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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為適應社會變遷，法規於需要時應進行修法，為解決新舊法規適用問題，法規或有規範「過渡

條款」以因應之。 

(一)請說明中央法規標準法中，有關新舊法規適用之規定。（7分） 

(二)請就法理評析新舊法規適用問題和過渡條款之必要性。（18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過渡條款之規定，第一小題就中標法之規定回答，比較簡單。但第二小題則涉及學理上

過渡條款之存在目的，需要就法規之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法安定性等憲法基本原理原則及相關

大法官解釋作論述，比較偏向憲法及行政法的考題。在此本小題也證明了，立法程序與技術本來

就係公法之一環，憲法與行政法好好準備，在考立法程序與技術時也會派上用場的。 

考點命中 1.《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2-20~2-22、14-11~14-13。 

 

答： 
(一)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法）第16條至第18條規定新舊法規適用之原則： 

1.按中標法第16條就特別法對於該事項之適用，規定如縱使其他法規修法，此時該事項仍不適用該修法後

之新法，而仍係優先適用該特別法。 
2.次按中標法第17條規定，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或

準用修正後之新法規。 
3.再按中標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

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

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二)新舊法規之適用問題與過渡條款之必要性 

1.新舊法規之適用，涉及法規之溯及既往問題。如果一新法規對於已依舊法規之構成要件已經完全發生之

事實加以適用，屬於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會牴觸法規不溯及既往之憲法原則而違憲。反之，若新法規

對於舊法規已經發生但尚未完全終結之行為加以適用，則此時僅為不真正溯及既往，非屬真正溯及既

往，原則上為合憲。是以，新舊法規之適用，可能發生對於事件是否回溯適用之溯及既往問題。 
2.過渡條款之必要性 

(1)「過渡條款」，乃規定法規施行時，各種法律關係的調整及法律施行的準備事宜。而法規中之所以要

訂定過渡條款，其用意乃在使主管機關得有充分之時間準備及於過渡時期為必要措施之時間，以使

新舊法律秩序之變動不至於對社會造成過大之衝擊，與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有關。 
(2)是以，過渡條款存立之必要性有以下四點： 

A.既得權利和地位之保護：人民因為信賴舊法規而對於該法規有生一定的信賴，因該信賴而為一定

行為所取得之既得利益，如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事，則人民對該舊法規即有「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是以，為顧及人民之信賴保護，必要時需以過渡條款之方式以減輕法規變動對人民權利

之衝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5號亦同上述見解。 
B.避免社會發生急遽之變化：此與上述之既得權保障為相同之法理，即為顧及人民大眾對法規之信

賴，為了避免對社會急遽的變化所採取緩和之處置，即有必要對某些情況採取暫行的特別措施。

如關稅之暫時減輕。 
C.使不利益措施之效果能夠持續：亦即，對於在舊的法律下所發生的事實，在新的法律下仍然應該與

舊法時採取相同的評價以及措施才可以，以符合實質平等原則。 
D.對原則性的規定採取必要的補充措施：如規定舊法時期之法律行為是否仍然有效的過渡措施、舊

法令規定之效力是否延長適用的過渡措施、依據舊法核發之許可或證明書及賦予之資格，在新法

下應如何處理之過渡措施、關於罰則的過渡規定等。 
 
二、新聞報導謂：「隨著立法委員大選將近，許多法案還卡在立法院當中，讓推動這些法案的團體

非常憂心，之前努力可能付諸流水。」請問：是何種制度規定，讓推動法案的團體擔心法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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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請附理由詳細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從立法委員快要改選此論述可以看出考點，也就是屆期不連續原則之概念。而屆期不連續原

則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有關，也是立法程序中立法議事原則與會期中傳統之重要考點。考

生在此必須寫出屆期連續與不連續原則之概念，最後再統整論述我國之制度係採「屆期不連續原

則」，才會發生未審完之法案於下一屆立委產生後即不再審議。 

考點命中 1.《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11-6、11-18~11-20。 

 

答： 
我國採「有條件之議會不連續」原則，造成未審完之法案，於立委改選後即不再繼續審議： 

(一)議會不連續原則 
1.議會不連續原則，又稱為「會期不連續原則」（discontinuity of session）及「屆期不連續原則」，係指在

會期中任何未審議通過之議案，立即視同廢棄，即不得於下一會期（下屆）中繼續審理。當新的會期或

屆次開始之時，所有的議案程序必須重新提出、排定程序審議。而屆期不連續原則，係基於尊重新民意

之立法委員之意思，如此方符合民主政治之基本原則。 
2.採行議會不連續原則之原因，試述如下： 

(1)民主政治反應新民意 
舊國會之成員所未審議完之案件，代表舊民意，而新會期或新屆次之國會議員，如一上任即須處理舊

民意代表所未審議完之議案，則會使新的民意行使立法權打折扣。 
(2)減少政治之嫌隙與衝突 

選舉結果有可能改變國會政黨之多數結構，若新的國會必須接續審理舊國會政黨結構未議決之議案，

將會迫使新國會必須與舊國會比較與表態，使兩種政黨結構產生不必要之衝突與對立，製造政治衝

突。 
(3)減少條文解釋時判斷立法者意旨之困擾 

若法律由不同政黨結構所組成之國會接力審議，將可能導致民意之割裂，進而使修正或制定之法律日

後難以對於其主觀目的進行解釋，無法探詢立法者真意，使適用法律者諸如法官、律師等無所適從。 
(4)促進立法經濟 

沒有結案之議案，可以推斷必要性不高，或是遭到堅決反對而無法凝聚強烈政治意志而遭到擱置，從

而於舊國會無法完成審議。故使其自動消失更符合立法經濟。 
(5)可成為少數黨審議杯葛之武器 

基於議會政治傳統，應給予居於少數地位之反對黨有運用此原則之可能，使其堅決反對之議案藉由拖

延戰術，使之成為廢案，更有助於平衡議會之勢力。 
(二)議會連續原則 

議會連續原則，係指在歷次會期或屆期中，任何未審議通過的議案，均未廢棄，可在下一會期或屆期中繼

續審議。議會連續原則能使法案審議能夠持續，不至於因國會改選而中斷，從而得提升立法效率。 
(三)我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係採有條件之屆期不連續原則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3條規定：「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尚未議決

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即除預算案及人民請願案有跨年度審查之需要而應繼續審議外，其他議案

如法律案則會因為立法院改選而不予審議，採有條件之屆期不連續原則。故會發生如題示所述，立法委員

若改選，一些原本排定審查之議案因來不及於本屆立委任期屆滿前審議，之前提出未審之議案，除預決算

及人民請願案外，皆不會予以審議。等於該法案要等新科立委選出並就職展開新會期後重新提案，程序委

員會重新編排並納入議程後才能審議，有徒增程序成本、浪費立法效率之嫌。 

 

三、何謂國會法中之「保留發言權」？請就其概念、相關法規及於我國發展詳細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非常偏，基本上一般參考書不會提及，甚至沒有介紹我國法制之發展。故本題要拿到一

定分數是有一定難度。然而若能夠敘述委員會於審查法案之概念及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10-2
條之規定，即可獲得一定分數。畢竟現行我國法制是沒有規範所謂「保留國會發言權」之相關規

定的，目前已經被黨團協商制度所取代。只存在於學理概念與比較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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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1.《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12-14。 

 

答： 
(一)保留院會發言權之概念 

各國國會法中有所謂「保留院會發言權」，即議員在委員會審查法案過程中，其少數意見未被採納者，得

依規定之手續保留在院會發言發表其不同意見之權利。按立法慣例，凡參加審查之議員，對委員會之審查

意見提至院會討論時不能發言反對。惟此非尊重少數之本旨，所以依法理應准許不同意見有提至大會，訴

諸公決之權利。 
(二)立法院議事規則之相關規定與我國發展 

經查，我國相關法規並無明文保留發言權之規定，較接近者，僅為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10-2條規定：

「出席委員對於委員會之決議當場聲明不同意者，得於院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

議。但缺席委員及出席而未當場聲明不同意者，不得異議，亦不得參與異議之連署或附議。」究其實，我

國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於2000年1月15日修正前，原規定：「出席委員對於委員會決議不同意者，

得當場聲明保留在院會之發言權。但缺席委員及出席而未聲明保留在院會發言權之委員，不得在院會中提

出與委員會決議之相反意見。」此即我國立法院各委員會舊有之保留發言權制度。但上開規定於2000年1月
15日修正時已予刪除，並由上開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10-2條連結至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8條第2項「不

需交黨團協商聲明不同意之院會異議權」所取代，即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

委員提出異議，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 
 

【參考書目】 

1.羅傳賢(2004)，《立法學實用辭典》，五南，頁 361～362。  

 

四、保險法第167條第1項有關處罰之規定如下：「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

金。」同條復於第2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該項之罰金。」請詳述保險法第167條第2項之

立法型態類型與概念，及其理由。（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立法技術各論的法律體例中，對於罰則處罰法人之立法技術。本題透過實例之法律，測

驗考生對於兩罰規定之理解，頗有難度。然如果能夠將兩罰規定之基本立法技術之概念寫出，相

信獲得高分不是難事。 

考點命中 1.《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14-8。 

 

答： 
保險法第167條第2項為自然人及法人之「兩罰規定」： 
(一)罰則之概念 

罰則是規定當人民違反法定義務時，行政機關可剝奪人民權利之條文，通常除刑法此部法典外，相關公法

規範所定之罰則係規範「行政罰」及「行政刑罰」此兩種類。而罰則通常係以不完全法條之方式呈現，即

先以某種條文，規定應為或不得為某種行為，其後另定一「罰則」章或「獎懲」章以規定處罰條文。鮮有

緊接於本文之後即規定其罰則者。 
(二)本題保險法第167條第2項為「兩罰規定」 

1.按現行法律對法人科處行政刑罰，亦可以特別規定。然法人雖有權利能力，但本身不會有單獨之動作。

法人會違法，係由自然人所為。而兩罰規定，即因應上述情形而生，即法人之代表人或負責人於從事法

人業務，而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時，除處罰行為人之外，亦同時處罰法人，惟對法人所加制裁為罰金，

故又稱為「兩罰制」。上述保險法規定，行為人執行業務而受處罰，則對該法人亦科以該項之罰金，即

為罰自然人兼罰法人之「兩罰規定」。 
2.我國現行立法例對兩罰規定所持之見解有兩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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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過失責任論 
即處罰有過失之自然人及法人，對其違法已盡力防止者，不予處罰。如業務主體既已對其業務行為人

盡其監督注意義務，防止違法發生，如仍予處罰，有失公平。故此種情形應予免罰。 
(2)採社會責任論 

即不問自然人或法人有無過失，均予處罰，亦即採無過失責任。換言之，業務行為人違法而依法應負

刑責時，其業務主體之自然人或法人，即應予兩罰，不問其監督有無不周，以貫徹法律所欲達成之取

締目的之社會責任；如公平交易法。 
 

【參考書目】 

1.羅傳賢(2004)，《立法學實用辭典》，五南，頁 62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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