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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學緒論與法學大意 

相關最新修正法規補充 

廖震 老師提供 
一、憲法訴訟法 

（一）修正日期 

1.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512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33、53、

59、63、95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2.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3 日司法院院台廳書一字第 11206006751 號令發布定自 112 年 7 月

7 日施行。 

（二）修正條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 

管轄案件 Ⅰ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一、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機關爭議案件。 

三、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地方自治保障案件。 

六、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Ⅱ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33 

判決書之記載 Ⅰ判決應作判決書，記載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機關或其他

團體者，其名稱及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

所及其與法人、機關或團體之關係。 

三、有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案由。 

五、主文。 

六、理由。 

七、年、月、日。 

八、憲法法庭。 

Ⅱ判決書應記載參與判決之大法官姓名及其同意與不同意主文

之意見，並標示主筆大法官。 

Ⅲ判決得於主文諭知執行機關、執行種類及方法。 

Ⅳ理由項下，應記載當事人陳述之要旨、受理依據，及形成判

決主文之法律上意見。 

53 
判決宣告法規

範失效之不同

Ⅰ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於判決前已繫屬於

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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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Ⅱ判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其效力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影響。 

Ⅲ判決前以溯及失效之法規範為基礎作成之確定裁判，得依法

定程序或判決意旨救濟之；其為刑事確定裁判者，檢察總長

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 

59 

認①確定終局

裁判或②該裁

判所適用法規

範違憲之救濟 

Ⅰ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

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Ⅱ前項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

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63 

準用第 53 條規

定之情形 

本節案件（即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情形）

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或溯及失效者，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

第 53 條規定。 

95 
施行日期 Ⅰ本法自公布後 3 年施行。 

Ⅱ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 

 

二、行政院組織法 

（一）修正日期 

1.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338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2.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8 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1220012571 號令發布定自 112 年 8 月 1

日施行。 

（二）修正條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3 各部之設置 

行政院設下列各部： 

一、內政部。 

二、外交部。 

三、國防部。 

四、財政部。 

五、教育部。 

六、法務部。 

七、經濟部。 

八、交通部。 

九、勞動部。 

十、農業部。 

十一、衛生福利部。 

十二、環境部。 

十三、文化部。 

十四、數位發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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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院組織法 

（一）修正日期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454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5、16、24、

30 條條文；增訂第 16-1 條條文。 

（二）修正條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5 
內部單位之設

置 

立法院設下列各處、局、館、中心： 

一、秘書處。 

二、國際事務處。 

三、議事處。 

四、公報處。 

五、總務處。 

六、資訊處。 

七、法制局。 

八、預算中心。 

九、國會圖書館。 

十、中南部服務中心。 

十一、議政博物館。 

12 
秘書處掌理之

事項 

秘書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收發、分配、繕校及檔案管理事項。 

二、關於文稿之撰擬、審核及文電處理事項。 

三、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四、關於研究發展及管制考核事項。 

五、關於公共關係事項。 

六、關於新聞之編輯、發布及聯絡事項。 

七、關於新聞資料之蒐集、分析、整理及保管事項。 

八、關於本院視聽媒體之規劃、設計及運用事項。 

九、關於新聞媒體之聯繫及委員活動之報導事項。 

十、其他有關秘書業務事項。 

十一、不屬其他處、局、中心、館之事項。 

16-1 
國際事務處掌

理之事項 

國際事務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本院國際交流事項。 

二、關於本院國際合作事項。 

三、關於本院參與國際活動事項。 

四、關於立法委員籌組或參與國際團體事項。 

五、關於國會外交獎章及榮典之辦理事項。 

六、關於外賓與僑民之接待及傳譯事項。 

七、關於國際新聞傳播及輿情蒐集運用事項。 

八、其他有關國際事務事項。 

24 人員之配置 

Ⅰ立法院置處長六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副處長六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秘書十

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編審十一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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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析師二人至三人、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一人至三十八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二十八人至三十七人、技正二人至三人、編譯三人

至五人、分析師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編輯六人至八人、設計師五人至六人、管理師七人至八人，

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技士四人至六人、科員

五十二人至七十一人、速記員四十人至六十人，職務均列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助理管理師九人、

操作員七人至八人、病歷管理員一人、校對員十二人至十六

人、技佐六人至八人，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其中助理管理師五人、操作員四人、校對員八人、技佐四人，

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辦事員二十二人至二十八人，職務

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三十五人至三十九人，職

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Ⅱ立法院置藥師一人、護理長一人，職務均列師（三）級；護

士二人至四人、藥劑生二人、檢驗員一人，職務均列士（生）

級。 

本法修正施行前依雇員管理規則進用之現職書記，其未具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

為止。 

30 主計處之設置 

立法院設主計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

三職等；副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

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 

 

四、考試院組織法 

（一）修正日期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3394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1 條；施行

日期，由考試院定之；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考試院考臺人字第 11212101611 號令定 112 年 6 月 1 日施行。 

（二）修正條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 授權法源 本法依憲法第 89 條制定之。 

2 考試院職權之範圍 
考試院掌理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一項所定事項及憲法所

賦予之職權。 

3 
考試委員之名額與

任期 

Ⅰ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定為 7 人至 9 人。 

Ⅱ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任期為 4 年。 

Ⅲ總統應於前項人員任滿 3 個月前提名之；前項人員出缺

時，繼任人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Ⅳ考試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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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試委員之資格 

Ⅰ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曾任大學教授 10 年以上，聲譽卓著，有專門著作

者。 

二、高等考試及格 20 年以上，曾任簡任職滿 10 年，成

績卓著，而有專門著作者。 

三、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 

Ⅱ前項資格之認定，以提名之日為準。 

5 
考試委員至中國大

陸兼職之禁止 

Ⅰ考試委員不得赴中國大陸地區兼職。 

Ⅱ違反前項規定者，即喪失考試委員之資格。 

6 部、會之設置 

考試院設下列各部、會： 

一、考選部。 

二、銓敘部。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7 考試院會議之設置 

Ⅰ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以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前

條各部會首長組織之，決定憲法所定職掌之政策及其有

關重大事項。 

Ⅱ前項會議以院長為主席。 

Ⅲ考試院就其掌理或全國性人事行政事項，得召集有關機

關會商解決之。 

8 院長之職務內容 
Ⅰ考試院院長綜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 

Ⅱ考試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9 秘書長之設置 

Ⅰ考試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

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Ⅱ秘書長應列席考試院會議。 

10 編制表規範之範圍 考試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11 施行日 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院定之。 

-------------------- 

 

五、司法院組織法 

（一）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1 月 19 日。 

（二）法規全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 授權法源 本法依憲法第 82 條制定之。 

2 職權行使之範圍 司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3 大法官之設置 司法院置大法官 15 人，依法成立憲法法庭行使職權。 

4 大法官之資格 

Ⅰ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實任法官 15 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二、曾任實任檢察官 15 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三、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5 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 

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 12

年以上，講授法官法第 5 條第 4 項所定主要法律科

目 8 年以上，有專門著作者。 

五、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



憲法：FDCK12R-2 

頁 6 / 10 

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 

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Ⅱ具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大法官，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

額 1/3。 

Ⅲ第一項資格之認定，以提名之日為準。 

5 
大法官獨立行使職

權 

Ⅰ大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Ⅱ實任法官轉任之大法官任期屆滿者，視同停止辦理審判

案件之法官，不計入機關所定員額，支領法官法第 72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俸給總額之 2/3，並準用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之規定。 

Ⅲ實任檢察官轉任之大法官任期屆滿者，準用前項規定。 

6 法院之設置 
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懲戒法院；其組織均另以

法律定之。 

7 
院長與副院長之職

務 

Ⅰ司法院院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 

Ⅱ司法院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Ⅲ司法院院長出缺時，由副院長代理；其代理期間至總統

提名繼任院長經立法院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Ⅳ司法院副院長出缺時，暫從缺；至總統提名繼任副院長

經立法院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Ⅴ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同時出缺時，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

定一人代理院長；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副

院長經立法院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8 
秘書長與副秘書長

之設置 

司法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副秘書長一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四職等。秘書長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務，並指揮、

監督所屬職員；副秘書長承院長之命，襄助秘書長處理本

院事務。 

9 內部單位之設置 

司法院設下列各廳、處，掌理本院行使職權之相關事項： 

一、民事廳。 

二、刑事廳。 

三、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四、少年及家事廳。 

五、司法行政廳。 

六、憲法法庭書記廳。 

七、秘書處。 

八、資訊處。 

九、公共關係處。 

十、新聞及法治宣導處。 

10 
廳長、副廳長等官

長之設置 

Ⅰ司法院各廳各置廳長、副廳長一人；各處各置處長、副

處長一人。廳長、處長，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副廳長、副處長，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至第十二職等；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

內派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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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前項廳長、處長分別掌理各該廳、處業務；各副廳長、

副處長襄助廳長、處長處理業務。 

11 參事之設置 

司法院置參事六人至八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

三職等，掌理法案、命令之撰擬、審核，法制意見之提供

及其他交辦事項。 

12 人員之設置 

Ⅰ司法院置秘書八人至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其中七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編纂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專

門委員八人至十五人，高級分析師一人，高級管理師一

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一

人至五十五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編審六人至八

人，專員四十二人至五十四人，分析師四人，技正一人，

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設計師三人，管理

師四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八十

七人至一百三十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速記員一人至二人，職務列委任第五

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士五人，職務列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一等書記官五

人至九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二等書記

官六人至九人，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三等書記官

十二人至十九人，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助理設計

師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操作員八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

中四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助理員一人至六人，

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法警一人至三人，職

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人至三十人，

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Ⅱ司法院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

時為止。 

13 調辦事法官之授權 

Ⅰ司法院因業務需要，得調各級法院法官至司法院辦理行

政事項。 

Ⅱ司法院因大法官審理案件需要，得調實任法官至司法院

辦事，承大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件之審查、法律問題

分析、裁判書草擬及其他交辦事項。 

14 大法官助理之設置 

Ⅰ司法院置大法官助理十五人至六十人，依相關法令聘用

專業人員充任之；承大法官之命，協助辦理案件之審

查、爭點整理、資料蒐集及其他交辦事項。 

Ⅱ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經聘用充任大法官助理期間，

計入其專業執業年資。 

Ⅲ大法官助理之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等相關事

項，由司法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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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事處、會計處、

統計處及政風處之

設置 

Ⅰ司法院設人事處、會計處、統計處及政風處，依法律規

定，分別辦理人事、歲計、會計、統計及政風事項。 

Ⅱ人事處、會計處、統計處及政風處各置處長一人、副處

長一人。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副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其餘所

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16 內部單位之劃分 

Ⅰ各廳、處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各科於必要時得再分

股，股長由薦任秘書、編審、專員、分析師或薦任科員

兼任，不另列等。 

Ⅱ憲法法庭書記廳辦理支援審判業務事項之科長得由一

等書記官兼任，股長得由一等書記官或二等書記官兼

任，均不另列等。 

17 司法院會議之召開 
司法院院長為集思廣益，研商重要事項，得召開司法院會

議；其會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18 委員會之設置 
司法院得因業務需要，於院內設各種委員會；其委員及所

需工作人員，由院長就所屬人員中指派兼任之。 

19 法官學院之設置 司法院設法官學院；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20 司法博物館之設置 
司法院因保存、陳列司法文物需要，得設司法博物館；其

組織規程由司法院定之。 

21 處務規程之訂定 司法院處務規程，由司法院定之。 

22 施行日 

Ⅰ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Ⅱ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修正之第 3 條、第 9 條及第 16 條自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 

------------------- 

 

六、監察院組織法 

（一）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1 月 08 日。 

（二）法規全文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規定 

1 授權法源 本法依憲法第 106 條制定之。 

2 
監察院職權之

行使 

監察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3 

委員會之設置

與國家人權委

員會之設置 

Ⅰ監察院得分設委員會，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Ⅱ監察院設國家人權委員會，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3-1 
監察委員之資

格 

Ⅰ監察院監察委員，須年滿 35 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立法委員一任以上或直轄市議員二任以上，聲譽卓著者。 

二、任本俸十二級以上之法官、檢察官十年以上，並曾任高等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以上法官或高等檢察署以上檢察官，成績優異者。 

三、曾任簡任職公務員十年以上，成績優異者。 

四、曾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聲譽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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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執行業務十五年以上，

聲譽卓著者。 

六、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聲譽卓著者。 

七、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聲譽卓著者；或具與促進

及保障人權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經驗，著有聲望者。 

Ⅱ具前項第七款資格之委員，應為七人，不得從缺，並應具多元性，由

不同族群、專業領域等代表出任，且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提名前並應公開徵求公民團體推薦人選。 

Ⅲ第一項所稱之服務或執業年限，均計算至次屆監察委員就職前一日

止。 

4 審計部之設置 

Ⅰ監察院設審計部，其職掌如下： 

一、監督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預算之執行。 

二、核定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收入命令及支付命令。 

三、審核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財務收支及審定決算。 

四、稽察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財物及財政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

為。 

五、考核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財務效能。 

六、核定各機關人員對於財務上之責任。 

七、其他依法律應行辦理之審計事項。 

Ⅱ審計部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5 審計長之執掌 審計長綜理審計部事務。 

6 
監察院院長與

副院長之職務 

Ⅰ監察院院長綜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監察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

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Ⅱ監察院院長出缺時，由副院長代理；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

經立法院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Ⅲ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同時出缺時，由總統就監察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

院長；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副院長經立法院同意，總統

任命之日為止。 

Ⅳ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

屆滿之日為止。 

7 
監察院會議之

召開 

監察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組織之，以院長為主席。 

8 
監察委員行署

之設置 

監察院視事實之需要，得將全國分區設監察院監察委員行署，其組織另

以法律定之。 

9 
秘書長與副秘

書長之設置 

監察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務，並指揮監督

所屬職員；副秘書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承院長之命，襄助

秘書長處理本院事務。 

10 
內部單位之設

置 

監察院設監察業務處、監察調查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秘書處、綜

合業務處，分別掌理下列事項，並得分組或分科辦事： 

一、關於人民書狀之收受、處理及簽辦事項。 

二、關於糾舉、彈劾事項。 

三、關於調查案件之協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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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政治獻金及遊說事項。 

五、關於會議紀錄、公報編印及發行事項。 

六、關於文書收發、保管及印信典守事項。 

七、關於出納及庶務事項。 

八、關於綜合計畫之研擬及研究發展與考核事項。 

九、關於資訊計畫、資訊系統、資通設備、資訊安全與訓練等之整體規

劃及管理事項。 

十、關於協調、聯繫及新聞發布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事項。 

11 本條刪除 （刪除） 

12 人員之設置 

Ⅰ監察院置參事二人至四人、處長五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副處長五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調查

官二十四人至二十八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調查主

任八人，由調查官兼任；陳情受理中心主任一人、組長十一人、專門

委員四人、高級分析師一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秘書二十六人至三十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十

一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科長十一人，職務列薦

任第九職等；調查專員二十四人至二十八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專員十人至十六人、分析師二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設計師二人、管理師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八職等；調查員二十四人至二十八人、科員二十人至二十八人、速記

員二人至四人，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助理員四人至八人、操作員二人，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其中助理員四人、操作員一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辦事員

十人至十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七人，職務列

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藥師一人、護理師二人，職務均列師（三）

級。 

Ⅱ前項所列秘書員額內其中八人，由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研究委員三

人、組長二人、書記三人出缺後改置；科員員額內其中五人，由留任

原職稱原官等之書記五人出缺後改置。 

Ⅲ本法修正施行前僱用之現職書記，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

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其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13 

會計室、統計

室、人事室及

政風室之設置 

Ⅰ監察院設會計室、統計室、人事室及政風室，依法律規定，分別辦理

歲計、會計、統計、人事及政風事項。 

Ⅱ會計室、統計室、人事室及政風室各置主任一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13-1 助理之聘用 監察院應為每位委員聘用助理一人，與監察委員同進退。 

14 
會議規則與處

務規程之決定 

監察院會議規則及處務規程，由監察院定之。 

15 施行日 
Ⅰ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Ⅱ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