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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令 

﹏﹏﹏﹏﹏﹏﹏﹏﹏﹏﹏﹏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3 9 0 1 號

茲修正陸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國防部部長 高華柱 
法務部部長 曾勇夫 

陸海空軍刑法修正第五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五十四條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

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3 9 1 1 號

茲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法務部部長 曾勇夫 

 2



總統府公報                          第 7005 號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不能安

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6 4 1 1 號

茲刪除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並修正第三十條條文，公

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法務部部長 曾勇夫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刪除第三十三條條文；並修正第三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 三 十 條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應辦理下列業務： 

一、緊急之生理、心理醫療及安置之協助。 

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 

三、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 

四、調查犯罪行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

助。 

五、安全保護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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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生理、心理治療及生活重建之協助。 
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 
八、其他之協助。 
前項規定之保護措施除第三款申請補償外，於下列之

對象準用之： 
一、家庭暴力或人口販運犯罪行為未死亡或受重傷之

被害人。 
二、兒童或少年為第一條以外之犯罪行為之被害人。 
其他法律對前項保護對象，有相同或較優保護措施規

定者，應優先適用。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6 4 2 1 號

茲修正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四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保險法修正第一百四十六條之四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一百四十六條之四  保險業資金辦理國外投資，以下列各款為限： 
一、外匯存款。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立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保險代理人公司、保

險經紀人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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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外投資。 
保險業資金依前項規定辦理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機

關視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核定之，最高不得超過各該保險

業資金百分之四十五。但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以外

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商品，並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條

件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給不計入前段國外投資總額之

額度。 
保險業資金辦理國外投資之投資規範、投資額度、審

核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6 4 3 1 號

茲增訂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八條之一及第二十條

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教育部部長 吳清基 

國民教育法增訂第二十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八條之一及第

二十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八條之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備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得視實際需要，另定適用

於該地方之基準，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置圖書館（室）並訂定閱讀

課程，獎勵學生閱讀課外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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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學生獎懲規定。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

致損害其權益者，由其法定代理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

申訴，不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學校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建立學生申訴制

度。學校班級數在十二班以上者，應成立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其中家長代表不得少於五分之一；其相關規定，由

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之二  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為維護其子女之權益，應相對

承擔輔導子女及參與家長會之責任，並為保障學生學習權

及人格權，有參與教育事務之權利；其參與方式、內容、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應組成家長會；其組織

、任務、委員產生方式、任期、經費來源、財務管理、運

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由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家長團體後定之。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6 4 4 1 號

茲增訂強迫入學條例第八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九

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教育部部長 吳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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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入學條例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四條

及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 三 條  直轄市、縣（市）為辦理強迫入學事宜，設直轄市、

縣（市）強迫入學委員會，由直轄市、縣（市）長、教育

、民政、財政、主計、警政、社政等單位主管及鄉（鎮、

市、區）長組織之；以直轄市、縣（市）長為主任委員。 
第 四 條  鄉（鎮、市、區）為辦理強迫入學事宜，設鄉（鎮、

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由鄉（鎮、市、區）長、民政

、財政、戶政、衛生、社政等單位主管及國民中、小學校

長組織之；以鄉（鎮、市、區）長為主任委員。 
第八條之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或不明原因

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

應通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並輔導其復學；其通報及復學

輔導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九 條  凡應入學而未入學、已入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之

適齡國民，學校應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派員作家庭訪問，勸告入學、復學；其因家庭清寒或家庭

變故而不能入學、已入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者，報請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福利法規或以特別救

助方式協助解決其困難。 
前項適齡國民，除有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所定情形或

有特殊原因經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核准者外

，其父母或監護人經勸告後仍不送入學、復學者，應由學

校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予以書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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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限期入學、復學。 
經警告並限期入學、復學，仍不遵行者，由鄉（鎮、

市、區）公所處一百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入學、復學；如

未遵限入學、復學，得繼續處罰至入學、復學為止。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6 4 5 1 號

茲增訂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六條之一、第十條之一及第三十四條之一

條文；刪除第七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條文；並修正

第三條至第六條、第八條、第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六條及第四

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教育部部長 吳清基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增訂第六條之一、第十條之一及第三十四

條之一條文；刪除第七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

條條文；並修正第三條至第六條、第八條、第十條、第三十

一條、第三十六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 三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

學識、經驗、才能、體能，應與擬任職務之種類、性質相

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主管人

員之任用，並應注重其領導能力。 
第 四 條  國民小學校長應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下列資

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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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年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

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三年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年以上或合計四

年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

行政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年以上，其中擔任國民

小學教師至少三年，及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行政工作二年以上。 
前項第三款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

資，於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設附屬國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

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 
第 五 條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列資

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年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

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三年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年以上或合計四

年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

行政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年以上，其中擔任國民

中學教師至少三年，及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行政工作二年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

款規定辦理外，得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

教師各三年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

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並得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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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

該主任年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

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 
第 六 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

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年以上，及各級學校法

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三年以上。 
二、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年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

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行政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年以上，其中擔任高級

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年，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

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二年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前

項各款規定辦理外，得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副教授或曾

任與擬任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學科專任副教授，及中等學校

教師各二年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行政工作一年以上，且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

項第三款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

，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年資。 
民族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第一項各款規

定辦理外，得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以上學校之戲劇、

藝術或其相關科、系（所、學程）教師二年以上，及各級

學校法規所定主管職務、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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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行政工作二年以上。 
第六條之一  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持有學校所設最高教育階段教師

證書及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並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五年以上，及各級

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三年

以上。 
二、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三年以上，及薦任

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行政相關工作二

年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年以上，其中擔任特殊

教育學校（班）教師至少三年，及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行政工作二年以上。 
第 七 條  （刪除） 
第 八 條  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列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

資格： 
一、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四)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 
(五)曾任相當副教授三年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

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

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年以上。 
第 九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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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大學校長應具下列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

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年以上。 
獨立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理外，得以

具有博士學位，並曾任與擬任學院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業，

或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行政職務合計六

年以上者充任之。 
大學及獨立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二項規定外，

各校得因校務發展及特殊專業需求，另定前二項以外之資

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明定。 
第十條之一  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行

前曾任或現任各級學校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訓合格之國

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資格

辦理校長候用人員儲訓作業者，其儲訓合格之人員，亦同。 
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由

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行

前，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或董事會已依修正前第四條

至前條規定資格辦理校長遴選作業中者，其校長聘任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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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修正前規定辦理。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

，應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亂、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

經判刑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

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六、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醫師證明有精神病。 
八、行為不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涉

及性侵害之行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屬實。 
九、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

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

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前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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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其涉及第八款後段性侵害之行為，應由主管機關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

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偵查不

公開、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害

被告訴訟防禦權之行使者，不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

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理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第三十四條之一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因育嬰、侍親、

進修、借調或其他情事，經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准後，得辦理留職停薪。 
前項教育人員留職停薪之事由、核准程序、期限、次

數、復職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十六條  各級學校校長均採任期制，其任期應依相關法規規定。 

前項校長卸任後，持有教師證書者，得免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依下列規定回任教師： 
一、專科以上學校校長：逕行回任原校教師。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各級各類學校法律之

規定辦理。 
第四十一條  私立學校校長、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

本條例之規定。但宗教研修學院校長，得以大學畢業，具

有宗教研修教學經驗十年以上及宗教事業機構主管職務經

 14



總統府公報                          第 7005 號 

驗六年以上者充任之。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3 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2 6 7 8 3 1 號

茲將「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

法」；並修正全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內政部部長 江宜樺 

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益，增進

其福利，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年，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

，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年，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

歲之人。 

第 三 條  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年應負保護、教養之責任。

對於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

、團體依本法所為之各項措施，應配合及協助之。 

第 四 條  政府及公私立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年之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維護兒童及少年

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

、治療、早期療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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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年，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 
第 五 條  政府及公私立機構、團體處理兒童及少年相關事務時

，應以兒童及少年之最佳利益為優先考量，並依其心智成

熟程度權衡其意見；有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理。 
兒童及少年之權益受到不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

協助及保護。 
第 六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七 條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

權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年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異，

主動規劃所需福利，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童及少年福利業

務，應全力配合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理兒童及少年安

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福利政策之規劃、推

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生、生育保健、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醫療、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醫療

、復健及健康保險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教育及其經費之

補助、特殊教育、幼稚教育、安全教育、家庭教

育、中介教育、職涯教育、休閒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社會教育、兒童及少年就學權益之維護及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事宜。 
四、勞工主管機關：主管年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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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之職業訓練、就業準備、就業服務及勞動條

件維護等相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福

利機構建築物管理、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建築

物環境、消防安全管理、遊樂設施等相關事宜。 
六、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人身安全之維護

及觸法預防、失蹤兒童及少年、無依兒童及少年

之父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觸法預防、矯正

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等相關事宜。 
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交通安全、幼童

專用車檢驗等相關事宜。 
九、新聞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閱聽權益之維護

、出版品及錄影節目帶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通訊傳播視

聽權益之維護、內容分級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

宜。 
十一、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身分資料及戶

籍等相關事宜。 
十二、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稅捐

之減免等相關事宜。 
十三、金融主管機關：主管金融機構對兒童及少年提

供財產信託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

宜。 
十四、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相關商品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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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遊樂設施標準之建立及遊戲軟體分級等相

關事宜。 
十五、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體育活動等相

關事宜。 
十六、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年藝文活動等相

關事宜。 
十七、其他兒童及少年福利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職權辦理。 
第 八 條  下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但涉及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職掌，依法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理者

，從其規定： 
一、全國性兒童及少年福利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劃

、釐定及宣導事項。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兒童及少年福利之

監督及協調事項。 
三、中央兒童及少年福利經費之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兒童及少年福利事業之策劃、獎助及評鑑之規劃

事項。 
五、兒童及少年福利專業人員訓練之規劃事項。 
六、國際兒童及少年福利業務之聯繫、交流及合作事

項。 
七、兒童及少年保護業務之規劃事項。 
八、中央或全國性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之設立、監督

及輔導事項。 
九、其他全國性兒童及少年福利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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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下列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理。但涉

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依法應由地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掌理者，從其規定： 
一、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年福利政策、自治法

規與方案之規劃、釐定、宣導及執行事項。 
二、中央兒童及少年福利政策、法規及方案之執行事

項。 
三、兒童及少年福利專業人員訓練之執行事項。 
四、兒童及少年保護業務之執行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之設立、

監督及輔導事項。 
六、其他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年福利之策劃及

督導事項。 
第 十 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邀集兒童及少年福利相

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代表，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年福

利政策。 
前項兒童及少年福利相關學者、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

、團體代表不得少於二分之一，單一性別不得少於三分之

一。必要時，並得邀請少年代表列席。 
第 十 一 條   政府及公私立機構、團體應培養兒童及少年福利專業

人員，並應定期舉辦職前訓練及在職訓練。 
第 十 二 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經費之來源如下： 

一、各級政府年度預算及社會福利基金。 
二、私人或團體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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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本法所處之罰鍰。 
四、其他相關收入。 

第 十 三 條   主管機關應每四年對兒童及少年身心發展、社會參與

、生活及需求現況進行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 

第二章 身分權益 

第 十 四 條   胎兒出生後七日內，接生人應將其出生之相關資料通

報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其為死產者，亦同。 
接生人無法取得完整資料以填報出生通報者，仍應為

前項之通報。 
衛生主管機關應將第一項通報之新生兒資料轉知戶政

主管機關，由其依相關規定辦理；必要時，戶政主管機關

並得請求主管機關、警政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 
第一項通報之相關表單，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五 條   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以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財團法人

、公私立兒童及少年安置、教養機構（以下統稱收出養媒

合服務者）為限。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得向收養人

收取服務費用。 
第一項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許

可之發給、撤銷與廢止許可、服務範圍、業務檢查與其管

理、停業、歇業、復業、前項之收費項目、基準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六 條   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及少年盡扶養義務而

擬予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

。但下列情形之出養，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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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系血親在六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

，輩分相當。 
二、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女。 
前項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於接受委託後，應先為出養必

要性之訪視調查，並作成評估報告；評估有出養必要者，

應即進行收養人之評估，並提供適當之輔導及協助等收出

養服務相關措施；經評估不宜出養者，應即提供或轉介相

關福利服務。 
第一項出養，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 

第 十 七 條   聲請法院認可兒童及少年之收養，除有前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情形者外，應檢附前條第二項之收出養評估報告。

未檢附者，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逾期不補正者，應不

予受理。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年之收養前，得採行下列措施，供

決定認可之參考： 
一、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年福利

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行訪視，提

出訪視報告及建議。 
二、命收養人與兒童及少年先行共同生活一段期間；

共同生活期間，對於兒童及少年權利義務之行使

或負擔，由收養人為之。 
三、命收養人接受親職準備教育課程、精神鑑定、藥

、酒癮檢測或其他維護兒童及少年最佳利益之必

要事項；其費用，由收養人自行負擔。 
四、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被遺棄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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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身分資料。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進行訪視者，應評估出養之必要性

，並給予必要之協助；其無出養之必要者，應建議法院不

為收養之認可。 
收養人或收養事件之利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料或

證據，供法院斟酌。 
第 十 八 條   父母對於兒童及少年出養之意見不一致，或一方所在

不明時，父母之一方仍可向法院聲請認可。經法院調查認

為收養乃符合兒童及少年之最佳利益時，應予認可。 
法院認可或駁回兒童及少年收養之聲請時，應以書面

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並作成紀錄。 
第 十 九 條   收養兒童及少年經法院認可者，收養關係溯及於收養

書面契約成立時發生效力；無書面契約者，以向法院聲請

時為收養關係成立之時；有試行收養之情形者，收養關係

溯及於開始共同生活時發生效力。 
聲請認可收養後，法院裁定前，兒童及少年死亡者，

聲請程序終結。收養人死亡者，法院應命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

業人員為評估，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法院認收養於兒童及

少年有利益時，仍得為認可收養之裁定，其效力依前項之

規定。 
第 二 十 條   養父母對養子女有下列行為之一者，養子女、利害關

係人或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一、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行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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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情節重大。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保存出養人、收養人及被收養兒童及

少年之身分、健康等相關資訊之檔案。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及經法院交查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

人員，應定期將前項收出養相關資訊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保

存。 
辦理收出養業務、資訊保存或其他相關事項之人員，

對於第一項資訊，應妥善維護當事人之隱私，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應予保密。 
第一項資訊之範圍、來源、管理及使用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應會同戶政、移民主管機關協助未辦理戶籍

登記、無國籍或未取得居留、定居許可之兒童、少年依法

辦理有關戶籍登記、歸化、居留或定居等相關事項。 
前項兒童、少年於戶籍登記完成前或未取得居留、定

居許可前，其社會福利服務、醫療照顧、就學權益等事項

，應依法予以保障。 

第三章 福利措施 

第二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立整合性服務機制，並

鼓勵、輔導、委託民間或自行辦理下列兒童及少年福利措

施： 
一、建立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療

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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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兒童托育服務。 
三、對兒童、少年及其家庭提供諮詢服務。 
四、對兒童、少年及其父母辦理親職教育。 
五、對於無力撫育其未滿十二歲之子女或受監護人者

，視需要予以托育、家庭生活扶助或醫療補助。 
六、對於無謀生能力或在學之少年，無扶養義務人或

扶養義務人無力維持其生活者，予以生活扶助、

協助就學或醫療補助，並協助培養其自立生活之

能力。 
七、早產兒、罕見疾病、重病兒童、少年及發展遲緩

兒童之扶養義務人無力支付醫療費用之補助。 
八、對於不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及少年，

提供適當之安置。 
九、對於無依兒童及少年，予以適當之安置。 
十、對於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年及其

子女，予以適當之安置、生活扶助、醫療補助、

托育補助及其他必要協助。 
十一、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十二、對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少年，提供自立生活適

應協助。 
十三、辦理兒童及少年安全與事故傷害之防制、教育

、宣導及訓練等服務。 
十四、其他兒童、少年及其家庭之福利服務。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十款之托育、生活扶助及醫

療補助請領資格、條件、程序、金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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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別由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九款無依兒童及少年之通報、協尋、安置方

式、要件、追蹤之處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文化、教育、體育主管機關應鼓勵、輔導民間或自行

辦理兒童及少年適當之休閒、娛樂及文化活動，並提供合

適之活動空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理前項活動著有績效者，應

予獎勵表揚。 
第二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理居家式托育服務之

管理、監督及輔導等相關事項。 
前項所稱居家式托育服務，指兒童由其三親等內親屬

以外之人員，於居家環境中提供收費之托育服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邀集

學者或專家、居家托育員代表、兒童及少年福利團體代表

、家長團體代表、婦女團體代表、勞工團體代表，協調、

研究、審議及諮詢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人員薪資、

監督考核等相關事宜，並建立運作管理機制，應自行或委

託相關專業之機構、團體辦理。 
第二十六條  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理登記後，始得為之。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年滿二十歲並具備下列資格

之一： 
一、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理相關學

程、科、系、所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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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畢保母專業訓練課程，並領有結業證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理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之登記、管理、輔導、監督等事項，應自行或委託相

關專業機構、團體辦理。 
第一項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者之收托人數、登記、輔

導、管理、收退費基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政府應規劃實施兒童及少年之醫療照顧措施；必要時

，並得視其家庭經濟條件補助其費用。 
前項費用之補助對象、項目、金額及其程序等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兒童及

少年事故傷害防制協調會議，以協調、研究、審議、諮詢

、督導、考核及辦理下列事項： 
一、兒童及少年事故傷害資料登錄。 
二、兒童及少年安全教育教材之建立、審核及推廣。 
三、兒童及少年遊戲與遊樂設施、玩具、用品、交通

載具等標準、檢查及管理。 
四、其他防制機制之建立及推動。 
前項會議應遴聘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

提供諮詢。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之人數，不得少於總

數二分之一。 
第二十九條  下列兒童及少年所使用之交通載具應予輔導管理，以

維護其交通安全： 
一、幼童專用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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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私立學校之校車。 
三、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

車。 
前項交通載具之申請程序、輔導措施、管理與隨車人

員之督導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會同交通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十 條   疑似發展遲緩、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少年之父

母或監護人，得申請警政主管機關建立指紋資料。 
前項資料，除作為失蹤協尋外，不得作為其他用途之

使用。 
第一項指紋資料按捺、塗銷及管理辦法，由中央警政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政府應建立六歲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發展遲

緩兒童，應按其需要，給予早期療育、醫療、就學及家庭

支持方面之特殊照顧。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應配合前項

政府對發展遲緩兒童所提供之各項特殊照顧。 
第一項早期療育所需之篩檢、通報、評估、治療、教

育等各項服務之銜接及協調機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衛

生、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理。 
第三十二條  各類社會福利、教育及醫療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

緩兒童，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料，建立檔案管理，並視其需

要提供、轉介適當之服務。 
前項通報流程及檔案管理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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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兒童及孕婦應優先獲得照顧。 

交通及醫療等公、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

顧措施。 
第三十四條  少年年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有進修或就業意願

者，教育、勞工主管機關應視其性向及志願，輔導其進修

、接受職業訓練或就業。 
教育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辦理並督導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辦理職涯教育、勞動權益及職業安全教育。 
勞工主管機關應依第一項規定提供職業訓練、就業準

備、職場體驗、就業媒合、支持性就業安置及其他就業服

務措施。 
第三十五條  雇主對年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之少年員工應保障

其教育進修機會；其辦理績效良好者，勞工主管機關應予

獎勵。 
第三十六條  勞工主管機關對於缺乏技術及學歷，而有就業需求之

少年，應整合教育及社政主管機關，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

措施。 
第三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協調建教合作機構與學生及其法

定代理人，簽訂書面訓練契約，明定權利義務關係。 
前項書面訓練契約之格式、內容，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應訂定定型化契約範本與其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第三十八條  政府應結合民間機構、團體鼓勵兒童及少年參與學校

、社區等公共事務，並提供機會，保障其參與之權利。 
第三十九條  政府應結合民間機構、團體鼓勵國內兒童及少年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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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出版品與節目之創作、優良國際兒童及少年視聽出

版品之引進、翻譯及出版。 
第 四 十 條   政府應結合或鼓勵民間機構、團體對優良兒童及少年

出版品、錄影節目帶、廣播、遊戲軟體及電視節目予以獎

勵。 
第四十一條  為確保兒童及少年之遊戲及休閒權利，促進其身心健

康，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國民小學每週兒童學習節數不

得超過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規定上限。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邀集兒童及少年事務領域之

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參與課程綱要之設計與規劃。 
第四十二條  為確保兒童及少年之受教權，對於因特殊狀況無法到

校就學者，家長得依國民教育法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第四章 保護措施 

第四十三條  兒童及少年不得為下列行為： 
一、吸菸、飲酒、嚼檳榔。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康之物質。 
三、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暴力

、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錄

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

軟體、網際網路內容或其他物品。 
四、在道路上競駛、競技或以蛇行等危險方式駕車或

參與其行為。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應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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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兒童及少年為前項各款行為。 
任何人均不得供應第一項之物質、物品予兒童及少年。 

第四十四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錄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應由有

分級管理義務之人予以分級；其他有事實認定影響兒童及

少年身心健康之虞之物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予分

級者，亦同。 
前項物品之分級類別、內容、標示、陳列方式、管理

、有分級管理義務之人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  新聞紙不得刊載下列有害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之內容

。但引用司法機關或行政機關公開之文書而為適當之處理

者，不在此限： 
一、過度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殺、施用毒

品等行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二、過度描述（繪）血腥、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為認定前項內容，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應訂定防止新聞

紙刊載有害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內容之自律規範及審議機

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新聞紙業者經舉發有違反第一項之情事者，報業商業

同業公會應於三個月內，依據前項自律規範及審議機制處

置。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邀請報業商業同業公

會代表、兒童及少年福利團體代表以及專家學者代表，依

第二項備查之自律規範，共同審議認定之： 
一、非屬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之新聞紙業者經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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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第一項之情事。 
二、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就前項案件逾期不處置。 
三、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就前項案件之處置結果，經新

聞紙刊載之當事人、受處置之新聞紙業者或兒童

及少年福利團體申訴。 
第四十六條  為防止兒童及少年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路內

容，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

間團體成立內容防護機構，並辦理下列事項： 
一、兒童及少年使用網際網路行為觀察。 
二、申訴機制之建立及執行。 
三、內容分級制度之推動及檢討。 
四、過濾軟體之建立及推動。 
五、兒童及少年上網安全教育宣導。 
六、推動網際網路平臺提供者建立自律機制。 
七、其他防護機制之建立及推動。 
網際網路平臺提供者應依前項防護機制，訂定自律規

範採取明確可行防護措施；未訂定自律規範者，應依相關

公（協）會所定自律規範採取必要措施。 
網際網路平臺提供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網際網

路內容有害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或違反前項規定未採取明

確可行防護措施者，應為限制兒童及少年接取、瀏覽之措

施，或先行移除。 
前三項所稱網際網路平臺提供者，指提供連線上網後

各項網際網路平臺服務，包含在網際網路上提供儲存空間

，或利用網際網路建置網站提供資訊、加值服務及網頁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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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服務等功能者。 
第四十七條  兒童及少年不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茶室、成人用品

零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暴力

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應禁

止兒童及少年出入前項場所。 
第一項場所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應拒絕兒童及少年進

入。 
第四十八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應禁

止兒童及少年充當前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或從事危險、不

正當或其他足以危害或影響其身心發展之工作。 
任何人不得利用、僱用或誘迫兒童及少年從事前項之

工作。 
第四十九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年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利用兒童及少年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

騙之行為。 
四、利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年供人參觀。 
五、利用兒童及少年行乞。 
六、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年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年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年。 
九、強迫、引誘、容留或媒介兒童及少年為猥褻行為

或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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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供應兒童及少年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

品。 
十一、利用兒童及少年拍攝或錄製暴力、血腥、色情

、猥褻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之出版

品、圖畫、錄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

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路內容或其他物

品。 
十二、對兒童及少年散布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

版品、圖畫、錄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

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 
十三、應列為限制級物品，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陳列方式之規定而使兒童及少

年得以觀看或取得。 
十四、於網際網路散布或播送有害兒童及少年身心健

康之內容，未採取明確可行之防護措施，或未

配合網際網路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制，使兒童

或少年得以接取或瀏覽。 
十五、帶領或誘使兒童及少年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

場所。 
十六、強迫、引誘、容留或媒介兒童及少年為自殺行

為。 
十七、其他對兒童及少年或利用兒童及少年犯罪或為

不正當之行為。 
第 五 十 條   孕婦不得吸菸、酗酒、嚼檳榔、施用毒品、非法施用

管制藥品或為其他有害胎兒發育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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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不得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為有害胎

兒發育之行為。 
第五十一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不得使

兒童獨處於易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對於六歲以下兒童

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年，不得使其獨處或由不適當

之人代為照顧。 
第五十二條  兒童及少年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

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

之： 
一、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或從事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禁止從事之工作，經其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盡

力禁止而無效果。 
二、有偏差行為，情形嚴重，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盡力矯正而無效果。 
前項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所必要之生活費、衛生保

健費、學雜費、代收代辦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由扶養義務

人負擔；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村（里）幹事及其他執行兒童及少年福利

業務人員，於執行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年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立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不得

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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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之物質。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各款之行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六、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其他任何人知悉兒童及少年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得

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前二項

案件時，應立即處理，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其承辦

人員並應於受理案件後四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前三項通報及處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之身分資料，應予保密。 

第五十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村（里）幹事、村（里）長、公寓大廈管

理服務人員及其他執行兒童及少年福利業務人員，於執行

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年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療

等問題，致兒童及少年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應對

前項家庭進行訪視評估，並視其需要結合警政、教育、戶

政、衛生、財政、金融管理、勞政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生

活、醫療、就學、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前二項通報及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五條  兒童及少年罹患性病或有酒癮、藥物濫用情形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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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應協助就醫

，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衛生主管機關配合

協助就醫；必要時，得請求警政主管機關協助。 
前項治療所需之費用，由兒童及少年之父母、監護人

負擔。但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或依法補助者，不在此

限。 
第五十六條  兒童及少年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非立即給予保護、

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立即之危險或

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

、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年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年有立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年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

強迫或引誘從事不正當之行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年遭受其他迫害，非立即安置難以有效

保護。 
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基於兒童及少年最佳利益，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

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

之。 
第一項兒童及少年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辦理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其

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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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

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年之

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

得不通知之。 
緊急安置不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

安置不足以保護兒童及少年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

。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

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 
繼續安置之聲請，得以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為之。 

第五十八條  前條第二項所定七十二小時，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緊

急安置兒童及少年之時起，即時起算。但下列時間不予計

入： 
一、在途護送時間。 
二、交通障礙時間。 
三、其他不可抗力之事由所生之遲滯時間。 

第五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

兒童及少年對於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裁定有不服者，得於裁

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不得再抗

告。 
聲請及抗告期間，原安置機關、機構或寄養家庭得繼

續安置。 
安置期間因情事變更或無依原裁定繼續安置之必要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原監護人、受安置

兒童及少年得向法院聲請變更或撤銷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安置期間期滿或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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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撤銷安置之兒童及少年，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年。 
第 六 十 條   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

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年之範圍內，行

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 
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及少年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

成員一人執行監護事務，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陳報法院執行監護事項之人

，並應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備查。 
安置期間，兒童及少年之父母、原監護人、親友、師

長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依其約定時間、

地點及方式，探視兒童及少年。不遵守約定或有不利於兒

童及少年之情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禁止探

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同意前，應尊重兒

童及少年之意願。 
第六十一條  安置期間，非為貫徹保護兒童及少年之目的，不得使

其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 
兒童及少年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應由

社會工作人員陪同，並保護其隱私。 
第六十二條  兒童及少年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

其家庭者，其父母、監護人、利害關係人或兒童及少年福

利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前項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理家庭寄

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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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依第

一項規定，在安置兒童及少年之範圍內，行使、負擔父母

對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 
第一項之家庭情況改善者，被安置之兒童及少年仍得

返回其家庭，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續予追蹤輔

導至少一年。 
第二項及第五十六條第四項之家庭寄養，其寄養條件

、程序與受寄養家庭之資格、許可、督導、考核及獎勵之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六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五十六條第四項或前

條第二項對兒童及少年為安置時，因受寄養家庭或安置機

構提供兒童及少年必要服務所需之生活費、衛生保健費、

學雜費、代收代辦費及其他與安置有關之費用，得向扶養

義務人收取；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定之。 
第六十四條  兒童及少年有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或屬目睹家庭暴力之兒童及少年，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列為保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

出兒童及少年家庭處遇計畫；必要時，得委託兒童及少年

福利機構或團體辦理。 
前項處遇計畫得包括家庭功能評估、兒童及少年安全

與安置評估、親職教育、心理輔導、精神治療、戒癮治療

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年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關之協助

及福利服務方案。 

 39



總統府公報                          第 7005 號 

處遇計畫之實施，兒童及少年本人、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 
第六十五條  依本法安置兩年以上之兒童及少年，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不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

長期輔導計畫。 
前項長期輔導計畫得委託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團體

為之。 
第六十六條  依本法保護、安置、訪視、調查、評估、輔導、處遇

兒童及少年或其家庭，應建立個案資料，並定期追蹤評估。 
因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文書

，應予保密，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洩漏或公開。 
第六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依少年事件處理法以

少年保護事件、少年刑事案件處理之兒童、少年及其家庭

，應持續提供必要之福利服務。 
前項福利服務，得委託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團體為

之。 
第六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依少年事件處理法交

付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結束、停止或免除，或經交付轉介

輔導之兒童、少年及其家庭，應予追蹤輔導至少一年。 
前項追蹤輔導，得委託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團體為

之。 
第六十九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路或其他媒體

對下列兒童及少年不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識別

身分之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各款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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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康之物質。 
三、為否認子女之訴、收養事件、親權行使、負擔事

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

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年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

第三款或其他法律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不得揭露足以識

別前項兒童及少年身分之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不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

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年之姓名及其他足以識

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年福利或維護公共利

益，且經行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兒童及少年福利團體與

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

不在此限。 
第 七 十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本法規定事項，必要時

，得自行或委託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團體或其他適當之

專業人員進行訪視、調查及處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

或專業人員進行訪視、調查及處遇時，兒童及少年之父母

、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師長、雇主、

醫事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料；必要

時，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政、戶政、

財政、教育或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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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應予配合。 
第七十一條  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年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

，或有第四十九條、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各款行為，或未禁

止兒童及少年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

年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

少年福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

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行聲請選定或改定監

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請求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 
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之負責人或其

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年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

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女、支付選

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

分或訂定必要事項。 
前項裁定，得為執行名義。 

第七十二條  有事實足以認定兒童及少年之財產權益有遭受侵害之

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就兒童及少

年財產之管理、使用、收益或處分，指定或改定社政主管

機關或其他適當之人任監護人或指定監護之方法，並得指

定或改定受託人管理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或命監護人代理

兒童及少年設立信託管理之。 
前項裁定確定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為

保管兒童及少年之財產。 
第一項之財產管理及信託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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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依少年事件處理法交付安置輔導

或施以感化教育之兒童及少年，應依法令配合福利、教養

機構或感化教育機構，執行轉銜及復學教育計畫，以保障

其受教權。 
前項轉銜及復學作業之對象、程序、違反規定之處理

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法務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四條  法務主管機關應針對矯正階段之兒童及少年，依其意

願，整合各主管機關提供就學輔導、職業訓練、就業服務

或其他相關服務與措施，以協助其回歸家庭及社區。 

第五章 福利機構 

第七十五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分類如下： 
一、托嬰中心。 
二、早期療育機構。 
三、安置及教養機構。 
四、心理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 
五、其他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 
前項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

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各級主管機關應鼓勵、

委託民間或自行創辦；其所屬公立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之

業務，必要時，並得委託民間辦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理托嬰中心托育服務

之輔導及管理事項，應自行或委託相關專業之機構、團體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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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六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指招收國民小學階段學童，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所提供

之照顧服務。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

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由鄉（鎮、市、區

）公所、私人、團體申請設立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理

之。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

申請、設立、管理、人員資格、設施設備、改制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理人為

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長團體代表、婦女

團體代表、公益教保團體代表等。 
第七十七條  托嬰中心應為其收托之兒童辦理團體保險。 

前項團體保險，其範圍、金額、繳費方式、期程、給

付標準、權利與義務、辦理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八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之業務，應遴用專業人員辦理；

其專業人員之類別、資格、訓練及課程等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九條  依本法規定發給設立許可證書，免徵規費。 
第 八 十 條   直轄市、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應設置社會工作人員

或專任輔導人員執行本法相關業務。 
前項人員之資格、設置、實施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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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 
第八十一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擔任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一、有性騷擾、性侵害行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行為不檢損害兒童及少年權益，其情節重大，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罹患精神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

相關專科醫師認定不能執行業務。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及少年福利

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負責人是否有前項第一

款情事；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

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亦應主動查證。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年

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其職務，

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調職、資遣、令其退休或終止勞動契約。 
第八十二條  私人或團體辦理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以向當地主管

機關申請設立許可者為限；其有對外勸募行為或享受租稅

減免者，應於設立許可之日起六個月內辦理財團法人登記。 
未於前項期間辦理財團法人登記，而有正當理由者，

得申請核准延長一次，期間不得超過三個月；屆期不辦理

者，原許可失其效力。 
第一項申請設立許可之要件、程序、審核期限、撤銷

與廢止許可、督導管理、停業、歇業、復業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十三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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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虐待或妨害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 
二、供給不衛生之餐飲，經衛生主管機關查明屬實。 
三、提供不安全之設施或設備，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查明屬實。 
四、發現兒童及少年受虐事實，未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報。 
五、違反法令或捐助章程。 
六、業務經營方針與設立目的不符。 
七、財務收支未取具合法之憑證、捐款未公開徵信或

會計紀錄未完備。 
八、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輔導、檢查、監督。 
九、對各項工作業務報告申報不實。 
十、擴充、遷移、停業、歇業、復業未依規定辦理。 
十一、有其他情事，足以影響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 

第八十四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不得利用其事業為任何不當之宣

傳；其接受捐贈者，應公開徵信，並不得利用捐贈為設立

目的以外之行為。 
主管機關應辦理輔導、監督、檢查、獎勵及定期評鑑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並公布評鑑報告及結果。 
前項評鑑對象、項目、方式及獎勵方式等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八十五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停辦、停業、歇業、解散、經撤

銷或廢止許可時，對於其收容之兒童及少年應即予適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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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其未能予以適當安置者，設立許可主管機關應協助

安置，該機構應予配合。 

第六章 罰  則 

第八十六條  接生人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由衛生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八十七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從事收出養媒合

服務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第八十八條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業務檢查與管理、停業、歇業、復業之規定者，由許

可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

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並公布其名稱或姓名。 
依前項規定命其停辦，拒不遵從或停辦期限屆滿未改

善者，許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第八十九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五十三條第五項、第六十

六條第二項或第六十九條第三項而無正當理由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九 十 條   違反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六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收托人數、登記

及輔導結果列入應改善而逾期未改善之規定，應令其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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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一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違反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情節嚴重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未禁止兒童及少年為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行為者，並得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

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供應酒或檳榔予兒童及少年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供應毒品、非法供應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

物質予兒童及少年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供應有關暴力、血腥、色情或猥褻出版品、圖畫、錄

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

予兒童及少年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十二條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錄影節目帶、遊戲軟體或其他

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級

之物品，其有分級管理義務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分級類

別或內容之規定。 
前項有分級管理義務之人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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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第九十三條  新聞紙業者未依第四十五條第三項規定履行處置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履行

；屆期仍不履行者，得按次處罰至履行為止。經主管機關

依第四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認定者，亦同。 
第九十四條  網際網路平臺提供者違反第四十六條第三項規定，未

為限制兒童及少年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行移除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九十五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違反

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場所負責

人姓名。 
第九十六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違反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公布行為人及場所負責人之姓名，並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除情節嚴重，由主管機關

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歇業者外，命其停業一個月以

上一年以下。 
第九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至第十一款或第十五款至第十

七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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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但行為人為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經命其接受親職教育輔導且

已依限完成者，不適用之。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十二款規定者，除新聞紙依第四十

五條及第九十三條規定辦理外，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並得勒令停業

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十三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十四款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並得勒令

停業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 
第九十八條  違反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十九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違反第

五十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 
第 一 百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村（里）幹事或其他執行兒童及少年福利

業務人員，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而無正當理由者，

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零一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使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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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年有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其情節嚴重者

，得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第一百零二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經主管

機關依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六條第一項或第九十九

條處罰，其情節嚴重者，並得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

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年之人依第九

十一條第一項、前條或前項規定應接受親職教育輔導，如

有正當理由無法如期參加，得申請延期。 
不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不完成其時數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不接受者，

得按次處罰至其參加為止。 
第一百零三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路或其他媒體

之負責人違反第六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第

六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物品、限期命其移除內容、下架或

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不履行者，得按次處罰至履行為止

。但經第六十九條第四項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者，

不罰。 
前項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行為人之行為不具監督

關係者，前項所定之罰鍰，處罰行為人。 
第一百零四條  兒童及少年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

年之人、師長、雇主、醫事人員或其他有關之人違反第七

十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理由者，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資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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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第一百零五條  違反第七十六條或第八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未申

請設立許可而辦理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班及中心者，由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姓名或名稱，並命

其限期改善。 
於前項限期改善期間，不得增加收托安置兒童及少年

，違者處其負責人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經依第一項規定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再處

其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於一

個月內對於其收托之兒童及少年予以轉介安置；其無法辦

理時，由當地主管機關協助之，負責人應予配合。不予配

合者，強制實施之，並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第一百零六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違反第八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者，經設立許可主管機關命其立即停止對外勸募之行為而

不遵命者，由設立許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且公布其名稱；情節嚴重者

，並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 
第一百零七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

反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由設立許

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

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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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從事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班及中心業務，經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依第一

百零五條第一項規定命其限期改善，限期改善期間，有第

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由當地主管機

關或教育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辦理。 
第一百零八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

反第八十三條第五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一者，經設立許可

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

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依前二條及前項規定命其停辦，拒不遵從或停辦期限

屆滿未改善者，設立許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立許可。 
第一百零九條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違反第八十五條規定，不予配合

設立許可主管機關安置者，由設立許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強制實施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一百十條  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歲之人，於緊急安置等保護措施

，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委託安置之兒童及

少年，年滿十八歲，經評估無法返家或自立生活者，得繼

續安置至年滿二十歲；其已就讀大專校院者，得安置至畢

業為止。 
第一百十二條  成年人教唆、幫助或利用兒童及少年犯罪或與之共同

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

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年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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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年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立告訴。 

第一百十三條  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領取本法相關補助或獎勵費

用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原處分並以書面限期命其返還，屆

期未返還者，移送強制執行；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理。 
第一百十四條  扶養義務人不依本法規定支付相關費用者，如為保護

兒童及少年之必要，由主管機關於兒童及少年福利經費中

先行支付。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修正施行前已許可立案之兒童福利機構及少年福

利機構，於本法修正公布施行後，其設立要件與本法及所

授權辦法規定不相符合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期限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本法規定處理。 
第一百十六條  本法施行前經政府核准立案之課後托育中心應自本法

施行之日起二年內，向教育主管機關申請改制完成為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屆期未申請者，應廢止其設立許

可，原許可證書失其效力。 
前項未完成改制之課後托育中心，於本條施行之日起

二年內，原核准主管機關依本法修正前法令管理。 
托育機構之托兒所未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改制為

幼兒園前，原核准主管機關依本法修正前法令管理。 
第一百十七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百十八條  本法除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七十六

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及第一百十六條條文自公布

六個月後施行，第二十五條、第二十六條及第九十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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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三年後施行外，其餘自公布日施行。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1 8 日

  行政院衛生署副署長江宏哲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任命林奏延為行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此令均自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0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1 8 日

  任命曾耀賢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歐正興為

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 
  任命李雪梅為外交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善助為財政部高雄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 
  任命鄭淑麗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徐昆廷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簡任第十職等組長，鄭瑛

惠為交通部觀光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丁艾正、黃正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斯凱、林詩穎、陳佳盈、徐文松、黃于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宿寬、張文祥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國安、盧姿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廖美玉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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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1 8 日

  任命宋添棟、劉耀隆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1 日

  任命溫杰炤為臺北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王澤民為新北市政府民政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

等副局長，王聖文為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東

榮為新北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江美桃以簡任第十一

職等為新北市永和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邱武全為新北市土城區

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 
  任命王俊人為新北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黃信育為新北市

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主任。 
  任命陳常昇為臺中市南區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吳世瑋為臺

中市北屯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 
  任命陳家慶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殷世熙為臺南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陳冠福為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蔡亮長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力發展中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盧律全、王喬涵、張芬蘭、高宜君、陶熏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詩雲、周雅慧、謝凱芳、莊傑雄、姜宜泰、蘇銘瑋、趙靜

軒、楊滿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忠仁、劉月媚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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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蔡禮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怡君、莊朝欽、張正昌、古涵、陳武信、吳潔、朱柏彥、

趙善立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2 日

  特派蔡良文為 101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領

隊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2 日

  特派黃俊英為 101 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2 日

  任命呂秋琴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 

  任命張國教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

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廖本堡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屏東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陳光燦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侯方群為行

 57



總統府公報                          第 7005 號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

長。 
  任命宋廣英為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簡

慧美為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黃政民為行政院

青年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楊秀珍為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蘇振綱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

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陳瑩芳為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許志聖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簡任第十職等

研究員。 
  任命林炳耀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簡

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羅文娟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藍維宗為立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 
  任命康樹正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惠光霞為最高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 
  任命陳祐輔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委員。 
  任命董鴻宗為考選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 
  任命吳哲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倩玉、潘士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家瑜、陳泰元、林立容、陳建忠、黃巧雯、張金元為薦任

公務人員。 
  任命蔡雅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仲志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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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詹凱傑、張家禎、陳亭禎、林佳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連美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遠勳、廖志嘉、廖郁柔、黃韜穎、楊昇穎、陳玟伶、陳韻

竹、顏豪志、黃琬祺、林怡華、林孟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3 日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盛治仁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3 日

  任命王秀麗為臺灣省諮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張錦佳為基隆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陳銘鴅為基隆市

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歐秋霞為基隆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林日龍為桃園縣政府原住民行政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

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吳聲祺為新竹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許文喨為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賴柏如、曾芳苓、劉璦茹、林有昶、蕭婷允、劉柏宏、陳翠

莉、鍾璨年、陳蕙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妍寧、楊佩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星源、蔡美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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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陳育懃、呂昇、簡雅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紫雲、孫駿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秉璋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3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0 0 0 2 4 8 2 9 0 號

茲授予薩爾瓦多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馬丁內斯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外交部部長 楊進添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1 1 月 2 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0 0 0 2 5 5 6 7 0 號

陸軍中將、前聯合勤務總司令部副總司令陶光遠，剛毅惇惠

，幹濟才長。幼歲趨庭諶訓，耕讀傳家奕世；抗戰軍起，矢志獻

身行伍，卒業各級軍事校院，淬礪奮勉，早擅英華。戡亂以來，

迭預冀東、門頭溝外圍掃蕩戰役暨平津、上海保衛戰，增援華北

，再入舟山，危疑授命，臨難不苟；殲剿安攘，馳騁轉進。政府

播遷來臺，歷任特戰大隊長、軍長、澎湖防衛司令部司令官等職

，出膺疆寄，委重投艱，爰兩度戍守金門前線，遭遇九三砲戰，

義無旋踵，智勇彌彰。尤以陸軍後勤司令暨聯勤副總司令任內，

推動後勤軍務革新，精進部隊運輸補給，籌車相馬，繕甲治兵。

公餘專述析論，韜略遠猷，引為參據；教戰達用，裨益袍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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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獲頒三十八座勳獎章殊榮。綜其生平，成建軍整備之偉業，

為保國護土之干城，儒將虎旅，衣冠盛事；懋績策勳，聿昭簡冊

。遽聞溘然殂落，悼惜殷深，應予明令褒揚，用示政府崇念忠藎

之至意。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0 年 11 月 18 日至 100 年 11 月 24 日 

11 月 18 日（星期五） 
․接見參加「2011年國際暨亞洲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我國

代表團一行 
11 月 19 日（星期六） 
․蒞臨「全國兒童少年國是會議」聽取全國兒少代表建言並回

應（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拜訪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創辦人證嚴法師（新北市蘆洲

靜思堂） 
․聽取臺東縣農損情況簡報並作出裁示（台東縣） 

11 月 20 日（星期日） 
․視察臺東地區釋迦農損情況（台東縣） 

11 月 21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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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臨國防部100年重要幹部研習會致詞（國防部忠愛營區） 
․視察100年二期作公糧稻穀收購執行情形與霧峰區農業發展

現況（台中市霧峰區農會北柳倉庫） 
․視察后里區馬鈴薯災損情形（台中市后里區） 
․聽取宜蘭地區災損情形簡報並作出裁示（宜蘭縣） 

11 月 22 日（星期二） 
․視察宜蘭縣三星蔥災損情形（宜蘭縣三星鄉） 
․蒞臨「臺北市美國商會2011年度會員大會」並以「臺灣之黃

金十年」為題發表演說（台北市君悅飯店） 
․接見「中華民國銀行公會」全體理監事一行 

11 月 23 日（星期三） 
․蒞臨新世紀光電公司南科三廠落成典禮致詞（台南市善化區） 
․前往南台科技大學以「夢想創意實踐力、打造職場競爭力」

為題發表專題演說並就同學們關切之就學、就業與成家等議

題說明政府現行青年政策（台南市永康區） 
․前往高苑科技大學以「技職再造起飛，用心成就不凡」為題

發表專題演說並就就學貸款、考取證照等問題詢問同學之經

驗與需求（高雄市路竹區） 
11 月 24 日（星期四） 

․接見「瘋綠電行動聯盟」代表一行 
․接見「催生動保司行動聯盟」代表一行 
․接見100年度參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員與團體代表一行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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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期間： 

100 年 11 月 18 日至 100 年 11 月 24 日 

11 月 18 日（星期五） 
․蒞臨「中華民國勞資關係協進會」30週年慶祝會致詞（台北

市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 
․蒞臨「中央社世紀珍藏－中華民國精彩一百影像展」新北市

場次開幕記者會欣賞典藏照片並致詞（新北市淡水漁人碼頭

滬水一方） 
․接見「美國國家科學院」副院長雷文（Peter H. Raven）伉儷

一行 
․蒞臨「第6屆臺灣廣告節－傑出廣告人暨終身成就獎頒獎典禮

」致詞、頒獎暨參觀松山文創園區（台北市） 
․蒞臨「形塑典藏新活力‧創造故宮新價值—國立故宮博物院

前瞻數位科技應用成果發表會」致詞並觀賞＜國寶娃娃入寶

山＞等數位科技成果發表會（台北市士林區） 
11 月 19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11 月 20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11 月 21 日（星期一） 
․接見參加「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與會人員一行 

11 月 22 日（星期二） 
․蒞臨「節能減碳－智慧綠建築」研討會開幕典禮致詞（台北

市大安區） 
․接見「第19屆中華建築金石獎」得獎優良企業代表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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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見美國農業部前次長任筑山（Dr. Joseph Jen）博士伉儷 
․蒞臨「建國百年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獎暨大會師典

禮致詞並頒獎（行政院農委會） 
11 月 23 日（星期三） 

․接見捷克國會眾議院副議長帕卡諾娃（Vlasta Parkanova）等

一行 
․接見日本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Nakaima Hirokazu）等一行  

11 月 24 日（星期四） 
․無公開行程 

﹏﹏﹏﹏﹏﹏﹏﹏﹏﹏﹏﹏ 
國 史 館 公 告 

﹏﹏﹏﹏﹏﹏﹏﹏﹏﹏﹏﹏ 
國史館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國修字第 1000004795 號 
主  旨：檢附國史館國史研究獎勵出版受理申請公告（如附件），

敬請刊載於 鈞府公報。 
說  明：旨揭國史館國史研究獎勵出版擬於本（100）年 12 月 1 日

起開始受理申請，依「行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

，應登載於政府公報。 

館  長 呂芳上 

國史館國史研究獎勵出版受理申請公告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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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博、碩士學位論文。 
2.申請出版之學位論文以未曾出版為限。 
3.申請之論文須與中華民國史及臺灣史相關。 
4.每人每年以申請一冊為限。 
受理申請時間 
每年 12 月 1 日於本館網站公告，接受申請，至翌年 2 月底截止，以郵

戳為憑，6 月 30 日於本館網站公布錄取名單。 
申請辦法 
申請人需檢具下列資料： 
1.申請表及切結書各一份。 
2.提要表一份，學位論文一式三份；電子檔各一份。 
請將上列資料寄至 23152 新北市新店區北宜路 2 段 406 號「國史館國

史研究獎勵出版審查委員會」，聯絡人：陳中禹（02）23161818；論

文及提要表電子檔請寄至 history@drnh.gov.tw。 
獎勵名額 
每年錄取至多十名。 
受獎義務與出版權責 
1.應接受本館安排，就其著作及研究心得在本館發表學術報告。 
2.應自本館公告受獎起六個月內完成著作之修改，送交本館出版。 
3.受獎著作之序頁、簡介、索引編製及校對等事項皆由受獎人負責，

不另支稿費及相關費用。 
4.著作封面、內頁版型設計、印刷出版及發行，由本館負責，每冊以

新臺幣十二萬元為上限。 
5.再授權其他第三人出版時，應於首頁註明：「本書獲國史館國史研

究獎勵出版」等字樣，並送三冊予本館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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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1.申請日期截止前逾五年完成之學位論文，應配合提出修改說明。 
2.著作以中文撰寫為限；字數在二十萬字以內。 
3.受獎人於出版前應簽署未侵犯第三人著作權之切結書；如有侵權情

事發生，本館應撤銷其受獎資格，受獎人應賠償所有印製費用，並

負一切法律責任。 
4.受理申請及評選結果公告，皆以本館網站及總統府公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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