 。首先是現存的黨產要如何歸還？ I ®  
黨一定會就現職、退休黨工的薪俸，胃  

信賴保護的問題。

最後是附隨組織要如何認定？在對方提出善意第三人時，要如何周延處理。面 對 _  
之 而 來 的 訴 訟 ，要 確 保 不 會 被撃敗 。

不 中 立 ？ 「除非派不想討黨產的」

1 7 5 / 2 9 0

第三是國民黨在處分黨產過程的相關弊 

案 ，包 括 人 頭 、被第三人黑吃黑的部分

要如何一一追查出來

其次是有關侵奪自人民的財產，將 接 受 _ 人 

民請願申訴，在釐清相關過程與關係，

民黨就有義務歸還或償還。若已處分掉 

的 ，就要去認定處分價額，再 予 歸 還 。

顧 立 雄 表 示 ，現 在 就 要 準 備 著 手 成 立 貢  

會 ；首先要請各行政機關協助，包括彳'纟胃調 

自行政機關的副主委、三 位 專 任 委 員 及  

其 他 兼 任 委 員 ，都 要 先 找 齊 ；其他還 -色 ^ 括  

秘書長等冪僚人員、廳 舍 整 理 ，希望育g 在 

月底開始運作。

顧 立 雄 曾 在 「不當黨產條例」三讀當 f  = ， 

上 台 發言表示，他已仔細整理過所有 

文 ，有信心不會被宣告違憲。

儘快組委員會盼月底開始運作

焦點

追討不當黨產顧立雄：目標是歸零

2 0 1 6 - 08-11

〔記 者 曾 韋 禎 、楊淳卉 / 台北報導〕總 統 府 昨 公 布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財  

產處理條例」 。内定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將 儘 快 組 成 昌  

會 ，盼 在 八月底開始運作；首要目標是讓國民黨現有的黨產歸零，給 各 政 黨 回 至 ■ 公  

平 競 爭 的 基 準 點 。 '

▲内定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 

將儘快組成委員會，盼本月底閜始運作；首要 

目標是讓國民黨現有的黨產歸零。 （資料照）

處
民
出



顧 立 雄 表 示 ，首要目標是讓國民黨現有的黨產歸零，盡量給各政黨回到公平競爭的 

基 準 點 。

對於國民黨批評他綠營色彩偏重。顧 表 示 ’ 若只要寫過文章、當 過 立 委 、做過黨產 

硏 究 等 ，就 不 適 任 的 話 ，全國恐怕找不到令他們滿意的人’除非派任一位不想討黨 

產 的 ，藍 營 才 覺 得 中 立 吧 。

可 能 訪 劉 泰 英 、歷任行管會主委

顧 立 雄 指 出 ，委員會也會主動出擊 ’ 對相關人士進行訪查’可能包括前國民黨大掌 

櫃 劉 泰 英 ，及歷任國民黨行管會主委等人；未來也會對不配合調查者訂定罰則’盼 

相 關 人 士 配 合 。

他 提 醒 國 民 黨 ，就一般民眾觀點來看 ’ 纏鬥黨產對國民黨不利；國民黨每次選舉怎 

麼 花 錢 的 ？還有哪個政黨可以又執政又經營事業？這是轉型正義重要環節’也是政 

黨公平競爭的最後一哩路。

自由時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  2016 The Liberty Times. AH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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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地

位

三

'
財

產

信

託

處

理

之

相

闊

法

 

律

問

題

肆

'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相

關

 

判

決

伍

、
 

實

際

處

理

情

況

概

觀

陸
、
 
結
語

壹
、前
言

兩

德

統

一

前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D
D
R

，
以
下
德
)

 

的

政

黨

及

與

政

黨

_

密

切

的

各

 

種

組

織

藉

由

長

期

黨

國

不

分

的

體

 

制

之

便

，
累

積

了

相

當

可

觀

的

財

 

產

’
包

括

了

各

種

囊

的

動

產

'
 

不

動

產

，
以

及

許

多

營

利

i

，
 

其

中

不

乏

強

取

豪

奪

i

用w
i

 

所

得

的

不

義

之

財

。
兩

德

的

統

 

一

’
意

味

著

東

德

要

從

一

f

揚

 

棄

的

共

產

政

權

過

渡

到

民

主

法

治

 

的

憲

政

體

制

，
對

於

舊

政

權

時

期

 

政

黨

不

當

積

累

的

財

產

，
如

何

於

 

統

一

後

予

以

處

理

’
是

兩

i

 一 

過

程

中

一

個

爭

議

很

大

的

問

題

。

本

文

即

欲

針

對

德

國

統

一

後

對

 

於

東

德

時

期

黨

產

之

處

理

問

題

’
 

從

法

制

面

的

設

計

與

運

作

狀

況

作

 

一

析

述
o

貳

、
南
德
統
一
的
制
度
模
式

德

意

志

—

共

和

國

(
以

下

簡

 

稱

聯

邦

德
國
)
的

憲

法

丨

基

本

 

法

一
5
-

原

來

明

文

規

定

的

德

國

統

 

一

方

式

’
應

由

全

德

人

民

湯

定

 

新

憲

法

的

方

式

垄

兀

成

，
基

本

法

 

並

豊

新

憲

法

施

行

後

自

震

效

(
原

基

本

法

一

四

六

)

,
然

而

兩

 

德

最

後

採

取

的

疣

一

方

式

’
即

是

 

根

據

另

外

的

r

加

盟

條

款

」
⑴

，
 

由

東

德

五

個

邦

直

接

加

盟

 

國

基

本

法

適

用

區

域

的

方

式

完

 

M

O
此

i

盟

方

式

主

要

是

讓

基

 

本

法

的

支

配

範

圍

擴

張

’
原

墓

蔡

宗

珍

(
淡

江

大

學

公

共

行

政

學

系

副

敎

授

)

m
e
r
)

以

決

議

方

式

通

過

東

德

五

 

邦

加

盟

聯

邦

德

國

的

歷

史

性

決

 

定

。
隨

後

兩

—

1

 I

署

「
統

 

一

條

約J

 
>
明

定

憲

政

'
法

治

各

 

層
面
的
統
一
程
細
節
。
一九
 

九

〇

年

十

月

三

日

零

時

起

，
東

德

 

正
式
加
入
國
基
本
法
的
適

 

周

範

圍

，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自

此

成

爲

歷

史

名

詞

。

由

於

是

以

東

德

各

邦

加

盟

翼

 

德

國

的

方

式

完

成

統

一

，
因

此

，
 

兩

德

的

統

一

 
，
嚴

格

來

說

，
並

未

 

締

造

一

個

i

共

和

國

，
只

是

原

 

來

聯

馨

國

的

憲

政

版

圖

擴

大

’
 

且

其

旣

嘉

憲

政

秩

序

與

制

度

未

本

法

秩

序

之

地

位

與

效

力

皆

不

受

 

經

實

質

性

的

變

動

下

’
擴

張

適

用

 

影

響

。
基

此

’
東

德

一

九

九

〇

年

於

東

德

各

邦

。
統

一

後

德

東

地

區

 

第

一

次

經

由

民

主

自

由

的

選

s
m

 

適用的也是國旣法
 

生
的
國
民
議
會
(

V
o
l
k
e
s
k
a
m
-

 

律

秩

序

，
只

是

另

有

適

用

於

德

東

附
件
1

108|

 
♦
法
學
新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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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的

若

干

過

渡

時

期

特

別

法

。

I

 
-

清

楚

地

取

向

於

^

國

的

民

主

 

原

則

、
法

治

國

原

則

、
社

會

國

原

 

則

、
聯

邦

主

義

等

憲

政

基

本

原

 

則

。
基

此

’
統

一

 i

於

德

東

地

 

區

共

產

I

種

種

政

治

、
法

 

律

與

經

濟

問

題

之

處

理

，
亦

均

本

 

於

該

等

原

則

而

規

劃

、
進

行

。

關

於

財

產

震

理

問

題

，
即

本

 

於

民

主

、
法

治

國

、
社

會

國

等

原

 

則

處

理

，
基

宝

分

成

兩

大

方

向

 

進

行

：

凡

是

屬

於

人

民

的

財

產

’

於

東

翼

產

蠢

治

時

期

地

徵

收

 

1
6
5
^

爲

國

有

者

’
原

則

上

 

均

本

於

回

復

原

繫

原

則

歸

還

原

 

所

有

人

；

至

於

東

德

共

產

黨

及

相

 

關

黨

營

組

織

義

或

不

當

取

得

的

 

財

1 .
’
則

原

則

上

予

以

信

託

_

 

公

。
以

下

即

針

對

東

德

政

黨

財

產

 

之

具

體

處

理

方

式

來

探

討

。

參

、
處

理

東

德

黨産
之

法

律

鋈

與
内

涵

1

、
法
律
依
據

於

兩

德

正

式

統

一

前

，
東

德

新

選

出

的

國

民

已

決

議

修

改

先

 

前

由

東

德

共

產

黨

(
S
E
D

，
全

名

 

爲

r
德

®
;
i

會

主

義

統

一

黨j

 
’
 

本

文

均

簡

稱

爲

東

德

共

產

黨

®

)

主

導

制

定

的

r

東

德

政

黨

曁

政

治

 

(Gesetz

 Uber

 patteis 

u
n
d

 andere

 polssche

 v
e
r
-

 

einigungen

 der

 D
D
R

，
以

下

簡

養

德

政

！

)

，
攬

疋

第

二

十

 

a
、
第

二

十

b
兩

條

規

定

，
開

始

 

著

手

處

理

所

有

東

德

政

黨

、
各

種

 

從

蠢

政

黨

之

組

锇

、
法

人

以

及

 

群

衆

組

織

的

財

產

清

理

麗

i
 

中

第

二

十

a
條

主

要

是

規

定

負

有

 

清

理

東

德

黨

產

任

雲
r

審

査

東

 

德

政

黨

與

群

衆

組

織

財

產

之

獨

立

 

委

員

會

」

(
以

下

簡

稱

r
獨

立

委

 

員

會

」

)
之

組

成

與W
K

.

，
第

二

 

十

b
條

則

是

規

定

東

德

各

政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Massenorgani

丨
 

satisen

 )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前

所

取

得

之

財

產

(
包

括

其

 

替

S

)
的

處

理

方

式

D
蠢

此

 

兩

條

霞

？

東

德

各

政

黨

以

及

 

與

政

黨

關

係

緊

密

之

組

織

、
法

 

人

、
群

衆

組

織

之

r

財

產

變

動

」

均

須

取

得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同

意

，
 

且

負

有

完

整

說

明

其

財

產

取

震

 

況

與

相

關

文

件

糞

’
及

提

供

財

 

產

羅

表

之

義

務

。

根

據

統

一

條

約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_，
附

件

二

第

三

章

之

規

定

，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與

第

二

 

t

b

f

 _ 後a
-i

I

 >

準

則

o
此

外

，
東

德

政

產

僅

規

 

定

了

政

馨

s
a
m

?

其

旣

B

產

 

的

處

與

信

託

問

題

’亦
即
 

東

德

各

政

黨

與

所

i

衆

糞

截

 

至
一
九
八
九
月
七
日
時
所
擁
 

有

之

財

產

(
包

括

其

^

應

 

一

律

交

付

信

託

局

進

行

信

託

管

 

涅

’
但

藥

明

文

規

定

如

何

處

理

 

此

等

信

託

財

產

o
統

一

條

約

則

加

 

入

了

下

述

攸

關

政

黨

財

產

-
一

一
^

叩
 

運

的

規

定

。

首

先

*
若

—

及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就

其

所

託

之

財

產

，無
 

法

舉

證

證

明

其

霄

合

基

本

法

所

 

定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所

取

得

 

者

’
信

託

局

應

將

該

財

產

設

壽

繼

承

人

C
蠢

f

法

歸

還

(
原

財

產

 

權

人

不

明

或

5

者

)

，
則

信

託

 

局

應

本

於

公

益n
n
S

而

將

該

等

財

 

產

使

用

於

德

東

地

區

，
尤

其

是

用

 

於

德

東

之

經

濟

重

建

。
但

 

信

託

之

財

產

所

有

人

(
包

括

政

黨

 

及

所

屬

群

衆

霞

)
可

證

濯

託

 

財

產

^

:

合

基

本

法

所

定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而

(
自

東

德

各

政

 

黨

)
所

取

得

者

，
信

託

局

則

應

歸

 

還

該

等

財

產

給

交

付

信

託

時

之

財

 

產

權

人

。

上
述
三
於
所
交
付
信
託
之

 

財

產

作

法

，
其

基

慮

有

二

：
 

其

一

是

本

於

正

義

原

則

而

來

的

 

「
回

復

原

狀

」一
S

還

財

產

給

原

 

所

有

人

.

.
其

二

，
則

是

考

慮

政

黨

 

的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東

德

時

期

政

 

黨

，
尤

其

是

東

德

共

產

黨

，
之

所

 

以

取

得

財

產

，是
濫
用
其
特
 

權地位而來，在

不

消

 

滅

後

*
尤

須

致

力

於

消

除

舊

體

制

 

所

留

下

來

的

政

^
6
|
^
1
不

平Jlt-S 

狀

況

，
以

樣

民

主

體

制

下

政

黨

 

政

治

的

公

平

競

爭

的

空

間

。
也

因

 

此

，
即

使

可

證

明

交

付

信

託

的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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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並

非

因

侵

害

人

民

之

權

利

 

益

而

取

得

’
無i

K
J
S

還

給

原

 

所

嘉

人

，
但

政

黨

也

無

法

僅

因

 

此

理

由

而

要

求

發

還

財

產

®
 〇

二
、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設置與
 

法
律
地
位

.爲

處

理

東

德

黨

產

清

理

問

題

，
 

東

德

大

選

後

，
於

爾

德

正

式

統

一

 

前

即

蠢

新

攬

疋

的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設

置

獨

立

委

員

會

，
 

由

東i
W
s
i

任

命

之

。
其

主

要

的

 

任

務

在

於

清

査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以

來

，
至

-
九

八

九

¥

 

月

七

日

爲

止

，
各

東

德

政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所

曾

取

得

之

財

產

，
 

爲

執

行

此

等

職

務

，
獨

立

委

員

會

 

享

有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所

定

之

搜

 

索

、
扣

押

等

強

制

處

分

權

〇

 

兩i
S
S
g

 1

後

，
獨

立

委

員

會

改

 

隸̂
^
府
，接
受
府
之

 

合

法

性

監

督

’
但

不

受

其

 

1
8
^

監

 

督

〇

另

外

，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也

有

所

改

變

’
其

於

東

德

時

期

就

 

政

黨

財

產

所

負

有

之

信

託

行

政

任

 

務

，
由

「
信

託

局

」

(T
e
u
h
a
n
-

I

)
⑷
承

接

。
但

信

託

局

所

 

爲

之

相

^

^

定

及

財

產

之

處

分

應

 

經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同

意

。

獨

立

委

員

會

由

委

員

十

六

人

組

成

，
由

於

馨

議

裏

有

震

之

 

政
黨
代
表
，加

上

無

表

一

 

名

、
前

東

德

「
德

國

青

年

會

」
 

(Frein

 

Deutsche

 

Jugend

 )
代

表

 

一

名

、H

會

聯

盟

代

表

一

名

組

 

成

。
其

任

務

主

要

有

五

項

命

：
 

㈠
領

導

東

德

政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財

產

之

清

査

及

確

保

，
特

別

 

是

位

於

國

外

之

財

寧

，

㈡
判

斷

前

項

財

產

之

取

得

是

否

 

符

<{

 口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

㈢
核
准
別
局
」
所執
 

行

任

務

舆

對

於

前

項

財

產

之

使

用

 

方

式

：

㈣
於

司

法

訴

訟

程

序

中

就

東

德

 

政

黨

財

產

的

問

題

作

證

；

㈤
對

於

糞

馨

提

出

事

"詩

報

吿

o

關

於

獨

立

委

員

會

的

法

律

地

 

位

，
應

先

強

調

的

是

，
獨

立

委

員

 

會

並

非

一

單

純

的

靈

委

員

會

，
 

也

非

國

會

下

的

調

查

委

員

會

，
而

B

l

i

t

t

i

i
 *
 i

德
國
行
政
程

暴

下
的
行
政

 

機

關

<
§
1

 IV

 

V
W
V

3

 )
 
’
得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的

相

關

規

定

進

行

行

 

政

程

序

(
§
9

 VW
V
A
3

)

或

參

與

 

行

藝

序

S

如

同

意

信

託

局

的

 

處

分

)

o
較
有

問

題

的

曰

疋

，
此

1 

獨

立

委

員

會

應

如

何

在

行

政

組

織

 

中

定

位

®
 〇

可

考

慮

的

有

隸

屬

於

 

各

部

會

的

馨

高

等

行

政

機

關

、
 

部

會

層

級

的

聯

邦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
具

有

單

獨

地

位

的

行

政

機

 

關

。
雖

然

翌

委

員

蠢

人

事

與

 

財

政

預

算

是

隸

屬

於

內

 

,
 

也

受

到

內

政

部

局

合

法

性

監

 

督

，
但

不

受

其

全

覆

的

監

督

，
 

另

一

方

面

，
獨

立

委

員

會

也

不

具

 

備

部

層

級

，因此，法

蠢

位

上

較

屬

於

5

單

獨

的

聯

邦

行

政

機

1
0

三
、
財
產
信
託
處
理
之
相
關
 

法
律
問
題

㈠
基
本
處
理
程
序
 

i

i

i

l

 >
 f
i
 

局

首

先

應

造

具

査

封

清

册

，
表

明

財

產

不

受

何

hh
?
®

黨

(
或

組

 

織

)
之

支

配

，
以

及

財

產

之

現

 

値

。
其

次

，
對

於

財

產

^

一̂

以

 

營

理

舆

確

保

。
最

後

則

應

^i
g

如

 

何

處

置

集

財

產

之

決

定

’
並

加

 

以

執

行

C
苴
(中

確

保

各

該

財

¥

 

主

要

是

透

過

要

求

財

i

人

對

於

 

相
關
財
產
之
處
分
應
經
關

 

同

意

後

始

得

爲

之

的

方

式

{7)
0

㈡
財
產
應
交
付
信
託
之
基
準
日

被

要

產

交

付

信

託

的

財

產

，
 

並

不

包

括

所

謂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前

所

取

得

的

「
原

始

財

 

產

」

(
u
r
a
l
t
v
e
r
m
s
g
e
n

)

，
也

不

 

包

括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基

 

準

日

後

才

取

得

的

財

產

〇

但

若

政

財

產

是

源

自s
4I ?i

s

財

產

時

，
或

 

根

本

是

舊

^

^

產

的

代

者

，
 

則

仍

應

交

舊

託

。
至

於

基

準

日

 

前

就

已

不

屬

於

政

黨

財

產

的

部

 

分

，
則

不

必

交

付

信

託

，
不

問

是

 

否

有

所

謂

的

替

^

^

存

在

o
同

樣

 

地

，
於

基

準

日

到

一

九

九

〇

年

六

 

月

一

日

(
亦

即

東

德

政

黨

法

開

始

 

生

效

日

)
間

由

東

德

政

黨

之

手

移

1 7 9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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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出

去

的

財

產

，
只

要

合

乎

當

時

 

東

德

蠢

法

律

之

規

定

，
原

則

上

 

亦

不

必

交

付

信

託

®
 o
其

主

要

的

 

理

由

是

基

於

法

治

國

原

則

下

的

禁

 

止

溯

及

親

往

之

要

求

：
東

蠢

黨

 

對

其

財

產

處

分

權

的

限

制

及

交

付

 

信

託

之

要

求

4

基

於

東

讓

黨

 

法

，
而

此

蜃

律

是

一

九

九

§

 

六

月

一

日

才

開

始

生

效

。

㈢

財
產
應
交
付
信
託
之
良
務
主
妓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
 

第

二

十

b
條

所

要

求

應

將

財

產

交

 

付
信
託
之
義
務
主
體
是
「
政
 

黨
」
、

r

群

衆

組

織

」

，
以

及

 

「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與
法

 

人

」

’
至

於

其

所

指

涉

的

具

體

對

 

象

，
立

法

者

並

未

進

一

步

規

定

。

較

無

問

題

的

是

政

黨

以

及

與

其

 

相

關

之

群

衆

組

織

’
通

常

是

指

以

 

東

德

共

產

黨

爲

首

的

r

民

主

集

團

j

 
(De
m
o
k
r
a
t
i
s
c
h
e
r
s
o
c
k

)

的

各

政

黨

與

其

他

社

裏

嗜

〇

 

若

可

證

明

是

一

九

八

九

？

月

七

 

日

基

準

日

以

後

才

組

黨

，
且

並

非

話

’則

非

屬

應

財

產

託

之

義

務

人

财

。

至

於

「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與

 

法

人

」
所

指

爲

何

’
則

較

擧

議

 

性

。
從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
第

二

十

匕

_

立

法

意

旨

來

 

看

，

一

般

認

爲

所

謂

與

政

黨

籍

 

之

組

織

與

法

人

，
應

就

其

間

是

否

 

具

喜

別

■

的

政

治

、
藝

與

 

人

事

方

面

的

關

係

而

斷

CD
。
因

 

此

，
凡

是

由

政

義

群

衆

組

織

所

 

出

資

設

立

、
長

期

受

其

財

務

資

 

助

、
或

財

產

全

i

1

部

是

得

自

 

政

黨

或

群

衆

組

織

的

組

織

與

法

 

人

，
均

屬

須

將

財

產

交

付

信

託

的

 

義

務

人

®

。

依

法

律

規

定

，
原

則

上

只

有

於

 

-
九

八

九i
j
H
-

月

七

日

基

準

日

已

 

存

在

之

政

黨

'
群

衆

組

織

即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或

法

人

產

信

 

託

之

義

務

人

，
然

而

，
兩

德

正

式

 

統

一

前

，
許

多

政

^

^

織

爲

達

 

脫

產

之

具

-
露

於

基

準

日

後

 

設

立

新

企

業

，
然

後

爵

產

壽

 

至

一

邊

一形

式

上

合

法

新

設

的

企

業

 

名

下

o
 

??

違

薪

設

企

S
H
W
?

下

的

財

 

奎

是

否

磨

予

屠

託

，
便

成

爲

一

練

手

的

問

？

對

此

德

國

繫

行

政

 

法

院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初

作

成

判

 

決

，
認

定

凡

是

於

基

準

日

解

設

 

的

企

業

’
其

翌

屋

作

是

完

全

 

由

東

德

政

義

相

關

義

之

財

產

 

所

資

助

者

，
亦

屬

將

財

產

移

 

轉

信

託

之

義

務

人

f
 

㈣
財

產
種
類

應

交

付

信

託

之

財

產

，
除

政

黨

 

擁

有

之

一

般

性

的

靈

(
包

括

現

金

、
銀

行

蠢

霊

養

產

)

、

»
l

l

±

i

靈

寅

政

黨

醫

奮

之

法

人

所

有

，
但

實

際

上

是

由

政

黨

5
^

^

 

的

財

產

或

具

有

財

產

價

値

的

地

 

位

o
其

中

較

棘

手

的

問

題

是

i

 

囊

上

雖

屬

於

所

謂

的

r

人

民

財

 

產

」

(volkseigentum

 )

，
但

依

當

時

東

德

法

雲

規

定

仍

由

政

 

黨

所

管

理

使

用

的

不

靈

。
對

此

 

類

財

產

，
獨

立

委

員

會

蠢

經

濟

 

觀

點

，

一

開

始

仍

將

之

劃

糞

政

i

 o
 i

 -
 

-

蠢

則

本

於

合

法

性

監

冀

地

位

 

作

成

指

示

，
屬

於

「
人

民

財

產

」
 

的

不

應

屬

於

財

玫

时

產

的

範

圍

，
因

此

依

i

 一

 f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應
聯

 

邦

所

有

，
只

有

靈

隨

東

德

而

消

 

滅
的
法
人
組
織
所
擁
產
與

 

使

用

權

•
 

t
v
l
g

歸

屬

於

政

黨

財

產

 

的

範

圍

而

須

交

付

信

託

M
 o 

另

外

一

個

難

題

是

關

於

東

德

衆

 

於

國

家

營

利

囊

-
(K

o
m
-

merzieUe

 Koordination

 )
下

的

國

內

外

企

業

之

歸

屬

問

題

。
由

於

f

e

s

i
§

i

±
i

^

事

業

-
但

實

際

上

完

全

受

到

東

德

 

1

1

 >
 8

1

8

 

這

些

「
國

營

事

業

」

一

方

面

可

直

 

接

獲

取

資

金

並

2
^

其

營

運

，
另

 

一
方
面

卻

不

必

像

事

業

所

有

人

一

 

樣

負

盈

®

之

責

’
可

說

較

近

於

國

 

家

財

產

的

性

質

。
基

此

，
'籩

奮

 

東

德

的

國

家

財

產

自

一

九

九o
^

 

四

月

一

曰

起

就

直

接

歸

屬

於

信

託

 

局

所

有

(
取

得

所

有

權

)

，
而

不

 

僅

是

進

行

財

產

的

信

託

管

理

r
 

㈤
信

it
財

產

之

使

用

 

前

已

提

及

，
統

一

規

定

了

 

三

種

處

理

信

託

財

產

之

處

理

方

 

式

，

除

了

 ^
1
1
2
5

託

財

產

歸

還

給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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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應

一

律

將

該

等

信

託

財

產

基

 

於
公
益
目
的
(

g
e
m
e
i
n
n
U
b
d
g
e

 

Z
w
e
c
k
e

 )

用

於

東

德

地

區

，
適

 

用

於

經

濟

重

建

之

需

要

。
其

中

，
 

所

謂

的

「
公

益

I

」
的

不

i

 

法

律

s

/ci'-
留

給

信

託

局

與

獨

立

 

委

員

#
一

5
?

當

大

的

決

定

空

間

’
但

 

對
此
不
確
定
法
之
掌
握
須

 

接

受

法

院

完

全

的

司

法

審

査

。
應

 

注

意

的

是

，

「
公

益

目

的

」
的

限

 

定

，
原

則

上

排

除

了

將

信

託

財

產

 

用

於

個

人

或

特

定

範

圍

內

之

人

民

 

的

利

益

之

滿

足

上

，例
如
用
 

以

1

特

{疋

範

圍

人

民

所

受

之

損

 

害

(
損

失

補

償

)
的

話

，
原

則

上

 

即

不

被

允

許

®

 〇

㈥
「
<
5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
的内

S

由

於

政

黨

或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必

須

舉

證

證

明

係

「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materiell 

rechtsstaaaicher

 Er
w
e
r
b

)

」

*
 

方

得

以

請

求

信

託

局

發

還

該

財

 

產

，
如

何

方

屬

合

於

「
實

質

法

治

 

國

」
之

要

求

而

取

得

財

產

，
遂

成

f

來

說

，
所

謂

「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
是
一
 

創

造

出

來

的

¥
,13.
0

公

法
M
I
就

 

法

治

國

原

則

的

探

討

，
雖

向

有

 

r

形

式

法

治

國

性

」
與

r

喜

法

 

治

國

性

」
的

區

分

，
前

者

指

的

是

 

形

式

上

具

有

權

力

分

立

、
司

法

獨

 

立

'
依

法

行

政

等

制

度

f

的

國

 

家

，
基

本

上

是

歷

史

發

展

的

產

 

物

叻

•
，
後

者

主

要

則

是

針

對

法

律

 

的

合

憲

性

要

求

'
基

本

權

的

實

質

 

保

障

等

。
由

於

兩

者

指

涉

的

面

向

 

不

盡

相

同

，
因

此

，
兩

者

間

絕

非

 

涇

渭

分

明

、
截

然

可

分

的

I

。
 

若

欲

藉

此

等

公

法

學

上

的

理

論

來

解

震

一

篇

S

理

東

德

黨

產

所

使

用

的

r

 An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J

的

震

’
似

乎

無

法

 

提

供

太

多

幫

助

，
必

須

另

尋

法

涅

 

憑

藉

。

至

少

可

先

確

定

的

是

，

「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

一
詞

 

中

的

重

點

，
毋

寧

是

著

重

在

法

治

 

國

思

想

作

爲

判

斷

財

產

取

得

是

否

 

正

當

的

依

據

•

•

來

’
是

否

正

當

財

產

時

東

德

r

形

式

」
的

法

令

規

 

定

’
 

依

據

由

法

治

國

內

涵

所

 

可

導

出

的

判

準

進

行

判

斷

.
，
再

 

者

，
是
否
八

悬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I

產
是
一
種
事
後
產
取
 

得

當

時

之

狀

況

的

判

斷

，
判

斷

的

 

憑

藉

並

不

是

取

i

產

當

時

4
^

 

的

規

範

，
反

而

可

能

是

當

時

不

被

 

承

認

的

無

效

規

範

’
場

話

說

，
 

是

根

據

現

時

對

於

法

治

國

的

觀

 

點

’
溯

及

適

用

於

取

得

財

產

當

時

 

而

判

斷

該

財

產

的

取

得

是

否

正

 

當

。
但

如

果

取

爵

產

時

即

已

違

 

反

當

時

蠢

之

東

德

法

露

話

，
 

由

於

已

屬

r

違法」取

產

，
 

則

無

論

如

何

已

屬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違

反

08
0

「
法

治

國j

的

內

涵

中

，
涉

及

 

國

家

組

f

部

分

，
由

於

與

財

產

 

清

算

明

顯

地

並

無

關

係

，
可

逕

行

 

除

去

不

論

。
所

餘

者

，
不

難

看

出

 

主

要

是

在

約

制

國

家

與

社

會

間

的

麗

 >
其

案

以

確

保

基

蠢

作

爲

人

民

(
社

會

)
防

禦

國

i

力

 

之

侵

害

的

利

露

部

分

，
可

說

扮

色

。
由

此

可

推

知

，
若

-
個

政

黨

 

是

以

侵

圭a

人

民

之

自

由

與

財

產

權

 

的

手

段

獲

取

財

產

，
則

此

®I
?

況

 

下

就

應

已

構

成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違

 

反

03
。
此

外

，
由

於

民

主

國

家

之

 

政

黨

負

有

J

民

主

程

f

之

民

 

意

、
協

助

人

民

建

構

政

治

性

意

志

 

的

重

要

 

，
因

此

政

黨

應

該

是

 

處

於

社

會

領

域

之

中

而

具

嘉

立

 

於

國

家

之

外

的

本

質

，
不

受

國

家

 

權

力

之

不

法

馨

’
也

不

得

成

爲

 

國

家

機

器

的

I

部

分

(
亦

即

不

許

 

有

所

謂

r

國

家

政

黨

」

)

-

致

使

 

黨

國

不

分

，
因

此

聯

邦

德

國

的

 

基

本

法

中

明

確

保

障

政

黨

的

地

 

位

及

免

於

受

國

家

干

預

之

自

由

 

(StaatsAeiheit

 )
，
此
部
分
的
 

憲

法

規

定

亦

包

括

在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內

涵

之

內

。
基

此

，
若

東

德

政

 

黨

離

開

了

其

應

獨

立

於

國

家

之

外

 

的

社

會

領

域

 >
 憑

藉

著

社

會

領

域

 

中

的

團

體

不

能

享

嘉

、
準

國

家

 

權

力

性

質

的

特

權

而

獲

取

財

產

 

時
，不

但

違

反

了

國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
且

其

財

產

1 8 1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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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獲

取

也

應

是

違

反

實

治

菌

 

的

要

求
(24

。
更

何

況

，
統

一

條

約

 

中

明

定

適

用

於

東

®

「
政

黨

組

 

黨

自

由

j
及

r

政

黨

^

>»平

等

」
 

之
要
求
，也

應

該

成

爲

德

 

政

黨

財

產

之

取

得

是

否

<

 
悬
實

質

 

法

治

國

要

求

的

判

準

，
而

一

脣

 

以

以

黨

國

不

分

的M
i

取

爵

產

 

的

政

黨

，
基

已

違

反

了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要

求

®
 〇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憲

政

發

展

是

 

動

態

性

的

發

展

，
對

於

r

實

®
!
^
 

治
國
」
的
理
解
該
是
動
態
性

 

的

，
而

不

是

固

定

不

變

的

。
爲

便

 

於

判

斷

東

德

政

黨

所

取

雾

產

的

 

過

程

是

否

二

S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要

 

求

，
獨

立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布

一

套

細

部

標

 

準

，
以

判

斷

下

列

幾

種

財

產

取

得

 

類

型

®
 :

第

一

類

是

侵

害

第

三

人

 

之
自
由
權
或
財
產
第
二
類

 

是

濫S
E

東

德

共

產

黨

之

領

蠢

位

 

者

；

第

三

類

是

違

反

法

治

國

的

支

 

配

秩

序

而

濫

用

權

力

或

恣

意

隻

 

o

這

些

類

型

化

的

判

斷

細

 

則

可

說

相

當

程

1

具

體

化

了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不

確

定

內

涵

W
。

㈦

舉
證
責
任

關

於

政

養

群

衆

霞

之

財

產

是
否
八S

W
D
G
S

治

國

之

要

求

而

 

s

î
i

舉

！

w
s

任

是

歸

由

各

該

o
 s

i

 

舉

證

證

明

時

*
該

等

已

轉

稽

託

 

的

財

產

便

完

全

歸

由

信

託

局

處

 

分

。

肆

、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1

針

對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
第

二

十

b
條

以

及

統

一

 

的

相

*

'
東

德

共

產

露

繼

 

受

政

黨

—

民

主

社

會

主

義

黨

 

(P
D
S

)

以

該

等

規

定

侵

害

其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a
m

N

政

黨

 

自

由

，
以

及

？

四

條

所

保M
S

 

財

產

權

爲

由

’
向

德

國

霄

憲

法

slreitver
&
h
r
e
n

)
 
o

i

i

^

i

 

性

的

理

由

駿

回

民

；

義

一

:
 

一

來

財

產

權

受

侵

害

之

主

張

應

於

 

憲

法

訴

願

程

張

.’其
次
， 

雖

然

針

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定

之

政

黨

自

由

間

題

，
政

黨

可

提

 

起

機

關

爭

議

訴

訟

，
但

系

件

託

局

爵

產

權

問

題

，
其

受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範
圍
明

 

顯

並

未

受

到

侵

害

o

會

說

I

霞

產

清

査

之

正

霍

 

疆

的

見

解

：

雖

然

政

黨

肇

有

 

之

「
免

於

受

國

家

干

蠢

自

由

」
 

以

及

「
機

會

平

等J

，
也

應

包

含

 

政

^

^

其

收

入

壽

肇

有

不

受

 

國

家

控

制

而

自

由

處

分

的

震

在

 

內

，
I

利

並

不

適

用

於

那

 

些

正

是

因

不

承

認

r

政

黨

之

免

於

 

受

國

家

干

預

的

自

由

」
以

及

r

機

 

會

平

等

」
等

基

本

原

則

的

情

況

 

下
’政

黨

所

取

產

〇

社民

l

i

i

s

i

i

而

參

舆

基

本

法

下

阶

政

黨

政

治

競

 

爭

時

A

是

墨

不

符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所

取

嵩

財

產

並

 

不

受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i

 

一

項

 

之

保

障

，
而

這

要

求

曰

爵

所

有

自

 

由

民

主

體

制

下

的

政

黨

之

財

產

取

 

得

都

一

體

適

用

的

f

伍

、
實

際

處

理

情

況

概

觀

由

於

兩

德

統

-
進

程

開

始

後

：

便

逐

霞

成

對

於

共

產

黨

叢

不

 

分
時
期
產
應
予
徵
收
的
 

共

識

，
因

此

e
W

 

1

九

九O
W

-

初

 

開

始

’
東

德

共

產

黨

與

所

屬

寥

 

相
關
組
進
行
各
種
名
目
 

的

脫

產

行

爲

。
例

如

，
許

多

營

利

 

蠢

將

財

產

壽

到

新

成

立

的

公

 

司

名

下

 

1
^
1

種

人

頭

名

下

’
但

實

 

際

上

當

事

人

間

卻

存

在

著

信

託

關

 

係

，
因

此

財

產

霊

未

眞

正

地

移

 

轉

；

各

種

新

成

立

的

公

司

也

常

以

 

極

其

優

惠

的

方

式

提

供

長

期

貸

款

 

給

關

係

密

切

的

人

士

，
變

相

脫

 

產

〇i

 一

九

九

三

年

德

國

聯

邦

議

 

<w

^
出

的

政

黨

財

務

報

吿

，

一
九

 

九

一

 15H
S

止

P
D
S

擁

有

九

十

六

 

億

四

千

二

百

萬

馬

克

，S
P
D

擁

 

有

二

十

四

億

八

千

二

百

萬

馬

克

.
，
 

而

一

九

九

二

年

信

託

局

所

持

有

由

 

■ 
i

i

l

i

 

來

的

財

產

卻

僅

有

六

千

四

亘

震

 

克

左

右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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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I

九

九

八

年

獨

立

委

員

會

 

向

聯

邦

議

會

提

出

的

結

案

報

吿

 

時

，
獨

立

委

員

會

清

査

出

大

約

三

 

百

三

十

八

億

馬

克

左

右

的

東

德

政

 

黨

與

群

衆

組

織

之

財

產

，
其

中

委

 

員

會

保

住

了

大

約

二

百

六

十

四

億

 

馬
克
，約
七
億
五
千
克
的
財

 

產

倚

有

爭

震

等

待

出

售

的

進

款

 

中

，
而

民

社

黨

所

獲

擁

^̂
n̂
:g
^

產

 

總

計

仍

高

達

近

兩

百

億

®

。

陸

、
結
語

德

國

清

査

並

處

理

東

德

時

期

的

 

黨

產

問

題

大

約

花

費

了

八

素

的

 

時

間

，
挹

注

了

無

I

人

力

與

金

 

錢

，
但

至

少

最

後

交

出

一

份

評

債

 

大

致

還

不

錯

的

成

績

單

〇

且

藉

由

 

統

一

前

後

挣

續

且

法

制

化

的

黨

產

 

清

査

與

歸

公

的

程

序

’
於

追

求

正

 

義

的

重

建

之

同

時

，
事

實

上

也

間

 

接

地

協

助

德

東

地

區

人

民

與

相

關

 

政

治

性

組

i

在

一

個

卻

除

特

權

 

(
尤

其

是

金

錢

堆

積

出

來

的

特

 

權

)

、
從

事

平

等

競

爭

的

政

治

環

 

境

裡

，
毫

無

蔽

一

^

接

受

民

意

直

 

接

的

檢

驗

，
因

而

也

能

8

晨

速

地

認

同

政

黨

政

治

並

成

功

地

轉

型

 

爲

民

主

政

黨

。
觀

之

今

日

民

社

黨

 

的

發

展

，
也

許

可

以

說

，
對

於

其

 

前

身

一M

 
德
共

產

黨

—

財

產

之

清

 

算

，
正

是

提

供

了

民

社

黨

一

個

 

r

清

洗

污

點j
-

並

與

過

去

共

產

 

黨

時

期

的

不

義

政

獲

道

德

上

劃

 

清

‘界

限

的f

 ’
至

少

在

今

日

德

 

國

政

黨

政

治

的

競

爭

裡

’
民

社

黨

 

也

卸

下

許

多

原

本

若

未

經

財

產

清

 

算

而

■

嘉

數

不

義

財

產

時

的

 

沈

重

政

治

與

道

麗

包

袱

。
此

實

 

足

爲

我

國

政

黨

之

鑑

！

3

原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句
規

 

定

：

「
基
本
法
纣
於
其
他
加
盟
德
圉

 

的
地
區
亦
發
生
效
力J

•
〇

東

德

的

「
德
国
社
會

主

義

统一

t
j 

是
一
九
四
六
年
在
"
葙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合
併
原
有
的
德
S
共
農
黨
與
铢

 

國
社
會
民
主
黨
後
所
建
立
*

(3)phiHP Kunig: 

Die 

paaeien u
n
d

 

ihr 

v
e
r
m
o
g
e
n
,

5': 

Isensee/ 

ICirchhof, 

H
S
t
R

 lx,H

2-d
d
b
e
r
g

 1997, § 2
1
6
, Rn. 

31.

⑷
爲
處
理
兩
德
统
一
之
各
種
財
產
問
題

 

所
設
S
的
信
託
局
，
於
財
產
清
算
任

 

務
告
一
段
落
後
，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一

月
一
曰
起
改
爲r

赛

邦

统一

事
務
特

 

胡
任
務
局

 J 

( Bundesanstalt 

fllr 

vereinigungsbedingten 

sonderauf- 

g
a
b
e
n
,
°

v
w
)

 
’
 
X-

-

均

簡

稱

烏

「
稱

 

邦
特
钊
局J

。

,5,hnp://w
w
w
.
b

 
彐 i.bundde/himergmnd/ 

akpv_einzel.html

(6)
此
一
問
題
主
要
是
涉
及
行
政
救
濟
的

 

問

題*

S
K
U
n
i
g
,
a
.
a
:
p

 Rn.23.

(8,Hans-Jcrgen 

p
a
p
i
e
-
D
a
s

 

parteiver. 

m
o
g
e
n
i
n
d
e
r
e
h
e
m
a
h
l
i
g
e
n
D
D
R
,
-
-

 

c
h
e
i
g

 i
m
d

 V
e
r
w
e
n
d
u
n
g
,
1
9
9
2
,

 S. 

9; Kunig, a-ab., Rn. 26.

g

包
括

 

s
B
D
,
r
D
P
D
,
N
D
P
D
,

 FD
-

 

F
D
G
B

等
玫
黨
輿
组
織
在
内
*

chung 

z
u
m

 

V
e
r
m
O
g
e
n

 

der 
p
m
-
s
 

und MassoKirganisationen der fKihels 

D
D
R
,

 in: Neitschriflfur v
e
r
m
o
g
e
n
s
*

 

§
d Investhionsrecht 1

9
9
3
,
w
‘ 3

3
A
f
F

 

-
3
-
.

flDvolken-a.a.o.. s, 336. 

a
被
認
定
爲
此
處
所
謂
與
玫
玄
相
關
之

 

組
織
或
法
人
，
例
如
農
民

困

妓

、
德
 

S
和
平
困
等
十
餘
個
社
會
困

艎

•
 

fl3
B
v
e
r
w°in: D

V
B
1
.
1
9
9
-
S
,

 S
4
9
P

 

Volkens,

a.
po.
, S.337.

^
K
u
n
i
&
a
b
b
.
,

 Rn. 2- 

棚Papier, a.a.o., s. 13 f. 
g
K
u
n
i
g
,

 
p
a
.
p
,
 Rn. 33.

toHbcihanJ

 

sdlmidt ,AJ
3nlanr \

 

Kechissuuit ,

 

in:  Isensee /

 

fcirchhof

 

{Hrsg
.-
nstRI

-

 

AU--Heidelberg

 J 9
9
5
,

T54,

 Rn
.

 

IS

‘

Q8
例

如

-
違
反
東
德
當
時
法
律
之
規
定

 

而
強
迫
所
有
人
讓
與
財
產
權
，
無
論

 

如
何
應
届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違
反
，
見
 

Kunig,a.p
p
,

 Rn. 39.

K̂- u
n
i

55
a

.p
p

,
 

R
n,

 

36,
g
K
u
n
i
^
p
a
b
.
,

 Rn. 36.

CBKunig, a.a.o: Rn, 37.

©
G
e
s
c
h
z
.

 Pvl-S
O
I
AS

.

S

就
此
問
题
之
探
討
可
參
考H

§
s

 

H
e
r
— 

b
e
n

 

v
o
n

 

A
m
i
m
,

 

W
e

彐 

stcht 

das 

v
e
r
m
a
g
c
n

 

dre 

DDR.-part

2-3

 

zu? 

1993, S. 53 
B

创
關
於
^
部
倩
形
之
介
紹
*
可
參
考
黄

 

世

姦

，
兩
德
统
一
後
知
其
東
德sfu) 

黨
產
的
處
理
缦
驗

，
斩
世
紀
智
庫
論

 

塏

f
九

期

，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
七
九
 

頁

以

下

。

0

tB
v
e
d
d
B
co
4
,
2
9
p

的 Kunig, 
a
.
p
p
,
 Rn. 20.

®
l
n
t
p
:
/
/
r
h
e
i
n

 

丨

 N
e
i
l
u
n
g
.
d
e
/
o
n
/
9
8
/
0
s
/
2
4
/

 

t
o
p
n
r
t
w
s
/
s
c
d
g
e
l
d
.
h
t
m
l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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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產
處
理
與
法
治
國
刑
法

鄭

昆

山

(東
海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敎
授
)

壹

、
前

言

政

黨

(Politische

 

Partei
 )
爲
一

 
政

治

性

 

圑

體

，
其

透

過

選

舉

制

度

，
以

掌

握

政

權

，
 

形

成

以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爲

目

的

的

團

體
。

一

 

般

私

法

人

所

未

能

具

有

的

政

治

基

本

權

，
政

 

黨

卻

能

擁

有

，
尤

其

依

我

國

現

行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四

條

規

定

採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後

，
 

政

黨

亦

得

爲

候

選

人

⑴

。
然

而

-
政

黨

是

否

 

可

以

經

營

經

濟

事

業

，

一

般

持

否

定

的

看

 

法

，
但

仍

可

以

主

張

財

產

權

⑵

。
夫

觀

各

國

 

政

黨

雖

然

多

多

少

少

均

有

經

營

黨

產

-
但

像

 

台

灣

這

麼

大

規

模

、
深

入

各

行

各

業

、
牽

涉

 

各

大

財

團

、
獲

利

高

超

，
而

且

只

屬

於

執

政

 

黨

的

黨

營

事

業

，
不

僅

在

民

主

國

家
中

絕

無

 

僅

有

，
更

獨

步

全

球

⑶

，
然

而

政

黨

的

龐

大

 

事

業

將

成

爲

提

供

經

濟

犯

罪

、
政

商
勾

結

的

 

溫

床

’
如

此

一

來

，
其

影

響

所

及

政

治

風

氣

 

之

「
向

下

沈

淪

」
不

言

可

論

。
此

外

，
在

興

票

案

中

，
黨

政

運

作

基

金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不

得

不

讓

人

想

起

是

否

拿

做

爲

搓

圓

仔

湯

或

 

買

票

錢

的

支

付

來

源

⑷

，
所

以

政

黨

黨

產

的

 

法

制

因

應

，
亦

是

一

個

値

得

探

討

的

「
犯

罪

 

防

制

與

刑

法

改

革

」
問

題

。
本

文

期

望

能

跳

 

脫

選

戰

抹

黑

、
政

黨

攻

訐

的

混

戰

 >
 比

較

前

 

東

德

德

意

志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sozialisti-

 

sche

 

w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
E
D

 )
黨

產

處

理

經

驗

，
從

比

較

法

治

國

刑

 

法

觀

點

來

探

討

追

究

執

政

逾

半

世

紀

的

中

國

 

菌

民

黨

 <
 以

下

簡

稱

「
國

民

黨

」

)
政

權

，
 

可

能

有

若

干

白

肩

犯

罪

及

經

濟

犯

罪

的

現

 

象

，
並

1

淸

相

關

人

員

涉

及

政

黨

不

法

與

國

 

家

保

護

之

犯

罪

的

法

律

責

任

。

贰

、
黨

產

處

理

之

法

制

基

礎
1

、
政
黨
之
法
律
地
位槪
說

德

國

政

治

學

者

伏

雷

漢

(
O
.K

.
 Fk

c
h
t
-

 

h
e
i
m

 )
將

政

黨

界

定

爲

「

一

種

基

於

或

多

或

少

自

由

方

式

徵

集

成

員

、
建

構

上

較

嚴

密

而

 

具

戟

鬥

力

的

組

織

體

。
此

種

組

織

於

一

政

治

 

體

系

的

內

部

，
試

圖

藉

統

治

地

位

之

獲

得

來

 

擁

有

或

搜

取

那

些

足

以

實

現

其

理

想

和

實

質

 

目

標

之

權

力

」S

。
而

國

內

薩

孟

武

先

生

援

 

引

國

際

人

權

宣

言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
凡

人

 

皆

享

有

和

平

集

會

與

結

社

之

自

由

」
之

規

定

 

而

指

出

：

「
政

黨

旣

非

由

自

然

法

則

，
亦

非

 

因

法

律

規

定

而

成

立

。
它

是

人

民

依

其

自

由

 

意

志

而

結

會

的

圑

體

」S
。

此

外

，
亦

有

認

 

爲

「
政

黨

是

一

部

分

國

民

欲

利

用

統

治

權

，
 

以

實

行

I

定

政

見

而

組

織

較

永

久

性

的

團

 

體

」
(7)
。
其

界

定

方

式

，
不

|

而

足S

。

然

而

，
自

法

制

面

而

言

，
政

黨

爲

一

政

治

 

性

團

體

，
而

透

過

選

舉

制

度

，

以

掌

握

政

 

權

，
.形

成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爲

目

的

的

團

體

。
 

德

國

基

本

法

(G
r
u
n
d
g
e
s
e
t
z

 )
第

二

十

一

條

 

「

一

、
政

黨

應

協

助

人

民

作

成

政

見

。
人

民

 

有

組

織

政

黨

之

自

由

。
其

內

部

組

織

應

符

合

1 8 5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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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原

則

。
政

黨

應

公

開

說

明

其

資

金

來

 

源

。
二

、
政

黨

之

目

的

或

其

黨

員

之

行

動

丨

 

欲

侵

害

或

廢

止

自

由

民

主

之

基

本

秩

序

，
或

 

危

害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存

在

者

，
爲

違

 

憲

。
有

無

違

憲

之

問

題

，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決

定

之

。

三

、
其

細

則

由

聯

邦

法

律

規

定

.
之

」'{9)
，

與

政

黨

法(Gesetz

 iiber
 die

 PO
U
-

 

cr.s
c
h
e
n

 Parteien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政

黨

係

由

一

群

公

民

結

會

而

成

之

團

體

，
 

該

團

體

欲

持

績

或

長

期

於

聯

邦

或

一

邦

範

圍

 

內

影

響

政

治

意

志

之

形

成

*

並

欲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議

會

或

一

邦

議

會

中

代

表

人

民

。
政

黨

 

須

依

據

其

整

體

形

象

尤

其

是

組

織

規

模

、
嚴

 

密

性

、
黨

員

入

數

及

公

開

之

表

現

，
提

出

對

 

前

述

目

標

莊

嚴

奉

行

之

充

分

保

證

。
政

黨

之

 

成

員

僅

得

爲

自

然

人

」
00
，

均

有

詳

細

規

 

範

。我

國

憲

法

本

文

中

並

無

任

何

有

關

r

政

 

黨

」
規

範

，
僅

於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一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三

日

最

後

傕

正

)
有

若

于

規

定

：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

、
政

黨

違

邃

及

解

散

®

。
 

此

外

，
人

民

團

髏

法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曰

修

正

)
第

四

條

規

定

「
人

民

團

體

 

分

爲

左

列

三

種

：

一

、
職

業

團

體

。
二

、
社

 

會

園

體

。
三

、
政

治

團

體

。
」

此

與

我

國

長

徳

國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承

認

(
賦

予

)

政

黨

在

德

國

民

主

政

治

運

作

上

的

特

殊

地

 

位

，
因

此

，
德

國

學

者

稱

政

黨

爲

所

謂

的

 

「
準

憲

法

機

關

」

。
我

國

法

制

對

政

黨

地

位

 

的

承

認

雖

未

臻

憲

法

層

次

，
但

就

「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
中

關

於

對

政

黨

的

競

選

經

助

，
及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
對

政

黨

違

憲

解

散

案

件

的

規

定

，
這

種

.

 

種

别

於

一

般

人

民

圑

體

的

特

殊

建

制

與

待

 

遇

，
都

說

明

政

黨

在

我

國

法

制

上

的

地

位

縱

 

使

未

達

「
準

憲

法

機

關

J

 
’
也

仍

居

憲

政

運

 

作

秩

序

中

關

鍵

地

位

的

角

色

？

。

二

'
黨
產
處
理
之
法
律
規
範

㈠
我
國
黨
產
處
理
相
湖
法
律
規
定

我

國

黨

產

處

理

現

行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如

 

下

：L
人

圑

法

中

關

於

政

黨

經

費

之

來

源

與

運

 

用

的

規

範

，
依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其

經

費

來

 

源

有

A
會

費

、
常

年

會

費

、
事

業

費

、
會

員

捐

款

、
委

託

收

益

、
基

金

及

其

孳

息

’
及

其

 

他

收

入

。
其

中

一

至

四

款

收

費

方

式

乃

經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行

。
第

 

三

十

四

條

規

定

決

算

之

報

備

。

I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台

財

稅

 ̂4
 
k\
 )
/ > > r
t
y L
 
- 
r
t
y -
1
 

K
w
 S
T
 

• •

「
依

法

設

立

之

政

黨

接

受

個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之

捐

贈

，
依

人

圑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規

定

.，
其

 

每

年

預

、
決

算

報

吿

，
應

提

報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
並

無

應

向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辦

理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之

規

定

」

。
惟

財

政

部

解

釋

似

乎

 

有

誤

，
因

人

團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規

定

，
政

治

 

團

體

之

經

費

於

其

章

程

中

另

定

之

。
即

政

黨

 

收

支

運

用

由

政

黨

自

行

訂

定

f

&

選

罷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之

四

規

定

，
個

人

 

對

於

依

法

設

立

政

黨

之

捐

贈

，
不

得

超

過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
其

總

額

並

不

得

 

超

過

新

台

幣

二

十

萬

元

；

其

爲

營

利

事

業

捐

 

贈

者

-
不

得

超

過

所

得

額

百

分

之

十

，
其

總

 

額

並

不

得

超

過

新

台

幣

三

百

萬

元

。
前

二

項

 

之

捐

贈

，
個

人

得

於

申

報

所

得

稅

時

，
作

爲

 

當

年

度

列

舉

扣

除

額

•
，
其

爲

營

利

事

業

捐

贈

 

者

，
得

列

!■
當

年

度

之

費

用

或

損

失

。
如

此

 

根

本

不

能

達

成

防

止

利

益

集

1 *
利

用

財

富

操

 

縱

政

治

發

展

的

目

標

，
反

而

造

成

金

權

政

治

 

的

產

生

。t
i_
講

£

應

負

起

財

務

公

開

之

義

務

’
使

人

民

得

以

監

 

督

。
現

行

法

僅

人

圑

法

第

五

十

一

條

、
選

罷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之

二

有

限

制

捐

贈

者

的

身

 

分

。
而

違

反

此

一

規

定

者

’
人

圑

法

第

六

十

 

二

條

-
對

收

受

捐

助

者

’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1 8 6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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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刑
、
拘
役
或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城C

所

收

受

之

捐

助

沒

收

之

。
如

全

部

或

 

1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
然

人

團

 

法

尉

於

政

黨

資

金

的

收

支

、
運

用

損

贈

者

是

 

否

應

公

布

姓

名

總

額

等

均

無

規

定

，
亦

末

課

 

予

政

黨

公

開

其

會

計

報

吿

的

義

務

。

5
•現

行

選

罷

法

雖

首

次

揭

橥

競

選

經

費

公

 

費

補

助

制

度

，
然

此

乃

候

選

人

本

位

，
非

政

 

f
本

位

。
政

黨

雖

有

形

成

國

民

政

治

意

思

的

 

公

共

任

務

，
並

推

出

候

選

人

參

加

選

舉

，
爲

 

使

其

良

性

發

展

，
補

助

並

無

不

妥

，
然

爲

避

 

免

國

家

影

響

政

黨

內

部

意

思

自

由

胲

成

，
保

 

障

組

黨

自

由

，
解

釋

上

不

能

對

政

黨

爲

一

般

 

的

經

費

補

助

。
又

，
選

奉

爲

民

主

政

治

不

可

 

缺

的

一

環

，
所

以

，
對

於

選

舉

經

費

所

須

必

 

要

經

費

應

予

以

補

助

。

6
•政

黨

經

費

乃

對

政

黨

的

結

構

與

意

思

形

 

成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關

於

黨

營

事

業

的

問

題

 

而

言

。
政

黨

的

任

務

乃

形

成

國

民

意

志

，
促

 

進

國

民

的

政

治

參

舆

.
，
然

政

黨

的

本

質

非

營

 

利

。
其

所

經

營

的

事

業

應

限

制

於

夥

成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相

關

的

事

業

，
如

出

版

、
傳

播

等

 

事

業

。

L
現

行

立

法

院

審

議

中

陽

光

四

法

草

案

丨

 

政

黨

法

、
信

託

法

、
遊

說

法

、
政

治

獻

金

管

 

理

條

例

。

&
淸

算

國

民

黨

黨

產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
未

 

來

似

乎

猶

待

進

一

步

立

法

規

範

或

相

關

法

制

 

改

革

。

㈡
德
國
清
算

11
產
相
厕
法
律
規
定

镦

國

政

黨

財

源

之

沿

革

如

下

M
 :

1
’ 一

九

五

五

年

：
對

政

黨

捐

獻

之

租

税

減

 

免

，

一

九

五

五

年

，
德

國

修

改

所

得

稅

法

第

 

4
-
^

的

規

定

：

除

了

原

來

對

於

慈

善

、
宗

 

敎

、
科

學

和

公

益

目

的

的

支

出

，
在

總

收

入

. 

的

百

分

之

五

或

總

營

業

額

和

薪

資

支

出

總

額

 

的

千

分

之

二

的

範

圍

內

，
准

許

列

爲

特

別

扣

 

除

額

外

，
又

加

上

基

於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的

支

 

出

，
亦

列

爲

特

別

扣

除

額

的

項

目

；

同

時

，
 

其

對

基

於

科

學

和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的

支

出

之

 

扣

除

額

度

，
在

原

來

的

百

分

之

五

的

上

限

，
 

再

提

高

百

分

之

五

。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支

出

於

 

所

得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四

十

九

條

有

明

確

規

 

定

：
⑴

國

會

至

少

獲

得

一

席

且

經

該

黨

確

 

認

。
⑵

對

完

全

基

於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而

成

立

 

之

法

人

的

捐

獻

須

支

援

其

政

黨

。
⑶

對

完

全

 

基

於

一

般

性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而

成

立

之

法

人

 

的

捐

獻

。
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聯

邦

 

憲

法

法

庭

對

施

行

細

則

第

四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即

針

對

限

於

在

聯

邦

國

會

或

邦

議

會

或

 

邦

議

會

有

席

次

之

政

黨

的

捐

獻

，
才

准

予

減

 

免
，
以
其
違
反
「
政
黨
的
機
會
均
等
原

則

」

，
判

決

違

憲

。

2
-
 |

九

五

九

年

：

政

府

對

政

黨

的

直

接

補

 

助

，

|

九

五

九

年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庭

判

 

決

書

之

提

示

，
聯

邦

政

府

編

列

五

百

萬

馬

克

 

以

「
促

進

政

黨

之

政

治

敎

育

訓

練

」

的

名

 

義

-
補

助

政

黨

.
，
並

根

據

國

會

預

算

委

員

會

 

的

決

議

分

配

。

一

九

六

二

年

又

編

列

一

千

五

 

百

萬

馬

克

，
以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政

黨

任

務

特

別

之

科

目

補

助

政

黨

，
分

配

和

 

監

督

同

前

。
連

同

前

面

的

五

百

萬

馬

克

，
政

 

府

預

算

對

政

黨

補

助

款

，

一

共

兩

千

萬

馬

 

克

。

一

九

六

三

年

取

消

「
促

進

政

黨

之

政

治

 

敎

育

訓

練

」

，
保

留

r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政

黨

任

務

特

別

款

」

，
但

補

助

齋

額

 

仍

爲

兩

千

萬

馬

克

，
其

中

百

分

之

二

十

平

均

 

分

配

給

在

國

會

有

席

位

之

四

個

政

黨

—

基

民

 

黨

、
基

社

黨

、
社

民

黨

及

自

民

黨

，
其

餘

依

 

據

各

政

黨

在

國

會

的

強

弱

分

配

。
一

九

六

四

 

年

補

助

總

額

再

度

提

高

爲

三

千

八

百

萬

馬

 

克

，
直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

一

九

六

六

年

 

聯

邦

憲

法

法

庭

判

決

對

政

黨

的

直

接

補

助

違

 

.
憲

，
但

認

可

對

「
選

舉

經

費

的

補

助

1_<
>

理

 

由

爲

：
⑴

違

背

自

由

和

公

開

的

國

民

意

見

和

 

意

志

菸

成

的

程

序

S

。
(2).
國

家

財

源

持

績

性

 

的

支

應

政

黨

的

全

部

政

治

活

動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規

範

之

政

黨

乃

具

自

主

性

和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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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競

爭

的

團

體

不

符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可

 

在

不

違

背

政

黨

自

由

和

機

會

均

等

的

原

則

 

下

，

政

府

可

給

予

適

當

的

競

選

經

費

。

理

由

 

乃

依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曰

德

國

憲

法

 

法

庭

的

判

決

M
 〇

3.
一

九

六

七

年

：

政

黨

基

金

會

與

選

舉

經

 

費

的

補

助

，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通

 

過

政

黨

法

W
,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聯

 

邦

憲

法

法

庭

透

過

判

決

，

認

可

政

黨

法

之

規

 

定

：

以

定

額

計

算

競

選

經

費

的

補

助

總

額

，

並

不

違

憲

。

競

選

活

動

的

必

要

性

，

分

年

預

 

付

制

亦

合

理

，

但

應

支

付

給

獲

得

百

分

之

 

〇

.

五

以

上

• !
票

的

政

黨

。

分

配

上

，

補

助

 

額

可

依

政

黨

之

1 .
要

性

，

分

級

給

付

。

政

黨

 

捐

獻

和

黨

扣

除

之

規

定

’

因

有

絕

對

金

額

的

 

1
制

，

亦

不

至

於

讓

高

所

得

者

享

有

不

合

理

 

的

減

稅

優

惠

，

而

違

反

基

本

法

。

法

人

對

政

 

黨

捐

獻

亦

享

有

減

稅

優

惠

不

違

憲

，

因

法

人

 

並

不

能

成

爲

黨

員

o

4.
一

九

七

八

年

‘
*反
客

爲

主

，
全

部

都

 

要

，

該

年

N
i
e
d
e
i
s
a
c
h
s
e
n

邦

政

府

f
所

得

稅

 

和

法

人

税

有

關

政

黨

黨

費

痕

獻

減

税

限

額

之

 

規

定

提

出

釋

憲

。
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

聯

邦

憲

法

法

除

雖

然

將

其

駁

回

，

但

卻

 

提

示

.

•憲
法

M
未

強

制

立

法

機

關

提

古

同

此

一

 

免

稅

額

度

，

但

在

一

定

限

度

內

，

亦

不

加

以

阻

礙

，

只

要

不

違

背

國

民

的

平

等

參

政

權

，
 

機

會

均

等

和

政

黨

均

等

和

政

黨

自

由

的

基

本

 

原

則

，

此

乃

純

政

治

考

量

。

此

外

，

政

黨

民

 

主

政

體

上

享

有

崇

高

之

地

位

，

但

政

府

對

其

 

財

源

並

無

必

須

支

持

之

責

任

。

&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改

革

：

總

统

介

入

，

一

 

九

八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成

立

「

專

家

委

員

 

會

J

對

政

黨

財

源

規

飯

提

出

五

項

建

議

：

限

 

制

政

黨

經

費

膨

膜

、

使

政

黨

財

源

透

明

化

、
 

強

化

政

黨

之

取

自

國

民

的

財

源

籌

措

、

對

國

 

家

給

與

政

黨

之

財

源

應

予

限

制

其

砠

織

與

執

 

行

。&

—.
九

八

九

年

的

改

革

：

「

自

助

式

，

吃

 

到

飽

J

 
,
減

税

的

部

分

.
，
分

爲

所

得

税

減

免

 

和

法

人

稅

的

減

免

。

在

競

選

經

費

方

面

：

有

 

增

加

基

礎

補

助

和

機

會

平

等

金

。

I 
一

九

九

四

年

•.
政

f
財

源

改

革

，

國

家

 

直

接

補

助

。

黨

費

 

1
獻

的

租

税

減

免

。

此

外

，

有

關

前

東

德

黨

產

處

理

之

規

範

，
 

說

明

如

次

。

統

一

前

，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三

月

 

十

八

曰

卸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周

(D
e
u
t
s

s-e 
D
e
m

lo.k
r
a
t
i
s
c
h
e

 

R
e
p
u
b
l
i
k.

u.D
D
R

 

)
的

_

1

欠

自

由

i

f
，

爱

f
e
u
t
主

義

截

(
p
a
r
t

2-
^
-
-

'
o
作 
3
0̂
3
-
-
s 

sozial-

is

日us

 i

 PD

 i
lw.:
失

敗

，M;
喪

失

四

十

年

的

政

 

i
麦

，
S

Ii -l -

 一

日

-b
D
R

,

即

修

改

甫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制

定

的

「
政

黨

 

曁

政

治

結

社

法

」
姆

(

loe
l
z
i
i
b
e
r

 

Parteien

u
n
d

 andere

 politische

 ve
r
e
i
n
i
g
u
n
g
s

 
)

，

其

中

第

二

十

條

a

、
b
i
關

於

各

政

黨

黨

產

 

之

處

理

規

定

；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十

r 

曰

後

只

有

這

兩

個

條

文

仍

屬

有

效

。
根

據

第

 

二

十

條

a
之

規

定

，

⑴

總

理

任

命

獨

立

委

員

 

會

，
以

提

供

有

關D
D
H

各

政

黨

和

其

所

有

的

 

相

關

組

織

所

擁

有

之

國

內

、
外

財

產

報

吿

。
 

⑵

各

政

黨

及

其

所

有

相

關

組

織

必

須

對

獨

立

 

委

員

會

提

出

下

列

說

明

：

a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曰

以

來

，
其

所

溝

葺

、
沒

收

或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之

財

產

，
包

括

1B
經

陂

竇

出

、
瞎

 

與

或

其

他

方

式

處

理

掉

之

財

產

。

V

I
九

八

 

•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之

詳

盡

財

產

清

冊

，
和

.其

以

 

後

之

財

產

變

動

。
⑶

說

明

的

內

容

包

括

對

判

 

定

財

產

歸

屬

有

關

之

處

.理

過

程

和

相

關

文

 

件

，
特

別

是

關

於

參

與

企

業

之

投

資

和

各

種

 

營

業

活

動

，
且

不

論

是

以

自

然

人

或

法

人

之

 

名

義

參

與

。
⑷

獨

立

委

員

會

爲

執

行

職

務

，
 

可

以

根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C

 

S
t
P
O

 )
之

規

定

，
 

進

行

寬

證

，
包

括

各

種

方

式

的

搜

索

、
扣

押

 

•#
.
;
同

時D

S
之

所

有

政

府

機

關

'
 組

織

及

 

人

民

有

義

務

協

助

獨

立

委

員

會

。
⑶

總

統

至

 

遲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應

該

將

 

r
獨

立

委

員

會

」
之

報

吿

，
提

出

於

國

民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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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有 織
託 的 ，

管 財 在
理， 一

機 九
關 必.八

須 九
由 ~~1 年
辕 交 十
理 n- 月
所 ii .七
任 託 曰
命 管 和
的 理 以
獨 1— 後■JU 0 所
1 ⑶ 擁

會

(
-
v
o
l
k
s
k
a
m
m
e
r

 
)

。

另

第

二

十

條

b
規

 

定

：
⑴

本

法

生

效

後

(
即

一

九

九

〇

年

六

月

 

I
日

起

)

，
各

政

黨

和

其

所

有

的

相

關

組

織

 

之

財

產

變

動

，
必

須

獲

得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同

 

意

才

有

效

。
⑵

各

政

黨

和

其

所

有

的

相

關

組

員

會

擔

任

o

德

國

統

，一

後

，

一

九

九

一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制
定
公
布
「
黨
產
委
員
會
設

置

條
例
 

(p
a
r
t
e
i
v
e
r
m

osm
e
n
k
o
m
m

-w-s
i
o
n
s
v
e
r
o
r
d
p
u
n
w
,

 

P
V
I
C
V

 
)
®
」

，
獨

立

委

員

會

改

隸

聯

邦

政

 

府

，
委

員

數

增

加

爲

十

六

人

B

加

的

六

 

人
由
聯
邦
政
府
聘
任

®

。
根

據

「
統

I

協

 

定

」
附

錄

二

之

規

定

，
前

東

德

各

政

黨

和

其

 

相

關

各

種

組

織

之

財

產

處

理

原

則

如

下

：
第

 

1

 
，
各

政

黨

和

其

相

關

各

種

組

織

之

財

產

的

 

信

託

管

理

，
由

獨

立

委

員

會

轉

移

至

信

託

局

 

(T
r
e
u
h
a
n
d
a
n
s
t
a
l
t

 

)
 
•
，
第

二

，
各

政

黨

和

 

其

相

關

各

種

組

縝

之

財

產

的

歸

屬

-
依

情

況

 

分

別

處

理

：

㈠
歸

還

原

來

的

所

有

人

，

㈡
原

 

來

的

所

有

人

不

明

或

不

存

在

，
則

轉

移

用

於

 

公

益

用

途

，
特

別

使

用

於

德

東

地

區
經

濟

之

 

重

建

，3U

「
政

黨

或

人

民

圑

體

之

財

產

，
只

 

有
杳

可

以

證

明

其

係

依

基

本
法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所

取

得

的

財

產

」

(
‘:

n
u
r

 

s
o
w
e
i
t

 

(
e
s
)

 

n
a
c
h
w
e
i
s
l
i
c
h

 

n
a
c
h

 

m
a
t
e
r
i
-
1

 

l 

r
e
c
h
t
s
s
t
a
a
t
l
i
c
h
e
3

G
r
u
n
d
s
i
U
z
e
n

 

i
m

 

s
i
s
a
e
d
e
s
G
T
U

-Bd
g
e
s
e
t
z
e
s
v
r
o
r
d
c
a
ist 

:
* 

)
，
 

才

能

繼

潑

持

有

®

。
根

據

這

些

規

定

-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主

要

任

務

有

三

：
第

一

，
界

定

各

 

政

黨

和

其

相

關

組

織

的

範

圍

.
，
第

二

，
計

算

 

這

些

組

織

的

國

內

、
外

財

產

之

價

値

.
，
第

 

三

，
確

定

各

項

財

產

的

處

置

方

式

。
爲

了

執

 

行

其

任

務

，
獨

立

委

員

會

並

可

以

依

「
刑

事

 

訴

訟

」
程

序

，
偵

訊

證

人

、
捜

索

和

扣

押

證

 

物

.
，
同

時

，
獨

立

委

員

會

並

具

有

與

國

會

調

---.. 

查

委

員

會

同

樣

之

地

位

。

參

、
東

德

S
E
D

黨

產

處

理

經

驗®

1
、
前
東
德
政
黛
黨
產
之
處
理

S
E
D

是

由

前

德

意

志

共

產

黨

與

德

意

志

社

 

會

民

主

黨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

、
二
 

十

二

日

合

併

而

成

，
經

過

四

十

年

的

統

治

，
 

東

德

的S
E
D

，
由

「
唯

|

」
的

執

政

黨

，
淪

 

爲

在

野

黨

之

一

，
而

其

繼

承

者

，F
D
S

亦

難

 

逃

被

「
淸

算

」
的

命

運

，
前

東

德

政

黨

黨

產

 

的

問

題

’
隨

著

政

權

保

護

傘

的

去

除

，
完

全

 

暴

露

出

來

。
與

我

國

執

政

達

五

十

餘

年

之

國

 

民

黨

情

況

相

近

’
頗

値

吾

人

硏

析

關

注

〇
 .

二

、
政

黨

及

其

相

關

聯

組

織

財

產

根
據S

E
D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在

I

九
五
九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四
十
年
間
，S

E
D

的
收
入

 

項
目
和
數
額
主
要
爲
•.
黨

費

收

入

一

百
十
三

 

億

一

千

六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M
a
r
k

 
)
，
舉

 

辦
政
治
或
其
他
組
鐵
性
活
動
收
入
十
六
億
八

 

千
九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十
七
億
八
千
兩
百
萬

 

東
德
馬
克S

 )
，
國
家
補
肋
四
十
八
億
七
千

 

三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六
十
六
億
九
千
兩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
黨
營
事
業

g'
餘
分
配
一
百
十
 

二
億
五
百
萬
東
德
馬
克C

九
十
二
億
九
千
兩

 

.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
合

計

兩

百

-71
十
億
八
千

 

兩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兩
百
九
十
億
八
千
兩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
支
出
兩
百
六
十
六
億
九
千

 

萬

一̂
罘
德
馬
克
-
剩
餘
二
十
三
億
九
千
雨
百
萬

 

東
德
馬
克
。

財

產

項

目

則

包

括

政

黨

或

其

相

關

組

織

，
 

所
擁
有
或
「
法
定
管
理
」
(

R
e
c
h
t
s
s
g
e
r
-

 

schaft

 )
的

土

地

.
，
根

據

信

託

局

初

步

調

査

 

和

估

算

，
政

黨

或

其

相

關

組

織

擁

有

的

土

地

 

有

兩

千

九

百

八

十

三

件

，
法

定

管

理

土

地

三

 

千

三

百

四

十

三

件

，
總

値

約

六

十

四

億

西

德

 

馬

克

(D
M

 
)
；

流

動

資

產

，
主

要

是

銀

行

 

存

款

十

三

億

西

德

馬

克

；

「
資

本

基

金

」
 

(
s
o
n
d
e
r
v
e
r
m

otg
e
n

 )
，
包

括

政

黨

經

營

企

業

1 8 9 / 2 9 0



月 旦 法 學 雜 詫 第 6 3期 2 0 0 0 / 8
本 月 企 史 }:政 黨 政 洎 與 法 治

和
其
貸
款
之
組
織
，
兩
億
兩
千
四
百
萬西
德

 

馬
克
。
特
別
強
調
的
，
在
東
德
併
入西
德

 

後

，
一
九
九o

年
春
季
，PD

S

爲
了
避
免
財

 

產
被
託
管
，
將
所
有
權
變
成
債
權
，
即
將
其

 

所
屬
企
業
和
資
產
部
分
轉
移
至
另
一
新
成
立

 

公
司
，
但
同
時
亦
給
與
條
件
優
渥
的
借
款
，

這
類
的
公
司
亦
視
爲
政
!•
財
產
，
需
交
付
託
.

ĴIQ̂
O三

、
黧
產
處
理
之
基
本
原
則

統

一

協

定

關

於

黨

產

的

三

項

處

理

規

定

丨

 

主

要

基

於

兩

項

基

本

原

則

：

第

一

,
基

於

 

「
正

義

的

重

建

 J 

( die 

W
i
e
d
e
r
h
e
r
s
t
e
l
l
u
n
g

 

d
e
r

 G
e
r
e
c
h
t
i
g
k
i
t

 

)
，
對

以

前

遭

受

不

法

待

 

遇

者

，
回

復

其

權

利

.
，
第

二

，
讓

統

一

後

的

 

德

國

之

政

黨

的

維

持

競

爭

「
機

會

均

等

J 

(
G
h
a
n
c
e
n
g
l
e
i
c
h
h
e
i
t

 

)
树

。

因

此

 * 

政

黨

 

所

能

保

留

的

財

產

’
只

是

一

種

例

外

.
，
也

就

 

是

，
根

據

一

般

的

法

律

認

知

，
在

前

東

德

的

 

政

治

環

境

，
政

黨

的

財

產

，
其

合

法

性

相

當

 

薄

弱

；

也

因

此

，
各

政

黨

財

產

的

取

得

，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
其

「
舉

證

責

任

」
爲

政

黨

。
所

謂

基

本

 

法

之

實

質

法

抬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
指

的

是

就

 

「
財

產

取

得

過

程

^

巧

矣

口

^

含
岛
^
一
一
™̂
,

 

加

以

審

査

，
但

並

非

根

據

財

產

取

得

時

之

東

i
l
S

法
律
規
範
•，
換
言
之
’
其
係
將西
德
的
 

基
本
法
.「
溯
及
旣
往J

 (
 

r
u
c
k
w
i
r
k
s
d

 )
抑
 

的
適
用
。

在
西
德
的
基
本
法
中
，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
各
邦
之
憲
法
必
須
符
合
共和
、
民
 

主
和
社
會
的
法
治
國
(Rechtsstaat

 )
之
基
 

本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
 

因
憲
政
思
潮
的
不
同
，
而
有
「

形
式
」

(formeller

 

o
d
.

 formaler

 )
和

「
實
質

 

J 

(materieller

 )
意
義
之
分
.，
所
請
實
質
意

 

義
的
法
治
國
，
係
以

r

人
類
尊
嚴
」

{
 

M
e
p
s
c
h
e
n
w
i
i
r
d
e

 )
、
自
由

(
Freiheit )

 

和
正
義(Gerechtigkek

 )爲
中
心
.，
其
具
體
 

落
實
在
「
政
治
方
面

」

(imstaatlichen 

tliereich

 )
，爲
權
力
分
立
、
司
法
獨
立
、.依
 

法
行
政
、
合
憲
立
法
、
包
括
民
主
政
治
的
基
 

本
權
利
、
選
舉
權
的
自
由和
平
等
、
組
黨
的
 

自
由
、
政
黨
間
的
公
平
競
爭
以
及
結
社
、
新
 

聞
和
廣
播
自
由
等
.，
在

「
社
會和
經
濟
方

面

」

(i
m

 gesellsch .aftlichwiTtschaftl -

 

ichen

 

Bereich

 )
，
主
要
爲
：
契
約
自
由
與

 

其
他
相
關
的
經
濟
基
本
自
由
、
薪
資
自
主
、
 

勞
工
抗
爭
自
由
等
？

根
據
1則
述
，
政
黨
的
財
產
，
若
係
在
下
列
 

情
況
取
得
，
其
並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
第一

,
損
害
第
三
者
之

「
自

由

和
財
產
權
」
；
第
二
’
濫
用
政
黨
在

 

國
家
和
社
會
之
獨
占
領
導
地
位
。
就
第
一
項

 

而

言

，
包
括
違
反
：H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的

 

「
財

產

權

保

障

.
一
(
5
:

15-
€
三
1
1
3
3
四
供
2
1
1
矛

)
，
且

 

這

不

只
是
關
係
徵
收
補
償
的
問
題
，
還
包
括

 

徵
收
「
目
的J

的
合
法
性
；
因
政
府
徵
收
財

 

產

，
只
有
在
基
於
「
特
定
共
同
利
益
」
，
且
 

給
與
適
當
補
償
才
合
法
，
若
是爲
第
三
者
之

 

私
人
利
益
，
或
有
利
非
國

家
代
表
人
而
徵
 

收

，
則
不
合
法
，
即
使
是
給
與
「
充

分

」
補

 

償

，
亦
然
。㈡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的
「
職
業

 

自
由
」
(Berufsfreiheit

 )
，
特
別
是
營
業

 

自
由
•，
若
公
營
事
業
非
因
共
同
利
益
之
必

 

要

，
而
享
有
法
定
或
實
際
上
的
獨
占
，
則
不

 

符
此
項
規
定
。㈢

一
般
性
的
經
濟
自
由
，
包
 

括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之
訂
約
自S -
和
私
人
自
主

(.vertragsfreiheit

 un
d

 Privatautonomie

 )
，

i

是
無
「
實
質
的
不
公

IE.
」
(sachlich 

ungerechtfertigte

 )
和

「
不
當
的
國

家J 

(un
z
u
m
u
t
b
a
r
e

 

staatliche

 )
扭
曲
之
競
爭
 

自
由('wettbewerbsfreiheit

 )
。®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之
結
社
自
由
(

vereinigungsfrei -

 

heit

 )
和
聯
盟
自
由
(

Koalitionafreiheit )

。 

㈤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之
平
等
權

(
G
l
e
i
c
h
h -

 

eitssatz

 )
 o
除
此
之
外
’
 W
W
D
和
其
他
閉
鎖

 

政
黨
，
以
及
相
關
組
織
，
享
有
政
權
獨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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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關

於

政

黨

之

規

 

範

？根

據

這

些

規

範

，
審

查

政

黨

財

產

的

取

 

得

，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
，
首

先

，
若

政

黨

財

產

爲

「
沒

收

的

. 

財
產
」
(

E
n
t
e
i
g
n
§

g
e
n

 
)
，即

S
E
D

和

其

 

他

閉

鎖

't
黨

，
以

及

相

關

組

織

，
在

一

九

四

 

五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間

，
根

據

r

佔

領

法

」
所

 

沒

收

的

財

產

，
其

並

非

基

於

「
特

定

共

同

利

 

益

」
，
且
亦
未
給
與
適
當
補
償
的
徵
收

 

(Konfiskationen

 )
，
而
是
政
治
上
的
歧
 

視

(politische

 Diskriminierung

 )之
一
種
 

措

施

，
則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的

「
財

產

 

權

保

障

」

.
，
同

時

，D
D
R

存

續

期

間

所

沒

收

 

的

財

產

，
亦

然

。

其

次

，
若

政

黨

財

產

是

透

過

權

力

之

濫

 

用

、
賄

賂

、
脅

迫

、
欺

驕

等

不

當

手

段

而

取

 

得

，
亦

違

反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
第

三

，
 

對

經

由

購

買

取

得

之

財

產

，
只

有

當

其

係

運

 

用

符

合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而

取

得

之

財

 

產

，
以

支

付

財

產

價

格

時

，
才

被

認

可

.
，
不

 

正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
不

能

透

過

「
買

賣

j

加

 

以

「
漂

白

」
(reingewaschen

 )
(
或
所
謂
 

的

洗

錢

)

，
轉

換

爲

合

法

財

產

.，
除

此

之

 

外

，
交

換

、
贈

與

之

財

產

，
亦

是

如

此

。

第

 

四

，
關

於

運

用

黨

員

所

繳

納

之

黨

費
而

購

買

之

財

產S

 ,
亦

並

非

當

然

合

法

；

雖

然

D
D
»
 

並
無
「
強
制
入
黨
」
(

zwangsmitglied
-

 

schaftr

 )
之

明

文

規

定

，
但

是

W
W
D的
黨

員

 

人

數

相

對

的

多

，
究

其

主

要

原

因

，
在

S
E
D

 

獨

占

權

力

和

絕

對

的

領

導

地

位

，
以

及

 

其

封

國

家

和

社

會

組

織

的

控

制

，
所

以

，
 

S
E
D

的

黨

員

數

，
應

只

有

部

分

可

以

被

承

 

認

.
，
其

所

鐵

納

之

黨

費

，
在

一

定

比

率

內

，
 

並

不

符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
第

五

，
黨

營

 

事

業

(Parteiunternehmen

 
)
方

面

，
主

要

 

問

題

之

關

鍵

，
在

於

設

立

資

本

和

其

盈

餘

取

 

S
S
S

過

程

.
，

在I

個

中

央

統

制

的

經

濟

制

 

度

，
經

濟

活

動

主

要

受

到S
E
D

的

控

制

，
並

 

無

所

請

個

別

的

經

濟

自

由

，
黨

營

事

業

享

有

 

絕

對

競

爭

優

勢

，
所

以

，
其

盈

餘

取

得

，
並

 

不

符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
甚

爲

顯

然

.
，
第

 

六

，
國

家

補

助

(StaatszuschUsse

 
)
；

在

 

•黨

、
國

不

分

，

一

黨

專

政

，
以

黨

領

政

的

政

 

治

體

制

，
政

黨

與

「
國

家

機

關

J

 
(
 staat

-

 

sorganen

 
)
 i

結

合

，

一

方

面

-
其

並

無

 

民

主

國

家

之

選

舉

，
另

方

面

，
雖

然

政

黨

亦

 

承

擔

某

些

國

家

任

務

，
但

在

一

黨

專

政

的

政

 

治

體

制

，
這

種

所

謂

國

家

任

務

，
本

身

即

屬

 

實

質

違

反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
，
所

以

，.
國

 

家

補

助

係

|

種

政

黨

對

國

家

的

掠

奪

。
最

 

後

，
關

於

「
債

務

」
的

處

理

；
對

於

要

返

還

給

政

黨

、
原

所

有

人

或

公

益

團

體

的

財

產

相

 

關

的

債

務

，
應

合

併

計

算

-

只

返

還

淨

額

；
 

因

勞

務

提

供

關

係

，
產

生

的

賡

務

，
如

果

係

 

從

事

基

本

法

所

保

障

的

政

黨

活

動

之

勞

務

提

 

供

，
符

合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原

則

•
，
如

果

 

只

是

爲

消

除

「
國

家

政

黨

」
特

徵

之

一

之

冗

 

員

，
則

不

K
。

肆

、
國

民

黨

黨

產

處

理

之

法

治

國

刑

法

 

探

討

由

前

東

德

政

黨

黨

產

的

處

置

經

過

，
可

以

 

深

刻

體

會

，
兩

個

分

裂

分

治

四

十

年

的

r

獨

 

立

國

家

」

，
當

其

一

才

被

r

併

入

」
時

，
被

 

併

入

的

一

方

，
原

來

合

法

四

十

年

的

事

務

，

一

夕

之

間

，
必

須

受

到

全

面

的

檢

驗

，
且

在

 

另

一

套

的

規

範

之

下

，
由

合

法

淪

爲

非

法

；
 

對

被

併

入

一

方

的

人

民

而

言

，
等

於

是

「
回

 

溯

」

的

恢

復

已

喪

失

四

十

年

的

r

國

民

權

 

利

」

。
這

種

案

例

，
對

我

國

處

理

國

民

黨

黨

 

產

，
特

別

是

黨

營

事

業

的

問

題

，
應

有

相

當

 

的

啓

示

，
M
足

堪

引

爲

借

鏡

。

由

國

民

黨

的

黨

產

和

黨

營

事

業

所

引

發

之

 

問

題

，
値

得

討

論

的

，
主

要

可

分

爲

兩

個

問

 

題

•
，
第

一

是

特

別

針

對

國

民

黨

現

所

擁

有

之

 

黨

產

和

黨

營

事

業

，
就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
 

探

討

其

r

合

法

基

礎

」

！

第

二

，
爲

一

般

性

1 9 1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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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於
政
黨
是
否
適
宜
經
營
黨
營
事
業
？

I

、
國
民
黨
的
黨
產
處
理
問
題

 

㈠
冏
題
初
探

目
前
國
民
黨
的
黨
產
爭
議
，
並
不
在
政
黨

 

是
否
可
以
經
營
企
業
，
而
在
於
其
所
擁
有
的

 

資
產
的
「
合
法
性J

問
題
，
這
個
問
題
與
前

 

東
德S

W
D

於
東
德
併
入
西
德
後
，
在
轉
化
爲
 

P
D
S

所
產
生
的
黨
產
爭
議
，
如
出
一辙
。
換
 

言
之
，
正
如von

 

A
r
n
i
m

所
言
：
「
這

是一

 

個
由
集
權
政
治
轉
型
到
民
主
法
治
政
治
之
過

 

程
中
’
 

一

黨
專
政
的
政
黨
’
在
集
權
統
治
之

 

下

，
其
所
累
積
的
資
產
應
如
何
處
理
，
或
其

 

r

合
法
歸
屬J

的
確
立
問
題
」
(Es

 

g
e
h
r

allTOein w
e
s
l
j
r
o
c
h
e
n
,
u
r
n

 

d
a
s

 P
r
o
b
l
e
m
,
w
i
e

 

d
i
e

 

(
w
i
n
h
e
i
t
s
-

 
) partei 

einea 

totalitlren 

s
y
s
t
e
m
s

D
ca
o
cr
cu
g 
曰 

o
b
e
r
g
a
n
g
:

 

z
u

 

R
.
e
c
h
t
s
s
t
a
a
t

 

u
n
d

 

D
e
m
o
k
r
a
t
i
e

 

b
e
h
a
n
d
e
l
r

 

i
n
s
b
e
s
o
n
d
s
e
,

 w
e
m

 

d
a
s

 
i
a'
d
e
r
 

Zeit: 

ihrer 

t
o
t
a
l
i
t
&
r
e
n

s
s
r
s
c

h
a

f
rt-a

n

oqs
a
m
m
e
k
e

 

v
e
r
m

osg
e
n

 

r
e
c
h
t
l
i
c
h 

z
u
g
e
o
r
d
n
e
t

 

w
e
r
d
e
n

 

soil

.

)
树

。

㈡r

法
治
國
原
則
」
處
理
國
民
黨
黨
產

 

之
道

政
府
官
員
的
貪
污
有
「
法

」
可
治
，
政
黨

 

-W
K

難
以
料
理
；
政
黨
在
現
代
的
民
主
社

會

，
已

發

展

成

完

全

無

法

駕

馭

的

「
巨

靈

」
 

(
r
e
v
i
a
t
h
a
n

 

)
w
。

由

以

前

的

曰

本

、

南

 

韓
，最
近
的
美
國
、

所
爆
發
之
「政
治
 

獻

金

」
醮

聞

，
以

及

國

民

黨

之

所

謂

黨

政

運

 

作
基
金
而
掀
起
的
政
治
風

暴

可
以
看

 

出

，
政

黨

財

源

-
特

別

是

如

果

牽

涉

黨

營

事

 

業

’
係

民

主

政

治

中

難

解

之

結

。

在

我

國

’
由

於

國

民

黨

長

期

執

政

，

一
黨

 

獨

大

，
在

r

組

織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
下

，

黨

、
官

、
商
形
成
「
三
頭
連
體j

,
黨

庫

、
 

國
庫
、
金
庫
三
者
互
通
；
所
以
，
她
不
須
有

 

r
政
治
獻
金
」
，
不
須
有r

政
府
補
助J

，
 

只
要
透
過
五
鬼
搬
運
(
政
府
預
算
對
政
黨
外

 

圍
組
織
)
，
利
益
輸
送
(
大
企
業
經
由
各
種

 

工
商
團
體
對
政
黨
)
，
就
可
以
建
立
龐
大
的

 

企
業
王
鼪
，
累
稹
鉅
額
的
黨
產
.，
因
此
在
台
 

灣

，
我
們
聽
不
到r
政
治
獻
金
」
醜
聞
，
看
 

不
到
「
黨
庫
通
國
庫
」
-
我們
只
是
懷
疑
：
 

爲
何
一
個
民
主
政
黨
，
在
執
政
五
十
年
後
，
 

竟
然
如
社
會
主
義
的
獨
裁
政
黨
，
擁
有
鉅
額

 

的

財

產

，
這

些

財

產

的

「
合

憲

性

|__
在

民

主

 

政
治
尙
未
開
展
以
前
，
或
許
不
，成

「
問
 

題

」

.
，但
是
當
民
主
政
治
往
前
邁
進
之
際
，
 

其
必
然
面
臨
嚴
属
的r

挑
戰
」
o 

以
下
就
國
民
黨
產
的
處
理
提
出
幾
個
解
決
 

方
案
：

-
:
立

院

應

儘

速

周

延

硏

擬

制

定

完

善

之

陽

. 

光

四

法

。
所

謂

陽

光

四

法

即

政

黨

法

、
遊

說

 

法

、
政

治

獻

金

管

理

條

例

及

信

託

法

’

然

 

而

，
對

於

其

內

容

不

可

只

是

爲

了

選

舉

考

 

量

，
而

大

玩

文

字

遊

戲

，
例

如

行

政

院

院

會

 

通

過

的

政

黨

從

事

營

利

事

業

規

定

’
從

內

政

 

部

版

本

大

幅

退

縮

，
應

是

引

發

國

人

嚴

重

不

 

滿

的

癥

結

。
由

「
政

黨

不

得

經

營

或

投

資

以

 

營

利

爲

目

的

之

事

業

」

"
變

成

「
政

黨

不

得

 

投

資

經

營

以

營

利

爲

目

的

之

事

業

」

，
將

禁

 

止

政

黨

經

營

及

投

資

營

利

事

業

，
放

寬

爲

 

「
可

投

資

，
不

經

營

L_
.f
利

事

業

，
猶

如

允

 

許

政

黨

藉

投

資

方

式

介

入

營

利

事

業

，
預

先

 

爲

家

大

業

大

的

國

民

黨

黨

營

事

業

留

下

退

 

路

。
如

此

嚴

重

地

與

社

會

大

衆

的

期

望

悖

 

逆

，
難

怪

國

人

要

對

執

政

黨

割

捨

日

進

斗

金

 

黨

營

事

業

的

浃

心

，
以

及

採

取

什

麼

樣

的

心

 

態

來

落

實

連

戰

的

主

張

充

滿

M -
疑

了

。

如

要

有

效

釋

疑

，
國

民

黨

必

須

澄

淸

：

所

 

謂

投

資

，
即

限

於

前

新

聞

局

趙

怡

局

長

所

說

 

「
交

付

信

託

，
仍

有

可

能

獲

利

，

即

屬

投

 

資

」
的

層

次

；

易

言

之

，
任

何

政

黨

均

不

得

 

藉

P
持

股

不

到

百

分

之

五

十

，
並

非

黨

營

事

 

業

而

仍

從

事

營

利

事

業

。
即

使

持

股

比

率

百

 

分

之
一

,
亦

須

將

此

百

分

之

一

持

股

交

付

信

 

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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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
交

付

信

託

程

序

必

須

如

連

戰

承

諾

 

「
合

乎

公

義

、
昭

大

信

」

。
也

就

是

，
'受

託

 

的

資

產

與

政

黨

交

付

信

託

部

分

必

須

合

 

乎

一

定

比

例

，
以

免

信

託

財

產

過

分

龐

大

，
 

反

而

喧

賓

奪

主

，
變

成

幕

後

決

策

者

，
信

託

 

公

司

反

而

成

了

另

一

家

黨

營

事

養

。

L
對

分

享

退

辅

會

獨

占

利

益

的

黨

營

石

油

 

氣

公

司

’
進

行

利

益

歸

公

行

動

M
 o

3

•
立

院

應

訂

定

「
資

訊

自

由

法

」

，
明

 

訂

政

府

舆

黨

營

事

業

交

易

資

訊

應

公

吿

大

 

衆

抑

。

而

如

何

依

法

追

究

國

民

黨

黨

產

在

過

去

有

 

無

「
政

黨

不

法

行

爲

(Partdunrecht
 )
」

，
 

而

涉

及

荆

事

責

任

之

追

訴

處

罰

，
有

待

進

一

 

步

自

比

較

法

治

國

刑

法

觀

點

分

析

之

。

二
、
國
民
黨
黨
產
處
理
與
比
較
法
治
國
 

刑
法

㈠
政
府
興
政
黨
犯
罪
概
說

政
府

舆

政
黨
犯
罪
(

R
e
g
i
e
r
u
n
g
s
-

 

u
n
d

 

P
a
r
t
e
i
k
r
i
m
i
n
a
l
i
t
a
t

 

)
：
政
府
犯
罪
(

R
e
g
-

 

i
e
r
u
n
g
s
k
r
i
m
i
n
a
l
i
t

pst

.®; g
o
v
e
r
n
m
e
n
t
c
r
i
m
e

 
) 

係

指

國

家

統

治

權

所

歸

屬

者

，
不

論

其

係

個

 

人

或

政

黨

，
對

人

民

所

爲

之

犯

罪

行

爲

，
因

 

此

類

犯

罪

涉

及

政

府

權

力

之

運

作

，
亦

即

因

 

政

府

權

力

運

作

而

產

生

之

犯
罪

行

爲

，

統

稱

爲

「
政

府

犯

罪

J

 

S

。
而

政

黨

犯

罪

係

指

執

 

政

黨

之

犯

罪

行

爲

，
如

東

德

之

S
E

D
M

，

及

 

我

國

之

國

民

黨

，
此

類

犯

罪

有

共

同

之

待

 

色

。L
就

侵

害

法

益

觀

點

而

言

：
政

府

不

能

藉

 

由

政

治

或

經

濟

情

況

之

考

量

，
影

響

其

對

法

 

益

的

槪

念

，
且

不

可

將

侵

害

法

益

予

以

合

理

 

化

，
亦

即

對

法

益

的

保

護

，
不

會

因

加

害

者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區

别

，
只

要

在

侵

害

法

益

情

 

形

具

備

違

法

性

及

有

責

性

，
又

無

阻

卻

違

法

 

之

事

电

時S

，
該

行

爲

便

具

備

可

罰

性

。
此

 

外

，
立

法

機

關

如

制

定

不

合

理

之

法

律

限

制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時

，
政

府

依

該

法

所

爲

之

 

行

爲

亦

不

能

形

成

阻

卻

違

法

，
因

法

律

之

內

 

匬

M
不

因

其

具

有

法

律

形

式

就

具

有

正

當

 

性

，
亦

即

並

非

法

諺

所

云

r

惡

法

亦

法

j

，
 

而

是

「
不

具

正

義

之

法

律

不

是

法

律

(
^
e
n
n

 

d
e
r
^
i
d
e
r
s
p
s
c
h

 
d
s
 G

e
s
e

s-es

 zur

 

Gerechtigkeit
 

ein

 so

 
目

 

ert

3:guch
e
s

 Ma
p
.

 

e
r
r
e
i
c
h
r

D-
a
p
CL,
p3
o>
0
—

N

OL.
3 

0
rt7
 

shtigkeit

 

w
e
i
c
h
e
n

 I
P

.
)
购

」

。
如

果

只

 

1

味

認

定

「
法

律

就

是

法

律

」

，
依

法

行

政

 

—

錯

，
則

此

一

思

考

只

會

給

予

統

治

者

利

 

用

法

律

作

爲

行

爲

合

理

化

之

藉

口

。
另

外

亦

 

須

考

慮

到

法

律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因

 

此

，
政

府

所

爲

行

爲

若

係

違

反

憲

法

所

保

障

之

基

本

自

由

權

利

而

無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存

在

 

時

，
此

種

被

政

府

侵

害

之

被

害

者

爲

政

府

犯

 

i
之

披

害

者

。

2
•就

行

爲

主

體

觀

點

而

言

：

統

治

者

藉

由

 

公

權

力

之

運

作

，
制

定

法

律

、
頒

布

命

令

來

 

剝

奪

或

侵

害

人

民

的

權

益

，
則

此

立

法

者

或

 

行

政

長

官

是

否

有

刑

法

上

制

裁

的

可

能

性

？

3

•
就

行

爲

客

體

觀

點

而

言

：
政

府

犯

罪

M 

無

確

切

之

對

象

，
只

要

是

人

民

權

益

，
均

可

 

能

遭

受

政

府

犯

罪

行

爲

之

侵

害

。

綜

上

所

述

，
政

府

犯

罪

係

指

統

治

者

憑

藉

 

其

實

力

，
而

藉

由

司

法

權

之

控

制

，
將

此

種

 

政

府

犯

罪

行

爲

排

除

在

刑

法

規

範

適

用

之

 

列

，
或

藉

由

立

法

機

關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
作

 

爲

侵

害

人

民

法

益

之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
將

政

 

府

之

犯

罪

行

爲

隱

身

於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中

。

政

府

與

政

黨

犯

罪

相

同

的

特

徵

爲

s
:

 
L 

與

一

般

人

民

犯

罪

不

同

，
具

有

實

證

法

規

範

 

不

可

能

性

及

制

裁

之

不

易

性

。

2
•
與

組

織

犯

 

罪

_
不

同

，

具

有

特

殊

之

結

搆

性

與

集

團

 

性

。
3

•與

公

務

員

犯

罪

不

同

，
犯

罪

手

段

及

 

目

的

具

多

樣

性

，
由

上

而

下

之

犯

罪

。

1

與

 

政

治

犯

罪

不

同

，
廣

義

的

政

治

犯

罪

包

括

政

 

府

犯

罪

，
狹

義

的

政

治

犯

罪

不

包

括

政

府

犯

 

罪

。四

十

年

來S
E
D

的

不

法

：
對

法

治

國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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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戰

，
聯

邦

司

法

部

一

九

九

一

年

七

月

九

 

日

在

波

昂

召

開

第

一

次

論

壇

(

«

1

55.
6 

F
o
r
u
m

 

)
糾

。

政

府

與

政

黨

犯

罪

，

形

容

 

S
E

D

政

權

之

名

詞

計

有

：

不

法

國

家

W

 

(
u
n
r
e
c
h
t
s
s
t
a
a
t

 

)
、

社

會

統
一

黨

壓

體

 

( S
W
D
-

c!n
t
e
r
d
r

c:c
k
u
n
g
s
y
s
t
e
m

 
)

、
 

社

會

統

一

黨

國

家

(S
E
D
-
S
t
a
a
t

 
)

®

、
政

. 

麻

«
與

政

黨

犯

罪

w

( R
e
g
i
e
r
u
n
g
s
-

 
u
n
d

 
F
a
r
t
e
i
k
r
i
m
i
n
a
l
i
s
t

 
)

，

至

少

包

括

下

列

不

法

 

行

爲

：

i

兩

德

內

部

邊

界

的

二

百

八

十

件

暴

 

行

(

含

柏

林

圍

牆

槍

殺

逃

難

t

 
)

；

 
&

枉

 

法

(w
s
h
t
s
b
e
u
g
u
n
g

 ®
)

與

虐

待

人

犯

.

，
& 

選

舉

作

票

(^
a
h
l
f
a
l
s
c
h
u
n
g

 

；

4.
經

濟

 

犯

罪

(
■

w
i
r
t
s
h
a
f
t
k
r
i
m
i
n
a
l
i
t
a
t
)

及

政

治

誣

吿

(politische 

D
e
n
u
z
i
a
t
i
o
n

 

辑
)
；
S
•國
家
 

安

全

部
(M

i
n
i
s
t
e
r
i
u
m

 

fiir 

Sta-atsicher- 

p*
e
k, 

M
f
S
,

 

Stasi 
)

不

法

電

話

監

聽

及

不

法

 

檔

養

；
&
讓
人
民
了
解
對

S
E

D

政
權
 

< S
E
D
.
R
e
g
i
m
e

 

)
頭
目
的
偵
審
過
程
。

爲
去
除
此
等
犯
罪
之
不
法
行爲
(D

D
H

 —
 

u
n
s
c
h
t
s
b
e
r
e
i

s.g
u
n
g

 

)
，
在
比
較
法
治
國

 

刑
法
觀
點
，
計
有
：
開
放
財
產
問
題
(

o
f
-

 

f
e
n
e

 

V
e
r

 
日
osg

e
n
s
f
r
a
g
e
w
)

、
損
害
回
復
 

及
調
解
給
付
法

(E
n
t
s
c
h

pstd
i
g
u
n
g
s
-
u
n
d

 

A
u
s
g
l
e
i
c
h
s
l
e
i
s
t
u
n
g
s
g
e
s
e
t
z

 

)
、
復
權
法
案
 

(R
-
e
h
a
b
i
l
i
t
i
e
r
u
n
g
s
g
s
e
t
s
w

)

。

3
：

國
民
变
宠
產
舆
靼
濟
犯
罪
 

由
國
民
黨
擁
有
龐
大
的
資
產
以
及
企
業
，
 

而
引
發
政
黨
是
否
得
經
營
「
營
利
」
事
業
，
 

以
籌
措
財
源
的
爭
議
。
這
個
問
題
可
以
從
三
 

個
角
度
加
以
探
討
：
第
一
，
純
粹
就
法
律
觀

 

點

，
政
黨
屬
「
非
經
濟
的
社圑
法
人J

或
 

「
人
民

圑
體J

，
係
一
非
以
營
利
爲
目
的
，
 

且
以
「
人

」
之
集
合
體
而
成
之
社
員圑
體
，
 

旣
非
如
公
司
組
織
的
經
濟
社圑
法
人
-
亦
非
 

以

「
財

產

」
之
集
合
而
成
之
「
財圑
」
.法
 

人

，
因
此
-
依
法
旣
不
.「
應

」
有

「
營
利

J 

之
動
機
，
依
理
亦
無
足
夠
之
「
財
產
」
，
可
 

供
其
牟
利
，
但
法
並
不
禁
止
非
經
濟
的
社
團

 

法
人
可
以
擁
有
資
產
或
接
受
捐
獻
。
不
過
，
 

由
於
政
黨
性
質
特
殊
，
與
一
般
的
社
團
法
人

 

又
有
不
同
’
也
就
是
對
接
受
捐
獻
往
往
特
別

 

加
以
規
範
(
參
考
德
國
基
本
法
二
一
①
規
 

定

〕
，
換
言
之
，
在r
正
常

」
情
況
下
，
政
 

黨
「
雖
應
但
並
無
」
財
產
可
拱
經
營
.，
第
 

二

，
就
經
濟
觀
點
，
政
黨
之
屬
性
「
非
公
非
 

私j

,
旣
無
私
人
企
業
之
追
求
利
潤
動
機
，
 

又
無
公
營
事
業
之
法
律
與
主
計
預
算
監
督
，
 

以
防
止
人
謀
不
臧
，
所
以
，
即
使
政
黨
經
營
 

企
業
，
鮮
有
成
功
者
因
此
，
在
德
國
的
政

 

黨

’
主
要
均
只
是
經
營
與
政
黨
性
質
密
切
相

 

關

的

文

化

事®
.

，
第

三

，
就

政

治

觀

點

，

政

黨

之

首

要

目

標

，
在

於

執

政

’
也

就

是

掌

 

握

「
政

治

力

」

，
若

政

黨

主

要

財

源

來

自

經

 

營

企

業

之

利

潤

，
必

將

產

生

以

下

之

弊

病

：

B
政

、
商

關

係

糾

結

不

淸

，

㈡
政

黨

將

與

民

 

間

脫

節

，

㈢
政

黨

內

部

結

構

將

趨

向

集

權

官

 

僚

化

，
民

主

政

黨

的

屬

性

，
將

逐

漸

消

失

。
 

政

黨

的

自

有

財

源

是

與

民

主

政

治

之

本

質

相

 

符

的

財

源

，
但

黨

產

(F
a
r
t
e
i
v
e
r
m

osg
e
n

 )
 

所

取

得

的

除

外

；

因

其

特

別

有

利

於

黨

工

，
 

妨

礙

政

黨

內

部

之

決

策

的

形

成

’
因

此

’
黨

 

產

的

形

成

應

該

禁

止

•，
不

過

，
受

限

於

基

本

 

法

對

財

產

權

的

保

障

，
應

有

相

對

保

障

措

 

施S

 

〇國

民

黨

黨

產

不

法

取

得

過

程

，
似

有

涉

及

 

相

關

經

濟

犯

罪

情

節

，
允

宜

參

酌

東

德

S
W
D 

黨

產

處

理

經

驗

，
依

據

我

國

相

關

刑

法

規

 

範

，
由

國

會

設

置

r

黨

產

調

查

委

員

會

」
進

 

行

追

訴

處

罰

。

㈢
犯
罪
追
訴
與
時
敦
問
題
 

因

國

民

黨

執

政

期

間

超

過

半

個

世

紀

，
有

 

關

黨

產

不

法

行

爲

可

能

已

經

逾

越

法

定

追

訴

時
效
(st

r
a
T
e
r
f
o
l
g
u
n
g
s
v
e
r
i
a
h
r
u
n
g

 
)H
，

從
比
較
刑
法
觀
點
，
對
於
東
德
不
法
行爲
之

 

時
效
規
定
，
頗
値
吾
人
觀
察
比
較
分
析
..

L

東
德

S
E

D

不
法
行

爲
之
未
曾
出
現

(n
o
c
h

 
n
i
c
h
t

 

ei
ng

ra
t
re

te
n
te

 

)
追
訪
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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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德

國

統

.—
日

(

I

九

九

〇

年

十

月

三

日

)
 

中

斷

M
亦

即

從

新

起

算

。

2
.
東

德SE
D

不

法

行

爲

，
在

S
E
D

政

權

期

 

間

所

從

事

，
但

基

於

國

家

及

政

黨

統

治

者

之

 

意

志

，
考

量

政

治

及

其

他

理

由

而

未

受

處

罰

 

者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十

一

曰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二

日

期

間

，
其

時

效

未

進

行S

。

3
•其

他

特

定

不

法

行

爲

，
將

其

時

效

期

間

 

延

長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曰
或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但

謀

殺

罪

之

 

時

效

不

CST

7 C
成

®

。

考

量

渉

及

國

民

黨

黨

產

之

政

府

犯

罪

或

政

 

黨

犯

罪

，
因

屬

於

受

國

家

保

護

的

犯

罪

，
欠

 

缺

追

訴

可

能

性

，
德

國

相

關

時

效

制

度

之

規

 

定

，
或

有

特

別

立

法

延

長

或

中

斷

之

必

要

。

持
國
民
黨
黨
產

舆

被
害
救
濟

受

政

府

不

合

理

立

法

限

制

之

被

害

者

：
立

 

法

機

關

M
非

基

於

人

民

福

祉

來

制

定

法

律

，
 

而

係

以

統

治

者

的

需

求

來

立

法

，
如

立

法

機

 

關

常

以

r

暴

力

多

數

」
通

過

某

些

法

案

或

預

 

算

案

，
此

時

便

有

許

多

人

成

爲

該

法

案

之

犧

 

牲

者

或

被

害

者

。
此

外

在

經

濟

制

度

方

面

，
 

統

治

者

也

常

以

各

種

名

目

通

過

各

種

法

案

，
 

破

壞

眞

正

的

市

場

經

濟

制

度

而

損

及

人

民

財

 

產

法

益

.
，
成

爲

政

府

制

定

各

種

特

別

法

下

之

 

被

害

者

.
•
統

治

者

爲

其

自

身

之

利

益

或

政

權

之

穩

固

-
常

制

定

戒

嚴

法

或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之

各

種

特

別

法

，
使

其

優

於

普

通

法

而

適

 

用

，
使

人

民

成

爲

政

府

將

某

些

合

法

行

爲

刑

 

罰

化

下

之

被

害

者

；

及

政

府

扭

曲

司

法

權

之

 

之

被

害

者

.
•
有

些

政

府

透

過

立

法

方

 

式

，
賦

予

行

政

人

員

有

權

對

特

定

地

區

的

人

 

民

權

利

加

以

限

制

，
或

掌

握

司

法

權

限

，
對

 

人

民

違

法

行

爲

不

經

一

般

司

法

程

序

加

以

判

 

刑

，
且

曲

解

法

律

，
將

合

法

解

釋

成

非

法

。
 

此

處

顯

現

司

法

機

關

獨

立

運

作

之

重

要

。

即

應

透

過

下

列

程

序

以

救

濟r

還

正

義

於

 

民

」

：

1
•法

律

的

廢

止

與

修

改

：
憲

法

中

明

文

規

 

定

人

民

之

基

本

自

由

舆

權

利

，
除

非

爲

防

止

 

妨

害

他

人

自

由

、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
因

此

，
欲

眞

正

落

實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基

本

自

由

權

利

之

精

神

，
對

 

違

反

憲

法

規

定

應

屬

無

效

之

相

關

法

律

或

行

 

政

命

令

等

條

文

，
應

速

加

以

廢

止

或

修

正

，
 

唯

有

回

歸

憲

法

之

運

作

，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才

 

能

得

到

眞

正

的

保

障

。

义

建

立

國

家

賠

償

制

度

：
對

於

政

府

之

犯

 

罪

行

爲

導

致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受

到

侵

害

時

，
 

國

家

應

建

立

一

套

完

善

之

國

家

賠

償

制

度

，
 

賠

償

被

害

者

所

遭

受

之

損

失

。
如

我

國

亦

針

對

二

二

八

事

件

，
於

八

十

一

年

制

定

二

二

八

 

補

償

條

例

，
期

補

償

及

撫

平

被

害

家

屬

之

傷

 

害

。&

建

立

全

民

民

主

制

度

：
政

府

犯

罪

行

爲

 

大

多

來

自

專

制

極

權

之

政

權

，
統

治

者

極

易

 

以

「
凡

是

立

法

機

關

制

定

之

法

律

屬

於

合

 

法

j

作

爲

其

統

治

合

理

化

之

藉

口

，
也

常

因

 

此

而

干

預

司

法

之

獨

立

運

作

，
及

以

合

法

的

 

外

衣

掩

飾

犯

罪

行

爲

，
以

阻

卻

憲

法

或

刑

法

 

之

適

用

。
因

此

，
唯

有

實

施

眞

正

之

全

民

民

 

主

制

度

，
藉

由

敎

育

權

不

受

壟

斷

之

前

提

 

下

，
普

及

民

主

敎

育

，
建

立

行

政

監

督

體

 

系

，
司

法

權

之

獨

立

運

作

及

社

會

法

治

化

，
 

應

可

避

免

或

減

少

政

府

犯

罪

被

害

的

情

形

發

 

生

。1

仿

照

德

國

法

制

，
國

民

黨

黨

產

不

法

取

 

得

有

侵

害

人

民

者

，
宜

採

取

歸

還

優

先

損

賠

 

原

則

(Prinzip

 R.

c:c
k
g
a
b
e

 vor

 En
t
s
c
h
a
d
i
-

 

g
u
n
g

 )
，
還

財

於

民

。

伍、鐘

g

總

之

，
依

法

追

究

「
政

黨

不

法

行

爲

 

(Parteiunrecht

 )
」
，
在

「
新

總

統

」
產
 

生

後

成

立

獨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
針

對

有

無

涉

 

及

「
國

家

保

護

的

犯

罪

1_
、

「
政

府

或

政

黨

 

不

法

」
、
「
黨
庫
通
國
庫
」
、
「
公
務
員
圖

1 9 5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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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企 刻 ：政 黨 政 洎 共 法 洽 40

利

罪

」
之

嫌

或

涉

及

「
透
過
黨
產
買
票
賄

 

選

」

、

「
政

府

高

官

轉

任

黨

營

事

f

旋

轉

門
症
候
群

(
r
e
v
o
l
v
i
n
g

 
d
o
o
r

 

s
y
n
d
r
o
m
e
)

 J

等

等

的

「
白

領

犯

罪

」

、

「
經

濟

犯

罪

」
或

「
團
體

S

罪

(Co
r
p
o
r
a
t
e

 C
r
i
m

 e
, V

e
r
b

 a
n
d

 - 

k
r
i
m
i
n
a
l
i
t
&
t

 
)

」

之

嫌

*

有

進

一

步

硏

究

、
 

蒐

證

與

舉

發

之

必

要

，

並

追

究

相

關

人

員

的

 

法

律

責

任

以

維

護

法

治

的

公

平

正

義

，

並

促

 

進

各

政

黨

競

爭

的

機

會

平

等

。

如

此

，

黨

產

 

之

信

託

法

制

處

理

，

方

能

眞

正

實

現

與

重

建

 

人

民

公

義

的

目

的

W

。

此

外

，

相

關

刑

法

改

 

革

政

策

(S
t
r
a
f
r
e
c
h
t
s
p
o
l
i
t
i
k 

)
採

用

現

代

 

化

的

包

裹

立

法

疫

術

(p
a
k
e
t
g
e
s
e
t
z
g
e
b
-

 

u
n
g
s
t
e
c
h
n
i
k

 

)
，
追

求

「
於

理

可

通

合

理

 

性

」

、

r

在

勢

可

行

實

用

性

」

與

r

行

之

有

 

效

效

率

性

J

三

原

則

之

評

估

；

同

時

宜

注

意

 

國

際

趨

勢

之

「

國

際

化

J

，

亦

要

兼

顧

國

情

 

需

求

之

「
本

土

化

」

，
也

就

是

「
國

際

思

 

維

、

本

土

行

動

(T
h
i
n
k

 

globally. 

A
c
t

 lo

cally 

!
)

」

 之

行

動

綱

領

，
 將

是

我

國

邁

向

 

現

代

法

治

國

家

無

法

避

免

的

選

擇

f

⑴
參

®
李

惠

宗

，
憲
法
要
義
，
台
北
市
：
敦
炷
書

 

局

，

一

九
九
八
年
一
月
，
二
版
，
七
九
頁
。
 

⑵
參

閲

李
惠
宗
，
同
前
註
，
七
九
頁
。

⑶
麥
聞
梁
永
煃
等
，
拍
賣
國
民
裳

I

黨
產
大
清
算
，

台
北
市
：
財
訊
出
版
公
司
，
十
二
頁
。

⑷
麥
間
立
委
鄭
寶
清
，
前
揭
間
政
報
告
，
十
四
頁
。
 

⑶
麥
間
 p

a
-
N
o
a
-
/

 
T
A
S
S
S
S
I
m

 , G
s
n
d
b
e
-

griffe 

der 

P
O
Ht

i
kw

is
ssc

ha
ftl

ic
hen

 

F
r
e
m
d
-

 

s
p
r
a
c
h
e
,
s
u
n
c
h
e
n

 1
9
7
-
S
.
2
2
7
.

(6) 
麥

閲

薩
孟
武
，
政
治
學
，
台
北
市
，
一
九
八
三
 

年

，
五
o 
一
頁
。

(7) 
麥
間
程
全
生
，
政
黨
與
政
黨
政
治
，
台
北
市
，
一 

九
八

t

年

，
九
頁

。

’

(8) 
參
閲
葉

麻
明
，
西
德
政
黨
諸
，
黎
明
文
化
公
司

，
.

一
九
九
o

年

*
十
五
頁
以
下
。

(9) 

「G
s
n
d
g
e
s
e
t
z
f
o
r

 

die Bundesrepublik 

Deu' 

schland」
Stand i 

1
0

 . 

M
e-
1
9
9
-

h
u
p

 :// 

w
w
w
*
c
o
m
p
u

 s
e
r
v
L
e
/
b
c

 r
e
c
u
g
s
e
t
s
/
g
g
/

in
dex

.h
tml

 1
9
9
9
/
5
/
3

査
w

。

㈣

一
九
九
田
年
一
月
十
三
曰
最
後
修
正
公
布
，
詳
 

w
undesgeseublatr

1994, Teil I
,

•149 f- 

g

増
修
條
文
第

I
、
四
條
。
詳

骆

志
豪
，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之
研
究
：
從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二
六
一
號
 

解
釋
詨
起
，
一
九
九
一
年
。
李
惠
宗
，
同
前
註
，

七
九
頁
。

；§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
除
依
憲
法
笫
 

.

七
十
八
條
之

规
定
外
，
並
耝
成
憲
法
法
庭

審
理
政
 

黨
連
憲
之
解
散
事
項
。
」
笫
五
項

r
政
黨
之
目
的
 

或
其
行

爲
，
危
害
中
華
民
固
之
存
在
或
自
由
民
主
 

之
憲
政
秩
序
者

爲
違
宠
。
」
 

g

割
建
宏
，
政
黨
法
律
地
位
之
研
究
：
以
德
國
法

爲

 

中
心
，
一
九
九
一
年
。

M
到
建
宏
，
前
揭
文
.
，
林
濁
水
，

辕
光
四
法
豈
容
淪

 

爲

勝
遘
祭
品

，http 
••
/
/
 
珀
运
矣• c

h
il

mt
ims

.c
om*

 

t
w

、n
e
w
^
J
J
a
p
e
r
^
o
n
r
m
^
f
o
s
n
/
c
s

*01
9

 4

 0

 •

ht

曰
論
趣
二
o
o
o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中
國
時
報
。

㈤
劉
建
宏
，
前
揭
文
。

"
舊
法
乃
處
二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S

參
間
黄
世
姦
，

一
九
九
四
德
國
政

f

財
源
改
革

 

法
：
他
山
之
石

’
經
社
法
制
論
叢
，
十

七

、
十
八
 

期

，
一
九
九
六
年
，
一
七
五
至
二

o

八
I

。

"
其
主
要
的
諸
點

有

三

：
L
國
家
意
志
與
國
民
意
志

 

應
加
以

區

分

。

2
•政
黨
非
國

家

最
高
機
關
，
而
是
 

基
於
社
會

和
政
治
目
的
而
自
由
成
立
的

囲
馥

’
國
 

家
不
能
經
由
經
由
經
常
性
部
分
財
源
支
援
，
而
導
 

致
國

家
搌
關
介
入
國
民
意
志
的

形
成
。
3
.政
重
性

 

質
特
殊
，
不
能
享
有
此
一
補
助
。
參
閱
黃
世
矣
， 

同
前
住
。

城

1-
目
會
選
舉
乃
意
志

形
成
最
重
要
的
活
動
，
乃

爲

 

一
種
公
共
任
務
，

爲

囷

家

的

贵

任
。
2-
意
見
與
意

 

志
的
持
績
性

形
成
過
程

*
在
競
選
時
達
到
高

净

， 

而
政

赏

的
競
選
活
動
與
其
他
活
動
係
可
以
界
定

 

的

，
政
黨
的
競
選
經

费
舆

其
他
的
支
出
也
可
以
分

 

離

a

限
制
：
1*
須
有
直
接
密
切
藺
璘
。

2
•立
法
者

 

必
須
訂
定
客
觀
的
補
助
標
準
。

3
.須
注
意
玫
黨
自

 

由
與
機
會
均
等
的
基
本
原
則
。

'參
間
黃
世
矣
，
同
 

前
註
。

S

其
主
要

内
容
如
下
：
埔
於
競
選
經

费

的
部
分
。
重
 

新
賦
予
所

#
税
法
和
法
人

税
法
中
，
有
賊

舒
政
京

 

捐
敗

和
黨
费
扣

除
之

规
定
但
設
上
眼
。

辩

政
黨
的

 

捐
獻
，
自
然
人
在
兩
萬
馬
克
，
法
人
在
二
十
萬
馬

 

克
上
才
須
具
名
。
參
間
黃
世
鑫
，
同
前
註
。
 

g

德
國
總
统
狄

葉
哲(

爷
0// 智

兵

T
-
e
m
 

(
S
P
S
)

 

在
舊
東
德
國
民
議
會

(V
o
l
k
s
k
a

日m
e
r

 )
第
一
次

 

自
由
選
舉

(I
s
.

 

M
s!
z 

1
9
9
0

 )

十
遇
年
紀
念
大

 

會
中
稱
：

「

\

九
九
o

年
自
由
的
囷
民
議
會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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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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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議
會
代
表
幾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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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
光
速

j

在
三
十
九
場
 

議
事
中
議
決
通
過
一
六
四
種
法
律
，
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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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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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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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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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德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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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共

和
國

 

(
D
D
R

 

)
玫
黨
及
其
他
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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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財
產
獨
立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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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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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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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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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龙
符
合
 

禅_

選
舉
法
第
十
五
修
之
要

"
爲

必
要

(
1
•在
選
 

舉
期
曰
前
擁
有
德
國
园
籍
一
年
以
上
。

2
’年
滿
十
 

八
歲
以
上
)
，

赛
邦
政
府
之
成
員
或
邦
政
府
之
成

 

員
或
惠
法
法
庭
之
成
員
職
業
法
官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之
成
貞
不
得
成

爲
委
貝
會
之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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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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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此

I

部
分
是
參
考
黄
世
鑫
，
兩
德
统
一
後
之
 

前
束
德

S
E
D

黨
產
的
處
理
經
驗

•
•他
山
之
石

，
一

 

九
九
六
年
，
國
科
會
研
究
報
告
及
相
閣
德
文
文

 

獻

。

®

因
歸
鋇
不
同
，

數

字
並
不
一
致
，
不
過
-
總

數
相

 

同
；
括
孤

内
數

字
爲P

D
S

主
席G

y
s
i

所
提
供
，
另
 

1

數
字
爲P
D
S

財
務
長

L
a
n
g
n
k
s
c
h
k
e

所
提
供
。 

V
o
n

 Arnirn 
( 1993 )

-
2
2
1
2
3
,

辑

比

較
困

難

的

是

，
依

h 

Komme
rz

iel
le

 

Icoor- 

dinierung: 

( ICoICo 
)
而
設
立
的
國
外
企
業
，
因
 

其
究

竞
屬
於
國

家
財
產
，
還
是

S
F
b

的
財
產
，
仍
 

有
爭
議
。

H
P
a
p
i
e
r

 
( 1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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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s
n A

r
n
i
m

 

( 1
9
9
3

 

) 

■

•
3
8

 
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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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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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m
(

 1
9
9
3
r

s53.

s
：r

形

式
」
意
義
的
法
治
國
，
一
直
到
威
瑪
共

和
結
 

束

，
納
粹
興
起
時

爲

主
流
，
指
的
是
「
權
力
分
 

立
」
、

r

法
律
優
越

J
、

「
法
律
保
留
」
、

和
 

「
行
政
的
司
法
管
制

J

,

這
種
思
勒
並
與
「
法
律
 

實
绝
主
義

J 

( Rechtspositiviius 

)
合
流
，
即
 

「
惡
法
亦
法

J 

( Gesetzist G
s
e
t
z

 

)
；
自
一
九
 

三
三
年
，
因
納
粹

和
共
黨
國

家
的
统
治
經
發
，
憲
 

政
思
淮
轉
移
至
實
質
意
義
；
即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款
：
法
律
之
制
定
，
必
須
合
乎
憲
政
規
範

 

(verfassungsm

w!pige O
r
d
n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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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
基
本
權

 

利
之
限
剝

(
基
本
法
一
③

)
甚
至
基
本
法
的
修

 

正

，
亦
受
此
限
制

(
基
本
法
七
九
③

)
，
另
外
， 

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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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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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之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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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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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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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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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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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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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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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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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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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囷
在
八
o

年
代
中
，
自
民
黨

(f
d
p

 

)亦
因
政
 

黨
捐
獻

r

達
法
免

税j

瑰
聞
，
導
致
經
濟
部
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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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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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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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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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
壇

 

二
o
o
o

年
二
月
九
曰
工
商
時
報
社
論

q 

"
參
閲
梁
永
炫
，
前
揭
書
，
三
一
七
頁

Q 

w

參
閲
梁
永
煌
，
同
前
註
。

鸪

德
國
將
之
界
定

爲

東
德
犯
罪
行

爲

(0
Q
R
I

 

Straft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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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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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tichtswsrterbuch,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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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n

 :

°
H.
 

B
e
c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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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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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f
r

 

S. 

2
7
-
1
0
1
-

.

3
：

李
雅
麗
，
政
府
犯
罪
，
一
九
九
.四
年
台
大
碩
士
諸

 

文

。
張
平
吾
，

被

害
者
學
，
台
北
：
三
民

-
1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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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企 到 ：政 黨 政 洎 興 法 治 42

九
六
年
十
月
，
五
三

o

頁
以
下
。

W

稱

之

爲

「S
E
D

政
黨
不
法

(S
E
D
-
U
n
r
e
c
h
t

 

) J 

购
政
府
所

爲
侵
害
人
民
法
益
之
行

爲
，
只
要
依
法
有
 

掾

，
便
屬
陴
卻
違
漱
，
#
刑
法
制
裁
之
犯
罪
行

 

爲

，
如
監
所
單
位
對
人
犯
予
以
監
禁
，
就
£
禁
本
 

身
而
言
，
是
一
種
侵
害
自
由
法
益
之
行

爲
，
但
该

 

單
位
係
基
於
監
獄
行
刑
法
及
羈

押
法
等

规
定
行
使

 

公
權
力
.
•

因

此
具
阻
卻
違
法
效
果
。

；g

此
即
稱
之

爲

「
拉
德
布
魯
赫
公
式

(R
a
d
b
r
u
c
h
'

 

ache F
o
r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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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德
布
魯
赫

^
^
一̂

运

^
2-
-

bruch, 

1
8
7
8
1
1
9
4
9

 

)
爲
德
囤
法
哲
學
家
，
曾
任
 

短
期
帝
國
司
法
部
長
，I

九
四
六
年
批
評
纳
粹
犯
 

罪
(N

S

丨V
e
r
b
r
e
c
h
e
n

 

)
篏
借
法
律
倒
行
逆
施
，
 

應
視
爲
不
法
(cn

r
e
c
h
t

 

)
。
後
來
對
於D

D
K

政
 

權
不
法
亦
遘
用
該
公
式
。cleifeld-

a
a
o
.

 ,
• 

9一
一

 •

g

麥
間
李
雅
麗
，
前
揭
文
。
張
平
吾
，
前
揭
書
，
五
 

三
三
至
五
三
五
頁
。

蝴
我
國

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二
條

规
定
：
「
本
條
 

例
所
稱
犯
罪
組
織
，
係
指
三
人
以
上
、
有

内
部
管

 

理
結
耩
，
以
犯
罪

爲
宗
旨
或
以
其
成
貝
提
事
犯
罪

 

活
動
，
具
有
集

困
性
、
常
習
性
及
脅
迫
性
或

暴
力

 

忪
之

组
織
。
」
在
界
定
上
不
甚
周
廷
，

舆

「
犯
葬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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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C

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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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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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生
刑
法
競
合
開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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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6 憲 法 學

院 以 「融合於憲法建構中的部分」IM、「憲法上重要融合之要素 .」18 1

民政治意志形成主體 j 1C5來說明政黨雖非憲法上國家組織，然 卻 足 胃  

上之制度 lD6 。就其作用而言’政黨在社會中事實上是一政治氣氛骷到\| 

政治意志形成之原動力，其不僅影響社會政治意見之形成，亦可鉍山g  
黨轉換成實際政治行爲’使得選民能就其政治意見經由政黨之轉衡 

成爲國家權力行使所欲達成之任務，此乃國民主權的要求，亦是我 

法將政黨定位於憲法位階上之重要因素之 一 。 'i
基 於 此 認 知 ’則不妨將政黨是爲具有國家與社會居間中介的_  

107,此時政黨則具有自由民主憲法國中不可或缺之作用’因此政狱 

念所帶來的非是國民主權的被壟斷11)8，而是強化國民政治意志之 ® 

使其轉換爲國家任務，使得國民主權經由此一途徑在質與里上得址 

其實現之範圍。 >11

第 八 節 小 結
m

在我國具有現代意義政黨的出現與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仍僅有非!|  

短 的 時 間 ，因此政黨在我國憲法秩序下之定位及內涵亦不可能在短埤 

內獲得圖滿的確定。理論上的探討及實務上之運作實爲將政黨政治 

國基本法秩序下具體化及實證化最重要的途徑。就目前而言，對於政 

在憲法位階上規範最爲完善且在實務上亦有許多具體判決可供參考吟‘■鲁 

推 德 國 。其 次 ，我國近來對政黨規範所適用之法律亦大都參照德幽鞋 f j  
方面之立法例’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人團拷

’織遞

BVerfGE 1.20S/225. .；
1 BVcrfGE 12, 297/306. …
1 BVerfGE 2, 1/10. • • .
 ̂ BVcrfGE 52, 63/S5. Dazu vgl. aucl. Stollcis, Parteienslaatlichkeit -Kriscnsymplome dos 

Vcrfassungsstnaics?, VVdSiRL 44 (19S5), S. 8 ff.; Mengcr, F. -Cl»-., Zur verfassungsrec hllichc S； ?W  
dcr dculschen politischcn Pnrteicn, A〇R 78 (1952/53), S. 161. . e .. • '

7 Henke, W., Das ReclU der politischcn Parleien, 1972, S. 1 ff. «- S. 21 ff； sowie
R c c i c n m f t s s y s t c m  tier Bundcsrcpwblik Dcuiscbland, 1973, S. 173 ft.

* 有 RH北 之 爱 瘅 表 遠 參 見 st0丨丨eis, M.， Schaffcr, H.，R1山low, R. A •之研討參見 
-Krisensyinptome des demokratischcn Verfassmigsstoates?, VVdStRL 44 (1985), S 1 ff. f,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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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三章有關違憲政黨審理及其 

^之 效 果 等 。所以在我國對政黨有規範不足之處，不妨在立法政策 

判決層面多參考德國在此方面所爲之努 力 。

& 次 ，就政黨之特性而言，其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社會上之團體，如 

I性團體、職 業 團 體 等 ’在於政黨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乃是具有政治性 

k 政治意志形成之參與及協助，以便能達到對一國政治決策具有決 

用之執政的地 位 。因此政黨應全心的致力於此— 目的的實現，而 

^同社會上其他團體或法人分心於企業上（或稱黨營事業）上之營 ' 

此乃本末倒置之舉，因此政黨最多僅能爲宣傳之必要，而擁有 

I 出版事業，至於媒體及其他營利事業均應一律禁止。

政黨既爲一國憲法秩序下政治上及社會上最重要的融合要素 

$ 所以必須遵守內涵於此一基本價値秩序中之重要原則。其中對政 

1 ；_大意義的不外乎爲民主原則及平等原則。此二原则之適用於政 

^維繫各個政黨在一國法秩序下能否公平競爭及其應享有之自由權 

I受到保障，更進一步的影響到國民作爲一國主權者是否能經由暢 

I 的政黨意志形成的管道，達成凝聚及決定國家政治意志之目的。 

%二原則在一個以政黨政治爲運作中心之民主國家扮演著不可或缺

_ 政黨違憲時之解散規定實爲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法規範，此乃政 

v 憲法位階上之地位所始然。但在作違憲政黨解散之判決時，所爲  

曝崖政治性之考量，更重要的且具有決定性的則應是價値性之考 

P以人爲中心之一國基本價値秩序的考量。更進一步 而 言 ，基於此 

I價値秩序所爲之價値性的判斷實較以政治性的考量來判斷一政黨 

邀憲而予以解散在一國國家及社會生活中M具重大意 義 。

德國有關政黨之規範，其違憲事件之審理及其他聯邦憲法法院管 

p p 事件均規定於基本法、政黨法及聯邦憲法法院法中•爲一系列 

1 系艰:之法規範。相對於此我國關於政黨之規範及其違憲之審理散' 

H 墙修條文、人 _ 法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及作爲同法院大法官所 

IS法庭的內部规則之「憲法法庭審理規則」中 ，'使人有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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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感 覺 ，實不符法治國原則所要求之法的安定性及明確性。

最後要強調的，建 立 完 善 憲 法 法 院 制 度 此 不 僅 限 於 違 憲 政 I  
散案 件 之 審 理 ，更進一步的以憲法訴訟之方式，直接保障人民之寧g  
利 。唯有如此才能使內涵於我國憲法秩序下之基本價値體系得 

化 。我國政黨由於憲法史上之因素以及今曰政黨在現實政治上舉 

的 影 響 力 ，使得在憲法秩序下如何形成規範政黨之由憲法及至綠 ^ 

律 、由窗體保障與規範及至程序限制的「政黨法」’乃刻不容緩之養 i
1 。又如將政黨視爲實現民主國之連鎖必然性的要件之一時’則灣|  

"S k 其符合憲法之要求，才有其任務達成之可能性 |1(>。因此政黨瞒£  

作爲憲法秩序基本原則，也只有在此前提下’始有政黨正當性之板_ 

也 才有具體化之可能性。所以如何在憲法规範精神及憲政現實在 

下 ，來 完 成 「政黨法 J 立 法 工 作 ，實爲建立憲法國家不可或缺的m  
原則之急迫要求！

塌

-- ----------------- 碌
109 Wcug, Yuch-Shcng, a.n.O., S. 167 fT; Chu, Wu-Hsien, Die Auslegung cler

verciithcitlichendc Auslcgung von Gcselzcu und Verordmmgcn durch die Vcrsainmhmg 
Richler-AnsiUzc eincr Verfassungsgerichlsborkeit in der Repablik China, Diss. Sa®；brQck^ i | &  
咖 有 翁 m 法 之 祕 者 ，賊 行 政 法 與 _ 法 治 邮 一 九 八 七 年 ，巧 ；

1,0有卯政黨固與四民主椹之關聯性參見BVcrfGB 44,125 ff，（丨azu auch Habcrte，p.， 
dcr Rcgierung zwischcn Porteicn-und Bdgcrdcmokratie, JZ 1977, S. 361 fT. u. S. 36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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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基本權總論

第一章基本權發展史

第 一 節 導 論

權利或法律均是經歷史發展而逐漸形成的。換 言 之 ，如果不了 

史 ，便無法了解該權利或法之內容爲何。有 趣 的 是 ，法规範或 

^常 成 長 於 統 治 秩 序 之 中 ，也就是統治秩序在不斷更替中，促使法 

_ | | 5發 展 ，使其成熟與完整。所以權利與法經歷不斷更新的政抬現 

友經濟關係而逐漸成長茁壯。不能否認的是，此種不斷的政治、 

的K 替當然會影響權利及法之發展方向及內容。因此可以說 

利或法規範是不斷地交互作用著。基本權作爲憲法之一部 分 ， 

利爲首要內容，所以當然受統治秩序之影響•

憲法之目的在爲個人權利之保障，所以今日個人與國家憲法 

係 定 位 ，亦須經由基本權理論之發展史來加以釐清。這就是本

, 主题。
第二節中古歐洲及至近代之基本權發展

•古希臘羅馬以來，自然法思想貫穿憲法正當性、統 治 契 約 、抵 

被限制的理論，它深入了現實政治，也引導了國家法學的發展^ 

B hK古 If紀 ，自然法的思想被灌注神學理念 > 神的創造世界秩序與 

形成中古歐洲任何君主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基礎。直到理性啓蒙 

被視爲天生的理性生物、作爲世界的核心主體，此時以人爲 

B p 1# ..'不僅是政治、還 有 藝 術 、科學與歷史等層面。

思想曾面對基本權形成之影響外，在憲政现實上亦承擊著 

，所逐漸形成的市民階級及由此應運而生的憲法國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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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之審査v 自政府之積極行爲及於消極行爲，.比諸我國對比例原則之 

適用之案例仍係鳳毛麟角之情形.(注六0 ) ，英國行政法在此領域之進步 

可謂與德法並駕齊驅:，各擅勝場，足堪爲我國借鏡。.

:法六O ::我國寒後第二十§ 條雖係有關体例原郸；?;規吏但尙無援用比例原則而宣 

吿法^無效之解釋。第一〇六號解釋^提及士權之行使及履行僙&應以達 

. 成國家總勦員法所定任務之必要者爲其限度但並未宣吿該法之制定違反 

比例原則，相關之解釋另見釋字第一九四號。

析論禁止恣意原則

張錕盛

〔壹〕前言

〔貳〕平等原則適用之演變 .

〔畚〕禁止恣意原則之概念 

—、「禁止恣意」之意涵

二、禁止恣意之審査標準 、

(-)以 「事物本質（NaturderSache)」爲審查標準

1. f事物本質」之意涵

2. 事物本質之具雅分析

3.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實踐，

4 •小結

« 以正義作爲審查士操準

丨，「形式正義J 與 I*寅質正典J
2 .  「平均正義j 與 「分ssje典」

3. r法律正義j 與 「社金正栽J
4. 小結

C肆〕「禁止恣意J 在法制上之運用



一 、 「禁止恣意」原則對立法行爲之要求

二 、 「禁止恣意」；原則對行政行爲之_求； 

(-)對須經法律授權之行政行爲而言

丨.立法未授與裁置權時 

2.立法授與裁麵時

㈡對'不須經法律授權之行政行爲而言

三 、 「禁止恣意」對司法行爲之要求 

㈠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 

㈡大法官會議

〔伍〕結論

析論禁止恣意原則

,〔壹〕:.前言
: ... " ... .■■■-■. ■ . ■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曰公布的美國獨立宣言中稱：「我們認爲所有的 

人 ，都是平等的，它們由天生授與某種不可讓與之權利，這種權利，是 

生命、自由，和幸福之追； P 是 顯 的 眞 理 j '以此揭橥了「基本人 

權J 保障之理念，而其中「平等」被視爲一切基本人權之基礎，亦即必 

須所有之國民不論拜客、.種舉'.宗敎，:在法律上二律平等.，两後自由權 

利和其卿利之保障，始得養遍與徹底.(注，)。

各國憲法，如美國憲法修正案第十吗條規定.: 州 均 予 得 對 其  

管轄範圃內的任何人，，否認法停的平等保課丄，.德國葶本法第乌條第一 

項 ：「法律之前人人2f等4 .，曰本憲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任何國民 

在法声上-n律平等，.碁在嗥挣止 '輕濟上寧社會上之關係:，不因冬種、 

信仰、性剧7:社會身份# 3 第而有差別山，我 國 想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中華 

民_人再無分男女、奉敎_:、種族、嘴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聲」，均 

尙不足抖》0.明:「平等山之章義。至於通常我們對 r平等」，的了解，:乃承 

襲亞理斯多德 r平均正義J :和 「分配軍義丄昀理韋，亦 即 是 r相同的事

___ - •_______
注一：請參閱林紀東，福利國家i與基本人權，憲政思k ，二知，五十七年四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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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爲相同的處理，不同事物即爲不同處理J 之原始意義（注二）。至其何 

者爲同，何者爲異與乎同異之標準何在，殊有爭議。德國從G . Leibholz 

.提出禁止恣意(Willktarerbot).的公式後，聯邦憲法法院即依此展拓出 

廣泛的判決（注三）。此公式雖遭致其無法賦予原則實質內涵之批 

評 ，卻提供了一ffl審査國家行爲是否合法、合憲的原則，而獨立成爲一 

個重要的原理原則，亦即 f禁止恣意」原則。

本文亦即就此原則從平等原則適用之演變探求其始源，而描述其槪 

念 ，進而探討其審査之基準__。而後就其於國家行爲之審査上，亦即在立 

法、行政及司法上如何適用加以陳明，期使此原則得以落實於我國法制 

之上。 .. .

〔貳〕“平等原則適用之演變

如前言所述，「禁止恣意」原則乃係由「平等原則」所衍生出之概念， 

故在探討此原則時，不得不就「平等原則適用J 之演變，抑或「平等權 

之演變」予以描述，以探求其準源。 •

傳統對平等權的認知，係指「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J ，亦即卒等權 

僅適用於「法律執行」之土，功卿「法律適用之平等(Rechtsanwendungs- 

gleichheit)」。而這種芋等原則之概念，要求執行法律之機關一行政及 

司法機關—— ，不能因該法律所規範對象之差異，而真其規範之檩準。 

使得法律適用之平等成爲「法律—循之平等（Rbchtsbefblgungsgleidi- 

heit)」、而此種.「形式意義J :之平等，.只要求若社會有甲之情形發生符 

合乙之規定:，則應有丙之法律結果產生。如此，「平等J 已被T合法J 所

注二：劉得寬，法與正義，收於氏著，民法諸問題與展望，民國六十九年，頁五三

H O T 〇 '■ ;; '• ' - ■' ■
注三：BVerfGE 4,144,155; 50,177,186;51, 295, 300; 60,1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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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雨顯得較不重要、(注四):。B 此種見解，除助長了法律的權威外， 

並不能展現平等原則在憲法上的地位i (注五）。

而也由於此種:「形式意義J 的平等之缺陷，德國學者在受到美國及 

瑞士憲法學理及司法判決之影響及衝擊.，復又基於威瑪憲法異於以往憲 

法之特性，開始將平等原則之拘束對象，.由原本「法律適用之卒等J 轉 

而尉「立法者」•亦有其適甩p此種見解，在1925年兩位德國學者G . Leib- 

h 61z及 Aldag.分別出販之「法律之前的平等、 ifew* 

Gesefe)」論著ff拉開序幕，可說是平等權的「意義轉變（Bedeutung- 

swandel) J 。在此理論下.，法院擁有審査法律有無違反平等原則之權限。 

因此+，.我們稱此種平等原則_不僅是法律適用之卒等原則’同時也是{法 

律制定之平等.(RechtsWzungsgleichheit) J »而這種見解之根據可求之 

於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下述基本權利視同直接有效的 

法 ，拘束立法..、行政、司法權J (注六)。

由於「平等原則」.涵義之演變，「平等J 已非原本「合於形式意義法 

律J 所得以涵蓋•*尤其在法院得以審査立法是否違反.「平等原則J 時 ， 

「平等原則」:之審査標準便成爲學者及憲法法院努力之方向，「禁止恣 

意J 原則，便在此種要求下，成爲了「平 等 原 査的基準。

_ 〔畚 一 禁 止 恣 意 原 則 之 概 念  

― 、「禁止运意」’之意涵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將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解釋爲「禁止恣意」之原

注四7 ^ 民二¥^權的憲法意義，憲法基本權利之基礎理論（上），頁四九八。 

注五：邵乎平節譯、'平等及合法原則，憲政思潮，五期，五十八年一月，賀一四六 

〜一■四七〇

注六：參照陳新民前揭文，頁五〇二〜五〇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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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建立下述著名公式r: 「如果一個法律上之區別對待或相同對待不能 

有一個合乎理性、得自事物本質或其他事理上可俾人明白之理由，簡單 

地說，如果該規定被認爲恣意時，則違反「平等原則J 。 ：

.所謂裔意 '依其字義可解釋爲W I L L 和 K t j R二部分，在此我們可 

以發現隨意.+(freies’3 eliebep) 及 .「缺乏準則之力(Machtohne M a b - 

stab)J 這兩個挪及吝觀之要求:(注七)。.然而聯邦憲法法院在使用恣意 

這個法律槪念時，卻偏離了此用法。.依其判決夂恣意的認定並不包含主 

觀的責任非難(Sc_ vor w»rf) ’而最意謂著相應麟所娜範之事實 

情況，在客觀的意義下，一個措施事寫上和明白的不適當性(U n a n - 

gemessenheit) ，也就是規範本身對被規範的對象而言:，具有事實的和 

明白的不適當性:(注八)。就行政而言.，根據禁止恣意原則，行政官署之 

任何措旆與該揖施所處理之事實狀態之間，.必須保持適度的(angemes- 

sen) 之關係。由此可知，禁止恣意原則，並不是指禁止故意的恣意行爲， 

而是禁止任何客觀上遒法憲法基本精神及事物本質之行爲（注九)。

而所謂「恣意」.，即與「欠缺合理的、亦份的實質上的理由」同義。 

也就是並未依照.「事物的本質J ,及 「實質IE義」.所爲之行爲。

二 、禁止恣意之審査標準

關於國家行爲顏構成恣意，.德國聯邦寧法法院原則上係以「雜  

本質」以及「正義」爲其審査之準則。而柯謂.「事 物 殊 探 討 ， 

以下即對此二槪念論之。

-------------- :------：------  ■ >■

注七 ： VgU R. Zuck, Was ist WiUkfir， MDR 9/1986, S. 723ff.轉引自盛子龍， 

西德基本法上平等原則之硏究，憲政時代* —三卷三期，七：f■七年一月，頁 

〇 .■ ■■
注八 ：Christian: Starck，運本權利的解釋與影響作用，許宗力譯，法與國家權力， 

頁四九六〜四九七。

注九 ：林錫堯，行政法之—般法律原則.（上），財稅人員進修月刊，六五期，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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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以 「事物本貧（呦 tur der Sache)」:爲審査標準.

. 事物本質」- 之 意 涵 '

探討• f事物本質}得從其字義上.「事物」、+本質j 來解析，前者乃 

指陣物狀態 J 泛存在，而後者則涉及卩價値判斷J 〇因此，:我們從學者 

間的各種闡述，可以認疼r事物本質上乃是由社會生活關係中就事物之， 

性質所分析出之法律止重要的特徵，而這種特徵乃屬t 理所當然;r 者 ， 

將此類特徵怍爲法律規範乏要素:，即爲「事物之本質」(注二〇)。亦即將 

f現實土的存择(Skche)」•加以丨籠上使之成爲5「法 賴 範 J 之要素。 

因此，有學者即認爲在方法二元論U 事物之本貧J _.乃是「當爲丄和•「存 

在」之橋樑（注- - ) ，而爲「規範」興，r現實」之連接點(注—i )。「. 

’2 :.事 板 本 贫 之 具 體 雜 i

1如前所述可事物的本質F 方由〉「事物J 與 T 本質]匕者結合"而所 

請事物 j 乃係指受法律規範乏客體所包括之和 I7人於此所指之 

r物il:包括了 r自然事實H 「法律關係之旣.存模式.(Vorformeh. der 

RechteverhaItnisse)J 以及「受法律規範之法律關係」等 （注一三)，凡 

足以成爲法律規範之客體.，赤即有受法律評價之意義者，皆屆之。如 「自 

然事實d■电'，「地球之轉動上對於F期0 」、f期間北之計算有其價値； 

電話的發明以使發話人與受話人間於締約時意思表示之解釋產生疑間，，：

R adbruchvD ie N atu r.d er Sache.a ls-juristisGhe P̂ en ^̂  
in: Festsqhr., Zu E hren von R udolf L ann, 1984, S. 9f; M aihofer. Die 
N atu r d e r'S a c h e /in i SRSP, 1958i! S. 152f; G; S tra te riw i*^ Das 

.5 ̂ ；re th tstheoretische pro b lem def INatur d̂ e r:S ach ef；1957, SV17v25^ 
引自髙文琦，事物本質之槪念及在法學上之地位，査樹大學碩士論文，七 

， 年 六 月 四、… : : u  . ，‘.一二
注---：G. Stratenwerth，aA.o.S. 17, 25.引自同注一〇 〇_

注一二：Bitata,* Juristis6he<AiiaIo会ieomd'Natui*. der S幺che，•引自髙文椅，前 

..揭 文 : • ；-'■=；■'' 
注一三： Redbruch,1 Die Natiir der 包ache, S/10f::•引自同注一0_0:



2 0 6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即具有法律評價之意義。而 f法律關係之旣存模式」中，「習慣J '「傳 

統」、「風俗J 、「慣例J 、「受道德所規範之生活關係J 、「尙未成形之習慣 

法、交易類型」、「被國民唾棄之反社會行爲」等皆屬之。此種「物」渉 

及了「價値觀念J 、「社會角色J 、「具體的秩序」及 「制度」（注一四），其 

對於「法律規範j 、「法律評價J 多所影響,。至於此所指之「受法律規範 

之法律關係」乃指受法律規範之人類社會生活中所有的關译、關聯及制 

度、如買賣租賃或刑法上之犯罪類型等晕？而所謂受法麵範之J 人」' 

包括其「生物學土之特徵j 如男女之別，「心理上之特徵J 如行爲能力、 

意思能力、實任能力等，「社會上之特徵J 如商人、軍人、:公我員等身分， 

皆是各種受法律評價之「人」.的特徵' , .

至於「本質」，係指本身之r秩序」、「法則 > 「法律上之重要性質丄 

而作爲吾人判斷吝觀化及事物琿輯之碁準者。雕 「本質」有其:「恆久 

性」、「客觀性」，係經由對客體之經驗觀察加之以精神.理解之判斷所得 

之特徵群。有學者稱這種..「本質」v乃客體之性質及其意涵（Sinng味alt) 

(注—五〉■>. . . ■："

3 .德:固嬋邦憲法块路矣實練. .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很多判決，都使甩了 :.r事物本質d 或 r牢質的j . 

的槪念。如—九四。年十二月十s 日對.，「所得稅及提人所得稅法上案之 

判 決 （注一六）。其 認 「立法者之受平等原則拘束意味著，被選擇作爲法律 

規定之構成要件，_必須是適當的（sachg^ m M )i'，亦即根據法律所欲規範 

之生&啤 德 .Get»ensVerlialtni_ e) 的 .(a ii、所—丰 ;^_點 ’這生

活關係意旨上亦不能被恣意地處理；另 -穷 面 ，構成法規範的構成要件
-_____'■ ■ .....二：..'...? >■ / , . ■.

注_ 四：0 . Bauweg, Zu einer Lehre von der Natur der Sache; 1963, S. 45f•引
自同注一〇。 .‘ ...

3S..： Ygl. H. Henkel, Rechtsphilosophie, Z.rA\ifl., S.-Z75. O °

注一六：BVerfGE29,402 (411f.)引自李惠宗，論平等權拘束耷法名原P ，憲政 

時代，一四卷二期.，民國七十七年十月:，-頁—四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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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必須具有同質性teleich?irtig).並且是合理的》平等原則是否或在 

何種程度內容許對特定情事秩序加以區別，應依現存的事物範圍之本旨 

而定 (注一七)。」在此判決中，「生活關係」的 「特性丄即所謂之「事物J 

的 「本質」。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關於「聯邦選舉法j 之判決則更 

具體的說明.：「平等原則並不要求立法者無條件地平等地處理毎個人及 

其重要之社會團體，而仍織透過客觀的衡量 feachliche. .E — u n - 

gen).合理地加以區跡{Differtrtzierang) ,平等原則是否或在何種程度 

內容許對於特定情事秩序加以區別痛依現存事物範嵐• (Sachbereich) 

的本質而定^■對於事物範圍的選擇則依「歷史的發展J 及 「基本法民主 

平等的基礎j.■而定，_ 個國民和其他國民P *樣:，都應該能夠依個人意 

志決定何人依其意願可爲國民之代表(Volksv抑 eter):，故棊本土這― 

觀幂對選舉結果所能産生的法律影響應與他人相_ 。棊本法所創造之 

自 .由的民 $基#序，每個國民在選舉權實現的平等評價是國家秩序本 

質之基礎.。麵此，選票對數字及結果價値之重要性:，不能基於敎育宗 

敎、、財產卜階級 >種族或性別而予以區分I 同樣亦甲能基於輝舉人自己 

決定的政治意見而被差别待遇。揭爲 .v依基本法第:2十卞條第二項.，政 

黨的任激E 是在參與我民敏治意見的形成^故憲法所保障之自.由的建 

立，基本虫 亦 賴 由 發 黯 亦 即 所 等 權 必 要 跨 始 受  

拘束，對於國家生活有危害的政黨瘅能夠依碁本法第?1十7條第二項.， 

加以排除。J 丨'(往今其所謂選舉的,F事物」M鄉圍*以，「歷史發展J' 「基 

本法民主?R等的基礎如爲其根據（即與前揭「法律關係之旣存模式」''及

注一七：BVerfdE汶舡（9if.)引自同注一六〇
注一八:基本法第： 'gfc痛應#與>^臺寅i之形政上政撖得自由組 

:卜成〇.其內部組織須符合民主原則丄政薄頌公開訴明其經费來，源力屮第二項 
「豉黨依其目6及其涂員之行爲，.意圃填害或自由、 之去夫秩序 

.或意圃危#德総聯邦賺-之存在者，爲▲患。其輸違憲問題 
部憲法法院決定之>:：]—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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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規範之法律關係:」相 若 ，而 以 此 「透過客觀衡量」合理地加以 

區別，即與 '.f 容許以波何種程度內容許對於特定情事秩序加以區別J:，即 

所 謂 「事物」， 客？i 性質及意涵，亦 即 與 F事物」的 「本賢」'■相符。:■ 

..4.小結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並未直接以'「事物本質」作爲審査標準.，但 

究其所述之內涵，實有考量「事物本質J 作成之適例:，如釋字第一七九 

號之解釋理由書中所述次按憲法第七條所稱中華民國人民無分 

男女、宗敎y 種族、階級、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並非不許法》  

於人民之年齡:、職業W經濟狀況及彼此間之特別關係等情事'，而爲合理 

之 不 同 規 定 〜 故 若 欲 有 差 別 待 遇 ，.仍須在客觀的自然事實於「法 

律的旣存模式」及十受法律規範之法律關係步値得被法律作不4 樣之評 

價始稱得上「合理 J”'而始非1 恣意il :。'又如釋字第e 八七號述及特別權 

力關係時，於其解釋理由書中指出V 「Wv••按憲法第+六 條所謂火民有 

訴願及訴訟之權，乃指火民於綱利受侵害時，，有提 起 臓 或訴訟之權 

利 ，受理訴願機關或受理訴訟法院亦有依法審査決定或裁判之義務而 

言 。「此項權利，因其具有公務員身分而有所差別J:，-如公務員關於其職 

務之執行.，有遵守法律，■服從長官所發命令之義務，■條長官所發之命令 

顯然違背法令或超出其監督範圍外，卞屣公務員縱有不服^亦僅得向該 

長官陳述意見;要無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达餘地。 此號解釋以「公 

務 員 麵 ' 作 爲 圓 待遇J :之依樣，獅 以 受 法 擁 範 的 侧 之 社  

.會上特徵O 斤作的價:値.衡量爲其依據々而釋字第2 2 ：户號之解釋亦指 

出 ： 「憲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權，，指 辱 保 障 人 民 上 地 位 之 實 質  

平f ，鞭 限 制 律 律 授 __管 機 關 屬 i 細 奉 : 及 .「立 

法目的J T而 离 合 理 之 不 置。•••••••」:％ '$，「事實土之差異」亦 即 「事

裨 本 上 泛 莩 萁 : : 诗 辩 满 人 員
考試」以 「因應事實上i 特殊需要」及 「舉辦考試i 目的』 於安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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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官兵就業爲由，.作爲差別待遇。以 相 對 之 吝 體 「考試J ~ TO®*

並非究其「事®本質」上之差異爲其依據:，.這_純粹以「合目的」之考 

量.，殊不足採，而與平等原則之本意相去甚遠。 '

㈡以正義作爲審査之標準

德國學說及判例在探討「禁止恣.意J .時 ，常有引用丨以正養思想爲 

取向之觀察方法J 或以::「变配社會之r *般正義觀山作爲其審査標準。在 

此之「正義思想扣「一娜義觀」..之內涵如何.?:由聆;;.卩疋義J 之定義在 

學說上多所分歧，以下僅就雛被使用之觀察方法作介紹 .

1.: j•艰式乒;i u ..瘅 r實質.正義

前者不外爲法之理念，、而且以力爲後盾而求貫徹其理念土之方向* 

後者，則將道德上之養吸收於正義的形式之中，因而轉化爲法的正義.(注 

一九）。:就[形式5E義」？言:，有學者指肚，其係所有正義槪念的唯一共通 

要素這種正義存在於對所有屬於同t 本質之範疇的成員給予平等的對 

待，就其『準則』.，:我們能加以公式化的唯一要求，即爲該準則非出於恣 

意.，並須具有正當的理由訴明它係侔某特定的規範體系推論出來」。.而 

這種「形式疋義J,下之「準則J :必須 F正當上且「合理丄。此所指之「正 

當J乃指與「確認體系的價値有關之雜及去除一切恣意的事物」.。而「合 

理J 則指「以普遍性爲目標，亦即對整個.『屬於同一本質之範疇的成員J 

有效」(注；.0).。由此;，，我們可f乂對形式正義J 有礎的了解二在一 

個具有普遍性的規則T  :，.任何具備該項規則所定條件的人，皆被不偏不 

頰地適用;亦即;「相同事物爲相同之處理J 。「實質正義J:乃在於:「實質

5主一九：洪通欣，' 法 三 民 # ‘ ，七 二 月 ，頁二七。 .；韓 &誤 ，法學 

緒▲.，:頁一二七。 ：-”■ 乂

：. L . Perelman,; Dela Justice (1949) s •,, She Idea, of Justice, und tk  ̂

P n ?他 （EngHshed.1963)，貪六(3。轉引自楊日然、 
耿雲卿、•蘇永欽、焦興截、陳適庸合譯，.法埋學:?a 议 1%卯汀），w . 
Friedmann著）司法院印行'七十三年六月 > 頁二五〜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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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法律）本身是否在公平上有其特殊價値，亦即在判斷.「符合形 

式正義的條件」下之規則是否眞正符合.r正義」上 ，其所扮演的乃是一 

個 r實質」公平之角色。此所指之「實質公平」即在使每一個人各得其 

分 。亦即「不同的事物爲不同之處理j 〇

2 .胃「平均正義」與 ..「分配正義.」 ； .

前者.，係基於嚴格平等之原理，即依照算術的比例，確定各個人之 

利益與不利益之應得分。「其目的在要求各人基於平等的立足點而受待 

遇，係有鑒於人格地位俱係同等，從而機會也應該均等（注二一)。後者， 

係基於比例平等之原則，即依照幾何學之比例，確定各個人之利益或不 

利益之應得分。其百的在因人的秉赋不同，智愚各異，有才智過人者， 

貢獻特多，.有愚蠢不肖者，.貽害社會者.，若不問各人之成就而一律同樣 

對待，轉非事理之平，所以社會對於個人，在申明賞罰進賢退不肖之際， 

又須按照各人之成就而以其所値者歸之，■殆屣理之當然〇 r平均正義」與 

「分配正義」.乃相輔而行。在立法上，遵守.「分配正義y ，’使.「相同之事 

物作相同之處理，不同之事物作不同之處理」。而後，在法的適用（即執 

行）上 ，則遵循吓平均正義」使一個相同案件，得一體適用相同之法律 

(注二二

3 ..T .法律正義」與_T .社會正 義 厂 … 

所謂「法律正義」是指關於總體社會.‘(GeSamtgesell纪haft) 與其 

構成員_，尤其關於國家與國民相互關係之法價値理念，此 「法律正義j 

之適用對象，.係指總體社會（尤其國家);之業已成文化之共通善故受 

法律正義$ 配者，係奠定總體社會尤其^家之「實證法」 通善之基 

礎 ，並實行此種典通要求的基本義務，奴及爲履行該項義‘發#必要之一

切義務，其中尤以國家機關與國民所應遵守之義務爲最重要。此 「實施
. ■ ■ . . . . . . . .  ...'■ ■

注二一:.洪通欣》前揭書v頁二七五.；韓忠誤'，前揭書，頁-三三 

注二二：同注二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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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要求之基本義務卩指立法機關應制定鞏固實證法上共通善之基礎 

之必要法規；而 f履行該項義務所必要之一切義務J 則指其他國家機關 

應妥善行使職權之義務。此種•「法律正義J 即一般所稱之「一般正義」

(注二三)。而.[；社會正義J 係關於社會經濟勞動共同體，應對於各協同體 

或其構成員'，按照彼等之協同部分..，分配因其勞務協同所得生產之法價 

値 ，故 F社會正義J::的適用對象，係關於勞動共同體.，應對於勞動協同 

者比例分配生產之共通善。此種勞動共同體之「分配義務j;及社會指 

同義務J 本身乃係基於「自然法」而生，故又稱:「自然正義J::。與v「法律 

正義J 不同。而其基於「實證法丄或「自然法J 之不同，亦即自然正義 

重視所謂；「法律規範J ，乃是基於人類自然本性客觀存在之共通善。也因 

此，法律正義又被稱爲「相對正義」或 「客觀正義」。自然正義則被稱爲 

「絕對正義」或 「主觀正義J 

4.小結

「正義」乃係一多義之槪念，若以其作爲「禁止恣意J 審査之標準， 

則或可因司法對立法者理智決定之尊重而放棄其審査功能；或可因司法 

者自爲主觀判斷之藉口，而使之成爲專斷者。而且「正義J :究係主張係 

「法律正義] 或 「自然正義J ，則皆非妥適，篕 「法律正義」往往流於「立 

法取向J 亦即純粹合自的注考量；「自然正義P 則雖具指導法律之功能， 

卻給予司法者主觀判斷字，釋p .'於此，倘就再義」.崑審奔標變？則55 

里斯多德之「分配正義」' 及 「¥均 3£ &則 提 供 佳 判 斷 減 ，有其參 

考價値，尙値得參酌。然就分;配正義f 仍須究其「事物之本質」如何 

而爲判斷敌本文& 鳥:,德_ ‘說及判例'，尤其聯邦憲法法院將f事物 

之本質」與 .「正義i n乍爲審査德準時'無 論將之並列如「如果存在事物

注二三二參閱辨琴取，f +辑書.，頁芬七 办；稗忠攀，前揭彆.，頁，•九六.； 

Dennis Lloyd, T he Idea  o f  L a w • H —O S 〜



2 1 2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本身的法以及社會之基礎之一般正義被忽略時，平等原則即被違反」..(注 

二四)。或以.「正義J .爲雜本質之評價標準如■「平等原則並未使立法者 

負有義務，在所有情況下將不同之事物爲不同之對待。具有決定性的母 

寧是根據以正義爲取向的觀察方法，該事實土之差異性在各個被列爲考 

慮的牽連上是否如此具有意義^以致於立法者在規範時必須加以重視。 

在此，正義似乎又成爲決定那些事物之本質以及在如何範圍內是具有意 

義的評價標準心」而或是以事物本質爲正義之基礎如:「如立法者採取之 

特別規定顯然地不是取向於正義思想，也就是說?. 如果無法發現合理之 

考慮，是違反平等原則的。1:_:「正義Jv似乎不宜作爲首先審査之利刃少而 

僅能作爲在「.事物本質J '或'「雜 本 質 ，不易趙淸時的補充之理論依據。

• / ■; ：■ ... V  ;： : ■■ ■ ' .

〔肆〕「禁止恣意」在法制'上之運用;;.v

上述就「禁止恣意J 之始源、:意涵及其審査標準责以抒明，其主要 

原因係針對'「禁止恣意J .雖已非審聋.「平等原則J丨之唯-撢 準 ，郤得以 

獨立作爲雄是否違憲:，行政是否違法 '違萆之判斷依據蹄立的轉 

原則'。故 「禁止恣意J.■在國家待爲中鹰如柯適甩，.有其硏究之必翠.，以 

下.即就. .「禁止恣章J.原則在國家R爲之適用上_栗性老說明。 ，

- 、 止恣意j  * 則對；̂齒 之 要求迕
. . . . - . .-w -. . 、： .-r

「禁止恣意J 作爲•「平等原則」.審査之標準，其主要目的即是鲜對 

「立法不平等」之違憲審査來的^故當立法者未審究其「事物之本皙 I 

而使規範本身相對於被規範之對象k 有事實的且明顯的不適當性時，.我 

得認其違反「禁止 -意」•原則，亦即違反「平等原則」。而這 種 「事物 

本質J 亦 即 缉 弃 法 者 的 一 存 就 將 來 欲 制 定 之 法 律 已  

注二四：參閱盛子龍，前揭文，頁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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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規範之「事物J .在法律觀念上的特徵*應作爲驾法時決定「構成要 

件j 或 「法律效果」的前提認識。如立法者未將之納入r構成要件」或 

「法律效果」，在 「事物本質」上並缺乏値得信服的合理的差別待遇之理 

由時，即可認爲，此時之「法律」.已違反了「禁止恣意」.暨「平等原則」 

而違憲（注 二 五 :.,v .

二 、「禁4Jt恣i 」— 政 ■ 泛 要 求
1 .... ....…丨 ; … .'.:.5，. . .

㈠對須經法律授權之抒政行爲而言

r .立 法 未 授 與 裁 量 權 時 .

在立法者未賦予行政主體就某勺特定行政行爲有裁量權時.，.厂個「合 

法J 的行政處分，亦即依據T 合憲Js法律規定所爲之「行政處分」實B  

符合了「禁止恣意j .原則。然而就「不確定法娜念丄部分行政機關爲 

判斷時:，仍應考慮依Y「事物本質:k是否得作不同之認定，亦即其對具體 

事件所爲之:「合理差別待遇」V須具有令人信服之理曲。::而此判斷餘地之 

空間* 亦可由「行政先例$ 或;「經驗法則1 探究之:(注二六）。 ， ， ,

. 2;在 沬 授 與 裁 量 推 晚 '  . '  . . . 3 . , , + •

當行政機關被賦矛裁量權時，其並非得. .「自由载量j 而係應爲「合 

於義務的裁量」'而此合於義務的裁量即必須依其準據和目標作正確的 

而非 f恣意」.的裁度推量(注二七)。此外.，爲載暈時,對於;，「行政先例」 

與具體個案本質上是否相间，亦應探究之（注二八）。而單純個寒中對於

注二五：參閲許宗力譯,前揭安+，％—九;:邵子平節譯；前揭;女,;頁一0七〜一四 

八 〇

_注二六：參閱林錫堯，不確定法律槪念之正確適用，財稅'人員邊 修 有 二:二期，
' 頁一■三〜一'四〇

注二七：參関翁岳生，論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之關係，載於氏著行政法與現 

代法治國家，一九七六年，頁四〇。
注二八：.參閱林^堯譯，.行政裁里).:財稅人員進修月刊，四七期，頁一九〜二〇。



「不能理解的對事物之膠誤而引起之恣意；!亦被視爲違法之裁量(注二 

九〉。

㈡對不須經法律授權之行政行爲而言

行政主體所爲之行政行爲其不須經法律授權者，可分爲二類：一是 

行政主體之內部行爲；一是給付行政之部分。前者乃屬內部法之範疇， 

本無對外效力。但 「禁止恣意」厚貝y ，對於同爲同一狀態下.，是否得作 

不同之待遇，實有探討餘_。筆^以爲’ si屬內部法之&律關 1係，但其 

內部法之效力，禁止恣意應得作爲規律組織內部關係之一大利器。且若 

主管長官對於某一內部之指示，亦能作合理且令人信服之說明，其內部 

法之範嚼.，:當非一「法治國家」的黑森林"，且對於行政效率及下屬之士 

氣皆有所幫助。然如何在司法上救濟，.則有其困難性，仍待解決。而 「給 

付行政」在 Forsthoff敎授提出.「生活照顧」之觀念後，行政的任務在於 

無限制之給付。亦即國家對於公平及社會適切的分配機會具有形成之義 

務 （注三〇) »而也因行政任務之改變，行政主體所採取之手段，已不限於 

往昔高權的行政行爲，行政主體在非法律保留之範圍內.，得選擇其他形 

式之手段，如事實行爲，公法上契約，及私法形式以達成其行政目的。 

而此時，:「禁止恣意」原則，實有使給付平均分配於所有具相同條件之人， 

此亦是避免行政主體専擅或和企業掛鉤之防線。故_「禁止恣意J :在追求 

實質平等的價値上，並不隨著國家理念之改變而減損，反而更有助於「正 

義」’之 追 求 .

三 、「禁止恣意」對於司法行爲之要求.

㈠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

注二九：翁岳生、前揭文，頁二〇 。

注三〇 :參閲涂朝興，行政私法之硏究.，政大碩士論文，七十九年六月■，_頁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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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司法」乃係「對於當前具體個案就法律及其精神的正確認識， 

經邏輯且獨立判斷，而後適用法律的審判作用(注三-)_!故其具有「對法 

律之認識J .及 I獨立判斷J :之特色’此所以法院審判須記載判決「理由」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三條），違反者，

得爲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四款）。又 「判決理由與主文矛盾J 亦爲上訴第三 

審或再審之事由（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第四百六十九條 

第二款，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四款、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 

第二款）。故T 禁止恣意J 在具體訴訟條文中已有規定。至於T 先例」是 

否有其拘束力.，因司法乃獨立審判和行政一體之性質略有不同，故只要 

法官依據法律並合理地敍明判決作合理差別之理由，即非違法。亦即不 

得以違皮「先例J 而認其「適用法規縯有錯誤」。：

㈡大法官會議

由於大法官會議乃有「憲法維護者」之尊稱，而憲法對於基本權利 

之保障尤爲重要。又如前所述“「平等士乃是自由權利之基礎:，.故大法官 

會議對於「平等原則」應予以:「維誰」。而依歷來大法官會議之解釋除釋 

字二二四號外.，關於是否得作合理的差別待遇上，似乎皆放棄其T 維護」 

憲法基本權利之責任而以...「立法者之理智決定j.作爲合憲理由.，.如釋 

字 五 號 中 對 於 「軍官j 與 「士官J 之差別待遇，咸以「因應事實上 

之特殊需要J :及「依應安置退除役官兵就業之特定目的」‘爲由作「差別 

待遇」，而未論究其在?T 事物本質」上是否有所不同，而爲合憲與否之判 

斷:。若依此例，則平等原則亦將成爲— _f空虛的平等」:•而任由立法者得 

「恣意」地作不平等之處置I。故身爲'「憲法維護者」之大法官們，1實應 

就立法是否「.恣意d :亦郎有無依循「_ 本質」和 「正義」之思想而作

注三一 : 城 仲 模 法 專 輯 H ,逐北铪政府公無入員訓練中心知，七十A年六月，_ - .
頁三二。



「相同亭物作相同處理、，.不同事物作不同處理1 之;a 法及審査岑尤其在 

今日，議員常有大企業或財画之支持，甚至營黨派之私而爲不當之立法， 

則司法作爲客觀的第三者爲判斷之際，尤應確實依:「禁止恣意j 原則審 

査立法行爲。.. . ，

2 2 6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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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當平等原則其適用範圍由「法律適用上之平等」演變爲.「法律制定 

之平等j 時，「禁止恣意j 成了平等原則之審耷標準。而此原則也因平等 

原則之審査標準的多元發展，而獨立成爲一個蓽要的原理原則:。且因其 

係針對「法律制定之平等丄的要求所衍生之原則足見其在法位階理論 

上應具有憲法位階，亦即爲同時拘束立法 0 行政…司法各國家行爲之憲 

法上之原理原則。此原則在促使任何國家行爲皆應尊重「事物本質丄。此 

種要求•，對於國家不論在法制上.、實際運作上均極蓽翠。•

尤其在移植外國法制及國家爲第一次行爲時，禁止摩意原則之作用 

甚爲明顯*，.蓽因其彌補了「平等原則」:須有兩個以土的個案得以比較之 

缺陷，而逕就其耷法及行爲在事寅上是否具有明;白的不適當性加以審 

査 。.此亦最丨「禁止恣意J 厚則之最六特點所在我國對於禁止恣.意」 

之探討士分有限不論在實務上柙或是法制上均有待努力。.如前雄大法 

官會議解釋，以 「耷法者之缉智決定J .作爲解釋合憲之理由者比比皆是， 

是其尙未能以T 事物之鋼作爲合憲與蘇審耷:，._未 以 :「禁止恣 

意」原則爲審査撢準。而立法制定之際硏擬草案之學者多嚮往其所聽聞 

之外國法制、，故於法寒萬擬之時，常忽赂吾.國社會制度發羁之現況.(包 

括政治.、■經濟:、宗敎3 道德倫風••等)::而逕以外國老制度直接移植於 

本國，辑；年焉體實ijs時奢有波折。 原 _ . 在 立 督 - 草 亭  

擬定者及立法者舍於# 國之fi會環境應i 於 「_ 之本質丄而爲不同之

析論禁止恣意原則 2 2 7

參酌，並借助外國成功之法制，制定出合乎我國需要之法制。

因此，「禁止恣意J 原則，不論在任何國家行爲皆具其重要性，其係 

一維護人民憲法上之基本權利之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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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2 憲 法 學 _

在政黨財政及經費來源是規定於人團法第三十三條包含了入會費 

常 年 會 費 、事 業 費 、會 員 捐 款 、委 託 收 益 '基 金 及 其 孽 息 ，遠有其他努 

入 。但 i 於政黨財政層面上之民主原則的遵守主要乃是在捐助的問 % 

上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此曾指出，在民主原則的要求下，政治意志乂 

形成過程必須使選民能一目了然及應對選民公開那些社會上之團體、 

織及個人基於其利益經由對政黨金錢的捐助期能在政治上產生一定之 f t  
響作用44。所以政黨對其之收支及社會上團體及個人之捐助負有公開 |

明之義務45。在我國人園法第五H"一條所禁止政黨接受捐助的有外-丨^^ 

體 、法 人 、個人或主要成員爲外國人之團體'法人。此—規定乃因政_  

具有與一般社會團體所不同之特性及任務，特別是在一國政治意志_  

的 作 用 上 ，實非外國團體 '法人及個人所能參與及干涉的。 ：结'

第 二 目 平 等 原 則 之逾用

在我國對於政黨平等原則之適用乃是規定在人團法第五十條中 

條明文規定政黨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共場所及公營大眾傳播媒體之^ 

利 。此乃政黨機會平等原則之具體適用。此機會平等原則之在政黨領场 

內 被 適 用 ，其來源乃是基於組黨自由之保障及由人民有組黨之自由所， 

，屮,的多黨體制之必要性46。目政彘機會平等原則亦與自由權及參政 f f i  
樣被視爲屣於憲法上基本權受保障之範疇內’因此它是一國自由民 

.本價値秩序中不可或缺之要素47» 唯有人民有組黨之自由及多黨耀遍匕 

存 在 ，政黨間才存在有互相公平競爭之機會，也才有政黨機會平等鼠  

夕谪闲 。此一政黨機會平等原則不僅與選舉權等價有密切的關聯性 

在 ，亦同時適用於政黨在選戰及選舉過程中之活動，在此當然亦包含！ 

各政黨在國家及社會生活中之整體活動48 °

oligarchischeu Tcndcnzcn dcs Gruppcnlebens) 中所提玫其甚頭姐向龄及封其之批评衮气茳竺

黨的内部民主制度，戢於羝法签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下），民囷八十一年，笫二一七頁以下及法 :|_  
BVcrfGE 2 0 , 56/106. , A . lT „  c
jarass/PicrotluKommenturzmnGG, 1992, Arl. 21, Rdnr. 21; dazu aucl. v. Anum, H. H., a.a.O • S 267

BVcrfGE 6, 273/2S0； 73,40/65.
Vgl. v. Amim, II. H., a.a.O. • S. 273.
Vgl. BVcrfGE 20, 56/116; 66, 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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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黨機會平等原則從消極觀點論之，乃在禁止某—政黨經由不平 

彳皮對待’使其所孚有之權利相對於其他政黨受到妨害或停審。咕插 

侵害亦可以經由對某一政黨權利之損害或對某一政黨授予一宙之 

_ 的方式達成49。此乃禁止政黨間 :^類似或同一禀伴卜:搠受差别锫溫 

歧 視 。亦即政黨不應受國家事實或法律措施上之不平等的對辟，.此 

^ 黨2P等Mftl之:要求’也是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在規範政黨領域內之 

因此人丽法第五十條限制政黨平等原則僅適用於有「依法令平 

用公共場所及公營大眾傳播媒體之權利」是不足以體現憲法上保障 

> 權之要 義 。

第 四 節 政 黨 違 憲 之 要 件 及 效 果

:對於政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可 爲 警 告 、限期整 

^解 散 之 處 分 。但政黨之解散則須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 

审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審 理 之 。此項之移送司法院大法官審理須 

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者爲限。此乃人 

.建事五十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特別爲政黨所爲之規範。所謂違憲情事 

^指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五 條 第 五 項 政 黨 違 憲 之 要 件 ，在此僅就該條文 

# 之政黨違憲要件爲論述之。

恵國基本法中區分個人的對憲法敵對行爲及有組織之敵對憲法行 

I 憲法保護措施58»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採取對於政黨違憲予 

止乃是對有組織之敵對憲法行爲所爲之憲法保護措施。在我國關於 

藥憲之處分亦可視爲一種對有組織敵對憲法團體所採取之護憲行 
乃參照德國基本法第二 &-條第二項而制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第 四 項 及 第 五 項 所 得 出 之 必 &結 果 。

^ahss/Picroth, Kommentar zvun GG, 1992, Art. 21, Rdnr. 14.
念  S 法睬護" （Verfassungssclmtisbzw.SchmzclerVerfassimg)—轲之概念、發展及筘囤详見  Sleni, 

?5,S ， Dazu auch E,»Die Lchre von der strcitbaren Dcmokratic, A〇RDd. 98 (19731 
i.至於玫龙之有组故敵射东法行為見 St0丨丨berg, F” Die VCffassu吨 sreehtHchcn Gnmcllagen des 

Earle,verbots, 1976, S. 1 ff.; dazu ouch v. Mttncli, I., in: v. Mflnch (Hrsg.) Kommentar zum GG, Bd. 2,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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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收文編號：105000+4106 

議案編號：1050608070300300

灘 織 月 醋 14

18212

18214

18215 

18270 

18217

院 總 第 1434號 委 員 提 案 第 18284號 之 1

18548

18337

18526

18559

18828

案 由 ：本院内政、財 政 、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案 

宜津 等 3 0 人 、委員黃偉哲等1 9 人分別擬具「不當黨產處J里  

條例草案」 、委員鄭寶清等4 2 人 、委員鄭運鵬等1 6 人分另ij 

擬 具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陳亭妃等2 0  

人 、委員高志鵬等2 1 人 、委員賴瑞隆等1 8 人分別擬具「iE欠  

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國民黨貧  

團擬具「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 、委員林俊憲等1 7人- 

擬 具 「不當黨雇取得處置條例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政黨及其附隨组織不當財產處理條例草案」及親民黨黨團知复 

具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暨處理條例草案」案 。

I、七
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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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内政 財 政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曰期：中華- 色國1 0 5年 6 月 8 曰

發文字號：台立 I- 字 第 1054000957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保 密 期 限 : 普 通  

附件 ：

主旨 ：院 會 交 付 會 審 查 委 員 葉 宜 津 等 30人 、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不 當 黨 產 麵 條 解 案 」

;委 _ 鄭 ^ 清 等 4 2 人 、委員鄭運鵬等1 6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 

2 0 人 、委員高志鵬等2 1人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 

財 產 清 查 處 理 條 例 草 案 J :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 ；委員林俊

憲 等 17 一 _____ 、 擬 具 「不當黨產取得處置麵草案」 ：時 代 力 量 黨 醒 具 「政黨及其附麵織不

當 財 產 處 里 條 例 草 案 」 ；親民黨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暉、組織財產調查暨處理條例草案」

:■—案 ，業 I

說明

等十一案

復 貴 處  

10507002' 

第 105070 

字 第 1050 

議字第1〇 

立議字第 

二 、附審查報- 

正 本 ：議事處 

副本 ：

I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査照，提報院會公決

1 0 5 年 0 3 月 0 9 曰台立議字第1050700275號 、1〇5 年 0 3 月〇7 日台立議字第 

號 、105年 0 3月 0 9 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277號 、105年 0 3月 0 9曰台立議字 

0 2 7 8 號 、105年 〇3 月 0 9 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〇3〇9號、105年〇3 月 0 9日台立議 

7 0 0 3 2 3 號 、105年 0 3月 0 9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〇373 號 ' 1〇5 年 〇3月 22 日台立 

50 7 0 0 8 2 1號 、105年 0 3月 2 9 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868號 、105年 03月 2 9 日台 

1 050700877號 、105年 〇4 月2 0日台立議字第1〇5〇7〇185〇號 函 。

卜乙份。

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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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委員葉宜津等3(T人 、委員黃偉哲等1 9人擬具「不當黨 

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鄭寶清等4 2 人 、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 

具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陳亭妃等20’人 、委 

員高志鵬等2 1 人 、委員賴瑞隆等1 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 ；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財產監 

督管理條例草案」 ；委員林俊蕙等17人擬具「不當黨產取得處置 

條例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財產處 

理條例草案」 ；親民黨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財產調查暨 

處理條例草案」審查報告 "

一 、 委員葉宜津等3 0人 、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委員鄭寶清等42 

人' 委員鄭運鵬等〗6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委員陳亭妃等2 0人、委 

員高志鵬等2 1 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國民黨黨團擬具

「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j ，係本屆第1會期第2 次會議；委員林俊憲等17人擬具「不 

當黨產取得處置條例草案」，係第1會期第4 次會議；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 

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財產處 

理條例草案j ，係第1會期第5 次會議；親民黨黨團提案，係本院第9 屆第1 會期第8次會 

議 ，均決定：「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j 。

二 、 本會等於105年 3 月 14日、3 0日；5 月 2 6日；6 月 6 日舉行第9 屆第1會期第1 、2 '3 ' 4 

次聯席會議，將本案等提出審查，邀請提案委員葉宜津與黨團代表等說明提案要旨。會議並 

邀請內政部長陳威仁、葉俊榮列席說明並備質詢，另請司法院、監察院、法務部、財政部、 

交通部、教育部、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文化部、國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衛生福利部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召集委員陳其邁擔任主席。

三 、 委員葉宜津等30人提案要旨：

我國政黨政治發展數十年，但國家的民主發展卻並未因此而有顯著進步，究其原因，實 

因尚末建立良性的政黨政治使然，在良性的政黨政治下，政黨之間憑藉其執政能力及政策爭 

取大眾認同，從而取得執政地位，貫徹其政治主張。然而在我國，特定政黨憑藉龐大黨產， 

於選舉時利用金錢等工具，取得各項之優勢，使得政黨政治淪為不公平之競爭。為徹底解決 

此一不公平現象，促成政黨公平合理之競爭機制，確保政黨運作符合民主原則，政黨財務透 

明公開，以落實民主憲政發展，爰擬具「不黨黨產處理條例」，計分五章二+ 八條，其要點

立法院第9 屆第1會期第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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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次：

(一) 第一章「總則」 ，明定本法立法意旨、不當黨產處理範圍、原則。

(二) 第二章「申報、調查及處理」，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程序。

(三) 第三章「組織」，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主體。

(四) 第四章「罰則」，明定不遵守本條例時之處罰。

(五) 第五章「附則」 ，明定有關強制執行、登記、移轉、規費、稅胡、經費、施丫了日期等其 

它事由。

四 、委員黃偉哲等19人提案要旨：

f一 者量七+ 六年七月十五日解嚴前成立的政黨’其體制多未完備’其取得之財產有重新加 ' 

以掄M之必要。另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七十八年修正公布後，增訂「政治團體 

，惠童，.開放政治性團體結社，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 

前含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近百個’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 

、調杳稃序，爰於本條例草案第三條第—項第一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中華民國七 

4 •六年七月曰解除戒爵前成立並於七+ 八年—月二+ 七曰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修TE公布後依該法第六+ 五條但書備案者;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七條但書規定得設 

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之財產即屬政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言；惟政黨以捐助或 

出窜之方式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控制之程度高， 

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故而，由該政黨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與機 

構應予以納入，—併適用。

(二)有鑑於我國過去國有財產與政黨黨產之間劃分不清，對於政黨以不當方式所取得之財產 

.，始終備受我國人民非議，惟如依現行法律規定，難以請求政黨返還。為促進我國政黨 

政治之健全發展，且建立政黨公平合理競爭之機制，爰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 

，計分五章二十八條，其要點如次：

h 第一章 r總則」，明定本法立法意旨、不當黨產處理範圍、原則。

2. 第二章「申報、調查及處理」，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程序。

3. 第三章「組織」，明定不當黨產處理之主體。

4. 第四章「罰則J ，明定不遵守本條例時之處罰。

5. 第五章「附則」，明定有關強制執行、登記、移轉、規費、稅胡、經費、施行日期等 

其它事由。

五 、委員鄭寶清等42人提案要旨：

(一)立法背景

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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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a 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民 主 進 步 黨 組 黨 之 研 究 （1 9 7 8 - 1 9 8 7 )

A  Stud}̂  dii tlip Pai^  Building of the

D e m o c r a 钵cj(P rc^ _ _ a r t^  y  9 7 8 - 1 9 8 7 )

i 丨 L .:’#  .

Slieng-Ming W u

指導教授：李炳南博士

A d v i s o r : B e n - N a n  L e e , P h .D .

t 華民國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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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寒
务
农
：̂

故
^
^
^
^
夺
(
^
<
"
柘丧
哲
女
权
奐
-=

"•
喵
4
知
棼
鸯
站
华
弈
该
女
鉍

(
-

'今

-
磚18
^
®
#
35
^

4

"难
 

一

 t

i
黑
5
^
"
2
韶
>
^
替

喊
铵

 B
FS
’~赛
寂
赵
 

-•
£

,
-
呤

 

i
^

谷
赛
>
.
• .v
-
-r
-̂
.
-
Y盔々

"
"
^
1
.

'̂
f
-
i
'
-
菜
6
1
达
你 *
e
 

+
s

s

w®
4
爷

"'
亡

枳

运

袞":
嗜
<',
.
「
如鸾
劣

4

"钳
窠
''
彳

女

枳

硃

^
-
+
-
-
」

-

a
g’-s
t- :
0
0
-
-
豸
妗
哭
电
爸
>
上
由
寒
s
3
"
t
4
妨
5
硪
茸
5
刼
；
峙
*奥
权
女

^

I
X-
-f
-

^

^

^

^

^

-
T̂
-
Y
^
w
i
-r
-
-J
^

^n
&
l
tf
o-y
g
2
 

弇

-
-='
'该

茇s

*-'
's
x

噼
°
古
鉍纥
r々

块
培
-
宕
命
-
-
年
竑
喵
5
*
驾
^
,
知

-
-
泠

-
一
二
-
一
七
^

^

"

5

^

4-
^
^
,
^
^
^
,
^
供

资
-
■'
*

-
进
"

"
资
絮

琏
备
-

5
:
-

~
.
如
-

钯
^
>2
.̂
!5?
泠
--
-'
」.
"'
^
靶
.

吉
枳
％.
,

~硿
-
1
-!''
冲
鉍
5
1

-

T
^
-
-
'
w
^

^
''
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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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基金會之問題與健全之道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Foundations in Taiwan

B y

*江明修 M in-Hsiu  Chiang 

** 陳定銘 Ting-M ing Chen

摘  要

i非 營 利 組 織 與 公 部 門 、私部門並駕齊驅，成爲整體社會的三大部門。民國76年解 

嚴 之 後 ，民 間 社 會 力 的 展 現 ，刺激更多非營利組織之誕生，基金會更是蓬勃的發展。 

作者分別從基金會的現況包括：基金會的意義、基金會與政府、基 金 會 的 管 理 ，以及 

基 金 會 的 問 題 包 括 ：租 稅 優 惠 、政治性等作探討；作者並提出四點健全之道：— 、成 

立 跨 部 會 的 「基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 ；二 、建立基金會捐款的電腦資料庫，財源及用途 

的 公 開 化 、透 明 化 ；三 、健全非營利組織基金會的租稅優惠制度，訂 定 r 中間罰則」；

四 、:基金會使用策略聯盟與建立聯絡網，來達成公共服務之最大化。

關 鍵 润 ：非 營 利 組 織 、市 場 失 逋 、政 府 失 靈 、第三者政府、志 顧 主 義 、社群 主 義 、免 

稅 組 織 、基 金 會 、董 事 會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societal components: public, private and nonprofit sector. A civil society 
is emerging since 1987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foundation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found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future of foundations in Taiwan. The issues of tax exemption and 
politics of foundations are the major foci. Four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foundations are also propos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arket-failure, government-failure, the third 

government, voluntarism, communitarianism, tax exemption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boards. ..

作者M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所敎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 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作者爲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硏究生。
Ph. D . Student, Department o 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收稿日期：1999年4月16日；修正日期：1999年5月26日；接受日期：〗999年6月U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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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中國行政好■論

壹、前言

80年代之後福利國家過度擴張，致使政府在財政上不堪負荷，加上 

官僚體系的無效率、反應緩慢，導致政府在扮演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上並不稱職。因此些普遍存在於我們生活周遭，不以營利爲目的之 

組織，諸如：各種公益團體、學術硏究機構、各種類型的基金會等，在 

此適時充實了政府的功能，稱之爲「非營利組織」(nonpr〇flt〇rganizati〇n) 

或 「第 三 部 門 」 （ t h e  t h i r d  s e c to r) 。

王雲五說：「中國是一個慷慨的民族，樂善好施是中國人性格的— 

個重要面向，我們很容易看到私人興學、散財濟困、建路造橋等嘉行懿 

德 。但是，這些都是出於一種善心慈懷的宗敎意識，較少基於社會文化 

理念」（註丨〉。事實上，傳統的宗敎、慈善性質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時 

間相當久遠。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則已漸漸擺脫頒發獎學金與小範圍社 

會慈善等傳統角色，而直接渉入社會各重要議題價値之倡導、參與公共 

事務或提供公共服務，其自主、負責、積極參與的特性儼然形成公、私 

及非營利組織三足頂立卻又普遍連結之態勢（江明修，1997a> ’請參閱

圖 *1 〇

資 料 來 源 ：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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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基 金 會 之 問 題 與 健 全 之 道 25

鑒 於 「市場」與 「大政府j 公共服務觀點均面臨困境，因此，在公 

民參與理念偈導下當前公共服務硏究與實務，日益關切公部門和私部門 

之間的模糊地帶-「第三部門」即非營利組織；使公部門、私部門和非營 

利組織’構成國家與社會共同結構和公共行動的基礎（江明修，1997b :

64 ) 。但 是 ，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私部門三者之間亦有許多差異的地 

方 ，請參閱表1 。 、

表1 公部門、私部門和非營利組織之比較

公部門（政府） 非營利組織 私部門（企業）

哲學基礎 公正 慈善 營利

代表性 多數 少數 所有者與管理者

腋務的基礎 權利 贈與 付費服務

財源 税收 捐 款 、獎勵的報 

酬’、補助金

顧客與團體所文  

付的費用
決策機制 依法行政 領 導 群 （董事  

會 ）決定

所有者或管理者 

決定
決策權烕的來源 立法機關 依組織章程所成  

立的董事會

所有者或董事會

向誰負貴 選民 擁護者 所有者（老闆）

服 務 範 圍 . 廣博的 有限的 只限於付費者

行政架構 k 型的官僚結構 小 型 （彈 性 ）的 

官僚結構

官僚結構或其他 

特許的運作層級

行政的服務模式 一致的 變化的 變化的

組織和方案規模 大 小 小至中

資料來源：Ralph M . Kramer (1987). “Voluntary Agencies and the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in Walter W .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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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中S 行政許論

貳 、非營利組織概述

非營利繊蓬勃發展是社會力的展現’也代表著社會的^元與開 

放 ，非 營 _配 成 爲 先 麵 家 內 駐 辩 ^ 價 働 守 齡 。這些標榜 

著 「服務j 、 「公益J 、 「志願」的組織，®已漸漸地融入我們日常生 

活的世界裡，對於個人、賴 、社會甚至國細影雜深且遠。然而’ 

- 般 大 衆 师 顧 _ 侧 _ 謹 念 娜 麵 不 清 ，棚它的意義、 

功 各 面 向 ，多 半 是 殘 _ _ 片 段 賺 。因此，本節將針 

胃 非 營 _ _ _ ，画 賴 請 麵 齡 齡 ，錢類進一步的 
成熟發展，以促進其對公共服務功能提供更佳的效能。

一 、非營利組織的意義

非 營 利 議 鮮 戯 _ 翻 目 的 賴 ，不 賴 目 _ 賴 餘 ’不 

給予原創立人、_ 顚 或 特 定 人特殊獅而成立的公益社團及財團法 

人 ，或 者 成 立 辦 理 政 府 指 定 事 項 之 細 ^ 或 （目東英 ’ 1977)

-般 而 言 ，當我們提到非營利組織時實際上涵蓋••鄰里組T 、社區 

組織 、公益團體、志 臟 織 、慈善組織、獨立部門（註2 ) 、第二部門、

基金會、非政府與非商業的組織等(H 〇dgkinS〇n，I989, 4-5; Y〇Ung (ed)， 

脈 _ ，名 稱 衆 麵 転 。傅麗英(1995: 164嚼上述名詞則作較明確

界 定 ，以 「民間團體■!總稱之。獅的名詞界定如下：

H 志 赚 團 ：係、由一群有志一同的人組成，並以志願人員爲主麵體’

不論是否經過正式登記程序。

⑵ 非 營 利組織••該組織的支出受制於稅法規定’不彳守分配盈餘’包括 

了由政府、企業或民間人士所組成的機構。 .

㈢公益團體••爲了服務某種公益目的而成立的組織。

㈣慈善機構：雛 濟 雜 额 提 供 _ 善 醒 務 機構。

江 明 修 (1 9 9 7 a : 1 0 )以 F r ie d m a n所 做 的 組 齡 類 ’來定義非營利繊之 

意涵。認 ^ 肺 _ 齡 郝 分 鎌 雌 鮮 G )雛 細 繊 啊 〇) ’ 

而 非 政 府 雛 又 砸 分 _ 餘 向 ，顏 翻 （細 ■ 繊 ）及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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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或獨立組織）兩種類型。Friedman又進一步將非營利組織分爲慈善 

組 織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與 公 共 服 務 組 織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請參閱表2 〇

表2 Friedman組織之分類

政府組織 非 政 府 組 織

營 利 （或商業組 

織 ）

非營利（或$ 立組織）

慈善組織 公共服務組織

資料來源： Franklin I. Gamwell (1984). /Ve/erew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28.

歸納而言，非營利組織就是：「一個非政府且非商業性的組織，因 

此是一個獨立的部門，並具有慈善及公共服務等特性」。非營利組織一 

方面被視爲「私有的」，因其不具有政府的公權力；另一方面又被視爲 

「公共的」，因其以提供公共服務爲目的，且以反映公共利益而非個|  

利益爲目標。

二 、非營利組織的功能

二 在價値多元變遷急速的社會，非營利組織之所以存在並展現獨特的 

$ 能 ，實因爲其扮演各種積極的社會角色所致（Kramer，1981: 8 ;王永 

慈 ，1987: 95 ;許世雨 ’ 1992: 5 ;江明修，1994: 18 ) 。 .

(一)先驅者：非營利組織能敏感的體驗社會需求，以組織多樣與彈性的 

特質發展具有創新的構想，適時地傳遞給政府。

㈡改革與倡導者：非營利組織深入社會層面，實際瞭解政府政策的偏 

失運用輿論或遊說等具體行動，促成社會變遷並尋求政府改善或建 

， 立需要價値。

，㈢價値維護者：以倡導、參與改革精神改善社會，並主動關懷弱勢團 

. 體 。

㈣服務提供者：發揮彌補(gap-filling)的角色，經常選擇政府未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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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或較不願意直接去做的，但是卻符合大衆所需要的服務來做。 

卸社會敎育者：利用刊物、舉辦活動透過媒體的宣傳等方式，負起傳 

遞特定人群需求的資訊，藉此嘗試提供新的觀念，改革社會大衆或 

決策者對社會的刻板印象或漠視態度，並補充正規學校敎育體系之

不足。

Ju n (1986:117)亦指出，非營利組織具有下列六項公共服務功能：

(一)非營利組織與大多數政府部門一樣，均爲服務導向。

㈡非營利組織可擔任政府與民衆之間溝通的橋。

.曰非營利組織乃行動導向，針對其服務對象直接提供服務。

㈣組織結構比商業團體或政府更少•(甚至沒有）層級節制的限制，也

比較有彈性。

㈤經常採取較具創新和實驗性質的觀念和方案。

㈥許多非營利組織如消費者或環保團體等，其關心範圍包括了公7 私 

部門的產品與服務品質良窳，以及其對社會和民衆的影響。因此， 

非營利組織也扮演著維護公共利益之角色。

總之，在公民社會所孕育強大社會力影響之下，透過非營利組織來 

提供公共服務，當可避免私有化可能造成的一些負面效應。一方面實踐 

公i 行政的公共目的；另一方面透過政府與民間資源整合，來提昇整體

公共生產力與民衆福祉。

三 、非營利組織的理論

茲就市場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第三者政府理論、志願主義、 

社群主義等非營利組織相關理論，敘述如下：

㈠市場失靈理論

傳統自由經濟學者認爲，一個社會中財貨（或服務）的生產者與消 

費者間的自願性供需關係，可以構成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 C〇mpetitive 

market) ，生產者追求利益極大化，而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基於此種 

假定，藉著供需關係可以使市場內的經濟活動，達到所謂「巴瑞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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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 r e to  e f f ic ie n c y )的狀態，沒有任何人的效用或利潤受到損失，資源配置

獲得最佳效率’價格像一隻看不見的手( a n  in v is ib le  h a n d )主導市場內經濟 

活動（吳定，1998:45-46) »

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因爲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使市場無法成爲完 

全競爭的自由市場、市場無法達到供需及資源配置理想狀態，乃產生市 

.場失靈問題。大致言之，造成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數端：】•公共 

財提供缺乏效率問題；2.外部性造成的問題；5,自然獨佔造成的問題；

4.資訊不對稱造成的問題。

另外，Hansmann (1987:27-42)亦提出契約失效理論，以解釋非營利 

組織產生的原因。此種契約失效類似私人部門的市場失靈現象，而使得 

私有市場機能運作受到限制。資訊暢通無阻是確保市場系統的必須條 

件 ，一旦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發生了「資訊不對稱」時 ，由於消費者在 

議價過程中，無法處於公平合理的地位，而生產者可能收取過高費用或 

,提供劣質的財貨，使消費者蒙受相當大的損失造成r契約失效」問題。

‘㈡政府失靈理論

Weisbr〇d (1988: 26)認爲民主社會中政府服務之推行，需使符合必要 

條件的人皆有獲得之機會。但無可避免的因爲排除成本過高，使得一些 

額外的人亦因而受惠’而應該受惠的人反而被排除在外。加上政府服務 

講求普遍性，而人民因收入、宗敎、種族背景、敎育等差異產生異質性 

需求，致使服務勢必無法滿足每一個人，因而造成政府失靈。

一般來說’造成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如下（吳定，199&  3 7 ) 。

2.直接民主造成的問題：長久以來，直接民主一直存在難以解決的問 

： 題 ，選舉的結果雖然可以爲特定政策提供明確選擇方向，但是多數 

決制度卻面臨功能性問題。例如投票的困境只能對政策提供模糊的 

指示；投票結果無法充分代表整體投票者的意見，因爲投票是多數 

人將成本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產生所謂「多數暴政」(tyranny by the 
m ajority)的情況。

么代議政府造成的問題：民選公職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制定與執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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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爲人民謀取最大福利。然而這些人員可能受到本身利益、時 

間 、與財務限制等因素影響，而產生所謂「競租」（rent_Seeldng)的 

行爲 ，於是制定不必要（或不合理.）的政策，造成資源浪費與社會 

不公正的現象，例如「肉桶立法」borkbmeliegishti011)或 「滾木立

法  j ( l o g r o l l i n g  le g is la t io n ) 。

3. 機關供給財貨造成的問題：政府爲了因應市場失靈問題，必須提供 

各種公共財，諸如國防、外交、治安等，稱爲機關供給9但是因爲 

預算受ii民意機關的控制、預算支用未受有效監督、機關功能未發 

揮 效率性、行政人員能力不足、本位主義濃厚等原因使政府無法適

當提供人民所需要的財貨。

4. 分權政府造成的問題：目前大多數國家都採取分權與權力制衡制 

度 ，此種設計固然有其優點，但是亦可能造成遷延時日、貽誤事機 

.的結果，埤盍生資源分散、政策不易執行、監測困難等問題。

㈢第 三 者 政 艏 瑝 論 ：

解釋非營利組織存在原因，因而提出「第三者政府」理論。所謂第二者 

:政府乃針對近代政府行動的轉變與多樣性，在公共服務輸送上必須仰賴 

許多非政府的機_ ，.如銀行、醫院、學校等非營利組織，及政府透過代

理人來運作S

' 如lamon主張第兰者政府理論所建構的非營利組織’並非僅只在彌補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而已，更重要的是應視非營利組織爲社會體系中的 

「優朱機制J (Pre(erred ’乃是主動積極的提供社會福利所需

要的財貨與服務；其特爸爲非營利組織比較能瞭解社會問題、服務具有

彈性及創新、能增進公共旅務的競爭與多兀化。
• ■ ■ ■

/ ㈣志 願 主 義 . _

: : : E m s  &  Noyes (1990: 4)指出，志願服務者是以盡社會責任的態f 來服 

绔 ，並非因金錢利益的吸引，而是由其志願選擇以達成社畲需求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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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展現的夤任遠超過個人基本義務。因此，志願主義是指個人或團體 

依其自由意願與興趣，本著協助他人改善社會的意旨，而不求私人財力 

與報酬的一種社會理念與行動。

: ㈤社羣主赭

• 傳統上對於社區(c o m m u n ity )的界定，係指—特定的地理區域，在此 

菡域中關於文化、產業、經濟、敎育、公共行政等問題，均形成對外自 

主 、對內互助合作的社會體系（宫崎清奢、黃世輝譯，1 9 9 6 : 9  ;呂育誠， 

1 9 9 8 : 2 ) 。近來國內有些學者將社區譯爲r 社群」，以與傳統社區槪念 

相區隔（江明修，1 9 9 8 ) 。

T e r ry  C o o p e r (1991)則從多元主義的角度，來探究公共行政之社群主 

義 。基本上，他認爲社群應有不同的樣式，其中以自願性結社最具有社 

# 關聯性，並成爲和政府間有效溝通的橋樑。民間社會若能強化本身的 

共同意識和專業能力，則與政府合作時便無喪失自主地位與組織使命之 

虞 。爲使社區及其成員能夠得到均衡圓融的發展，成員應該體認到參與 

公共決策的行動不是經由強迫方式，而是個人發撺其自主權與展現社會 

關懷之責任。 '

參 、基金會的現況

v 回顧我國基金會發展，在早期政府福利政策嚴重不足情況下，扮 演  

_ 民間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的主要角色。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組織 

化的慈善事業，漸漸取代零星的福利工作，以更積極方式解決社會問題， 

改善人類生活品質。民國7 6年解嚴之後，民間社會力的展現剌激了更多 

非營利組織之誕生，而基金會蓬勃發展的現象，則是最真體的盛況展現。

近十多年來，各種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特別是非營利組 

織 ，例如慈善、公益、環保、宗敎、醫療保險、學校、學術文化、公共 

政策（智庫）等的財團法人（基金會）相當多。 八

其中，我國的基金會在民國70年代是快速成長年代，到民國8〇年代 

基金會發展則開始趨於多元化的現象，無疑是由於政治上的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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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財富桌積、與社會互助互賴的共識條件’醋釀產生適合公益性 

質的社會團體活動之大環境（蕭新煌，1992) ° 基金會出現便是社會互 

賴的自覺，集結民間力量與資源從事公益性事業。

司徒達賢(1998:176-177)指出，許多公益性的服務工作’不易透過市 

場機能由企業來提供，政府的注意力或體質也不適合從事’因此需要非 

營利組織來擔任。近年來，國內非營利組織大量增加（特別是基金會增 

加最爲迅速），顯示.目前社會的確有這方面的需求。

但是，基金會水準常常是參差不齊，因此，必須讓民衆瞭解與認清， 

哪些非營利組織是具有公信力、提供公共服務’哪些機構是假借非營利 

組織名義作違法的事情（例如逃漏稅、營 利 、或圖利少數人等）’哪些 

基金會成爲政客的政治工具，哪些基金會成爲官僚的次殖民地。本硏究 

.之目的在於對基金會現況的加以了解，並且對基金會產生的問題提出健

全之道。

一 、基金會的意義

..基金會此名詞源於美國，依美國 r基金會指南」定 義 ：「基金會是 

一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有自己的基金並由受託人或董事管理’以維 

持協助敎育、社會 、慈 善 、宗敎等公共服務目的’提供補助金的公益性 

組織(Margolin，1991:1)。

國內並無有關塞金會之法律規定，僅民法中對「財團法人j 有明文 

規 定 。從實耪觀點而言’基金會被視爲財團法人型態’是一種頗爲大家 

接受的事實但就法律觀點而言，基金會唯有冠上「財團法人」字眼才 

具有法律地位。例 如 ：消費者文敎基金會’其實就是財團法人消費考文 

敎基金會，只是一般人常省1̂ 「財團法人」頭 銜 ’其組織性質均是財團 

法人的特性（.黃金鳳，1993:10)。

我國的基金會是屬於財團法人的一種非營利組織，其範圍非常廣 

泛 ，有缺乏基金而需要募款、有基全雄厚而不須募款、有承接政府補助

計畫以及進行多項業鉍、也有只做捐助或獎助業務等。但是在美國類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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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就不同，90%以上非營利組織是公共慈善組織，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是基金會。由此可知，基金會在美國只代表非營利組織的小部份，而在

台灣卻是非營利組織的主體。美國基金會包含四種型態（李禮孟，1997:

1 ) :

; ㈠獨立基金會：此基金會主要是管理個人爲慈善目的所捐助的基金， 

然後將這些基金所賺取的利息，用以贊助非營利組織以追求公共價 

値 。

㈡企業基金會：企業公司捐贈基金，委由基金會管理。

㈢社區基金會：由社區中許多的財務捐贈，所成立的基金會。

㈣運作基金會：此基金會支援非營利組織的基金，不得超過收入的 

1 5 % ，本身亦從事執行相關的業務(；531 _ 011，1992)。：

另 外 ，喜馬拉雅硏究發展基金會(1997: 1)以基金會地位與運作定義 

如下：•基金會是透過基金組合，引導社會財富運用於公益慈善事業之法 

律與社會非營利機構.，其組織定位爲財團法人。根據上述定義引伸說明 

如次： •

(―〉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機構：現代社會架構分爲公部門、私部門和第 

三部門；而基金會是非營利部門重要的一環，因此它是一個非營利 

機構。
• • • . *7 ' .

只基金會是一偁社會機構：非營利組織獻身於促進社會健全發展，又 

穡爲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 ，因此基金會是—個社會機構。

(H)基金會是一個法律機構：我國法律規定，設立基金會須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必須向所在地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取得法人資 

格 ’因此基金會是一個法律機構。 .

㈣基金會引導財富運用於公益目的：現代基金會功能擴展至更寬廣的 

, 公益領域，舉凡學術硏究、科技發展、醫療保健、環境保護、天然

■ 資源保育，以及提昇藝術、音樂、體育水準等，皆可成爲現代基金 

. 會推動公益的工作。

至於財團法人依我國民法之立法解釋爲「因爲特定與繼續之目的，

235 /290



3 4 中 ®行政評輪

所使用財產之集合顏立之法人」 ； 特定目麵捐肋一定  

財產以從事公益事業者，爲使捐助人有所遵循並加以監督管理，乃有財 

團法人制度之設立。在 鍵 上 麟 獅 財 賴 離 獅 人 紐 具 有 永 續  

性 、成爲獨立之主體，不 酬 齡 或 醜 賴 而 受 關 ，以達成 

其 捐 賴 細 健 目 的 （鄭 碰 ，1^  4546 ) 。棚 雖 酬 規 定 法  

人分爲兩大類：即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參閱圖2 。

社困

法人

法

營利社困法人（公 司 、商號等）

厂中間社囷法人（同學會等）

- 非營利社困法人_

- 公益社困法人

_財團 . 

法人

(一律爲幺 

益性質）

基金會、敎堂寺廟、私立學校、私立醫院、社會救助設施、政府 

捐助成立之財囷、職工福利委貝會（企業組織的職工福利委員會， 

依法向法院申請登記者爲數極少） （註3 ) °

圖2 我國法人種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揚崇森（民70) 與陳美伶(■ )之研究。

依據楊崇森(1981: 32-33)硏究指出，財團法人與社團法人之區別（請 

參閱表3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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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社囷法人與財囷法人之區别

區 别 標 準 社 團 法 人 財 因 法 人

成立之基礎 以人爲成立基礎 以捐助財產爲成立基礎，無 

需社員
目的 目的較廣泛，可以營利或公 

益 ，或既非營利又非公益

以公益爲目的

機關構成 有意思與執行機關 僅有執行機關 .

設立人與法人關 

係

社員有社員權 捐助人無權利

目的與組織性質 4 隨時變更（富有彈性） 捐助行爲確定•，故不得隨時 

變更（富有固定性)
法人資格之取得 以營利爲目的之社困依特 

别法人之規定，其取得法人 

資格採準則主義；而以公益 
爲目的之社團，採許可主義

採許可主義

法人之解散 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可決，得爲解散

捐助人無解散財囷法人之 

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民法總則篇

總之，何種團體應成立爲財團法人，何種團體應成立爲社團法人， 

應該以捐助章程所訂定的內容爲準；亦即團體成立財團法人的以財團法 

人方式運作，成立社團法人的以社團法人方式運作。但是有些設有信徒 

大會的寺廟，應該以社團法人方式運作較爲恰當。

㈠基金會的分類 ’

f

‘ 台灣基金會的分類衆說紛紜。蔡政文、廖榮利等人(1982:11)在 「變 

遷中台灣地區的基金會_j 硏究，將台灣基金會依其成立主體、經費來源、 

工作人員任命等可分爲官方性質與民間性質。官方性質主要由政府部門 

捐助成立，經費與人員均由原捐助機構管理與派任，實際上乃是政府部 

严，的附屬機構。民間性質基金會則主要由民間團體、個人、企業公司等 

携助成立，也有由外國敎會在臺捐助成立與國際性團體。民間性質基金 

會依成立宗旨與實際行動，大致可以分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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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敎育文化類基金會：包括獎勵學術硏究、發放獎學金、捐助學術機 

構硏究經費、發行學術刊物及舉辦學術座談會等。

么社會慈善類基金會••包括貧困救助、照顧孤兒等。

■ 3:硏究發展類基▲會：成立硏究巾;漆 事 特 定 項 目 的 納 ^展 。、

4. 國際交流類基金會：以國畴術交流、互訪、拓 顧 間 賊 等 爲 主 。：

5. 營業活動類基金會••例如設立醫院等。

筆者細觀察與綜合蔡政文、廖榮利等(19吻 ；蕭新煌(1992) ’基金丨

會在台灣(1997)等硏究分類法，將基金會分爲六種類型（參考表4 

!.由政細助成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9政臟關爲了達到某種巧?目 

' 的 .，往往以國家財翁麵成立錄會以執行政府的事務… 方面規 

避立法院預算的藍督、另一方面人才的任用不受公務人員法細限: 

制 。例如，華航基金會、海峽交流基金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各縣市文化基金會等。 . . ;

2. 政渰性、政黨或個人累積政治資源的工具。例如，達賴，嘛西藏示:

敎 ^金 會 、福爾摩沙基金會、青年發展基金會等。 .

3. 慈 善 濟 、社會福利爲宗旨的慈善樹 瞒金會。例如’佛敎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法鼓山文敎棊金會、 

伊 甸 社 會 麵 事 歸 金 會 、巾 _ 童 翻 齡 會 、行雜文敎基金

4. 重大社會事件所成立的文敎基金會。例如，靖娟兒童安全文敎基金

會 、白曉燕文敎基金會、彭婉如文敎基金會等。 ：: ：

.5.企業財團回饋社會而成立的文敎基金會。例如，致福感恩文敎基金 

_ 、洪建全敎育文化基金會、寓邦文敎基金會、東兀科技文敎棊金 

會 、吳尊賢文敎公益基金會、金車敎育基金會、彈榮發基金會、信

誼基金會等。 . . ‘ . '■: '

6.針對專P 彌 鹏 基 金 會 。細 ’董 絲 金 會 、$ 費者文敎基金會、1

婦女 新 減 金 會 、二十-世糸己基金會（臂庫) 、新世紀文敎芦拿會
.. . • • . •

(智庫）等 。

2 3 8 / 2 9 0



我 國 基 金 會 之 問 題 與 健 全 之 道 37

表4 基金會的分類

基 金 會 類 别
¥ ^ 背基:i 
會 名 趙

.I 一

7蕭 新 驾
，蔡 政 文 、 

'廖榮利等

本研究觀 

•察與分類1
文化敎f 是 是 是

是
一般性各類文敎基金會 是 是 是

是
獎學助學文敎基金會 是 是 是

是
體育運動文敎奉金會 是 是 ... 否
音樂藝術文敎基金會 .是 是 否

是
國際文化交流文敎基金會

是 是 是 否P福慈善 是 是 . 是 .
卜 是

環境保護 是 否 否 否
醫療保健 是 否 否

經濟事務 是 否 否

政治民意（含智庫） 是 是 是 是 j
專門性議題 否 是 否

是
政府捐助 是 否 是

是重大社會事件 否 否 否
是

1營業活動（醫院、私立學校） 否 否 是 」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基金會在台灣(1 " 7);蕭新煙(1" 2);蔡政文、摩榮利等(1982)。

喜馬拉雅硏究發展基金會在作97年版登錄基金會，共計^595家；但 

若加上主管機關、以及當地地方法院未提供資料，或者基金會資料蒐集 

工作截止後新成立基金會等因素，則估計目前我國立案基金會總數超過 

四千家，創下歷年新的記錄。

另 外 ，台灣大型基金會其基金數額皆相當龐大，其中基金數額超過 

新台幣一億元的大型基金會有75家 ，基金總額高達新台幣572億元（另 

外’李連敎育基金會、青年發展基金會、宋映潭文敎基金會夢尙未列入）， 

參閱附錄一。因此往往被各級政府視爲「豐富的社會資源」 ，以致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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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結合公益性社會資源，以補政府資源之不足」政策考量時，認爲基金 

會是最豐沛好用的社會資源。

㈡基金會的相關法規

茲分別從基金會的主管機關、基金會管理監督的法規等兩部份作探 

討 ：

J.基金會的主管機關

國內基金會均採取財團法人的型態，而財團法人基金會的設立，依 

據我國民法第五十九、六十、六十一條之規定，第一要有捐助行爲的捐 

助章程，第二要有主管機關之許可，第三要向所在地法院辦理登記。一 

般設立申請程序如下（表5 ) :

表5 財困法人基金會設立程序

t 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民法相關部份

另外，如果我們依照基金會之目的事業及業務活動範圍，並且以其 

登記的主管機關及主管業務範圍，可以分成17類的主管幾關，詳如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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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財困法人（基金會）主管機關及權贵表

中央主管機解 
—

丨 省 （市 ） 

主管機關

縣 （市 ） 

主管機關
主 管 業 務 範 团

内政部 社 會 處 、民充 

應 （局 ）

L民 政 、社會房 宗 敎 、社 會 福 利 、社 會 救 助 、民.政、地 

政 、職 業 訓 練 、建 設 、都 市 計 書 、撰泉

1國防部 無 無 國 防 、邊 防 、保防

經濟部 建 設 應 （局 ） 建設局 經 濟 技 術 、管 理 、科 技 、生 產 力 、能源、 

工業 科 皋 、電腦資訊

1財政部 財 政 廉 （局 〉 財政局 財 政 、金 联 、稅 務 、銀行

交 iS S 交 通 處 （局 ） 交通局 觀 光 、海 運 、.鐵路、航 空 、電 信 、郵 政 、 

氣 象 、公 路 、交通安全

法 M 無 無 司 法 制 度 、更 生 保 護 、法 律 服 務 、監所 

服 務 、法制研究

敎育部 敎 育 廉 （局 ） 敎育局 私 立 學 校 、社 會 敎 育 、囷 際 文 化 、雄 育 、 

學 術 研 究 、獎 助 犖 金 、文化藝術

衛生署 衛 生 處 （局 ） 衛生局 預 防 保 健 、殡 物 、食品衛生檢驗

環保署 環保局 環保局 環 境 保 護 、自 然 生 態 、防制污染

勞委會 勞 工 處 （局 〉 勞工肩 勞 工 安 全 、勞 工 福 利 、勞 動 條 件 、释女 、 

童工保護

農委會 農林廉 無 農 政 、林 業 、漁 牧 、糧 食 、水 產 、因藝

陸委會 無. 藤 兩岸相關事務

新聞局 折聞處 斩聞處
1

费 播 、電 視 、新 聞 、出 版 、視 聽 資 料 、 

霞影

i 外 ^ ^  1给 .  , S 際關係

文建會  J 落 .  ：t 化 、藝 術 、囷民锖神生活

原 # 會  4良 4基 )资子 、核 子 、輻 射 、防 護 、放射物質

丨主計處 ^ ^項統計

資料來源：基金會在台灣（1997年版：4>

由表6可知，目刖基金會主管機關相當繁雜，在管理上欠缺—個統籌

單位，有待政府建立一專責機構以防止相關流弊，使基金會充分發揮其 

社會公益角色。

么基金會管理監督的法規

⑴法院的監督。陳惠馨(1997: 59)指出，法院對基金會的監督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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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四點：①有關財團法人組織的補強及變更事項。②解除董

........事 （或監察人）職 務 ，或宣吿董事行爲無效。③解散法人。④:

清算財產。另依據民法的規定，財團法人在解散的時候’其財 

1 、 產不能_ 於私人或其他營利:性社會團體，只能屬於地方自治團

體或其他公益團體。

.⑵ 行 政 監 督 。，依據主管各基金會的行政機關，分別訂有各類基金 

會的監督準則之法規，以監督管理各類型的基金會。例如敎育: 

部訂定「文敎財團法人監督準則」、內政部頒定之「內政業務

; 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等 餘 種 法 規 。

. 內政部頒定之r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規定，財團法人社會

福科慈善基金會之設立，其財產總額數最低爲新台幣3千萬元，門植相當:

1的高 ；而敎育部亦訂定r文敎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規定財^法人文敎

基金會之設立;其財產總額數最低爲新台幣1千萬元。因爲現行制度卞，

.申請「社福慈善」基金會門檻高於「文化敎育』基金會，所以形成「文

化敎育」基全會一家獨大的局面（目前敎育部擬修法將「文化敎育J 基

金會門植提高爲3千萬自丨起普遍性反彈）。依 據 喜 馬 ^^究 發 展 基

金會就登錄的1，595家基金會中，「文化敎育」基金會獨佔i，107家 ，比童

;高達69.4% ; 「社福慈善J 基 金 會 家 居 第 二 位 ，佔18.9% »
■ .

其他各類棊金會 

•3.8% ■

社福慈善基金會 

18.9%

'經濟事務3 

2 . 1%

文化敎育基金會 

69.4%

圖3 台灣基金會類别統計圖

資料來源：基金會在台濟(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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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溫信學( 1 9 9 7 : 1 5 8 )硏究指出，政府對基金會訂定的法規內容， 

意涵著政府引導基金會發展方向，透過對組織業務、財務狀況、人事方 

面監督’以實現政府的期待。溫信學認爲目前政府對基金會的控制程度， 

必須在一個條件之下才會成立，即基金會必須承接政府的業務委託；倘 

若組織和政府.兀全無業務上的往來政府基本上是沒有餘力去顧及這些

組辯發展狀況，也因爲如此而形成許多「休眠組織可以打著公益招牌 

繼續存在。

由於基金會仰賴政府財務支持，往往超過機構收入的一半以,上時， 

將增強兩者在財務與技術上互賴關係，使雙方關係間的界限變得日益模 

糊:（Lipsky和Smith，1990: 625 ) 。黃木添、.王明仁(1998:155)硏究指出， 

基金會來自政府補助(或委託）不可超過一定的比例（例如35至4〇%) ， 

以避免減損民間所帶來的活力及彈性，而成爲「影子政府」（或政府的 

附庸），而政府所扮演老闆角色，是以一種「防弊」態度來約束或箝制 

基金會的發展空間。由此可知，政府對於基金會管理必須抛開防弊心態， 

改成輔導觀念以落實基金會的健全發展。

二 、基金會與政府

' 前 面 探討非營利組饑的理論時，曾經論述非營利組織是因應市場失 

靈 、政府失靈而產生的。但是非營利組織有沒有可能失靈呢？ Salmon 

(1987: 111)即提出「志願失靈j  (v〇luntaiy failure)的槪念，以說明基金會 

的岢能缺失。所謂志願失室有幾種可能：•

'(一丨1■公益的不足 îCphilarithropic insufficiency)，就是說基金會其資源（含

：人力與財源）常常是不穩定的，所以基金會所提供的服務也常不穩 

定 。

t )「公益的特殊性」(philanthropicparticularism}，指的是基金會可能發 

:展 成 極 端 的 、排他性極強的'只爲特殊群體服務的組織。

.曰 「公益的父權性」 .(philanthropic paternalism) ，指的是基金會可能爲 

:少 數 人 所 控 制 ，樊成私相授受、圖利私人（尤其機構主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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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r公益的業餘性」（phil311 也ropic ，就是從事公益活動者

常是志願服務者，所以可能熱心有餘而專業不足。

由於基金會有失靈的可能，而政府的資源遠較基金會穩定’並且來 

自政府的資源可以彌補其公益性的不足，亦可以防止公益的特殊性之缺 

點 。由此可見，政府公部門與基金會合作時’雙方的優缺點正好可以互 

相補足 (鄭讚源，1997: 81 ) 。另外，政府與基金會關係，除了租稅優惠、 

獎勵補助等財務關係外，主要的尙有下列監督的功能（註4 〉（謝端丞’ 

1997: 7 9 ) ：

㈠督導的功能：所謂督導是指政府以較爲超然的第三者立場，進行對 

於基金會業務的監督。政府以中立的立場來考察基金會行爲是否符 

合法令及章程，亦即以客觀立場決定基金會的合法性。因此，行政 

機關並不能涉及影響基金會的目的性與宗旨之實踐。

㈡保護的功能••由於基金會主要是以財產孳息或捐獻的財源來進行公 

翁事業，有時會遭遇到營運上的困難；另一方面，基金會的董事也 

很可能利用財團法人特殊性質，來達成私人的目的（政治人物利用 

基金會厚植其政治資源），偏離捐助者意志或公益性。在此兩種情 

況之下，政府都應該適時地介入，以保護基金會不至於受到侵害或 

其公益目標實現的落空。

曰諮詢的功能：基金會以私人之財力’自動提供作爲社會公益活動之 

用，政府主管機關基於此點，在監督工作上首要發揮的並不是防弊， 

而是積極協助扶持的功能。也就是透過諮詢的作用’在基金會需要 

協助的時候，主管機關提供一些必要的建議與資訊’促使基金會業 

務能夠導向正常之發展。

三 、基金會的管理

基金會經營管理的完善與否’實繫於董事會組織功能與經營運作的 

是否健全。鄭文義（I989年）硏究台灣社會公益團體，發現組織內部的 

管理問題最爲嚴重，包括董事會與行政人員權責混淆不清、會務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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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不週、協調溝通管道不暢通、人事與財務制度不健全等。

陳美伶(1992: 8)硏究指出，所謂基金會係從事公益事業的永久存續 

性公益.法人、靥於他律法人、需具有一定的財產、並且其治理階層爲董 

事會，可知董事會是基金會的最重要組織之一。依照現有法律規定基金 

會的組織都應有一定的型態，也應都設有若干固定的職位與分工形式， 

諸如董事會、監察人會議、秘書長（執行長）等。蕭新煌(1992:13)將台 

灣的基金會組織架構圖，圖示如下。

董 事 會
I

監察人會議 -----董 事 長 —— （顧問群）

I
常務董事

財 務 長 ------------:— 秘書長（總幹事、執行長 ） - i

(分 支 機 構 ）
(執行秘書）

秘書處（義工困） （專H 委員會）

I
行政部門

説 明 ：括 弧 内 的 组 織 或 職 務 分 工 則 視 各 基 金 會 之 大 小 與 財 務 狀 沉 而 有 差 異

圖 4 台 灣 基 金 會 的 組 織 架 構 圏

資 料 來 源 ：蕭 新 煌 主 持 （1992) 4 嚴 乂 教 4 金 # # 屬 之 死 宅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貝會  

委 託 計 畫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頁 13 «

毫無疑問，董事會應該是基金會組織中的最高決策中心，董事長對 

外代表該會；而執行長則是基金會執行的靈魂人物；至於工作人員（職 

工）的人數與層級的分配則視各基金會的財力與需要而有所不同；另外， 

基金會亦針對會務需求設立志工的組織或委員會以補充人力。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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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董事會的經營管理與運作髑係基金會的成敗及信譽甚深。

㈠董事會的功能

官有垣(1997: 5)在董事會的硏究中綜合學者對董事會的功能探討’ 

歸納成六項基本功能：L 決定組織任務與目的； 方案發展；& 預資與 

財務監督；4.募款；5.甄選與解聘行政主管；6•作爲與社區溝通聯繫的 

橋樑。並進一步將非營利組織董事會的六項基本功能歸納成爲：

L 行政管理：即甄選與解聘行政主管、核准與監督組織的方案與菔 

務之進行、以及審査與批准預算與決算。

2.決策制定：即決定組織的任務與目的、以及規劃機構未來發展的

方向。

3•經費募集與維繫：即協助機構取得並維繫必要的經費資源。

4.界域拓展：即爲組織與外界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促進與提昇組 

織的公衆形象、以及爲組織的活動宣揚及辯護(Pfeffer 311(1 Salancik， 

1978)。

官有垣並以社會福利基金會之董事會作實證分析’無董事會角色功 

能作整理，請參閱表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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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董事會角色功能分析之整理

董 事 會 功 能 表 現 董 事 會 職 權 項 目

最 常 發 揮 ： L 審 核 年 度 業 務 方 案 （行 政 管 理 ）

2.審 核 與 批 准 預 算 與 決 算 （行 政 管 理 ） 

5.審 核 機 構 的 聿 程 （決 策 制 定 ）

4.決 定 機 構 的 長 程 計 畫 （決 策 制 定 ）

5•明定機構的任務（決 策 制 定 ）

較 少 發 揮 ： 2.作 爲 機 構 内 外 成 員 申 訴 的 管 遣 （界 域 拓 展 ）

么 作 爲 機 構 與 外 界 溝 通 聯 繫 的 橋 樑 （界 域 拓 >

尋 找 財 源 和 參 與 募 款 的 工 作 （經 費 募 集 ）

4.決 定 行 政 人 員 薪 給 待 遇 與 福 利 （行 政 管 理 ）

5• 督 導 機 構 曰 常 的 行 政 運 作 ，以 及 任 用 與 解 聘 行 政 人 員 （行政管 

理 ）

需 要 加 強 ： 1.尋 找 財 源 和 參 與 募 款 的 工 作 （經 費 募 集 ）

么 .提昇機構的公眾形象（界 域 拓 展 ）

3•作爲機構與外界溝通聯繫的橋樑（界 域 拓 展 ）

4. 決 定 機 構 的 長 程 計 畫 （決 策 制 定 ）

5. 明 定 機 構 的 任 務 （決 策 制 定 ）

財1主 ：4與 5兩 項 功 能 是 董 事 會 最 常 發 揮 的 項 目 ，但 在 「質 」的方面 

卻 不 盡 理 想 ，因 此 ，也 被 期 待 爲 需 要 加 強 的 部 份 。

嘴罕r、 M  : t 有垣• 0 9 9 1 ) 台灣地區非營利社會福利無構的董事會研究：董事會角色

说 结 之 j f 證 分 方 。民國 86年 ，頁3 8 。

• •相對於歐美地區董事會，最能發揮的功能是與外部環境r連結•」有  

關的代表性和吸收資源，以及建立社會網絡而在台灣基金會的董事會， 

最需要加強的就是這些與環境連結的外部性功能。

:㈡董事會的運作

陳金貴( 1 9 9 4 :  65-68)指出’非營利組癌的董事會通常是組織內的最高 

權力階層’負責整個組織運作的動向，因此也稱爲治理董事會(goveming 

board)。由於董事會的運作除了董事們本身掌控外，所延聘的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也可能負責主要的工作推動。從 權 力分配的型態 

中 ，學者莫里等(Murroy，Bradshaw，&  Wolpin，1992)將其分成五種類型： 

執行長爲主的董事會：此類型董事會的董事成員傾向虛位，而無 

實質的影響力，其 權 力集中在主要行政人員手中，他們是領薪的

2 4 7 / 2 9 0



專業管理人員，具有專業知識與成功的管理經驗，便得他們具有 

相當的影響力和受到信任。

么董事長爲主的董事會••此類影響力完全操在董事會所選出的董事 

長手上，此人有其獨特魅力，能夠強烈影響到其他董事成員；並 

且有領薪的行政人員當副手，執行其下達的命令。領導者亦是董

事會對外關係的維持者和開拓者。

3. 權力分散的董事會：此類型董事會的權力，被分散到許多次級團 

體和個人手中，董事們對於重要事情常有強烈的不同意見，又稱

爲喧鬧董事會°

4. 權力分享的董事會：此類型董事會將權力整個分配到董事們手 

中 ，對於重要事務他們有高度的共識以及強烈的分享理念，同時

也具有對民主平等和價値的認同。

5. 無權力的董事會：此類型的董事們認爲自己沒有太多的權力，一 

切決策是毫無目標也不確定方向，沒有董事清楚他的角色和責 

任 。由於缺乏強力的領導，董事們因循苟且的處事，並且董事會 

呈瑱冷漠與無目標的氣氛。

蕭新煌(1992:50-53)硏究指出，董事長、執行長、執行秘書三者的關 

係通常會深深影響到基金會內部管理運作、對外形象、活動執行、以及 

基金會發展〃從硏究案所作的訪談觀察可以瞭解，一個基金會推動要成 

功 ，這三者之間的彼此信任程度、合作默契、授權必須協調得非常好才 

能展現出來。有的執行長擁有專業的知能，並且獲得董事會的充分授權 

與信任，因此其擁有最大的空間得以發揮，以及一展抱負理想的園地； 

但也有基金會除董事長外不設執行長等人事層級，而由董事長直接帶領 

員工推展會務，此時董事長必須有很強的活動力、人脈也必須很廣、同

時得經常駐會，董氏基金會即是一例。

總之 ，基金會的組織架構圖中’對於基金會組織目標與運作的成功 

與否，董事會佔有重要的地位（董事會是基金會的決策機構，負有建立 

基金會的信譽和組織運作的成敗之責）；董事會的健全與功能的發揮，

4 6 中國行政许論

2 4 8 / 2 9 0



我 國 基 金 會 之 問 題 與 健 全 之 道 47

關保到基金會公益目標與計畫的推展。除了擬定基金會目標與作決策的 

董事會外，基金會的執行人員尙有支薪的職工（執行長亦包括在內，通 

常是具有專業知能的員工），和具有使命與奉獻熱誠的不支薪志工兩者， 

此爲構成基金會的三大支柱。

肆 、基金會的問題：租税優惠
、：_ .

、7〇年代之後台灣基金會發展，除了在數量上明顯增多外，在屬性上 

亦呈現出某些特色，其中之一便是企業界熱衷成立基金會組織（蕭新 

煌，1992: 5 7 ) 。呂育一(1992: 10)硏究指出，目前基金會在營運上存有 

若f 問題：

㈠基金會淪爲企業避稅之工具。

㈡企業以基金會名義經營營利事業。

㈢基金會以特定少數人爲受益對象。

㈣基金會成爲政治獻金的管道。

㈤政治人物利用基金會累積政治資源。

㈥政府附設之基金會成爲民意機構監管死角，並用以安排人事及消化

.預算。
i .

筆者將基金會產生的問題，綜合歸納爲租稅優惠與政治性兩大類， 

本節與下節分別對此作探討，並且針對實務問題提出解決策略。

一 、基金會租稅優惠的原因

俗語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任何機構欲有效推展活動，人力 

與經費均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非營利組織的特色之一，即本身並不從事 

營利铒動’因此維繫組織生存所需的資源，依賴外界提供的支持甚爲殷 

切 '對財團法人基金會來說，其基金數額的多寡將影響其基金孳息的金 

額 ，當然也反映出其本身所具備的財力基礎。

.另外’由於基金會具有輔助政府支出功能，且其經濟活動將產生外 

部性利益，.因此各國政府爲獎勵基金會的設立，鼓勵基金會從事此類經 

濟活動，並予以減免稅優惠（吳美瑤，1997: 29 ) 。對於基金會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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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陳惠馨（民84年 ）將其歸納成下列三點。

. H 補 充 公 灌 之 视 ：齡 會 絲 誠 誠 之 公 播 ■ ’如果政府 

對從事公益事業的經營、或者捐肋財產予基金會，均比照一般營利 

事業課徵租稅，難免會降低經營公益事業或對它捐助財產的經濟上

誘 因 。

㈡公益財的價格問題:一般而言，各種基金會是以低於其成本之價格， 

來對社會提供各式各樣有益於敎育、文化、慈善等之財貨及勞務， 

匕旦政命對此類低於其成本之慈善事業比照一般營利事業課徵稅 

.負 ，等於強迫基金會提高其所提供財貨或勞務之價格，會降低其提 

供此等財貨或勞務之能力及意願。勝接受基金會之慈雜助的受

益人而言，等於是增加其負擔。

㈢課 稅 成 本 麟 原 輯 考 量 ：自 絲 金 會 雛 馘 麵 腿 之 額 度 ，

均只佔總li經 細 小 部 份 ，其 獅 綱 睡 基 亦 非 常 嫌 ’因此在 

課稅成本效益考量上，若對其課徵與營利事業相同稅率，將造成上

述公益財成本增加轉而增加社會大衆的負擔問題。

相對地•，歐美先進國家的社會政策中亦規定，政府除要擔負積極角 

色外 ，並擬定各種獎勵揞施，包括對於慈善與公益捐贈一定額度內所得 

稅 扣 除 的 顧 ，以 膝 祁 鱗 擁 齡 _ 臟 ’以鼓齡會上有熱  

忱 和 有 財 力 的 酿 麵 人 共 同 兼 負 起 赫 齡 鱗 務 。由 舰 知 ’對於 

非營利組 綱 ^雅稅優惠的措施，是各國共同的趨勢與作法。

二 '基金:會租税優惠的作法

有關基金會在稅制上的優惠，可以分成捐贈行爲以及基金會本身的 

镟离兩大類。㈠捐贈行爲在稅法上的優惠：包括所得稅、遺 產 及 贈 雛 、 

土 ̂ 增 麵 雜 。_ 金 料 冑 _ 社 _ ® : 包 丽 雛 、土 雌 、

房屋稅、娛樂稅、印花稅、營業稅、關稅等七大類。

非營利繊基金會租稅優惠部份，擬對於所得稅（容易形成企類  

稅工具之爭議、政治人物利用基金會累積政治資源有違基金會創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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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金會利用免稅手段形成不公平競爭行爲等）減免部份作探討’以 

瞭解基金會爲何常常成爲社會大衆質嶷的原因之所在。

財政部在民國83年 修 正 「敎 育 、文 化 、公 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 

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規定的免稅檩準。在財政部的說帖指出：「免 

稅標準頒行（民國68年 ）多年以來，部份營利事業或個人利用其捐贈成 

立各種敎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從事各種營利行爲或進行利益輸 

送 ，以達成規避稅負之目的，有違該等機關或團體免稅之立法初衷，並 

且助長逃漏稅風氣及形成不公平競爭廣爲各界爭議。財政部鑑玲這些機 

關或團體及其附屬組織’如有銷售貨物行爲即與一般營利事業無異，卻 

享有免稅利益形成不公平競爭現象，而其利用業務上往來以圖利捐贈人 

之fr爲 ’亦有加以規範之必要。基於上述背景因素，財政部於民國八十 

三年修正免税標準第二條規定（請參考表8 ) ( 吳美瑤，1997: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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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中國行政評谕

表8 非營利組織免納所得税適用標準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前

第二條：牧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 

關或困雄，符 

合左列规定 

.者 （參閲附錄 

二〉，其本身 

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 

織之所得，免 

.纳所得税。

正

第二條 敎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圏體’符合左列規定 

者 （麥閲附錄二），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外，免納所得税。 

財產總额或當年度收入總额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之敎 

育、文化、公益、愍喜機關或困體，矣本身之所得及 

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纳所得税者，除應符合前項 

^ 一 款至第九款之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爲 

税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査核簽證申報。
第二條之一：符合前項規定之牧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面體，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销售貨物或 

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支出，得該將不足支應部份扣除外，應依法課 

歡所得税。

符合前項規定經主管牧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私 

立學校，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免納所得税； 

但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辦理之附屬機 

構 ，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由私立学校擬 

.定使用計畫，報請主管敎育行政機關洽商財政部 

同意，並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三年内使用完 

_______ ___________竑★逾期未使用部份，應依法課徵所得税。

請參閲：附綠二 「敎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困體免納所得税適用標準J 。

贺钤象游、••奂美洛0 9 9 1 )從免税政策改變看弈營利組織之經營型態與因應策略° 風 

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6年7月，頁34。

另 外 ，各國對於非營利組織免稅的規定各自不同，在槪念上亦有差

異。以美國爲例，依據一九五四年的國內稅法(Intemal ReVenUe C〇de，1954) 

中的501C ( 3 )規定，凡宗敎、敎育、慈善、科學、文藝、公共安全等組 

織 ；501C (4 ) 的公民聯盟、社會福利組織、地區性的雇員協會，兩者均 

享 有 免 稅 雜 。顿 她 顏 碰 個 人 （雜 冑 ）提供給5()1(： ( 3 )繊  

的捐贈，在報稅時可以列入扣除之項目，而 給 (4 )組織的捐贈則不 

可列入扣較項目；腿 要 賴 5G1C ( 3 )所 卿 離 織 ，麵 越 不得 

從事政治性倡導工作、影響立法活動，可知雖然爲免稅部門，但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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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事與組織目標不相關的事業時，屬 於 「非相關事業所得」則需缴稅 

(Salamon，1992)。由此可知’我國許多政治人物所成立的文敎性、慈善公 

益性基金會，當從事政治性或累積個人政治資源的活動時，此行爲屬於 

「非相關事業所得」則仍需繳稅。

三 、基金會租稅優惠的問題

社榮瑞、薛明玲(1993: 35-44)硏究指出，台灣非營利組織之租稅規避 

問題，一向引人詰病，列舉說明現存問題如下：

㈠非營利組織藉未辦理稅籍登記或未辦理結算申報，而規避稅負 ：現 

行法令並未強制非營利事業向稅捐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且依據財政 

部解釋，非營利組織如無任何營業活動以作爲組織收入，僅有會費、 

捐贈、基金存款利息或不動產租金收入者，可以免_理結算辛報。： 

㈡藉非營利之名從事商業活動。

㈢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對於贈與依法登記爲財團法人，得予免鼾入 

課稅總額之規定，規避遺產及贈與稅。 ，

㈣透過企業附屬之非營利組織以從事財務操作及稅負規避兹以圖5 

說明非營利組織規避稅負之方法和目的。

2 5 3 / 2 9 0



5 2 中國行政評綸

程 序 目 的

⑴捐贈非營利組織 捐贈金額扣減課税所得额，降低税負

⑵轉投資營利事業或向關係人購買公司股 

票

資金回流至營利事業（現金增資）或大股 

爽 （談售股份）

⑶大股東或關係人擔任董監事或其他職務 

以列支薪资、汽車、交際等費用 --

獲取私利

⑷與關係人之非常规交易（不動產買賣或 

股票操作）

利益輸送

圖5 非營利組織规避税負圖例

資料來源：杜榮瑞、薛明玲（1993) r非營利組織之管理財務及税務問題之研究J ， 
为滅好龙，25卷1期 ，民國82年1月。

在我國基金會享有免稅優惠，並且當基金會進行公益以外的活動 

時 ，被査到則以限期改正，進一步則是停止營業或取消法人資格、強制 

解散 ；但是主管機關限於人力等因素，對於違規基金會時常抱著只要能 

改就好的心態處理，旣無對基金會施以罰則規定’又不輕易祭出停業、 

取消資格、強制解散等「尙方寶劍」。而且對於活動屬於公益慈善的規 

範亦十分模糊，且將裁量權交給各主管機關自由心證’造成許多「灰色 

地帶」 。在主管機關人力與專業知識不足的限制下’六多因循苟且、忽 

鬆忽緊、並且出現主管機關閉門造車’與基金會的實際情形相距甚遠的 

情形 （李禮孟，1997: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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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政治人物相關基金會

基 金 會 名 稱 基金總額 董 事 長

李連敎育基金會 約1億7000萬元 李登輝

連震東文敎基金會 6656萬元 連戰

青年發展基金會 5億元 連戰

宋映潭文敎基金會 1億元 宋楚瑜

伯仲文数基金會 1億元 吳伯雄

福爾摩沙文敎基金會 5 0 0萬元 陳水扁

新興民族文敎基金會 1000萬元. 許信良

資料來源.：聯合晚報，1998年5月3曰，二版。製表/ 蕭衡倩

八十六年十二月三日舉辦的縣市長選舉時’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 

駔 成 「寶島希望助選屬J ，爲民進黨提名縣市長強力助選’所到之處人 

聲鼎沸。爲 求 「寶島希望助選團」完美演出，陳水扁將其成立的r福爾 

摩沙基金會」的專職員工二十多人，投入全省輔選的工作；加上台北市 

政府的政務官與幕僚人員，每次助選圑人員都有四、五十人的龐大陣容 

(中國時報，1997年11月24日’四版）。「福爾摩沙基金會J 的專職員 

工 ，投入選舉的助選行列，亦引發了民間非營利組織，參與選舉的政治

性爭議與質疑。 .

基金會屬於非營利事業，其經費應該用在公衆與公益的用途上。但 

是與政治人物有關的基金會，在累積政治資源方面則絕對是一項「營利 

事業」，而公衆正是他們政治生涯發展的本錢。政治人物如有現職爲其 

正式的舞臺；而相形之下，基金會則是另一種與民接觸的管道。

另外，許多基金會雖然顯示出來是公益的一面，但是其背後的運作 

卻杲充滿著政治件。從它成立的過程來看，必須要有工商企業界昀支持’ 

這些都是政治七赞人辑檢視。在台灣複雜的政經結構網絡中，其所產 

生的影響（特別在不當利益方面），相當値得重視。另外政治人物亦可 

以透過基金會與政府部門產生若干關係，政府每年對各種基金會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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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美國爲例，說明其對於違反規定的基金會所採行的作法。首先， 

在美國基金會申請免稅時，必須陳述該基金會爲一非營利公益慈善組 

織 ，將宗旨目標、組織架構、與主要業務必須符合某免稅組織類別的規 

定 ，並且要提出營運計畫與財務計畫。例 如 ’你必須說明未來五年內預 

算從那裡來、要做什麼事，國稅局會根據這些文件來審査’如果符合， 

便發給五年內免稅的資格。而這期間內若財務運作與當初送審的文件不 

合時.，會受到處罰，其罰則爲「中間罰則」(intermediate sailctions) ’包 括 ： 

內部交易、慈善捐助下限、超額業務持有、危險投資、需課稅支出等五 

個主要項目。美國法律對基金會採用「中間罰則」的方法.，來限制其種 

種非慈善捐助的「可疑活動J ’以 「罰則J 的方式作明確的保障措施。

我國對於基金會之獎勵，雖然租稅優惠扮演重要角色’但亦衍生出 

許多問題。如何處理基金會利用租稅優惠所形成的利益輸送、進行營利 

行爲、規避稅負、形成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提出有關基金會規範的方鎂 

貝9爲當務之急。

伍 、基 金 會 的 問 題 ：政治性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基金會’常出現政府高官退休後酬庸現象’並以 

赦給件仵命作爲政鲎或個人的僂墼箇；或者成爲政黨或個人累積政治資 

瓶的T：具等不正常的現象，這些不正常現象對非營利組織使命的戕害， 

將產生嚴重與不良的情形。

一 、基金會成爲政客的政治工具

自民國七十六年政府解嚴之後，許多政治人物紛紛籌組基金會，部 

份未來幾年在政壇上有雄厚發展潛力人物’也多有基金會作爲另一種深 

耕的舞臺，請參閱表9 (聯合晚報，1998年5月3日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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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總額高達300億元’這些捐款並沒有捐助標準，也未受監督。基金會 

的運作往往是存乎各人一心。

二 、基金會成爲官僚的次殖民地

華航大園空難事件造成兩百多條人命的損失，不僅令華航的商業信 

譽招致嚴重的損傷，政府的形象與能力亦因此一事件而飽受各界質疑。 

長期以來’華航公司不公、不私、不官、不民的特殊地位，與因此所衍 

生的種種弊端’也再次浮上檯面。無可諱言的，華航的最大股東雖爲財 

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但當年的出資人只是名義上的股東， 

歷來由政府保證借款的事實與資本快速膨脹的狀況，都證明華航本質上 

就是國營事業’卻又不受國營事業監督體系的規範，只是藉由航發會的 

名義逃避國會的監督。而航發會擁有百分之七十一的華航公司股權，並 

且可以指派大多數的董事，該公司的董事長與總經理也均由政府聘任（中 

國時報，1998年2月20日，三版社論）。

至於交通部、華航與華航基金會三者的關係，一直扯不清。交通部 

雖然是主管機關，但卻無法眞正監督主管華航i 金會。從三者的關係言， 

交通部都是主管機關，對基金會採取財團法人的監督角色，對華航公司 

則是站在目的事業主管的角色；而基金會因持有華航的絕大多數股份， 

因此基金會實際上就是華航公司的決策指導單位（聯合晚報，1998年2 

月19日，二版）。

華航公司負責營運但是股權大都集中在基金會，而且華航公司董事 

長 ，只是基金會11名董事中的一名成員，董事長任免由基金會董事會決 

定 ，華航營運收入關係到基金會的投資收入，因此，基金會雖然強調沒 

有干預營運，但是兩者的實際關係卻存有主從味道。現在將交通部、華 

航 、基金會三者關係製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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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 以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以 財囷法人準則執行監督）

.華航公司

(實際執行營運，董事長 

爲基金會必然成員）

華航基金會 

(持有華航71.1%股份， 

董事會爲華航公司的 

實際高層決策單位）

圖6 交通部、華 航 、基金會三者關係囷

資料來源：聯合晚報，1998年2月19曰，二版。製表/ 記者田炎欣。

總 ;^，長久以來，華航基金會與華航的高層人事都來自政府高層的 

欽 點 ，政府高層若對棊金會與華航的人事權仍緊抓不放’人事安排老是 

酬庸性質大於一切的話’兩個單位的結構再如何改變’華航要成爲浴火 

重生的鳳凰，恐怕還是遙遙無期。如 今 ’面對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政 

府要整頓華.航，就要有魄力乘此時機斬斷華航政商不分的臍帶’改變華 

航的經營團隊，讓專業人才進駐華航，使其經營管理上軌道’華航才有 

浴火重生的希挈（註5 ) 。

由於基金會的屬性是非營利組織，因此有其使命與理念的實踐’加 

上非營利組織擁有公益性、自主性與弾性等特質’所以有時在運作過程 

中亦容易產生某些弊端與問題’例如前面所敘述的一些不正常現象：一 、 

許多基金會依附於企業集團之下，而未能成爲社會的公器，並且可能成 

爲財團規避政府監督，藉著基金會名義作爲避稅的工具；二 、基金會成 

爲政客的政治工具；三 、基金會爲官僚次殖民地’使基金會成爲民意機 

構監管的死角，並用以安排人事及消化預算等不正常現象。如何處理這 

些不正常現象，是基金會制度是否健全的重點所在。本節提出以下四點 

基金會的健全之道，茲說明如下：

陸 、基金會的健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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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跨部會的「基金會監督委員會」

目前在行政院管轄下17個部會署訂有監督財團法人的相關法規。主 

管機關對於基金會設 i l 申請的審査，大多偏向行政程序、形式化的格式 

標 準 （魏 婉 婷 ，1996: 86 ) 。此種審査方式容易產生形式與實際狀況間差 

異 ，例如部份企業捐助成立的基金會呈現「休眠狀態」情 形 。再加上依 

基金會目的事業和活動範圍，分屬不同的主管官署，多頭馬車式的管理 

「看似多人管實則無人管」的現象；以及各主管單位監督準則，鬆散不 

一的審査標準，使得基金會的良窳不易判斷。例如在某類型基金會申請 

不 准 ，但以別類型的基金會申請則通過的特殊現象。

因 此 ，有必要在行政院設立一個跨部會 r 基金會監督委員會」 ，成 

員廣寧社會賢達、學者專家、非營利組織負責人等專業人士組成。訂定 

基金會申請標準與方式、基金數額、以及審査申請單位企畫書等，審査 

完成後並確定應配屬的主管機關後再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並且此委員 

會協調各主管機關訂立基金會監督管理準則，避免產生寬鬆不一的現 

象 、以及企業利用基金會避稅或中飽私囊的弊端。另外委員會建立—公 

正客觀類似電視「金鐘獎」的評鑑方式，針對不同類型基金會，督導其 

主管機關詳實監督管理’驅逐劣幣表揚優良基金會，引導基金會朝向健 

全 發 展 ，並擔負起推展公共服務與公共利益之使命。 -

二 、建立基金會捐款的電腦資料庫，財源及用途的公開化、透明化

基金會在設立時需要訂定捐助章程、成立董事會、籌募基金、主管 

機關的核准、並向所在地法院登記才能成立，有主管行政機關的監督及 

輔導與法院的登記，理應不會產生弊端。但是近幾年來，社會上發生許 

多宗敎慈善 團 體 （非營利組織）的斂財事件，自從1997年宋七力、太極

門 、妙 天襌師、一貫天道南屛硏修院等的詐財金額皆相當龐大，引起社 

會的關注。

因此對於基金會所獲得的經費來源(包括政府的補助、外界的捐獻、 

募款的資金）及用途的透明化、定期的向大衆公開以昭公信、並且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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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細 監 督 （淘汰未登胃挪違法的基金會）’疋健全基金會的重要工作_ 

茲以台灣基金會中的超大型基金會，佛敎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爲例說

明 。 一

佛敎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除了基金數額高達新台幣186億元外’每年

收 到 捐 款 也 棚 韻 雜 元 壯 ，台 酶 年 酿 臟 給 顏 麵 悉 將 近

四百萬人，雜 人 數 之 衆 多 在 全 獅 也 顯 少 見 。慈讓善工作f 遍及

台灣每個角落與世界各地，透過五千位慈濟委員工作且項目涵盍了慈

善 、醫 療 、敎育、文化四大志業（現在加上骨髓捐贈、國際娠災而成爲

六大腳印）。

經費來源以及用途公開化、透明化，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譲 

聚最爲重要，慈濟也是台灣許多對社會大衆公開帳目及用途的基金會之 

- 。例 如 ，1995年麵總收人包括基金利息、國內外濟貧基金、建設基 

金 、以及專案活動募款高達新台幣46億4700萬兀，支出方面則分列四大 

志業並含人事、事務費用合計爲新台幣42億9500萬元’尙有結餘3億5300 

萬元。表10係1995年慈濟收支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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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 9 9 5年 慈 濟 收 支 帳 目

項 目
内 容

金額 

(百 萬 ）
總收入 國 内 外 濟 貧 基 金 、建 設 基 金 專 索 活 動 募 款 、基金利息

4647

支 出 項 目

慈善志業 國 内 長 期 救 助 、急 難 救 助 、國際急難救助
1461

酱療志業 醫 療 補 助 、醫 療 設 備 補 助 、醫 研 中 心 課 備 、骨魏捐贈資料  

中 心 、台 北 、台 中 健 康 詰 詾 中 夂 、籌建 慈 院 大 林 分 院 及 臀  

療 網 、兒童發展復健中心

398

敎育志業 慈 濟 護 專 建 設 與 獎 學 金 、慈 濟 醫 學 院 建 校 、籌設慈濟人文 

學 院 、慈濟大學
2185

文化志業 慈 濟 月 刊 、慈 濟 道 佴 半 月 刊 、慈 濟 酱 學 雜 誌 出 版 、慈濟佛 

學 、誉 學 、藝 術 獎 學 金 、慈 濟 紀 念 堂 建 設 、大唐西域記拍 

操 、各種營隊

142

人事費用
75

事務費用
34

總支出
4295

結餘
353

資料來源 ：慈濟年鑑

總 之 ’非營利組織的財源主要來自社會大衆的捐款、企業的捐贈、 

政府的補助和優惠，因此對於每筆款項都應有詳實的記錄，建立起完整 

的電腦資料庫，使財源及用途公開化透明化，如此才能取得社會大衆的 

信任◊ 避免讓有心人士利用人性慈悲行善的心理，進行斂財的情事發生； 

並且在非營利組織基金會建立了公信制度之後，將減低企業成立基金會 

尙得遭人質疑的無力感，加強了民衆對企業公益責任的信心，間接激發 

企業的責任感，協助基金會眞正發揮其功能。

三'健全基金會租税優惠的制度，訂定 「中 間罰則」

我國對於基金會違反創設目的，並利用基金會租稅優惠進行利益輸 

送 、營利行爲、規避稅負與形成不公平競爭等問題，並未清楚界定罰則。 

因 此 ’建議參考美國對基金會違規時加入「中間罰則」作法。美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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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內部交易是完全禁止的，譬如說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出售土地給基 

金 會 ，此筆交易屬內部交易必須受罰，首先是處罰出售土地的董事，罰 

金是土地市價的百分之五，投票贊成的董事也必須罰2.5%的 罰金；同時 

此筆交易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更改」回來，將土地還給董事、錢還給基

另 外 ，美國國內稅法亦針對與創立宗旨無關的商業活動，造成與營 

利組織間的「不公平競爭■•情況 ，或者從事政治性活動與選舉遊說等不 

被允許的活動，將課以懲罰性重稅，以有效遏阻基金會的違規行爲。總 

而言之，爲了健全基金會之制度，建請政府詳定 r 中間罰則」方式，以

有效遏止不法作爲的基金會。

四、基金會使用策略聯盟與建立聯絡網，來達成公共服務之最大化

目前國內基金會超過四千家，所從事的活動亦呈現高度的多樣化， 

即使同一議題與性質的基金會，亦有不同的活動方式，因此許多基金會 

採取議題導向的策略聯盟運作方式，不僅可以減輕組織業務上人 力 旦  

傳經費等負擔，亦可以擴大或加強社會的影響層面，達成公共服務效遗 
的最大化。另 外 ，建立健全的基金會服務網絡，使相同主旨的基金會聯 

繫協商彼此資源配置，避免資源浪費與重覆情況；不同類型的基金會亦 

能藉服務網絡之建立，在人力、資訊、經費與分工方面有相互合作機會， 

彙整共同力量使基金會得以發揮其成效。

柒 、結語

杜拉克指出，美國現在有9千萬人在非營利組織工作的志願者，他們 

平均每週工作三個小時，非營利組编已成爲美國的最大「雇主」。Brain 
0 ，Connell (美國大型非營利組織Ind印endent Sector領導者）相 信 ’ 1〇年 

之內將有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1億2千萬人），將自我要求成爲母週 

工作五小時的非營利組織「志願者』，這表示非營利辑織的勞力將增加 

一倍。他們將志願工作看作是追求成功、獲得成就感、以及成爲有意義 

. 公民之途徑；因此他們迫切地需要有組織的志願工作，而不是只爲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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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空 虛 （Drucker，1995 ;周文祥等譯，1998: 82) 。

王雲五 ( 1 9 6 3 )指 出 ’個人生命有時而盡，但基金會的功能卻與時倶 

進 ；個人的理想可能一生不能實現，但是基金會制度可以使理想在未來 

的年月中變成事實。不朽是每個人追求的目標，但大都十分縹緲，而基 

金會制度卻提供一條通達不朽的可靠途徑。

台灣基金會之發展，60年代可稱爲基金會的「萌芽年代」 。而7〇年 

代民間社會在獲得經濟成熟孕育下，興起而成爲一股新興的力量，基金 

會在此種客觀環境下乃獲得蓬勃發展，可稱爲基金會的 r 發展年代」 。 

蔡政文等人的硏究所觀察到基金會現象是「萌芽年代」的軌跡 ；而蕭新 

煌硏究則是「發展年代」的結果（蕭新煌’ .1992: 58 ) ; 筆者認爲八十年 

代應該稱爲基金會「多元年代 j ，由於整體社會發展趨向多元化，因此 

基金會亦呈現出多元的形 貌 。

綜合本硏究發現，目前台灣的基金會除了在數量上明顯增加外，在 

屬性上亦呈現出某些特色，包 括 ：企業界熱衷成立基金會、政治人物亦 

如 此 。但是由於基金會管理的法規與制度相當鬆散，因此基金會在營運 

上產生若干問題，例如基金會淪爲企業避稅與營利的工 具 ；基金會成爲 

政客的政治工具，並用以累積政治資源；基金會成爲官僚的次殖民地， 

並成爲民意機構監管的死角。而對於基金會產生的問題（可歸納爲租稅 

優惠與政治性兩大類） ，政 府 、社 會 、與民衆應如何面對並針對實務問 

題提出解決筚略，則應是當前共同努力的重點。

總 之 ，基金會所展現的社會力，在多元發展的社會環境之下更形重 

要 ，誠如杜拉克所言，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權力很大，因爲非營利組織的 

非 營利性、無私無我的使命感容易產生公信力。因 此 ，基金會更應該加 

強組.織的可信度、財務與決策運作的透明度，以及成員的參與度，每個 

基金會更應該體認到其舉動，都會影響到整個非營利組織在社會大衆心 

目中的評斷，期盼台灣的公民皆能享受到基金會所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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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 :已故學者王雲五先生於民國52年1〇月16日在嘉新文化基金會首屆

「優良著作獎」頒獎講詞。 二

註 2 : _ 年 -群 專 ■ 圑 體 和 非 細 單 位 繊 顔 服 務 社 區 酸 ’這

一  麵 麟 然 由 締 齡 # 所支持，腿 它 們 最 ® 額獻與特性確 

是 獨 立 的 ，所 以 此 團 體 自 稱 爲 獨 立 部 門 SeCt〇r)
(Annual Report，1989 ; 陳金貴 ’ 1994:28 ) °

註 3 :楊崇森將關法人分成7大類別，但是產生許多的問題’請參閱楊 

崇森(1980)「財團法人制度之探討」的硏究報吿。

註 4 :陳惠馨(1995: 2〇 9)論述德國政賴麵團法人（基金會）的監督 

機 制 ，所揭橥的兩大基本原則••保障財團法人的自主性•’以及保

障實現捐肋者的意願。

註 5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於 1998年6月4 日^出新任董 

事 ，除蔣洪彝留任董事長外，全爲新人：曾 宗 廷 、浦 義 、黃河 

明 、林 華 德 、獅 寰 、雛 倫 、胡 定 吾 、賴 細 、徐 小 波 、= 河 

東 ；監察人劉水深（大業大學校長）。華航基金會董事長徐立德 

表 示 ，新人全是兼具學理與實務的企管、法律知名人士。、， 

另 外 ，基金會亦同時通過華航新聘總經理的三 項 麵 ：(一)必須具 

麵 際 水 軸 賴 雜 人 ’麵 不 拘 ；⑵ 酿 總 經 麟 雜 公 司  

業 務 執 行 齡 責 人 (CEO) ，依 齡 離 定 ’具有執行的實權、負 

成 敗 責 任 ；(H)待遇可以比照月薪介於一萬至二 萬 美 元 之 間 麵 際

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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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在國.内，:行政法通甩的不穗定性是.方..家皆知的事+。■它碑實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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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上 ，獲得，了: t 碩.的.成果 質 言 之 ，已將貫.穿母政法金坪胡城的普遍绛  

理 ，:逐漸成熟地發展爲随時可以補充法律或命:令等成文法所不逮的派生 

條理之海舞地位

這些行政法学上<一般法:理，又稱行政法上之一般原則r因爲.行政 

法尚難棠總統一.性锋典.，:且备解斜法律:間的择1 ® # 性質.，.亦各異其立法 

H的及付政目的:，.行碜機哨族裁.量埠程作成行政爲分之際，如何準確援 

引妥當通用，輒非懷有紮實的行政法學素養，殊難■竟其全功。同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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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的法律效果、救濟方式等.，学説饵點，.年反之■辯々 ，仍.竽兮歧；各家 

柱釋.，.或不同時期之行农法哆判決，.由.入頗大》蝉踔却此，坪平來，各 

國有M 秒論説，.名士著珲及必傳之作盈帙丨;i在固，疔行政機關，绛界或人 

民於命法臂域的具體案例之通用上，卻也甚爲烊常席專:，名举多重耷行 

政法的制定法上亦欣見明文植入'，垂爲範例；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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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趙 義 德 . . . :

〔壹〕前言 ''

〔贰〕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概念

〔叁〕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法理根據

- 、法 治 i 原 則  ’ ： ： .

二 、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三 、 比 例 原 則

四 、 禁 止 恣 意 原 則

五 、 合 麵 則

C肆〕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法位階 

- 、憲 法 原 則

二 、行 政 法 上 一 般 法 律 原 則

C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型態及其適用之領域

一 、不 當 聯 結 禁 止 原 則 之 型 態  

㈠目的與手段之合理鞠結



㈡對待給付間實質上關聯 

⑷不相關因素考慮之I# 止：

㈣公益範囿内之聯結 

二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適@領域 

(一 )行政處分附款领域 

M 公法契約領域 

㈢行政上強制執行領域 

(四)行政罚领城 

㈤其他行政作用領域 

(六)立法行爲領域
： ： ' ； ' - ' ： ■ 

〔陸〕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在我國運用之情平

一 、 實定法制運用上 '

二 、 實務運作上

〔柒〕結論

析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4 壹:〕:前言
• . » *.1- • ； '■> ... •

在現代民丰法治國家，六部分的行政行爲係由法律，'命令及自治法

規予以規範。. 働 ，，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竭求，定的行政目的時，麵

遵守法律.、命令及自治法規之規定-然酿一些行政法上的原卿則並

非由實定法加以規定而是由其他行取法上的基本原則或自憲法推論而

來 .，.不當聯結禁止原貝!J:'(Kopplungsverbot) ■ 即 是 (注 一 )..<?,此種原

理原則行政機關亦須加以遵守.，否則即可能構成違法。.通常行政機關爲

行政行爲對人民發生效力時.，往往課人民一定之義務或負擔，抑或造成

人民其他之不利益，此固爲追求一定之行政目的使然，但對人民造成不

利益所採取之手段'必須與行政機關所追求之目的間有合理之聯結關係

存 在 ，以維護人民之基本撵利，並使人民能心悅誠服地接受行政行爲之

拘束•_，+_'此種目的與手段間有合理的聯結關係，即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具

體之表現。此外，行政機關在特定的情況下對人民負擔一定之給付義務，

而可要求人民爲相對之給付，在此種情況下.，'行政機關要求之對待給付，

輕與其所;♦ 芩錄參 喊 寧 雩 掷 執 ;此 希 .參 棹 鼙 此 卿

之實質內涵,。可見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Y必須常常考土是否符^•不^聯

注一：.參関林錫堯+’論行政法之：-般法律原則、让 ），載於財稅人員進修月刑，六真 
期 ，頁一四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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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禁止原則，蓋此原則亦爲行政行爲合法化及合理化之基本要求。故本 

文擬從此原則之法理根據、法律性質、型態及適用領域與在我國運用之 

情形稍加析論，俾對此原則有進一步之瞭解。

〔貳〕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概念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亦有稱實質關聯性之要求（ d a s  G e b o t d e r  

B e z i i g l i c h k e i t) (注二）、相關性之要求(注三）、或不正對待給付之禁止 

(注四）。不過以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稱之較能表現其內涵。所謂「聯結j ， 

通常乃指行政機關要求人民受一定之不利益，並以之結合於行政機關之 

一定作爲或義務者而言。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所禁止者，、不是上述所有之 

聯結，而是沒有事理上關聯'(s k c h l i c h e t Z u 纽m n i e n h a n g ).的聯結■(注 

五)'。亦即行政行爲與人民之給付間無實質內在關聯者，則不得互相聯結 

卿不得瓦相有依存關係）（注六)，例如:，自治團體不得將其供給自來水 

給予人民之事.，與要求人民出售一定之不動產給自治圑體之事互相聯 

結。又如對建築計畫之許可•，倘建築人不能提供充分之停車場所，.固得 

要求其給付金錢，俾供建築公用停車場所而爲聯結，但不得要求建築人 

給付金錢改善市公園或學校敎室.。此原則最主要之目的在防止行政機關 

以職務上本應執行之事項.，'彳乍爲討價還價之對象，亦即禁止行政機關利 

用其優勢之地位A將應執行之雜作商業化之運甩> 據此丨，;不當聯結禁

注二.：同注一 .。.~ ~ ： • : -■
注三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獅，民國八十一年九月版,，.释 四 。：
法尽.：吳庚，.論行政契构务問厚,，,載.於臺大法學論興，七卷？二期，頁-三 -。

： Vgl. 'Hans J, WollffXOtto Baiehofj Venvaltungsrecht I , 9. Auflage, 
1974, .§ 30 II，:S，,180.轉引自葉俊榮H 行政载置與司法審査，國立臺塘大學 
法律硏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二〇二。

注六：'參閲林錫堯，論行政法之”般法律原則（下)'.，載於財我人員進修月刊，六六 
期，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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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原則之槪念，其最主要之涵義在於要求行政機關追求一定待政目的之 

同時、須認眞考慮對相對人之侵害’是否合理妥當:，以保障人民憲法上 

之基本權利。

... .、-■ .... ，；

〔畚〕’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法理根掾.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旣爲行政機關應遵守之重要原則;，如其於法律有 

明文規定時，自可援用而無問題，然若無相關法_0月享規定，尤其涉及 

行政機關爲裁量處分享有相當自由決定空間時，+#政龜關:能否^捏得 

當 ，.作出妥當之裁量,r:則令人憂心v 此時，.當可尋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之法理根據，鞏固其基礎'讓行政機關明白此—原則其來有自在運作 

時多所考量

'按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乃直接從比例原則?‘間接從法治國原评j導出:.(注 

七)’，又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亦禁止捉政機關率斷而爲行政行爲;，:故亦出自 

於禁止恣意原既,(d扭 '；Wil.lkiiwerb_ot) _...(注八)f ?此外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經常反應在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土 :;，測依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有 

法律依據>  因此 .，依法彳f政原則中之法律保留原則..（Vorb曲alt;...d6s 

Gesetzes) i亦爲其法律淵源在茱美法上，更以合理原則來說明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注九).，故此亦爲其重要之法理根據，諸多根據中法治國原 

則爲土位槪念，其他原則應屆其具體內涵，惟特別重視而列出之尤以下 

試從其位階高低順序分別說明之：

一 、法治國原則. ”

注七：葉俊榮:+:V前掲碩士論文頁二〇二〇 
注八丨同注六丨〇:; :
注九：葉俊榮，前揭傾士論文，頁二c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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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4詞出自德文’.仅6£；1^被如*；)::.，法治國顧名思義..，.國家必須 

依法而治.，眉家一切組織與行政都必須以客觀而公開的法規範爲其統治 

權行使的基礎；一個法治國應該具備下面幾個重要之原則：（1)立憲政體 

原則，⑵權力分立原則，(3瓶法行政原則，(4堪本權利的尊重原則。由 

這四大原則遺每衍生出許多其他的分支原則”不當聯結禁it原則即是， 

因它符合依法行政之原理及基本權利之尊重。可見法治國亦爲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之理論基礎所在:(注一〇)。':'
. . • i > i •

二、迗律保留原勤 .

.纖國學者 :〇tto..M a y e r之見解認爲依法行政原則之概念包含三 

要素，，即⑴法律的法規範創造力，原則，畑法律優位原則，⑶法律保留 

原則（注一一）。可知法律保留原則乃依法行政原則重要之內容^意謂行政 

機關爲特定行政行爲須有法律之授權基礎、.喔 是* ，行政機關不能夠 

有爲此等行爲之'自由、必須法律授與其行爲之合法性後方可爲之.'，此乃 

積極要求特定行政行爲須有法律授權爲基礎，纖律成爲行雌控制之 

手段'而對於依法行政原則法律保留無異成爲其核心要素。且特別從 

法律授權觀察•，不當聯結禁：原則強調行政待爲與人民所負給付或不利 

益間、須有實質的內在關聯.，否則不得互相聯結〜人民是否有履行給付 

或忍受尔利益之義務，即渉及法律保留原貤i(注4 二），行政機關無法律授 

權而揸課太民義務或不利益，常造成不當之聯結，因此，法律保留原則

注_ 0  :關於法治國家內容，參見陳新民著，行政法學總論，民P 八十年—月版， 
頁一四以下，及陳新民譯，法治國家論，載於憲政思綠荣七兰期頁一〇 

三以下。
注 :參閲城仲模，論依法行政之原理.，收錄於氏著，行政法之基礎理論，民國 

七十七年八月版，三民書局，頁五二;及陳新民分前揭書、頁五二•,。 ：

注一二：黄明絹，公法契約之硏究，國立査灣大學法律硏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 
四年六月，頁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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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亦可延伸出不當聯結禁it原則，作爲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而與人民產 

生關聯2；合法化基礎;。V . 卜.

彐 、比 例 原 則 ( 以 ’
■ .：■-•： ■ '■ .  !■ : . . . . . .

所謂比例原則有廣狹兩義之分V狹義之比例原則指禁止爲達成預息 

之結果而採取不成比例之措施，換言之，比例原貝哮求動臀、雕及拜 . 

度之間均成一合理之關係，此 合 理 的 關 係 即 與 不 威貞 

相通而廣義之比例原則包括三個不同層次.，即； : 丨 .

㈠妥當性原則，(Qeeign的heit)，.

'_行政機關所採取之限制#段須適當及有助於所追求目的之達成， 

如果經由一措施或手段之幫助.，使得或幫助所欲_ ；求之成果或目的達 

成:，.那麽此一措施或幸段相爵於該目的或成果即是妥當的气此種目的與 

手段間之妥當關係亦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所追目標'

㈡必要性原則:'作咖；坤 「丨神k辨 .

-個符合妥當性之串段尙必須合乎必要性乂可稱爲最少侵害原則;： 

行政機關針對同矿目的$ 而面臨多揮適合之手段可供採擇時，摩選擇對 

人民損害最少之手段，此種必要性原則在 求 麵 減少人民之損此與 

不當聯結禁iit原則之須考處灰民侵害制、之 內 涵 不 謀 而 負 “•'工 

㈢比例性原則. .(Propotionalitat)

一個妥當且必要之措施最後還必須合乎比例性，所M i礙 麻 則  

乃指行政機關追求$ 定之目的所採取之手段的強庳.，.不得與所継成之 

目的不成比例；:，+'亦即必因該限制串段所造成之侵害丨，:•不得通越所欲追求

注 一 三 :關 於 涵 及 論 ^ ^ 泰 礙 _ 才 知 龄 麵 法 ^ 本  

.一:媢利昀脬刺.:?載於麻來法律評識.，;妄方期,:，/頁;一五；/\以沉..:;._俊榮.:_，:論比 
例原則與行政裁量，載於憲政時代，—— 卷三期，頁八o 'jjl下；及*錦源'， 
公法上比例原則之研究，财轉學法律硏究所碩士論;S：，垮國七十七

年七月。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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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

之成果。此比例性原則亦有稱爲相關性之要求者、.即如同行政機關爲行 

政行爲負有義務時，其要求相對人之對待給付必須實質上相對稱 此種 

對待給付間具有實質上關聯，爲不當聯結禁止犀M 之基序;要率.。：

.由上可知，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實由比例原貝|诞 伸 而 原 則 自  

屬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重要法理依據。

四'禁止恣意原.則
. . .  . ..

禁止恣意原則係公法上重要原則之一，對行政而言，基於禁止恣意 

原則，行政機關僅得基於實質觀點而爲決定與行爲.，且行政機關之任何 

措施’，•與該措施所處理之事實狀態間，泌須保持適度之關係。壤止恣意 

原則糊禁麵意的恣意行爲.，而且禁止贿客觀上違反憲法土基本精 

神及事物本質之行爲，'據此.，所謂恣意，與■「欠缺合理的、充分的實質 

上理由J 同義公例如:，行政機關爲裁.量決定時有意或疏忽而未斟酌重 

要觀點者或於行政程序中，對不知法律而將遭受重犬不利益之入民， 

依法律有防止或減决不利益之可能，而未予以指示者，均屣恣意的行爲。 

行政機關之恣意行爲常造成對人民所爲之不利益負擔或給付與行政行爲 

間欠缺合理的聯結關係違反不當聯結禁也原則，可見禁止恣意之要求 

實與禁止不當聯結之要求有密切關係•，;而成爲其重要之法理根據.

:英美法中雖在學說出尙未形成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概念，但法院之 

判決中仍深富此種思想I尤其是在有關都市;feii地計畫問題上爲然，地 

方計畫櫸開您法得附加等所認;轉適掌_衝:,，..而馬驊缚庚零务許可，法 

院認此等條件應公平合理地與所核准之事項相關聯，否則無效(注-四）。
. . .  . * I-'；'/.： ' ..r ..V

注一四：轉引自葉俊榮，前揭碩士論文，頁二〇五、二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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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有關政府必須公平合理地行使裁量權附加條件之規定，其最高的法 

源爲美國憲法第五修疋案規定二「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 

的生命> 自由或財產J ，而美國何姆斯大法宫曾說過：「沒有”個文明的 

政府，會使人民所受的犧牲，超過其予人民之協助,。J.政府爲達某種行 

政目的，必須採用公平合理之手段.:(注一五)”英美法雖以合理原則處理不 

當聯結之問題|但其內涵實與大陸法..，尤其是德國法上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並無二致，因而合理原則便可成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重要法理根 

據0

〔肆〕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法位階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法位階如何値得探討，蓋藉此得以明瞭其重要 

性及其適用之^圍。本文擬分別探討.，其是否具有憲法原則之位階，是 

否爲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注-六)。惟學說對此探討不多，尙難窺其全 

.貌。

― 、憲法原則;
'■ . . . . ,

憲法原則是指受憲法.承認，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內容包括r: 

⑴憲法明文規定之法律原則)，.如我憲法第七條規定之平等原則“2)基於

注一五.：參閱法治斌譯，比例原則，.原文刊載於美國比較法學評論，:.戦於憲政時代:，

四卷三期頁二七. : . ： ；- ；• - ：•- _ ；, ： •：.,：
注一六：關於'.frrr般法律原則J 之用語各不盡相同有稱爲』行政法理j 者，如 

編，城仲模審定最新行政法規判例解釋決議全集.:（七士四年）_  
書三民書局總經銷有稱爲V「條理」■•者」，.林紀東著 > 行政法卜書,，民國 
七十七年三月版?;:昆《五.我國行政法院判決•多以:「一臟理丄稱之，如 
行政法院民五十二年判字第S 四五號判決判字第三五二號判決、及七十 
年判字第九七五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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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規定所引申出的法律原則嘯法行政原則(注-七)、及罪刑法定原 

則 (注一八');(3)憲法本身未明文規定，但爲整部憲法之基本原理者，如五' 

權分治、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注一九)？。由此可知憲法原則有二大特性：

(1)是法律原則，(2)具有憲法位階之效力。 '
至於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是否麗憲法原則，有關文獻討論不多，而從 

憲法條文中亦難看出究竟，惟本文仍肯定之，認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係 

具有憲法位階之—般法律原則，-由如下：

1. 就作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理根據之比例原則、法治國原則及依 

法行政原則，通說皆已肯定其爲憲法原則，由此導出的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亦爾憲法原則無疑。 •

2. 就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看，即使具有「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理由，■尙不得驟然以 

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而必須加上具有必要牲，不旬作不必要的限 

制，此種不必要限制禁止之原則，實亦含有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涵, 

由此當可推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爲憲法原則。

3. 如後所述，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對立法行爲亦有規範作用，其具有 

基本規範的性質，立法行爲不可抵觸之，使不當聯結禁i t 原則真有憲法 

.層次之效力。

■ 4.學說亦認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係:自憲法推論而來'，故通常具有憲

法層次的效力（注二〇) 〇

注一七：.我國憲法雖未明定依法f i1 政原則•但基於憲法第六十二條及第一七二條，
可推論出法律優先原則，另外第二十三條已承認法律保留原則6請參考張 
瓊文，從法治國家思想之演變論依法行政原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國六十九年六月、頁 二 三 _
注一八.罪刑法定主義原則只規定於刑择第e 條..，窓法並無明文但我國憲法第八 

條所稱之「法 定 應寓含i i刑法定主義原則在內。
注一九：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謙釋字第三號及第= 七五號解釋。
注二〇:同注一及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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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 . '

何謂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尙無一致槪念大致晉之_•，係指能適用 

於所有行政法領域上之一般法律原則.。谭些烤律辱則發.辱拘_史長短不 

- ，其通常附屬於學說和法院之判總漸_%“’，涵 目 遍 補 充 法  

規之欠缺或調和適用實定法規時所產生的僵化現象V 故其具有三個特點 

(注二一).:.(1)一般性：指得適用於所有的行政領域；⑵抽象性指內容 

抽象，適用時須進歩具體化,;;?(3)偷理性指•內容包含.偷理的價値色 

彩 ，但不能與憲法上之價値判斷相牴觸。:： j  :‘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是否爲行政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本文對此持肯 

定見解，理由如卞/:，：. ，

1.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如後所述）得適用於所有的行政領域，具備— 

般性的特點:。.

2: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容係抽象性的規定，. .其所使用之合理翻 

聯、事理上關聯或相當性的槪念*.於適用時尙須進= 步具體化.，'故其具 

有抽象性的特點。4... V . . . . . . . . . . . . . .

: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不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時始衝g 用 ，.在欠缺寘定 

法明文時亦可作爲補充或調和適用之標準d  »  ：

4.作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理根據之比例原則;，依法行政原則q 通 

說均已肯定其爲行政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那麽由此推論而來的不當聯 

麟止原則當亦屬徹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p  i ::;、，，，

P 綜上說明*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不僅是憲法原則，爲立法行爲應遵循 

之振據，更是打取法上之-般法律原則，可適用於所有行政領域，其重 

要 性 可 得 而 知 丸 ... .....

注二一.+:轉引音林合民*公法上信賴保護原則，國立台濟大學法律硏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五五及頁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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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m .態及其遮用之

嶺域.

-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型態

行政機關與人民間權利義務關係在何種情況下始有正當之聯結， 

何種情況下爲不當之聯結:，其判斷之標準可從許多方面去探討,，本文以 

爲以不四種型態可作爲較重要之判斷依據•，:.分別說明如下 

㈠目的與手段之合理聯結(注 二 二 '

行政機關追求一定之行政目的，其所可採行之手段可能有數個，此 

時應擇與目的之達成有合理聯結之手段。所謂合理聯結，不外爲比例原 

則中之妥當性、必要性及比例性之貫徹，:如此才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爲 

何必須強調目的與手段間之合理聯結關係？乃因高尙的目的，永遠無法 

將卑鄙的手段正當化，而在冠冕堂皇的目的下，應運用合理的手段，不 

可 「不擇手段卜否則無論所追求之目的有多麼重要、急迫，整個行爲在 

法律秩序下只能得到非難的判斷。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裡，「手段價値 

的尊重」.，往往比'「目的價値的尊重」'來得重要(注二三).。纖機關於爲 

行政行爲之際，若能明乎此愼擇手段.，使目的與手段間準得合理的聯結， 

方符合不當聯結禁止願u之 眞 諦 。 : . 二：

㈡對待給付間實質土關聯卜•

關於此種型態，表現在公法契約中（6fferitlich-‘r_echtlicher; •V e'r-

trag):行政機關與人民間互負對待給付關係i t。.所謂公法契約，或稱行

_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 . . . . .

注二二：參閱葉俊榮，前揭硬士論文，頁一七二，及前揭i i文 （注了三.).，+頁八八 

注二三：參閲徐佳士，手段比目的重要'，載於聯合報，「建立社會價値標準j 系列專 
.:題V5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十二曰•第3 版？1:李華煦人生淺譚J.，專欏.，.愼擇 
手段（上）、（中）、（下），诹於司法週刊..，;一五四— 五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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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契約:，是指雙方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一致.，所締結之發生行政法上■效果 

的契約其最常由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而成'行政機關與人 民 生  

上效果的行爲，固以行政處分爲最常見，然亦非以此爲限若能邀得相 

對火之同意，亦不致損及行政法上公權力之性質.。行政機關與人民間如 

因締結公法契約而各負到待給付之義務時，應使對待給付間泣於某種均 

衡關係，以免人民在行政機關優勢壓力下，約定承擔不相當之給付義務， 

蒙受顯失公平之不利益:，因而人民之給付應與行政機關之對待給付間具 

有實質上關聯存在.乂此亦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具體表現.，.具有杜絕行 

政機關f 出售公權力j;及保護人民權益之雙重功能(注二■四)'.。例如行政機 

關承諾核發興建超級市場之許可並免除人民建造停車場義務，而人民則 

承諸給付一定金額給行政機關供建造公用停車場之用，雨者可視爲具有 

實質土關聯雜反之!'厂人民承諾給付之金錢如係充作殘障福利基金， 

就不具備實質上本閼聯丨(注i 五 ) f : .

+㈢不相闞因素考處之禁止卜：、V

行政機關作成一f®行政決定，往往須考慮各種因素，以求決定之合 

3 K H當然而行政決定若是根據不相關的因素而作成的，那麼此一決定 

便旱牴觸不當聯結禁止之職'，而爲違法之決定。例如德國聯邦纖法 

院在，九兮六年七月.二•日的r 個案例中指出，.麵 財 政因素乂麵嘯  

退休的公務貴發給津貼的請求是，個違法的決定〇:雖然依德國公務員 

法 ’國 家 機 關 卿 公 務 員 狀 況 網 響 ：-懸 购 離 ■ 戀 休 ^ 申 

請擁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但 編 愈 絲 M 涵 c編 — 家預算

注二四：經濟建設委員會法規硏究報吿1007,行政法之硏究一 fy政程序法草案， 
由國立台潸大學受託硏究，民國八十年十二月版，頁一二三〇 

注二五:關於對待給付間實質i 關聯u另參閱黄異蕃，行政法總論，民國七十•六年 
版，.頁—- 九陳新民前揭書V.頁二六七徐瑞晃.公法契約之硏究.，国 
立中興大學法律硏究所碩击論文v民國七十三年五月;，.頁六六'及黃明絹 

前揭傾i t論文‘，.’.頁二四。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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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增加額外的負擔爲理由.，而本案中所謂財政因素範圍太廣.、，故拒絕發給 

該公務員退休金之決定是錯誤的，因其乃根據不相關的因素而作成。

(四)公益範圍內之聯結•

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通常追求一定之公益，不過公益爲一不確定 

之槪念，，考慮公益之具體內容，須顧及各個社會的歷史背景及其價値觀， 

諸如經濟需求、:經濟條件 '文化狀況、社會道德等。而在民主法治的國 

家中，國家利益即是公餘，唯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國家利益」則不存在 

(注二六)》因此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追求公益時非當然即得損害人民之 

利益；:因爲人民之利益亦爲公益保護之客體'.，故而行政決定可能侵害人 

民利益者，須仔細考量是否符合公益性，不可作與公益性無實質上關聯 

之決定，尤其不可誤用公益槪念作爲侵犯人民權益之手段6例如德國普 

魯士髙等行政法院〜九—四年曾有一判決:餐察機關欲對其認爲擾亂公 

共秩序、違反善良風俗之廣吿牌實行審核制度，.但依當時有效之出版法.？ 

不許這種審核制度存在，於是警察機關以維護公共交通之利益爲理由採 

取審核措施（注二七):。此種措施係因誤認維護公共交通之利益與廣吿牌 

審卿度有實質關聯娜 .，應屈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且違背公益之 

目的性:，故應被法院撤銷、。由此可見行政機關之行政目的與其對人民之 

損害之間是否有合理聯結，必須考慮是否風於公益性範圍內之聯結'，且 

不可誤用公益之槪念，才能眞正彰顯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涵

二 '不 # 舞 ^ ii：- 則 雜 爾 齡 :

不當聯結禁止之原則最主要在附款的行政處分及公法契約兩大領

注 二 六 ：:轉 引 自 李 建 良 .V從 公 法 學 之 觀 點 論 公 益 之 槪 念 與 原 則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法 律  

. . . 硏 究 所 硬 士 論 文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頁 . 5 四 ； 及 頁 三 吗 三 。.：

注 二 七 ：案例事寅弓丨，自 翁 岳 生 :，論 不 確 定 法 娜 念 與 行 政 裁 置 之 關 译 ，收 錄 於 氏 著 ， 

行 政 法 與 現 代 法 治 國 家 中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版 ，頁 5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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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發生作用，此爲最常見也較受重視的.，至於在立法行爲領域> 行政 

上強制執行領域> 行政罰領域或其他行政領域是否可發揮其作用，則較 

少論及，'以下分別說明之'+，以明不當聯結禁止原則適用之範圍：

㈠行政處分附款領域

行政處分之附款，是附隨在行政處分的主規範以外之規範條款.，藉 

以補充、形成或限制主規範的內容。是以行政處分之附款是主要處分內 

容之附款，自亦是構成孳個行政處分內容之一部分，並由同一行政機關 

所頒發。其基本原則應遵守法令之規定 並以受授權爲避、要(注二 八 ）。而 

行政處分應杏附加附款由行政機關裁量定之，附款之種類通常分爲五 

種 ，即 ：期限、條件、負擔、負擔之保留及廢止之保留。

行政機關決定是否附力n附款時，其最重要之考量原則i，:即附款必須 

與行政處分之作成有目的上的關聯及內容上的關聯（注二九）。行政機關 

爲行政處分固得附加附款，但不能以附款爲_段，追求額外之利益，是 

以附款之附加應與主行政處分有事理上的關聯.，.此即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之適用。德國—九七六年行政手續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附款不 

得與行政處分之目的相牴觸」:即基此本旨。因此丨，當人民申請核發建築 

許可時，苟因該許可之頒發將對大衆或行政機關造成一些花費，而此一 

花費責成申請;人繳納—定金額之負擔即可消弭，則行政機關爲建築許可 

頒發之同時課以申請人徽納二定金額之負擔，並不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 ；反之，若人民申請於住宅巷道裝設路燈，而主管機關貴成申請人繳 

納該地區之消防塞金，則有棒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圆消防基金與裝設路 

燈南事無事理上的關聯 < 注三〇)。又據報載，某國中學生家長投訴學校要

注 二 八 ：獅 民 前 掲 書 頁 二 囪 九

注 二 九 ：‘關 於 以 目 的 關 聯 性 來 限 制 附 款 之 內 容 ;1請 參 閱 黃 異 前 揭 # ，'頁一〇 三 及  

頁 一 〇 四 ；黄 錦 棠 ，論 行 政 處 分 之 附 款 ，國 立 台 辑 大 學 法 律 硏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民 國 七 1十 四 年 六 月 ，頁 一 一 六 及 頁 七 。 ： A 
注 三 〇 : 轉 引 自 葉 俊 榮 ，前 揭 碩 士 論 文 ，頁 = 〇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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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修課桌椅，不滿意還要賠償，否則扣留畢業證書，家長認爲課桌 

椅並非專人專用、且學校也有修繕費甩.，.如此做法甚不合理:；學校則認 

爲學生破壞公物賠償後才能離校，這是很合理的做法，也警吿學生公物 

定不能破壞的（注三一）。然學校此種「不賠償破壞公物之費用，即扣留畢 

業證書J 之做法！實有違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蓋其以賠償破壞公物之費 

用作爲發給畢業證書之條件.，此種條件之附加，與發給畢業證書間並無 

實質關聯存在。

以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來規範行政處分之附款，將使附款之內容更趨 

合理妥當，提昇行政品質，.可見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乃行政機關作成附 

附款行政處分時應遵守的重要原則之一。

㈡公法契約領域

行政機關固得選擇訂立公法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然卻不能一味地 

藉人民的承諾而擴張其職權，■或以人民之承諾正當化其違法行爲（注三 

二），使原本非法的措施藉公法契約以達成目的。同時行政機關與人民訂 

立公法契約時，即便是雙務契約.，仍不得任意要求人民提供一定之對待 

給付，俾防止行政機關假借雙務契約之便「出售公權力」，或憑其優勢使 

人民受不利益等弊端。因此行政契約之締結不得任由行政機關決定契約 

內容.，人民的對待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間必須具有相當之關係.，避免 

人民被課予不必要及不相關之義務，並且A 民之給付應於公法契約中明 

定其使用目的，此即爲不當聯結禁此原則在公法契約適用之具體表現（注 

三三）。:例如，依法對某土地原不得徵收;，或者雖得徵收但須爲矩額之補 

償 ，行政機關乃以公法契約之方式，一方面允許所有人在該地上爲某種

注三一：參閲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聯合報，.第十四版。..
注三二：吳庚.，行政契約基本問題，..腿於.台大法學論叢，七卷二期，‘頁一二七>  

一二八
注三三：陳新民，前揭書，頁二六七.；經濟建設委員會經社法規前揭硏究報吿，頁 

二五。另請參閲葉俊榮，前揭碩士論文，頁n 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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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營業，一方面要求其捐贈土地，此種情形.*行政機關爲營業許可之 

義務與人民捐贈土地之對待給付義務間，根本無事理土的聯結，因而違 

反了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對此德國行政手續法第五十六條第r *項規定： 

「如 （雙務）契約中約定，.爲一定之目的而爲對待給付，且有助於官署 

遂行其公務時，得締結第五十四條第二句公法契約，而使契約相對人對 

官署負對待給付之義務，對待給付依全部情況應相當，且應與官署之契 

約上義務有實質關係細（注三四），所謂對待給付義務間有實質關係存 

在 ’即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體現。以此規定，驗證我國地方自治團體所 

發生之實例：台北縣政府財力有限無以徵購公共設施保留地，於是採取 

變通措施，報請省政府，希望將部分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縮小，同意地主 

無償捐出半數土地，而另一半土地變更爲住宅區或商業區。細察此一構 

想乃藉公法契約的行爲型態，以遂行其目標。‘惟台北縣政府在契約中所 

負之義務爲將公共設施保留之一半變更爲住宅區或商業區，而地主之對 

待給付義務爲捐出土地之一半，兩者間並無事理上的關聯，依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應屬違法.(注三五)。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在公法契約之適用上應受特別重視，否則行政機 

關將假借「承諾阻卻違法」之名義，嚴重侵害人民之權益，因此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成爲檢視公法葜約違法與否之重要指標。

㈢行政上強制執行領域、

行政上強制執行亦稱爲行政執行，乃人民不履行行政法上之義務 

時 ，.行政主體以強制手段使其履行或與已履行同一狀態之種處分々詳 

言之，行政機關爲實現行政目的.，/:基於權力作用，依法令或本於法令爲 

行政處分，以課人民以某!!#定公法上之義務，於義務人任意不履行其義

注三四：譯文請參閱翁岳生•.，前揭書，頁二八一、二八二。
注三五：轉引自葉俊榮，前揭碩士論文，頁二〇四。原案例載於聯合報，民國七十 

四年四月七曰，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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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以其獨自之強制方法,，就將來可能之不利益，予義務人以心理上 

之恫嚇，或予義務人以物理上之壓制，以逼使義務人履行或遵守其義務 

或使其實現與已履行義務同一狀態之行政作用（注三六）。

行政機關採取強制執行措施，將對人民的自由權利直接發生影響， 

故非有法令依據不得行之，最主要之法令依據則是行政執行法根據行 

政執行法之規定，行政上強制執行之手段_，.■主要可分間接與直接強制處 

分二種，此外尙可增列「即時強制」與 「強制徵收」，(給付義務之強制） 

二種措施（注三七）。而依行政執行法第二條規定:，間接強制處分又分代執 

行與罰鍰二種依同法第六條規定.，.直接強制處分又分對人之管束，對 

於物之扣留•、使用、處分或限制其使用及對於家宅或其他處所之侵入三 

種 。無論行政機關採取何種強制執行措施.，其手段較其他行政行爲更爲 

激烈，.對人民權益之侵犯更爲嚴厲，因而在此領域.，尤須注意手段與目 

的間是否合乎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倘無必要'，•應儘量避免採取強制執行 

措施，例如無行政執行法第七條所列各款情形，不可對人採取管束處分， 

否則即係對人身自由之重大侵害，行政機關對此種法定要件是否具備之 

考慮，其最重要之衡量原則，當爾不當聯結之禁止，如此才可使行政上 

強制執行措施更加合理妥適。

㈣行政罰領域

行政機關爲貫徹法令之執行，及實現行政上的目的v得以行政主體 

之地位，對大民行使制裁權。人民在行政法法律關係上，負有守法及服 

從命令之義務，若違反義務即應受制裁由此可知 ’國家在行政法法 

律關係下擁有制裁權，不僅可對違反義務之人民採取強制措施，.並得就

注三六轉引自城仲模論，行政強制執行序說，收錄於崗注一二書申，頁一入八〜 
一八九。關於行政上強制執行之槪念，另請參閲張家洋著，行政法，民國 
七十五年九月版，頁六三一~六£二；馬君碩著.，中國行政法總論.，民國 
七十三年二月版，頁三五九〜三六〇。

注三七：參閲張家洋，前揭書，頁六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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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違法行爲予以各種處罰。此等在行政法上所規定之各種處罰，總稱爲 

行政罰(注三八):。而行政罰之衝1 繁多，散見在各種行政法規，不勝枚舉。 

惟行政上，切處罰'，無論其名稱如何，皆爲影響人民權利義務之行爲， 

應有法律作爲處罰之依據.，而S 行政機關所採取的處罰手段，必須與違 

反義務之行爲間有合理關聯存在，:亦即其不得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十 

否則其處罰即構成違法。例如，•依據電業法第七十二條及自來水法第七 

十條之規定，用月欠繳電費、'冰費 ，.經限期催繳後仍不交付者:，行政機 

關只能採取停止供電及供水措施，.不得採取其他不合理的手段，迫使用 

戶緻納費用，如將用戶家人拘留、收押，.或拆除房屋等.v 此種手段與違 

反義務之行爲間即欠缺合理聯絡關係存在，非妥當之措施.，.影響人民權 

益至深且鉅,。:因此.，,布當聯結禁止原則在處罰之行政領域，成爲檢視處 

罰手段合法與否之最箪要的適用原則。

㈤其他符政作用領域一:

.:以上所述附附款行政處分領域及公法契約領域中:，行政機關所爲行 

政行爲，大都以對人民給付爲前提.，;即以給付行政領域爲主要探討對象.， 

只是在給予人民flj益之同時义亦要求太民爲一定之給付或受—定之不利 

益 ，.進而要求人民之給付義務或所受不利益與行政機關之給付義務間V 

必須具備合理相當之關係:，湎有事理土的關聯:，通而須特別重視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之適用七以維護太民之權益。又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弥有稱 

爲不正對待給付禁止之原則;(依其字面涵義，)似只適用於行政機關與人 

民間互負義務之行政領域上，此觀德國行政手續法只於行政處分之附款 

及公法契約領域中，明文揭示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可明。但在行政上強制 

執行辑域衣每政罰領疼Ji，因其對戎民權益產生更辑大之影響，'經常造 

成直接且立即之侵犯，故而本文亦特標明應適用不當聯結禁止原則。除

注三八：參閲張家浄前揭書.,，頁六四三。



2 3 8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此之外，其他行政領域似無適用之餘地、然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具有保障 

權益之功能V尤其是在干預行政領域:，:經常單純課人民以一定之義務或 

不利益 對人民權益之影響亦深且鉅7須適用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爾者， 

上述所謂目的與手段M 合理聯結及不相關因素考慮禁止之原則•,無論在 

何種行政作用領域...!行政機關追求一定行政目的時，均須考慮其所採取 

之手段是否妥當及作爲行政行爲之基礎因素是否相關”此爲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之涵義所在最後依通說不當聯結禁止之原則於今已獨立成爲 

行政法之^般法律原則：V.自當於各種行政領域皆有其適用，惟其於前四 

種領域適用機會較多而已。：

㈥立法行爲領域.......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爲行政行爲時，都必須有法規範爲依據，:此即依 

法行政之原則，雖依法行政原則於今觀之V 不必再以法規爲絕對前提.， 

故 「無法律則無行政」之原則已不復存在（注三九）。但行政機關所爲之行 

政行爲大多數仍須有法令爲根據义而此之法令直接或間接由立法機關所 

訂立因此立法機關之立法行爲，對行政機關之措施具有決定性之影響，. 

倘能訂定妥適之法律以供行政機關遵守，則於入民權益將有更多保障，： 

據此.，' 如果立法機關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作爲_立法原則.，於法律條文 

中預爲規定'，讓行政機關有明確遵循依據丨則行政行爲較不會柩觸此原 

貝！];，因此不當聯結禁止原則雖於行政領域中較受重視卜然於立法行爲領 

域中亦應加以考慮於法律條文中處處》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精神.:， 

便更能發揮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功能 士 几 ，：' s.: : ,十 .： ,

… ：■ …

〔陵〕不當聯結禁止原測在我:國運W之情形

注三九：關於依法行政原則之規代意義，請參閱城仲模前揭書.，頁一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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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聯結禁止原則雖已獨立爲一般法律原則，然其在我國運用之情 

形尙不普遍，.亦未受到相當之重視，於我國實定法制上似未將其作爲立 

法原則而吸收於法律條文中，至於實務運作上因行政法院心態保守及附 

政優越」的情勢，亦未對此原則妥善運用，故本文以下只能從實定法制 

上及實務運作上，略作探討、依稀找出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在我國運用之 

情形。

― 、貢定法制運用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行法律中幾乎尙未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明定於法條以作爲行政機 

關遵循之依據'只有以下相關法律隱約薇藏不_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涵 

㈠集會遊行法

1. 第十四條規定: 主管機關許哥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下列事項 

爲必要限制1，⑴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⑵關於 

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迄事項，⑶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 

項.，⑷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坊安定之事項(5)關於集會遊行之人 

尠 v時間‘，處所乂路線之事項.，(6)闕於妨礙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基此 

規定:，主管機關作成核准室外赛會遊行之行政處分時，若欲附加附款爲 

土述之限制;，:必須考慮附款晦-之肉容，，.是否臟准處分間有合理關聯 

存在，如此功:不會造成不裳之慨制;•此如本當聯結禁Jt原則之精神所在?

2. 第二十六條規定:「集會遊© 不矛許可卜: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 

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澳其他法益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 

爲之-不得逾越所欲寧成苗的之必要限度本條規定要求主管機關對 

集會遊行之不予許節N 限制或命令須考慮相關之因索A 不得基於不相 

關因素而作決定:並且不得超越所欲達成@的之必要限度.，此沔上述所 

謂目的與手段合理聯結及不相關因素考慮禁止之型態，.具有丕當聯結禁
• -* • V. • ' V)'i •••

止原則之內涵.。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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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漁業法

第九條規定：「爲開發或保育水產資源:，或爲公共利益之必要，主 

管機關於漁業經營之核准時，得加以限制或附以條件。J 據此規定，所 

爲核准漁業經營之行政處分，僅得於.「爲開發或保育水產資源，或爲公 

共利益之必要Ih的目的肉，始得附加附款，此以目的來限制附款之內容， 

亦富有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涵。

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程序法草案

有鑑於不當聯結禁止原則運用尙不普遍，該草案乃對此原貝I〗加以明 

文規定， 爲免重覆卻未於該草案第，章第二節將之明定爲行政法之一 

般法律原則>(注四。> 不免遺撼，然草案中將此原則於行政處分之附款及 

公法契約中明白規定，亦値欣慰。說明如下： .

1. 草案第六十户條第三項規定F附款不得抵觸行政處分之目的，

並應與該行政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此條項乃參考德國行 

政手續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而爲規定•。行政機關雖有附款之裁量權，然 

其行使仍須遵守有關裁量行使之一切限制•，尤其附款不得抵觸撤處分 

之目的更必須與行政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此即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之考量。例如I 附款得以排除原本使行政機關爲拒絕處分之事 

由，或得以創設使其爲同意處分之事由彳同時，.行政處分附款規定之事 

項亦必須在衍政機關之權限範圍內）追求權限範圍外公益之附款，EP與 

行政處分間缺乏正當合理之關聯(注© T )。： ：

2. 草案第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雙務);契約中應限定人民所爲之 

給付須用於前項所稱之特定目的:，其內容應與行政機關所負之對待給付 

相當，.並有正當合理之關聯。:J :本條項西參考德國行政手續法第針六 

條第一項而規定，條文中所謂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契約土之酣寺給付

注四。：參-經濟建“委員會經社^規窜f揭访“ 舍，頁 适 6。 :
注四一：參閱該條文之立法說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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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乃比例原則之表現，意指兩者間從整個契約之經濟面觀察，至少 

應立於某種均衡之關係，如此不僅可避免行政機關爲圖利人民而「賤貨 

P 售公權力j.，也可避免人民在行政機關優勢壓力不，約定承擔不相稱之 

給付義務'而蒙受顯失公平之不利益。而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契約上 

對待給付有正當合理關聯”即是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表現" ，爲相當性要 

求之補強規定，具有杜絕行政機關「出售公權力J 與保護人民權益之雙_ 

重功能，(注四+二 

㈣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草案

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提出，嗣後於民國八十三年再作修;E ，該草案 

在行政處分附附款及行政契約領域內運用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其內涵_ 

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程序法草案大同小異'，分別說明如下：

1.草案第九十六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 

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附款係對行政處分主要 

內容所爲之附加內容，具有便民、簡化行政程序以強化行政之功能（注四 

三）。依同草案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 

權時，得爲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爲確保行政處分法 

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爲附款內容者爲限，始得爲之。J 行政機關雖 

有附款之裁量權:，'惟其行使仍須遵守有關裁量權行使之一切限制;，尤其 

附款內容不但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更必須與行政處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行政機關不得假藉其附加附款之權限，任意要求相對 

人爲某種行爲或負擔某種義務，:例如要求相對人爲與行政處分目的不相 

干之金錢給付。至於附款內容與行政處分目的是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 ，應就個案判斷之‘(注四四）v 此即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適用〇 .

注四二：參照經濟建設委員會經社法規前揭硏究報吿，頁三〇三。
. 注四三：參閱法務部印行之，行政程序法草案，'民國八十三年四月版，•頁-〇〇。 
注四四：法務部前揭草案，頁一〇二之立法說明<■



242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2.草案第一百四十條筚一項第三款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 

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 

有正當合理之關聯。J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雙務契約時，爲避免行政機 

關假藉雙務契約而損及公權力，或使居於劣勢地位之人民負擔不合理之 

義務，必須使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具有相當性而不失平衡.，且 

使兩者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也才不致使公權力淪爲商品，以換取人 

民之給付，致影響公權力之威信（注四五卜此亦爲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具 

體表現。

二'實務運作上

由於實務界心態保守，因此運用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處理的案例並不 

多見，茲舉以下三例說明之：

院rb十3£年判字第二〇八號判決：「依照台北市特定營業 

管理規則，經營舞廳.、酒家等均屬特定營業，依該規則第五條第一項及 

第六項規定，經營此類營業毎年均應繳納許可年費，作爲規費收入，而 

許可年費屣於行政行爲附款之一，.於行政機關爲許可之處分時附隨於 

主意思表示而課對方以特別義務之意馬表示，與稅捐之性質不同。.丄.(注 

四六）此訴訟乃由台北市數十家特種營業業者所提，其主張論點，認爲許 

可年費實屣稅捐、違反人民權利義務事項:.，應有法律規定適用法律保留 

原則，然行政法院認爲許可年費與稅捐之性質不同，判決業者敗訴。此 

種見解妥適否？尙有推論餘地.，蓋許可年費乃法定之附款，縱與稅捐之 

性質不同_，■然仍須考暈附款之內容是否與許可營業之目的間有疋當合理 

關聯，許可年費過高，似不合理應屬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肌，業者倘 

由此論點主張，或有勝訴之可能。
_____________ • ; .
注四五：法務部前揭草案’頁--四〇之立法說明■
注四六：轉引自吳庚，前揭書，頁二八五。.

2.行政法院五十七年判字第一九八號判決之案例事實中原許可設立 

磚廠曾附有「如有損害附近農作物而不負賠償責任者•，任由政府處分」：

之切結（注四七），此切結爲磚廠設立許可處分之附款,其內容不確定，而 

且任由政府處分可採取之措施範圍過廣，與許可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間 

欠缺正當合理的關聯，當屬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

. 3 .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二四號解釋，丨解釋文曰.：「稅捐稽徵 

法關於申請復査:，'以繳納一定比例之税款或提供相當擔保爲條件之規 

定 ，使未能输納或提供相當擔保之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 

訴願及訴訟權所爲不必要之限制，且同法又規定丨，.申請復査者，:須於行 

政救濟程序確定後始予強制執行，對於未經行政救濟程序者.，亦有欠公 

平 ，與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之意旨有所不符，均應自本解 

釋公佈之日起，至遲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J (注四八）。根據原稅捐稽 

徵法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復査者須撤納一定比例 

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爲條件，不服復査決定者經提起行政救濟後，始 

得享有停止強制執行之利益。此種規定將稅捐稽徵機關爲復査之義務與 

人民繳納一定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之義務，作不正當之聯結，雖大法官 

會議認爲係與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規定之意旨有所不符，

然母寧認爲此種規定所附條件與稅收之目的相牴觸，悖於不當聯結禁止 

原則。

析 論 不 當 聯 結 禁 止 原 則 243

〔柒〕結論

行政機關爲行政行爲追求一定行政目的時，固應遵守憲法、法令或

注四七：中華民國裁判彙編，行政法（十三），頁四八八。
注四八：稅捐稽徵法關於申請復査之不合理的規定，B 經立法院修正並由總統於民 

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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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寬鬆的要求則是大法官釋字第545號解釋認爲，如果經由「適當機」| 

構」認定及判斷，能得知法律規定涵義時，亦不違法律明確性原則，爱 

規範者主觀上是否可得預見，並非重要。

法律明確性原則應無差別地適用於任何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法律，

惟大法官釋字第636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 

制人民權利 > 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 

其行爲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 

確 ，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依憲法第8條之規定，國家公權力對 

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於一定限度內，既爲憲法保留之範圍，若涉及嚴 

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 

律明確性原則，自應受較爲嚴格之審查。因此認爲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 

第3款規定之欺壓善良、第5款規定之品行惡劣、遊蕩無賴均屬對個人社 

會危險性之描述，其所涵攝之行爲類型過於空泛，非一般人民依其日常I  
生活及語言經驗所能預見.，亦非司法審查所能確認，實務上常須與強.

暴 '脅 迫 、恐嚇等行爲或與同條文其他各款規定合倂適用。此基本構成愚 
要件所涵攝之行爲內容既不明確，雖^ 5 款另規定「有事實足認爲有破： 

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由•、財產之習慣」 ，亦不能使整=| 

體構成要件適用之範圍具體明確，因此上開欺壓善良及品行惡劣、遊蕩 I 
無賴之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此項結果似乎開啓差別審查密、 

度之可能性。 , |

明確性原則並不禁止立法者運用一般條款與不確定法律槪念，尤其f  
是行政事務之多樣性，並無法期待總是可以利用明確清晰之槪念來涵] 

蓋 ’爲使行政機關有能力顧及個案之特殊情況及在快速變化之環境中能_ 

夠公平適當完成其任務，立法者應能妥適運用一般條款與不確定法律槪|  

念 。惟容許使用不確定法律槪念，並未免除立法者仍須以符合規範明確 

性以及司法審查可能性來制定法律。至於明確性之程度與範圍並無法一 

槪而論，一般而言，給付行政中之明確性要求較干預行政之要求爲# 

弱114 ;法規範必要之明確性程度與其所欲規範生活事實之特質有關.，.特着

114 BVerfGE 48, 210.

If:.
.總 論 篇 第 四 章 法治國原則

•131

焉 麵 圍 內 ’得以詳細之槪念加以麵115。此 餐 外 法 驗 對 於 畐事人觀影響程度亦是考量
，確性程度之要求黯挪。 疋丐蕙四系Z  ,影響越大’明

鑑 於 法 雜 系 曰 細 大 複 雜 ，甚至已有氾濫 

_ . . .  大都無法從單一條文甚至單—法律能夠
轉 |必 5 經 歸 錄 麵 定 彼 ■ 贿 充 、

正確的結果，法 律 體 系 之 _性 正 二 』

意羲及適用效果

杂.:

雜V
蠢 = 霪 = _ 性 的 細 益 藤 重 視 ，蓋 纖

龄 ,議 ？法律本身—般抽象的特質，卻又無法使其能夠如數字、地 點 祕  
钇 -間 槪 邊 明 確 ，如 果 法 律 變 細 此 ，職 將 喪 失  最 ‘ 纩

⑶ 致 性 的 答 案 ，

: 2 解S S 麟 要 求 麵 高 ，立法者有義测定

柒、法 （律）安定性

的 ?： =性 ,織 護 生 活 秩 序 永 久 不 變 ，酶渉及到法所產 

_ i  3 法秩序之可信賴性•只有人齡a獅 ，左女

紀 ?  施行 後 ’法律秩序才 有 ^ ^ ，齡 兩
p I l f  有^5^法 騎 涉 及 者 主 要 係 未 來 獅 過

的 鎌 細 係 ，_ 雛 _ 之 _ 、實卩= 需 

I  適度調整現有生活秩序內之權麵係以配合未來的

^  極介入社倾經濟生活，醜 —次所爲之法律規定| 本上不會被視爲水久或顯性之規定’曾經受到保護之法律地位，並

； ;115

116

• 117

BVerfGE 56, 1/12 f.
BVerfGE 48, 210/222.
BVerfGE 49,89/133; 63,3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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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得到永久之存續保障。

法安定性涉及到兩種不同的情形118 : —是經由法律適用所達成的法 

安 定 性 （Sicherheit .durch das Recht ) ； 一是法律本身之安定性  

(Sicherheit des Rechts) •前者與國家決定之存續性有關，亦即國家正 

或作成的確定決定不得任意^更，僅能在遵守一定方式、稈序及一宙內 

容要件下 ，才能加以改變。後者渉及到國家決定的可預測性，其使得即

m

人民享有的自由權利須依賴法秩序的可

1

_ 將形成的法秩序有判斷的標準

j 言賴性__，自由係指個人得依自己的計書來設計自R 的牛活119，此無論是 

在授益或侵益領域並無不同。因而信賴既有的法律，才能有效規劃自己 

的生活，對人民而言’法安定性同時意味著信賴保護。藉由此項觀點,、

國家行爲之存續力額外得基於具體主觀之事實要素來主張，就此而言，

能更有效貫徹信賴利益所依據之法律狀 態 。

法安定性基於_h 述兩種情形可分爲涉及行政及司法的法安定性，亦 

即適用法律所產生的法安定性，一般皆以「信賴保護」原則來說 明 ；以 

及渉及立法的法安定性，.亦即法律本身之安定性 ， 一 般皆以「溯及既往 

禁止」原則來描述。由於涉及不同國家權力咋本質及權限，兩者雖皆源 

自法安定性，但在結構上卻有顯著的尔同，因此分別加以說明。

一 、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所涉及者主要是國家適用法律作成決定的存續性，亦 

即人民得信賴此項決定所産生的法律秩序會被所有國家權力及其他人民 

共同尊重，人民對於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產生之合理信賴，法律應予以適 

當保障《

人民之信賴雖然源自法律之明文規定，但法律持續有效的適用，才 .纖 

是鞏固信賴的依據。如果人民無法信賴法秩序的持續有效，則不會產生 

對於法律規定本身的信賴，也就不會有遵守法律的意願，則法秩序整H  

亦將走向崩解》基於行政與司法本身不同的特質，信賴保護原則呈現不 

同的面貌。

Schmidt-A B m a n n，同往3，S . 1030.

BVerfGE 60,253/268.

總 論 篇 ........y j ?.章 法 治 國 原 則
• 133

w .

、 )司法領域的信賴保護原則

厂' '基於保護法律和平，司法裁判特別重視其存續性，因此法院裁判須 

'雙 判 力 及 適 用 一 事 不 再 理 翻 ，纖 保 法 律 賴 難 麵 備 由 法 院  

裁 後 ，能夠獲得最後的解決與確定，法院裁判之既判力係法治國原則 

戶必要要素。行政訴訟法第213條 規 定 ，「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 

-轉 裁 判 者 ’有確定力J 。針對同—事件的程序重新進行乃是例外的情 

f ::。爲气_ 既判力的存在，訴 訟 上 的 麵 ，尤其是上翻限的規定乃 

.晕一種必要且合憲的制度120。惟訴訟法上的既判力可能會與實質正義有 

_ ^ 突 ，因 此 ，必須規定例外的救濟可能性，例如再審或^常上訴制度

1 ㈡行政領域的信賴保護原則

”：，―行政域的 fe賴保護原則主要彰顯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 

T t(行政程序法第119條 、第12〇條 及 第 條 參 照 ） 。行政處分具有類似 

司法裁判^判力之效力（行政處分之存續力，行政程序法第11〇條第3項 

-辑 定 ，「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 止 ，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 

::繼續存在」） ，此項存續力的設計係考量法安定性、個案正義、信賴保 

護利益及行政機動性下，由立法者親自爲之122。

....準行政法規並無類似的規定，但行政程序法第8條 規 定 ，「行政行 

^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爲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此處 

^行政行爲之範圍包括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訂定，因此事實上在法律的

!：-■ *-120
法官釋字第240號解釋理由書指出， r 憲法第.16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乃人民司 

法亡豆受爷權’̂ 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 ^訴請救濟之權利 -法院亦有依法審判  

，二h f ：職 贵 ，惟此項權利，依憲法第23條 之 规 定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 
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得以法律限制之。就民事訴訟 &第  

上訴期 1間之限制而言’乃在使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得於上訴期 .間屆滿

法，■上訴時確定..... 乃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且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不
421生 影 響 ，自難謂與s 法第16條 '第 23條有何牴觸 J 。 T

，事訴訟法第441條 規 定 ，「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 

;q 2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 w r 心

: , 5Chmidt:^ m ann，同註3, S. 1031; BVerfGE 60 ,253 /269 ,行政處分之存績力與法院判
… 決疋既判力皆是法治國原則不可或缺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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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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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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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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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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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則
為
濫
觴
，
五
±

 

I

年
判
字
第
三
四
五
號
判
例
開
宗
明
義
稱
：

「
公
法
與
私
法
雖
各
具
特
殊
性
質
，
但1

1

者
亦
有

 

其
共
通
之
原
理
，
私
法
規
定
之
表
現
一
般
法
理
者
，
應
亦
可
垴
用
於
公
法
關
係
。
依
本
脘
最
近
之
見
解
，
私
法
中

 

_
信
公
平
之
原
則
，
在
公
法
上
應
有
其
類
推
逾
用
。
」
誠
信
原
則
常
為
行
政
法
院
所
引
用
，
尤
其
於
形
式
上
被
告

 

機
關
有
袪
令
依
據
，
徂
實
貿
上
有
欠
公
平
或
顯
不
合
理
時
，
行
政
袪
院
常
藉
此
原
則
，
而
使
原
告
勝
訴
•，
且
將
誠

 

信
原
則
與
公
平
原
則
合
而
為I

。
除
上
述
判
例
外
，
尚
有
七
+
年
判
字
第
九
七
五
號
判
決
®

。
有
時
行
政
法
院
則

 

單
獨
稱
為
公
平
合
理
或
衡
平
原
則
，
例
如
五
十
九
年
判
字
第
五
四
七
號
判
決
以
法
律
貴
在
衡
平
，
而
箱
收
之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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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執
行
，
自
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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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合
理
為
原
則
作
為
理
由
，
詔
為
核
定
營
業
額
既
不
正
確
，
再
據
以
核
定
當
月
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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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印
花
税
款
，
係
遑
背
上
開
原
則
，
撤
銷
原
決
定
M

原
處
分
，
為
納
稅
義
務
人
勝
訴
之
判
袂
。
若
土
地
已
公
告
徵

 

收

，
所
有
權
人
為
圖
領
取
救
濟
金
、
起
造
建
物
，
自
不
符
誠
信
原
則
，
乃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之
近
例
(
九
+
九
年
判

 

字

第

I

六
八
號
判
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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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照
蔡
章
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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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法
上
有
閻
狨
實
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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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若
干
問
題
，
法
學
雜
誌
，
二
卷
十
期
，
民
國
四
十
年
十
月
，
第
三
 

頁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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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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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行
政
法
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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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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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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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列
要
旨
金
缒
，
第
二
料
，
九
三
八
頁
。

行
政
行
為
違
反
M

信
原
則
有
一
近
例
可
供
銳
明
：
頊
保
主
管
機
關
查
獲
±|!:
下
油
槽
滲
透
污
染
地
下
水
，
遂
雨
 

攻
通
知
其
負
貴
人
在
限
期
内
改
善
，
否
則
依
法
處
罰
，
詎
料
在
限
期
尚
来
屆
滿
之
前
主
管
機
關
已
先
行
對
油
檑
之

 

負
貴
人
處
鉅
額
罰
緩
。
行
政
法
院
韶
為
本
件
處
分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八
條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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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原

則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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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現
行
法
者
，
亦
不
乏
其
例
：
如
憲
法
第
二
+
三
條
、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
九
條
第
二
項
、
瞽
械
使
用
條
例
第
五

 

條

、
集
會
遊
行
法
第
二
+
六
條
及
土
地
法
施
行
法
第
四
+
九
條
等
。
依
德
國
通
銳
，
比
例
原
則
又
有
廣
狨
兩
義
之

 

分

，
廣
義
之
比
例
原
則
包
括
垴
當
性( G

e
e
i
g
n
e
t
h
e
i
o

、
必
要
性C

E
r
f
o
r
d
e
r
l
i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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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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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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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則
，
而
衡
量
性
原
則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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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
義
之
比
例
原
則
。
適
當
性
指
行
為
應
適
合
於
目
的
之
達
成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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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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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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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超
越
實
現
目
的
之
必
要
程
度
，
亦
即
逹
成
目
的
須
採
影
響
最
輕
微
之
手
段
•，
至
衡
量
性
原
則
乃
指
手
段
應
按
目

 

齓
加
以
衡
判
，
質
言
之
，
任
何
干
姝
措
施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應
輕
於
達
成
目
的
所
獲
致
之
利
益
，
始
具
有
合
法
性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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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
法
在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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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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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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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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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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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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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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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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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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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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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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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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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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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採
取
之
方
法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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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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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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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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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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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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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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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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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採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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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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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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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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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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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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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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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法.

要求。法的可信賴基礎，正是在於法律規範本身的持續穩定，法 律 的 ^ 

義務關係不會隨意地變更和修改，人們可以據此作出行動。法的可信_  

要求從人民角度而言，就是對人民的一種信賴保護.（Vertrauensscht^g 

( Maurer，2005 : § 8 Rn, 4 9 ) 。

事實上，法的可信賴性要求，並非禁止法律的變動或修改，而是_  

法律的溯及既往而生效，因為法律溯及既往地生效會危害到人民對法^ 

信賴。為了保護人民的信賴’所以禁止法律的效力溯及既往（Rtl_  

wirkungsverbot) 。立法者為了貫徹立法目的，常常會想把新的法律g  

時間上的適用範圍，而溯及既往地賦予其效力，使其適用於過去的社^_ 

活事實。這種做法會嚴重危害到人民對於法律的信賴。為保護人民對_ 

的信賴，也同時維持法律本身的可信賴性，各國在立法的原則上，都會g  

止法律效力的溯及既往，尤其是對於人民不利益的溯及既往 

2005 : § 8 Rn. 4 9 ) 。因此，一個法律（舊法）修改，新法的内容只能適^ 

於新法公布生效以後所發生的事實；如果新法要適用它公布生效以前^ 

生的事實，便是溯及既往。這樣的溯及既往，如果對人民有利，是可 

的 。但是，如果是對人民不利的溯及既往，就涉及對人民信賴保護的問^ 

(Badura, 1996: D  Rn. 53; Katz, 2005: Rn. 2 0 0 )。然而，如經廢止或變轉 

的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或法規（如解釋性'裁量性的行g  

規則）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布者，. _  

信賴即不值得保護；又純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其已生信賴的事實者， 

則欠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圍（參考釋字第525號） -

溯及既往，還可依法律適用的事實及其時點的差異，分為真正溯及网| 

往 （Eclite Rackwirkung) 與不真正溯及既往（Unechte ROckwirkung) 。+ ? 

真正的溯及既往，是指新法溯及既往地適用於新法公布生效前已經完成的. 

事實，這原則上是禁止的，因為真正的溯及既往，是國家背信地違背法的； 

安定性原則，猶如國家對人民出爾反爾地課以處罰，使人民一點安全感也丨 

沒有。這會使人民完全不信賴現在的法律，嚴重違背法治國原則。不真正 

的溯及既往，是指新法要適用於一個在新法公布生效前已經開始的事實，

但這個事實一直持續到新法公布生效以後才結束；這嚴格地來說，並非是 

完全的溯及既往，因此原則上是允許的（法治斌、蓳保城，2006 : 78-

n
憲法基本原iiF

陽 ，2005 : 240-24 2 ) 。釋字第620號解釋理由書進一步明白表 

範的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的所有構 

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 

_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的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 

'除非立法者另設「法律有溯及適用的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 

■起向公布生效前擴張其效力；或設「限制新法於生效後適用範圍的 

’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曰起向公布生效後限制其效力。至於法的 

求在我國制定法上的依據，包括了行政程序法第8條的「行政 

^誠 ^原 則 」規定，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的「從新從優原則」規

養 警 '

声 、比例原則

墨典例原則（DerGrundsatzderVerhaitnismaBigkeit) ,是指國會在制定 

• _干預人民的基本權時，其干預的方式與範圍不得逾越必要的程度， 

_典也被稱為「過度禁止」 （ObermaBverbot) 。這個原則最主要是在行 

法上開始發展’而由行政法中的警察法中產生。因此，比例原則最初只 

個行政法上的原則，並不具有憲法位階的效力。但是到了二次大戰 

*备 由於實質法治國思想的持續發達與型塑，為了落實人民基本權的保 

_ ，比例原貝!1便躍上了憲法的位階，逐漸成為憲法的原則（Maurer, 2005: 
f 1  8 Rn. 55 ff. )。直到今曰的現代法治國，在法治國原則的憲法最高性、 

基本權保障與權力f 立的内涵型塑之下，這個原則不僅適用在行政行為上 

 ̂ (作為行政法的原貝]■))，而且也可以拘束立法行為與司法行為（作為憲法 

J ：.的原則）。因此，作為法治國原則的内涵型塑的比例原則，可以說是針對 

^产 准許基本權經由法律或法律授權的限制的方式與範圖，•所gy翅的一個憲法 

’ 上的準則。因此，違反比例原則的法令，會因為違憲而無效（許育典 ， 

2003b ： 4 3 )。

憲法第23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 『為防止妨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维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 

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j 比例原則的法理在此也可以看出，就是：國家 

如果因為公益的箱要，而必須限制人民的基本權時，應該在盡可能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