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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令 

﹏﹏﹏﹏﹏﹏﹏﹏﹏﹏﹏﹏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1 月 1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 9 8 0 0 0 0 4 7 7 1 號

茲修正政治獻金法第十六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內政部部長 廖了以 

政治獻金法修正第十六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14 日公布 

第 十 六 條   自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二日本法公布施行日起至九

十七年八月十四日止，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已收受

之政治獻金有不符合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得於本條

文修正施行日起二個月內返還捐贈者；逾期或不能返還者

，應於本條文修正施行日起四個月內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

理繳庫。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於本條文修正施行日前已向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且欲

返還捐贈者，得於本條文修正施行日起二個月內向受理申

報機關辦理原繳款項之退還；已收到退還款項者，應於二

個月內返還捐贈者。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已依前二項規定辦理者，

不適用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條之處罰規定，其捐贈者不適

用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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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1 月 5 日

    特派關中為中華民國慶賀帛琉共和國新任總統 Johnson Toribiong
、副總統 Kerai Mariur 就職大典特使。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外交部部長 歐鴻鍊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1 月 8 日

    任命劉馨正為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林崑山為高雄市政府

觀光局局長，張俊陽為高雄市政府資訊處處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 
國家安全局令  

﹏﹏﹏﹏﹏﹏﹏﹏﹏﹏﹏﹏ 
國家安全局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097）國雅字第 0027193 號 
訂定「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出國許可辦法」。 

附「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出國許可辦法」。 

局  長 蔡朝明 

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出國許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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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本局）。 

本辦法適用於以下本局人員於其職掌或業管範圍內有

涉及國家安全之事項者： 
一、政務人員。 
二、公務人員、雇員。 
三、軍官、士官、士兵。 
四、聘用、約僱人員。 
五、駕駛、技工、工友。 
六、借調人員。 

第 三 條  前條第二項人員之護照應由本局第五處統一管理，定

期或不定期辦理清查，並副知政風處及督察單位。 
前項人員之出國管理及核准由本局自行辦理，其名冊

不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列管。但留職停薪人員，其名

冊仍應送管。 
前條第二項人員未經核准而出國者，依相關法令處罰。 

第 四 條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非公務出國之程序，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依「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非公務出國申

請表」格式填具出國起迄時間、地點、事由及休

假狀況、業務代理人等（如附件一），併同「國

家安全局員工休假管制卡」，先會辦督察單位後

，再由申請人所屬單位於計畫出國二十日前函轉

人事處簽處。 
二、人事處先行完成申請人資格審核，簽請權責長官

核准後，副知政風處，以完成入出國資料登錄及

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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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奉核准出國者，人事處應於出國前十日，簽發

申請人出國同意函，交申請人據以辦理出國手續

。如未經核准者，亦應於前述期限內，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留職停薪期間申請至大陸以外

地區，應依「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留職停薪人員出國

申請表」格式填具出國起迄時間、地點、事由（如附件二

）送請人事處簽處。 
第 五 條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公務出國之程序，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申請公務出國者，應由申請人所屬單位先行簽奉

權責長官核准，由所屬單位函轉人事處簽發申請

人出國同意函，交申請人據以辦理出國手續。 
二、另有因執行特種勤務或情報任務等特殊情形者，

申請人所屬單位得逕行簽陳局長核定辦理出國手

續。 
第 六 條  經申請核准非公務出國者，須依核定之時間、地點出

入國，不得擅自變更；出國前因故須變更日期、地點，應

先提出申請，由所屬單位函轉人事處簽處。 
前項申請人於出國後，因故須變更地點或返國日期者

，除情況緊急不及報備外，應先告知單位主管，並於返國

後三個工作日內，補提申請報告，由所屬單位函轉人事處

簽處，並副知第五處及督察單位。 
第 七 條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除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

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申請許可外，不得進入

或經由第三地私自轉往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如因不可

抗力因素，必須過境者，返國後應於「歸詢表」中（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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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三）詳述事由，並送政風處及督察單位審查。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 
專     載 

﹏﹏﹏﹏﹏﹏﹏﹏﹏﹏﹏﹏ 
98 年中樞開國紀念典禮暨元旦團拜 

98 年中樞開國紀念典禮暨元旦團拜，於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在總統府大禮堂舉行， 總統主持並致祝

詞，副總統、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等二百二十餘人參與典禮

，典禮至 9 時 30 分結束。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8 年 1 月 2 日至 98 年 1 月 8 日 

1 月 2 日（星期五） 
․認養雲林縣古坑鄉葉宗雄先生果園柳丁（雲林縣古坑鄉） 

․參觀雲林縣古坑鄉大埔果菜運銷合作社並關懷柳丁產銷問題

（雲林縣古坑鄉） 

․視察「小地主大佃農－台灣區牧草生產合作社」（雲林縣水

林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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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臨嘉義市政府聽取市政簡報並參加座談（嘉義市政府） 
1 月 3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1 月 4 日（星期日） 

․蒞臨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57屆總會長、理監事暨執行

長宣誓就職典禮致詞（台北市王朝飯店） 
1 月 5 日（星期一） 

․蒞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成立20週年慶祝酒會致

詞（台北市君悅飯店） 
1 月 6 日（星期二） 

․接見美國前駐聯合國常任代表波頓（John Bolton） 
․接見英國國會議員訪台團 
․接見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台灣研究小組召集人

戈迪溫（Steve Goldstein）等一行 
1 月 7 日（星期三） 

․蒞臨台灣日本人會暨台北市日本工商會「2009年新年聯誼酒

會」致詞（台北市國賓飯店） 
1 月 8 日（星期四） 

․接見美洲協勝公會回國參訪團 
․接見我國97年回教朝覲代表團 
․前往台大醫院做年度健康檢查（台北市）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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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 1 月 2 日至 98 年 1 月 8 日 

1 月 2 日（星期五） 
․無公開行程 

1 月 3 日（星期六） 
․蒞臨雲林同鄉總會第4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總會長交接儀式致

詞（雲林縣台西鄉） 

․蒞臨台灣蕭氏宗親會第4屆會員大會致詞並為新舊任會長監

交印信（台北縣土城市海霸王海山分店） 
1 月 4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1 月 5 日（星期一） 

․與南台灣產業界座談關心地方產業與經濟發展（高雄市金典

酒店） 
․蒞臨高雄市歡迎大前研一博士晚宴並致詞（高雄市金典酒店） 

1 月 6 日（星期二） 
․蒞臨開南大學暨美國麻省理工學院跨領域研究與教學聯合學

術研討會致詞（台北市福華國際文教會館） 
․接見美國前駐聯合國常任代表波頓（John Bolton） 
․接見麻省理工學院訪問團 

1 月 7 日（星期三） 
․蒞臨「交大校友捐款暨消費券乘數效果創意競賽頒獎典禮」

致詞（新竹市國立交通大學） 
1 月 8 日（星期四） 

․接見美國傳統基金會會長佛訥（Edwin Feulner） 

․主持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第8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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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出席「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成立 20 週年慶祝酒會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5 日 

馬英九總統今天下午出席「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成立 20
週年慶祝酒會，肯定該基金會在國際漢學交流上所作的貢獻，並期許

基金會在既有基礎上繼續往前邁進，以國際學術交流帶領台灣，讓台

灣在國際上也能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欣逢「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成立 20 週年，英九受邀前來

參加，深感榮幸。 
對國內許多人來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是一個既熟

悉又神秘的名字，在國際社會上，它所代表的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形

象，就像藝術界的「雲門」、慈善界的「慈濟功德會」一樣，談到漢

學，沒有人不會想到「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難得的是，基

金會雖然是以政治人物命名，但多年來它始終婉謝任何干預，堅持立

場把最大的效益發揮在國際漢學的交流上。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與「獨立

」，這是來自故總統經國先生生前所訂的最高標準，基金會 20 年來不

改變這樣的風格，雖歷經不同的董事長、董事、教育部長，都能秉持

這樣的精神，非常不容易，基金會所得到的國際信任與合作，不是靠

任何政治力量可以達成的。 
「漢學」是人類珍貴的遺產，基金會的使命就是讓這份遺產，為

全世界人類所分享。作為國際漢學的推手，基金會從 1989 年創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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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過近 2000 位學者的研究計畫、上千篇的論文、500 本以上的專著

，協助並栽培了至少 700 位博士與數十名教授，獎助範圍涵蓋美洲、

歐洲、亞洲等地。 
舉例來說，基金會在美國哈佛大學、捷克查理斯大學及香港中文

大學都成立了漢學研究中心，其中捷克「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並

與極具傳統的歐洲漢學研究有充分接軌；基金會也推動「台灣現代小

說英譯計畫」，透過與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合作，使台灣文學在國際舞

台上發光；基金會還與大英圖書館合作推出「國際敦煌計畫」，善用

現代數位科技，讓一般人上網就可看到中國幾千年前的文化之美，漢

唐盛事立刻浮現眼前。 
基金會與英國倫敦大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合作，補助漢

學研究計畫，成立台灣漢學碩士研究課程，展開「台灣學」的研究，

對於加強對台灣的研究，有重大的意義。基金會更與世界四大漢籍典

藏重鎮－美國國會圖書館、哈佛燕京圖書館、普林斯頓東亞圖書館、

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館，結合起來完成了史無前例的重要文獻保存

工作。 
在中西文化交流與「華人經濟圈崛起」的國際形勢下，漢學研究

已在基金會的努力之下，逐漸成為大家信賴與肯定的重要基地，基金

會更把我們 60 年來在台灣的成果，與全世界華人分享。今年民國 98
年是中央政府遷台 60 年，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時間遠遠超過在大陸的時

間，60 年的變化，包括學術上的進步，使得台灣的聲音更能夠被全世

界聽到，台灣的形象更能夠被看到，而在這一方面，基金會也作出了

重大的貢獻，我們一方面很欣慰基金會過去 20 年來的成果，另一方面

也注意到，中國大陸 30 年來發展迅速，大陸的學人也進入了國際重要

學術機構，逐漸與台灣有競合的趨勢，而基金會如何能夠在此一競爭

環境當中，繼續領導台灣的學術交流，使得台灣避免被邊緣化，而且

 10



總統府公報                          第 6842 號 

能夠在挑戰當中推陳出新，這也是我們基金會非常重要的課題。基金

會主要的動能來自人才，基金會這些年來結合國際學術界大量漢學人

才，已有很好的基礎，期待基金會在此良好基礎上繼續推陳出新、日

新月異。 
很感謝基金會李亦園董事長、朱雲漢執行長都能謹守學術研究及

國際交流分寸，讓基金會長期得來不易的聲譽能更加發揮，歷任的教

育部長也從來不干預會務推動，讓基金會能在自由而且獨立的環境中

成長茁壯，我們非常感佩。 
再過一個多星期就是經國先生逝世 21 週年，我們要緬懷他對台灣

的貢獻。在生命的最後一年，他「解除戒嚴、開放組黨」以及「開放

台灣地區人民到大陸探親」，這兩項政策 21 年來都已逐漸開花結果。

解除戒嚴與開放組黨是民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台灣也經歷了國

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而且近 12 年來台灣總統直選了 4 次，也經過

兩次政黨輪替，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了歷史的里程碑，去年 3 月 22 日

美國總統拍來的賀電盛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民主的燈塔，經國先生在

這一方面所留下的寶貴資產得到了見證的機會；在開放民眾赴大陸探

親方面，目前兩岸已進行了直航的交流，未來對於兩岸的和平與發展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歷史意義。而在這當中，基金會繼續順利發展、延

伸國際觸角、展現台灣學術自由與獨立精神方面，已作出了貢獻，雖

然基金會是在經國先生身後才成立，但生前他已核定基金會的推動，

這也應算是他對台灣的另一個貢獻，相信他在九泉之下應感到非常欣

慰。 
在此也要感謝基金會同仁 20 多年來的努力、付出與堅持，同時希

望基金會在既有基礎上繼續往前邁進，以國際學術交流帶領台灣，讓

台灣在國際上也能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謝謝大家！祝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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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院 令 

﹏﹏﹏﹏﹏﹏﹏﹏﹏﹏﹏﹏ 
司法院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5 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0970026470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六五二號解釋 
附釋字第六五二號解釋 

院長 賴 英 照 
司法院釋字第六五二號解釋 

解 釋 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故國家因公用或

其他公益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理

之補償，且應儘速發給。倘原補償處分已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

確定，且補償費業經依法發給完竣，嗣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原發給之補

償費短少，致原補償處分違法者，自應於相當期限內依職權撤銷

該已確定之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並通知需用土地人

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

，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應

予補充。 

解釋理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故國家因公用或

其他公益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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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償。此項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權人而

言，係為公共利益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自應予以補償，以填補

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故補償不僅需相當，更

應儘速發給，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在

案（本院釋字第四○○號、第四二五號、第五一六號解釋參照）。 
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

日內發給之，如徵收補償價額經復議或行政救濟結果有變動者，

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土

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參照）。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亦謂：「土地

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

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此項法定期間，雖或因對徵收

補償有異議，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然補償

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行通知需用土地人，

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其期限亦不得超過土地法上述規

定之十五日（本院院字第二七○四號、釋字第一一○號解釋參照

）。倘若應增加補償之數額過於龐大，應動支預備金，或有其他

特殊情事，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仍應於評定或評議結果確

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

應失其效力。」均係基於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及財產

權之程序保障功能，就徵收補償發給期限而為之嚴格要求。 
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之上開內容，雖係就徵收補償異議程

序後補償費發給期限所為之闡釋，惟關於補償費應相當並儘速發

給之憲法要求，對於原補償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後，

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亦應有其適用。是倘原

補償處分已確定，且補償費業經發給完竣，嗣後直轄市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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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原發

給之補償費較之依法應發給之補償費短少，而致原補償處分違法

者，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前段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固得依職權決定是否撤銷原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分並發

給補償費差額。惟因原發給之補償費客觀上既有所短少，已有違

補償應相當之憲法要求，而呈現嚴重之違法狀態，故於此情形，

為貫徹補償應相當及應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無不為撤銷之裁量餘地；亦即應於相當期限內，依職權撤

銷該已確定之違法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並通知需用

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發給補償費

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力，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應予補充。 
上述所謂相當期限，應由立法機關本於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

以法律加以明定。於法律有明文規定前，鑑於前述原補償處分確

定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原非需用土地人所

得預見，亦無從責其預先籌措經費，以繳交補償費之差額，如適

用土地法、土地徵收條例等上開法律規定，要求直轄市、縣（市

）政府於十五日或三個月內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並

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完竣，事實上或法律上（如預算法相關限制

等）輒有困難而無可期待，故有關相當期限之認定，應本於儘速

發給之原則，就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多寡、預算與預備金之

編列及動支情形、可合理期待需用土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素

而定。然為避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遲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致

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受損，參酌前揭因素，此一相當期限最長

不得超過二年。 
關於上開相當期限之起算日，因原補償處分之違法係直轄市或

 14



總統府公報                          第 6842 號 

縣（市）政府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所致，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重行評議

或評定，以資更正（土地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六十五條及

第二百四十七條、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條、平均地

權條例第十五條及第四十六條等規定參照），故於法律有明文規

定前，上開相當期限應自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重行評議或評定結果確定之日起算。其中原補償

處分之違法如係因原公告土地現值錯誤所致，而有所更正，則應

自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經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更正公告土地現值之公告確定之日起算。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林子儀 
許宗力 
許玉秀 
林錫堯 
池啟明 
李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葉百修 
陳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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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協同意見書         大法官 蔡清遊 
本號解釋認為，國家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倘原補償處分已因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且補償費業經依法發給完竣，嗣後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

定錯誤，原發給之補償費短少，致原補償處分違法者，自應於相

當期限內依職權撤銷該已確定之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

，並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

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乃就本

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予以補充解釋，本席敬表同意。惟就主管

機關應於相當期限內撤銷已確定之原補償處分，發給原土地所有

權人補償費差額，所謂相當期限之認定，及原補償處分撤銷後有

無影響原徵收土地核准案之效力？暨補償費差額逾期未發給時，

原徵收土地核准案是否一律應失其效力而毫無例外情形？本席認

尚有補充說明之必要，爰提出部分協同意見書如下： 
一、本號解釋理由書以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亦謂：「土地法

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

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此項法定期間，雖或因

對徵收補償有異議，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

延，然補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行通

知需用土地人，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其期限亦不

得超過土地法上述規定之十五日（本院院字第二七○四號、

釋字第一一○號解釋參照）。倘若應增加補償之數額過於龐

大，應動支預備金，或有其他特殊情事，致未能於十五日內

發給者，仍應於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

儘速發給之，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認上

開內容雖係就徵收補償異議程序後補償費發給期限所為之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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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惟關於補償費應相當並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對於原補

償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

補償費差額之情形，亦應有其適用。本席認為，既然補償費

應相當並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亦有其適用，且原已確定之違

法補償處分業經撤銷，原補償處分即應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註一），則原補償處分自撤銷時起，有關補償費之發給，即回

復為不確定之狀態，此不確定之狀態與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

解釋係就徵收補償異議後補償費之發給尚未確定之情形並無

不同，實難排除該號解釋就補償費發給期限所作闡釋之適用

。亦即，倘若主管機關重行評議或評定結果後，如應增加補

償費之數額過於龐大，應動支預備金，或有其他特殊情事，

致未能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規定，於公告期滿後十

五日內發給者，仍應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應於重行評議或評定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惟

因本號解釋之事實狀況甚為特殊，主管機關係於原補償費已

發給完竣，系爭土地徵收業已完成後數年（相隔九年），始

發覺原土地徵收價額過低，乃重新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議通過調整系爭土地於徵收當時之公告現值，由原

來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一百二十元，大幅更正為一千

六百七十元，主管機關遂通知需用土地人應補繳差額補償費

四百一十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元，於此相隔已數年，需用土地

人或主管機關無法預先充分準備，且補償價額變動又巨大之

特殊情況下，要求需用土地人及主管機關一律須依土地法第

二百三十三條前段或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繳

交並發給補償費，實屬苛求，故此際，有關補償費差額應於

相當期限內發給，其相當期限之認定，應由法律加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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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律尚未明定前，本於應儘速發給之原則，除仍應適用本

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外，尚應就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

多寡、預算及預備金之編列及動支情形、可合理期待需用土

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素而定。然為避免主管機關遲未發

給補償費差額，致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受損，參酌前揭因

素，此一相當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二年。本號解釋理由書固已

就相當期限之認定，為詳細之說明，惟並未強調原則上仍未

排除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之適用（即依土地法第二百三

十三條前段、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發給補償費差

額），只是除適用該號解釋外，尚應就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

額之多寡、預算與預備金之編列及動支情形、可合理期待需

用土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素而定。本號解釋就此未予闡

明，恐生爭議。 
二、至原徵收土地處分因未被撤銷，其原已確定之徵收土地核准

案暫不因原補償處分之被撤銷而受影響，此與本院釋字第五

一六號解釋因原補償費尚未發給完竣，故補償之發給與徵收

土地核准處分之效力間具有不可分之一體性（註二）之情形有

所不同，亦即原徵收土地核准案並不因原補償處分之被撤銷

而立即失效，須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

案始原則上失其效力。 
三、多數意見認為，主管機關撤銷原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新補

償處分，如逾期（在法律未明文規定前，其期限最長不得超

過二年）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

效力。惟如前所述，本件撤銷原違法之補償處分，距原補償

、徵收處分確定時間，已相隔多年，茍需用土地人已依原徵

收之公用或公益目的完成土地之使用，例如所徵收之土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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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停車場，或闢建道路長期供公眾使用，或依法讓售第三

人建廠或興建住宅（註三），甚或再轉讓予其他人，凡此，於

法律上或事實上均難以回復，如謂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

，原徵收土地核准案一律失其效力，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

回復其土地，將衍生甚多爭議。此與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

釋係針對土地補償費尚未發給完竣，原土地徵收處分亦隨之

尚未確定之單純情形自有不同，二者實無法相提併論。固然

原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但重大公共利益之維護

（註四）、土地登記之公信力、善意第三人財產權之保障（註五

）及社會交易秩序之安定性亦應予考量。茍衡量維護上開後

者所列之利益大於將被徵收土地返還予原土地所有權人所欲

維護之利益，則縱然原補償處分撤銷後，逾期未發給補償費

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仍例外不失其效力，此際，原土

地所有權人只得循其他救濟管道（如請求國家賠償或提起行

政訴訟）請求主管機關賠償其所受損失（註六）。本號解釋就

此部分，認為在法律未明文規定前，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

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未設例外情形，難謂

已屬周延。 
註一：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八條前段規定，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

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註二：參照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理由書所載。 

註三：參照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四條第三、四、六項；促進產業升級

條例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 

註四：國家因公用或公益之目的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迭經本院釋

字第四○○號、第四二五號、第五一六號、第五七九號解釋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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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依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因公用徵收，於登記前已取得不

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不得處分其物權。學者亦有謂，徵收

完成後，需用土地人因而取得之權利，係屬原始取得，既已發

生所有權變動之效力，為保持地籍之完整起見，仍應依法辦理

登記，參閱李建良，損失補償，載於翁岳生編〈行政法(下)〉，

2006 年 10 月三版一刷，頁 685。第三人如因信賴登記而承讓被

徵收之土地，且又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依土地法第四十

三條、憲法第十五條規定，善意第三人因信賴登記，其財產權

亦同應受保障。 

註六：本院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謂，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 

 
部分協同意見書        大法官 葉百修 

本件解釋多數意見就公用徵收補償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

確定，補償費已依法發給完竣，嗣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即
補償機關)始發現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發

給之補償費短少，致原補償處分違法時，應於相當期限內依職權

撤銷原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並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

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乃補充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

釋，認補償機關逾「相當期限」仍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原徵收

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力，固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本

席深表贊同。惟上開所稱相當期限之認定，多數意見於解釋理由

書第四段參酌「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多寡、預算與預備金之

編列及動支情形、可合理期待需用土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

素，宣告此一相當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二年。本席與多數意見就此

相當期限之認定未盡相同，爰提出部分協同意見書如下： 
一、憲法關於財產權之保障，除具制度保障與個人保障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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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存續保障與價值保障之雙重保障功能。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財產權之保障具有雙重功能，除具制度

保障與個人保障外，並具存續保障與價值保障之功能（註一）

。憲法保障財產權之主要目的，並不在於禁止對財產權之無

補償的剝奪，而是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藉以

對抗國家之違法侵害。因此，財產權保障原則上是一種存續

保障（註二），祇有在國家基於公益上需要，依法加以合法侵

害（如公用徵收）時，財產權之存續保障，始由價值保障替

代之（註三）。此觀本院釋字第四○○號解釋謂「憲法第十五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

『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

遭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

及維護尊嚴。如因公用或其他公益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

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

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云云甚明。 
二、徵收補償之給予，係在貫徹財產權價值保障之憲法要求。 

公用徵收與財產權保障具有互補關係，憲法上之財產權保

障是在確保各個財產權人能擁有財產權之具體存續，已如上

述。因此，財產權人只有在憲法所規定之公用徵收之條件下

，才忍受國家對其財產權之侵害（註四）。而財產權保障也唯

有在合法之公用徵收下，才從存續保障變成財產權之價值保

障（註五）。 
由於現代自由民主之法治國家，莫不在憲法上揭櫫財產權

應予保障，但另一方面亦承認基於公益上之需要，得徵收私

有財產權，故為調和財產權保障與公用徵收間之失調關係，

乃承認因公用徵收所生之特別犧牲，應由社會全體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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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在公益與私益之調和下，仍能達成財產權保障之目的

，此種調和之法律技術手段，即為徵收補償。準此，徵收補

償是基於公負擔平等思想（註六）。故徵收補償實具有彌補因

公用徵收所生之財產變動，藉使被徵收關係人能夠在獲得與

被徵收標的物同種類或等值之物，以回復其未被徵收前之財

產狀況之功能（註七）。從而，徵收應予以補償，如未給予者

，我國法制係認徵收案從此失其效力（註八）。 
三、徵收補償不僅需相當，更應儘速發給，係保障財產權之憲法

要求。 
我國憲法雖無公用徵收要件以及徵收補償原則之明文，但

從本院歷次解釋意旨（註九）以觀，似已確定公用徵收需為公

用或其他公益目的之需要，始得為之；以及徵收應予相當補

償之原則。由於徵收補償之發給具有使被徵收人得藉獲得之

補償費，用以回復其被徵收前之財產狀況之功能，已如上述

。故徵收補償之發給，應儘速為之，係保障財產權之憲法要

求。準此，我國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土地徵收條例

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乃明文規定「徵收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

（三十日）後十五日內發給」即本斯理。雖然此項法定期限

，間或因對徵收補償有異議，由該管補償機關提交評定或評

議而得展延，然補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補償機關仍應即

通知需用土地人，並限期繳交轉發被徵收人，其期限亦不得

超過上述規定之「十五日」，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意旨

，仍重申此旨。僅於「應增加補償之數額過於龐大，應動支

預備金，或有其他特殊情事，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之

情形下，例外地承認仍應於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

相當期限」內儘速發給之，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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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力。然此項例外規定之「相當期限」，該號解釋理由書，

參酌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仍將其定為「三

個月」。核其意旨，仍在貫徹徵收補償應儘速發給之憲法要

求。 
四、職權撤銷原補償處分後，重新作成補償處分，並發給補償費

差額之相當期限，仍有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之適用。 
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雖係針對徵收補償經異議程序後

，補償費發給期限所為之闡釋。惟本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及上開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對於原補償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而確定後，始發現錯誤，於依職權撤銷原補償處分，另

作成補償處分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亦應有其適用。

但本件解釋多數意見以此種情形，尚非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條

例上開條文之適用範圍，認屬應由立法機關本於本院釋字第

四二三號、第五一六號解釋之意旨，以法律加以明定。然於

立法之前，多數意見逕以此種情形，非需用土地人所得預見

，亦無從責其預先籌措經費，以繳交補償費之差額，如適用

土地法、土地徵收條例等上開法律規定，要求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十五日或三個月內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

額，並發給土地所有權人者，事實上或法律上（如預算法相

關限制等）輒有困難而無可期待，故有關相當期限之認定，

應本於儘速發給之原則，並參酌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多

寡、預算及預備金之編列及動支情形、可合理期待需用土地

人籌措財源之時間等因素，宣告此一相當期限最長不得超過

二年。然本席以為： 
（一）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雖係針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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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補償價額經復議或行政救濟結果有變動者」而有其適

用，不過依舉重以明輕之原則，倘補償機關於原補償處

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後，嗣後發現錯誤，而應

再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者，核其情節，顯較土地徵收

條例上開條文所規範之「價額經復議或行政救濟結果而

有變動者」為輕。從而，原發給之補償費在客觀上既有

短少，自與本院上開解釋揭櫫應為「相當補償」之意旨

有所不符，補償機關即無為裁量之餘地，應於相當期限

內，依職權撤銷該已確定之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

處分，並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

有權人。是該相當期限之認定，不宜逾越土地徵收條例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所定之三個月。 
（二）多數意見參酌預算等國庫收支因素並認定屬特殊情事，

於原補償處分確定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

情形，非需用土地人所得預見，亦無從責其預先籌措經

費，故宣告於此種情形下，補償機關繳交補償費差額之

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二年。然預算編列等事宜，當屬需

用土地人因公用徵收之故，侵害人民財產權之存續保障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而應以補償費之發給

作為人民財產權價值保障所應承擔的憲法義務，自不得

以該義務是否容易履行，資為判斷「相當期限」之因素

，否則即有違補償費應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 
（三）矧價額經復議或行政救濟結果而有變動者，或補償機關

發現錯誤依職權撤銷原補償處分而另為補償處分，發給

補償費之差額者，均係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預籌補

償費時所無可預見，亦無從預先籌措經費，以繳交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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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之差額，兩者均係因原補償處分違法，致應另增發補

償費差額，其原因事實既屬相同，補發之期限自不因經

異議或行政救濟程序，或依職權撤銷原補償處分而有所

不同。前者依據本院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意旨，雖「增

加補償之數額過於龐大，需用土地人（機關）需動支預

備金支應，或有其他特殊情事」，尚且須三個月期限內

為之；後者依據本件解釋多數意見之認定，補償機關發

給補償費差額之期限得於二年內為之，兩者顯失平衡。

從而，此項相當期限，仍應有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

第四項所定三個月期限之適用。不應因「個案視發給補

償費差額之多寡、預算及預備金之編列及動支情形、可

合理期待需用土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而有所不同。 
綜上所述，本件解釋多數意見關於相當期限之認定，顯與憲法

第十五條及本院上開解釋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不盡相符，本席

殊難認同，爰提部分協同意見如上。 
註一：Nüβgen/Boujong, Eigentum, Sozialbindung, Enteignung, 1987. S. 1. 

註二：BVerfGE 68, 193,222. 

註三：BVerfGE 50, 300, 323. 

註四：BVerfGE38, 175, 181. 

註五：BVerfGE 35, 348, 361; 56, 249, 260; 58, 300, 323. 

註六：近藤昭三，「行政と補償」，載雄川一郎‧高柳信一編「現代

の行政」，岩波書店，1967，頁 315。 

註七：BGH 59, 250=NJW 1973, 47; BGH NJW 1981, 1663; BGH NJW 

1982, 1277. 

註八：本院院字第二七○四號解釋，釋字第一一○號、第四二五號、

第五一六號解釋，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條第三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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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九：本院釋字第四○○號、第四○九號、第四二五號、第四四○號

解釋參照。 

 
抄林○材等三十人釋憲聲請書 
主 旨：為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1372 號確定終局判決適

用 鈞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發生該號解釋之疑義，懇

祈 鈞院大法官補充解釋，俾保障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

本權。 
說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的目的 

鈞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謂：「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

，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

五日內』發給。此項法定期間，雖或因對徵收補償有異議，

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然補償費額經評

定或評議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行通知需用土地人，並限

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其期限亦不得超過土地法上述規

定之十五日（本院院字第二七○四號、釋字第一一○號解釋

參照）。倘若應增加補償之數額過於龐大，應動支預備金，

或有其他特殊情事，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仍應於評定

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依民國八十九年二月

二日公布之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為三個月）內儘

速發給之，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其中就

何謂「相當之期限」並無詳加說明，雖其用語之不確定性可

供適用機關依實際情形彈性解釋適用，惟最高行政法院卻以

此解釋內容作為依據，作成侵害人民財產權之違憲判決，其

於判決中指出：徵收補償機關未依法發給完整補償金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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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依法定程序異議、訴願後仍不為差額補償處分，待數年

後始發現法律適用錯誤而為差額之補償處分，性質上屬於另

一補償處分，因此於差額補償處分作成前補償機關並無給付

義務，則並無釋字第 516 號解釋所指補償逾期或遲延之問題

，因此徵收處分未因此失其效力。前開判決對於前開解釋內

容顯然趨向於對人民不利之解釋，且違反相關法令規定十五

日、三個月與對於釋字第 516 解釋內容所指「相當之期限」

有所誤認，而有補充解釋之必要。 
貳、聲請補充解釋之依據與理由 
一、大法官會議第 607 次會議決議 

67 年 11 月 24 日大法官會議第 607 次會議決議通過：

「人民對於本院就其聲請解釋案件所為之解釋，聲請補充

解釋，經核確有正當理由應予受理者，得依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予以解釋。」於 68
年 3 月 16 日公布之釋字第 156 號解釋理由書第 2 段首先

援引本決議為受理該聲請案並認為應予補充解釋之依據。

儘管本則決議內容要求該聲請補充解釋之聲請人必須為原

解釋聲請人，本則決議仍有以下重大意義：１、確認人民

得為聲請補充解釋程序之聲請主體；２、確立了人民聲請

補充解釋之程序依據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4 條第 1 項

第 2 款（現行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３、擴張人民得聲請解釋憲法之聲請客體範圍於大

法官會議解釋。 
二、大法官會議第 948 次會議決議 

81 年 3 月 27 日大法官會議第 948 次會議決議第 4 案乃

依「翁大法官岳生等 9 位大法官提案:『當事人對於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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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本院解釋，發生疑義（包括解釋本身違

憲、解釋之適用範圍或裁判對解釋之誤解等疑義），依其

聲請意旨有相當理由者，應依大法官會議法第 4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受理。』」而作成決議：「當事人對於確定終

局裁判所適用之本院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解釋時，仍依

大法官會議法有關規定視個案情形審查決定。」本則決議

內容雖並未如前開第 607 次會議決議之「聲請補充解釋」

之明文，但從提案理由可認，本則決議所謂「發生疑義」

者，包括解釋本身違憲、解釋之適用範圍或裁判對解釋之

誤解等疑義。準此，確立了人民得聲請補充解釋之另一類

型，即：當人民並非原解釋聲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大法官解釋發生疑義得聲請補充解釋之客體。 
三、釋字第 503 號解釋 

89 年 4 月 20 日釋字第 503 號解釋之聲請「主旨」：「

為因行政法院…判決適用鈞院釋字第 356 號解釋；…牴觸

憲法第 15 條、第 23 條…」；對於疑義之性質，主張：「

…鈞院釋字第 356 號解釋，若採取併罰主義，有無牴觸憲

法第 15 條、第 23 條之規定…若非採取併罰主義，亦請鈞

院明確解釋…懇祈鈞院大法官補充解釋，俾保障人民受憲

法保障之基本權利。」大法官於釋字第 503 號解釋理由書

中說明受理本件補充解釋聲請之理由：「按當事人對於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本院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補充解釋

，經核確有正當理由者，應予受理。本件聲請人…經行政

法院確定終局判決引用本院釋字第三五六號解釋作為判決

之依據，惟該號解釋對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被處行為

罰與因逃漏稅捐而被處漏稅罰，究應併合處罰或從一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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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並未明示，其聲請補充解釋，即有正當理由，…」依

本件解釋聲請書所指陳系爭解釋所生疑義，較接近大法官

會議第 948 次會議決議所謂「裁判對解釋之誤解」的疑義

，另外從解釋理由書對受理事由所為之論述，得以確認：

１、本件聲請人非原解釋之聲請人；２、大法官確認本件

聲請補充解釋客體，即業經行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援引為

判決依據的釋字第 356 號解釋之適用疑義，以之聲請補充

解釋，即有正當理由。 
四、本聲請案符合聲請補充解釋之要件 

本件聲請案為人民對於確定終局裁判適用之大法官解釋

發生疑義聲請補充解釋。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為最高行政法

院 96 年度判字第 1372 號判決，系爭解釋為釋字第 516 號

解釋，所生疑義乃在該解釋之「相當之期限」於原解釋未

臻明確，致系爭判決於適用 鈞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時，

針對原徵收補償處分有重大違法致補償金額短少所為事後

另為增加補償金額之差額處分，法院解釋為「重為徵收補

償金額處分，嘉義縣政府之給付義務經該處分生效後始產

生，無給付遲延問題」、「重為增加徵收補償處分，原非

需用土地人所得預見並可預作籌措，嚴守釋字第 110、
516 號解釋之意旨於 15 日或 3 個月等法定期限無法期待

」，發生以下疑問：（一）土地法規定之十五日、土地徵

收條例規定之三個月是否應嚴加遵守？若因法律上或事實

上無法遵守時，該等不適用前開具體期限之例外情形為何

？（二）承上，該等例外情形所應遵循之「相當之期限」

有無上限？（三）適用法律顯有錯誤致生徵收補償短少而

事後為增加徵收補償之處分，此種增加徵收補償之處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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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無期限之限制，抑或增加徵收補償之處分，此種增加

徵收補償之處分本身有無期限之限制，抑或增加徵收補償

處分於作成後始有補償發放有無逾越相當期限之問題？（

四）承上，若採前一解釋（增加徵收補償處分本身有期限

之限制），則該增加徵收補償處分如超過法定具體期限或

相當期限時，能否使得原徵收處分溯及失其效力？（聲請

人加註：若採否定見解，因不須另為徵收處分，則徵收補

償金額係依據土地原公告現值計算，若採肯定見解，則應

重為另一徵收處分而得依據較新公告現值為徵收之補償）

（五）若前述問題如同本件終審法院之採否定見解是否牴

觸憲法第 15 條與第 23 條，而有「裁判對解釋之誤解」之

疑義而聲請補充解釋之正當理由，懇祈 鈞院大法官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受理本聲請

案。 
叁、本案事實經過 
一、行政救濟過程： 

聲請人等共有座落嘉義縣梅山鄉梅○段 1070、1071、
1072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前經臺灣省政府以民

國 79 年 4 月 2 日 79 府地二字第 142673 號函核准徵收，

並經嘉義縣政府 79 年 5 月 9 日公告徵收為嘉義縣梅山鄉

都市計畫停車場停（一）用地。原土地所有權人林陳○（

聲請人林○材之母）、曾○耀曾於公告期間就補償費過低

提出異議，經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下稱竹崎地政事務

所）函復以 78 年公告現值無誤等語。聲請人林○材之母

林陳○、曾○耀乃於 81 年 3 月再提出陳情要求提高補償

金額，嘉義縣政府於 81 年 4 月發函，以符合都市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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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規定為由否准。梅山鄉公所於 82 年 4 月 14 日舉

辦簡易工程用地徵收協調會，函請嘉義縣政府提高補償費

標準，該府以 82 年 5 月 19 日 82 府地權字第 47134 號函

否准。上訴人曾○耀遂向臺灣省政府提起訴願，經決定撤

銷原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嘉義縣政府嗣於 82
年 10 月將全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並依 60 年 5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413204 號函作成否准提高之決議謂：「

查土地法第 247 條所稱對於補償地價之估定有異議應提交

地價評議會評定，係指未經依法規定地價之土地而言，已

規定地價之土地自無土地法第 247 條之適用。」等語，因

原土地所有權人異議，拒絕領取，遂於 82 年 12 月 22 日

提存，上訴人曾○耀未再對嘉義縣政府之決定提起訴願。

嗣上訴人林○材於 91 年 9 月以需用土地人嘉義縣梅山鄉

公所（下稱梅山鄉公所）未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系爭土

地，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系爭土地。嗣林○材於會勘現場

時再次陳述系爭土地徵收地價核算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重新檢討，竹崎地政事務所始發現

徵收當期（78 年）公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非公共設施

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之情，乃函報嘉義縣政府重新

提請嘉義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委員會於

91 年 11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評議通過系爭土地 78 年公

告土地現值由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120 元更正為

1,670 元，並函報內政部以 91 年 12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158181 號函同意備查，嘉義縣政府於 91 年 12 月 24
日以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函公告更正系爭土地 76 年

、77 年及 78 年土地公告現值，並經嘉義縣政府動支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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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金補足差額，於 93 年 5 月 18 日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 93 年 5 月 28 日

於梅山鄉公所發放差額補償費，聲請人等以嘉義縣政府未

於相當期限內發放差額補償費，乃拒絕領取。 
二、司法救濟過程： 

聲請人等以嘉義縣政府未於相當期限內發放差額補償費

，乃於 92 年 12 月 26 日向內政部請求確認，歷經一年二

個月仍未確認，聲請人等乃依行政訴訟法第 6 條提起『確

認系爭土地徵收之法律關係不存在』訴訟。主張：（一）

嘉義縣政府就系爭土地所發放之土地補償費，本應依都市

計畫法第 49 條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

公告現值加 4 成為準，當時卻誤引平均地權條例第 10 條

，按照被徵收土地當期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 120 元為準

，加 4 成為補償，造成應發補償費及實發之補償費用相差

約 14 倍之鉅，直至 91 年 12 月 24 日始以嘉義縣政府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函公告更正錯誤之公告現值，以同

一區段（第 76 區段）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

平均公告現值 1,670 元為計算基準，故徵收之初所發放之

補償費與應發放金額，顯不相當，且應補足之差額亦未於

相當期間內發放，足認其徵收程序有違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應失其效力。（二）系爭土地之需用土地人梅山

鄉公所未通知當時被徵收土地之所有人參加表示意見，此

有協調會紀錄可稽，故此應認未經合法與土地所有權人協

議之手續，其行政處分有重大瑕疪（司法院釋字第 409 號

解釋參照）；再按，土地法第 215 條第 1 項明定徵收土地

時，其改良物應一併徵收，然嘉義縣政府於 8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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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評議結果竟為地上改良物及土地改良不予補償，不

僅疏未注意系爭土地地價之錯誤，且其對於地上改良物及

土地改良不予補償，亦屬侵害人民權利，參考司法院釋字

第 516 號解釋，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為此依行

政訴訟法第 6 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徵收之法律關係不

存在。 
三、終審確定判決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結果略以：（一）本件徵收補償處分

，於 82 年 10 月 19 日嘉義縣政府交所屬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後，即為確定。嘉義縣政府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所為增加徵

收補償金額之處分，實乃依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就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之徵收補償處分予以撤銷，重為一徵收

補償處分，該重為之徵收補償處分自應於送達受處分人後

，發生效力，嘉義縣政府之給付義務亦因該處分生效後始

經具體認定，在此之前，自無增加補償金額之給付義務，

亦不生因給付逾期致使徵收失其效力之問題。（二）司法

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係就人民對徵收補償有異議之情形

，即徵收補償尚未確定之情形而為解釋。於此情形，徵收

補償處分既未經確定，於評定或評議之結果作成，若有應

增加補償金額者，其增發徵收補償之義務即經確認，補償

機關自應於其後之 15 日內發給徵收補償。至徵收補償原

已逾法定救濟期間，因徵收補償機關就為補償基礎之土地

公告現值於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後重新調整，其時原徵

收補償處分尚未經撤銷，重為之徵收補償處分尚未作成，

自與前開情形有別，無從為相同之處理。需用土地人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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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准徵收前，應就徵收補償之金額為調查估算後並預作

籌措；徵收核准機關於核准徵收前，則應就徵收補償金額

及其籌措加以審核，必其徵收補償金額係屬正確，屆期給

付係屬可能，始予核准；徵收補償機關於此情形下，其給

付徵收補償合於土地法第 233 條之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

110 號、第 516 號解釋之意旨，自屬可期待。而於原徵收

補償處分有所違誤，原土地所有權人未為爭議，經過若干

時日該處分已確定後，始發現原徵收補償金額錯誤，而須

撤銷原已確定之徵收補償處分另為增加補償金額之處分者

，原非應繳付徵收補償款項之需用土地人所得預見並可預

作籌措。若謂就重為增加徵收補償處分，仍應嚴守前開司

法院解釋之意旨，須於補償地價評定或評議確定後 15 日

內（或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第 4 項所定之 3 個月內）給

付完竣，事實或法律（如預算法相關限制）上顯有困難而

無法期待，是於此情形，自不得解為仍須於補償地價補償

之評定或評議確定後 15 日（或必要時 3 個月）內發給完

竣，否則徵收失效。上訴人前開主張，並不足採。 
肆、聲請釋憲之理由及對本案所持立場與見解 
一、徵收處分無效：按，行政程序法第 111 條規定行政處分無

效之情形，其中因為有第 7 款「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疪

」規定之關係，成為「例示規定」，例示規定應採用「類

比解釋」方法，學者李惠宗指出，所謂「其他具有重大明

顯之瑕疪」，係指該瑕疪明顯違反法律規定之意旨者，包

括「法律已明文規定」及依類比解釋結果，「瑕疪嚴重應

使其無效的情形」。而所謂「瑕疪嚴重應使其無效的情形

」，特別是指違反公權力行使限制而造成人民權益嚴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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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司法院釋字第 425 號解釋稱：「……土地徵收對被

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而言，係為公共利益所受特別犧牲，

是補償費之發給不宜遷延過久。本此意旨，土地法第二百

三十三條明定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

此法定期間……應嚴格遵守。」因此若未依限發給補償，

應屬無效，蓋此種要件具有限制公權力濫用之功能，此有

李惠宗所著，「行政法要義」2007 年第三版，頁 356 可

茲參閱。學者為此解釋目的無非在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之財產權，至於其所指「應屬無效」者，應指徵收處分

而言。其中「依限發給」所隱含的期限，於釋字第 516 號

解釋中有加以具體化為：（一）土地法第 233 條規定之補

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 15 日內發給；（二）因對徵收補償

有異議，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延展，然補

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行通知需用

土地人，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其期限亦不得超

過土地法上述規定之 15 日；（三）倘若應增加補償之數

額過於龐大，應動支預備金，或有其他特殊情事，至未能

於 15 日內發給者，仍應於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

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至於何謂「相當之期限」，該

解釋之理由書中則特別指出為依民國 89 年 2 月 2 日公布

之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第 4 項所規定之 3 個月。查，本

件徵收處分作成於民國 79 年 4 月 2 日，但由於補償費未

依照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定補償金額，致所定補償金

額之標準本應依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 1,670 元誤為

120 元來計算本件補償費，經被徵收土地所有人之不斷異

議、陳情與訴願均無效果。嗣林○材於 91 年 9 月以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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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嘉義縣梅山鄉公所未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系爭土

地，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系爭土地，於會勘現場時再次陳

述系爭土地徵收地價核算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

經嘉義縣政府重新檢討，竹崎地政事務所始發現徵收當期

（78 年）公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

區段地價平均計算之情，乃函報嘉義縣政府重新提請嘉義

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委員會於 91 年 11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評議通過系爭土地 78 年公告土地現值

由每平方公尺 120 元更正為 1,670 元，然差額補償金額實

際上卻遲至 93 年 5 月 28 日才通知發放。綜上事實觀之，

徵收處分作成於 79 年，補償金額於 93 年始完全發放完畢

，試問本件補償是否依限發給？既然徵收應予補償之規定

，在學理上稱之為「結合條款」（或稱互相依存條款），

且釋字第 516 號解釋亦強調「有徵收即有補償，補償之發

給與徵收土地核准處分之效力間，具有不可分之一體性」

，則本件補償處分未依限發給之情形相當顯然，原徵收處

分應失其效力。 
二、最高行政法院判決解釋適用釋字第 516 號解釋有違憲疑慮

：按，行政程序法第 118 條規定：「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

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依此規定，當徵收補償金額有短

少，則補償義務機關若思補救，有兩種途徑可供選擇：（

一）作成另一差額補償之行政處分；（二）撤銷原補償處

分，另為一完整補償之行政處分。惟不論是差額補償處分

或撤銷原處分另為完整補償處分均應符合補償發給之法定

期限，否則徵收仍應失其效力。查，本件嘉義縣政府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所為增加徵

 36



總統府公報                          第 6842 號 

收補償金額，既係以每平方公尺 1,550 元計算，則顯係採

循前開（一）之差額補償處分之補救方式。然查，本件終

審判決即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1372 號判決卻於頁

19 謂：「嘉義縣政府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所為增加徵收補償金額（聲請人註：以

每平方公尺 1,550 元計算）之處分，實乃依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就法定救濟期間經過之徵收補償處分予以撤

銷，重為一徵收補償處分」，認定該補償處分係補償義務

機關依法撤銷原違法補償處分（聲請人註：以每平方公尺

120 元計算）所為另一之補償處分，此部分之見解是否有

判決未依證據調查事實（嘉義縣政府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

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所為增加徵收補償金額，既係

以每平方公尺 1,550 元計算）以及理由矛盾（原補償處分

以每平方公尺 120 元計算，既經撤銷，則所重新為之補償

處分應該以當期即 93 年每平方公尺 6,200 元計算，而非

1,550 元，參見「證物三」）之違法問題，雖不在法律審

或是憲法解釋中之重點，但依此見解，仍導致本件判決產

生違憲疑義，亦即「若原補償處分因經撤銷失其效力不存

在，所為依存 79 年作成之徵收處分是否即失所附麗而失

效？」實則本件終審法院顯然係為求袒護行政機關並維持

徵收處分之效力，為規避補償發給之法定期限所為解釋，

此觀其判決謂：「該重為之徵收補償處分自應於送達受處

分人後，發生效力，嘉義縣政府之給付義務亦因該處分生

效後經具體認定，在此之前，自無增加補償金額之給付義

務，亦不生因給付逾期致使徵收失其效力之問題。」至為

灼然。 

 37



總統府公報                          第 6842 號 

三、綜觀 鈞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文內容，可知徵收補償處分

未即時者，足溯及使原徵收處分失其效力，而所謂合法合

憲之徵收補償處分除應「即時」外亦應「相當」，因此不

相當之原徵收補償處分，對於人民而言，實質上亦為非即

時之補償，依照釋字第 516 號解釋之意旨，若補償義務機

關未於法定具體期限或相當之期限完成差額補償處分，原

徵收處分已然失其效力，則儘管補償義務機關數年後為一

差額補償處分仍無法令已失效之徵收處分死灰復燃。若依

照最高行政法院系爭判決之見解，認為須增加之差額補償

處分於送達受處分人後，嘉義縣政府始生給付義務，在此

之前不生給付逾期致使徵收失其效力之問題，則行政機關

遲遲不為增加補償金額處分，人民亦訴求無門。如此，豈

不明指行政機關對於人民因公共利益而受之特別犠牲可不

給予任何補償，此何能謂係民主法治國家應有之制度設計

。且土地法第 233 條、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均亦將形同

具文，並減損釋字第 516 號解釋之效力範圍，造成人民財

產權遭受侵害之漏洞。 
四、查，另一與本案相類似之事實，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2 年

度訴更字第 84 號判決認為「本件系爭土地應補償之地價

經發現與按照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

結果有誤，被告早於七十八年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府地二字

第六八一八○號公告更正系爭土地七十七年度之公告現值

，並依該公告現值核算原告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價額，是

系爭土地之差額地價補償費，業於七十八年十二月十四日

核定，然被告卻遲至八十一年九月二十三日始以府地用字

第四七八九二號函通知原告領取差額地價乙節，此為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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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爭執，足見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價額，被告自核定起

至八十一年九月二十三日通知原告補發差額止，已歷經二

年又九個多月，依上開說明，顯難認此期間仍符合司法院

釋字第五一六號解釋理由書所稱之相當期間（三個月）甚

明。」本判決雖非最高行政法院判決，但上開判決見解，

對於 鈞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所為解釋，未區分增加補償

金額之款項可否預見並可預作籌措而有不同，認均應遵循

釋字第 516 號解釋所稱之「相當期間」，人民之財產權始

有保障。該判決所持見解與本件聲請人之見解相同，顯然，

本件聲請人對於釋字第 516 號解釋之解讀亦非全然無據。 
五、退萬步言，縱令為求公益之維護，犧牲被徵收土地人之財

產權，不輕易令徵收處分失效，則 鈞院釋字第 516 號解

釋應有以下憲法上之疑義應釐清：（一）土地法規定之十

五日、土地徵收條例規定之三個月是否應嚴加遵守？若因

法律上或事實上無法遵守時，該等不適用前開具體期限之

例外情形為何？（二）承上，該等例外情形所應遵循之「

相當之期限」有無上限？（三）適用法律顯有錯誤致生徵

收補償短少而事後為增加徵收補償之處分，此種增加徵收

補償之處分本身有無期限之限制，抑或增加徵收補償處分

於作成後始有補償發放有無逾越相當期限之問題？（四）

承上，若採前一解釋（增加徵收補償處分本身有期限之限

制），則該增加徵收補償處分如超過法定具體期限或相當

期限時，能否使得原徵收處分溯及失其效力？（聲請人加

註：若採否定見解，因不須另為徵收處分，則徵收補償金

額係依據土地原公告現值計算，若採肯定見解，則應重為

另一徵收處分而得依據較新公告現值為徵收之補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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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前述問題如同本件終審法院之採否定見解是否牴觸憲

法第 15 條與第 23 條，而有「裁判對解釋之誤解」之疑義

而聲請補充解釋之正當理由，懇祈 鈞院大法官依司法院

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受理本聲請案。 
伍、補充兩項聲請釋憲之理由 
一、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解釋所賦予各級法院法官於審理

案件時，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先行聲請解釋憲法之

權限，不僅是法官之權利，同時更是義務。憲法之效力既

高於法律，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當裁判所根據之法規

範於憲法之保障基本人權意旨有不足或牴觸之疑義，應儘

為有利於人民基本權保障之合憲性解釋而為適用，或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而聲請大法官解釋。如今承審法官對於為裁

判根據之釋字第 516 號解釋內容之解釋既與釋字第 516 號

解釋意旨本身有所岐異，對此憲法層次之先決問題不思聲

請大法官解釋在先，逕自朝向不利於人民基本權利保障之

解釋而為判決在後，顯然違反前開法官優先遵守憲法之義

務，懇請 鈞院大法官對於本案當事人所提出之聲請案從

寬受理，以資解決釋字第 516 號解釋所生疑義。 
二、按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到不法侵

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

法律或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大法官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從寬

理解。彭鳳至大法官在針對釋字第 582 號解釋提出部分不

同意見書指出：「大法官認定確定終局裁判是否適用特定

法律或命令，一向採取十分寬鬆的標準，…從確定終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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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內容中，可以看出任何與系爭法令內容相同或相當文

句之『蛛絲馬跡』，也可以認定系爭法令的內容已納入該

裁判獲致裁判結果的涵攝過程，因而『實質援用』了系爭

法令」。從彭大法官前述之部分不同意見書精確指出，假

使在終審判決並未明白援引判例等「解釋性規範」情形下

，大法官仍得「自行設定」「系爭判決適用證據法則與論

理法則演繹過程，再推定該過程中必然援引解釋規範」的

話，大法官無疑並非在審查終審法院所適用之「法律或命

令」，毋寧是在審查終審法院對法律或命令的「解釋本身

」。更有甚者，釋字第 374 號解釋指出，「最高法院之決

議原僅供法院內法官辦案之參考，並無必然之拘束力，…

又為代表最高法院之法律見解」，另謂「如經法官於裁判

上援用時，自亦應認與命令相當」，因此，透過司法院大

法官對於「法律或命令」一詞不斷的擴張，「法院之法律

見解」與「法律或命令」只有一線之隔，而距離明白承認

「針對判決的憲法訴願」，質言之，直接以裁判本身作為

合憲性審查的標的，其實只有一步之遙。實則，對於具有

民主正當性的立法作用，其違憲得以違憲審查，對於不具

有民主正當性的判決違憲何以不可？若思尊重法院審判權

，亦可從審查範圍限縮於「法規範適用的結論是否將牴觸

憲法」以及「法官造法是否已逾越界線」以為解決。本件

聲請案針對釋字第 516 號解釋本身適用範圍之疑義具有重

大憲法意義，終局確定判決對相關憲法問題尚未釐清，而

終審法官就系爭解釋之適用範圍所為解釋已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本件聲請案之目的除追求

個別權利之保障外，毋寧也具有解釋與續造客觀憲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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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懇請鈞院大法官另行諭知所為解釋具有拘束最高行政

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1372 號判決之效力，以茲聲請人提出

再審作為救濟。 
陸、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數（以時間順序排列） 

證物一：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 91 年 11 月 13 日 91 嘉竹地

三字第 0910006755 號函影本。 
證物二：嘉義縣政府 91 年 11 月 5 日 91 府地權字第 0132700

號函影本。 
證物三：地價第二類謄本乙份。 
附件一：臺灣省政府 79 府地二字第 142673 號函影本乙份。 
附件二：臺灣省政府訴願決定書 82 府訴一字第 170185 號影

本乙份。 
附件三：嘉義縣政府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嘉義縣政府

公告影本乙份。 
附件四：嘉義縣政府 92 府地權字第 0920011205 號書函影本

乙份。 
附件五：嘉義縣政府 92 府地權字第 0920019266 號函影本乙

份。 
附件六：向內政部請求確認徵收法律關係不存在之申請書影

本乙份。 
附件七：內政部訴願決定書 92 台內訴字第 0920007926 號影

本乙份。 
附件八：嘉義縣政府 93 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影本乙

份。 
附件九：嘉義縣政府 94 府地權字第 0940034661 號函影本乙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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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嘉義縣政府 94 府地權字第 0940069573 號函影本乙

份。 
附件十一：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169 號判決正

本乙份。 
附件十二：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1372 號判決正本乙

份。 
謹 狀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林○材 林○培 林○富 林○興 郭○只  

葉○良 蔡○全 蔡○上 黃○綿 蔡○梗  
蔡○峰 蔡○文 蔡○芳 曾○耀 鍾○樂  
劉李○碧 徐○文 王黃○固 郭簡○霞 
盧○松 林○德 簡○聖 楊吳○雲 林○松  
游○庚 游○ 游○ 游○綸 吳○稟 游○亮 

送達代收人：林○材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年 八 月 十 九 日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96 年度判字第 1372 號 
上 訴 人 林○材 林○培 林○富 林○興 郭○只  

葉○良 蔡○全 蔡○上 黃○綿 蔡○梗  
蔡○峰 蔡○文 蔡○芳 曾○耀 鍾○樂  
劉李○碧 徐○文 王黃○固 郭簡○霞 
盧○松 林○德 簡○聖 楊吳○雲 林○松  
游○庚 游○ 游○ 游○綸 吳○稟 游○亮 

（住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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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訴訟代理人 張 雯 峰 律師 

 奚 淑 芳 律師 
被 上 訴 人  內政部（設略） 
代 表 人 李 逸 洋（住略） 
上列當事人間因土地徵收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25 日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169 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理 由 
一、上訴人等共有座落嘉義縣梅山鄉梅○段 1070、1071、1072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前經臺灣省政府以民國 79 年

4 月 2 日 79 府地二字第 142673 號函核准徵收，並經嘉義縣

政府公告徵收為嘉義縣梅山鄉都市計畫停車場停(一)用地。上

訴人曾○耀曾於公告期間就補償費過低提出異議，經嘉義縣

竹崎地政事務所（下稱竹崎地政事務所）函復以 78 年公告

現值無誤等語。上訴人曾○耀乃於 81 年 3 月再提出陳情要

求提高補償金額，嘉義縣政府於 81 年 4 月發函否准，上訴

人曾○耀遂向臺灣省政府提起訴願，經決定撤銷原處分，由

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嘉義縣政府嗣於 82 年 10 月將

全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並作成否准提高之決議，上

訴人曾○耀未對嘉義縣政府之決定提起訴願。嗣上訴人林○

材於 91 年 9 月以需用土地人嘉義縣梅山鄉公所（下稱梅山

鄉公所）未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系爭土地，聲請照徵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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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收回系爭土地，經嘉義縣政府重新檢討，由竹崎地政事務

所發現徵收當期（78 年）公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非公共

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之情，乃函報嘉義縣政府重

新提請嘉義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於 91 年 11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評議通過，系爭土地 78 年公告土地現值由每

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120 元更正為 1,670 元，並經嘉義

縣政府動支第 2 預備金補足差額，於 93 年 5 月 18 日以府地

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 93 年 5 月

28 日於梅山鄉公所發放差額補償費。上訴人等以嘉義縣政

府未於相當期限內發放差額補償費，乃拒絕領取，並提起本

件確認訴訟。主張：（一）嘉義縣政府就系爭土地所發放之

土地補償費，本應依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以徵收當期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公告現值加 4 成為準，當時卻誤引平

均地權條例第 10 條，按照被徵收土地當期之公告現值每平

方公尺 120 元為準，加 4 成為補償，造成應發補償費及實發

之補償費用相差約 14 倍之鉅，直至 91 年 12 月 24 日始以嘉

義縣政府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函更正錯誤之公告現值

，以同一區段（第 76 區段）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平均公告現值 1,670 元為計算基準，故徵收之初所發放

之補償費與應發放金額，顯不相當，且應補足之差額亦未於

相當期間內發放，足認其徵收程序有違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

解釋，應失其效力。（二）系爭土地之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

所未通知當時被徵收土地之所有人參加表示意見，此有協調

會紀錄可稽，故此應認未經合法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之手續

，其行政處分有重大瑕疵；再按，土地法第 215 條第 1 項明

定徵收土地時，其改良物應一併徵收，然嘉義縣政府於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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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0 月 19 日評議結果竟為地上改良物及土地改良不予補償

，不僅疏未注意系爭土地地價之錯誤，且其對於地上改良物

及土地改良不予補償，亦屬侵害人民權利，參考司法院釋字

第 516 號解釋，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力；被上訴人曾

於其所屬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第 80 次會議決議徵收失效，

而以 92 年 8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70725 號函通知另案

申請人，該案係以嘉義市政府於 78 年 12 月 14 日更正地價

後，遲至 81 年 9 月 23 日始通知領取補償地價，故此徵收失

效；經原審 92 年度訴更字第 84 號判決亦採相同見解，該案

與本件相同，依行政程序法第 6 條，不得為差別待遇等語，

為此依行政訴訟法第 6 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徵收之法律

關係不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一）行為時土地法第 227 條第 3 項規定：

「土地權利利害關係人對於第一項之公告事項有異議者，應

於公告期間內向市、縣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本件於 79
年徵收公告期間，僅 1071、1072 地號土地之原土地所有權

人提出地價及其地上物補償費偏低之異議。且上開 2 筆土地

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提出異議後，經嘉義縣政府查明該地價及

地上物之徵收補償費無誤，嗣原土地所有權人曾○耀（即上

訴人）不服，向臺灣省政府提起訴願，經該訴願決定原處分

撤銷，命嘉義縣政府另為適法之處分後，嘉義縣政府即提交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82 年度第 2 次會議評議通過，

維持原查估補償，並報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備查在案，原土地

所有權人等未就上開處理結果不服再提起行政救濟。嗣上訴

人等於 91 年 9 月以需用土地人未依照核准計畫開始使用，

申請照徵收價額收回被徵收土地時，當場陳述本件徵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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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偏低，嗣經嘉義縣政府查明並重新評定地價後，於 91
年 12 月更正公告土地現值，並於 93 年 5 月 28 日發放差額

補償費，土地所有權人遂以嘉義縣政府未於相當期限內發放

徵收補償價額差額，主張徵收失效，惟申請人對地價偏低之

異議並非於徵收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顯不符前揭土地法

之規定。至本件雖於補償地價重行評定後約 1 年半始發放補

償價額差額，難據以認定已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及

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第 4 項之規定而應失其效力。（二）

於 78 年間辦理本件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時，誤將系爭土地與

毗鄰之農業區均劃為同一地價區段（屬梅山鄉第 71 地價區

段，區段地價每平方公尺 120 元）。惟於 91 年間，上訴人

林○材等人陳稱公告土地現值偏低時，經派員會同相關單位

實地勘察，發現該等土地業經都市計畫劃定為停車場用地，

且實地亦已部分施工，乃依據平均地權條例第 10 條暨同條

例施行細則第 63 條第 5 款規定，將該等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之地價，以毗鄰非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為每平

方公尺 1,670 元。本件地價偏低之錯誤，不具有行政程序法

第 111 條第 7 款及第 101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重大明顯瑕疵，

公告現值評定尚不因而成為無效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上訴人

等共有系爭土地，前經臺灣省政府 79 年 4 月 2 日 79 府地二

字第 142673 號函核准徵收，並經嘉義縣政府以 79 年 5 月 9
日府地權字第 34504 號公告徵收為梅山鄉都市計畫停車場停

(一)用地，公告期間自 79 年 5 月 10 日起 30 天，上訴人曾○

耀曾於公告期間就補償費過低提出異議，經嘉義縣政府函請

竹崎地政事務所及梅山鄉公所查明地價及地上物補償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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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竹崎地政事務所嗣函復以：「經查梅山鄉都市計畫區梅

○段 1071、1072 地號 2 筆土地原非停車場用地，其地價依

照平均地權條例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之規定，劃分地價區段

時係以使用分區、使用類別、情形、道路、溝渠等易於辨別

之自然界線為準劃設之，並經本縣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議通過在案，本案 78 年公告現值無誤。」

等語，另梅山鄉公所則於 79 年 9 月 21 日上午 10 時至現場

會勘，因地主抗爭，故無法進行複查。上訴人曾○耀乃於

81 年 3 月 11 日再提出陳情，嘉義縣政府再訂於 81 年 3 月

25 日前往會勘，該會勘結論以：「地價補償費偏低……請

酌情提高補償費」，並於 81 年 4 月 10 日以 81 府地權字第

25155 號函復以：土地改良物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36 條及其

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得申請減免土地增值稅，不另補償，

另地價補償係依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辦理，其要求提高

補償，依法無據等語。另梅山鄉公所於 82 年 4 月 14 日舉辦

簡易工程用地徵收協調會函請嘉義縣政府提高補償費標準，

經該府以 82 年 5 月 19 日 82 府地權字第 47134 號函否准；

上訴人曾○耀遂向臺灣省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以嘉義

縣政府未將該異議案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為

由，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嘉義縣政府乃於 82 年 10 月 19 日將全案提交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並作成地上改良物及土地改良不予補

償之決議，另依據被上訴人 60 年 5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413204 號函所示：「查土地法第 247 條所稱對於補償地價

之估定有異議應提交地價評議會評定，係指未經依法規定地

價之土地而言，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自無土地法第 247 條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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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語，乃決定地價部分無須再提起評議。上訴人曾○

耀未再對嘉義縣政府之決定提起訴願，系爭土地徵收公告因

而確定。有關徵收補償金之發放，同意領取者於 79 年 6 月

22 日發放，未領取者於 82 年底如數提存，依法均已補償完

竣。上訴人林○材於 91 年 9 月 20 日以需用土地人未依照核

准計畫期限使用系爭土地，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系爭土地，

經嘉義縣政府派員於 91 年 10 月 17 日現場會勘時，上訴人

林○材陳述系爭土地徵收地價核算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

規定，嘉義縣政府即於 91 年 11 月 5 日函請竹崎地政事務所

就徵收當時查報之地價重新檢討，嗣經竹崎地政事務所重新

檢討，發現徵收當期（78 年）公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之情，乃函報嘉義縣政

府，重新提請嘉義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於 91 年 11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評議通過，系爭土地 78 年公告土地現值

，由每平方公尺 120 元更正為 1,670 元，並函報內政部同意

備查，嘉義縣政府乃以 91 年 12 月 24 日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公告更正系爭土地 76 年、77 年及 78 年土地公告

現值，並另以 92 年 1 月 30 日府地權字第 0920019266 號函

通知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所，應補發差額地價計 4,177,250
元，且請儘速籌措經費撥付嘉義縣政府轉發土地所有權人；

因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所財政困窘無力負擔，報請嘉義縣政

府補助，經嘉義縣政府於 92 年 5 月 8 日召集相關單位開會

決議：請梅山鄉公所於 7 日內函報嘉義縣政府轉陳交通部核

發差額補償費，並請主計室洽相關單位研議有無可補償之科

目及勻支空間。嗣經嘉義縣政府再邀集有關單位研商，惟仍

未能覓得適當科目勻支，遂動支第二預備金補足差額，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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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通知原土地

所有權人於 93 年 5 月 28 日於梅山鄉公所發放差額補償費等

事實，業經兩造陳述明確在卷，並有上開相關函文附於原處

分卷可稽，洵堪信實。（二）參照行為時土地法第 223 條、

第 225 條、第 227 條及第 233 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10 號

解釋、本院 52 年判字第 263 號判例及本院 92 年度判字第

1659 號判決，可知徵收補償處分之受處分人，若未對徵收

補償處分於法定期間表示不服請求救濟，該徵收補償處分即

已確定。又按誠信原則是權利內容的限制，行使權利違反誠

實信用者，乃逾越其權利之內容，構成濫用；是權利之行使

不合誠信原則，即非合法之行使，不發生行使權利之效力。

而權利人行使權利與其先前行為矛盾，因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乃形成所謂的權利失效（王澤鑑著民法總則在實務上的最

新發展（5）一文參照）。最高法院 56 年台上字第 1708 號

判例、本院 79 年度判字第 1385 號判決亦闡明此意旨，而認

權利人不能據以主張其權利。（三）本件系爭土地係因梅山

鄉公所為辦理都市計畫區內停(一)停車場，而報經臺灣省政府

79 年 4 月 2 日 79 府地二字第 142673 號函核准徵收，並經

嘉義縣政府 79 年 5 月 9 日府地權字第 34504 號公告徵收，

公告期間自 79 年 5 月 10 日起 30 日。公告期滿，嘉義縣政

府以 79 年 6 月 12 日 79 府地權字第 044756 號函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於 79 年 6 月 22 日在梅山鄉公所發放補償費。而上訴

人曾○耀曾於公告期間就補償費過低提出異議，經嘉義縣政

府函請竹崎地政事務所及梅山鄉公所查明地價及地上物補償

是否有誤後，嘉義縣政府函復上訴人曾○耀否准提高補償費

，上訴人曾○耀乃向臺灣省政府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以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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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縣政府未將該異議案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為由，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嘉義縣政府乃於 82 年 10 月 19 日將全案提交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並作成地上改良物及土地改良不予

補償之決議，另依據被上訴人 60 年 5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413204 號函謂：「查土地法第 247 條所稱對於補償地價之

估定有異議應提交地價評議會評定，係指未經依法規定地價

之土地而言，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自無土地法第 247 條之適用

……」等語，決定地價部分無須再提起評議，而上訴人曾○

耀未再對嘉義縣政府之決定提起訴願。足見對於系爭土地之

徵收補償處分，上訴人均未再循行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另

關於嘉義縣政府於 93 年間再發予之差額地價補償費，並非

因原土地所有權人即上訴人對徵收之地價補償費有所爭執，

經行政救濟程序後所為之救濟，而是上訴人林○材於 91 年

9 月 20 日以需用土地人未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系爭土地

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系爭土地，經嘉義縣政府派員於 91 年

10 月 17 日現場會勘時，上訴人林○材陳述系爭土地徵收地

價核算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嘉義縣政府即於 91 年

11 月 5 日函請竹崎地政事務所就徵收當時查報之地價重新

檢討，嗣經竹崎地政事務所重新檢討，發現徵收當期（78
年）公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

平均計算之情，乃函報嘉義縣政府重新提請嘉義縣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於 91 年 11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評議通過

，系爭土地 78 年公告土地現值由每平方公尺 120 元更正為

1,670 元，並函報被上訴人同意備查，嘉義縣政府乃以 91 年

12 月 24 日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公告更正系爭土地 7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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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年及 78 年土地公告現值，並另以 92 年 1 月 30 日府地

權字第 0920019266 號函通知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所應補發

差額地價計 4,177,250 元，且請儘速籌措經費撥付嘉義縣政

府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因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所財政困窘無

力負擔，報請嘉義縣政府補助，經嘉義縣政府於 92 年 5 月

8 日召集相關單位開會決議：請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所於 7
日內函報嘉義縣政府轉陳交通部核發差額補償費，並請主計

室洽相關單位研議有無可補償之科目及勻支空間。嗣經嘉義

縣政府再邀集有關單位研商，惟仍未能覓得適當科目勻支，

遂動支第二預備金補足差額，並即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

字第 0930066079 號函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 93 年 5 月 28
日於梅山鄉公所發放差額補償費。足見嘉義縣政府以 79 年

5 月 9 日府地權字第 34504 號公告之系爭土地地價補償費，

嘉義縣政府確有於土地法第 233 條規定之 15 日期限內，以

嘉義縣政府 79 年 6 月 12 日 79 府地權字第 044756 號函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領取；至於本件差額地價補償費，係因嘉義縣

政府事後發現徵收當期（78 年）公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造成補償地價之錯

誤，乃公告更正土地現值並補發之。而上訴人中僅曾○耀對

補償費過低提出異議，經嘉義縣政府重為決定而維持原補償

費後，均未再循行政爭訟程序予以救濟而告確定，足見本件

係於該徵收補償處分均已確定後之 91 年間，由嘉義縣政府

依職權自行更正公告土地現值及核發差額地價補償費甚明。

（四）按行政程序法第 101 條所謂「顯然錯誤」者，係指行

政處分所記載的事項，顯非行政機關所欲規制者，或行政處

分漏載行政機關所欲規制之事項。另所謂「顯然」者，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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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明顯而言，其通常可從行政處分之外觀上或從所記載事

項之前後脈絡明顯看出。在判斷上，除就文義予以判別外，

尚可參酌該處分之規範目的，作整體觀察。關於系爭土地之

徵收地價補償，是以公告土地現值作為核算地價補償費之基

準，而系爭土地之地價補償費於 79 年間公告時所發生之金

額錯誤，係因地政事務所於 78 年辦理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時

，誤將系爭土地與毗鄰之農業區均劃為同一地價區段（屬梅

山鄉第 71 地價區段，區段地價每平方公尺 120 元），故此

地價補償費之金額錯誤，並非核定之方式變更所致，即其以

公告土地現值作為核算基準之方式並無變動，僅是因公告土

地現值之記載錯誤，造成地價補償費之計算錯誤，此「錯誤

」應屬誤算之顯然錯誤，故嗣後嘉義縣政府於 93 年間再為

差額地價補償費之核發，性質上應屬原地價補償處分之更正

，並不影響原已確定徵收處分之效力；又系爭土地之徵收於

79 年間就公告應核發之地價補償費係依規定於公告 15 日內

發給之，已如上述，故並無因未依土地法第 233 條規定期間

發給地價補償費，致徵收有失其效力情事存在。至嘉義縣政

府經上訴人林○材陳情，發現系爭土地之公告現值有誤後，

以 91 年 12 月 24 日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函公告更正者

，係 76 年、77 年、78 年之土地現值，而非重為系爭土地之

徵收補償公告，故雖梅山鄉公所及嘉義縣政府因囿於更正後

需補發之地價款額金額龐大，經透過各種方式籌措經費後，

嘉義縣政府至 93 年 5 月 18 日始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通知上訴人等土地所有權人領取差額地價補償費，但因

嘉義縣政府 91 年 12 月 24 日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函並

非土地法第 233 條所稱之徵收補償公告，故雖該差額地價補

 53



總統府公報                          第 6842 號 

償費至 93 年 5 月間發給，亦無因超過土地法第 233 條規定

之發給期限，而徵收因此失其效力情事，故上訴人等以該差

額地價補償費至公告後約 1 年多始發給，主張徵收應失其效

力云云，即難採取。又按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所謂「應

增加補償之數額」，係指公告補償之地價因受處分人對之異

議或因行政爭訟程序後，原公告之補償金額有所變更，行政

機關再為補償公告之情況，核與本件僅上訴人曾○耀對補償

費過低提出異議，經嘉義縣政府重為決定而維持原補償費後

，均未再對原公告之補償金額有所爭議，嗣後補發之差額地

價補償費是行政機關更正公告土地現值，依職權發給之事實

並不相同，故上訴人等援引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爭執

93 年發給之差額地價補償費延宕 1 年多始行發給，其土地

徵收之處分應失其效力云云，即難採取。（五）嘉義縣政府

以 79 年 5 月 9 日府地權字第 34504 號徵收公告，及以 79 年

6 月 12 日 79 府地權字第 044756 號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領

取之地價補償費，其金額雖有錯誤，然僅上訴人曾○耀就補

償金額提出異議，經嘉義縣政府重為決定後，均未再對原公

告之補償金額有所爭議，亦未就此爭執提起行政救濟，業如

上述；而嘉義縣政府因認該土地徵收案業已確定，乃依徵收

完成之程序將系爭土地依徵收之目的移轉土地所有權予嘉義

縣梅山鄉；關於系爭土地之徵收及地價補償之金額，上訴人

若有爭議，在嘉義縣政府於 79 年間公告及通知領取地價補

償費時，非不得循異議及行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然僅上訴

人曾○耀提出異議，對於嘉義縣政府之重為決定，均未再循

行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雖徵收補償之金額有誤，原徵收主

管機關及需用土地人，亦因上訴人之未再行使權利，當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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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其業已放棄權利之行使；至嗣後嘉義縣政府於該徵收補償

處分確定後經過八、九年之期間，雖因上訴人林○材之陳情

，依職權發給差額地價補償費，然主管機關並不認其於徵收

效力有影響，而造成其對上訴人已放棄權利之推論；況上訴

人林○材是於徵收補償處分已確定多年後之 91 年間再陳述

「系爭土地徵收地價核算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云

云，是縱認系爭土地徵收有上訴人主張之失效情事，然上訴

人之權利行使因與其先前任由此徵收案確定之行為矛盾，參

諸前揭所述，亦應認上訴人本於徵收失效之主張，所為確認

徵收法律關係不存在之請求，因有違誠信原則，本於權利失

效制度，應認上訴人權利之行使不生行使之效力，否則任由

徵收之法律關係因權利人之決定，而隨時處於不確定之狀態

，究非司法院釋字第 110 號、第 516 號解釋，認「補償費之

發給超過土地法第 233 條所規定期限，徵收失其效力」所欲

闡釋之本旨。（六）系爭土地徵收案，既因上訴人未於法定

期間循行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而告確定，則縱然上訴人所稱

：系爭土地之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所其實未通知當時被徵收

土地之所有人參加表示意見，系爭土地徵收處分確有瑕疵屬

實，惟上述瑕疵尚難認屬重大明顯，系爭土地徵收處分之效

力亦不因該瑕疵而受影響。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之需用

土地人梅山鄉公所其實未通知當時被徵收土地之所有人參加

表示意見，應認此尚未合法與土地所有權人為協議，其行政

處分有重大瑕疵云云，尚無足採。又查，系爭土地徵收案，

既因確定而生效，則被上訴人未依行為時土地法第 215 條之

規定一併徵收其改良物，縱屬於法不合，亦僅生上訴人是否

得依該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一併徵收其改良物之問題，系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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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案並不因而失效等詞，為判斷基礎，因而駁回上訴人

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查：（一）上訴人等共有系爭土地，前經臺灣省政府於

79 年 4 月 2 日核准徵收，並經嘉義縣政府於 79 年 5 月 9 日

公告徵收，作為梅山鄉都市計畫停車場停(一)用地，上訴人曾

○耀於公告期間就補償費過低提出異議，經嘉義縣政府於

81 年 4 月 10 日函復否准提高補償；另梅山鄉公所於 82 年 4
月 14 日函請嘉義縣政府提高補償費標準，亦經該府於 82 年

5 月 19 日否准，上訴人曾○耀遂向臺灣省政府提起訴願，

經訴願決定以未經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為由

，撤銷原處分，著由嘉義縣政府另為適法之處分。嘉義縣政

府乃於 82 年 10 月 19 日將全案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嗣作成地上改良物及土地改良不予補償之決議，

另關於地價部分決定無須再提起評議。上訴人曾○耀就此未

提起訴願，系爭土地徵收補償處分因而確定。有關徵收補償

金之發放，同意領取者於 79 年 6 月 22 日發放，未領取者於

82 年底如數提存，依法均已補償完竣。上訴人林○材嗣於

91 年 9 月 20 日以需用土地人未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系爭

土地，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系爭土地，林○材並陳述系爭土

地徵收地價核算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49 條規定，嘉義縣政府

函請竹崎地政事務所重新檢討，發現徵收當期（78 年）公

告土地現值有未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

算之情，乃函報嘉義縣政府重新提請嘉義縣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於 91 年 11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評議通過，系爭

土地 78 年公告土地現值，由每平方公尺 120 元更正為 1,670
元，並函報內政部同意備查，嘉義縣政府乃以 91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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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91 府地價字第 0150023 號公告更正系爭土地 76 年、

77 年及 78 年土地公告現值，並另通知需用土地人梅山鄉公

所，應補發差額地價計 4,177,250 元，且請儘速籌措經費撥

付；因梅山鄉公所無力負擔，經嘉義縣政府決定動支第二預

備金補足差額，即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字第

0930066079 號函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 93 年 5 月 28 日在

梅山鄉公所發放差額補償費等情，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

（二）依前開事實觀之，本件徵收補償處分，於 82 年 10 月

19 日嘉義縣政府交所屬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作成評

議決定後，即為確定。嘉義縣政府以 93 年 5 月 18 日府地權

字第 0930066079 號函所為增加徵收補償金額之處分，實乃

依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就法定救濟期間經過之徵收補

償處分予以撤銷，重為一徵收補償處分，該重為之徵收補償

處分自應於送達受處分人後，發生效力，嘉義縣政府之給付

義務亦因該處分生效後始經具體認定，在此之前，自無增加

補償金額之給付義務，亦不生因給付逾期致使徵收失其效力

之問題。上訴人於本件重為之徵收補償處分作成前，即主張

因本件增加之徵收補償逾期發放，徵收業已失效，請求確認

本件兩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徵收法律關係不存在，自無從准許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雖以：１、所謂徵收失其效力，係

指向後失其效力，而非溯及自始之行政處分無效，或因徵收

處分已執行完畢而不存在，故所稱失其效力係指公法上之徵

收法律關係自有失效原因起失其效力（參照本院 92 年度判

字第 1561 號判決）。而所謂自有失效原因起，參考司法院

釋字第 516 號解釋，應係指確定之日起相當期限之經過，即

其解釋理由書所指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 15 日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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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第 4 項所定為 3 個月，徵收土地核

准案，即應失其效力。故原審認為徵收失其效力，人民仍應

於法定期間表示不服請求救濟，逾期則徵收即歸確定，不得

再對之有何爭執等語，其見解與本院 92 年度判字第 1561 號

判決、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對於徵收失效相關事項所表

示之法律見解不合，應有誤會。蓋徵收失其效力既於評定或

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 15 日或 3 個月起向後失其效力，即無

從發生請求對於已失效之行政處分為救濟之權利失效可言，

是原審已違背本院之判決及判例，其適用法規不當。２、參

照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意旨，其所謂「應增加補償之數

額」，並未指明必須公告補償之地價，係因受處分人對之異

議或因行政爭訟程序後，原公告之補償金額有所變更，行政

機關再為補償公告之情況，始受應儘速發給之限制。蓋上述

徵收程序之嚴格要求，乃在貫徹國家因增進公共利益為公用

徵收時，亦應兼顧確保人民財產權益之憲法意旨。乃原審竟

明示如補發之差額地價補償費是行政機關依職權更正土地公

告現值發給，即無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之適用，就人民

之權利救濟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顯然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並與原審 92 年度訴更字第 84 號判決

理由之意見相違，應有適用法規不當之違法。３、嘉義縣政

府基於對法令之誤解，誤引其他土地之公告現值，據以為行

政處分，參考最高法院於民事判例揭示「錯誤乃所表示者與

本來之意思顯然不符」之判準，其所表示者與本來之意思並

無不符，自非誤寫誤算，非屬更正範圍。又參考本院 92 年

度判字第 1561 號判決，對於差額地價之補償仍認為屬徵收

補償處分，並非更正處分。故本件差額地價補償費至 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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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間發給，已超過土地法第 233 條規定之發給期限，原徵

收因此失效。原審不採此見解，違背前開判例，原判決有不

適用法規或適用不當之情事等語，為此求為廢棄原判決並請

求確認嘉義縣梅山鄉梅○段 1070、1071、1072 地號土地徵

收之法律關係不存在等語。（四）惟查：１、司法院釋字第

516 號解釋，係就人民對徵收補償有異議之情形，即徵收補

償尚未確定之情形而為解釋。於此情形，徵收補償處分既未

經確定，於評定或評議之結果作成，若有應增加補償金額者

，其增發徵收補償之義務即經確認，補償機關自應於其後之

15 日內發給徵收補償。至徵收補償原已逾法定救濟期間，

因徵收補償機關就為補償基礎之土地公告現值於經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後重新調整，其時原徵收補償處分尚

未經撤銷，重為之徵收補償處分尚未作成，自與前開情形有

別，無從為相同之處理。２、需用土地人於申請核准徵收前

，應就徵收補償之金額為調查估算後並預作籌措；徵收核准

機關於核准徵收前，則應就徵收補償金額及其籌措加以審核

，必其徵收補償金額係屬正確，屆期給付係屬可能，始予核

准；徵收補償機關於此情形下，其給付徵收補償合於土地法

第 233 條之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 110 號、第 516 號解釋之

意旨，自屬可期待。而於原徵收補償處分有所違誤，原土地

所有權人未為爭議，經過若干時日該處分已確定後，始發現

原徵收補償金額錯誤，而須撤銷原已確定之徵收補償處分另

為增加補償金額之處分者，原非應繳付徵收補償款項之需用

土地人所得預見並可預作籌措。若謂就重為增加徵收補償處

分，仍應嚴守前開司法院解釋之意旨，須於補償地價評定或

評議確定後 15 日內（或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第 4 項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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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內）給付完竣，事實或法律（如預算法相關限制）上

顯有困難而無法期待，是於此情形，自不得解為仍須於補償

地價補償之評定或評議確定後 15 日（或必要時 3 個月）內

發給完竣，否則徵收失效。上訴人前開主張，並不足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判決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核無不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為廢棄，為無理由

，應予駁回。 
據上論結，本件上訴為無理由，爰依行政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98 條第 3 項前段、第 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 85 條第 1 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8  月  2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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