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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得暫停適用

其一部或全部」，其原因為何？又其與同法第21條「法規之廢止」有何不同？請分別加以說

明。（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單純條文題目，考點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9條與第21條。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社，頁5-50、5-51。 

 
答： 
(一)法規之停止適用 

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得暫停適用其一部或全部。法規停止或恢復適用之程序，準

用本法有關法規廢止或制定之規定。 

(二)法規之廢止 

1.廢止事由 

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 

(1)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2)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3)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4)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2.廢止程序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依程序廢止之法規，得僅

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二、最近有關憲法修正問題，朝野上下討論熱烈。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憲法修正案由立法院

提出。試問立法院如何提出憲法修正案？其在立法院審議之程序有無規定？試申述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修憲之時事考題，考點在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社，頁3-87、3-88。 

 
答： 

立法院對於憲法修正之內容具有提出之權限，此即憲法修正案之提出權。立法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案，除

依憲法第174條第2款之規定處理外，審議之程序準用法律案之規定。茲就立法院之修憲提案程序，分述如下： 

(ㄧ)開始 

立法院得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提出憲法修正案。 

(二)進行 

憲法修正案經提出後，即應送交程序委員會。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而後提報院會。於經院會朗讀憲法

修正案之標題後，即送修憲委員會審查。此外，因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

國國民之福祉至鉅，故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再者，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行

為，應公開透明為之，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 

(三)終結 

1.立法院提議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即

得提出憲法修正案。 

2.人民複決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公告半年後，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若經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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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程序中二讀會最為重要，決定法案的形式與實質內容，要言之，二讀會之程序包括：廣

泛討論逐條討論重付審查或撤銷，請加以說明。（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法律案之二讀程序之考題，考點集中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社，頁3-53、3-54。 

答：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條規定：「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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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對於法律案之審議，必須經過三讀之程序。茲就第二讀會之廣

泛討論、逐條討論、撤銷之後重覆審查，說明如下： 

(一)審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9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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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以解，對於經各個審查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逕付二讀之議案，第二讀會得進

行審查。

(二)討論

1.廣泛討論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9條第3項：「第二讀會，得就審查意見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準此以

解，廣泛討論之客體有二，一為各委員會審查之審查意見，另一則為原案要旨。但廣泛討論並非第二讀

程序之必要程序，蓋第9條第3項規定「得」作廣泛討論也。

2.逐條討論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9條第2項規定：「第二讀會，應將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又，立法院

議事規則第11條第1項規定：「修正動議，於原案二讀會廣泛討論後或三讀會中提出之，並須經十人以上

之連署或附議，始得成立。」

準此以解，議案在經過廣泛討論後，即進行逐條討論。且於逐條討論時，得對於議案提出修正動議。

3.重付審查

(1)廣泛討論後之重付審查或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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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人以上

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

(2)逐條討論後之重付審查

法律案在第二讀會逐條討論，有一部分已經通過，其餘仍在進行中時，如對本案立法之原旨有異議，

由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將全案重付審查。但以一次為限。

四、一個新成立的機關組織法之起草，攸關該機關設立後之功能及其運作。試問草擬一個新成立的

機關組織法時，應包括的要件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法律案之草擬所應注意之事項，考點在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社，頁A-135。 

答： 
(一)準備作業

1.把握政策目標：法規（指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法律、命令，包含行政程序法所稱法規命令，以下同）是

否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須以政策需要為準據。

2.確立可行作法：法規必須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採擇達成政策目標最為簡便易行之作法。

3.提列規定事項：達成政策目標之整套規劃中，惟有經常普遍適用且必須賦予一定法律效果之作為或不作

為事項，方須定為法規，並應從嚴審核，審慎處理。下列事項，不應定為法規：

(1)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所定之機關內部一般性規定與第2款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2)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指示。

(3)機關於其權限範圍內之職務協助事項。

4.檢討現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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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定為法規之事項，有現行法規可資適用者，不必草擬新法規；得修正現行法規予以規定者，應修正

有關現行法規；無現行法規可資適用或修正適用者，方須草擬新法規。 

(2)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一法規時，必須同時檢討其有關法規，並作必要之配合修正或廢止，以消除

法規間之分歧牴觸、重複矛盾。 

(二)草擬作業 

1.構想要完整：法規應規定之事項，須有完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以免應予明訂之事項，由於尚無具體構

想而委諸於另行規定，以致法規施行後不能貫徹執行；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會商有關機

關；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負擔

者，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對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亦應有完整之評估。 

2.體系要分明：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法規，須就其內容，認定該法規在整個法規體系中之地位以及與

其他法規之關係，藉以確定有無其他法規必須配合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並避免分歧牴觸。 

3.用語要簡淺：法規用語須簡明易懂，文體應力求與一般國民常用語文相切近，並符合法律統一用字

（語）。 

4.法意要明確：法規涵義須明顯確切，屬授權性質之規定，其授權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5.名稱要適當：制（訂）定法規及修正現行法規時，宜就其所定內容之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