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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9 0 0 0 6 4 2 6 1 號 

茲制定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

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

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

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

（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

保被保險人。 

第 四 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

經營及管理業務之監理，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民代表及



總統府公報 第 7488號 

4 

 

專家學者，以農民退休儲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及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

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第 六 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

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第 七 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

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十範圍內決定之，並以

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

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

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第 八 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

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

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 九 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

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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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

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

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第 十一 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

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

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

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

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

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第 十三 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

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

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

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

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

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

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

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

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 十四 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

時，得請領該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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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

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

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

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

算，由勞保局依全國、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身分，分別擬訂，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 十六 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

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

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

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

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

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

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

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

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

期間重新計算。 

第 十七 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

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總統府公報 第 7488號 

7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

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

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

指定請領人領回。 

第 十八 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

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

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

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

權，因時效消滅。 

第 十九 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

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

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

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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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二十 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

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

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

制執行之標的。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

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

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經營及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

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

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

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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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

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

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

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

告之。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經營及管理農民退休

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

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

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

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

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

謀取最大之效益。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

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第 三十 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

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

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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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9 0 0 0 6 4 2 7 1 號 

茲增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二及第四十條之

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天牧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增訂第十條之二及第四十

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百五十七條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

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

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

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

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

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

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

訴訟，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二十七

條準用第二百十四條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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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

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

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

任事由時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

十年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項

規定提起訴訟、上訴或聲請保全程序、執行程序時，準用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

於上市、上櫃或興櫃期間有第一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

定之適用。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就同一基

礎事實應負賠償責任且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

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之追加；其職務關係消滅者，亦同。 

公司之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

起訴訟時，保護機構為維護公司及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屬

中得為參加，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

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

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

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解任登記。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第六項所稱

監察人，指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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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之二  前條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所定之

外國公司，準用之。 

第 十九 條  保護基金應以購入政府債券或存入金融機構之方式保

管。經主管機關核准，得於合計不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

三十之範圍內，為下列方式之運用： 

一、購置自用不動產。 

二、投資上市、上櫃或興櫃有價證券。 

三、其他有利基金保值之投資。 

保護基金用於前項第一款之總額，不得超過保護基金

淨額百分之五。 

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每家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之

原始投資股數不得超過一千股。 

第二十六條  調處成立者，保護機構應作成調處書，併同調處事件卷

證，於調處成立之日起七日內，送請保護機構所在地之管轄

地方法院核定。 

法院因調處書內容牴觸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或有其他不能強制執行之原因而未予核定者，法院應將

其理由通知保護機構。 

除有前項情形外，法院對於第一項之調處書應予核定。

法院核定後，應將經核定之調處書併同調處事件卷證發還

保護機構，並由保護機構將經核定之調處書送達當事人。調

處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定。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

得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並得

就原調處事件合併起訴或提起反訴，請求法院於宣告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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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或撤銷調處時，合併裁判之，並視為自申請調處時已經

起訴。 

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之判決，於第三人以善意取

得之權利無影響。 

第五項情形，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

條、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第 四十 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

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3 5 4 1 號 

茲修正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 

外役監條例修正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四 條  外役監受刑人，應由法務部矯正署就各監獄受刑人中，

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遴選之： 

一、受有期徒刑之執行逾二個月。 

二、刑期七年以下，或刑期逾七年未滿十五年而累進

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或刑期十五年以上而累進

處遇進至第二級以上。無期徒刑累進處遇應進至

第一級。 

三、有悛悔實據，身心健康適於外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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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遴選： 

一、犯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之罪。 

二、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三、累犯。但已執行完畢之前案均為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四、因犯罪而撤銷假釋。 

五、另有保安處分待執行。 

六、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

罪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之家庭

暴力罪。 

遴選外役監受刑人之辦理方式、程序、遴調條件、審查

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3 5 5 1 號 

茲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九十條

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三十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九

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三十 條  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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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

而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

行駛。 

二、所載貨物滲漏、飛散、脫落、掉落或氣味惡臭。 

三、貨車運送途中附載作業人員，超過規定人數，或乘

坐不依規定。 

四、載運人數超過核定數額。但公共汽車於尖峰時刻

載重未超過核定總重量，不在此限。 

五、小客車前座或貨車駕駛室乘人超過規定人數。 

六、車廂以外載客。 

七、載運人客、貨物不穩妥，行駛時顯有危險。 

八、裝載危險物品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罐槽車之

罐槽體檢驗合格證明書、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或

未依規定車道、路線、時間行駛。 

前項各款情形，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依前項處汽

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外，汽車駕駛人仍

應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記違規點數二點。 

前二項情形，因而致人受傷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五十五條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

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行道、行人

穿越道、快車道臨時停車。 

二、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

出、入口五公尺內臨時停車。 

三、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臨時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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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

緊靠路邊，或併排臨時停車。 

五、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遮蔽標誌。 

接送未滿七歲之兒童、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時

停車不受三分鐘之限制。 

第 九十 條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

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二個月不得舉發。但

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因肇事責任不明，已送鑑定

者，其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未送鑑定而須分析研判

者，逾三個月不得舉發。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3 5 6 1 號 

茲修正勞動基準法第八十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勞動部部長 許銘春 

勞動基準法修正第八十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八十 條之一  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

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

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

次處罰。 

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

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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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3 5 7 1 號 

茲修正勞動檢查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

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勞動部部長 許銘春 

勞動檢查法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三十三條及

第三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勞動檢查機構：指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或有

關機關為辦理勞動檢查業務所設置之專責檢查

機構。 

二、代行檢查機構：指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辦理危

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之行政機關、學術機構或非

營利法人。 

三、勞動檢查員：指領有勞動檢查證執行勞動檢查職

務之人員。 

四、代行檢查員：指領有代行檢查證執行代行檢查職

務之人員。 

第 四 條  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下： 

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 

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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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 

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 

第 七 條  勞動檢查機構應建立事業單位有關勞動檢查之資料，

必要時得請求有關機關或團體提供。 

對於前項之請求，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有關機

關或團體不得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公布勞動檢查年報。 

第三十三條  勞動檢查機構於受理勞工申訴後，應儘速就其申訴內

容派勞動檢查員實施檢查，並應於十四日內將檢查結果通

知申訴人。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由工會依申訴內容查證後，

提出書面改善建議送事業單位，並副知申訴人及勞動檢查

機構。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善建議時，工會得向勞動檢查

機構申請實施檢查。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

利勞工之處分。 

勞動檢查機構受理勞工申訴必須保持秘密，不得洩漏

勞工申訴人身分。 

第三十五條  事業單位或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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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7 9 1 號 

茲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至第九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第四條、第七條至第九條、第

二十條、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彈藥、刀械如下： 

一、槍砲：指制式或非制式之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

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

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魚槍及其

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 

二、彈藥：指前款各式槍砲所使用之砲彈、子彈及其他

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 

三、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手指虎、鋼（鐵）

鞭、扁鑽、匕首（各如附圖例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查禁，非供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槍砲、彈藥，包括其主要組成零件。

但無法供組成槍砲、彈藥之用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七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

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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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

砲、彈藥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

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一項所列

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八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

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

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

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

砲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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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

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九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轉讓、出租或出借制式或非制

式魚槍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制式或非制式

魚槍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二十 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其主要

組成零件或彈藥；或原住民、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

持有自製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轉讓、出

租、出借或寄藏自製獵槍、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自製魚

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第一項之自製獵槍、魚槍之構造、自製獵槍彈藥，及前

二項之許可申請、條件、期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及國防部定之。 

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原住民單純僅犯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持有及相互間販賣、

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自製獵槍、魚槍之罪，受判處有期



總統府公報 第 7488號 

22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仍得申請自製獵槍、魚槍之許可。 

主管機關應輔導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獵槍、魚槍。 

第一項、第二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

辦理公告期間自動報繳者，免除其處罰。 

第 二十 條之一  具類似真槍之外型、構造、材質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

置，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者，為模擬槍，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前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

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併命其停

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經警察機關許可，

且列冊以備稽核者，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公告

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改造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可供發射金屬或子彈，

未具殺傷力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派

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就其零組件、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他必要之

物件實施檢查，並得詢問關係人及命提供必要之資料。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任務時，應主動出示

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並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五項之檢查、詢問或提供資料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及強制執行檢查。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項模擬槍之人民或團體，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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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內，向警察機關報備。於期限內完成

報備者，其持有之行為不罰。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入

之。但有第二項但書或前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但書許可之申請程序、應備文件、條件、期限、

廢止與第五項檢查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

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修正之條文，除第二十條第三項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

外，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0 1 號 

茲修正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天牧 

保險法修正第一百零七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一百零七條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

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

人滿十五歲時始生效力。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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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業務，保險契約得約定保險金一

次或分期給付。 

人身保險契約中屬死亡或失能之保險金部分，要保人

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預先洽訂信託契約，由保險業擔任該

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其中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

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且以被保

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 

前項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視為保險給付，信託業依信

託業法規定擔任保險金信託之受託人，且該信託契約之受

益人與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同一人，並以被保險人、未成年

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者，其信託給付屬本金部

分，亦同。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業務應設置信託專戶，並以信

託財產名義表彰。 

前項信託財產為應登記之財產者，應依有關規定為信

託登記。 

第四項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保險業設置信託專戶，

並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其以信託財產為交易行為時，得對

抗第三人，不適用信託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其資金運用範圍以下列為限： 

一、現金或銀行存款。 

二、公債或金融債券。 

三、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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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1 1 號 

茲修正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教育部部長 潘文忠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修正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七 條  運動彩券銷管費用不得超過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百分

之十二。但發行機構依本法第十一條利用電話、網際網路

或其他電訊設備銷售運動彩券之銷售額達售出運動彩券

總金額百分之五十時，其銷管費用不得超過其售出金額百

分之十。 

前項銷管費用，包含運動彩券銷售佣金、發行機構報

酬、運動彩券發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及為發行運動彩券

舉辦之活動費用。 

前項發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之比率下限及至發行

期間屆滿未支付款之處理，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發行機構或受委託機構辦理運動彩券經銷商之遴選，

應以具體育運動專業知識並通過發行機構舉辦之評定者，

或於前屆運動彩券發行期間仍為運動彩券經銷商為限；有

關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發行機構

辦理評定及核發證照應擬具施行要點，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實施。 

經銷商僱用四人以上者，應至少進用具體育運動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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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者、曾為運動員者、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原住

民或低收入戶一人。 

本條例施行前，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八條遴選之正

（備）取經銷商，得於經銷契約期間繼續銷售運動彩券。 

發行機構應負責經銷商關於運動彩券銷售及其他教育

訓練；其相關計畫，由發行機構訂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實施。 

第一項修正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

實施。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2 1 號 

茲修正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行政法院組織法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十三 條  最高行政法院置院長一人，特任，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並任法官。 

前項最高行政法院院長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並有

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官、最高行政法院院長、最高法院

院長、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或懲戒法院院長。 

二、曾任行政法院評事、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最高法院

法官、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高等行政法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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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高等法院院長或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合計

五年以上者。 

三、曾任行政法院簡任評事或法官、簡任司法官十年

以上，或任行政法院簡任法官、簡任司法官並任簡

任司法行政人員合計十年以上者。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3 1 號 

茲修正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 

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第二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二十四條  各機關對其他機關或人員所提供、答復或陳述之國家

機密，以辦理該機密人員為限，得知悉、持有或使用，並應

按該國家機密核定等級處理及保密。 

監察院、各級法院、懲戒法院、檢察機關、軍法機關辦

理案件，對其他機關或人員所提供、答復或陳述之國家機

密，應另訂保密作業辦法；其辦法，由監察院、司法院、法

務部及國防部於本法公布六個月內分別依本法訂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4 1 號 

茲修正司法院組織法第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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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組織法修正第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六 條  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懲戒法院；其組織均另

以法律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5 1 號 

茲修正法官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

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五十九條之五、第

六十三條之一、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條及第八十九條

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法官法修正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三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五

十九條之五、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八條、

第八十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法官，指下列各款之人員： 

一、司法院大法官。 

二、懲戒法院法官。 

三、各法院法官。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法官，除有特別規定外，包括試署法

官、候補法官。 

本法所稱之法院及院長，除有特別規定外，包括懲戒法

院及其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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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司法行政人員，指於司法院及法官學院辦理

行政事項之人員。 

第 四 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依法審議法官之任免、轉

任、解職、遷調、考核、獎懲、專業法官資格之認定或授與、

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延任事項及其他法律規定應由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項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除第

一款委員外，其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名額及產生

之方式如下： 

一、司法院院長指定十一人。 

二、法官代表十二人：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最高行

政法院法官及懲戒法院法官代表一人、高等法院

法官代表二人、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法官代表一人、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家事法院

法官代表七人，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三、學者專家三人：由法務部、全國律師聯合會各推舉

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人三人，送司法院院長遴聘。 

學者專家對法官之初任、再任、轉任、解職、免職、獎

懲、候補、試署法官予以試署、實授之審查及第十一條所規

定之延任事項，有表決權；對其餘事項僅得列席表示意見，

無表決權。 

曾受懲戒者，不得擔任第二項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為向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提出人事議案所設

置之各種委員會，其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學者專家、律師

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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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資格條件、產生方式等

有關事項之辦法，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但審議規

則涉及法官任免、考績、級俸、遷調及褒獎之事項者，由司

法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第 五 條  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之法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經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或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三年以上且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但以任用於地

方法院法官為限。 

二、曾任實任法官。 

三、曾任實任檢察官。 

四、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六年以上，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合計六年以

上，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法律專門著

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或助研究員合計六年以上，有主要法律科目之專

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高等行政法院之法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

用之： 

一、曾任實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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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任實任檢察官。 

三、曾任法官、檢察官職務並任公務人員合計八年以上。 

四、曾實際執行行政訴訟律師業務八年以上，具擬任

職務任用資格。 

五、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治、

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

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

合計八年以上，講授憲法、行政法、商標法、專利

法、租稅法、土地法、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或

其他行政法課程五年以上，有上述相關之專門著

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治、

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員合計八年以上，有憲法、

行政法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治、

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簡任公務人員，辦

理機關之訴願或法制業務十年以上，有憲法、行政

法之專門著作。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官及懲戒法院之法官，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官，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二、曾任懲戒法院法官。 

三、曾任實任法官十二年以上。 

四、曾任實任檢察官十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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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十八年以上，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專任教授十年以上，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五

年以上，有法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其

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十年以上，有

主要法律科目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及第三項第六款、第七款所稱主

要法律科目，指憲法、民法、刑法、國際私法、商事法、行

政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強制執行法、

破產法及其他經考試院指定為主要法律科目者而言。 

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第二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三

項第六款、第七款之任職年資，分別依各項之規定合併計算。 

其他專業法院之法官任用資格另以法律定之。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之大法官、律師、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其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取得之考試，得採筆試、口試及審查著作發

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之考試方式行之，其考試

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經依前項通過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者，僅取得參

加由考試院委託司法院依第七條辦理之法官遴選之資格。 

司法院為辦理前項法官遴選，其遴選標準、遴選程序、

被遴選人員年齡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

會同考試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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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法官之職務監督，依下列規定： 

一、司法院院長監督各法院法官及懲戒法院法官。 

二、最高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法官。 

三、最高行政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法官。 

四、懲戒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法官。 

五、高等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與所屬地方法

院及其分院法官。 

六、高等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與轄區內地方法院

及其分院法官。 

七、高等行政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八、高等行政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法官。 

九、專業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法官。 

十、地方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十一、地方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法官。 

第二十三條  司法院大法官為強化自律功能，應就自律事項、審議程

序、決議之作成及處分種類等有關事項，訂定司法院大法官

自律實施辦法。 

前項辦法經司法院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訂定之；修正時亦同。 

司法院應就懲戒法院法官及各法院法官之自律事項、

審議程序、決議之作成及處分種類等有關事項，訂定各級法

院法官自律實施辦法。 

第四十七條  懲戒法院設職務法庭，審理下列之事項： 

一、法官懲戒之事項。 

二、法官不服撤銷任用資格、免職、停止職務、解職、

轉任法官以外職務或調動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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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務監督影響法官審判獨立之事項。 

四、其他依法律應由職務法庭管轄之事項。 

對職務法庭之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第四十八條  職務法庭第一審案件之審理及裁判，以懲戒法院法官

一人為審判長，與法官二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議庭行之。但

審理法官懲戒案件時，應增加參審員二人為合議庭成員。 

前項合議庭之法官應至少一人與當事人法官為同審判

系統；於審理司法院大法官懲戒案件時，陪席法官應全部以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之。 

第一項之陪席法官，須具備實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資歷，

由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遴定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法官各

三人，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任期三年，得連任。其人數並

得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各法院院長不得為職務法庭之陪席法官。 

第一項但書之參審員，由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遴定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任期三

年，不得連任。其人數並得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參審員： 

一、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 

二、公務人員。但公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

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三、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第四十八條之二  職務法庭第二審案件之審理及裁判，以懲戒法院院長

為審判長，與最高法院法官二人、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一人及

懲戒法院法官一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議庭行之。 

前項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陪席法官由司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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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委員會遴定，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任期為三年，得連

任。其人數並得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第五十九條之五  職務法庭第二審案件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職務法庭第二審之判決，應經言詞辯論為之。但職務法

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言詞辯論實施之辦法，由懲戒法院定之。 

第六十三條之一  職務法庭法官或懲戒法院法官曾參與職務法庭之第二

審確定判決者，於就該確定判決提起之再審訴訟，無庸迴避。 

第七十二條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

政法院院長及懲戒法院院長之俸給，按下列標準支給之： 

一、司法院院長準用政務人員院長級標準支給。 

二、司法院副院長準用政務人員副院長級標準支給。 

三、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及懲戒法院院長準用政務人員部長級標準支給。 

前項人員並給與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專業加給。 

司法院秘書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其俸給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二項標準支給。 

第七十八條  法官自願退休時，除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給與一次

退休金總額或月退休金外，其為實任法官者，另按下列標準

給與一次退養金或月退養金： 

一、任職法官年資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滿者，給與百分

之二十，十五年以上者，給與百分之三十。 

二、五十五歲以上未滿六十歲者，任職法官年資十五

年以上二十年未滿者，給與百分之四十，二十年以

上者，給與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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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十歲以上未滿七十歲，且任職法官年資滿二十

年者，給與百分之六十，其每逾一年之年資，加發

百分之八，最高給與百分之一百四十。滿二十年以

上之年資，尾數不滿六個月者，給與百分之四，滿

六個月以上者，以一年計。但本法施行前，年滿六

十五歲者，於年滿七十歲前辦理自願退休時，給與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七十歲以上者，給與百分之五。 

依前項給與標準支領之月退養金與依法支領之月退休

金、公保養老給付之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合計，超過同俸級現

職法官每月俸給之百分之九十八者，減少其月退養金給與

數額，使每月所得，不超過同俸級現職法官每月俸給之百分

之九十八。 

第二項退養金給與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院、行政院

定之。 

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及懲

戒法院院長退職時，除準用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給

與離職儲金外，並依前三項規定給與退養金。但非由實任法

官、檢察官轉任者，不適用退養金之規定。 

司法院秘書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八十 條  法官之撫卹，適用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及懲

戒法院院長，其在職死亡之撫卹，準用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

例之規定。 

司法院秘書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八十九條  本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



總統府公報 第 7488號 

37 

 

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

第五款、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四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第四十四條

至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條之一、第

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

第四項、第五項、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七十九條、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之二、第五章、

第九章有關法官之規定，於檢察官準用之；其有關司法院、

法官學院及審判機關之規定，於法務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及檢察機關準用之。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主

任檢察官之職期調任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察官三人、法官一人、律師三

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評鑑委員任期為二年，

得連任一次。 

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判確定之案件、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

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有明顯違

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有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情節重大。 

五、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

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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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情節重大。 

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第四項第七款檢察官倫理規範，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有第四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

應受懲戒。 

檢察官之懲戒，由懲戒法院職務法庭審理之。其移送及

審理程序準用法官之懲戒程序。 

法務部部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及最高檢察署檢察

總長，其俸給準用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標準

支給。法務部政務次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其俸給準用

政務人員次長級標準支給，並給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之專業加給。 

法務部部長、政務次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退職時，

準用第七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辦理。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退

職時，亦同。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在職死亡之撫卹，準用第八十條

第二項之規定。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6 1 號 

茲修正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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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十六 條  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應就具下列資格

之一，並有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署檢

察總長、行政法院院長或懲戒法院院長者。 

二、曾任最高法院法官、最高檢察署檢察官、高等法院

院長或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合計五年以上者。 

三、曾任實任法官、檢察官十年以上，或任實任法官、

檢察官並任司法行政人員合計十年以上者。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7 1 號 

茲修正宣誓條例第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宣誓條例修正第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二 條  下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條例宣誓： 

一、立法委員、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 

二、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

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

會主席、副主席。 

三、中央政府各級機關政務人員、首長、副首長及簡任

第十職等以上單位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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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院大法官、考試院考試委員、監察委員、監察

院院長、副院長。 

五、駐外大使、公使館公使、代辦、總領事、領事館領

事或其相當之駐外機構主管人員。 

六、各級法院法官、檢察機關檢察官、行政法院法官及

懲戒法院法官。 

七、直轄市政府首長、委員及其所屬各機關首長。 

八、縣（市）政府首長及其所屬各機關首長。 

九、鄉（鎮、市）長。 

十、各級公立學校校長。 

十一、相當於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公營事業機構或其

所屬機構首長、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2 8 1 號 

茲修正公務員懲戒法，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公務員懲戒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公務員非依本法不受懲戒。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本法之規定，對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

員於任職期間之行為，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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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

懲戒： 

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第 三 條  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受懲戒。 

第 四 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職務當然停止：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第 五 條  懲戒法庭對於移送之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

停止職務之必要者，得裁定先行停止被付懲戒人之職務，並

通知被付懲戒人所屬主管機關。 

前項裁定於送達被付懲戒人所屬主管機關之翌日起發

生停止職務效力。 

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依第二十四條規定送請監

察院審查或懲戒法院審理而認為有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

等情節重大之虞者，亦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懲戒法庭第一審所為第一項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 六 條  依前二條規定停止職務之公務員，在停職中所為之職

務上行為，不生效力。 

第 七 條  依第四條第一款或第五條規定停止職務之公務員，於

停止職務事由消滅後，未經懲戒法庭判決或經判決未受免

除職務、撤職或休職處分，且未在監所執行徒刑中者，得依

法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許其復職，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本俸（年功俸）或相當之

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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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公務員死亡者，應補給之本俸（年功俸）或相當之

給與，由依法得領受撫卹金之人具領之。 

第 八 條  公務員經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移送懲戒，或經主

管機關送請監察院審查者，在不受懲戒、免議、不受理判決

確定、懲戒處分生效或審查結束前，不得資遣或申請退休、

退伍。 

監察院或主管機關於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辦理移送懲戒或送請審查時，應通知銓敘部或該管主管

機關。 

第二章 懲戒處分 

第 九 條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免除職務。 

二、撤職。 

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四、休職。 

五、降級。 

六、減俸。 

七、罰款。 

八、記過。 

九、申誡。 

前項第三款之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

之公務員為限。 

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

為處分。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

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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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懲戒處分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

處分輕重之標準： 

一、行為之動機。 

二、行為之目的。 

三、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四、行為之手段。 

五、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六、行為人之品行。 

七、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八、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 

九、行為後之態度。 

第 十一 條  免除職務，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第 十二 條  撤職，撤其現職，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一

年以上、五年以下。 

前項撤職人員，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再任公務員者，

自再任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第 十三 條  剝奪退休（職、伍）金，指剝奪受懲戒人離職前所有任

職年資所計給之退休（職、伍）或其他離職給與；其已支領

者，並應追回之。 

減少退休（職、伍）金，指減少受懲戒人離職前所有任

職年資所計給之退休（職、伍）或其他離職給與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二十；其已支領者，並應追回之。 

前二項所定退休（職、伍）金，應按最近一次退休（職、

伍）或離職前任職年資計算。但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

人保險退伍給付、公務員自行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或

自提儲金本息，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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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休職，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不得申請退休、

退伍或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 

休職期滿，許其回復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自復職

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前項復職，得於休職期滿前三十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復職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降級，依受懲戒人現職之俸（薪）級降一級或二級改敘；

自改敘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受降級處分而無級可降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薪）；

其期間為二年。 

第 十六 條  減俸，依受懲戒人現職之月俸（薪）減百分之十至百分

之二十支給；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自減俸之日

起，一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第 十七 條  罰款，其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第 十八 條  記過，得為記過一次或二次。自記過之日起一年內，不

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一年內記過累計三次者，依

其現職之俸（薪）級降一級改敘；無級可降者，準用第十五

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 十九 條  申誡，以書面為之。 

第 二十 條  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懲戒法

院之日止，已逾十年者，不得予以休職之懲戒。 

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懲戒法

院之日止，已逾五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伍）金、

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前二項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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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但應受懲戒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或

移送機關知悉之日。 

第二十一條  受降級或減俸處分而在處分執行前或執行完畢前離職

者，於其再任職時，依其再任職之級俸執行或繼續執行之。 

第二十二條  同一行為，不受懲戒法院二次懲戒。 

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

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 

同一行為經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行政懲處處分

後，復移送懲戒，經懲戒法院為懲戒處分、不受懲戒或免議

之判決確定者，原行政懲處處分失其效力。 

第三章 審判程序 

第一節 第一審程序 

第二十三條  監察院認為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應付懲戒者，應

將彈劾案連同證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第二十四條  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市）行政首長或

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

情事者，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

查。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

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法院審理。 

依前項但書規定逕送懲戒法院審理者，應提出移送書，

記載被付懲戒人之姓名、職級、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連同有關卷證，一併移送，並應按被付懲戒人之人數，檢附

移送書之繕本。 

第二十五條  同一違法失職案件，涉及之公務員有數人，其隸屬同一

主管機關者，移送監察院審查或懲戒法院審理時，應全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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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其隸屬不同主管機關者，由共同上級機關全部移送；無

共同上級機關者，由各主管機關分別移送。 

第二十六條  懲戒法庭認移送之懲戒案件無受理權限者，應依職權

以裁定移送至有受理權限之機關。 

當事人就懲戒法院有無受理權限有爭執者，懲戒法庭

應先為裁定。 

前二項裁定作成前，懲戒法庭得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第二十七條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為被付懲戒人受移送懲戒行為之被害人。 

二、現為或曾為被付懲戒人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

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三、與被付懲戒人或被害人訂有婚約。 

四、現為或曾為被付懲戒人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 

五、曾為該懲戒案件被付懲戒人之代理人或辯護人，

或監察院之代理人。 

六、曾為該懲戒案件之證人或鑑定人。 

七、曾參與該懲戒案件相牽涉之彈劾、移送懲戒或公

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程序。 

八、曾參與該懲戒案件相牽涉之民、刑事或行政訴訟

裁判。 

九、曾參與該懲戒案件再審前之裁判。但其迴避以一

次為限。 

十、曾參與該懲戒案件之前審裁判。 

法官曾參與懲戒法庭第二審確定判決者，於就該確定

判決提起之再審訴訟，毋庸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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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被付懲戒人或移送機關得聲請法

官迴避： 

一、法官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 

二、法官有前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 

當事人如已就該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依前項

第二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聲請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

在後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聲請迴避，應以書狀舉其原因向懲戒法院為之。但於審

理期日或受訊問時，得以言詞為之。 

聲請迴避之原因及前條第二項但書之事實，應釋明之。 

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得提出意見書。 

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審理

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第一項、第二項，或前條第二項之規

定，或顯係意圖延滯審理程序而為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停止審理程序中，如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

要處分。 

第 三十 條  法官迴避之聲請，由懲戒法庭裁定之。被聲請迴避之法

官，不得參與裁定。其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合議者，由並任

懲戒法院院長之法官裁定之。 

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以該聲請為有理由者，毋庸裁定，

應即迴避。 

聲請法官迴避經懲戒法庭第一審裁定駁回者，得為抗

告。其以聲請為正當者，不得聲明不服。 

第三十一條  法官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經懲戒法

院院長同意，得迴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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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法官迴避之規定，於書記官及通譯準用之。 

第三十三條  移送機關於懲戒案件，得委任下列之人為代理人： 

一、律師。 

二、所屬辦理法制、法務或與懲戒案件相關業務者。 

第三十四條  被付懲戒人得選任辯護人為其辯護。 

辯護人應由律師充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

律師為辯護人。 

每一被付懲戒人選任辯護人，不得逾三人。 

辯護人有數人者，送達文書應分別為之。 

第三十五條  被付懲戒人應親自到場。但經審判長許可者，得委任代

理人一人到場。 

前項代理人，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選任辯護人，應向懲戒法庭提出委任書。 

前項規定，於代理人準用之。 

第三十七條  懲戒法庭收受移送案件後，應將移送書繕本送達被付

懲戒人，並命其於十日內提出答辯狀。但應為免議或不受理

之判決者，不在此限。 

言詞辯論期日，距移送書之送達，至少應有十日為就審

期間。但有急迫情形時，不在此限。 

移送機關、被付懲戒人、代理人及辯護人，得聲請閱覽、

抄錄、重製或攝影卷證。 

第三十八條  被付懲戒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答辯者，

懲戒法庭應於其回復前，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被付懲戒人因疾病不能到場者，懲戒法庭應於其能到

場前，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被付懲戒人顯有應為不受懲戒、免議或不受理判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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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依第三十五條委任代理人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同一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審理程序。

但懲戒處分牽涉犯罪是否成立者，懲戒法庭認有必要時，得

裁定於第一審刑事判決前，停止審理程序。 

依前項規定停止審理程序之裁定，懲戒法庭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撤銷之。 

第 四十 條  審判長指定期日後，書記官應作通知書，送達於移送機

關、被付懲戒人、代理人、辯護人或其他人員。但經審判長

面告以所定之期日命其到場，或其曾以書狀陳明屆期到場

者，與送達有同一之效力。 

前項通知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 

二、應到場人姓名、住居所。 

三、應到場之原因。 

四、應到之日、時、處所。 

第一項之期日為言詞辯論期日者，通知書並應記載不

到場時之法律效果。 

第四十一條  訊問被付懲戒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製作筆

錄，記載下列事項： 

一、對於受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 

二、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如未具結者，其事由。 

三、訊問之年、月、日及處所。 

前項筆錄應向受訊問人朗讀或令其閱覽，詢以記載有

無錯誤。 

受訊問人請求將記載增、刪、變更者，應將其陳述附記

於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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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

指印。 

第四十二條  懲戒法庭審理案件，應依職權自行調查之，並得囑託法

院或其他機關調查。受託法院或機關應將調查情形以書面

答覆，並應附具調查筆錄及相關資料。 

第四十三條  懲戒法庭審理案件，必要時得向有關機關調閱卷宗，並

得請其為必要之說明。 

第四十四條  懲戒法庭審理案件，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

全或當事人聲請不公開並經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第四十二條囑託調查證據時，準用之。 

第四十五條  移送機關於第一審判決前，得撤回移送案件之全部或

一部。 

前項撤回，被付懲戒人已為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 

移送案件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在期日得以言詞

為之。 

於期日所為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被付懲戒人不在

場，應將筆錄送達。 

移送案件之撤回，被付懲戒人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

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

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

者，視為同意撤回。 

案件經撤回者，同一移送機關不得更行移送。 

第四十六條  懲戒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判決。但就移送機關提

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書面或言詞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

或應為不受懲戒、免議或不受理之判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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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經被付懲戒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請求進行言

詞辯論者，不得拒絕。 

第四十七條  審判長於必要時，得指定受命法官先行準備程序，為下

列各款事項之處理： 

一、闡明移送懲戒效力所及之範圍。 

二、訊問被付懲戒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三、整理案件及證據重要爭點。 

四、調查證據。 

五、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第四十八條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四條關於

懲戒法庭或審判長權限之規定，於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

準用之。 

第四十九條  言詞辯論期日，以朗讀案由為始。 

審判長訊問被付懲戒人後，移送機關應陳述移送要旨。 

陳述移送要旨後，被付懲戒人應就移送事實為答辯。 

被付懲戒人答辯後，審判長應調查證據，並應命依下列

次序，就事實及法律辯論之： 

一、移送機關。 

二、被付懲戒人。 

三、辯護人。 

已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 

審判長於宣示辯論終結前，最後應訊問被付懲戒人有

無陳述。 

第 五十 條  言詞辯論終結後，宣示判決前，如有必要得命再開言詞

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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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條  言詞辯論期日應由書記官製作言詞辯論筆錄，記載下

列事項及其他一切程序： 

一、辯論之處所及年、月、日。 

二、法官、書記官之姓名及移送機關或其代理人、被付

懲戒人或其代理人並辯護人、通譯之姓名。 

三、被付懲戒人未到場者，其事由。 

四、如不公開審理，其理由。 

五、移送機關陳述之要旨。 

六、辯論之意旨。 

七、證人或鑑定人之具結及其陳述。 

八、向被付懲戒人提示證物或文書。 

九、當場實施之勘驗。 

十、審判長命令記載及依訴訟關係人聲請許可記載之

事項。 

十一、最後曾予被付懲戒人陳述之機會。 

十二、判決之宣示。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言詞辯論筆

錄準用之。 

第五十二條  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

依到場者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者，經再

次通知而仍不到場，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如以前已為辯論或證據調查或未到場人有準備書狀之

陳述者，為前項判決時，應斟酌之；未到場人以前聲明證據，

其必要者，並應調查之。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懲戒法庭應以裁定駁回前條

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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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二、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 

三、到場之當事人於懲戒法庭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不能為必要之證明。 

四、到場之當事人所提出之聲明、事實或證據，未於相

當時期通知他造。 

第五十四條  當事人於辯論期日到場拒絕辯論者，得不待其陳述，依

他造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第五十五條  被付懲戒人有第二條情事之一，並有懲戒必要者，應為

懲戒處分之判決；其無第二條情事或無懲戒必要者，應為不

受懲戒之判決。 

第五十六條  懲戒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免議之判決： 

一、同一行為，已受懲戒法院之判決確定。 

二、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定，認已無受懲戒處分之必要。 

三、已逾第二十條規定之懲戒處分行使期間。 

第五十七條  懲戒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判決。

但其情形可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移送程序或程式違背規定。 

二、被付懲戒人死亡。 

三、違背第四十五條第六項之規定，再行移送同一

案件。 

第五十八條  判決應公告之；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但當事

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不在此限。 

宣示判決應於辯論終結之期日或辯論終結時指定之期

日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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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辯論終結時起，不得逾三星

期。但案情繁雜或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宣示判決不以參與審理之法官為限；不問當事人是否

在場，均有效力。 

公告判決，應於懲戒法院公告處或網站公告其主文，書

記官並應作記載該事由及年、月、日、時之證書附卷。 

第五十九條  判決書應分別記載主文、事實、理由及適用法條。但不

受懲戒、免議及不受理之判決，毋庸記載事實。 

第 六十 條  判決原本，應於判決宣示後，當日交付書記官；其於辯

論終結之期日宣示判決者，應於五日內交付之。 

書記官應於判決原本內，記明收領期日並簽名。 

第六十一條  判決書正本，書記官應於收領原本時起十日內送達移

送機關、被付懲戒人、代理人及辯護人，並通知銓敘部及該

管主管機關。 

前項移送機關為監察院者，應一併送達被付懲戒人之

主管機關。 

第一項判決書，主管機關應送登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公開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六十二條  判決，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但於上訴期間內有合法

之上訴者，阻其確定。 

第六十三條  經言詞辯論之裁定，應宣示之。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

日不到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以公告代之。 

終結訴訟之裁定，應公告之。 

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於裁定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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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上訴審程序 

第六十四條  當事人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之終局判決不服者，得於

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上訴於懲戒法庭第二審。

但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 

第六十五條  當事人於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宣示、公告或送達後，得

捨棄上訴權。 

捨棄上訴權應以書狀向原懲戒法庭為之，書記官應速

通知他造當事人。 

捨棄上訴權者，喪失其上訴權。 

第六十六條  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 

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一、判決懲戒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審判。 

三、懲戒法庭對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 

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辯護、代理或代表。 

五、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第六十七條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懲

戒法庭為之： 

一、當事人。 

二、第一審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 

三、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

更之聲明。 

四、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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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第一項上訴狀內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 

第六十八條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

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懲戒法庭；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

正，由原懲戒法庭以裁定駁回之。 

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前項期間應自

判決送達後起算。 

第六十九條  上訴不合法而其情形不能補正者，原懲戒法庭應以裁

定駁回之。 

上訴不合法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原懲戒法庭應定期間

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原懲戒法庭應以裁定駁回之。 

第 七十 條  上訴未經依前條規定駁回者，原懲戒法庭應速將上訴

狀送達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得於上訴狀或第六十八條第一項理由書送達

後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於原懲戒法庭。 

原懲戒法庭送交訴訟卷宗於懲戒法庭第二審，應於收

到答辯狀或前項期間已滿，及各當事人之上訴期間已滿後

為之。 

第七十一條  被上訴人在懲戒法庭第二審未判決前得提出答辯狀及

其追加書狀於懲戒法庭第二審，上訴人亦得提出上訴理由

追加書狀。 

懲戒法庭第二審認有必要時，得將前項書狀送達於他造。 

第七十二條  上訴不合法者，懲戒法庭第二審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

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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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不合法之情形，已經原懲戒法庭命其補正而未補

正者，得不行前項但書之程序。 

第七十三條  懲戒法庭第二審調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不受上訴

理由之拘束。 

第七十四條  懲戒法庭第二審之判決，應經言詞辯論為之。但懲戒法

庭第二審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言詞辯論實施之辦法，由懲戒法院定之。 

第七十五條  除別有規定外，懲戒法庭第二審應以懲戒法庭第一審

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以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為上訴理由時，所舉違背之事

實，及以違背法令確定事實或遺漏事實為上訴理由時，所舉

之該事實，懲戒法庭第二審得斟酌之。 

依前條規定行言詞辯論所得闡明或補充訴訟關係之資

料，懲戒法庭第二審亦得斟酌之。 

第七十六條  懲戒法庭第二審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判決。 

原判決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

應以上訴為無理由。 

第七十七條  懲戒法庭第二審認上訴為有理由者，應廢棄原判決。 

因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廢棄原判決者，其違背之訴訟

程序部分，視為亦經廢棄。 

第七十八條  除第六十六條第三項之情形外，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

違背法令而不影響裁判之結果者，不得廢棄。 

第七十九條  經廢棄原判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懲戒法庭第

二審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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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基於確定之事實或依法得斟酌之事實，不適用

法規或適用不當廢棄原判決，而案件已可依該事

實為裁判。 

二、原判決就訴不合法之案件誤為實體判決。 

第 八十 條  除別有規定外，經廢棄原判決者，懲戒法庭第二審應將

該案件發回懲戒法庭第一審。 

前項發回判決，就懲戒法庭第一審應調查之事項，應詳

予指示。 

懲戒法庭第一審應以懲戒法庭第二審所為廢棄理由之

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 

第八十一條  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宣示或公告前得將上訴撤回。 

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 

上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在言詞辯論時，得以言

詞為之。 

於言詞辯論時所為上訴之撤回，應記載於言詞辯論筆

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 

第八十二條  懲戒法庭第二審判決，於宣示時確定；不宣示者，於公

告主文時確定。 

除本節別有規定外，第一節之規定，於上訴審程序準

用之。 

第三節 抗告程序 

第八十三條  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案件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但別有

不許抗告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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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

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 

關於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之規定，於抗告準用之。 

第八十四條  抗告，由懲戒法庭第二審裁定。 

對於懲戒法庭第二審之裁定，不得再為抗告。 

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二百

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第四章 再  審 

第八十五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得提

起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原移送機關或

受判決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

不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二、判決懲戒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三、依法律或裁定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 

四、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

之罪已經證明，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

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五、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已證明係

虛偽或偽造、變造。 

六、同一行為其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為判決基礎

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

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七、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判決。 

八、就足以影響原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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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為牴觸憲法。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

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提起再

審之訴。 

判決確定後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

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受

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審之訴。 

再審之訴，於原判決執行完畢後，亦得提起之。 

第八十六條  提起再審之訴，應於下列期間內為之：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八款為理由者，

自原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但判決於送達

前確定者，自送達之翌日起算。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為理由者，自相關

之裁判或處分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但再審之

理由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七款為理由者，自發現新證據之

翌日起三十日內。 

四、依前條第一項第九款為理由者，自解釋公布之翌

日起三十日內。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

但以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第九款情形為提起再審

之訴之理由者，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判決不服，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所定期

間，自原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自該再審

判決確定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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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條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懲戒法庭管轄。 

對於懲戒法庭就同一事件所為之第一審、第二審判決

提起再審之訴者，由第二審合併管轄之。 

對於懲戒法庭之第二審判決，本於第八十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至第八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二項之情形，仍專

屬懲戒法庭第一審管轄。 

第八十八條  再審之訴，應以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並添具確定判

決繕本，提出於懲戒法院為之： 

一、當事人。 

二、聲明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 

三、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第八十九條  懲戒法庭受理再審之訴後，應將書狀繕本及附件，函送

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於指定期間內提出意見書或答辯

狀。但認其訴為不合法者，不在此限。 

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無正當理由，逾期未提出意見

書或答辯狀者，懲戒法庭得逕為裁判。 

第 九十 條  懲戒法庭認為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懲戒法庭認為再審之訴無理由者，以判決駁回之；如認

為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懲戒法庭認為再審之訴有理由者，應廢棄原判決更為

判決。但再審之訴雖有理由，如認原判決為正當者，應以判

決駁回之。 

再審判決變更原判決應予復職者，適用第七條之規定。

其他有減發俸（薪）給之情形者，亦同。 

第九十一條  受判決人已死亡者，為其利益提起再審之訴之案件，應

不行言詞辯論，於通知監察院或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內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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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見後，即行判決。受判決人於再審判決前死亡者，亦同。 

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提起再審之訴，受判決人於再審

判決前死亡者，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 

第九十二條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審之訴，為懲戒處分之判決，

不得重於原判決之懲戒處分。 

第九十三條  再審之訴，於懲戒法庭判決前得撤回之。 

再審之訴，經撤回或判決者，不得更以同一事由提起再

審之訴。 

第九十四條  提起再審之訴，無停止懲戒處分執行之效力。 

第九十五條  再審之訴，除本章規定外，準用第三章關於各該審級訴

訟程序之規定。 

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情形者，得準

用本章之規定，聲請再審。 

第五章 執  行 

第九十六條  懲戒法庭第一審懲戒處分之判決，因上訴期間屆滿、未

經合法之上訴、當事人捨棄上訴或撤回上訴而確定者，書記

官應即製作判決確定證明書，於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

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 

懲戒法庭第二審懲戒處分之判決，於送達受懲戒人主

管機關之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 

受懲戒人因懲戒處分之判決而應為金錢之給付，經主管

機關定相當期間催告，逾期未履行者，主管機關得以判決書

為執行名義，移送行政執行機關準用行政執行法強制執行。 

主管機關收受剝奪或減少退休（職、伍）金處分之判決

後，應即通知退休（職、伍）金之支給機關（構），由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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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依前項規定催告履行及移送強制執行。 

第三項及前項情形，於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

人員，並得對其退休（職、伍）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給與執

行。受懲戒人死亡者，就其遺產強制執行。 

第九十七條  受懲戒人因懲戒處分之判決而應為金錢之給付，自懲

戒處分生效之日起，五年內未經行政執行機關執行者，不再

執行；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仍得繼續執行。

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

再執行。 

第九十八條  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考試

院定之。 

第六章 附  則 

第九十九條  行政訴訟法之規定，除本法別有規定外，與懲戒案件性

質不相牴觸者，準用之。 

第 一百 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繫屬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懲戒案件，於修正施行

時尚未終結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懲戒法庭第一審適用

第一審程序繼續審理。但修正施行前已依法進行之程序，其

效力不受影響。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被付懲戒人之應付懲戒事由、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

定，依行為時之規定。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

人者，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 

第一百零一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對本法修正施行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議決或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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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再審之訴，由懲戒法庭依修正施行後之程序審理。 

前項再審之訴，不適用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之迴避事由。 

第一項再審之訴，其再審期間及再審事由依議決或原

判決時之規定。 

第一百零二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議決，未經執行或尚未執行終結

者，依該次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執行。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6 4 2 9 1 號 

茲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名稱修正為「懲戒法院組織法」；

並修正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懲戒法院組織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 一 條  懲戒法院掌理全國公務員之懲戒及法官法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事項。 

第 二 條  懲戒法院置院長一人，特任，綜理全院行政事務，並任

法官；法官九人至十五人。 

第 三 條  懲戒法院院長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

院長、懲戒法院院長或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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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任最高法院法官、行政法院評事、最高行政法院

法官、懲戒法院法官、最高檢察署檢察官、高等法

院院長、高等行政法院院長、智慧財產法院院長或

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合計五年以上者。 

三、曾任實任法官、實任檢察官十七年以上；或任實任

法官、實任檢察官，並任司法行政人員合計十七年

以上者。 

第 四 條  懲戒法院設懲戒法庭，分庭審判公務員懲戒案件，其庭

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懲戒法庭第一審案件之審理及裁判，以法官三人合議行

之，並由資深法官充審判長，資同以年長者充之；第二審案

件之審理及裁判，以法官五人合議行之，並由院長充審判長，

院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長者充之。 

第 五 條  懲戒法院設職務法庭，分庭審判法官法第四十七條第

一項各款及第八十九條第八項案件；其庭數視事務之繁簡

定之。 

職務法庭合議庭成員，依法官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

條之二定之。 

第 六 條  懲戒法院設書記廳，置書記官長一人，簡任第十一職等

至第十三職等，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一等書記官及二

等書記官合計七人至十三人；一等書記官，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二等書記官，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三等書

記官七人至十七人，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分掌紀錄、

文書、研究考核、總務、資料及訴訟輔導等事務；並得分科、

股辦事，科長由一等書記官兼任，股長由一等書記官或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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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兼任，均不另列等。但一等書記官人數少於設科數，

且有業務需要時，科長得由二等書記官兼任之。 

前項所定分科、分股及兼任、免兼等事項，由司法院

定之。 

第 七 條  懲戒法院置法警長一人，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法警二人至八人，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錄事五人至十七人，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庭務員

一人至三人，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懲戒法院因傳譯之需要，應逐案約聘原住民族或其他

各種語言之特約通譯；其約聘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 八 條  懲戒法院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簡任第十職等；並得

置科員一人，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依

法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九 條  懲戒法院設會計室、統計室，各置主任一人，均簡任

第十職等；並得各置科員一人，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依法律規定分別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

等事項。 

第 十 條  懲戒法院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簡任第十職等；其餘

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依法律規定辦

理政風事項。 

第 十一 條  懲戒法院設資訊室，置主任一人，簡任第十職等；設計

師一人，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資訊管理師一人，薦任

第七職等；助理設計師二人至四人，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其中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處理資訊事項。 

第 十二 條  懲戒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理一人至四人，依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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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相關法令聘用專業人員充任之，協助法官辦理案件程

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項。 

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

入其專業執業年資。 

法官助理之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等相關事項，

由司法院定之。 

第 十三 條  懲戒法院設法官會議。法官會議之組成、召開時間、議

決事項及議決程序等事項，除另有規定外，適用法官法第四

章之規定。 

懲戒法院設職務法庭法官會議，其會議之組成、召開時

間、議決事項及議決程序等事項，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

內，準用法官法第四章之規定。 

第 十四 條  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有指揮之權。 

第 十五 條  法庭開庭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之權。 

第 十六 條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審判長得禁止其

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前二項之規定，於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第 十七 條  律師在法庭代理訴訟或辯護案件，其言語行動如有不

當，審判長得加以警告或禁止其開庭當日之代理或辯護。非

律師而為代理人或辯護人者，亦同。 

第 十八 條  審判長為前二條之處分時，應記明其事由於筆錄。 

第 十九 條  第十四條至前條有關審判長之規定，於受命法官、受託

法官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第 二十 條  違反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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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令，致妨害執行職務，經制止不聽者，處三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一條  職務法庭第一審懲戒案件之裁判，應依法官法第四十

八條第一項所定職務法庭法官及參審員人數評議決定之。 

前項評議，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職務法庭法官及參審員應全程參與，並以審判長

為主席，依序討論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懲戒

處分種類及效果。 

二、評議時應依序由參審員、職務法庭法官個別陳述

意見，其次序以資淺者為先，資同以年少者為先，

遞至審判長為終。 

三、參審員、職務法庭法官不得因其就評議事項係屬少

數意見，而拒絕對次一應行評議之事項陳述意見。 

四、評議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如職務法庭法官及

參審員之意見分三說以上，各不達過半數時，以最

不利於被付懲戒人之意見順次算入次不利於被付

懲戒人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 

五、評議時各法官及參審員之意見應記載於評議簿。

評議簿之原本，應由參與評議之法官及參審員簽

名；法官或參審員拒絕簽名或因故不能簽名者，由

審判長附記其事由。審判長因故不能簽名者，由資

深陪席法官附記之。 

第二十二條  懲戒法院行政之監督，依下列規定： 

一、司法院院長監督懲戒法院。 

二、懲戒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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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依前條規定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人員得為下列

處分： 

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使之注意。 

二、有廢弛職務、逾越權限或行為不檢者，加以警告。 

第二十四條  前二條之規定，不影響審判權之獨立行使。 

第二十五條  懲戒法院之處務規程，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法院組織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懲戒法院原依雇員管理規則進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錄事或庭務員之職缺，繼續雇

用至離職時為止。 

第二十八條  本法以外之其他法律所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及委員，分別改稱為懲戒法院、院長及法官。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日 

任命陳郁凱、城振誠、周國隆、蘇炳鐸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傅傳鈞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延楷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程元中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阮宣達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必嫻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景丞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樹林、莊惠媛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善惠、馮秀琴、張宇、陳淑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薛正一、蔡青冠、賴炫圭、吳玉婷、丁昭伶、張為斌為薦任公

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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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簡秀靜為薦任公務人員。 

胡智詠、曹宗傑、廖文祺、邱麗雯、史一航、謝明樺、施信瑋、鐘博庭、

陳政德、陳翔、賴彥榮、楊耀宗、林秉宏、許中威、鍾志明、張博麟、

張凱崴、涂榮志、黃永忠、曾炫禎、石惠倫、劉祐誠、林宗翰、李力屏、

吳佳暾、黃國津、丁亭妤、林明緯、林建志、趙春桃、林明慧、趙培元、

尤沛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卓錡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淑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宛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筱茜、陳宇琦、賴瑞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慶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禹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子瑄、詹弘義、李映彤、王思璇、黃蕙雯、蔡政育、李靜怡、

鍾采潔、龐慶蕙、陸怡萱、張睿芃、張菊芳、蔡珮琦、張奕睿、卓伶樺、

楊舜涵、葉明輝、許慧貞、戴家勝、林亭吟、李玉成、陳堃立、王馨誼、

林巧玲、張志豪、余任貴、莊智超、戴裕聰、陳志城、詹馥綺、楊雅婷、

黃志仁、游素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素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薇菱、曾志強、林妍秀、林鷸露、林士翔、丁俊文、林芳瑜、

梁哲偉、蔡惠芸、陳以璇、劉益嘉、游慧君、簡碩廷、潘忻盈、黃秋華、

黃曼清、吳美琴、許杏如、陳玉珍、楊文娟、林桂余、周文隆、陳國偉、

廖健宏、梁倩雯、楊政儒、陳儀珮、王巧伊、李雪芬、許哲瑋、黃瓊恩、

林宜萱、傅璿華、華寶蓓、吳秋蓉、唐炳煌、徐心儀、謝淑元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戴子潔、蔡明裕、謝涴羽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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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李珮甄、江支夫、楊棱媗、徐盛強、江玉萍、洪櫻娟、凃清宏、

曾玟華、鍾一雄、許佳瑛、劉淑貞、何蕙君、陳淑娟、廖秀瑛、劉晏婷、

吳敬慎、蔡德豐、鄒意蘭、詹淳汝、楊士賢、林姵如、劉家住、鄭和恭、

李夏苹、吳閔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古慧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明芬、黃秀菊、蔡佩娟、林漢儀、陳雅芳、陳良昇、廖惠如、

吳俊賢、李旻靜、陳思靜、黃宗閔、陳秀玲、蔡青霖、施富凱、謝明華、

陳怡甄、張培英、孔森秋、陳重佑、姚翠松、黃瑛瑱、林世堃、蔡秉宗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婉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孟芬、莊惠珊、黃伊伶、藍晨維、鄭琪穎、辜育志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李俊毅、莊堯富、李亞純、鄭蕙華、陳碧卿、李秀美、游敏讓、

吳展屹、張簡立暄、林廷轅、李佩珂、杜怡玲、吳俊達、王瑄文、施螢儒、

陳俊昌、林怡吟、許慧君、郭倉榮、余尚桓、蘇毓琪、林佳螢、李宛諭、

洪進生、徐渼涵、謝昆穆、吳俐靜、林靜宜、黃淑珺、羅瑞娟、侯瀞婷、

黃秋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志偉、呂張舜、吳俊達、游雅雯、施柏榕、賴奇宏、劉正富、

林世雄、陸淑華、張文杰、莊蕙君、張茜雅、林素玉、莊銘有、陳雯春、

王柏榮、林芷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怡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怡瑄、鄭伃彤、劉芳棟、張智強、黃鈺珺、胡清達、黃姸綾、

羅茂紜、李翊瑋、吳宣霈、黃家峙、謝昀、林瑩芬、謝易廷、林祥珮、

程麗雪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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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丁毓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文瑛、黃松欽、陳冠利、沈民益、許士杰、黃逵鱗、蔣林芸、

張玉珍、林玉韻、游凱君、劉純純、黃賜瑋、李思怡、柯建甫、黃素貞、

詹瑞美、黃國峰、邱家華、蔡宗城、蔡忠孝、陳佳鳳、賴瑩蓮、許瑜婷、

薛琮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銘智、張桂嘉、胡玉娟、徐香芬、林幸慧、白明芳、劉昇平、

簡清平、張詠婷、鄭聖華、郭亞鶴、陳張駿、劉承泰、陳建宏、巫世源、

陳秋凰、何孟熹、張文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宜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士銘、劉素鳳、黃修真、林偉生、黃正豐、林柔君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吳俊興、黃國銘、葉穎緻、劉元敏、林世斌、羅云郁、許智明、

楊宗諭、鄭志宏、鄭雅太、蕭瑞文、張靖宜、潘聖賢、陳乃榕、董麗卿、

張靜茹、許毓庭、吳雅婷、陳昭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淑娟、陳忠慶、張簡朝元、李其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凱文、張心怡、林玉蘭、陳玪毓、陳恒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雙明、丁惠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惠淇、許又今、呂書浩、李志強、張玟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粹文、宋欣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厚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曉虎、何智強、謝閔堯、石人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金榮、周彥宇、李俊賞、陳心怡、陳建驊、林書田、李中平、

李雅玲、黃鈺評、謝淳賢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佳慶、林建聖、張晏溧、林碧芳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俞家雯、施佳儀、張雅媚、辜詩雯為委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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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洪志成、廖育櫻、林書聿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佳蓉、林佳翰、吳建德、郭振甫、黃逸群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福安、彭于徵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黃啟芳、陳璽元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家卉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盈慈、葉舒綾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珮瑄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政宏、楊金虎、陳宏元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其芳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芬郁、陳至威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陸強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學智、陳威碩、施家裕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天明、徐沛然為試署法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1 日 

任命陳龍輝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温友杰、許鎵諼、陳昀萱、王煜翔、蔡閎宇、劉洹劭、粘長霖、

喬傳翔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李明諺、陳冠勛、吳芃修、陳柏樺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董育辰、劉兆軒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李祐成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洪維成為警正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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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朱品豫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郭晉元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3 日 

派游月容為簡派公務人員。 

任命詹雅惠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瑛足、鍾志盛、吳學寬、黃有文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淑珍、廖士煒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翠分、董欣靜、陳文琦、徐文義、吳昭煌、張崇智、卓明君、

彭煥儒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家陽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仙妃為簡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為婷、巫妮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康凱瑋、劉肯薇、邱佳怡、黃泓祺、林倚盟、簡士哲、周金億、

吳佩璇、羅紹宸、陳怡芬、林依潔、李慧婷、柯宜均、鐘振銘、藍政雄、

李京儒、陳文阡、田勛傑、呂正文、林肅倫、王信博、吳佳芳、楊梅雀、

鐘麗玲、李名傑、林季玫、詹凱安、黎靜、簡孝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媛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雅惠、王湘翎、蘇世珍、林怡君、饒梅芳、黃麗香、莊翼欽、

翁芝琦、黃闡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彩華、吳麗美、黃毓琪、王憶嫘、白永欣、莊可彤、洪萱芳、

謝宜君、趙立慧、謝賢璋、周慶鴻、陳文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霆、柯彥竹、覃魁發、施柏榮、王美乃、吳素卿、黃志航為

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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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陳函妤、張耿嘉、簡佳萍、陳羿庭、何俊瑋、甘志文、施景峯、

王麗雯、吳瑞益、廖志峯、曾志偉、陳柏叡、康櫻鈴、歐惠晴、胡耀光、

周杰寬、林靜如、陳佑維、劉靜如、湯千慧、王秋評、侯威宇、蔡川浩、

羅昱雯、陳佳鎮、林芳妃、莊琬婷、葉婉婷、林砡筱、李玉珮、陳永儒、

張登翔、蔡兆斌、張文南、劉協豐、何梅錦、鄭慶華、侯依婷、林寬政、

丁裕榮、吳文祥、王智成、呂俊勳、洪淑華、簡志茹、易廷雄、施博文、

鍾國順、莊國欽、王美慧、林佩玲、彭木田、蘇貴丁、張瑞杰、曾玉霞、

林菁敏、陳素娥、楊文廣、洪福聲、陳彥輔、張晏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慧曼、王文雯、李芳嘉、余鴻皇、林筱芸、饒志中、鄭瓊珠、

陳麗美、王建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姚嘉蓮、蕭慶瞬、蔡宗旆、李秋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婷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惠雯、李愛珠、江心怡、吳佳嬙、呂彥甫、李淑惠、莊筱茹、

黃靖惠、陳怡穎、林秀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宗昆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林采潔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冠諭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玉梅、王永軒、習家慶、施超揚、余楊燡、周錦梅、李憲政、

黃子寧、鄭煜叡、古盈成、杜弘凱、范景貿、杜佳樺、謝玉伶、許梓旂、

陳榮彬、林岳賢、陳宥任、李泳沂、戴貞浩、林根宇、林麗芳、江俊賢、

蕭咸齊、徐姿鎔、黃富勇、林建樹、林裕祥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楚芸、鄭光廷為委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佩珊為委任關務人員。 

任命李姿慧、林端侯、林志龍、林炳良、楊弘偉、王明偉、王瑞賢、

陳正杰、洪詠豪、陳威伊、曾崧豪、呂思賢、黃建鈞、陸明道、劉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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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華堂、謝長志、吳永聖、簡伯安、郭峻成、歐嘉偉、陳晋偉、李長哲、

李京興、陳又嘉、覃拾新、黃荃樺、李慶吉、楊一心、徐子元為委任公

務人員。 

任命張云綺為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王俊力為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長，陳松吉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李嘉明為臺灣

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任命何克凡、林承翰、陳漢章、葉子誠、周文如、黃翊雯、楊岳都、

陳昭蓉、陳建烈、王勢豪為檢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3 日 

任命謝進賢為警監三階警察官，陳檡文為警監一階警察官。 

任命黃俞鈞、劉恒維、許翔偉、張峻誠、陳佳展、周震、彭立辰、

張肇珈、張劭瑋、李語堂、陳裔鎬、宋梓誠、張育誠、曾文城、盧繹安、

林棟樑、林裕軒、陳冠亨、劉書銘、何政哲、蔡立仁、吳道岳、李易哲、

鄧順元、劉得敬、陳琮元、李金鐘、李正和、王志麟、邱黃明蓉、何季昉、

廖思為、黃恊宸、顧修僥、吳明亮、謝昀澤、朱俊碩、王弘緯、薛嘉凱、

江政諺、黃彥捷、吳妮臻、林子傑、蕭仲良、黃莉淇、顏鉦融、羅千金、

邱美萱、陳俊鏞、官于城、蔡岱錡、劉峻瑋、劉翁宇、曾儒義、林佳佑、

康家誠、邱昱、江冠儒、陳錚、蔡易廷、邱家文、林冠廷、陳采容、

葉峻廷、蔡家弘、林偉弘、鄧琪云、吳佳承、鍾騏陽、吳冠儒、趙冠瑜、

陳尚宏、楊建軍、陳又綾、洪姍渝、王家彬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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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月 2 9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4 6 2 9 0 號 

社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財團法人陳澄波

文化基金會創會董事長陳重光，果毅敦樸，寬仁純孝。少歲卒業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朝兢夕惕，黽勉奮勵。旋執鞭省立嘉義工業職

業學校暨嘉義女子中學，落實品格教育養成，培植秀異青年學子，

淳言諄諄，鼓鑄陶鎔。復籌組嘉義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矢願受難者

真相調查，協濟賠償條例立法，殫誠竭智，勞瘁罔辭。嗣承續「自

我文化主體」理念，置設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擘策嚴父遺作畫展，

勤攄故里風土鄉情；慨捐手稿圖資典藏，豐厚人文關懷奧旨，識見

深衷，意切時長；卓行雅化，惠益桑梓，爰獲第六屆教育部藝術教

育貢獻獎績優團體獎殊譽。綜其生平，標揚社會人權精義，獻力術

藝美學薪傳，茂德遐舉，允足矜式。遽聞鶴齡殂謝，軫悼彌殷，應

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耆宿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月 2 9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5 2 9 2 0 號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褚德三，端愨英敏，儒謹洽聞。早歲卒業國

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旋脩習遠渡，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理論核子

物理學博士學位，膺聘物理系客座教授，卓厲拔萃，專攻有成。嗣

返臺執鞭交通大學，歷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暨理學院院長，

尤擅理論原子核物理、凝體物理、量子資訊物理等範疇，勤攄期刊

論文撰著，編訂高中教材課綱；悉力基礎物理推廣，率團參預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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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極慮殫思，精純豐贍；沾溉涵煦，陶甄培才。公餘兼任經濟

部專利審查委員、國科會暨教育部諮議委員、國立編譯館編審委員

等職，引領多元研發探索，規劃科教政策方針，紓籌竭智，迭創嘉

謨。曾獲頒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學術著作獎、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暨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特殊貢獻獎等殊榮。綜其生

平，盡瘁國家高等教育志業，開啟臺灣物理科普先河，猷績儀型，

杏壇蜚聲。遽聞驟然辭世，軫悼彌殷，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

念賢彥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3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5 7 6 5 0 號 

總統府前資政、前國民大會代表林淵源，慧性敏贍，伉俠侃直。

少歲卒業現國立中興大學，旋赴日入東京教育大學農學研究部脩

習，奮拔黽勉，早擅英華。遄返執教庠序，曾任省立旗山農業職業

學校校長，完備校舍硬體設施，殫精學子訓誘潛導，啟迪陶甄，琢

玉清芬。尤於膺選第六、七屆高雄縣縣長任內，形塑「以和建縣」

理念，擘劃興達港工程肇造，張拓農漁產品外銷；興辦原鄉自來水

廠，悉力偏區交通改善；豐裕縣府稅收財源，爭取運動場館營置，

宣勤恪慎，憂勞忘食；訏謨圖議，幹濟有成。期間與美國金縣締結

姐妹縣，落實文化經貿交流，增益國際合作互訪，睦誼勵僑，顯績

揚聲。復應聘行政院顧問、臺灣省政府委員等職，督策農會選制變

革，籌度專案款項補助，規略明練，細針密縷。綜其生平，桃李盈

門－踐履技職教育薪傳志業，甘棠茂猷－厚植高雄縣政發展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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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風惠澤，楷範矜式。遽聞嵩齡殂謝，軫悼彌殷，應予明令褒揚，

用示政府崇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9年 5月 29日至 109年 6月 4日 

5 月 29日（星期五） 

˙參訪銅鑼灣書店（臺北市中山區） 

5 月 30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5 月 31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6 月 1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6 月 2 日（星期二） 

˙主持海巡署 4000噸級巡防艦首艦命名暨下水典禮（高雄市小港區） 

˙視導陸軍航特部空降訓練中心（屏東縣屏東市） 

6 月 3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6 月 4 日（星期四） 

˙接見 2020 全國 NGOs 環境會議環保團體代表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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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9年 5月 29日至 109年 6月 4日 

5 月 29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5 月 30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5 月 31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6 月 1 日（星期一） 

˙出席鍾肇政先生靈堂致意（桃園市龍潭區） 

6 月 2 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6 月 3 日（星期三） 

˙參訪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新北市土城區） 

6 月 4 日（星期四） 

˙參訪哈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太平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