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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民政、社會、人事、教育、法制、法律/財經政風】 
 

《行政法》 
試題評析 
這是第一次採取申論、測驗題各半的考型。出題老師顯然沒有刁難考生的意思，題目出得很中庸。除了測驗題

要小心不要因粗心選錯以外，申論題部分考的都不算太難，有認真唸書的考生應該都可以有不錯的成績。 
 
甲、申論題部分 

一、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雖得由法律授權行政機關以法規命令定之，但依審查對象之不同，其明

確性之審查密度亦有差異。試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例分析「審查對象」與「審查密度」之類

型與差異。(25分) 
【答題鑑示】 
本題重點在於大法官解釋的掌握，雖然考到了大法官釋字六一二號的協同意見書，算是比較冷門（一般而言，

協同意見書並沒有法定拘束效果，很少會拿出來考），可是內容和以前大法官的見解並沒有很大的差異，只要

把基本問題答出來、不要自亂陣腳，應該都有分數。 
 
答： 
(一)法律保留與明確性要求 
按法治國家法律保留原則之要求下，行政機關依法行政，雖以受法律拘束為前提、有法律依據為原則，然

並未意味著所有行政行為均應由立法機關加以決定。行政機關，在得有法律授權之情形下，針對非屬憲法

保留或國會保留之有關事項，仍得以自行加以決定（參見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三號）。而授權不得為概括之

授權，需將授權之範圍、目的、內容明白規範，更為司法院大法官所再三指陳，憲法就授權明確性原則，

未設明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藉由個案憲法解釋，反復闡明，人民自由及權利之限制，應以法律為之，但

不排除得由法律授權行政機關以命令為補充規定，惟其授權必須具體明確，由此逐漸建立憲法上所謂授權

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二)「審查對象」與「審查密度」之類型與差異 
針對不同規範類型與對象，司法院大法官並非採行單一之審查標準，主要是以人民基本權利保障之憲法要

求為基礎，即關於人民自由權利之限制，法律授權以命令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

體明確，始符憲法意旨，此已成為大法官之一貫見解。惟如何認定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是否具體明

確？則依司法院釋字第390號、第 394號、第443號、第522號及第538號解釋意旨，可以解讀為大法官就法

律保留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在人民基本權利保障上之適用，係依基本權利之種類及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措

施之性質，劃分層級式之審查標準（參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一二號解釋協同意見書）： 
1.依基本權利之種類所建立的劃分標準： 
涉及人民生命及身體自由者，適用嚴格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嚴；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利

者，適用一般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寬。 
2.依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措施之性質所建立的劃分標準： 
涉及刑罰之規定，適用嚴格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嚴；涉及行政罰或其他行政干預之規

定，適用一般法律保留原則，對授權明確性之審查較寬。 
(三)嚴格審查與寬鬆審查之意涵 

1.嚴格審查之審查方式，可以釋字第522號解釋理由書之闡述為例： 
立法機關得以委任立法之方式，授權行政機關發布命令，以為法律之補充，雖為憲法之所許，惟其授權

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符憲法第23條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在案。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
度，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令對人民權利之影響相稱。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益至

鉅，自應依循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律之方式為之，如法律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令為補充規定時，須

自授權之法律規定中得預見其行為之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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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寬鬆審查之審查方式，可以釋字第 538  號解釋文之闡述為例： 
建築法第15條第2項規定：「營造業之管理規則，由內政部定之」，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理規則。此項

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容與範圍為規定，惟依法律整體解釋，應可推知立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就

營造業登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準則、主管機關之考核管理等事項，依其行政專業之考量，訂

定法規命令，以資規範。 
(四)授權明確性原則與比例原則之層級式審查標準，不宜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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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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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定後段所謂「以法律限制之」部分，即大法官反

復闡明人民自由及權利之限制，應以法律為之，但不排除得由法律授權行政機關以命令為補充規定，惟其

授權必須具體明確，而逐步建立憲法上所謂法律保留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之憲法基礎，已如前述。惟人

民自由及權利之限制，並非形式上符合法律保留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即當然合憲。其實質內容，尚須

符合憲法第23條前段規定，即為達成特定目的所必要，換言之，即尚須符合比例原則。 
大法官就憲法第23條前段規定比例原則之審查，亦已逐步建立層級化之審查標準，其內容可以釋字第584
號解釋理由書為例：「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內容之差異，在憲法上有寬嚴不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

職業之方法、時間、地點、對象或內容等執行職業之自由，立法者為公共利益之必要，即非不得予以適當

之限制。至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例如知識能力、年齡、體能、道德標準等，立法者若欲加以

規範，則須有較諸執行職業自由之限制，更為重要之公共利益存在，且屬必要時，方得為適當之限制」惟

此一針對比例原則所建立之層級化審查標準，與大法官就形式法律保留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所建立之層

級化審查標準之論述內容不同，不宜混淆。 
 

二、行政罰法第1條規定：「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

法。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請分析第一條本文所謂「行政法」，是否包括

地方自治立法？第1條但書所謂「其他法律」，是否包括地方自治立法？(25分) 
【答題鑑示】 
行政罰法會考出來不讓人意外，不過說實話，這道題目並不算太難，只是大略帶到和行政罰法的相關部分。只

要有簡單的邏輯概念，知道地方制度法的裁罰規定內容，以及其他裁罰性法律和行政罰法的適用關係，就可以

答得出來。 
 
答： 
(一)「行政罰」之概念 
按人民違反行政法上之義務而受制裁，統稱為「行政罰」。其範圍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廣義之行政罰，包

括下列範圍： 
1.行政刑罰。亦即本質上係行政義務之違反，然定有刑事制裁之規定。如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五條第一

項：「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六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金；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

百萬元以下罰金；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百萬元以下罰

金。」即屬適例。 
2.行政執行罰。係指依據行政執行法所課與義務人金錢義務之不利益決定，通常以「怠金」稱之。 
3.行政紀律罰。或者稱為懲戒罰，係指依特定身份之人員（公務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違反專業倫理及

紀律行為所給予之裁罰，例如依公務員懲戒法所規定之撤職、休職、降級、減俸、記過、申誡等處罰。 
4.行政秩序罰。或被稱為狹義之行政罰，係指對於違反行政法上之義務之人民作為制裁對象之處罰，例如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違反善良風俗之罰鍰、建築法第八十七條違法施工處罰等均屬之。 
(二)行政罰法第一條規定之適用範圍 
按行政罰法第一條之規定：「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

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所規範者乃行政罰法之適用範圍。其中「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

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是否包括違反地方自治立法之義務？通說採行肯

定見解。蓋地方自治機關在一定範圍內得以享有對違反自治法規之當事人採取裁罰措施，早為立法機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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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地方制度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直轄市法規、縣 (市) 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行政業務者，得

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類之行政罰。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不繳納者，得

依相關法律移送強制執行。」、第三項：「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連續處

罰之。其他行政罰之種類限於勒令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行為之

不利處分。」，均已明文承認地方團體所享有之裁罰權力。是故，行政罰法第一條本文所謂「行政法」包

括地方自治立法，並無疑義。 
(三)「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之範圍 

行政罰法第一條但書規定：「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範圍為何？按行政罰法雖屬「行政罰

總則」之規定，然其適用範圍均以狹義之行政罰亦即「行政秩序罰」為主。至於廣義之行政罰，包括行政

刑罰、行政執行罰、紀律罰等原則上均不在地方制度法所規定之範圍之中，亦為地方自治團體所不得行使

此等權力。是故，行政罰法第一條但書規定「其他法律」並不包括地方自治立法在內。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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