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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程 度 指 示 條  

 

壹 法律之概念、淵源及種類法律概說 

一、法律之意義 

(一)概說 

1.法律是一種社會生活規範。 

2.法律是以公平正義為基礎。 

3.法律是以保障人民權益及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 

4.法律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施行方法。 

(二)我國現行法上法律的意義 

我國現行法上的法律，如採廣義定義，包含憲法、法律及命令。 

1.憲法： 

憲法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主要乃規範國家的基本組織、人民的

權利義務以及基本國策等三大部分。 

2.法律：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

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 

(1)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2)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3)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4)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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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令：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

法、綱要、標準或準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 

二、法律之淵源 

法律產生之淵源，即法源依據，可分為： 

直接法源 

(成文法法源) 

憲法、法律、命令、自治法規、條約。 

間接法源 

(不成文法法源) 

習慣、法理、判例、學說、解釋、外國法、國際

法一般原則等，非經由國內一定制定程序，無法

直接於國內發生效力，而須經國家承認始能發生

法的拘束力。 

三、法律之種類 

根據不同的標準，法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大類： 

成文法 v.s 不成文法  以是否具有一定的立法、公布程序及條

文、法典形式為區別。 

 例如英美等國之法律多採不成文法之形

式，我國法律則以成文法為原則。 

普通法 v.s 特別法  以法律效力所及的適用範圍為區別標準。 

 例如刑法為普通法，貪污治罪條例則為其

特別法。 

強行法 v.s 任意法  以法律適用程度是否容許當事人自由決定

為區別標準。強行法與任意法之區別實

益，為法律效果之不同。 

 例如民法中大部分條文為任意法，但其中

如第 71 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

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

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則屬於強行法。 

公法 v.s 私法 以法律關係的性質作為區別標準。公法與私

法區別的實益，在於法院審判管轄及司法程

序的不同。 

原則法 v.s 例外法 以法律規定事項是否為一般原則性規定為區

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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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法 v.s 程序法  以規定法律關係的實體內容或實現實體內

容的方式作為區別標準。實體法與程序法

之區別實益，為修法後新法可否適用於舊

法時期的法律關係乃有所不同。 

 例如民法為實體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則

為程序法。 

母法 v.s 子法 以法律的產生關係作為區別標準。例如憲法

為母法，行政院組織法則依憲法第 61 條規定

制定，為子法。 

固有法 v.s 繼受法 以法律的來源作為區別標準。 

國內法 v.s 國際法 以法律適用之主體及範圍作為區別標準。國

內法與國際法區別的實益，在於二者相互牴

觸時，何者具有優先效力。 

貳 法律之制定、公布、修正、廢止、效力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 條規定：「中央法規之制定、施行、適用、

修正及廢止，除憲法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一、法規之名稱用語 

(一)法律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 

(二)命令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 

二、法律之制定與公布 

(一)法律之制定 

有關我國法律的制定程序，茲分述如下： 

1.提案： 

提案為法律制定的第一個步驟。提案的來源為行政院、司法

院、考試院、監察院、立法委員及符合組織法規定之黨團： 

(1)行政院： 

行政院之提案權是屬於行政全體，行政院院長或各部會首長

無單獨提案權，其須將欲提出之法律案先於行政院會議議決

之。(憲法第 5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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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法院： 

依大法官釋字第 175 號解釋文意旨，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

機關，基於五權分立彼此相維之憲政體制，就其所掌有關司

法機關之組織及司法權行使之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

案。 

(3)考試院： 

依憲法第 87 條規定，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

出法律案。 

(4)監察院： 

依大法官釋字第 3 號解釋文可知，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依

憲法第 87 條既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基於五權分立、平

等相維之體制，參以該條及第 71 條之制訂經過，監察院關

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實與憲法之精神相符。 

(5)立法委員： 

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8 條、第 10 條規定，立法委員提出之

法律案，應有 15 人以上之連署。經否決之議案，除復議

外，不得再行提出。 

(6)符合組織法規定之黨團：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5 條規定，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 33

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提案，不

受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因此，此

等黨團亦具有提案權。 

2.程序委員會： 

編列議程、報告事項、討論事項。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

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2 項前段)。 

3.院會一讀： 

(1)朗讀標題、提案人說明、討論。 

(2)逕付二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3 項) 

A. 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程

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若有出席委員提議，20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逕付二讀。 

B. 立法委員提出之其他議案，於朗讀標題後，得由提案人

說明其旨趣，經大體討論，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

或不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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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員會： 

聽取報告、討論、修正、審查報告。如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

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行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54 條) 

5.政黨協商： 

(1)由院長或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不須協商之議案可由立委

10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交由黨團協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68 條) 

(2)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結

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宣讀後，列入紀錄，刊

登公報。(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1 條) 

6.院會二讀： 

朗讀議案、宣讀審查報告、宣讀協商結論、廣泛討論、逐條討

論、修正動議、覆議。 

7.法制局審查： 

法制局可於此時發揮專業品質把關作用，惟目前多半略過此程

序而逕付三讀。 

8.院會三讀： 

文字修正、全案付表決、修正動議、復議。 

9.總統公布：(憲法第 72、170 條) 

(1)完成三讀之法律案經院長咨請總統公布並函送行政院，總統

於收到後 10 日內公布之。 

(2)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3)憲法第 37 條未依憲法增修條文失去效力之部分規定，總統

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4)行政院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

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

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15 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審查後，

應於行政院送達 15 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立法院

休會期間，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7 日內舉行臨時

會，並於開議 15 日內，依前述情形處理之。審議可能結

果：維持原決議、不維持原決議、原決議失效(憲法增修條

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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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之公布 

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4 條) 

三、法律之修正與廢止 

(一)法規之修正 

1.定義： 

指針對現行有效之法律部分內容予以修改、增減或變更。法律

之修正亦屬於法律案，故有權提出或制定法律者，亦有權修正

法律，其修正的機關與程序，與法律之制定相同，並由總統依

法公布之。 

2.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修正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 

(1)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2)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 

(3)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 

(4)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3.法規修正之程序，準用中央法規標準法有關法規制定之規定。 

(二)法律之廢止 

1.定義： 

指依法定程序，將現行有效法律予以廢棄，不再適用。另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22 條規定，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命令之廢止，則由原發布機關為之。若法規定有施

行期限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3 條規定，期滿當然廢止。 

2.廢止事由：(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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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廢止程序：(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2 條) 

(1)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2)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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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前述程序廢止之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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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起失效。 

(4)命令之原發布機關或主管機關已裁併者，其廢止由承受其業

務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5 條) 

4.廢止期限：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不適用第 22 條之規

定。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3 條) 

(三)法律之延長施行期限 

1.法規之延長：(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4 條第 1 項)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

1 個月前送立法院審議。但其期限在立法院休會期內屆滿者，

應於立法院休會 1 個月前送立法院。  

2.命令之延長： 

(1)命令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

滿 1 個月前，由原發布機關發布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4

條第 2 項) 

(2)命令之原發布機關或主管機關已裁併者，其延長由承受其業

務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為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5 條) 

四、法律之施行 

(一)施行期日 

1.法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 12 條) 

2.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三日起發生效力。(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 

3.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

起發生效力。(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4 條) 

(二)施行區域 

法規定有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

內發生效力。(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5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