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法制人員 

高考三級「立法程序與技術」解題 

＝版權所有〃翻盜印必究＝ 

一、本（100）年6月8日立法院舉行司法院大法官同意權公聽會，部分學者專家

建議同意權行使的程序，宜修法納入聽證相關規範。何謂公聽會？何謂聽證

會？兩者區別何在？請分別加以說明。（25分） 

本題請參閱士明發行立法程序與技術數位教材（羅傳賢老師）：第10章10.2.16

節，謝謝～ 

解答： 

一般人多將法規中的公聽會與聽證會相提並論之。二者雖皆源自民主參與程序，

惟其仍有許多相異之處： 

 1、性質不同： 

   聽證會為正式程序且富司法色彩，得舉行辯論、交叉詰問，並基於紀錄作成

決定，具裁決性質。而公聽會則為非正式，僅廣泛聽取專家學者、利害關係人、

及有關團體政府代表等意見的程序，不一定如聽證會有正式辯論及提出證據，故

只具有諮詢性質。 

 2、適用範圍不同： 

    依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僅有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時始適用聽證程序

規定，故目前僅有行政處分、法規命令及行政計畫等行政行為舉行聽證程序，而

非一律全面適用於所有行政行為。 

  3、關係人不同： 

   聽證會係相對人為不利益處分時所為的程序，公聽會則係對申請者以外有利

害關係人之意見而為者，係盡力性規定，並非考量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4、程序嚴密不同： 

   聽證會係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節進行的正式程序，包括進行前的期日通

知、預告；進行中主持人的權限、當事人的權利；結束後聽證紀錄的內容等等，

均有明文規定。而公聽會則為一便宜性措施，未受嚴格的程序保障與限制。 

   5、效力不同： 

   行政機關於作成應經聽證的行政處分時，應斟酌聽證結果，法規如有特別規

定，聽證紀錄將拘束行政機關的裁量權限。反之，公聽對行政機關並無一定的法

拘束力。 



二、直轄市政府對直轄市議會所作預算的議決案，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移請直

轄市議會覆議。請依地方制度法相關規定，分別說明覆議案的處理期限、表

決數額及其限制。（25分） 

本題請參閱士明發行立法程序與技術數位教材（羅傳賢老師）：第9章9.3.5節，

謝謝～ 

解答： 

依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規定：直轄市政府對市議會所作預算之議決案，如認為窒

礙難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政府三十日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

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直轄市議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

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七日內召集臨時會，並於開議三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

案，直轄市政府應即接受該決議。 

覆議，拒否之謂也，乃政治學上之名詞。為總統制政府中的行政部門對立法部門

之決議權要求重新考慮的做為，有權力間的制衡關係。覆議則為議會與政府之間

的政治運用，是橫的關係，並非僅為議事程序而已。覆議為政府要求議會對議事

前所通過之法案，重行再議，故各國憲法規定均須有高額之三分之二表決人數。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行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之法案，仍須得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表決通過，才得維持原案。否則該項通過之法案，行政院可不予以執行。但依

地方制度法第 39 條規定，覆議額數則為三分之二才能維持原議決，此與憲法增

修條文不同。 

三、立法院職權行使法對立法委員提出法律案與不信任案的處理程序有何不同規

定？請分別加以說明。（25分） 

本題請參閱士明發行立法程序與技術數位教材（羅傳賢老師）：第 9章 9.3.5節

及1000426，第11章11.4.1節，謝謝～ 

解答： 

立法委員提出法律案之處理程序： 

（一）第一讀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朗讀後：1.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

提出之法律案，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1）即交付有開

委員會審查。（2）經出席委員提議，20 人聯署或附議，表決通過，逕付二

審。 

（二）常設委員會審查。 

（三）法案進行黨團協商。 

（四）第二讀會：應將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 

（五）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相互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律相牴觸者外，



祇得為文字修正。 

（六）將全案提付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時行之，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

席。 

立法委員提出不信任案之處理程序：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1/3 以上連署，對

行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冷卻期）後，應於 48 小時內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贊成，行政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

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若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年內不得

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四、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法條得分為項、款、目。法條分項有

那幾種方式？請分別加以說明。（25分） 

本題請參閱士明發行立法程序與技術數位教材（羅傳賢老師）：第3章3.2.2節及

第4章4.2.3節，謝謝～ 

解答： 

分項時應先注意「一條一文主義」：亦即一條（項）以一個短句（中心思想）之

形式為原則。盡量用條，減少用項，因項無編序號。亦即一條只宜有一主題，以

形成重心，且各條各有獨立的意義或精神。故「條」是構成法律規定之單元，項、

款僅是隸屬於條文下之段落或次層意思而已，不能脫離全條而獨立存在。 

分項方式如下： 

（一）逐進分項法：就法規規範內容，在同一法條中逐進分二項或二項以上排列。 

（二）以次項補充前項法：亦即第二項係補充第一項之不足而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