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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1 9 日 

  任命范植谷為交通部政務次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4 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1 9 日 

  任命王怡文為行政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楊育郎為行政院簡

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 

  任命賴怡瑩為國立體育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邵屏華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陳清泉

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俊凱為經濟部水利署

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林惠芬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簡

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游麗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

任，黃俊欽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莊老達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署長，王安石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劉芳爵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史瓊月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茶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課長。 

  任命施志和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郭安甫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翁英明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許仁

澤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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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蔡妙慈為科技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許誠佳、劉燕玲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簡任第十職等

副組長。 

  任命劉俊男、楊修瑋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方矩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

十一職等處長，吳建成為臺北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 

  任命羅莉婷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懷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人事長，林素

安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王貴蘭為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鄭瓊華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

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李秉洲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二職

等處長，黃麗玲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簡任第十二

職等副主任。 

  任命王明德為中央選舉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蔡育萍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公設辯護人。 

  任命李維銘為審計部臺灣省臺東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

官兼主任，李梅麘為審計部臺灣省新竹市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

課長。 

  任命黃政凱、鄭勝天、莊玲玲、吳仁志、劉芬宜、許專文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李奕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子寧、陳泓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振華、黃信源、莊俊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世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明超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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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賴建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榮松為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任命周泰德、巫美蕙、吳育汝、呂佩珊、陳采葳、王耀霆、謝濰仲

為法官。 

  任命劉又寧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1 9 日 

  任命高誌良為警監四階警察官，徐世霖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李哲源、莊啟浚、劉輔中、徐祥峰、陳勇志、陳泓銓、楊承融、

吳建賢、陳芳修、蘇敬堯、李展榮、吳宥憲、鄧嘉緯、王輝銘、劉松宙、

呂家宏、余尚叡、陳彥東、翁羽醇、李承峰、嚴繡齡、蔡宗憲、陳昆賢、

李政杰、許芳瑜、張育銘、陳志平、張竣傑、梁耀仁、陳智強、賴政谷、

黃常祐、林育諒、廖勇順、陳駿瑋、張亦竣、杜爵宇、陳明暉、關學鴻、

王瀚億、葉昌融、姜明宇、徐旭、王智毅、黃聰智、程顯停、劉英廷、

馬震昀、陳建達、王士豪、陳友浩、陳彥志、陳世豐、黃依婷、謝政達、

詹鈞智、郭俊沅、鄧瑋儀、張耿僑、陳秉隆、朱駿威、施淙瀚、王柏強、

柯素惠、詹傑勛、吳幸娟、蘇信華、孟繁安、張峻瑋、徐凡巽、陳宏壹、

林錦玉、鍾建瑋、方鵬程、劉仲軒、蔡依伶、李政穎、黃建嘉、宋玉弘、

高淑如、林恩于、張雅雁、劉怡君、柯宣任、彭穩達、黃勝揚、王士達、

林益志、簡建韡、劉弘偉、游洪斌、吳俊輝、葉士銘、林英傑、詹博元、

楊本上、張秀禪、蕭光育、鄭如盛、廖宗瑋、王、林原靖、林湧棠、

王啟仲、謝宗翰、洪梓銘、黃堃盛、莊秀蓮、盧敬勛、吳孟桓、劉建宏、

蔡明晃、林駿哲、張益甄、黃裕翔、劉峯志、李侑倉、劉富榮、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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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嵐、黃學鵬、李宗哲、劉岑蔚、周景星、顏士涵、林鈺麒、嚴元泰、

王瑞成、詹川漢、王建智、翁靖凱、陳鵬安、陳怡豪、廖敏玲、汪湘昀、

王世豪、林新凱、戴木君、陳明君、紀傑翔、羅翊倫、林欣枚、陳玉芬、

黃柏鈞、家一、白居正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楊峻、鍾政良、連冠富、蔡承晏、蔡其恆、詹育昇、林奇墨、

許弘昇、高楓期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2 0 日 

  任命謝麗華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廖雪如

為臺北市中正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 

  任命葉永亮為桃園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吳淵展為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李建裕為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熊萬銀

為臺南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謝惠雄為臺南市政府交

通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張世傑為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韓榮華

為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江國豐為屏東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呂清富為金門縣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陳孔官為連江縣財政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孫景瓏、呂映諭、謝易晏、陳瀅伃、吳燕婷、李春慶、吳育誠、

林欣怡、賴文盛、黃清富、林彥鋒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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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朱淑娟、董祐榮、張銘育、王蓓瑜、周沂萍、范凱森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魏光甫、岳巧珺、賴巽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雅茹、蔡依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秋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禎祐、林家弘、林人一、黃雲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育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恩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致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俞伶、蔡嘉欣、連婉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偉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禹岑、魏梅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錢佳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2 0 日 

  任命林浩然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蔡育倫、王霖、蔡宗庭、王敬舜、朱浩宏、黃健閔、楊弘吉、

張志嘉、廖國昌、施智偉、吳秉宸、許翔綸、賴維信、李俊緯、楊明吉、

廖聖洲、蕭智元、李冠億、盧慶菖、蔡峻聖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許博翔、蕭丞堯、洪俊豪、林顯仲、李建霖、李偉銘、魏峻暉、

柯又豪、廖啟任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宗翱為警正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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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童耀德、邱煜勝、林舜祥、胡志丞、徐尚瑋、林士凱、賴孝賢、

蘇雅儀、周順賢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余國森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張家豪、黃文賢、林杰勳、李育利、謝鐘信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 
專     載 

﹏﹏﹏﹏﹏﹏﹏﹏﹏﹏﹏﹏ 
巴拉圭共和國卡提斯總統閣下率團抵臺訪問 
  巴拉圭共和國卡提斯總統閣下（H.E. Horacio Cartes）一行，於

106 年 7 月 11 日至 13 日來訪。總統於 7 月 11 日下午 7 時正在臺

北賓館設宴，歡迎卡提斯總統一行。 

  7 月 12 日上午 10 時正總統親率高級文、武官員及駐臺使節團，

於總統府府前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儀式結束後，兩國總統隨即進

府至 3 樓臺灣晴廳會談；並於會談畢，至臺灣綠廳共同見證我經濟

部長與巴國工商部長簽署《中華民國（臺灣）與巴拉圭共和國經濟

合作協定》及兩國外交部長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

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 

  會談中，蔡總統表示，由衷感謝巴國於我國在國際上遭受不公

平待遇時，多次鼎力相助、仗義執言。此外，卡提斯總統已簽署我

國民免簽證入境巴拉圭之行政命令，秉持互惠精神，我國亦給予相

同待遇；兩國簽署多項雙邊協定，除提升雙邊經貿投資，未來兩國

間之文件證明手續亦大幅簡化，使交流往來更加便捷；期待未來臺

巴兩國能持續合作，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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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提斯總統表示，臺巴兩國友好關係，奠基於對「民主、自由、

人權」共同價值之尊崇。渠肯定臺灣在醫療、衛生、國際民航、環

保等之貢獻，未來仍持續秉持伸張國際正義之精神，協助臺灣參與

各項國際活動，強化兩國之合作交流，鞏固雙邊情誼。 

  兩國總統並觀賞臺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團之迎賓表演；隨後至總

統府郵局出席「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建交60週年紀念郵票發行

典禮」。 

  7 月 13 日下午 7 時 10 分，總統在總統府 3 樓大禮堂設國宴款

待國賓一行。卡提斯總統此行亦由總統、副總統陪同參加建交 60 週

年紀念活動，並前往高雄、臺南參訪；國賓一行於 7 月 13 日晚間

結束訪問行程，搭機返國。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 年 7 月 14 日至 106 年 7 月 20 日 

7 月 14 日（星期五） 
˙接見「吐瓦魯國國會議長陶希（Otinielu Tauteleimalae Tausi）伉儷

訪問團」一行 

7 月 15 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7 月 16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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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星期一） 
˙蒞臨「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開幕典禮」致詞（臺

中市西屯區臺中林酒店） 

˙接見「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RSF）訪問團」

一行 

7 月 18 日（星期二） 
˙接見「我國亞太經濟合作（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ABAC）代表」一行 

7 月 19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 月 20 日（星期四） 
˙視導陸軍航特部高空特種勤務中隊，聽取任務簡報、瞭解部隊戰技

演練情形並致詞（屏東涼山基地）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 年 7 月 14 日至 106 年 7 月 20 日 

7 月 14 日（星期五） 
˙蒞臨「106 年全國孝行獎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中正區臺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蒞臨「2017 土耳其薩姆松第 23 屆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授

旗典禮」授旗並致詞（臺北市中正區國軍英雄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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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星期六） 
˙蒞臨「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 20 週年慶」頒獎並致詞（臺北市北

投區臺北榮民總醫院） 

˙蒞臨「吳經熊博士自傳－《超越東西方》新書發表會」致詞（臺北

市中山區主徒會牧靈中心） 

7 月 16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7 月 17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7 月 18 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7 月 19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 月 20 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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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7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1060018360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50號解釋 

 附釋字第 750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50號解釋 

解釋文 

行政院衛生署（改制後為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1，及考試院

98年 10月 14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

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牙醫師類科

第 1 款，關於國外牙醫學畢業生參加牙醫師考試之應考資格

部分之規定，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

則，與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及第 18 條應考試權之保障意旨無

違，亦不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保障。 

解釋理由書 

聲請人於 98 年 10 月間，持外國學歷報考 99 年第 1 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考選部認其未依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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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繳驗國內醫療機構開立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證明，以 98

年 12 月 7 日選專字第 0983302554 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

聲請人，應更改報考類科為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第

一試及格後，依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在得提供臨床實作訓

練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完成同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4 所

定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並持有該醫療機構開立

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證明後，始得再應牙醫師考試分試第二

試。聲請人對原處分不服，先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經最

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90 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

以上訴為無理由而駁回確定。 

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改制前之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1（下

稱系爭規定一），以及考試院 98 年 10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

（下稱分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牙醫師類科第 1 款（下

稱系爭規定二），有牴觸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18 條及

第 23 條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核與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要件相符，予以受理。

嗣聲請人於 106 年 6 月 5 日以「考量已無應國內牙醫師考試

之需求，認為現已無繼續聲請釋憲之必要」為由，撤回解釋

憲法之聲請。惟本案業經受理，且人民聲請解釋憲法，除為

保障其憲法上之權利外，並涉及法規違憲與否，攸關憲法秩

序之維護，具公益性，核有作成憲法解釋之價值，應不予准

許撤回。本院爰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有從

事工作及選擇職業之自由（本院釋字第 584 號、第 6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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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4 號、第 637 號、第 649 號及第 749 號解釋參照）。惟

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

試院依法考選之。是人民選擇從事專門職業之自由，根據憲

法規定，即受限制。又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權，

除保障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權利外，亦包

含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

利。對於參加考試資格或考試方法之規定，性質上如屬應考

試權及工作權之限制，自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及比例原則等憲法原則（本院釋字第 682 號解釋參照）。

一、系爭規定一及二無違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涉及人民工作權或應考試權之限制者，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

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於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

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本院釋字

第 443 號解釋參照）。查醫師（含牙醫師，下同）屬專門職

業人員，其執業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以考

試定其資格。醫師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

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第 4 條規定：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

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應牙醫師考試。」已就應考資

格等重要事項予以規定；則其他屬於執行法律之細節性與技

術性次要事項，主管機關自得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系爭規定一規定：「（第 1 項）本法第 2 條至第 4 條所稱

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指在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提供臨床

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完成第 1 條之 2 至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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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4 所定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各科別考評成

績均及格，且持有該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第 2 項）中央

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實習，辦理臨床實作訓練申請人與醫療機

構間之選配分發，並得就該業務委託民間專業機構或團體辦

理。」乃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基於醫師法第 42 條授權訂定之

施行細則，而就同法第 2 條至第 4 條所稱「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所為之規定，內容包括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臨床

實作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要求，以及考評成績之處理等，

皆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其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無違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

則之要求。 

88年 12月 29日修正公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第 5 條規定：「（第 1 項）各種考試，得單獨或合併舉行，並

得分試……。（第 3 項）分試考試之類科及其考試規則，由

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同法第 9 條至第 13 條就全部類

科人員之應考資格為一般規定，並於第 14 條授權考選部報

請考試院於考試規則中訂定各分類、分科考試之應考資格，

則考試院於訂定分試、分類、分科應考資格時，自得採酌各

執業管理法規所定特殊資格。系爭規定二規定，得應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者為：「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領有畢業證書者。但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

者，其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認定標準，依行政院衛生署中華

民國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此乃考試院依授權所訂定，其本文內容與醫師法第 4 條規定

同，且其但書規定依系爭規定一辦理，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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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或增加母法所無之限制，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系爭規定一及二關於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規定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無違 

就專門職業人員考試而言，考試院有關考試方法及資格

之規定，涉及考試之專業判斷，應予適度之尊重，且「實習

期滿成績及格」為應醫師考試資格之要件，其認定標準攸關

醫師之專業能力及醫療品質，理應尊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

決定，以符憲法五權分治彼此相維之精神（本院釋字第 682

號解釋參照）。系爭規定一及二之目的如屬正當，且其所採

取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即與憲法第 23 條比

例原則無違。 

系爭規定一及二關於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規定，係為確

保醫師之專業能力及醫療品質，以維護病患權益，增進國民

健康，其目的應屬正當。其規定之內容，包括臨床實作訓練

之醫療機構、臨床實作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要求，以及考評

成績之處理等，皆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且無顯不合理之

處。是系爭規定一及二尚難認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而

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工作權及第 18 條保障之應考

試權。

三、系爭規定一及二有關國外牙醫學畢業生應考試之規定，

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意旨無違 

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任何差別待

遇，立法與相關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

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

合平等原則之要求，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

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

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 682 號、第 694 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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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號、第 719 號、第 722 號、第 727 號及第 745 號解釋參

照）。 

系爭規定一對於國內牙醫學畢業生及國外牙醫學畢業

生一體適用，形式上固無差別待遇，惟國內牙醫學畢業生於

取得畢業證書前，已可符合系爭規定一有關於「經教學醫院

評鑑通過，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臨床實作考評

成績及格，且取得證明之要求，而國外牙醫學畢業生則無法

取得該證明，故實際上仍存有差別待遇。又系爭規定二但書

規定，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者，其實習期

滿成績及格之認定標準，依醫師法施行細則（含系爭規定一）

辦理，則對國外牙醫學畢業生而言，系爭規定二自亦存有差

別待遇。此等差別待遇涉及牙醫師技能及醫療服務品質，故

較適合由擁有醫療或考試專業能力之機關決定。其決定若目

的正當，且其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即不

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醫療業務攸關國民身體健康及生命之安全，以醫師作為

職業者，除應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外，理應於主管機關認可

之醫療機構累積足夠之臨床實作訓練，以實地參與醫療業

務，熟悉國內醫療環境、文化與疾病之態樣，始克勝任。系

爭規定一及二係為確保此一要求之實現，目的應屬正當。 

國外牙醫學畢業生未必受有足夠臨床實作訓練，且縱使

受有臨床實作訓練，但於國外使用之語言、醫療文化及接觸

之疾病型態，與國內情形並不相同，故仍欠缺前揭臨床實作

經驗。系爭規定一及二規定，國外牙醫學畢業生須於主管機

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完成一定之臨床實作訓練，可彌補臨床實

作經驗之不足，皆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且無顯不合理之

處。是此等差別待遇與其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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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另聲請人認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

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2 至第 1 條之 5 及行政院衛生署 99

年 3 月 12 日訂定發布之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

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牴觸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18

條及第 23 條部分，均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指摘上開規定有

何牴觸憲法之處，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均應不受理，併予敘

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湯德宗大法官迴避審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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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0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本席同意本件解釋之解釋文及除第 4段至第 7段以外其

他解釋理由書之內容。但對於解釋理由書第 4段至第 7段關

於系爭規定一（行政院衛生署 98年 9月 16日修正發布之醫

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1）及系爭規定二（考試院 98 年 10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

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牙醫師類科第 1款）

如何無違法律保留原則部分之論述，則認為為維五權憲法體

制，應由憲法本身之規定著眼，次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暨相關規定次第論述；而不宜以經立法者三讀通過之醫

師法第 1條及第 4條等關於醫師牙醫師之應考資格規定為論

述依據，並已於審議過程中本於斯旨，提出附件供參。惟未

得多數意見同意。玆謹提出本部分（關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是

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部分）協同意見書（以本席同意未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為前提，對未違反之理由論述提出不同看法），

並將本席之意見說明如下，以盡本席之職責： 

一、本件係關於牙醫師執業資格考試事項之爭議，與考試權

最大相關，故應由憲法考試權相關規定暨考試權所屬之考試

院主管相關法規入手。 

二、牙醫師屬專門職業人員。依憲法第 86條第 2款規定，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考試相關事項固屬考試院之

職權，但因憲法第 86條已明定「依法」考選銓定之，故考試

院此部分職權之行使，毫無疑問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以上並可參照本院釋字第 155號、第 341號及第 682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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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五權憲法體制下，屬考試院職權之一之考試相關事項，

行政院若無考試院之同意，行政院應不可逕提法律案規範之： 

（一）、本件解釋延續本院釋字第 682 號解釋之憲法五權分

治彼此相維之意旨（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9段參照）。 

（二）、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款明定：考試院為國家最

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事項。憲法第 86條第 2款明定：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考選銓定。另憲法

第 87條亦明定：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

案。足見依憲法規定，考試院就其職掌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執業資格考試相關事項，係獨立於行政院之外，即考試院

就屬其職掌事項之系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

之相關事項，具有獨立性；且相較於無考試事項相關職權之

行政院而言：考試院就系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

試相關事項，有專有考試職權。故而應認為除非經考試院同

意，否則行政院暨所屬行政機關應無系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執業資格考試相關事項之法律案提案權，當然更無以行政

命令位階之法律施行細則訂定上開資格考試相關事項之權。

應如此解讀始符五權憲法體制下，考試權與行政權獨立分治

並平等之意旨。 

四、系爭爭議當時，考試院主管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尚無此等人員之應考資格依各該職業管理法規特別規定

之明文，故在本件爭議當時，不論依憲法或法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之相關事項職權均僅在於考試院，

不在於行政院或其所屬機關。因此，於斯時，非考試院主管

而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主管之醫師法及其施行細則可否逕作

為牙醫師高等考試之應考資格基準，顯然有疑。因為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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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並非屬考試事項之牙醫師高等考試應考資格規定之

主管機關，醫師法第 1條、第 4條及系爭規定一等之合憲性

需待考試院以其憲法所賦與之考試職權支撐之，故應以考試

院職權相關憲法、法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相關

考試規則等為主體框架，再經由考試院自己訂定之系爭規定

二搭接系爭規定一，以完備全部牙醫師應考資格規定之合憲

性。從而，本件解釋中關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未違法律保留原

則之論述不宜如多數意見，而宜如附件所示，以免邏輯因果

顛倒。 

五、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規定是否為憲法考試保留？憲法考

試保留如果用以說明，考試相關事項之職權專屬考試院，獨

立於行政權之外，應屬的論。但其所涉及之考試權與立法權

可能爭執，則見仁見智，本席認為在本件解釋中不必然須就

該可能爭執即下結論（本件爭議發生當時，尚無現行即於 102

年修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8條第 1項但書「但

各該職業管理法規有特殊規定者從其規定」規定故也。若在

102年修正之後，則可能需面對上開可能爭執），且因該爭執

涉及甚廣，仍待詳細討論，故應避免予人本院已經就該問題

詳細討論、形成共識之誤解，從而對於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5

段、第 6段直接援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醫師法第 1條及第

4 條規定及依醫師法第 42 條授權訂定之醫師法施行細則規

定作為論述依據，有予人誤解可能，本席亦無法贊同其論述。 

六、又本件解釋理由書第 5段、第 6段與第 7段之論述似不

相一致。蓋若第 5段、第 6段論述成理，則因第 5段、第 6

段已以醫師法主管機關（按指行政院衛生署，後改制為衛生

福利部）之地位出發，已認定系爭規定一之實質內容並未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而系爭規定二本身並無實質內容，系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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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二只是適用系爭規定一之橋接規定而已，不待該系爭規定

二另為規定，本當依系爭規定一之規定辦理，則系爭規定二

又何可能需另經考試院之授權始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哉？ 

七、爰為本部分協同意見書，用供參考，並請指正。 

 

附件 

解釋理由書第 4段至第 7段建議文字如下： 

「涉及人民工作權或應考試權之限制者，應由法律加以

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

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本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參照）。查

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

理考試等；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而牙醫師屬專門職業人員，

其執業資格自應依考試院考選部主管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相關規定，包括：1、以考試定其資格；2、各種考

試得分試，分試之類科及其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

之；3、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

外專科以上相當科、系、所畢業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分類、分科

應考資格，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第 1條、第 5條、第 9條及第 14條參照）。另考選部

依上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5條規定，報請考試院

訂定並於 98 年 10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其第 2條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

分二試舉行。」第 6條第 1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具有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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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師牙醫師類科所列資格之一者，得分別應本考試醫師、

牙醫師類科第一試。」而其附表一則規定，牙醫師類科之應

考資格為「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並

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但國外大學、獨立

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者，其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認定標準，

依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 98年 9月 16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

施行細則規定辦理。」（下稱系爭規定二）即關於國外大學、

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者，應牙醫師考試之第一試時，

須先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且所稱實習期滿及格之認定標準，

依系爭規定二乃為如系爭規定一之內容乙節，係考試院依上

開憲法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相關規定及其授權

規定等，並本於憲法所明文賦與考試主管機關之考試職權訂

定，故系爭規定一及二自均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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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 

 

本件涉及之主要規定為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

法施行細則第 1條之 1，及考試院 98年 10月 14日修正發布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

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

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牙醫師類科第 1款，關於國外牙醫

學畢業生參加牙醫師考試之應考資格部分之規定，要求應考

者必須在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

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完成第 1條之 2至第 1條之 4所定之科

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各科別考評成績均及格，且持

有該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始得應牙醫師考試。多數意見認

為，此等在國內實習及格始具考試資格之規定，並未違憲。

本席敬表同意。 

惟本席對於本件涉及之法律保留原則，究應適用憲法第

23條抑或第 86條之規定（此問題之本質並涉及考試、立法、

行政及司法等中央權限之關係），以及適用不同條文是否影

響法律保留原則之審查密度，認為應值進一步探討，爰提出

本協同意見書，闡述如下： 

壹、本件應適用憲法第 86 條有關考試事務法律保留原則之

規定 

一、憲法第 86條規定：「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

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執業資格。」所謂「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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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含意：其一為明示公務員任用資格及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選銓定。依此，憲法第 18 條

所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亦受憲法第 86條

考選銓定之限制；亦即人民雖有考試權，但如何考試及

考試資格等，仍由考試院依法予以規範。其二為明示公

務員任用資格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選銓

定之主管機關為考試院；故非可由其他機關透過其他程

序對公務員任用資格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自行授予或認定。其三為明示考試院辦理考選及銓定時，

必須「依法」為之。 

二、憲法第 86條所示「依法」考選銓定，係考試事務之法律

保留原則。故在憲法上，除第 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該

條規定「除……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意指限制人

民權利時，須以法律為之）適用於所有限制人民權利之

事項，及第 19 條之租稅法律主義（該條所稱「人民有

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含租稅法律主義或課稅應有法律

作為依據之意旨）適用於租稅事項之外，第 86條之「依

法考試銓定」則為適用於考試事務之法律保留原則。 

三、多數意見直接適用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作為考試事務之

法律保留原則依據（見本號解釋之解釋文與理由書第 3

段與第 6段），而未論及憲法第 86條作為考試事務之法

律保留原則之依據，應有斟酌之餘地。 

貳、憲法第 86條除直接規範考試事務之法律保留外，亦間接

規範考試、立法、行政與司法等各中央權限的關係 

一、憲法第 86條有規範考試、行政與立法相互關係之含意：

由於依憲法第 86 條要求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及專門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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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均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故仍須由立法院制定法律，以作為考試院考選銓定之依

據。就此而言，立法院自有關鍵之參與權限，以節制與

規範考試院有關考選與銓定之事務。 

又由於憲法第 83條規定，考試院為最高考試機關，掌管

考試與銓敘；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項對考試院作為

最高考試機關，掌管考試與銓敘事項，並未改變。參考此

等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定，應認為憲法第 86 條所稱之

「法」，係由考試院提出法律案（由考試院單獨提案或由

考試院與行政院會銜提案），並由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故

應認為立法委員及行政院不應在未經考試院直接參與之

情形下，向立法院提出考選與銓定事項之法律案。 

就此而言，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5 段所提及之醫師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

師證書者，得充醫師。」第 4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

獨立學院牙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

有畢業證書者，得應牙醫師考試。」均涉及考試事務；然

醫師法係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並經立法院通

過成為法律。雖醫師之執業涉及醫療專業，考試院就其

考試事務，仍應參酌並尊重醫師執業主管機關之意見，

然依前揭說明，考試院既為考試之主管機關，醫師法有

關考試資格之規定如未有考試院之會銜提案，實有憲法

疑義。 

二、憲法第 86 條亦有規範考試、立法與司法三權關係之意

旨：亦即考試院有關考試事項之規範，如未規定於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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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由釋憲機關審查其是否違反憲法第 86 條有關考試

事務之法律保留原則；如以法律授權考試機關制定行政

規定，亦應由釋憲機關審查其授權是否符合憲法要求（如

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 

換言之，憲法第 86條有關考試事務之法律保留原則之規

定，一方面由考試權透過法案之提案權約制立法權、一

方面由立法權透過其制定之法律以規範或牽制考試權、

再一方面由釋憲機關確認憲法設計此等中央機關互動關

係是否被遵守。 

參、憲法第 86條考試事務之「法律保留密度」 

一、本席於本院釋字第 743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曾

針對憲法第 2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內涵表示：「某一事項

是否屬於法律保留之範圍，情形有三： 其一，絕對法律

保留（國會保留），亦即其事項應以法律規定者；包括直

接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事項，以及雖未直接限制人民自

由權利，但涉及公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重大事

項等兩種情形。其二，相對法律保留，亦即其事項得以

法律明確授權，由行政命令而為規定者；包括涉及公共

利益或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但情形非重大者，以及針

對涉及公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重大事項所為之

『補充規定』等兩種情形。其三，技術性與細節性之事

項，無須法律授權，可直接由命令為規定。」 

二、憲法第 86條既屬有關考試事務之法律保留原則，故應探

究此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密度，是否與憲法第 23條法律保

留之密度相同。本席認為，其密度有相同與相異之處： 

（一）考試事務國會保留之範圍與內涵：考試與銓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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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民考試權、服公職權、工作權、財產權等，故

就應考試與銓敘事項所可能造成剝奪或嚴重侵害此

等人民權利之核心內容者，亦應屬於國會保留事項。

惟如前所述，考試事務為考試院依憲法所定之職權；

故所謂國會保留，應係指國會依照考試院之提案，並

相當程度尊重考試院專業職掌之前提下，由國會立法，

作為考試院執法之依據。 

（二）考試事務相對法律保留之範圍：由於國會應對考試院

行使考試權予以適度尊重，故其得以法律明確授權考

試院以行政命令而為規定之事項範圍較大。凡應考試

與銓敘之規範事項並未造成剝奪或嚴重侵害人民考

試權、服公職權、工作權或財產權，而僅規範限制人

民行使權利之合理條件者，均應可以由法律明確授權

考試院以行政命令定之。 

（三）考試事務無須法律授權之範圍：考試事務中，技術性

與細節性之事項，亦無須法律授權，而可直接由考試

院以命令為規定。為尊重憲法所定考試院為最高考試

機關之意旨，自應賦予考試院較大的裁量空間，以決

定是否為技術性與細節性之事項。 

三、本件情形，本席同意多數意見所認，有關國外牙醫學畢

業生必須在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且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

之醫療機構實習，始具備牙醫師考試之應考資格之規定，

應尊重考試之專業，故應認屬於技術性與細節性之事項。

此項應考資格之內容，規定於考試院發布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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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應考資格表」，固無問題；然其規定於前衛生署（即

衛生福利部）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依前揭說明，有

憲法體例上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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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許志雄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宣告，行政院衛生署（改制後為衛生福利部）

98 年 9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之 1，及

考試院 98 年 10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牙

醫師類科第 1款，關於國外牙醫學畢業生參加牙醫師考試之

應考資格部分之規定，均屬合憲。其主要理由為：一、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所揭示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認

系爭規定皆係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由主管

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無違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之要求。二、系爭規定涉及考試及醫療專業，應尊重主管機

關之決定，故採取寬鬆之審查基準，從而認定與憲法第 15條

工作權及第 18 條應考試權之保障意旨無違，亦不違反憲法

第 7條平等權之保障。 

關於工作權及應考試權領域之違憲審查，在基本態度與

立場上，本號解釋與過去相關解釋（如釋字第 547號及第 682

號解釋）之立場無殊。惟針對平等權方面進行審查時，本號

解釋開宗明義指出：「憲法第 7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

止任何差別待遇，立法與相關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

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

其對憲法平等權保障意旨之說明，與歷來解釋顯有不同之

處。其變化如何？究竟有何意義？僅從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

似尚難洞悉，實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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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平等有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我國釋憲實務上，

釋字第 205號解釋最早於理由書中表示：「中華民國人民，無

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

憲法第 7 條所明定。其依同法第 18 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惟此所謂平等，係指實質上之平

等而言，其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及舉辦考試之目的，就有

關事項，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要難謂與上述平等原則有何

違背。」認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在法律上應一律平等，係指實

質上之平等。隨後釋字第 211 號解釋謂：「憲法第 7 條所定

之平等權，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並不限

制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

目的，而為合理之不同處置。」則進一步泛稱憲法第 7條保

障之平等為實質平等。此後，實質平等說成為司法院解釋之

一貫見解，不斷出現於有關解釋中。迨釋字第 485號解釋指

稱：「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

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

合理之區別對待。」對平等觀念之敘述又有微妙變化。其所

稱「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屢為後續解釋沿

用，已成制式說法，如釋字第 526號、第 565號、第 584號、

第 605號、第 614號、第 647號、第 648號、第 666號、第

675 號、第 694 號、第 696 號及第 727 號等解釋皆是。惟從

平等概念之分類、自由與平等之關係，以及平等觀念之歷史

演變等角度觀之，上開有關平等之理解及主張，蘊含下列諸

多問題，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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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絕對平等與相對平等、機械平等與比例平等、形式

平等與實質平等，乃三種不同層面之對照概念。制式說法將

絕對、機械及形式混和，稱「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

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

平等」。其所指為何，令人費解。 

    二、語云：「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意指憲法保障

之平等係相對平等，而非絕對平等。換言之，恣意之差別待

遇固與平等原則牴觸，不許為之，而斟酌事實與實質之差異

（例如貧富差距、犯人性格），在社會通念認為合理之範圍

內，設定法律上差別處理事項（例如稅捐、刑罰），應不違反

平等
1
。亦即，在相對平等概念下，允許合理之差別待遇。制

式說法先否定絕對、機械之形式平等，接著表明「立法機關

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

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揆其本意，重點當係允許合理

之差別待遇，而反對禁止任何差別待遇。若然，則理應直接

明示採取相對平等立場，否定絕對平等，何必任意堆砌用語

而橫生枝節，徒滋疑義？  

    三、如果制式說法所稱形式平等及實質平等，其意義與

學理一般之界定無違，而斬釘截鐵斷言憲法第 7條係保障實

質平等，而非形式平等，則顯有謬誤。蓋如後所述，只要是

立憲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很難想像可以將實質平等列

為平等之第一要義。本席推測，過去之解釋殆係混淆相關概

念，並誤用實質平等一語，致有制式說法之產生。亦即，其

主張之「實質平等」，本意應係「相對平等」。唯有如此理解，

方不致背離法理。本號解釋改變說法，未出現形式平等與實
                                                      
1 蘆部信喜著、高橋和之補訂，憲法，岩波書店，2005 年第 3 版第 7 刷，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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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平等之用語，而代之以「憲法第 7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不

當然禁止任何差別待遇……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

而為合理差別待遇。」即出自相對平等概念，顯有導正之用

意及效果。 

四、從近代到現代之歷史發展觀之，平等理念係由形式

平等出發，往同時重視實質平等之方向演變。形式平等要求

法律處理之均等，屬於抽象法律層面名義上之平等。反之，

實質平等重視事實關係之均等，意指經濟社會等關係中事實

上之平等
2
。詳言之，近代平等觀強調形式平等，基於個人尊

嚴平等之核心理念，要求所有個人在法上均等對待，享有同

樣之權利與自由，而不問其種族、性別、資質、能力或其他

方面之差異。一般認為，形式平等著眼於出發點之機會平等，

結果卻可能造成現實生活中不平等狀態之擴大。尤其隨著資

本主義之發展，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終至無法坐

視不顧之地步。因此，20世紀之社會福利國家必須扶助社會

經濟弱者，給予較優厚之保護，以促進結果平等，使能與其

他國民同樣享有尊嚴之自由與生存。這種現代自由觀不以形

式平等為滿足，為了矯正現實存在之社會、經濟及其他各種

不平等狀態，進一步要求實質平等之保障
3
。據此，實質平等

著眼於結果之平等，與形式平等截然不同。但是，若要追求

徹底之結果平等，非有徹底強力之國家權力介入不可，如此

一來，自由之理念將無立足餘地。鑑於現代立憲主義係建立

在近代立憲主義之延長線上，平等理念須與自由理念調和，

故現代自由觀絕非主張以實質自由完全取代形式自由，而實

質平等之要求亦應有其範圍，止於能與自由（競爭）兩立之

                                                      
2 阿部照哉、野中俊彥共著，平等の權利，法律文化社，1984 年，頁 75（阿部照哉執筆）。 
3 野中俊彥、中村睦男、高橋和之、高見勝利共著，憲法Ⅰ，有斐閣，1997 年新版第 1 刷，頁

254-256（野中俊彥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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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限度內
4
。論者或謂，實質平等應以確保機會平等之真正

實現，而協助其基盤之建立為限
5
，良有以也。上開見解間存

在一個關鍵性之差異，亦即實質平等係為追求結果平等之實

現，抑或機會平等之真正實現，學者看法分歧，究以何者為

是，容後討論。 

如前所述，論者往往將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機會平等

與結果平等兩組概念對置，視為同義語。惟嚴格言之，二者

屬於不同次元之分類，內涵未必一致，實有區隔之必要。形

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區別，攸關平等保障之應有狀態；機會

平等與結果平等，則涉及平等之實現過程或場合。實質平等

往往與結果平等結合，反之形式平等亦經常伴同機會平等，

但這並非絕對不可避免之現象。事實上，對機會平等可能為

形式之保障，亦可能為實質之保障
6
。後者係實質之機會平等，

不可與結果平等混同。例如，關於大學之入學考試方式及錄

取標準，身心障礙者與其他應考者一視同仁時，屬形式之機

會平等；若延長身心障礙者之考試時間，或調整作答方式，

以方便其應試，則係實質之機會平等；至於提供身心障礙者

入學保障名額，應屬結果平等之問題。 

1789 年法國人權宣言第 1 條規定：「人在權利上生來自

由平等。非基於公共利益不得設置社會性差別待遇。」揭櫫

近代平等首要追求之目標，係將個人從封建之身分制解放出

來。於人生之出發點，所有個人皆應享有平等之機會，不受

制於特定之身分、職業。至於如何運用平等之機會，則委諸

個人之自由與能力。人與人間出現不平等之結果，並不違反

平等原理。重要的是，所有個人皆享有平等之機會。法國人

                                                      
4 野中俊彥著，平等原則と違憲審查の手法，法學教室第 195號，1996年 12月，頁 10。 
5 佐藤幸治著，憲法，青林書院，1996 年第 3 版第 5 刷，頁 467。 
6 辻村みよ子著，憲法，日本評論社，2014 年第 4 版第 1 刷，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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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宣言顯示，近代人權首重自由，接著方為平等。因此，平

等之內涵須與自由調和，而能與個人之自由活動調和者，係

「機會平等」，要非「結果平等」。每個人之個性、能力不同，

當目標指向「結果平等」，要讓所有個人之生活不生落差時，

勢須廣泛限制自由之活動範圍，此非重視自由之近代人權觀

所能接受者。然而，在現實不平等之社會狀況中，個人即使

形式上或法上受機會平等之保障，實質上卻未能真正享有可

以發展自我之機會平等，導致結果不平等之情況層出不窮。

此種現象持續惡化，迨 19 世紀後半葉終於造成貧富差距懸

殊等嚴重問題，非設法解決不可。職是之故，如何讓具有潛

在能力，卻因欠缺財力或外在條件而無法發揮者，能真正運

用機會平等加以實現，乃成為時代之重要課題
7
。以出發點上

實質之機會平等彌補形式平等之不足，有助於紓解結果不平

等之問題。雖然，對先天或後天能力處於弱勢者而言，僅自

實質之機會平等角度設想，尚難助其從結果不平等中脫困。

此種情形之結果不平等，甚至可能違反個人尊嚴或人性尊

嚴，如何具有正當性？有鑑於此，本席認為實質平等之射程

範圍固然以機會平等為主，但不應將結果平等完全排除在

外。當代立憲國家重視社會權保障，關心身心障礙者、少數

民族、老人及兒童之人權，而採取之各種保障政策及措施，

不正是出於此等考量？  

無論如何，解釋上我國憲法第 7條之規定應該首重形式

平等，而必要時得基於實質平等理念予以相對化，殆無疑義。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

之實質平等。」其所以特別強調「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7 高橋和之著，立憲主義と日本國憲法，有斐閣，2006 年初版第 3 刷，頁 130、131。 

24



寧非因為考量憲法第 7條原本保障之形式平等已然不足，有

以致之？補充一言，實質平等與相對平等固屬兩種不同層面

之概念，卻非毫無交集。基本上，在相對平等觀念下允許「合

理之差別待遇」，而判定系爭規定是否屬於「合理之差別待

遇」時，必須盡可能考量實質平等之旨趣。甚至可以說，當

判斷實際採行之差別待遇是否合理時，實質平等是一個重要

之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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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0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一、 本解釋之爭點為：以外國學歷應牙醫師考試者，須在主

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完成臨床實作訓練之規定，是否

違憲？係本院在釋字第 547 號解釋
1
及第 682 號解釋

2
之

後，再度就醫師考試資格之規定，所為之解釋。稍有不

同之處在於：釋字第 547 號解釋及第 682 號解釋所牽涉

者為中醫師考試，本解釋則為牙醫師考試。 

二、 本解釋延續本院釋字第 547 號解釋及第 682 號解釋所

持看法而認為，基於醫師法授權而訂定之醫師考試資格

規定，皆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得

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且不因此違反憲法

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參見本解釋理由書第 4

段至第 7 段），亦尚難認違反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

而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工作權及第 18 條保

                                                      
1
 本院釋字第 547號解釋之爭點為：中醫檢覈辦法就回國執業者補行筆試之規定，是否違憲？其

所牽涉之問題為：考試院因配合民國 75 年 1 月 24 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之公布，而於

77年 8月 22 日會同行政院發布之「中醫師檢覈辦法」第 10 條規定：「已持有『僑』字中醫師考

試及格證書者，回國執業時，仍應依照第 6 條之規定補行筆試」，是否違反當時之醫師法第 1 條：

「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及格者，得充醫師。」規定，及有無逾越當時之醫師法就中醫師考試

應考資格所授權之範圍，或增加母法所無之限制？ 
2 本院釋字第 682號解釋之爭點為：中醫特考有零分或專科平均或特定科目成績未達規定者不予

及格，是否違憲？其所牽涉之問題為：考試院於民國 90 年 7月 23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3 條

第 1 項（其內容均為：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者，其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

目平均成績不滿 50 分，或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予及格），暨 90年 7 月 25日修正

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其內容為：應試科目有

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 50 分或專業科目中醫內科學成績未滿 55 分或其餘專

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 45分者，均不予及格。）是否牴觸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

及憲法第 7條、第 15條及第 18 條所分別保障之人民平等權、工作權及應考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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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之應考試權（參見本解釋理由書第 8段至第 10段）。 

三、 就本解釋所持結論，本席認為原則上尚堪贊同
3
。茲就本

解釋標的之系爭規定一（行政院衛生署 98年 9月 16日

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條之 1）與系爭規定二

（考試院 98 年 10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

試應考資格表」牙醫師類科第 1款）關於「實習期滿成

績及格」部分，補充如下簡要意見。 

四、 依據本解釋，系爭規定一對於國外牙醫學畢業生而言，

實際上存有差別待遇，而系爭規定二但書規定，對國外

牙醫學畢業生而言，亦存有差別待遇，惟該二規定之目

的在於確保國民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具有正當性，且

該二規定要求國外牙醫學畢業生須於主管機關認可之

醫療機構完成一定之臨床實作訓練，可彌補臨床實作經

驗之不足，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且無顯不合理之處。

是此等差別待遇與其目的之達成間具備合理關聯，尚無

違背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本解釋並明

                                                      
3
 惟應提醒者，在第 682 號解釋，針對該解釋所稱：「憲法設考試院賦予考試權，……；就專門

職業人員考試而言，即在確保相關考試及格者具有執業所需之知識與能力，故考試主管機關有關

考試資格及方法之規定，涉及考試之專業判斷者，應給予適度之尊重」等語，李震山、許玉秀及

陳春生三位大法官所提部分不同意見書，重話指出：「憲法該項設計，固為建置獨立與專業考試

權所必須，亦係維持考試客觀公平所必要，但並非保證在憲法加持下，考試權之判斷必定不會產 

生專業偏失與恣意，且必然只接受司法從寬審查之監督。」、「……事實上，在權力分立的圍牆內，

已藉由國家各項權力相互體恤，構築自我感覺良好之循環論證體系，使公權力一致對外，進而輕

易地將考試權、職業自由受限制的人民，摒擋在高牆外。既不能也不願對『文字魔術』除魅，復

以消極之『司法自抑』為由，形成拒人民於千里之外之司法冷漠，此種制度設計與實踐之結果，

與積極之『司法恣意』，又有何不同？」此項警惕，誠屬暮鼓晨鐘。李震山等三位大法官前開提

示，對於本解釋所謂：「系爭規定一規定……乃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基於醫師法第 42條授權訂定之

施行細則，而就同法第 2條至第 4條所稱『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所為之規定，內容包括臨床實作

訓練之醫療機構、臨床實作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要求，以及考評成績之處理等，皆屬執行法律

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其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無違憲法第 23 條法

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參見本解釋理由書第 6段），尤有省思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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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醫師作為職業者，除應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外，

理應於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累積足夠之臨床實作

訓練，以實地參與醫療業務，熟悉國內醫療環境、文化

與疾病之態樣，始克勝任。」（參見本解釋理由書第 13

段至第 15段） 

五、 本解釋前開意旨，符合本院關於平等權之解釋所一貫奉

行之精義：「憲法第 7 條所保障之人民平等權，其內涵

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

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

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

對待。」（本院釋字第 485 號、第 596 號、第 675 號等

解釋參照）。 

六、 再者，本院於牽涉醫師相關事項之解釋中，亦一再強調，

基於「醫師從事醫療行為，不僅涉及病患個人之權益，

更影響國民健康之公共利益」，故得對人民應中醫師檢

覈考試相關事項，依法予以酌為適當之限制，而無違授

權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 547 號解釋），或基於「醫

師執行醫療業務，以維護病人之生命、身體、健康為目

的，醫師法為強化專業分工、保障病人權益及增進國民

健康」，故「使不同醫術領域之醫師提供其專精之醫療

服務，將醫師區分為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其資格之

取得要件各有不同」，乃符合醫師法及醫療法之立法意

旨，與憲法保障工作權之規定，尚無牴觸（本院釋字第

404號解釋）。 

七、 本席認為應進一步指出者為：本解釋所謂「實地參與醫

療業務」，係指國外醫師（包含牙醫師）因非於國內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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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或牙醫師學位，故不論其為本國籍或外國籍，如欲

參加臺灣醫師（或牙醫師）考試，均應在臺灣本土參與

醫院實習，並於熟悉臺灣醫療環境之醫師指導下，以臺

灣民眾為病人，完成必要之臨床實作，再基於考試及格

而取得臺灣醫師（或牙醫師）證照，始得在臺灣執行相

關醫療業務。教育部 104 年 5 月 14 日臺教高（五）字

第 1040050919 號函訂定之「大學校院辦理醫學生臨床

實習實施原則」，於第一點揭示，臨床實習制度，係為

「……使醫學生能結合學術與實務，培養未來工作場域

與專業倫理之正確認知及保障病人健康與被照護之安

全性」，亦可供參照。 

八、 換言之，本解釋所指「實地參與醫療業務」，乃「在臺灣

當地參與醫療業務」而言。理由在於：醫療行為與病人

之生命、身體或健康，關係密切，而各國人民之基因、

體質及常患疾病，甚有差異；雖為同一國之人民，但居

住在不同地域者，其基因、體質及常患疾病，亦有可能

不同。例如：報導指出
4
：「2017美國癌症統計報告顯示，

總體而言肺癌、結直腸癌、攝護腺癌、乳腺癌是最常見

的癌症死亡原因，占據所有癌症死亡病例的 46%，將近

一半；但美國的亞裔群體則是這份統計報告中『與眾不

同』的一群人——無論是肺癌、攝護腺癌，還是乳腺癌、

結直腸癌等，這些占據『半壁江山』的主要癌症疾病，

亞裔群體的發病率都遠低於美國的其他種族。至於是什

麼原因所致，目前尚未有定論——可能是基因因素所

致，也有可能是飲食習慣導致。不過一番歡喜一番愁，

                                                      
4
 原文網址參見 https://kknews.cc/zh-tw/health/5mgvm43.html（最後瀏覽日期：1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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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和肝癌這兩種癌症，亞裔群體發病率要遠高於美國

的其他種族。」又，歐美人民比亞洲及臺灣人民較易罹

患皮膚癌，固為常識，但若非久居臺灣，恐不知臺灣有

不少民眾因常吃檳榔而易罹患口腔癌。此外，臺灣人民

十大死因，每年並不完全相同
5
。再者，攸關醫療行為成

效及醫療事故責任判定之「醫療告知義務」施行狀況，

在各國亦有不同
6
。 

九、 凡此種種，均在在顯示有意在臺灣從事醫療業務之醫師

（包含牙醫師），的確必須藉由在地臨床實習，始能熟

悉臺灣民眾疾病之可能成因及診療方法，並運用於實際

醫療業務中，以提供真正符合臺灣民眾疾病診療需求之

醫療水準，俾確實維護臺灣民眾之生命、身體及健康。

從而，限制國外牙醫學畢業生須於主管機關認可之實地

（在地）醫療機構完成一定之臨床實作訓練，始能應醫

師（包含牙醫師）考試，確如本解釋所言，其目的係屬

正當，且其限制之手段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並無違反

憲法保障之人民平等權，亦未牴觸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工

作權及應考試權。 

 

 

 

                                                      
5

 參 見 衛 生 福 利 部 公 布 之 資 料 ： http://www.mohw.gov.tw/sp-GS-

1.html?Query=%E5%8D%81%E5%A4%A7%E6%AD%BB%E5%9B%A0（最後瀏覽日期：106.07.06）。 
6
 參見曾品傑，我國醫療上告知說明義務之實務發展─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評釋，科技法學評論，

9 卷 1 期（2012.06），15-49頁 https://ir.nctu.edu.tw/bitstream/11536/107614/1/9_1_2.pdf 

（最後瀏覽日期：106.07.06）; 楊哲銘，醫療告知與保密義務的倫理法律競合，司法官學院出

版，司法新聲，107 期（2013.07），9-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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