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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任用法(108.04.03 修正)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25條 

各機關初任簡任、薦任、委任

官等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

審定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 

第 25條 

各機關初任簡任各職等職務公

務人員、初任薦任公務人員，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呈

請總統任命。初任委任公務人

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

後，由各主管機關任命之。 

第 26-1條 

各機關首長於下列期間，不得

任用或遷調人員： 

八、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

布或受免除職務、撤職、

休職懲戒處分判決確定

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第 26-1條 

各機關首長於下列期間，不得

任用或遷調人員： 

八、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

布或撤職、休職懲戒處分

議決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第 28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

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

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

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第 28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

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

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

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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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

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

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

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

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

格資格者，得以該考試及

格資格任用之。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項第

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應

予免職；有第十款情事者，應

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任用

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項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職期

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

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

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

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

者，應予追還。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

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六、依法停止任用。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八、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

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

身分。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情事之一者，應

予免職；有第九款情事者，應

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任用

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項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職期

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

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

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一

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

予追還。 

第 35條 

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以下

簡稱蒙藏任用條例）廢止後，

原依法銓敘審定以蒙藏邊區

人員任用之現職人員，得適用

原蒙藏任用條例繼續任用至

退休或離職時為止。但以調任

中央各機關為限。 

第 35條 

有特殊情形之邊遠地區，其公

務人員之任用，得另以法律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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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訴訟法（108.12.13 三讀） 

三讀條文 現行條文 

第 98-5條 

聲請或聲明，不徵收裁判費。

但下列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

幣一千元： 

一、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

加。 

二、聲請回復原狀。 

三、聲請停止執行或撤銷停

止執行之裁定。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重新審理。 

六、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

銷假扣押、假處分之裁

定。 

七、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三十

聲請事件。 

第 98-5條 

聲請或聲明，不徵收裁判費。

但下列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

幣一千元： 

一、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

加。 

二、聲請回復原狀。 

三、聲請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

執行之裁定。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重新審理。 

六、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

銷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 

第 237-18條 

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

法人認為行政機關依都市計

畫法發布之都市計畫違法，而

直接損害、因適用而損害或在

可預見之時間內將損害其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依本章

規定，以核定都市計畫之行政

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宣告

該都市計畫無效。 

前項情形，不得與非行本章程

序之其他訴訟合併提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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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7-19條 

前條訴訟，專屬都市計畫區所

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管轄。 

－ 

第 237-20條 

本章訴訟，應於都市計畫發布

後一年之不變期間內提起。但

都市計畫發布後始發生違法

之原因者，應自原因發生時起

算。 

－ 

第 237-21條 

高等行政法院收受起訴狀

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

二個月內重新檢討原告請求

宣告無效之都市計畫是否合

法，並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如認其違反作成之程序

規定得補正者，應為補

正，並陳報高等行政法

院。 

二、如認其違法者，應將其違

法情形陳報高等行政法

院，並得為必要之處置。 

三、如認其合法者，應於答辯

狀說明其理由。 

被告應附具答辯狀，並將原都

市計畫與重新檢討之卷證及

其他必要文件，一併提出於管

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如有與原

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都市計畫

具不可分關係者，亦應一併陳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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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7-22條 

高等行政法院受理都市計畫

審查程序事件，不適用前編第

三章第四節訴訟參加之規定。 

－ 

第 237-23條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都市計畫

如宣告無效、失效或違法，第

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

直接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

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

聲請，裁定允許其參加。 

前項情形，準用第四十二條第

二項、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

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 

依第一項參加訴訟之人為訴

訟當事人。 

－ 

第 237-24條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高等

行政法院認為具利害關係之

第三人有輔助一造之必要

者，得命其參加訴訟。有利害

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聲請參加。 

前項情形，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及第

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七條之規

定。 

－ 

第 237-25條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都市計畫

審查程序事件，應依職權通知

都市計畫之擬定機關及發布

機關於期日到場陳述意見，並

得通知權限受都市計畫影響

之行政機關於期日到場陳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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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權限受都市計畫影響之

行政機關亦得聲請於期日到

場陳述意見。 

第 237-26條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事件已經

訴訟繫屬尚未終結，同一都市

計畫經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者，高等行政法院在解釋程

序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 

－ 

第 237-27條 

高等行政法院認都市計畫未

違法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都市計畫僅違反作成之程

序規定，而已於第一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合法補正者，亦同。 

－ 

第 237-28條 

高等行政法院認原告請求宣

告無效之都市計畫違法者，應

宣告該都市計畫無效。同一都

市計畫中未經原告請求，而與

原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部分具

不可分關係，經法院審查認定

違法者，併宣告無效。 

前項情形，都市計畫發布後始

發生違法原因者，應宣告自違

法原因發生時起失效。 

都市計畫違法，而依法僅得為

違法之宣告者，應宣告其違

法。 

前三項確定判決，對第三人亦

有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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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情形，高等行政法院認

與原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部分

具不可分關係之不同都市計

畫亦違法者，得於判決理由中

一併敘明。 

第 237-29條 

都市計畫經判決宣告無效或

失效確定者，判決正本應送達

原發布機關，由原發布機關依

都市計畫發布方式公告判決

主文。 

因前項判決致刑事確定裁判

違背法令者，得依刑事訴訟法

規定提起非常上訴。 

前項以外之確定裁判，其效力

不受影響。但該裁判尚未執行

或執行未完畢者，自宣告都市

計畫無效或失效之判決確定

之日起，於無效或失效之範圍

內不得強制執行。 

適用第一項受無效或失效宣

告之都市計畫作成之行政處

分確定者，其效力與後續執行

準用前項之規定。 

依前條第三項宣告都市計畫

違法確定者，相關機關應依判

決意旨為必要之處置。 

－ 

第 237-30條 

於爭執之都市計畫，為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管轄

本案之行政法院暫時停止適

用或執行，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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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準用第二百九十五

條至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二百

九十八條第三項、第四項、第

三百零一條及第三百零三條

之規定。 

行政法院裁定准許第一項之

聲請者，準用前條第一項規

定。該裁定經廢棄、變更或撤

銷者，亦同。 

第 237-31條 

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除本章別

有規定外，準用本編第一章之

規定。 

－ 

第 263條 

除本編別有規定外，前編第一

章及第五章之規定，於上訴審

程序準用之。 

第 263條 

除本編別有規定外，前編第一

章之規定，於上訴審程序準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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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賠償法（108.12.18 修正）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3條 

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

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

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

人管理時，因管理欠缺致人民

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

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前二項情形，於開放之山域、

水域等自然公物，經管理機

關、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體或

個人已就使用該公物為適當

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

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國家不

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於開放

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內之

設施，經管理機關、受委託管

理之民間團體或個人已就使

用該設施為適當之警告或標

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

險性活動，得減輕或免除國家

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第二項及前項情形，

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

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

權。 

第 3條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

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

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有應負

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對

之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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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條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

年者亦同。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項

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

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8條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

年者亦同。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二項

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

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9條 

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

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

賠償義務機關。 

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

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依

第三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

者，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 

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撤

或改組者，以承受其業務之機

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無承受其

業務之機關者，以其上級機關

為賠償義務機關。 

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

機關，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

議時，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

之。其上級機關自被請求之日

起逾二十日不為確定者，得逕

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 

第 9條 

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

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

償義務機關。 

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償

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

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撤或

改組者，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

為賠償義務機關。無承受其業

務之機關者，以其上級機關為

賠償義務機關。 

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機

關，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

時，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

之。其上級機關自被請求之日

起逾二十日不為確定者，得逕

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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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 17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一

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