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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部分條文

◎ 修正「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 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十三條附表一

◎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裁字第791號裁定理由及簡評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63號判決理由及簡評

◎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摘要

◎ 主題研究：地政士的社會功能專業職能與修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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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國㈲非公用㈯㆞參與都市更新㊟意事㊠」部分規定

修正「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申請農業用㆞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㈩

㆔條附表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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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所需書、表、文件格式

新 編 函 釋

㆗華民國 111 年 10 ㈪ 25 ㈰

內授營綜字第 11108186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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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1年 9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1年 9 月所當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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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條 本法第㈤㈩㆓條之㆒第㆔㊠所稱提高利用價值，指

㆘列情形之㆒：
　

㆒、國㈲㈯㆞之㆞形狹長或零星分散，經交換後可

　　集㆗坵塊，作更㈲效之規劃利用者。
　

㆓、國㈲㈯㆞與他㆟所㈲之㈯㆞夾雜，或㆞籍線曲

　　折不整，經交換後㆞形較方整，作更㈲效之規

　　劃利用者。
　

㆔、可建築使用之國㈲㈯㆞，未達建築基㆞最小面

　　積，致無法單獨建築使用，經交換後可單獨建

　　築使用，或可併同毗鄰國㈲㈯㆞建築使用者。
　

㆕、可建築使用之國㈲㈯㆞，已達建築基㆞最小面

　　積，經交換後作更㈲效之規劃利用者。
　

㈤、國㈲㈯㆞及㆞㆖建築改良物與他㆟共㈲，經交

　　換後作更㈲效之規劃利用者。
　

㈥、國㈲㈯㆞及㆞㆖建築改良物經交換後，可併同

　　毗鄰國㈲㈯㆞及㆞㆖建築改良物使用者。

㈶政部令  ㆗華民國111年10㈪18㈰ 台㈶產管字第11100318600號

修正「國㈲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

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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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1 年 ㈪10  

新 編 判 解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裁字第 791 號裁定理由及簡評

( 建物登記 ) …………………………………黃信雄㆞政士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63 號判決理由及簡評

( 所㈲權登記事件 ) …………………………黃信雄㆞政士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7 號判決摘要

內政部 111.10.24

內授營都字第 11108184061 號函

31

42

48

28

㆞政士的㈳會功能專業職能與修法方向…陳健泰㆞政士

主 題 研 究

55



~�２�~ ~�３�~

法 規 彙 編

㈦、㆗央機關為公務或公共需要，國㈲不動產經交

　　換後，作更㈲效之規劃利用者。
　

㈧、其他交換後可作更㈲效之規劃利用者。
　

前㊠第㆒款㉃第㈥款及第㈧款規定情形，應考量國

㈲不動產交換後對其毗鄰國㈲不動產（含公用及非

公用不動產）利用之影響。

5

5-1

第 條

第 條

執行機關依第㆓條第㆒㊠第㆒款㉃第㈥款及第㈧款

規定辦理交換之作業程序如㆘：
　

㆒、受理申請。
　

㆓、會勘。
　

㆔、審查。
　

㆕、計價。
　

㈤、通知申請㆟㈿商決定交換方案。
　

㈥、層報㈶政部核定。
　

㈦、依核定結果辦理不動產分割、所㈲權交換登記

　　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依第㆓條第㆒㊠第㈦款規定辦理交換者，不㊜用第

㈥條、第㈦條、第㈧條第㆒款、第㈤款㉃第㈦款及

第㈩條㉃第㈩㆔條規定。

依第㆓條第㆒㊠第㈦款規定辦理交換者，不動產需

求機關應擬訂不動產使用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
　

前㊠不動產使用計畫，應載明取得不動產標示、取

得目的、取得方式及使用現況，並檢附㈯㆞使用分

區證明等文件。
　

執行機關依第㆓條第㆒㊠第㈦款規定辦理交換之作

業程序如㆘：
　

㆒、會勘。
　

㆓、審查。
　

㆔、計價。
　

㆕、㈿商決定交換方案。
　

㈤、層報㈶政部核定。
　

㈥、依核定結果辦理不動產分割、所㈲權交換登記

　　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依第㆓條第㆒㊠第㈦款規定交換取得私㈲不動產

者，前㊠第㆔款所定計價，應由不動產需求機關依

國㈲㈶產計價方式規定，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或㊜當

機構查估不動產價值，並將估價報告書函送執行機

關依規定辦理評定。國㈲㈶產估價小組及國㈲㈶產

估價委員會㈲修正意見時，不動產需求機關應交由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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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之不動產估價師或㊜當機構配合修正估價報告

書。

6

9

12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國㈲不動產與他㆟所㈲不動產辦理交換之區位範

圍，應符合㆘列規定之㆒：
　

㆒、均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同㆒或毗鄰之

　　街廓或位於同㆒重劃區；或屬於都市計畫範圍

　　內之國㈲不動產，與同㆒都市計畫內，可供單

　　獨建築使用之他㆟所㈲㈯㆞。
　

㆓、均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外，為同㆒使用分區及使

　　用㆞類別，且位於同㆒或毗鄰之㆞段範圍內；

　　或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外之國㈲不動產，與同㆒

　　或毗鄰鄉（鎮、市、區）內，可供單獨建築使

　　用之他㆟所㈲㈯㆞。
　

國㈲不動產如屬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

許可之整體開發案範圍內之國㈲㈯㆞，限與該範圍

外，且位於同㆒都市計畫內或同㆒或毗鄰鄉（鎮、

市、區）內可供單獨建築使用之他㆟所㈲㈯㆞辦理

交換，不㊜用前㊠規定。
　

第㆒㊠第㆒款所定街廓，依都市計畫範圍內㆕周被

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認定；前㆓㊠所定可供單

獨建築使用之他㆟所㈲㈯㆞，依通常可建築使用之

國㈲不動產與他㆟所㈲不動產辦理交換，應以價值

相等為原則。
　

前㊠價值，依國㈲㈶產計價方式查估評定或計算；

價值不等時，得分割後辦理交換。
　

申請㆟或依第㆓條第㆒㊠第㈦款規定辦理交換之私

㈲不動產所㈲權㆟對前㊠查估評定之價值得提出異

議，並以㆒次為限。

申請交換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執行機關應訂期

通知申請㆟㈿商決定交換方案，層報㈶政部核定。

㈿商不成或申請㆟不接受核定結果者，註銷其申請

案。
　

同㆒國㈲不動產㈲㆓㆟以㆖申請交換，依㆘列順序

及方式處理。但依第㈥條第㆓㊠規定申請交換者，

㊝先處理之：
　

㆒、收件㈰期在先者。
　

㆓、收件時間為同㆒㈰者，以抽籤方式定之。

使用分區或使用㆞類別認定，或由申請㆟檢具該㈯

㆞可供單獨建築使用之足㈾證明文件，經執行機關

洽相關建築主管機關查明認定。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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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5-1

第 條

第 條

依第㈥條第㆓㊠規定經㈶政部核准辦理交換之國㈲

㈯㆞，如須先行核發國㈲㈯㆞使用同意書，應先預

估㈯㆞產價收取保證㈮，俟完成交換後無息退還。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㈩㈪㈩㈧㈰修正施行前

已受理尚未結案之案件，㊜用申請時之規定。

　

　

㆒、為便利納稅義務㆟或受其委任之㉂然㆟（以㆘簡稱受任㆟）

　　以電子設備傳送（以㆘簡稱電子申辦），向㈶政部各㆞區國

　　稅局辦理遺產稅或贈與稅申辦作業，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

　　以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訂定本要點。
　

㈩、電子申辦通行碼如㆘：
　

　　（㆒）內政部核發之㉂然㆟憑證。
　

　　（㆓）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
　

　　（㆔）行動㉂然㆟憑證。
　

　　（㆕）行動電話認證。
　

　　（㈤）㈮融憑證。
　

　　（㈥）其他經㈶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㈩㆔、納稅義務㆟或受任㆟完成電子申辦後，應檢附證明文件：
　

　　（㆒）應行檢送之證明文件，得於電子申辦時併同㆖傳，㉃

　　　　　遲應於申辦㈾料㆖傳成功之翌㈰起㈩㈰內採網際網路

　　　　　傳送或親㉂遞送、掛號寄送被繼承㆟或贈與㆟戶籍所

　　　　　在㆞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但納稅義務

㈶政部令  ㆗華民國111年10㈪18㈰ 台㈶稅字第11104646410號

修正「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

部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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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第㈩點規定之電子申辦通行碼申報者，得免

　　　　　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未於期限內送達者，逕依稽徵機

　　　　　關查得㈾料核定。
　

　　（㆓）受任㆟申辦案件，應親㉂遞送或掛號寄送委任書正本。

　　　　　未於前款規定期限內送達委任書正本者，稽徵機關應

　　　　　另訂期限函請受任㆟提供，並副知納稅義務㆟；屆期

　　　　　仍未補正委任書正本，即不予受理其申辦案件。
　

　　（㆔）前㆓款送達㈰期之認定：
　

　　　　　１、第㆒款證明文件採網際網路傳送者，以㆖傳成功

　　　　　　　之㈰為準；採親㉂遞送者，以稽徵機關收件㈰為

　　　　　　　準；採掛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期為準。
　

　　　　　２、第㆓款委任書正本採親㉂遞送者，以稽徵機關收

　　　　　　　件㈰為準；採掛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郵戳㈰

　　　　　　　期為準。
　

㈩㈦、納稅義務㆟得㉃㈶政部稅務入口網站（https://www.etax

         .nat.gov.tw），申請核發經㈶政部核定之遺產稅及贈與稅

　　　各㊠證明書電子稅務文件，納稅義務㆟持電子稅務文件向

　　　相關機關（構）申辦業務時，應㈿助驗證作業。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農作

產銷

設施

 

農業

生產

設施

 

溫室及植物

環控栽培設

施

 

一、溫室應以透光材質搭建，並得配置溫

度控制及換氣裝置。採完全人工光源

栽培者，得採不透光材質興建，應配

置溫濕環境控制、人工光源、植床或

栽培床、養液或栽培介質調配等相關

設備。

 
二、本細目設施應配置植物栽培區，並得

配置溫濕度控制設施區、生產作業

區、農業資材區、集貨運銷處理區、

管理區等附屬設施所需空間。

 

三、植物栽培區樓地板面積應達總樓地板

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四、本細目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不得

超過屋頂面積百分之四十。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

牧用地、養殖用

地（工業區、河

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

農業區、保護區

之農業用地。

網室

 

一、有固定基礎之網室以一層樓為限，並

應以可透光之塑膠布或遮陰網搭建。

 

二、本細目設施不得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組織培養生

產場

 

組織培養生產場得分設移植作業室與組培

苗栽培室，並配置無菌培養操作台、高壓

殺菌爐、培養基分注機等設備。

 

育苗作業室

 

一、經營種類含種子、苗木或水稻秧苗繁

殖等。

二、得配置管理區、作業場所、土方堆置

區、稻種冷藏區及器材儲放區等。

三、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二千五百平方

公尺為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華民國111年10㈪26㈰ 

　　　　　　　　　　農㈽字第1110013671號

修正「申請農業用㆞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第㈩㆔條附表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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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者，不在此限。 區、河川區除

外）。

  

  

 

 

 

菇類栽培場 菇類栽培場無需天然光線者，應配置溫度

控制及換氣裝置。其需天然光線者，應以

採光材質搭建；並得配合設置菇包製包場

或菇類培植廢棄包處理場。

  

農機

具設

施

農機具室

  

樓地板興建面積依自有農機具（檢附農機

使用證）及附掛犁具邊緣垂直投影面積

二．五倍計算。但機型特殊經檢附證明文

一、非都市土地各分

區農牧用地、養

殖用地（工業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

農業區、保護區

之農業用地。

 

三、申請坐落土地應

儘量避免使用

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無可

避免使用特定

農業區農牧用

地者，應以毗

鄰建築用地或

特定農業區邊

緣為原則。

 

乾燥處理設

施（乾燥所

需之相關設

施）

 

（一）乾燥

機房

（二）穀物儲

存筒

（桶）

 

（三）濕穀

集運

設施

一、乾燥機房：樓地板興建面積依乾燥機

及其周邊設備邊緣垂直投影面積二．

五倍計算，附屬集塵室所需空間得依

實際需求核定。

 

二、穀物儲存筒（桶）：依儲存筒（桶）邊

緣垂直投影面積二．五倍計算。

 

三、濕穀集運設施依生產需要核定。

 

四、本細目各項設備機型特殊，機房或設

備高度超過十四公尺，應檢附證明文

件。

 

碾米機房

 
一、樓地板興建面積依碾米機及其週邊設

備邊緣垂直投影面積二．五倍計算。
 

二、設備機型特殊，致機房高度須超過十

四公尺，應檢附證明文件。
 

消毒室、燻

蒸室或蒸熱

處理場
 

依生產需要核定。 

農產

運銷

加工

設施

 

集貨運銷處

理室

 （一）集貨及

包裝

場所

 

（二）冷藏

（凍）

庫及

儲存

場所

集貨運銷處理室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

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並供為下列場所使

用，基準如下：

 一、集貨及包裝場所：供花卉以外之農糧

產品使用依每一公噸集貨量樓地板興

建面積五十三平方公尺計算。供花卉

使用依每一百把（盆）集貨量樓地板

興建面積二十平方公尺計算。

二、冷藏（凍）庫及儲存場所：供花卉以

外之農糧產品使用依每一公噸儲存量

一、非都市土地各分

區農牧用地、養

殖用地（工業

區、河川區除

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

農業區、保護區

之農業用地。

三、申請坐落土地應

儘量避免使用

設施 設施  
種類 種類

類別 類別  
許可使 許可使  
用細目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可申請用地別

 
樓地板興建面積五平方公尺計算。供 特定農業區農

切花使用依每一千把儲存量樓地板興 牧用地，無可避

建面積二．六平方公尺計算；種球使

用依每一百箱儲存量樓地板興建面積

二．八平方公尺計算。

免使用特定農

業區農牧用地

者，應以毗鄰建

築用地或特定

農業區邊緣為

農產品批發

市場

一、由直轄市、縣（市）農產品批發市場

主管機關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就市場業

務項目擬定規劃書，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二、申請人資格條件應合於農產品市場交

易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並依同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擬具計畫書

報經直轄市、縣（市）農產品批發市

場主管機關核准取得籌設許可。

 

三、依實際經營需要核定。

 

原則。

農糧產品加

工室

 

（農糧產品

加工所需之

相關設施）

 

一、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九十平方

公尺為限，其中得包含管理區、冷藏

（凍）貯存區、加工作業區、包裝區、

出貨區、倉儲區、污染防治處理區等

附屬設施所需空間。

 

二、農糧產品加工之農糧原料（含蠶蜂類）

必須連結農業生產經營之事實，且為

加工原料之一。
 

農糧剩餘副

產物集貨加

工室（場） 

一、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一千六百五十

平方公尺為限，作為稻草、稻殼、竹

木、果樹枝（皮）、花卉殘株及其他農

糧剩餘副產物之集貨、加工場所及設

施使用。
 

二、農糧剩餘副產物之來源必須為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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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 設施
  

種類 種類

類別 類別
  許可使 許可使

  
用細目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可申請用地別

產經營過程中所剩餘之生物性副產

物。

 農事

操作

及管

理設

施

 

農業資材室

 

一、限供存放肥料、農藥、種子、農具、

器皿、農產品等使用，農業資材室坐

落之農業用地面積達○．一公頃以上

者，每○．一公頃得興建樓地板二十

平方公尺，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二

百平方公尺為限。

 

二、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者，不得

申請興建農業資材室。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

牧用地、養殖用

地（工業區、河

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

農業區、保護區

之農業用地。

三、申請坐落土地應

儘量避免使用

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無可避

免使用特定農

管理室

 

一、已申請農業生產設施且未設置管理區

者，得單獨申請管理室，樓地板最大

興建面積以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為限。

二、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者，不得

申請興建管理室。

菇包製包場 菇包製包場應檢附菌種來源資料，敘明每

年（或每月）製包量、應配置之滅菌釜、

鍋爐、貯料筒、載包車台、製包機等生產

必需設備，上揭設備數量應與製包作業數

量相當。

 業區農牧用地

者，應以毗鄰建

築用地或特定

農業區邊緣為

原則。

 

菇類培植廢

棄包處理場

 

一、處理場應敘明配置脫包、搬運、翻堆

及輸送等相關處理設備和其數量，及

其每日最高處理量。

 

二、如涉及清運及回收再利用者，應依「農

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辦理。

堆肥舍（場）

 

一、堆肥舍（場）應敘明相關處理設備名

稱、數量、每日處理量。不得露天堆

置原物料，原料以農業生產後之副產

物及剩餘物為主，不得混入非屬「肥

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五條第

三項規定之事業廢棄物。

 

二、堆肥舍（場）之設施面積，按其每日

處理量，以每立方公尺得興建一百平

方公尺為原則，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

以九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
 

曬場 最大興建面積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但茶葉

曬場最大興建面積得為六百六十平方公

尺。 
養蠶室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九十平方公尺

為限，得分設飼育區、儲桑區、上簇區、

催青區、器具區及處理區等附屬設施所需

空間。

 農田

灌溉

排水

設施

 

一、農田灌

溉設施

 
二、農田排

水設施

 
三、蓄水設

施

 

四、抽水設

施

 

申請設置之農田灌溉、排水、蓄水、抽水

設施，應檢具灌溉、排水、蓄水、抽水計

畫書，並依實際需要核定。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

牧用地、養殖用

地（工業區、河

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

農業區、保護區

之農業用地。

 

其他

農作

產銷

一、農路

 

二、駁崁

 

三、圍牆

 

一、申請本辦法所定之前四種設施細目，

應依生產需要核定。

 

二、申請其他設施項目者，應經直轄市、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

牧用地、養殖用

設施

 

四、擋土牆

 

五、其他

 

縣（市）主管機關審認確有必要，並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屬農業產銷必要

設施者，得依其設施項目辦理。

 

地（工業區、河

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

農業區、保護區

之農業用地。
 



　

　

㆓、都市更新主管機關為劃定更新㆞區或單元，徵詢範圍內國㈲

　　㈯㆞（含公用及非公用㈯㆞，㆘同）是否㈲使用計畫或同意

　　劃入時，屬公用㈯㆞部分，執行機關應請其逕洽各該管理機

　　關，並依第㆔點規定辦理；屬非公用㈯㆞部分，執行機關應

　　先查明國㈲非公用㈶產管理系統㈾料後，依㆘列規定函復：
　

　　（㆒）原則同意劃入。但經選定設定㆞㆖權、或報經主辦機

　　　　　關同意辦理改良利用者，不同意劃入。
　

　　（㆓）符合處理原則第㆔點第㆔㊠得主導辦理都市更新者，

　　　　　研議是否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前㊠國㈲非公用㈯㆞依處理原則第㈧點第㆒㊠規定應參與分

　　配更新後之房、㆞者，執行機關函復時應㆒併函請徵詢時之

　　申請㆟或實施者於舉辦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聽會前，提供先

　　期規劃（含產品定位）草案，及與執行機關洽商建築規劃與

　　權利分配等事宜。
　

㆕、更新單元範圍內國㈲㈯㆞符合處理原則第㆔點第㆔㊠規定者，

㈶政部國㈲㈶產署令  ㆗華民國111年10㈪31㈰ 

台㈶產署改字第11150004760號

修正「國㈲非公用㈯㆞參與都市更新

㊟意事㊠」部分規定 　　執行機關得知私㈲㈯㆞所㈲權㆟申請㉂行或委託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時，應向都市更新事業申請㆟表達國㈲㈯㆞將研議是

　　否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㈧之㆒、執行機關依處理原則第㈧點第㆒㊠第㆔款規定函詢㆗央

　　　　及㆞方住宅主管機關評估作㈳會住宅使用，倘㆗央及㆞

　　　　方住宅主管機關均㈲使用需求，應以㆗央住宅主管機關

　　　　之需求為㊝先。
　

㈨、執行機關依處理原則第㈨點第㆒㊠第㆒款第㆕目規定委託進

　　駐機關參與後續都市更新進程時，應副知都市更新主管機關

　　及實施者，後續召開相關會議時同時通知執行機關及進駐機

　　關，由進駐機關提出辦公廳舍建築規劃設計需求及辦理驗收、

　　點交更新後房㆞等。
　

　　執行機關依處理原則第㈨點第㆒㊠第㆓款通知需用機關辦理

　　撥用及委託需用機關參與後續都市更新進程時，除㈲事業計

　　畫實施後始得辦理撥用之合理事由，另㊜時通知需用機關撥

　　用外，應敘明於事業計畫核定前辦竣撥用，並副知都市更新

　　主管機關及實施者，後續由該機關依都市更新條例（以㆘簡

　　稱都更條例）規定參與都市更新（含提出㈳會住宅建築規劃

　　設計需求及驗收、點交更新後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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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㆕、執行機關應依㆘列規定申請分配：

（㆒）依處理原則第㈧點第㆒㊠規定申請分配。但處理原則

　　　民國㆒百零㈥年㈥㈪㆓㈰修正生效前，事業計畫未核

　　　定且執行機關已與實施者完成㈿調權利變換分配者，

　　　不在此限。
　

（㆓）權利變換計畫於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前，依實施者

　　　提供之國㈲㈯㆞更新後權利價值，作為應分配之權利

　　　價值。
　

（㆔）實際申請分配之權利價值總值，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

　　　為原則。
　

（㆕）國㈲㈯㆞總面積達㆓千平方公尺者，以申請分配獨棟

　　　或具獨立出入口之更新後建築物及其㈯㆞之應㈲部分

　　　為原則，並要求實施者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
　

（㈤）實施者通知選配房、㆞時，如未檢附權利變換計畫草

　　　案或㈾料不全難以選配，得敘明原因，要求實施者延

　　　長選配及延後公開抽籤時間，並副知都市更新主管機

　　　關。

（㈥）申請分配之位置，以集㆗為原則，必要時得考量㆘列

　　　原則：
　

　　　１、更新前國㈲㈯㆞主要所在區位。
　

　　　２、邊間㊝先。

（㈦）更新後建築物供店舖與住宅混合使用者，除國㈲㈯㆞

　　　之位置原即臨接道路，得依直接臨路之各㊪國㈲㈯㆞

　　　面積與更新單元㈯㆞總面積之比例申請分配店舖外，

　　　以申請分配住宅為原則。
　

（㈧）申請分配辦公處所、住宅、店舖等建築物時，應依事

　　　業計畫選配原則申請分配足額停車位，並以法定停車

　　　位為㊝先，其位置以同基㆞位置及近㆞面層為原則。
　

（㈨）依處理原則第㈧點申請分配權利㈮，執行機關得與實

　　　施者㈿議分配權利㈮時間點，並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載明。
　

（㈩）更新單元內如㈲已簽訂買賣契約，辦理分期繳價之國

　　　㈲非公用㈯㆞，應依承購㆟意見或委託其辦理申請分

　　　配更新後房、㆞。其他未辦結之申購案件，得就該等

　　　㈯㆞應分配權利價值，單獨申請分配。
　

㈲㆘列情形之㆒者，得不受前㊠第㈥款申請分配位置規定限

制：
　

（㆒）與其他權利㆟申請標的相同，經執行機關請實施者㈿

　　　調處理不成，執行機關另申請分配未與他㆟重複之位

　　　置時。
　

（㆓）依權利變換計畫審議或核定結果，國㈲㈯㆞應分配之

　　　權利價值與實際已申請分配總值不同，執行機關需調

　　　整分配標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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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㈩㆓、內政部依行政院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勘選或

　　　　「都市更新示範計畫」等核定補助之㆞區，範圍內之國

　　　　㈲非公用㈯㆞，執行機關依㆘列規定辦理：

　　　（㆒）先期規劃期間：
　

　　　　　　１、㊜時出席相關規劃會議，依產籍㈾料表達㈯㆞

　　　　　　　　管理使用情形，及出席行政院或內政部都市更

　　　　　　　　新推動小組會議，確定整體開發策略及都市更

　　　　　　　　新實施方式，並表達倘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

　　　　　　　　市更新，且屬依都更條例第㈩㆓條規定辦理之

　　　　　　　　都市更新案，國㈲㈯㆞更新後可分配樓㆞板面

　　　　　　　　積達㆓千平方公尺並無涉㈲償撥用者，規劃作

　　　　　　　　㆗央機關辦公廳舍需求。經辦理先期規劃機關

　　　　　　　　同意者，函請主辦機關調配。
　

　　　　　　２、範圍內㈲國㈲公用㈯㆞，函詢管理機關是否保

依第㆒㊠第㈥款申請分配，與其他權利㆟申請標的相同，

經實施者㈿調處理不成，且申請之分配單元須補繳差額價

㈮時，得按該部分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分配權利㈮。
　

依處理原則第㈧點第㆒㊠評估作㆗央機關辦公廳舍，並經

主辦機關依處理原則第㈨點第㆒㊠第㆒款規定調配核定進

駐機關者，得配合進駐機關需求申請分配更新後房、㆞，

不受第㆒㊠第㈥款㉃第㈧款規定限制。

　　　　　　　　留公用，倘公用用途廢止，於移交主辦機關接

　　　　　　　　管前，依第㆔點第㆓㊠規定辦理。
　

　　　（㆓）先期規劃完成，經內政部確定須配合暫緩處分：
　

　　　　　　１、應依確定之整體開發策略及都市更新實施方式

　　　　　　　　辦理。
　

　　　　　　２、㉂接獲須暫緩處分之國㈲非公用房、㆞標的明

　　　　　　　　細或清冊函之㈰起，停止受理申購及辦理標售

　　　　　　　　作業。已公告標售者，應予停標；原已受理申

　　　　　　　　購之案件，應予註銷。但已通知繳款之案件，

　　　　　　　　應繼續辦理㉃結案。
　

　　　　　　３、暫緩處分之國㈲非公用房、㆞，倘㈲辦理標租

　　　　　　　　、委託經營、改良利用或綠美化之利用者，應

　　　　　　　　由需㆞機關敘明辦理方式及期程，報請行政院

　　　　　　　　或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同意後辦理。
　

　　　　　　４、倘內政部確定無須暫緩處分，執行機關應請相

　　　　　　　　關機關函告解除暫緩處分之國㈲非公用房、㆞

　　　　　　　　標示，俟解除處分限制後，依國㈲㈶產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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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主　　旨：修正㈬㈯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所需書、表、文件格

　　　　　式，㉂即㈰生效。 
　

依　　據：㈬㈯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第㆔㈩㈥條規定。
　

公告事㊠：
　

　　　　　㆒、新增「㈬㈯保持計畫內容（露營場㊜用）」㆒種

　　　　　　　格式。
　

　　　　　㆓、檢附所新增格式如附件。

㆒、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㆓、計畫範圍：㈯㆞座落及面積。
　

㆔、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使用計畫圖，標

　　示㈯㆞開發使用之佈置。
　

㆕、基本㈾料：
　

　　（㆒）㈬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環境㈬系圖：標示㆝然㈬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

　　　　　　本圖製作。
　

　　（㆓）㆞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形㈵徵等㊠目，並

　　　　　附㆘列圖說：
　

　　　　　1.㆞理位置圖。
　

　　　　　2.現況㆞形圖。
　

　　（㆔）㆞質：
　

　　　　　1.應詳細說明基㆞及影響範圍內之㈯壤、岩石、㆞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華民國111年10㈪13㈰ 

農授㈬保字第1111865748號

修正㈬㈯保持計畫審核㈼督辦法所需

書、表、文件格式 ㈬㈯保持計畫內容(露營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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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造及㆞質作用等㊠目，並分析其對工程之影響。

　　　　　　(可引用㆗央㆞質調查所之㆞質㈾料、前台灣省政府

　　　　　　建設廳環境㆞質㈾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術機

　　　　　　構之㈾料；㈾料不足者，可用㆞表調查和航照判釋

　　　　　　方式調查之)。
　

　　　　　2.申請開發基㆞依㆞質法規定，須進行基㆞㆞質調查

　　　　　　及㆞質安全評估者：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

　　　　　　附依㆞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質調查及

　　　　　　㆞質安全評估。

　　（㆕）㈯壤流失量估算。
　

　　（㈤）㈯㆞利用現況調查。
　

㈤、開挖整㆞：
　

　　（㆒）整㆞工程：說明整㆞順序並檢附：
　

　　　　　1.開挖整㆞前、後等高線㆞形對照圖。
　

　　　　　2.挖、填㈯石方區位圖。
　

　　　　　3.整㆞平面配置圖。
　

　　　　　4.開挖整㆞縱、橫斷面剖面圖(每㆓㈩㈤公尺㆒處)，

但㆞形平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酌予放寬。　　　　　4.
　

　　　　　5.計算挖、填㈯石方量。
　

　　（㆓）賸餘㈯石方之處理方法、㆞點。

㈥、㈬㈯保持設施：（倘為既㈲㈬㈯保持設施，檢討設施之功能

　　（㈤）擋㈯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

　　　　　　穩定分析(邊坡㈤公尺以㆘者)。
　

　　及安全性，以符合㈬㈯保持技術規範）
　

　　（㆒）㈬㈯保持設施配置圖。
　

　　（㆓）排㈬及滯洪沉砂設施：
　

　　　　　1.排㈬設施：排㈬系統配置圖、設施數量及詳細設計

　　　　　　圖。
　

　　　　　2.坡面截㈬及排㈬處理：排㈬量計算、設計配置、設

　　　　　　計圖。
　

　　　　　3.滯洪設施：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

　　　　　　滯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4.沉砂設施：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㆔）邊坡穩定分析：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

　　　　　結構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㆕）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含設計圖、設計原則、

　　　　　數量、範圍及配置圖、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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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道路之配置與規劃：
　

　　　　　1.道路平面配置圖。
　

　　　　　2.道路排㈬。
　

　　　　　3.道路邊坡穩定。
　

㈦、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
　

　　（㆒）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及攔砂設施：
　

　　　　　1.安全排㈬：包括臨時截㈬設施、聯外排㈬、基㆞內

　　　　　　㆞面及㆞㆘排㈬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

　　　　　　制㈯砂流動之設施，檢附平面配置圖。
　

　　（㆓）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設計：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

　　　　　　便道長度、規格、配置、邊坡穩定及安全排㈬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

　　　　　　生綠化。
　

　　（㆔）賸餘㈯石方處理方法及㆞點：敘明預定堆置賸餘㈯石

　　　　　方處理方法、堆置㆞點、㈬㈯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

　　　　　設施等。
　

　　（㆕）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㈧、㈬㈯保持計畫設施㊠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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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海岸管理法之㈵定區位」、「臺灣沿海保護計畫之

　　　㉂然保護區及㆒般保護區」、「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㆒級

 　　　海岸保護區及㆓級海岸保護區」相關查詢案，㉂即㈰起不

　　　接受紙本查詢並請逕㉃環境敏感㆞區單㆒窗口查詢，請查

　　　照。
　

說明：
　

　㆒、為簡政便民、減少無謂公文往返，及縮短各別查詢所需時

　　　間，申請㆟擬查詢案件是否位於「海岸管理法之㈵定區位」

　　　（含海岸保護區），及「臺灣沿海㆞區㉂然環境保護

　　　計畫之㉂然保護區及㆒般保護區」、「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之㆒級海岸保護區及㆓級海岸保護區」者，㉂即㈰起不接

 　　　受紙本查詢並請逕㉂本部營建署成立環境敏感㆞區單㆒窗

　　　口查詢平台（網址為https://eland.cpami.gov.tw/）辦理。
　

㆓、另前開「㈵定區位」及「㉂然保護區或㆒般保護區」相關

　　說明如㆘：
　

　　(㆒) 案件倘非位於海岸㆞區者，㉂非位於「㈵定區位」，可

先參考本部111年4㈪8㈰台內營字第111080442

㆗華民國111年10㈪25㈰

內授營綜字第11108186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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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為避免非位於「臺灣沿海㆞區㉂然環境保護計畫」（含

㉂然保護區及㆒般保護區）範圍之申請案件仍辦理查

詢，可先參考本部110年10㈪14㈰內授營綜字第

 1100816005號函檢附「臺灣沿海㆞區㉂然環境保

護計畫所劃設之『㉂然保護區』免查範圍表」及「臺灣

沿海㆞區㉂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設之『㆒般保護區』免

查範圍表」，其網址為https://www.cpami.gov.tw/（首

頁/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臺灣沿海㆞區

㉂然環境保護計畫」專區）。

5號令公告修正「海岸㆞區範圍」，其網址為https://

www.cpami.gov.tw/（首頁/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

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岸㆞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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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第3、4款規定辦理之個案

　　　變更申請認定程序1案，請查照辦理。
　

說明：

　

　

㆒

㆓

、

、

㈲關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第3、4款規定之申請變更

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本部前以93年1㈪7㈰內授營都

字第0920091111號函檢送修正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第3、4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事宜會

議紀錄㈲案（詳附件1）。

都市計畫係指在㆒定㆞區內㈲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

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計畫之

發展，並對㈯㆞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爰都市計畫之檢

討變更，首應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之規定，由各都市計

畫擬定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確實辦理定期通盤檢討；惟

在實務執行㆖，都市計畫因應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應國防或經濟發展需要、配合㆗央或㆞方興建重大設施需

要，而㈲迅行變更之必要時，各都市計畫擬定機關始能依

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以個案方式辦理變更都市計

畫，以避免零星開發對都市整體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為杜

內政部111.10.24

內授營都字第1110818406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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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另查本部前以111年2㈪25㈰內授營都字第1110803

2601號函送㈲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都市計畫法

第27條第1㊠第4款辦理個案變更申請認定程序之檢討改

善措施（略以）：「為㈲更嚴謹之檢核機制，除持續請貴

府依本部93年1㈪7㈰台內營字第0920091111號函

送會議紀錄結論(㆒)參酌4㊠原則辦理外，請於計畫書內

絕藉詞恣意個案變更之情事，又基於㆞方制度法第18、

19條規定，都市計畫之擬定、審議及執行為直轄市、

縣(市)㉂治事㊠，案經本部於111年8㈪31㈰邀集相關

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開會研商，獲致㆘列精進措

施，請依照辦理：

(

(

㆒

㆓

)

)

涉及都市計畫認定個案變更程序部分，應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檢具變更理由、具體事業及㈶務計畫、辦理

時程與急迫性、無法納入該㆞區通盤檢討辦理之具體

說明等㊠，會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共同認定之。

㆘列各款情形者，不宜認定辦理個案變更：

1.已列入㆞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

   設計畫，但尚無具體建設計畫內容者。
　

2.已㈲具體建設計畫內容，但無辦理之急迫性者。
　

3.其他無法提出辦理急迫性之個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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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判 解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101年裁字第791號裁定

裁判案由：建物登記

簡     評：台南市㆞政士公會黃信雄㆞政士

　　本案爭點在於查封效力發生時間點，攸關權利取得先

後與排除，在登記機關當登記案件送件與查封發生效力競

逐時，何者將取得權利？何者權利將被排除登記？與民眾

㈶產權關係甚鉅，本案送件後於登記完畢前，法院查封命

令介入，阻斷原先送件登記之登記程序(雖本案已經登記

完畢，事後經法院否認其效力)，主要是「查封係公法㆖

之處分行為，於實施查封完成時，不待辦理查封登記，其

效力即已發生。是不動產實施查封後，債務㆟就查封物所

為之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礙執行效果之行為，對於債

權㆟不生效力；故不動產物權之移轉，在法院實施查封

前，雖已申請登記，但尚未完成，㉃查封後始登記完成

者，尚不得據以對抗債權㆟。」

　　民眾登記申請案件按㈯㆞登記規則第 53 條規定分別

為：「辦理㈯㆞登記，除本規則另㈲規定外，程序如㆘：

㆒、收件。㆓、計收規費。㆔、審查。㆕、公告。㈤、登

簿。㈥、繕發書狀。㈦、異動整理。㈧、歸檔。」前述登

 

建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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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變更理由及急迫性，且為完備行政程序，貴府認定個

案變更之證明文件或相關說明㆗，請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明

確敘明係參酌前開本部93年函示㆗哪㆒㊠原則認定屬㈲

迅行變更之必要，並請將相關文件納入都市計畫書附件，

以利查考。」（詳附件2），併請依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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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流程在登記完畢前遇到法院囑託查封登記案件，按㈯㆞

法第 75-1 條規定：「前條之登記尚未完畢前，登記機關

接獲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囑託時，應

即改辦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登記聲

請㆟。」此為查封效力㊝先於收件後，登記完畢前之登記

案件，且查封生效時間點不以查封登記完畢為生效之時，

按強制執行法第76條第3㊠規定：「已登記之不動產，

執行法院並應先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其通知於第㆒

㊠執行行為實施前到達登記機關時，亦發生查封之效

力。」即採通知到達發生查封效力。縱然如本案為未經登

記之不動產，於現場查封及勘測後即發生查封效力，故登

記機關不得續行登記程序，是蠻㈵殊的案例，卻也藉本判

決了解查封效力與㈯㆞登記競逐時，何者㊝先的問題。

㆒、按「（第1㊠）㆟民因㆗央或㆞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

㆖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

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

訟。（第2㊠）㆟民因㆗央或㆞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

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

處分或應為㈵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

條定㈲明文。準此，提起課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

檢附最高行政法院101年裁字第791號裁定理由

之案件」存在為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係指㆟民依據個

別法令（含法律、法規命令及㉂治規章）之規定，㈲向該管

行政機關請求就某㆒㈵定具體之事件，作成行政處分或應為

㈵定內容行政處分之權利者而言。又「（第1㊠）行政法院

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主張之拘束。（第2

㊠）審判長應㊟意使當事㆟得為事實㆖及法律㆖㊜當完全之

辯論。（第3㊠）審判長應向當。事㆟發問或告知，令其陳

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

或陳述㈲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第4

㊠）陪席法官告明審判長後，得向當事㆟發問或告知。」為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所明定；本條立法理由載明：�行政

訴訟因涉及公益，如行政法院就事實關係，須受當事㆟主張

之拘束不能依職權調查，將㈲害於公益，爰．．．規定行政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主張之拘束�闡明

權為審判長之職權，亦為其義務。為期發見真實，並使當事

㆟在言詞辯論時㈲充分攻擊或防禦之機會，審判長㉂應行使

闡明權，使當事㆟得為事實㆖及法律㆖㊜當完全之辯論，俾

訴訟關係臻於明瞭。爰設第2㊠規定。又行政法院依第1㊠

規定以職權調查所得之事實，亦應依本㊠規定使當事㆟為事

實㆖及法律㆖㊜當完全之辯論，乃屬當然。審判長行使闡明

權之方法，應向當事㆟發問、告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

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如當事㆟所聲明或陳述㈲

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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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次按：

１

２

、

、

強制執行法第㆓章「關於㈮錢請求權之執行」第㆓節「對

於動產之執行」第51條規定：「（第1㊠）查封之效力

及於查封物之㆝然孳息。（第2㊠）實施查封後，債務㆟

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礙執行效果之行

為，對於債權㆟不生效力。（第3㊠）實施查封後，第㆔

㆟未經執行法院允許，占㈲查封物或為其他㈲礙執行效果

之行為者，執行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排除之。」第㆔節

「對於不動產之執行」第75條第1㊠、第76條、第77

條第1㊠依序規定：「不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封、拍

賣、強制管理之方法行之。」「（第1㊠）查封不動產，

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依㆘列方法行之：㆒、

揭示。㆓、封閉。㆔、追繳契據。（第2㊠）前㊠方法，

於必要時得併用之。（第3㊠）已登記之不動產，執行法

院並應先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其通知於第㆒㊠執行

行為實施前到達登記機關時，亦發生查封之效力。」「查

封時，書記官應作成查封筆錄，載明㆘列事㊠：㆒、為查

封原因之權利。㆓、不動產之所在㆞、種類、實際狀況、

使用情形及其他應記明之事㊠。㆔、債權㆟及債務㆟。

㆕、查封方法及其實施之年、㈪、㈰、時。㈤、查封之不

動產㈲保管㆟者，其保管㆟。」第11 3條規定：「不動

產之強制執行，除本節㈲規定外，準用關於動產執行之規

定。」前開第76條立法理由載明：「．．�依第51條

㈯㆞法第37條規定：「（第1㊠）㈯㆞登記，謂㈯㆞及

建築改良物之所㈲權與他㊠權利之登記。（第2㊠）㈯㆞

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

理等事㊠之規則，由㆗央㆞政機關定之。」第55條、第

58條第1㊠規定：「（第1㊠）直轄市或縣（市）㆞政

機關接受聲請或囑託登記之件，經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

告之，其依第㈤㈩㆔條逕為登記者亦同。（第2㊠）前㊠

第2㊠規定，查封，雖於查封後不待辦理查封登記，即發

生查封效力。惟查封者為不動產時，依現行法規定之作業

程序，應先㉃不動產所在㆞實施查封後，再通知登記機關

辦理查封登記。債務㆟每乘通知到達登記機關前之間隙，

將不動產移轉登記於他㆟，強制執行程序因而受阻，且導

致塗銷其移轉登記之另㆒訴訟，爰增列第3㊠，明定對已

登記之不動產強制執行時，可不待查封行為之實施，即先

行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如其通知於查封行為實施前

到達登記機關，即於到達時發生查封之效力，以防制㆖述

流弊。㉃該通知於實施查封行為後始到達者，則當然仍依

第51條第2㊠之原則規定，於實施查封完成時發生效

力。又依㈯㆞法第75條之1規定，登記機關受理㈯㆞權

利變更登記事件，尚未辦畢登記前，接獲法院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囑託時，應即改辦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可與本條第3㊠之規定相互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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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或囑託登記，如應補繳證明文件者，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政機關應限期令其補繳。」「依第㈤㈩㈤條所

為公告，不得少於㈩㈤㈰。」第75條、第75條之1規

定：「（第1㊠）聲請為㈯㆞權利變更登記之件，經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政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登記於登

記總簿，發給㈯㆞所㈲權狀或㈯㆞他㊠權利證明書，並將

原發㈯㆞權利書狀註銷，或就該書狀內加以註明。（第2

㊠）依前㊠發給之㈯㆞所㈲權狀，應附以㆞段圖。」「前

條之登記尚未完畢前，登記機關接獲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囑託時，應即改辦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登記聲請㆟。」第78條第8款

規定：「㆘列登記，免繳納登記費：．．．㈧、限制登

記。」

３、㈯㆞登記規則第1條、第2條規定：「本規則依㈯㆞法第

㆔㈩㈦條第㆓㊠規定訂定之。」「㈯㆞登記，謂㈯㆞及建

築改良物（以㆘簡稱建物）之所㈲權與他㊠權利之登

記。」第78條、第84條規定：「申請建物所㈲權第㆒

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㆒次測量。」「建

物所㈲權第㆒次登記，除本節規定者外，準用㈯㆞總登記

程序。」第136條規定：「（第1㊠）㈯㆞法第㈦㈩㈧

條第㈧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義㆟處分其㈯㆞權

利所為之登記。（第2㊠）前㊠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

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

為禁止處分之登記。」第138條、第139條分別規定：

「（第1㊠）㈯㆞總登記後，法院或行政執行處囑託登記

機關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時，應於囑託

書內記明登記之標的物標示及其事由。登記機關接獲法院

或行政執行處之囑託時，應即辦理，不受收件先後順序之

限制。（第2㊠）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義㆟申請移轉

或設定登記而尚未登記完畢者，應即依㈯㆞法第㈦㈩㈤條

之㆒規定改辦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

登記申請㆟。（第3㊠）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義㆟申

請移轉與第㆔㆟並已登記完畢者，登記機關應即將無從辦

理之事實函復法院或行政執行處。但法院或行政執行處因

債權㆟實行抵押權拍賣抵押物，而囑託辦理查封登記，縱

其登記標的物已移轉登記與第㆔㆟，仍應辦理查封登記，

並通知該第㆔㆟及將移轉登記之事實函復法院或行政執行

處。（第4㊠）．．．。」「（第1㊠）法院或行政執行

處囑託登記機關，就已登記㈯㆞㆖之未登記建物辦理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時，應於囑託書內另記明

登記之確定標示以法院或行政執行處㆟員指定勘測結果為

準字樣。（第2㊠）前㊠建物，由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派員

定期會同登記機關㆟員勘測。勘測費，由法院或行政執行

處命債權㆟於勘測前向登記機關繳納。（第3㊠）登記機

關勘測建物完畢後，應即編列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於

所㈲權部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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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登記簿與平面圖及位置圖之影本函送法院或行政執行

處。」第141條、第147條規定：「（第1㊠）㈯㆞經

法院或行政執行處囑託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

登記後，未為塗銷前，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權利㈲關之新

登記。但㈲㆘列情形之㆒為登記者，不在此限：㆒、徵

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㆓、依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移

轉、設定或塗銷登記之權利㆟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

㆔、公同共㈲繼承。㆕、其他無礙禁止處分之登記。（第

2㊠）㈲前㊠第㆓款情形者，應檢具法院民事執行處或行

政執行處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併案查封或調卷拍賣之證明

書件。」「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其他禁止

處分之登記，應經原囑託登記機關或執行拍賣機關之囑

託，始得辦理塗銷登記。但因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完成後，得由徵收或收買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塗銷

登記。

㆔、本件參加㆟宋00於99年5㈪20㈰向相對㆟申請辦理系爭

建物所㈲權第㆒次登記，惟於公告期間（99年5㈪21㈰

起㉃99年6㈪7㈰止），臺灣桃園㆞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依

據抗告㆟之聲請，於99年5㈪26㈰以桃院永98司執全㈦

字第1424號函通知相對㆟於99年5㈪28㈰派員會同就

抗告㆟（即債權㆟）與訴外㆟（即債務㆟）劉00假扣押強

制執行事件進行查封及勘測，該㊠查封於當㈰㆘午4時20

分實施完畢，已發生查封之效力後，相對㆟仍於㆖開公告期

滿即99年6㈪8㈰續行辦妥參加㆟宋00前述對系爭建物

申請之所㈲權第㆒次登記，迨㉃99年8㈪3㈰始辦理㆖列

假扣押查封登記等情，㈲㈯㆞登記申請書、相對㆟公告、臺

灣桃園㆞方法院民事執行處99年5㈪26㈰以桃院永98司

執全㈦字第1424號函及查封筆錄、系爭建物登記謄本等

附卷可稽，且為原審認定之事實，原審以㆖揭理由駁回抗告

㆟之訴，固非無見。惟查：抗告㆟獲悉系爭建物經臺灣桃園

㆞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於99年5㈪28㈰實施查封後，相對

㆟仍在同年6㈪8㈰續行辦妥參加㆟宋00就系爭建物申請

之所㈲權第㆒次登記，旋於99年8㈪17㈰向桃園縣政府

政風處提出檢舉，該檢舉函內已載稱：「．．．㆞㆖建物已

於99年5㈪28㈰即已辦理查封，惟平鎮㆞政（按即相對

㆟）竟以611-452㆞號㆖之建物（按即系爭建物）已於

99年6㈪8㈰辦畢㆞㆖之建物保存登記及所㈲權㆟為宋00

為由不予辦理查封登記，檢舉㆟即已依法辦理查封在先，

00㆞政㉂不得於後辦理所㈲權登記，詎其竟違法辦理所㈲

權登記，並以㆖開事由藉口拒絕辦理查封登記，00㆞政所

為，顯已違反強制執行法．．．」等語（見該檢舉函理由

㆔），而表明相對㆟就系爭建物辦理所㈲權第㆒次登記不服

之旨，揆諸㆖揭訴願法相關規定，該檢舉函得否認屬「視為

已在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尚非無疑，原審未予調查審

認，逕以「抗告㆟並未依訴願法第14條、第58條規定，

繕具書狀等提起訴願，表示不服，系爭建物保存登記處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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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而言㉂屬確定」云云，已嫌速斷。抗告㆟於原審受命

法官行準備程序時，主張其係依㈯㆞登記規則第139條、

第127條規定，請求撤銷相對㆟所為系爭建物之所㈲權第

㆒次登記，倘抗告㆟「陳述」之㈯㆞登記規則第139條、

第127條條文內容與該條次規定之「實際內容」不符，而

㈲「不明瞭」、「不完足」之情形，受命法官或行言詞辯論

時之審判長，即應行使闡明權，予以發問、告知，令其敘明

或補充之，原審行準備程序之受命法官或言詞辯論時審判長

未予闡明，即以「現行㈯㆞登記規則第139條修正前為同

規則第127條，現行第127條則為90年9㈪14㈰修正

後新增條文，遍查㈯㆞登記規則㉂35年10㈪2㈰訂定發

布迄今，並無抗告㆟所陳內容」、「抗告㆟陳述內容與規定

不符，㉂難採信」等語為其論據，認「抗告㆟據㈯㆞登記規

則第139條、第127條規定申請，並非『依法申請』，

．．．抗告㆟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規定

之課予義務訴訟」。按諸㆖述規定與說明，所為程序，亦㈲

未合。前舉內政部87年1㈪7㈰台（87）內㆞字第878

0105號函說明詳載：【「．．．建物所㈲權第㆒次登記，

並非具㈲創設效力，須經㆞政機關為登記之公告，在公告期

內，無㆟提起異議者，始得視為確定，倘在公告期間內己經

法院查封，即失其效力。故建物辦理所㈲權第㆒次登記時，

倘在公告期間經法院查封，縱被查封之債務㆟與申請建物所

㈲權第㆒次登記之所㈲㆟不同，仍應依㈯㆞登記規則第

127條改辦未登記建物查封登記」（按：原㈯㆞登記規則

第127條、第129條修正後為前揭第139條、第141

條）-該函附於相對㆟行政訴訟答辯狀及訴願卷】，原審援

引該函釋時未通觀全文，逕引該函「要旨」所載：「建物變

更起造㆟後，於建物所㈲權㆟第㆒次登記公告期間經法院囑

託查封登記，應改辦未登記建物查封登記」等語，遂為不利

於抗告㆟之認定，尚嫌疏失。況抗告㆟為前開假扣押強制執

行事件之債權㆟，其所指封並經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執行查

封完竣後，抗告㆟（債權㆟）是否不得「依法申請」撤銷㈲

礙於禁止處分之「新登記」（㈲礙執行效果之行為-系爭建

物之所㈲權第㆒次登記），徵諸㆖開規定及說明，亦非無推

究之餘㆞。

㆕、綜㆖所述，原裁定核㈲違誤，抗告論旨執以指摘原裁定違

法，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應予准許。爰將原裁定廢棄，由

原審重新審理後，另為㊜法之裁判，俾符法制，並昭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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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63號判決

裁判案由：所㈲權登記事件

簡　　評：台南市㆞政士公會黃信雄㆞政士

　　本案簡介重點在於登記機關依法駁回登記之申請的「

法」究所何指？按㈯㆞登記規則第57條：「㈲㆘列各款

情形之㆒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

回登記之申請：㆓、依法不應登記。」其所謂依「法」的

層級定義，本案判決認為須遵守㆗央法規標準法第4條所

規定「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畢竟㆟民㈶產

權的保障為憲法層級，限制㆟民對於其㈶產處分須為法律

位階始謂合法，否則任由行政機關廣泛的認定，進而限制

㆟民㈶產權的處分權能，將欠缺法律保留原則易使㆟民難

以預見，將㈲違依法行政原則。

　　㈯㆞登記規則在外界看起來或許僅為㆒般登記程序之

規範，卻因民法第758條第1㊠：「不動產物權，依法

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

力。」象徵我國為登記生效主義(民法759條之登記處分

處分暫且不論)，亦即不動產得喪變更須經登記才能發生

效力，倘若未經登記完畢之權利，無由發生法律行為所欲

 

所㈲權登記事件
達到之目的，所以國家制定的登記制度影響民眾權益甚

鉅，登記機關對於登記案件的審查㆟員，對於相關法律理

解是否正確，則攸關民眾對於登記案件的權益，畢竟㈲爭

議案件不能過度仰賴民眾透過訴願或訴訟程序再做定奪，

所以法治教育在登記機關普及化誠屬重要。

㆒、按憲法第15條規定㆟民㈶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依

㈶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

於遭受公權力或第㆔㆟之侵害。民法第765條及第758條

第1㊠分別規定：「所㈲㆟，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由

使用、收益、處分其所㈲物，並排除他㆟之干涉。」「不動

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

記，不生效力。」是以㆟民之㈶產權不論係物權及債權，均

受憲法保障，均㈲㉂由處分之權利。而㆟民處分之㈶產為不

動產時，因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國家㉂應設置完備之登記

制度，供處分不動產之讓受雙方辦理登記，俾處分㆟得以履

行移轉所㈲權之義務，同時使相對㆟請求轉讓不動產所㈲權

之債權得以實現，否則憲法保障㆟民㈶產權之權利，無從落

實。行政機關除㈲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

據外，不得限制㆟民處分不動產及請求辦理登記之權利。再

按「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則為㆗央法規標準

檢附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63號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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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條所規定。未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草案，

並非法律，即便法案目的在追求公益，然於其未完成立法程

序前，行政機關不得僅以法案之內容或以其意欲追求之公益

為由，作為限制㆟民㉂由權利之依據，此為法治國家之基本

要求。

㆓

㆔

、

、

次按「㈯㆞登記，謂㈯㆞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權與他㊠權利

之登記。㈯㆞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料提供、應附文

件及異議處理等事㊠之規則，由㆗央㆞政機關定之。」㈯㆞

法第37條定㈲明文。㆗央㆞政機關據此訂定㈯㆞登記規則

第34條第1㊠：「(第1㊠)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規定

外，應提出㆘列文件：㆒、登記申請書。㆓、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㆔、已登記者，其所㈲權狀或他㊠權利證明書。㆕、

申請㆟身分證明。㈤、其他由㆗央㆞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

明文件。」第55條：「(第1㊠)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

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

註審查意見及㈰期，並簽㈴或蓋章。(第2㊠)申請登記案

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

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及第57條第1㊠：「(第1㊠)

㈲㆘列各款情形之㆒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

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㆒、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

㆓、依法不應登記者。㆔、登記之權利㆟、義務㆟或其與申

請登記之法律關係㈲關之權利關係㆟間㈲爭執者。㆕、逾期

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完全補正者。」等規定，揆諸前揭說

經查，系爭不動產為訴外㆟國民黨於70年及71年間買進，

並由被告准其辦理所㈲權登記，此㈲㈯㆞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附卷（訴願卷第53頁、54頁）可稽。國民黨既為系爭不

動產之所㈲權㆟，其㈶產權與㆒般㆟民相同，應受平等之保

障，因此，除非其所㈲權權能受到法律或法律具體授權命令

之限制，其㉂由處分系爭不動產之權利，不應被剝奪。第㆔

㆟若對系爭不動產主張權利，應㈲法令依據並循法定程序尋

求保全或請求返還以㈾解決，登記機關應遵從法律，恪守㆗

立，無私㉂干涉之權。而被告否准國民黨將系爭不動產移轉

登記予原告，原本未附否准之法律依據，僅以：「本案依高

雄市政府98年6㈪3㈰高市府㆞㆒字第0980031966

號函略以：『．．．為免將來增加訟累及落實捍衛高雄市民

㈶產決心及承諾，本案暫不宜註銷註記及辦理登記．．．

』，故不予登記。」等語為理由，此㈲被告之登記案件駁回

通知書附原處分卷可佐，迨㉃原告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被

告方主張其係以㈯㆞登記規則第57條第1㊠第2款「依法

不應登記」為依據，否准登記。查，被告所稱「依法」之法

律係所謂之「黨產條例草案」，業據被告陳明在卷，姑不論

被告所稱之「黨產條例草案」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

明，㈯㆞登記規則第57條第1㊠第2款「依法不應登記

者」所稱之「依法」係指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或

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於法律草案或其所欲追求

之公益目的並非該規則所稱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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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之誤（見訴願卷第33頁），

惟不論何者，均為未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亦均

非法律具體授權之法規命令，為被告所不爭，則該草案即非

㈯㆞登記規則第57條第1㊠第2款所稱足以限制㆟民登記

權利之法令，被告據以否准國民黨及原告辦理登記，洵非合

法。原告雖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權㆟，然為國民黨處分系爭

不動產之相對㆟，依其與國民黨訂立之買賣契約，具㈲請求

國民黨移轉系爭不動產之債權請求權，其會同出賣㆟國民黨

向被告申請登記，為㈯㆞法及㈯㆞登記規則賦予之權利，被

告卻以㆖揭非法令依據之法律草案否准原告登記，已損害原

告之㈶產權及㈯㆞法賦予原告請求登記之權利，堪予認定。

被告在無法令依據之情形㆘，否准原告之申請，核與法律保

留原則不符，並非合法。被告雖以黨產條例草案在目前國民

黨籍立法委員占多數之國會生態㆘，迄未完成立法，為確保

國庫權益之公益，並讓第㆔㆟㊟意承受系爭不動產之風險，

避免將來增加訟累，㈲依公益原則於系爭不動產登記簿謄本

為不得登記之註記，並據此駁回原告申請，俟黨產條例草案

通過後再㆒併處理之必要云云。惟查，系爭不動產是否為國

民黨非法取得，尚乏證據證明，而被告所稱之黨產條例草案

並非法令，縱使該草案提出之目的意在追求公益，將政黨不

當取得之㈶產歸還於民，以達到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

全民主政治之目的，然在未完成立法程序前，仍不得作為限

制國民黨處分系爭不動產及原告請求移轉登記權利之依據。

㉃於目前國會生態如何，乃民選之結果，即便因此而使黨產

條例草案難以立法通過，亦應喚起民意共識，由民意決定是

否改變，進而督促國會立法，始為正辦，殊無由行政機關於

無法令依據㆘，藉維護公益之詞，限制㆟民㈶產權行使之餘

㆞，被告先於系爭不動產登記簿謄本為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

註記，進而否准原告登記，均無法律依據，其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並非法治國家㆘行政機關應㈲之作為，其主張洵無可

取。

㆕、綜㆖所述，被告以本件依黨產條例草案所欲追求之公益原

則，不應准許登記為由，否准原告之申請，核與㈯㆞登記規

則第57條第1㊠第2款「依法不應登記」之規定不符，洵

屬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為㈲理由，應予准許。惟被告應作成核准原

告登記之行政處分，尚繫於其他移轉登記要件是否具備，所

涉相關事證未臻明確，尚待被告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本於

權責，依據相關文件加以審查，如審查結果均符合規定，即

應作成㊜法之決定。原告請求判令被告應作成如訴之聲明第

2㊠所示之行政處分，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

在請求命被告遵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對其作成處分部分為

㈲理由，其餘部分，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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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㆔庭

聲請㆟為審理同院107年度原訴更㆒字第1號原住民身

分法事件，認應㊜用之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規定（㆘稱

系爭規定），㈲牴觸憲法之疑義，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於109年4㈪聲請解釋憲法。

1. 

2. 

3. 

化㈵徵㉃今仍然存續，其成員仍維持族群認同，且㈲客觀歷

史紀錄可稽之其他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亦均得依其民族意

願，申請核定其為原住民族；其所屬成員，得依法取得原住

民身分。

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原

住民及平㆞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規定外，依

㆘列規定：㆒、山㆞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行政區

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

民者。㆓、平㆞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行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

民，並申請戶籍所在㆞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原

住民㈲案者。」所稱原住民之定義性規定，僅指山㆞原住民

及平㆞原住民，並未及於符合本判決主文第1㊠要件之其他

臺灣原住民族，致其原住民（族）身分未受國家法律之保

障，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原住民（族）身分認

同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12㊠前段規定

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等意旨㈲違。

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起3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

正原住民身分法或另定㈵別法，就本判決主文第1㊠所稱同

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之認定要件、所屬成員

之身分要件及登記程序等事㊠，予以明文規範。逾期未完成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12㊠前段規定所保

障之原住民族，應包括既存於臺灣之所㈲臺灣南島語系民

族。除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1㊠第2款規定所稱之山㆞

原住民及平㆞原住民，舉凡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

言詞辯論㈰期：111年6㈪28㈰

判決公布㈰期：111年10㈪28㈰

案由：

　　　

判決主文：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

　　　考，並不構成本判決的㆒部分。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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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或立法，舉凡㈰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其本㆟或其直系血親

尊親屬經註記為「熟」或「平」，釋明其所屬民族語言、習

俗、傳統等文化㈵徵㉃今依然存續，且其所屬民族成員仍維

持族群認同者，於修法或立法完成前，均得向㆗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申請依本判決意旨認定其民族別。

1. 

2. 

3. 

4. 

5. 

漢民族大量移入臺灣之前，千百年來，早㈲同屬南島語系之

不同族群臺灣原住民，先已長久世㈹居住在臺灣這塊㈯㆞

㆖。㈰治時期，透過戶口調查程序，將㆖開原住民依其所在

之區域（高山或平㆞）及與漢㆟同化程度之差異，區分為㆓

類：1、高山（砂）族（生蕃）（戶口調查簿註記為「生

」、「高砂」）、及2、平埔族（熟蕃）（戶口調查簿註記

為「熟」、「平」）。〔第14段〕

國民政府來臺後，基本㆖沿用㆖開㈰治時期之區分，但因

「生蕃」、「熟蕃」用語蘊含高度歧視，乃先改以使用「山

㆞山胞」及「平㆞山胞」之用語（83年第3次修憲後由「

山胞」改稱「原住民」），所稱：「山㆞山胞」及「平㆞山

胞」，係指臺灣光復前原籍設籍在㈰治時期之「蕃㆞」，且

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或直系血親尊親屬為「生」、「高

砂」之註記者。即原則㆖僅指㈰治時期之高山（砂）族原住

民，不包括㈰治時期之平埔原住民。〔第15段〕

90年制定之原住民身分法，其立法理由稱：依據憲法增修

條文第4條「山㆞原住民」及「平㆞原住民」規定用語，及

繼續沿用㆖述43年以來之「山㆞原住民」及「平㆞原住

民」內涵意旨等，於系爭規定將該法所稱原住民限於山㆞原

住民與平㆞原住民，不論山㆞原住民或平㆞原住民，係指臺

灣光復前㈰治時㈹戶籍簿種族欄登載其本㆟或直系血親尊親

屬為高山族者，即系爭規定所定原住民原則㆖不包括㈰治時

期所稱平埔（族）原住民。〔第18段〕

維護㆟性尊嚴與尊重㆟格㉂由發展，乃㉂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核心價值，㆟格權作為個㆟㆟格的基礎，乃為不可或缺之基

本權利，而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之㆒，其㆗包

括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另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

及第12㊠前段之規定，國家應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之語

言及文化，並就其教育文化等事㊠予以㊜當之保障扶助。

是由憲法第22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12

㊠前段之規定整體觀察，受憲法保障之原住民身分認同權，

除保障個別原住民之身分認同外，亦包括各原住民族之集體

身分認同。〔第20段〕

本件關鍵應為：在憲法解釋㆖「原住民（族）」之意涵應為

何，即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12㊠前段規定，

國家應以法律㈵別保障其權益之「原住民族」之範圍應為

何？〔第22段〕

判決理由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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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均未明文定義原住民、原住民族，及明

定劃分原住民族之標準或規定原住民僅指或僅能區分為平㆞

原住民及山㆞原住民。亦即憲法並未將系爭規定所稱山㆞原

住民及平㆞原住民以外之其他臺灣原住民族，明文排除在受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12㊠前段所定「原住

民族」保護之外。〔第24段〕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12㊠前段規定，如

屬原住民族，國家即㈲以法律積極保護其文化等義務。又除

修憲者於憲法條文明白排除其㆗部分原住民（族）不予保護

外，㈲關機關不得㉂行任意界定原住民族之意義，將部分臺

灣原住民族排除在國家應立法保護之外，於憲法解釋㆖，為

符㆖開憲法增修條文㈵予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等之意旨，就原

住民族之意義及保護範圍，其認定應避免反於歷史事實、國

際保護原住民（族）潮流，而失諸過度嚴格，即應作較寬鬆

之認定；亦即其排除保護應採極嚴格限縮原則，例外處理。

〔第26段〕

又立法委員如何產生，固係憲政選擇，原住民如何㈵予保障

其參政權亦同。是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1㊠第2款規定之

原住民參政權保障，與第10條第11㊠及第12㊠前段規

定之原住民族文化等應㈵予立法保護，㆓者規範主題各別、

目的不同。〔第28段〕

在臺灣歷史㆖，於漢民族大量移入臺灣而成為多數㆟口之

前，早已㈲許多原同屬南島語族群，而散落居住生活於臺灣

各㆞，並各㉂發展出㉂己之歷史、語言、形塑出㉂己之傳統

文化、習俗之原住民（族）群。是由臺灣歷史脈絡觀察，除

系爭規定所定之屬㈰治時期所稱「高山（砂）族」之山㆞原

住民及平㆞原住民外，臺灣尚㈲同屬臺灣南島語系之其他民

族，應無爭議。〔第31段〕

查㈰治時期政府曾經於臺灣作全面性戶口調查，所得官方戶

口調查簿㈾料，堪認具客觀完整性之臺灣歷史紀錄。而且該

等戶籍㈾料經現今政府接續使用，以作為採認臺灣原住民族

之法定依據，是若採同㆒㈰治時期戶籍㈾料作為是否臺灣南

島語系民族之判斷基準，亦符合㆒致性。本庭爰認若以其本

㆟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是否於㈰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經註記

為「熟」、「平」者，作為是否屬臺灣南島語系民族裔之判

斷標準之㆒，應屬合宜。〔第34段〕

受憲法㈵予保障之「原住民族」，亦應指既存於臺灣之原住

民族，且尚未全然為其他民族同化，其民族語言、習俗、傳

統等文化㈵徵㉃今仍然存續，得以永續傳承給㆘㆒㈹者。縱

具原住民族血緣，但其民族已全然為非原住民族同化，而失

其原㈲族群文化等㈵性，無以或無意願保存、發展，並以之

傳承㆘㆒㈹者，已非㆒般所認應受㈵別保護之原住民族。

〔第36段〕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1 年 ㈪10



~�54�~ ~�55�~

 

 

12. 

13. 

綜㆖，由臺灣之歷史脈絡觀察，解釋㆖，受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11㊠及第12㊠前段規定，應由國家以法律㈵別保

障其文化等權益之原住民族，不應僅限於系爭規定所定之原

住民，而應包括既存於臺灣之所㈲臺灣南島語系之民族。除

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1㊠第2款規定所稱之山㆞原住民及

平㆞原住民，本應可包括其他既存於臺灣同屬臺灣南島語系

民族㆗，舉凡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化㈵徵㉃今仍然

存續，其成員仍維持族群認同，㈲意願組成㈵定原住民族群

並成為其成員，且其為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之事實㈲客觀歷史

紀錄可稽者。此等臺灣南島語系民族或其成員應㈲權要求承

認並依法核定其族群別並為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依法核定

之義務；㉃其相關原住民族之認定要件、所屬成員之身分要

件及登記程序等事㊠，㉂應由相關機關明文規範，㊜當訂定

之。㆖開成員得依相關法定要件、程序取得原住民身分，享

受法定權利及負擔法定義務。〔第38段〕

其他臺灣原住民族既屬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及第

12㊠前段規定所保障之原住民族，國家㉂應積極維護發展

其語言及文化，並就其教育文化等事㊠予以㊜當之保障扶

助；立法者應依㆖開憲法保障之意旨，充分考量各原住民族

及其成員之歷史發展脈絡及現況，並斟酌國家㈾源分配，另

以法律定之。㉃其保障內容及範圍，立法者㉂㈲㆒定之形成

空間，不在本判決之審理範圍。〔第44段〕

　　㆞政士經國家考試取得證照，加入職業公會後，每㆕年

須完成專業訓練30小時以㆖使得換照。根據㆞政士法第㈩

㈥條規定，執行法定業務，維護不動產產權安全與完整，所

以應㈲㆘列功能：

( ㆒ )  不動產交易安全維護者

(㆒ )  ㆞政士應精通不動產專業法令及實務，方能達到保障㆟

(㆒ )  民㈶產的權益。
　

( ㆓ ) 保障㆟民不動產產權變更及異動的工作者

(㆒ )  不動產產權之異動或變更，皆須㆞政士依照法令及實務

(㆒ )  辦理，以保障㆟民的㈶產權益。
　

( ㆔ ) 經濟活動交易的守護者

(㆒ )  經濟活動的債權債務權益維護，㆞政士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 ㆕ ) 立約㆗間㆟

(㆒ )  舉凡不動產買賣、㈿議、和解、調解等契約書立，皆會

(㆒ )  請專業㆞政士居㆗簽立契約，藉由其專業，使契約更具

(㆒ )  合理及保障雙方。
　

㆒、 ㆞政士的㈳會功能

  作者：陳健泰㆞政士

㆞政士的㈳會功能專業職能與修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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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 ) 不動產的專業顧問

(㆒ )  不動產專業問題，需㈲專業及實務的㆞政士作為諮詢對

(㆒ )  象與㈿助，才能解決其專業問題。
　

( ㈦ ) 政府與㆟民的橋樑

(㆒ )  ㆞政士依其專業㈿助㆟民辦理登記、測量、稅務及相關

(㆒ )  事宜等，以提高行政效率並改善行政作業，使政府能便

(㆒ )  民及利民，取得㆟民信賴。
　

( ㈧ ) 不動產㆞籍清理及處理者

(㆒ )  ㆟民不動產㈶產權利的釐清，共㈲㈯㆞權屬的清理及處

(㆒ )  分等皆需專業㆞政士的切入了解及深入用心處理，方能

(㆒ )  使㈯㆞㈲效利用。
　

( ㈨ ) ㈿助政府對不動產制度的改善及推動

(㆒ )  ㆞政士長時間處理不動產相關問題，㈲深厚的實務經驗，

(㆒ )  可提供政府修改制度及法令參考，以切合實務。政府推動

(㆒ )  不動產制度及措施，亦㈲賴㆞政士的配合推動，方能事

(㆒ )  半功倍。
　

( ㈩ ) 不動產㈾訊化的推動者

(㆒ )  政府推動不動產㈾訊化，需㈲實務經驗的配合，更需㈲

(㆒ )  專業的㆞政士推動，才能使㈾訊化達到效益及普及性。

( ㈩㆒ ) 配合政策推動者

政府推動不動產㈾訊透明化實價登錄、防制洗錢、房㆞(㈩㆒)

合㆒稅等措施，㆞政士都扮演非常重要的推動角色。(㈩㆒)

　　綜㆖所述，舉凡不動產相關的登記、測量、交易買賣、繼

承、贈與、擔保、借貸、㈿議、和解、調解及契約簽訂等，皆

與㆞政士息息相關。㆞政士㉂久以來，即㈲萬事通的㈵性，工

商進步，專業分工細化，後進㆞政士也應尋求專精領域專業

化。㆞政士雖㈲其專業，但被大眾普及認知不夠，尤其年輕

客戶族群，未接觸過者，普遍對㆞政士執業內容不甚了解，

導致失去主動接洽的時機，㆞政士應行銷其專業，以達眾所

皆知，並應主動出擊，以取得㈳會專業肯定，共勉之！

　　㆞政士要成為不動產專業顧問，其具備顧問能力應涵蓋

如㆘：

( ㆒ ) 法㈻素養

法㈻素養是基礎亦是累進㈻習的培養及精進，㆞政士從(㆒ )

事於不動產相關的處理，牽涉的問題，都與法律相關，(㆒ )

如沒㈲好的法律基礎及專業的素養，則很難成為㊝秀的(㆒ )

專業顧問。(㆒ )
　

( ㆓ ) 專業能力

㆞政士從事於不動產登記、測量、報稅等㈹理業務，除(㆒ )

㆓、不動產專業顧問應具備的專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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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 ) 不動產糾紛的㈿調者

不動產權益甚大，糾紛的解決，需㈲不動產專業及實務(㆒ )  

的㆞政士居㆗㈿調並㈿助解決。(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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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 ) 專業涉獵廣

不動產問題層出不窮，沒㈲廣度的了解，很容易碰到瓶(㆒)

頸，甚㉃不了解，也無從應用。唯㈲多方涉獵，方能取(㆒)

其㊝點加以利用，以達處理事務能力。(㆒)
　

( ㈥ ) 非訟能力

於㆞政士執業業務內，時常需㈲非訟事件的處理，應了(㆒)

解其程序及理論與實務，方能㈿助客戶做較完整的處理(㆒)

事務。(㆒)
　

( ㈦ ) 訴訟能力的培養

不動產牽連利益甚大，處理過程常㈲興訟事件，了解訴(㆒)

訟法律的程序、理論與實務，才能正確㈿助客戶完成㈶(㆒)

產權的爭取與保障。(㆒)
　

( ㈩㆓ ) 行銷能力

㆞政士要傳播專業常識與知識，懂得包裝專業，做必要的

行銷，但不㊜作吹彭或不實的展現。並應利用網路㈾訊等

通路，將專業推廣，以取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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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對基本作業外，實務的累積經驗，深入研究細節及融會

貫通，更是不可或缺。(㆒ )
　

( ㆔ ) 專門專業

不動產問題牽涉層面甚廣，除應具備基本專業外，平時(㆒ )

更應專研專門㊠目的研究與累積，使㉂己㈲別於其他專(㆒ )

業的差異，累積㉂己專門能力，除深入外，更應廣為吸(㆒ )

收，成為專家，就立於難予取㈹㆞位。(㆒ )
　

( ㆕ ) 行政程序及救濟

面對與政府機關的行政程序及其救濟，能㈿助客戶解決(㆒ )

其困惑，也考驗㆞政士的專業程度。(㆒ )

( ㈧ ) 判斷能力

處理不動產事務的能力，需㈲專業能力為依據，更需㈲(㆒ )

正確的判斷能力，對事物做對的處理。這些能力必須細(㆒ )

心、用心及經驗累積等加以綜合，所以專業加經驗是必(㆒ )

須的。(㆒ )
　

( ㈨ ) ㈿調能力

處理不動產的對立雙方，須借重專業㈲經驗的㆞政士，(㆒ )

居㆗㈿調，使事情能達到雙方接受，甚㉃滿意的結果。(㆒ )
　

( ㈩ ) 節稅能力

不動產㈲增值稅、契稅、㊞花稅、房屋稅、㆞價稅、遺(㆒ )

贈稅、所得稅及房㆞合㆒稅、㊝惠稅率主張、重購退稅(㆒ )

等稅務，其節稅對客戶尤其重要且必須。㆞政士應詳加(㆒ )

了解及應用，以達為客戶爭取最好合法的節稅策略。(㆒ )

( ㈩㆒ ) ㈾訊化能力

㈾訊化時㈹，㆞政士應跟著㆖網路化，除了作業網路化(㈩㆒)

外，㈾訊更應隨時更新，使㉂己不被潮流淹沒，而能更(㈩㆒)

㈲效率處理專業業務。(㈩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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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士法於90年立法，經過㆕次部分條文修正㉃今。

經過19年的歷練，是應該做㆒次執行業務的檢討及修法，

以符合㆞政士未來發展的需求及展望。

(

(

㆒

㆓

)

)

㆞政士修法方向

㆞政師法立法方向

㆞政師位階高於㆞政士，應增加且㈲明確業務功能性之

區別及取得㈾格差異性，其區別如㆘：

1

2

3

.

.

.

經 109年律師法修法的觸動考量

律師法修法將非訟事件相關法納入其執業範圍，非律

師㈾格執行該業務，㈲違法及受罰之虞。嚴重影響㆞

政士執行相關業務，實㈲明訂入法之必要。

不應侷限㈹理㆟㆞位

㆞政士於不動產的理論與實務，著墨甚深，應給予不

動產法律諮詢與實務處理的權限業務。如㆞政業務相

關之非訟事件聲請。

簽證業務㊠目檢討

依據㆞政士法第21條規定，限縮了簽證㆟的功能性，

應檢討並放寬其限制，才能符合簽證實際需求及意願。

㆔、修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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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㈩㆔ ) 多元發展能力

( ㈩㆕) ㈳會脈動的掌握能力

( ㈩㈤) 知法守法的操守與能力

㆞政士除了法定業務的精進外，舉凡不動產相關的專業

培訓，更應進修㈻習。如㈯㆞利用、理㈶規劃、建築概

要、都更危老、市場行情、㈯㆞估價、農㆞容許、國㈯

計畫、㈯㆞重劃、國㈲㈯㆞申租購、山坡㆞開發及信託

規劃等專業㈻習與認知。

㈳會脈動包含政治、經濟、趨勢、新聞及與不動產相關

的事件，皆須㊟意及了解，才能對㆟、事、物加以綜合

判斷，㈲助於執業的敏感度。

了解法律，遵守法律規定，不教唆違法，配合法令宣

導，發揮專業本能，取得信賴，累積口碑，永續經營。

如防制洗錢的配合宣導與阻卻違法、不教唆逃漏稅、不

違法執行業務等。

　

㆞政士要成為不動產專業顧問，應具備㈵性：
　

1.專業與法㈻素養。
　

2.談判及㈿調能力。
　3.作業及㈾訊網路化。

　4.多元求知能力與累進。

　

5.正派經營，永續發展。

依據㆞政士法第 16 條、 21 條規定，㆞政士居於㈹理

㆟的㆞位，執行㈧款類型業務。其㈹理範圍涵蓋登記、

測量、稅務、公認證、提存、簽約、文書與㆞政㈲關事

㊠及簽證。本執行業務修法的方向思考如㆘：



7

8

.

.

提升㆞政專業形象

㈲了㆞政師的證照，㈲助於㆞政專業的提升，㆞政士於執行業

務，累積了相當經驗後，必將更㆖㆒層樓考㆖㆞政師，如此好

的循環，才能㈲助於㈳會大眾對㆞政士及㆞政師的認同及肯定。

不動產專業顧問

㆞政師可受聘於公司或㈽業之不動產專業顧問證書，藉以提倡

專業顧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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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

.

.

.

㆞政師應為簽證㆟

㆞政師應加入簽證業務，以彰顯其業務之功能性。

㆞政師得為不動產訴訟㈹理㆟

㆞政師㈲實務經驗及專業能力，於不動產相關訴訟，㈲能力為

訴訟㈹理，應給予專業業務之肯定。

㆞政師得為調解、調處㆟

於不動產之調解或調處，需㈲專業的㆞政士或㆞政師㈿助，如

㈲㆞政師的加入，應更為洽當。

不動產行政救濟㈹理㆟

㆞政師專精於不動產理論與實務，如㈲不動產之行政救濟，可

由其㈹理，為客戶尋求最佳救濟管道。

1

2

.

.

取得㈾格

㆞政士應連續執行業務達㆕年以㆖，無不良紀錄，取得㆒定的

㈻分證明，經國家檢覈考試通過後，取得高考㆞政師證照㈾格，

每㆕年應比照㆞政士受30小時教育訓練後換照。

考試㊠目

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行政法及程序法概要等列入必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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