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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何謂自治條例？何謂自治規則？何些事項需以自治條例定之？自治規則除可定名為規程之外，

還可定名為何？請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分別說明，有關自治規則之定名，請至少寫出三種。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題重點，在於分析地方制度法中有關自治條例與自治規則之意義、自治條例之規範事

項，以及自治規則之名稱。 

考點命中 《高點立法程序與技術第五回》，徐政大編撰，頁2至3有類似概念之說明。 

答： 
(一)自治條例之意義 

根據地方制度法第25條之規定：「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

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例；…。」準

此以解，所謂「自治條例」，係指地方立法機關所制定並由地方行政機關對外公布之抽象而一般法規範而

言。 

(二)自治規則之意義 

所謂「自治規則」，係指地方行政機關依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自治條例之授權所訂定並由其發布或下達

之抽象而一般法規範而言。此觀諸地方制度法第25條之規定：「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

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

者，稱自治規則。」，以及同法第27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就其自治事

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自治條例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自明。 

(三)以自治條例規定之事項 

關於應以自治條例規定之事項，計有四類：一、法律或自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者。二、創

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四、

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之者（參地方制度法第28條）。 

(四)自治規則之名稱 

第27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

律、自治條例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第1項）。前項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

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第2項）。」準此以解，自治規則在規範

名稱之首應冠以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至於在規範名稱之尾，則可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

要、標準或準則。 

 

二、聽證制度在立法程序中的主要作用為何？我國立法院常設委員會在舉行公聽會時，邀請對象為

何？公聽會報告之效力為何？請依相關法律之立法意旨及規定加以闡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題重點，在於分析聽證所具有之發現真實、正當程序、政治溝通、教育公民、緩和社會

緊張情緒與衡量政治態度。 

考點命中 
1.《高點立法程序與技術第二回》，徐政大編撰，頁12。 

2.《立法程序與技術》，羅傳賢撰，五南出版社，2012年 7月，頁577至579。 

答： 
(一)聽證制度在立法程序中之主要作用 

1.發現真實： 

透過聽證程序之參與，出席人員可以從不同之觀點表達意見，並提出質疑，以使真實得以藉由聽證而被

發現。因此，聽證具有發現真實之作用。 

2.正當程序： 

聽證因屬於英美制定法律之正當程序所具有之內涵之一，故聽證之舉行可謂正當程序之踐行。也因此，

聽證具有正當程序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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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溝通： 

在聽證過程中，行政機關可以蒐集民意，進而匯聚民意，以使政府與人民意見得以相互進行溝通。因

而，聽證具有政治溝通之作用。 

4.教育公民： 

由於人民藉由媒體而獲得聽證發言的相關情形，因此可以學習正當程序與知的權利，故聽證具有教育公

民之作用。 

5.緩和社會緊張情緒： 

聽證之舉行可以使反對者的意見受到尊重，故贊成者與反對者間之矛盾與對立得以趨緩，也因此緩和社

會緊張情緒係屬聽證所具有之作用。 

6.衡量政治態度： 

聽證程序之進行可以了解評估法案贊成與反對的態度，故聽證具有衡量政治態度之作用。 

(二)公聽會之邀請對象 

1.邀請對象之來源 

根據憲法第67條規定：「立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第1項）。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

人員到會備詢（第2項）。」此即公聽會邀請對象之憲法依據。準此以解，公聽會以各委員會召集委員為

主席，並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見（參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56條第1項）。 

2.邀請對象之人數 

出席人員，應依正反意見之相當比例邀請，並以不超過15人為原則；其人選由各委員會決定之（同條第2

項）。又，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出席（同條第3項）。 

(三)公聽會報告之效力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59條規定：「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參考。」準此以解，舉行公聽會之後

所作成之報告，僅供委員會於審查特定議案時之參考，並無任何法律上拘束力。也因此，委員會於參考公

聽會之報告後，即使未依公聽會報告而作為審議法案之依據，亦不構成違法。 

 

三、立法程序上，有所謂的「三讀」程序，請以我國立法院為例，分別說明第一讀會、第二讀會以

及第三讀會的作用。（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題重點，除了在於三讀會之規範依據之外，尚應就第一讀會、第二讀會與第三讀會所具

有之作用加以分析。 

考點命中 
1.《高點立法程序與技術第一回》，徐政大編撰，頁7至8。 

2.《立法程序與技術》，羅傳賢撰，五南出版社，2012年 7月，頁506至510。 

答： 
根據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7條規定：「立法院依憲法第63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除法律案、預算案應經三讀會

議決外，其餘均經二讀會議決之。」準此以解，對於法律案之議決，必須經過三讀之程序。茲就第一讀會、第

二讀會與第三讀會之作用，分述如下： 

(一)一讀會 

1.規範內容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8條第1項規定：「第一讀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朗讀行之。」 

2.作用功能 

現時世界各國國會第一讀會大都徒具形式，無非用以表明審查法律之開端而已。故而，一讀會僅單純指

由院會主席將議案宣付朗讀之短暫過程而言。 

(二)二讀會 

1.規範內容 

第二讀會，於討論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決不經審查逕付二讀之議案時行之（參立法院職權

行使法第9條第1項）。此外，第二讀會，應將議案朗讀，依次或逐條提付討論（同條第2項參照）。再

者，第二讀會，得就審查意見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論。廣泛討論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人以上

連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同條第3項參照）。 

2.作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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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讀會依我國之立法程序，即於院會討論各委員會審查之法案，或基院會議決不經審查逕付二讀之法案

時，所為實質討論之程序。在此階段，一般均將法案朗讀並參照委員會審查或原案要旨，依法或逐條提

付討論，並得就審查意見或原案要旨先做廣泛討論。實質上經委員會審查者，即以審查意見為優先討論

之基礎，如審查意見未被採納，即討論行政院提案，如行政院提案未被採納，即採用現行條文。 

(三)三讀會 

1.規範內容 

第三讀會，應於第二讀會之下次會議行之。但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人以上連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

得於二讀後繼續進行三讀（第11條第1項）。又，第三讀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

他法律相牴觸者外，祇得為文字之修正（同條第2項）。再者，第三讀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同條第

3項）。 

2.作用功能 

在一般情形下，三讀會只能為文字之修正，而不得再為實質問題辯論，最後並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表

決通過即算完成立法程序。 

 

四、監督行政機關是立法機關除了立法之外，最重要的一種功能。各國國會普遍運用質詢、不信任

投票、調查聽證等職權來監督行政機關。然而地方立法機關對於地方行政機關的監督，未必能

運用上述全部之手段。請以我國為例，說明地方制度法賦予地方立法機關「質詢」之運作方

式。（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題重點，在於地方民意代表對於地方行政官員之質詢方式：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 

考點命中 
1.《高點立法程序與技術第一回》，徐政大編撰，頁20至22。 

2.《立法程序與技術》，羅傳賢撰，五南出版社，2012年 7月，頁599至603。 

答： 
(一)質詢時點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市）長應提出施政報告；直轄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均應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參地方制度法第48條第1項）。此外，直

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於議會、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有向前項各該首長或單位

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其質詢分為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業務質詢時，相關之業務主管應列席

備詢（地方制度法第48條第2項參照）。因此，於定期會開會時，在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

長，以及直轄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各一級單位

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提出報告之後，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即得對之加以質

詢。 

(二)質詢方式 

1.施政總質詢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針對直轄市長、縣市長或鄉鎮市長就施政計畫、各項

施政報告、專案報告等以及各局處之業務執行情形，於開會時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提出建言和意見者，

即屬施政總質詢。例如：「市政總質詢」在大會向市長提出，以政策性重要者為原則，由市長負責答

覆。因此，施政總質詢係以直轄市長、縣市長或鄉鎮市長等地方首長為對象，針對地方整體之施政計

畫、施政報告與專案報告，而提出意見加以詢問。 

2.業務質詢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向市府所屬各局處及公營事業機構提出，以其所職掌

之業務為範圍由各有關單位首長負責答覆者，即屬業務質詢。因此，業務質詢係直轄市政府各一級單位

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為對象，

而對其所主管之業務提出意見加以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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