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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令 

﹏﹏﹏﹏﹏﹏﹏﹏﹏﹏﹏﹏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6 月 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0 0 0 1 1 1 0 1 1 號

茲修正水利法第九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經濟部部長 施顏祥 

水利法修正第九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 日公布 

第九十一條  毀損或竊盜第四十六條、第五十一條之建造物或器材

或其他水利設備者，除限令修復或賠償外，處五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千元以下罰金。 

因前項毀損或竊盜、以致釀成災害者，處七年以上有

期徒刑；其情節重大且危害多數人之生命財產者，處無期

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5 月 2 0 日

  任命潘清鴻為行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李花書為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簡宏明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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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組長，郭玉芬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

職等副組長。 

  任命莊舜清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簡

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 

  任命楊藹華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良場簡任第十職等

研究員兼課長。 

  任命林聰偉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北區勞動檢查所簡任第十職等技

正兼課長。 

  任命李榮哲為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權理簡任第

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簡慧娟、李協明、詹日賢、吳永宋為高雄高等行政法院簡任

第十四職等法官，王福康為臺灣基隆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兼

庭長，何怡穎、林淑鳳為臺灣基隆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 

  任命石真瑛、陳韋呈為銓敘部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吳裕湘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陳哲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俞丞、陳明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三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明秀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5 月 2 4 日

  任命洪啟源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游登良為玉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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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管理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曾偉宏為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陳茂春為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簡任第十一職等

處長。 
  任命陳金星為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導，江小梅為

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張朋珍為財政部基隆關稅

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黃翠瑜為財政部臺北關稅局簡任第十職

等關務監稽核，張世玢為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板橋分局簡任第十

職等分局長。 

  任命周孟觀為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蔣得龍為臺灣雲林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檢察

官，王全成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檢察官，

林志峯、葉耿旭、吳岳輝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

主任檢察官，莊榮松、黃俊嘉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

職等主任檢察官，黃偉傑為法務部矯正署統計室簡任第十職等統計主

任。 

  任命林碧郁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組

長，陸信雄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劉繼傳為經濟部加

工出口區管理處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黃文宗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理處臺中分處簡任第十職等分處長。 

  任命吳舜龍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林勇青為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區臺長，朱珮芸、張舜淵為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派曹樂群為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捷運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主任

工程司，梁瑞東為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捷運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正

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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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曾雅芬、張國哲、蘇韋綸、陳郁婷、邱新祥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筱媛、翁湘婷、卓明億、廖彥璋、謝佳穎、蔡政宏、吳雅

楓、鄭屏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惟盛、李依璇、楊松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漢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翟慰宗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官燦燈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5 月 2 4 日

  任命林一民為警監二階警察官，粘慧珍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李宗勳、康哲偉、藍啟弘、周志尚、石富洋、林景彬、張峰

賓、蔡文山、葉高賓、蔡利杰、李金龍、張簡坤泉、王志彬、史維中

、曾晨翔、葉純豪、蔡維泰、許庭豪、鄭力仁、陳以軒、彭怡叡、吳

宗祈、楊維鈞、顏榮泰、莊德芳、黃文義、吳文傑、黃國郡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何幸芝、王孔燿、陳緯仁、蔡明禮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5 月 2 5 日

  任命林純綺為臺北市政府財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楊明祥

為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張仁信為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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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兵役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黃文鐘為臺北市政府勞工局勞

動檢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徐玉雪為臺北市政府勞工局就業服務

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派李志榮為臺北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總

工程司。 
  任命謝麗蘭為新北市政府新聞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徐大光

為新北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陳東榮為新北市政府政風

處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陳麗娟為新北市政府就

業服務中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敏治為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簡任

第十職等專門委員，羅天岡為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簡任第十職等主

任秘書，楊美峰為新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

一職等副局長，鍾麗景為新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

書。 
  任命王進崇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蔡

宗賢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鍾正光為臺中

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張炳中為臺中市

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委

員，林玉釵為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唐益滄為臺中市政府勞工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廖宗侯為臺中

市政府勞工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陳裕益為臺中市政府勞工局簡

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曾建臺、楊炳輝為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康正

義、黃進元、陳嫦妙為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洪鴻壤

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文明為

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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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黃茂容、賴明煌、侯俊彥、謝耀清、陳獻明、劉春輝、陳明

珍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參議，顏宏舟為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簡任

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緒信、謝世傑、王崑源、蔡文龍、楊瑞徵為臺

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參事，陳淑姿為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

二職等處長，張益隆、胡火龍、顏振標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

參議，劉瓊英為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李勢利為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水文為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王建龍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職等

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黃惠美為臺南市政府勞工局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秘書，余保憲為臺南市政府勞工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王

振家、葉明源為臺南市政府勞工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彭紹博為

臺南市政府水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黃文彥為臺南市政府水利

局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 

  任命張素惠為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三

職等處長，王維漢為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王屯

電為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蔡金鐘為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

等副局長。 

  任命黃碧海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 

  任命龔麗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英傑、王湘閔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王錫輝為薦派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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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 5 日

  任命柯博仁、鍾宏杰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蕭勝澤、吳承祐、張正杰、陳世強、曾明正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0 年 5 月 2 6 日

  國防部參謀本部副參謀總長空軍二級上將雷玉其另有任用，應予

免職。 

  空軍中將劉震武晉任為空軍二級上將。 

  特任空軍二級上將劉震武為國防部參謀本部副參謀總長。 

  此令均准自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國防部部長  高華柱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0 年 5 月 20 日至 100 年 5 月 26 日 

5 月 20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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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綠能產業茂迪股份有限公司並與太陽能廠商座談瞭解產

業發展現況與瓶頸（台南市新市區） 
5 月 21 日（星期六） 

․與馬偕醫院台北院區醫療人員座談（台北市） 

․蒞臨「花蓮大農大富農場平地森林園區」藝術策展開幕式致

詞並傾聽原住民部落頭目之意見（花蓮縣光復鄉） 
5 月 22 日（星期日） 

․前往清雲科技大學並以「從綠生活到優世代」為題發表專題

演講暨與該校學生座談（桃園縣中壢市） 

․與桃園縣工業區廠商代表座談聽取產業界需求與意見（桃園

縣楊梅市） 

․訪視專門製造滾針軸承之立多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

幼獅工業區） 

․訪視製造工業用功能布料之世堡紡織（桃園縣幼獅工業區） 
5 月 23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5 月 24 日（星期二） 

․接見布吉納法索外交暨區域合作部長巴索雷（Djibrill Yipènè 

Bassole）等一行 

․接見台中市大梨山地區團體代表一行 

․蒞臨「建國百年神農獎頒獎表揚活動」頒獎並致詞（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 

․接見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創辦人聶華苓女士等一行 
5 月 25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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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臨2011年「歡慶非洲日」酒會致詞並舉杯祝福台非邦誼永

固（台北市君悅飯店） 
5 月 26 日（星期四） 

․接見美國西方文理大學校長維奇（Dr. Jonathan Veitch）博士

等一行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0 年 5 月 20 日至 100 年 5 月 26 日 
5 月 20 日（星期五） 

․結束中南美洲友邦訪問行程返抵國門（桃園國際機場） 
5 月 21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5 月 22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5 月 23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5 月 24 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5 月 25 日（星期三） 

․蒞臨「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第23屆第2次會員大會」致詞並頒

贈感謝牌予對該會有特殊貢獻之理監事（台北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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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星期四） 

․接見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金會第14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得主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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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轉載 

司法院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年 3月 25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1000007248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六八六號解釋 

 附釋字第六八六號解釋 

院長 賴 浩 敏 

 

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六號解釋 

解 釋 文 

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成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

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理，但其聲請

經本院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

可適用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

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本院釋字第一九三

號解釋應予補充。 

解釋理由書 

關於本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對於個案之效力，本院釋字第一七七

號解釋：「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

件，亦有效力」，旨在使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之結果，於聲請人

有利者，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又依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

意旨，如同一聲請人有數案發生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於解釋

公布前已先後提出聲請解釋，雖未經本院合併辦理，但其聲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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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可適用上開釋字第一七七

號解釋，而為解釋效力所及。惟於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

成解釋公布前，不同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

而未經合併辦理者，如其聲請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

件，是否亦可適用上開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本院釋字第一九三

號解釋尚未明確闡示，自有補充解釋之必要。 

為貫徹上述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九三號解釋使聲請人得依法

定程序請求救濟之意旨，且基於平等原則，對均於解釋公布前提

出聲請且符合法定要件之各聲請人，不應予以差別待遇，故本院

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成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

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理，但其聲請經本院

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可適用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

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

應予補充。 

另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係依本院釋字第

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解釋意旨所為之具體規定，同一聲請人以

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聲請解釋之各案件，固得依本院釋字第

一九三號解釋意旨加以適用。即不同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

疑義而於解釋公布前聲請解釋，且符合聲請法定要件之各案件，

自亦有本號解釋之適用而得提起再審之訴請求救濟。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徐璧湖 

林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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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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新民 

 

部分協同、部分不同意見書    大法官 黃茂榮 

對本號解釋關於「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

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理」，亦可依本號解釋提起

再審部分，敬表贊同。惟其相關論據，尚有釐清之餘地；另其關

於聲請之案件須「經本院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始得

聲請再審之但書，本席認為尚不盡妥當，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

不同意見書如下，敬供參酌。 

壹、協同意見部分 

關於行政訴訟之再審，採事由法定列舉主義，必須有行

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二項所列舉的事

由之一，始得聲請再審。其中該條第二項所定再審事由實

際上即為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的

態樣（註一）。蓋法律（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或命令

（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與憲法牴觸者無效。裁判適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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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法律或命令者，其適用法規自是顯有錯

誤。 

法律或命令經司法院解釋為牴觸憲法者，依上開規定，

本來應該是自始無效。一切以該違憲法律或命令為依據之

裁判皆有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

再審事由。其當事人得據之聲請再審。惟釋憲解釋對宣告

為違憲之法律或命令，如不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或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同時宣告其自始無效，「應不予援

用」（註二）或「應不予適用」（註三），而在其解釋中特別宣告該

違憲之法律或命令與本解釋意旨不符部分，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力、停止適用或應不予援用時（註四），引起

是否在一定要件下，該釋憲解釋對於發生在公布前之案件

，亦有效力之問題。這在外表上雖似是釋憲解釋之溯及效

力的問題，而其實是釋憲解釋效力之回復的問題。 

溯及效力說的論點來自於：為法之安定性的保護，認為

法律或命令只要符合其發生之法定要件，即具有規範上的

拘束力。直到當其經釋憲機關宣告為違憲時，始向將來失

其效力。因此，釋憲解釋如否定經其宣告為違憲之法律或

命令的規範上拘束力，對於發生在其公布前之案件發生效

力，該釋憲解釋這部分之效力自屬溯及效力。從而提供釋

憲機關僅對於具備一定要件者，始賦予該溯及效力之規範

規劃餘地。賦予溯及效力之最基本的要件為：就系爭法律

或命令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在釋憲解釋公布前已向司法院

（釋憲機關）聲請解釋。其論據為：報償其發現該法律或

命令有違憲疑義，並聲請釋憲解釋之辛勞。這可稱為報償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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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釋憲解釋本來與法律一樣，有一般效力，對於一切案

件皆有效力。但如基於法的安定性之考量，不無條件的承

認釋憲解釋對於一般案件之效力，而採報償說，僅特別承

認該號解釋相對於聲請案之溯及效力，使該經宣告為違憲

之法律或命令只相對於聲請案自始無效，則報償說會引起

下述問題：在抽象之法規審查的釋憲案件，應如何界定聲

請案之範圍？此即報償說所引起該溯及效力或無效之相對

適用範圍的問題。 

關於釋憲解釋對於聲請案之效力問題，首見於司法院釋

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

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其理由為：「人民聲請解

釋，經解釋之結果，於聲請人有利益者，為符合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按：相當於司法院大法

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許可人民聲請解釋之

規定，該解釋效力應及於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聲請人

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該號解釋對其審查之標的（最

高法院六十年度台再字第一七０號判例）之效力宣告為：

與本號解釋見解未洽部分，「應不予援用」，亦即自始無效

。是故，本來該號解釋並無上述溯及效力或相對無效的問

題。 

在司法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後，由於判例違憲的再審

問題，在司法實務上尚未獲得完全釐清，因此司法院再因

人民之聲請，作出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

定。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

各機關處理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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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當然失其效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

或其適用法律、命令所表示之見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

釋認為與憲法意旨不符，其受不利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

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理由，已非法律見解歧異問題

。行政法院六十二年判字第六一０號判例，與此不合部分

應不予援用。」本號解釋與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相同，宣

告系爭違憲判例與解釋意旨不合部分「應不予援用」。這本

來同樣亦無依據聲請人或聲請案，限制該號解釋之效力範

圍的問題。 

然可能因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係第一號因人民之聲請所

作之解釋，所以該號解釋體諒的叮嚀：「本院依人民聲請所

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怎奈

因此引伸出對於解釋公布前之案件，該號解釋之效力範圍

，在主體方面限制在：聲請人；在客體範圍限制在：據以

聲請之案件（註五）。後來也便在這個基礎認識上，將錯就錯

的發展與釋憲解釋有關之效力範圍的規範。 

於是，在司法院之解釋公布前，如同一聲請人或其他聲

請人，就同一法律或命令，據其他案件聲請解釋時，公布

在聲請之後的解釋，對於聲請在先之案件是否皆應有其適

用？引起疑問。 

司法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文：「……本院釋字第一七七

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

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

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相對於釋字第一

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之案情已

明確觸及釋憲解釋之原因案件外的聲請案，並從而明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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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解釋之效力的客體範圍擴張至「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

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其理由為：「本院釋

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

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旨在使聲請人聲

請解釋憲法之結果，於聲請人有利者，得依法定程序請求

救濟，聲請人如有數案發生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應合

併聲請解釋；其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而未

合併辦理者，當一併適用。上開解釋，係指本院依人民聲

請所為之解釋，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

請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與憲法第七條規定，自無不

合（註六）。」 

尚有疑問者是，基於平等原則，是否亦應將釋憲解釋效

力之主體範圍擴張至：在釋憲解釋公布前其他聲請人就同

一法律或命令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的案件。 

按釋憲審查之標的：雖為確定終局判決在聲請案件適用

之系爭法律或命令牴觸憲法之疑義。但該法律或命令牴觸

憲法之疑義實際上已抽象於該聲請案件。因此，聲請人以

外之人，「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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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在釋憲解釋公布前，依司法

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憲法

時，該聲請案縱未併案辦理，亦應為該釋憲解釋效力所及

。其理由為：併案並不以同一聲請人提出併案之聲請為要

件，且基於釋憲經濟及避免前後決議內容有所出入，相同

法律或命令之釋憲案件本即當併案辦理。在具體個案不併

案之事實，屬於司法行政內部關於分案之事項。其分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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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不應影響聲請人之利益。是故，本號解釋關於解釋公布

前，由數聲請人所聲請，而未併案辦理之各聲請案，雖未

合併辦理，亦可依本號解釋提起再審部分，可謂是自釋字

第一七七號解釋，經釋字第一八五號及第一九三號解釋，

關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妥適的補充。 

貳、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九三號及第六八六號解釋之規範對

象的邏輯關係 

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延續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的語法或論

述釋稱：「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成解釋公布前，原

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

合併辦理，但其聲請經本院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

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可適用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

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

之案件，亦有效力』。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應予補充。」 

其實，當釋憲解釋已就牴觸憲法疑義之法律或命令，宣

告為無效，應不予適用時，該法律或命令即自始無效。該

解釋具有如法律般之一般效力，對於發生在該釋憲解釋公

布後及公布前之案件皆有效力。所以本來並無釋字第一七

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所稱是否「亦有效力」的疑慮，必

須予以澄清，已如前述。 

然該等解釋若透過宣告系爭法律或命令，自解釋公布之

日起失其效力的方式，界定其解釋之效力範圍，便有必要

先釐清其解釋之效力範圍，以建構該三號解釋相互間在法

律體系中的邏輯關係，並以此為基礎，擬具其規範意旨之

適當的表達方式。 

為界定司法院先後所作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九三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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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八六號解釋之邏輯關係。首先應依其解釋意旨，釐清

其規範對象。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以聲請人及其據以聲請

之案件為其規範對象；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以同一聲請人

及其未併案辦理之數聲請案件為其規範對象；釋字第六八

六號解釋以不同聲請人及其未併案辦理之數聲請案件為其

規範對象。 

鑑於不論是原聲請人或其以外之聲請人所聲請之案件，

只要併案於原聲請案辦理，即屬於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

稱之據以聲請之案件，應屬於該號解釋之規範對象。所以

，上述三號解釋所解釋或規範之對象並不相同，無交集的

邏輯關係。三者之規範理由或目的雖然相同，但其規範對

象既不相同，也無界定對於案件之判斷的效力範圍之類似

性。是故，若要以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為第一九三號解釋

及第六八六號解釋之規範依據，應非藉助於類推適用，而

應按其規範意旨，藉助於目的性擴張之法律補充，增加其

適用對象之新類型，以擴大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背後之規

範意旨的效力範圍。並以目的性擴張之法律補充為依據，

重擬其規範內容，而不適合如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釋稱：「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

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於聲請人以同

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

」蓋因未併案，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中所稱聲請人，並非

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中所稱之聲請人。所以，其後段稱：「

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

，亦可適用。」沒有確實之連結點。這個問題在釋字第六

八六號解釋，因其未併案之聲請人不同，愈為明顯。茲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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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該三號解釋之意旨內容如後： 

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

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其確實之意旨為：

本號解釋之聲請人，就其聲請案件，得據本號解釋聲請再

審。 

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

『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

，亦有效力』，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

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其確實之意旨為：本號解釋

之聲請人就其在解釋公布日前，關於同一法律或命令，已

聲請之其他釋憲聲請案件，縱未併案辦理，亦得據本號解

釋聲請再審。 

釋字第六八六號解釋：「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成

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

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理，但其聲請經本院大法官決議認

定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可適用本院釋

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

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

解釋應予補充。」其核心意旨為：「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

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

理」，亦可依本號解釋提起再審。自上述意旨內容觀之，並

無一再自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引伸後二號解釋之效力來源

的必要。 

另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確定終局判決所

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

為牴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依該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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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行政訴訟上，得以釋憲解釋為依據，提起再審者之

主體範圍限於該釋憲解釋之原因案件的聲請人，客體範圍

限於該釋憲案之原因案件。要之，該規定之構成要件及法

律效力的內容與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相同。而該項規定制

定於九十九年一月十三日，遠後於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公

布日七十四年二月八日之後。亦即該項構成之後法，與釋

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構成之前法間，有後法應優於前法之規

範衝突的情形。是故，為貫徹釋字第一九三號及本號解釋

之意旨，在本號解釋應並就該二號解釋與行政訴訟法第二

百七十三條第二項的關係予以釐清，並在解釋理由中，以

目的性擴張的論述，除去其規範衝突之外觀：目的性擴張

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

一九三號解釋的意旨，為本號解釋。直接釋稱：原聲請人

或原聲請人以外之人在解釋公布前，已就同一法律或命令

，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之其他案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

，各該聲請人皆得據本號解釋，聲請再審。行政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九三號解釋

應依本號解釋意旨，予以補充，以目的性擴張其規範意旨

之適用範圍。 

叁、不同意見部分 

另聲請人或其以外之人的聲請案經決議認定為不符合法

定要件，是否適當引為限制釋憲解釋之主體或客體效力範

圍的要件？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採肯定的見解。本號解釋

從之。 

按一件聲請案所以被決議，認定為不符合法定要件，有

可能基於程序上的理由，例如當事人不適格（聲請釋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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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事人不是聲請案之原因案件的當事人），或聲請人未窮

盡司法救濟途徑；亦可能基於聲請案顯無理由之實體上的

理由，例如認定聲請人關於系爭法律或命令牴觸憲法之疑

義的敘述，純屬其主觀見解，泛稱系爭法律或命令牴觸憲

法，尚未具體指摘系爭法律或命令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

之處。在後一情形，受限於釋憲解釋之司法資源，不能悉

以實體受理方式，就系爭法律或命令給予合憲或違憲之解

釋，所以權宜以不符合法定要件為理由，在程序上逕予決

議不予受理。在後來關於系爭法律或命令合憲之判斷認為

正確時，該權宜處理在結果上，固與以不符合法定要件之

程序理由不予受理，並無不同。惟必須注意：如當初關於

系爭法律或命令合憲之判斷後來經發現不正確時，該權宜

處理之論斷便與其當有之結果不同。 

按現代訴訟標的之理論，朝向當事人給予原因事實，司

法機關給予公平裁判的方向發展。在因緣於特定案件，審

查系爭法律或命令是否牴觸憲法之法規審查，司法院所審

查之標的，規範上應是該法律或命令是否違憲。法律或命

令是否違憲，有其客觀的標準。關於系爭法律或命令是否

牴觸憲法，最權威與假定為最有認識的機關即是釋憲機關

。因此，以聲請人關於聲請案所表示之法律意見尚未具體

說明系爭法律或命令是否牴觸憲法為理由，不受理聲請人

關於法律或命令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的聲請案時，事後如

司法院就同一法律或命令，解釋為牴觸憲法，則當初司法

院在不受理決議中，關於聲請人就法律或命令是否牴觸憲

法尚未具體說明其違憲性的判斷，便有商榷餘地。是故，

因擔心可據釋憲解釋，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的案件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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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想要以解釋公布前已提起之聲請案不符合法定要件之形

式要件，一概限制釋憲解釋之主體或客體的效力範圍，並

不盡然妥適。 

註一：司法院釋字第 177 號解釋：「確定判決消極的不適用法規，顯然

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

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益之本旨。」 

註二：在歷年之釋憲解釋中，直接宣告違憲法律或命令，應不予援用

者：例如司法院釋字第 514 號、第 492 號、第 478 號、第 469

號、第 430 號、第 415 號、第 399 號、第 382 號、第 350 號、

第 339 號、第 306 號、第 185 號、第 177 號解釋。在這種情形

，系爭法律或命令本來亦當自始無效。不過，要注意例如釋字

第 185 號、第 177 號解釋等由於語法，可能引起之再審的問題

。以致依該二號解釋，系爭違憲判例其實僅自系爭釋憲解釋公

布日起，始對於一般案件失其效力。對於聲請案，始例外承認

其自始無效。 

註三：在歷年之釋憲解釋中，直接宣告違憲法律或命令無效，應不予

適用者：例如司法院釋字第 661 號、第 581 號、第 568 號、第

567 號、第 562 號、第 532 號、第 529 號、第 516 號、第 505 號

、第 487 號、第 474 號、第 453 號、第 451 號、第 449 號、第

425 號、第 413 號、第 374 號、第 368 號、第 363 號、第 320 號

、第 274 號、第 273 號、第 268 號解釋。 

註四：在歷年之釋憲解釋中，就違憲法律或命令，明白宣告，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停止適用、應不予援用者：例如司

法院釋字第 674 號、第 673 號、第 662 號、第 655 號、第 650

號、第 644 號、第 642 號、第 633 號、第 625 號、第 6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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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3 號、第 576 號、第 499 號、第 487 號、第 471 號、第 445

號、第 405 號、第 395 號、第 394 號、第 340 號解釋。 

註五：這與後來相約成俗將「應不予援用（適用）」理解成對於解釋公

布前之一切案件皆自始無效者，不同；如非自始無效，其效力

會宣告成自本號解釋公布之日起（立即或經一定期間）失其效

力。 

註六：釋字第 193 號解釋理由末了突然釋稱：「上開解釋，係指本院依

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

聲請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與憲法第七條規定，自無不合

。」其道理何在？想當是：縱是相同聲請人所聲請之數案，但

就案與案相較，應相同對待，始「與憲法第七條規定」相符。 

 

不同意見書           大法官 陳新民 

主啊！請賜給我勇氣，去改變可以改變之事； 

主啊！請賜給我力量，來忍受可以忍受之事； 

主啊！請賜給我智慧，以分辨上述兩者之差別。 

俄國‧作曲家‧蕭斯塔高維奇‧祈禱文 

本席對於本號解釋多數意見認定應補充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

俾使不同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而未經合

併辦理者，只要其聲請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

得適用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多數意見之所以延伸原因案件

之範圍，乃欲使未併案辦理之不同聲請人，能同霑釋憲解釋之效

力，而獲得權利救濟之機會，以符合平等原則。多數意見此種重

視人民訴訟權益之胸懷，本席當同感於心！ 

誠然，本席固然肯認由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與第一九三號解釋

所構建之原因案件效力範圍，存在過度狹隘的漏洞，確有加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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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必要，避免人民基本權利與平等權遭受侵犯。但此補實必須

在正確的案件，亦即在具有「權利保護必要性」的案件中，方得

由大法官予以補實。本號解釋原因案件正欠缺此一聲請釋憲之要

件，理應不予受理。惜未為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所正視。 

基於釋憲程序應特別重視「程序正義」，不能硬將憲法法理套

在不成熟與不合適的案件之上，對需要為補充解釋的案件亦然，

否則將猶如早熟果實，只有導致提早落地的後果一途。且本號解

釋並未針對病症肇源之病因，痛下藥石：即未謀求解決大法官過

去相關解釋所留下之法令定期失效時的個案救濟中空之弊病。也

未認真考量本號解釋當事人真否能獲得有效救濟可能性之問題。

這種不無含糊以對的解釋方式，本席歉難贊成，本於言責，爰提

出不同意見書於次，以申其義： 

一、本案欠缺權利救濟之要件（無救濟可能性）—定期失效制

度的「救濟實效性欠缺」，應予補救 

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最值得商榷之處，乃是忽視本原因案

件欠缺了聲請釋憲所必須具備之「權利保護之必要性」。按

本原因案件依據本院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向最高行政法

院提起再審之訴遭駁回後，聲請人主張其屬於行政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得提起再審之「當事人」，再審法院

對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所為之界定過於狹隘，有違憲

之虞為理由，向本院提起釋憲。 

關於欠缺權利保護之要件，本院大法官過去在釋憲實務

上有許多不受理決議，使用「解釋已無必要」或類似的文

字，例如：「疑義已因新法公布而消除」、「未具體聲明權利

受損之處」、「相關機關已經裁撤」等等……，均有寓含此

一要件之意義在內。至於正式作出之解釋，則有兩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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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提及之：一為釋字第五四六號解釋，乃針對人民提起

行政訴訟以有訴訟利益為要件。如果訴願決定已無補救者

，則訴願為無實益。其訴訟權利便無救濟之可能性，即無

保障之必要。本院解釋早年曾持此一態度，該號解釋則加

以更正為：「……所謂被侵害之權利或利益，經審議或審判

結果，無從補救或無法回復者，並不包括依國家制度設計

，性質上屬於重複發生之權利或法律上利益，諸如參加選

舉、考試等，人民因參與或分享，得反覆行使之情形。是

當事人所提出之爭訟事件，縱因時間之經過，無從回復權

利被侵害前之狀態，然基於合理之期待，未來仍有同類情

事發生之可能時，即非無權利保護必要，自應予以救濟，

以保障其權益。」是以當事人仍有可能發生同樣情形，例

如參與選舉等，該號解釋乃破除了對人民行使該項權利之

法令上限制。 

另一號解釋為本院釋字第六五四號解釋，該號解釋針對

要求解釋羈押法有關接見與通信檢查之規定違憲部分，聲

請人既已交保，即無權利保護之必要，從而駁回暫時處分

之聲請。 

上述兩號解釋中，第一個案件對於已經毫無救濟可能性

的聲請釋憲案，只要日後可能產生同樣爭議，大法官乃為

「預防」日後產生之爭議，即可受理釋憲；第二個案件乃

當事人不可能享受釋憲利益，即無必要進行釋憲審查。二

者的共通點都有一個事實上的特徵：原因案件無救濟可能

，如果要求針對原因案件進行救濟，只有遭到駁回一途（

第二案即表明如此）。第一案雖未表明之，但其解釋效果明

顯是在原因案件以外後來產生之案件，救濟利益方會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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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 

如果以本院過去兩號解釋關涉權利保護要件而論，本號

解釋原因案件既然要求在本案解釋後能獲得救濟之可能，

但實質上基於本院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一年後法律才失

效的規定，而無法提起救濟，即無任何救濟之可能性，無

提起再審之機會也。如欲解開本案聲請人可獲得救濟之癥

結，必須針對法令定期失效制度所帶來之弊病，而應加以

檢討不可。 

按大法官使用宣告解釋案件定期失效制度之方式，極為

常見，此乃基於宣告法規違憲失效，應當儘量避免造成「

法律空窗期」（ein rechtliches Vakuum）的現象，避免國家法

治生活造成「無法可依」的黑洞（註一）。釋憲者雖宣告法規

違憲，但訂下落日條款，期冀立法者從速立法，以補實法

規之漏洞。然法規既然已被宣告違憲失效在即，其正當性

已經淪喪殆盡，強令執法機關適用此法，不無強人所難之

嫌。此雖是配合國家法治主義不得不然之舉，但應儘量避

免為之。 

故對法令的違憲定期失效制度，必須仔細地規劃之。最

有效的辦法，當然是以立法者全盤且深入地考量各國法例

，取長去短後，加以訂定。為此，奧地利以憲法高位階的

規定來規範此一制度。依該國憲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七項規

定，唯有原因案件能享受憲法訴訟結果的救濟，即是定期

失效亦然。在後者之情形，該國憲法也在第一百三十九條

第五項規定，得由聯邦憲法法院宣告法律在六個月內喪失

效力，最長不得超過一年（一九九六年修改憲法為一年六

個月），便是一例（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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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雖有定期失效之制度，但並非由立法者審慎

規劃後才實施之制度。反而是由第五屆大法官在釋字第二

一八號解釋（民國七十六年八月十四日）宣布財政部函釋

仍有最長六個月的落日條款，開始採納此一制度；在釋字

第二二四號解釋（民國七十七年四月二十二日），首次針對

違憲法律定下長達二年的失效期限。此後定期失效的方式

，遂成為本院大法官經常使用的宣告模式（註三）。 

正如同所有由「法官造法」所創設的制度一樣，都是個

案式的累積與擴張制度的內容，也頗如「瞎子摸石過河」

般亦步亦趨，雖有前進，但卻沒有宏觀的前景。我國大法

官定期失效宣告制度，也顯示此一缺點。例如定期失效的

最長期限為何？實務上最長有長達三年（例如本院釋字第

六四九號解釋）：短至一個月（例如本院釋字第六六四號解

釋），更短者只有十七日之久（例如本院釋字第六七七號解

釋）。上述大法官訂定的落日條款，係大法官考量立法機關

的立法效率，或執法機關配合的作業需要時間，而定下的

期限。此時，大法官的裁量，與其謂有確實符合立法或行

政配合之可能性，毋寧是含有「強力督促」上述兩種權力

配合之用意也。以釋字第六七七號解釋訂定的落日期限，

將行政機關執行大法官解釋的期間，限於十七日，顯然大

法官意圖讓其解釋意旨儘速實現的急迫心態，已躍然紙上

矣！ 

有裁量，也便有裁量錯誤，以及裁量濫權的副作用。有

個案的裁量，也就更應注重「體系正義」，以維護平等原則

的必要。我國由大法官「司法造法」所形成的法令定期失

效，得以由大法官自行決定由二週到三年的時效，是否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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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籠統與過於彈性？是否應當到了由立法者制定法律來妥

善解決的時刻？ 

早在民國九十二年九月司法院提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

理案件法修正草案朝野協商建議再修正條文」中，第二十

八條規定：「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宣告法令定期失效者，其期

間，法律不得逾二年，命令不得逾一年」（註四）。該草案迄今

尚未完成立法，版本數易，仍在立法院審議之中（見憲法

訴訟法草案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憲法法庭之判決諭

知法律或命令定期失效者，其所定期間，法律不得逾三年

，命令不得逾一年。」）。 

以目前的版本而論，是以釋憲實務所呈現的最長年限（

三年），作為定期失效之上限。但是對於最有可能造成執法

機關與立法機關困擾的「下限」，仍未有考量。誠然，本席

亦肯認此一「下限」，性質上屬於典型的個案裁量，每種案

件都有不同的期限要求，只能有待大法官的衡量也。此立

法上的期限規定，只不過是維持大法官實務上形成的「上

限」期限，故似乎此部分立法的功能將較為有限。 

比較積極作用的，當在對原因案件於法令定期失效時，

能有例外的救濟可能性，以避免聲請人進行冗長卻徒勞無

功的釋憲程序。本席在本院釋字第六七二號解釋之不同意

見書曾敘及，現茲不憚再次提出：本院前院長翁岳生大法

官在釋字第四五五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中，早已指陳根據

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三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之意

旨，原因案件聲請人因系爭函釋僅係定期失效，並非無效

，而不得提起法律救濟，而「深感遺憾」。也提到當年（民

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日立法院已經完成一讀程序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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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該

法現更名為「憲法訴訟法」草案，相關條文可參閱草案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已經對此將加以明確地改正

，許可當事人不因系爭法律失效定有期限，而影響救濟之

機會。然而目前該草案也仍停留在等待立法院審議的排隊

單上。翁前院長的遺憾，又過了長達十三年之久，當更令

吾人慨嘆：我國立法者是否真的顯現出嚴重怠惰的疲態？ 

原因案件的當事人，不能在法令定期失效時獲得救濟，

違反個案正義，的確是目前釋憲制度在法律效力部分最大

的漏洞，亟需加以補實。然而在立法者遲未立法補實前，

大法官似可發揮「大法官造法」之功能，宣告原因案件當

事人在定期失效案件之例外救濟權利。反正此定期失效制

度，也出自大法官之手。「解鈴還需繫鈴人」—大法官既「

接生」了定期失效制度，何不再接再厲的完成「收尾」的

工作—再「接生」出一個定期失效制度的法律效果—，為

此制定出所謂的「過渡規範」（Übergangsregelung），創設個

案的法律救濟途徑（註五）？ 

本號解釋原因案件也係面臨此一困境。多數意見雖擴張

了原因案件之範圍，但卻對該定期失效制度未為任何檢討

。最根本之癥結為：在定期失效制度未經修正前，原因案

件當事人仍應適用尚未失效之法令，即便是再審之程序，

亦然（註六）。即便本號原因案件當事人當初在釋字第五八六

號解釋作出時，已經「併案」成為釋憲原因案件之當事人

，同樣無法得到再審救濟之機會，更遑論靠著本號解釋的

擴張解釋，將之列為如奧地利所稱之「準原因案件」（Quasi 

-Anlassfälle），還能邀享到該釋憲的效力乎？持此肯定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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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太過矛盾乎（註七）？ 

總歸一句，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如欲提供當事人積極而有

效法律救濟之實效，便應當正視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之一

年失效所帶來權利救濟真空的後果—該號解釋並未給予聲

請人例外之救濟可能性。本號解釋如欲填補之，惟有動用

「法官造法」一途，規範過渡時期新的法律秩序。最典型

的前例為本院釋字第六四一號解釋（在立法修正前，任何

非原因案件，但仍在法院繫屬中之個案，都可由法院自行

依比例原則決定裁罰標準），此解釋雖有不少值得斟酌之處

，但如只節制的適用在準原因案件之例外救濟，似宜較為

可行。惜乎本號解釋多數意見並未採取此一見解。 

二、釋憲標的與效力範圍的違憲性判斷？ 

（一）釋憲的標的—對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的

法律合憲性解釋？ 

本號解釋原因案件聲請的第二個釋憲對象為行政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的再審資格，認為該條文

的再審資格，依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僅限於原因

案件之當事人，而不包括未併案的聲請人，故該條文

有違憲之虞云云。 

如果以釋憲的標的而論，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

已經功成身退，該解釋意旨（大法官突破當時實證法

律疏漏之意旨）已經完全由事後修正之行政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填補，而成為實證的法規範（註八

）。依該條第二項的規定，惟有「該原因案件之當事人」

，方可提起再審。故該條文應當獨立成為釋憲之標的

，當事人聲請補充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應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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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附帶性質，本號解釋之重心仍應放在行政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的違憲性之上，應當肯認該「當

事人」的範圍必須重新規定。解釋主文即應當明白宣

示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是否違憲？惟本

號解釋未在解釋主文中論及，只在理由書第三段提及

之。 

本席以為，多數意見應當正視此問題。如果認為該

條文違憲，即應在理由書中闡明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

解釋未能符合憲法之處；反之，如認為釋字第一九三

號解釋合憲，亦應於理由書中仔細闡明。但細觀本號

解釋多數意見，一面在主文中指明釋字第一九三號解

釋「應予補充」，即表明了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已非完

全合憲（註九）。然在理由書第三段，卻又將現行行政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並未宣告違憲與否，而將

其內容更易為「不同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

而於解釋公布前聲請解釋，且符合聲請法定要件之各

案件，亦為該項條文之當事人」，而規避宣告是否違憲

之問題。 

在解釋的方法方面，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明顯推翻了

現行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的原始概念（

源於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也經最高行政法院一

再引為判決依據的再審聲請要件之內容（參見最高行

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字第四八號判決、九十六年度判

字第二０一九號判決），故應當宣告該條文違憲。然而

，綜觀本解釋文未明示該條文為違憲，而僅易其內

容—擴張得提起再審之訴之「該當事人」的範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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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易使人聯想到大法官援用了「法律合憲性解釋」（

Verfasungskonforme Auslegung von Gesetzen）。此案例

正如德國憲法教科書所常引用的一則著名之聯邦憲法

法院之判決！針對集會遊行法規定，所有舉辦示威活

動者應當於示威前三日有向警方報備的義務。但憲法

法院卻認為此一報備義務並不及於突發性示威的案件

之上。即是適用法律合憲性審查方式的典型案例（註十）

。亦即法律合憲性係利用「語意擴張」（teleologische 

Erweiterung）或是「縮減語義」（teleologische Reduktion

）的方式來調整法律適用範圍，作為避免宣告系爭法

規違憲的後果。乍看之下，本號解釋多數意見的擴張

解釋，即是運用此一方法也。儘管兩者幾乎同出一轍

，但本號解釋多數意見似乎並未承認已運用此一方式

也。 

本席亦認為本條文透過本號解釋已造成了「舊瓶裝

新酒」之效果，條文外觀未改變，但實質內容與規範

力已丕變。法律合憲性解釋的方式，雖有避免法律遭

到違憲後果的好處，但畢竟更易了法律的實質規範內

容，容易扭曲立法者的原意，也會削減立法者修法的

急迫性，其負面效果亦不容忽視。也因此如何限制法

律合憲性解釋的方式，也成為公法學熱門的議題。行

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既然已經造成「質變

」之後果，根本之道應該考量透過修法的方式，將可

提起再審當事人的範圍，儘量以法律明確規範方式予

以界定之，以杜爭議（註十一）。 

（二）原因案件的擴張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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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側重於擴張聲請案件「併案」的

範圍，此即涉及到對於釋憲效果的效力範圍，這在學

界討論也已爭論多時。基於對法律安定性的考量，釋

憲解釋以向將來生效為原則。但為了提供當事人救濟

之實益，一來鼓勵其為權利而奮鬥，二來獎勵其為國

家法治主義進步的貢獻，許可其得例外地溯及適用釋

憲的結論，更正舊有法律的違憲部分，而獲得新法規

範內容的救濟。因此，僅限於原因案件的當事人能享

受釋憲成果的實益。 

誠然，這種見解也會遭到主張法律正義者的抨擊，

認為不當任諸違憲狀態的經過而不謀求救濟。同時也

有操持國家應當儘量寬容，且儘量「作好人」，故浪漫

地主張一律溯及的擴張原因案件範圍。 

面對法律正義與法律安定性的兩極衝擊，以及基於

各種兩方矛盾的權衡選擇下，我國乃採行類似奧地利

的模式。依奧地利憲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七項規定，法

律因違憲而被廢止時，該法律之效力除原因事實外，

仍適用於已實現之事實。易言之，對於提起再審之救

濟，僅限於原因案件當事人。 

和奧地利模式不同的是德國模式。依德國聯邦憲法

法院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對於民事及行政事件僅限

於原因案件，得提起再審。其他已確定之案件不能溯

及適用（限於已執行完畢者，如未執行時，即不能再

執行）。但刑事案件因為涉及到個案正義與人權保障，

則許可任何以該法律作為確定判決依據者，雖非原因

案件，仍得產生溯及效力，提起再審（非常上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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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 

我國雖然是採取奧地利模式，但並不一定表示，日

後重新立法檢討此制度時，不能改採德國之模式。當

然仍有待立法者仔細衡量刑事法律的正義性要求、開

放刑法案件的溯及效力後，再審程序的業務壓力能否

為司法審判機關之所承受……，即使採取一律溯及既

往，特別是刑事案件，也可能需要在細節與要件上，

經過務實的判斷後，完成制度的改建（註十二），這種衡量

是一個巨大的思慮工程，非旦夕可及。解決能力及重

擔，應當由立法者承擔，而非本院大法官，以及以個

案造法方式所能勝任。 

其次須討論何謂原因案件（Anlassfall）的範圍？本

號解釋努力跨出了好一大步！將所有解釋公布前，已

聲請釋憲者，均納入原因案件範圍。除了須滿足合法

聲請之要件外，並無其他限制。參照奧地利憲法法院

於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七項，已對於所謂原因案

件，透過案例加以限制：本來奧地利憲法對於原因案

件，採狹義的實質說，即以導致憲法法院作出釋憲決

定的聲請案為限。但在一九八五年以後，憲法法院改

採「擴張論」，凡聲請案於法律違憲審查之公開言詞審

理程序前，已經繫屬於憲法法院時，亦得稱為原因案

件。如果憲法解釋案件係未經公開言詞辯論而作成者

，不論有無進行公開（公告）的評議程序，則應當在

非公開之評議程序開始前，已繫屬者，方可屬於原因

案件（乃基於「舉輕以明重」以及比照公開言詞辯論

之例）。而在作業上提出合法繫屬的聲請案時間點，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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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紙或公報上記載為判斷標準（註十三）。 

奧地利這種要求案件必須在言詞辯論前或是在不公

開之評議程序前已繫屬者，方得列入原因案件範圍之

用意，乃正如本席先前所擔心的（本席前在釋字第六

八五號解釋協同意見書中已提及）「搶搭釋憲便車」之

情形，一旦人民聞知某個釋憲案正在進行，遂紛紛提

起釋憲聲請，期冀獲得日後提起救濟之機會。將造成

鼓勵人民濫訟，以及浪費司法資源（日後再審等救濟

程序的層出不窮），此即奧地利所擔心的「大規模訴願

」（Massenbeschwerde）風潮，並侵犯法秩序之安定。 

因此本席認為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已經跨出了太大之

步伐。大法官似乎應當要有前瞻眼光，預先想像出日

後可能會出現搶搭釋憲列車的投機後果，從而採取奧

地利的模式。除了原因案件外，鑑於我國大法官鮮少

進行言詞辯論或開憲法法庭，但不妨由立法規定，其

他聲請案必須在大法官對釋憲案完成受理程序前，已

合法提出者為限，方得屬於原因案件，這也是奧地利

憲法法院所稱「準原因案件」（註十四）。抑或授權由大法

官以決議方式，決定何者為列入原因案件之受理聲請

案之時間點。如此將有較為彈性的優點（就此點而言

，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對於其他聲請案件「符合法定要

件」應由大法官予以個案決議之，即寓有此意也！）。

本席傾向採行後者之立場。 

三、本號解釋造成「破法」之餘波蕩漾 

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將立法者正在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審

理案件法的部分修改內容，過早地欲付諸實現，這種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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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的企圖心，也過度地發揮大法官造法的功能，同時也

形成大法官「破法」的功能。質言之，本號解釋一出，目

前大法官釋憲程序的法體系，即面臨到下列幾波「震波」

的侵襲，造成治絲益棼的餘波蕩漾： 

舉其一：大法官釋憲產生了再審的程序乎？按本號解釋

原因案件已經在本院大法官第一六二０次會議議決不受理

在案（民國九十四年四月八日），理由主要是釋字第五八六

號解釋已經闡釋甚明，無待解釋之必要；以及其他聲請部

分未具體指明有何牴觸憲法而不予受理。現同一聲請人又

以相同事實與法令聲請釋憲，且援引再審判決，作為釋憲

依據。誠然，法規上雖無明文規定，對本院大法官作出之

不受理之決定，不得聲明不服或提起抗告。但大法官的內

部決議（第一八八一次審查會議決議，並列為內規）則認

為此種聲請案件，以不受理為原則（註十五）。但釋憲實務上則

未嚴格採行「一事不再理」之原則。故人民往往於本院作

成不受理決議後，經常又重複聲請釋憲。本院亦視同新案

處理之。但本案則是本院首次推翻先前不受理決議，改為

受理並作成解釋之例也。本號解釋原因案件既與第一六二

０次會議議決之標的相同，解釋主文及理由卻未明白宣示

為何廢棄前次不受理之理由？彷彿本案乃重新聲請解釋般

，實際上已經承認有所謂「釋憲程序再審制度」矣！本席

認為事關釋憲受理程序之要件，應當求其嚴整與明確，下

一步是否應考量將一事不再理原則及其例外，明白行諸法

條之規定？抑或任諸此「再審制度」的存在，默認其可毫

無章法與標準的個案適用下去乎？ 

舉其二，對於有無再審之救濟問題，本號解釋未置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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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已非提起合法釋憲聲請之要件乎？如此一來，日後

對於不能提起再審之訴者，例如逾越提起再審之訴的五年

期限（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六條第四項），或是違憲法律

定期失效之原因案件當事人……，都可提起釋憲。大法官

解釋憲法的目的，可能質變為進行憲法理論、法律學說等

之研究，儘管作出有如空中樓閣式的宏偉，但對於人民個

案救濟毫無助益的解釋文，亦無妨也。大法官保障人權的

時效性，以及大法官解釋的司法性，是否跟著喪失？ 

舉其三：是否應當樹立「大法官併案強制主義」？既然

本號解釋原因案件「事出有因」，源於其未被釋字第五八六

號解釋所「併案」，從而未能成為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

條第二項之「當事人」之範圍內，進而喪失再審之機會所

致。本號解釋多數意見且補充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而擴

充了原因案件當事人的範圍，亦即創設了「擬制合併」的

效果。然而，查諸目前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施行細

則，都沒有所謂的「併案強制主義」。大法官的內規（例如

第八０六次會議決定），則早已樹立數個聲請案，不論是一

人或數人提出者，雖個別分案，但後以合併審理為原則。 

然而儘管大法官已有合併審理之原則的決議，但大法官

怠於將其併案，其效果如何？則始終未有任何規定。易言

之，此內規並沒有創設「強制併案」之原則，僅是訓示規

定，否則不會導致本號解釋的原因案件。故本號解釋作成

後，此併案效果方才較為完整（註十六）。 

由於併案制度不僅涉及到解釋後的效力範圍，也涉及到

解釋案當事人範圍。所有併案當事人都有參加憲法爭訟程

序之權利與義務，所有當事人對於攻、防等策略，也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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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責任，不能有坐享其成者。故本號解釋作成後，為避

免不勞而獲的併案效果，是否應當要樹立「釋憲強制併案

」之制度？如果併案聲請人拒絕釋憲協力，可否剝奪其當

事人之資格……諸如此類的問題？ 

然而目前提交立法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

正條文中，沒有任何類似的規範。而學界關於研究司法院

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之論著中，也未聞及有任何強制併案的

討論。似乎朝野對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的併案議題，仍

屬陌生。且尤值得一提者，關於地方法院的相牽連案件併

案審理問題，不久前還引起社會沸沸揚揚的議論，有無侵

犯司法獨立之嫌（參見本院釋字第六六五號解釋）。本號解

釋多數意見則在程序面毫不注意併案與否的問題外，反而

在效力層面強制規範了合併的效果，這種「輕程序，重結

果」的態度，豈合乎程序正義之要求乎？ 

舉其四：本號解釋多數意見大開搭便車之風，只規定作

出解釋前，合法提出釋憲聲請者，都可獲得救濟的機會。

如此一來，將會使法院終局裁判之效力，不能發生真正終

局效力。社會上將會出現一批靜觀釋憲過程的「射倖者」。

這批亦可稱為「司法釋憲的投機者」，並不積極為自己權利

而奮鬥，而只是騎牆觀風，一旦釋憲過程接近水落渠成時

，方汲汲於呼群引伴，擠入釋憲大門，而本院也來者不拒

。更何況，如本席在釋字第六八五號不同意見書所提醒者

，關於提起釋憲的「時限」，我國並無任何限制。以釋字第

六八五號解釋原因案件為例，乃在終局裁判確定後經二年

半時間，主管機關公告系爭法規即將完成修法程序前，當

事人方提出釋憲聲請，距離修法完成僅不到二個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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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奧地利則許可六個月聲請釋憲期限，德國更短至只有一

個月的聲請釋憲期，自然會少了許多聲請釋憲的案件。以

奧地利為例，即便規定如此短的釋憲期限，其仍致力於界

定原因案件範圍。反觀我國釋憲法規對此毫無設限，而實

務上對於一個解釋案由受理到作成解釋，往往可長達數年

。這漫長的時間，再由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所宣示，直到解

釋公布前提出之釋憲聲請，都可以享受到釋憲結果的救濟

實益。試問：是否會正同「以蜜引蜂蠅」般的吸引人民踴

躍提出釋憲聲請？此種見解難道不會加重釋憲與審判機關

的重擔？其為理智乎？ 

更重要的是，一旦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敞開此「釋憲救濟

之大門」後，層出不窮的救濟途徑，讓法院遍嘗苦果後，

立法者幡然覺悟而改採管制之立法，例如採納奧地利之模

式（須於言詞辯論前提出之聲請案為限的要件），或授權由

大法官以內規認定何為原因案件之標準……，豈不都將遭

到違憲判斷之命運乎？ 

舉其五：在對於原因案件範圍的界定方面，仍有不少「

掛一漏萬」之處，只舉一例說明：對於共犯中一人提起釋

憲，獲得終局裁判所依據法律違憲的結果，該聲請人即獲

得了再審之機會。至於同案其他共犯，未能獲得再審之機

會，這是否違反平等權等疑義？在本號解釋作成的同一天

，本院大法官（第一三七一次會議）也通過一個針對此情

形提起釋憲的聲請案（註十七），以「為個人主觀見解所為之爭

執，尚非具體指明解釋究有何違憲之處為由，不予受理」

駁回其聲請（經本院第四四九二次全體審查會通過會台字

第一０二三六號關於擄人勒贖案）。由此可知原因案件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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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擴充問題，仍有甚多思考之必要性。 

四、結論：爾愛其羊，我愛其禮 

本號解釋多數意見—由解釋主文所示—主要貢獻在於「

通案」解決日後人民聲請釋憲的「併案問題」。易言之，宣

示了日後只要在本院大法官作出解釋前，所有合乎法定要

件提出之聲請案，都可以視為原因案件，而享受救濟的機

會。 

但得到這一個通案的「原因案件的範圍擴充論」（縱不論

其夾帶著擴充論帶來的弊病），所付出的其他代價卻是： 

第一，忽視了提出釋憲聲請必須具有個人救濟之可能性

為前提。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未置一詞的討論，顯然未遵守

審查此一牽涉「受理與否」的程序正義之前提要件。 

第二，如前所述，如果本案起因於過去大法官作出解釋

時（本院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發生漏未併案審理之情形

，致使其失去作為該號解釋當事人之資格，從而喪失了提

起再審之機會，而謀求如何彌補之問題。如此就應當在審

理一個典型的立即失效案件，而非定期失效的聲請案，來

予以處理，較為簡易可行，不會模糊了解釋的焦點。 

但是本號解釋的原因案件卻是橫生枝節，在此「非立即

失效」的聲請案來解決此一問題。但更嚴重的是，並未針

對定期失效制度之效力問題，釜底抽薪地解決之，導致了

本號解釋原因案件到底能否由本號解釋獲得真正救濟的可

能性？充滿了疑問。 

此觀諸本號解釋多數意見擴充了提起行政訴訟法第二百

七十三條第二項再審之資格，由理由書第三段文字說明，

似乎本案當事人即可依此解釋意旨，取得再審之機會，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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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連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當事人都未能獲得救濟，那麼

透過本號擴充解釋才「晉升」為當事人的聲請人，能否在

日後的再審程序中，獲得「新法」（依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

意旨修正）的救濟乎？行政法院之法官，會否面臨適用何

種法律（舊法或新法）的困擾？本席的態度恐怕不似持多

數意見的同仁之樂觀也！ 

第三，在方法論上，既然當初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並未

直接宣告法律違憲，且未給予本號解釋原因案件當事人併

案處理，對此兩號解釋當事人之權利保障都欠完備，如果

以前號解釋當事人未提出本號聲請，而無庸考慮補救其權

利時，那麼對於本號解釋當事人真欲補救其救濟機會，多

數意見為何未考慮採取創設個案救濟的「法官立法」之方

式，讓本號解釋原因案件能夠在更清楚之法規範基礎上，

獲得再審之機會（註十八）？ 

因此，綜觀本號解釋多數意見，雖然澄清了一個通案之

原因案件之界定疑義，但也只是部分解決爭議而已，但卻

忽視且漠視更多相牽連的制度與原則。這種得失之間，顯

然「失大於得」！或謂「莫以善小而不為」，本席認為本號

解釋正因為忽視了諸如程序正義等受理原則，以及不論在

案例選擇或闡發理念方面，都失之操切。對照「結果論」，

吾寧信論語八佾篇所曰：「爾愛其羊，我愛其禮」！ 

西洋法諺有云：「不好的案件，容易導致創設不好的法」

（A bad case tends to create a bad law）。故不僅法官詮釋法

律，甚至法官暫時取代立法者行使的「法官造法」，都必須

在最適切之案例中，來發揮此些功能。在「等到」審理這

個不乏「機運」因素的案例前，法官們必須要具有「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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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善辨」的基本涵養。此際，本席突然想起俄國近代

最偉大的作曲家蕭斯塔高維奇的一篇「祈禱文」： 

主啊！請賜給我勇氣，去改變可以改變之事； 

主啊！請賜給我力量，來忍受可以忍受之事； 

主啊！請賜給我智慧，以分辨上述兩者之差別。 

這篇描述其處在史達林暴政統治下，面對改變與忍受的

兩難時，如何堅守音樂家本位，依舊活潑其創作泉源，屬

於自勵性質的「祈禱文」，是否對吾等大法官於行使釋憲與

造法職權之際，如何拿捏「有所為」與「有所不為」之分

寸，亦有值得一思之價值乎？ 

註一：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7.Aufl., 2007, Rdnr. 

420. 

註二：可參見：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二００四年六月三版，第

四二八頁。林錫堯，論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制度，世一書局，

民國七十三年七月，第二四五頁。 

註三：可參見：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力之研究，收錄於：公

法學與政治理論—吳庚大法官榮退論文集，二００四年十月，

第十六頁。 

註四：翁岳生，前揭文，第三十一頁註七十三處。 

註五：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dnr. 429. 

註六：參見李惠宗，論違憲而定期失效法律的效力—兼評釋字第六一

九號解釋及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七年度判字第六一五號判決，刊

載於：法令月刊，第六十卷第十期，二００九年十月，第一四

六九頁。 

註七：本號解釋公布後，如果本號解釋的聲請人果真能夠依據現行法

，或是依據本院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後，新修正之法律，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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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濟之機會，那麼對於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原因案件之聲請

人卻在當時以及本號解釋作成後，始終都不能提起救濟，試問

是否形成更不公平的現象？ 

註八：請注意：至於民事及刑事案件，因釋憲結果亦獲得再審或非常

上訴之救濟機會，乃因本院解釋（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之結

果。而行政訴訟之此種再審機會，則以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

三條第二項為依據，兩者極為不同。 

註九：參見吳信華，論大法官釋憲程序中的「補充解釋」，收錄於：當

代公法新論—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上），民國九十

一年，第八一二頁。 

註十：BVerfGE 85,69/77, Volker Epping, Grundrechte, 3.Aufl., 2007, Rdnr. 

64. 

註十一：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Rdnr.449. 

註十二：見翁岳生，前揭文，第三十五頁。 

註十三：Waler/Mayer/Kucsko- Stadlmayer, Grundriss des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verfassungsrechts,10.Aufl., 2007, Rdnr.1170. 

註十四：Walter Berka, Lehrbuch Verfassungsrecht, Aufl.,2008, Rdnr.1067. 

註十五：可參見林永謀大法官釋字第五九０號解釋不同意見書，認為

大法官只要一旦作出不受理，案件則當已脫離大法官之繫屬

。同樣見解見諸同號解釋謝在全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 

註十六：但問題仍不少，例如：另一聲請人於提出釋憲後，大法官並

未將之併入其他聲請案中，且先予以不受理駁回，後來解釋

案作出後，可否仍給予其救濟之機會？恐亦非本號解釋效力

所及。 

註十七：該聲請人案之案情為：三位共同正犯中之一人聲請釋憲—即

本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後—得以聲請非常上訴獲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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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共同正犯，即據以請求提起非常上訴。 

註十八：如同本席在本院釋字第六八五號解釋協同意見書所表示之意

見，要求大法官創設個案救濟的法源基礎，讓當事人在事後

的法律救濟，能有堅實理論依據，同時也有助於法院於裁判

時，避免產生法律適用依據之疑惑。大法官不宜將此尋找法

律依據的煩惱，加諸在行政訴訟的法官身上。 

 

不同意見書           大法官 徐璧湖 

本件聲請人聲請就司法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為補充解釋部分

，不符合人民聲請補充解釋之程序要件；聲請人聲請解釋行政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違憲部分，不符合司法院大法官

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均應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不

受理。本件解釋，恣意曲解本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意旨，而解

釋之結果對聲請人復無實益，將本件解釋之適用，建立於要件不

明之另一程序，與大法官解釋司法化之制度要求，以及大法官保

護人民憲法上權益之基本功能，均屬背道而馳。本席歉難同意，

爰提出不同意見書。 

壹、本案所涉聲請經過 

一、第一次聲請與本院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之關聯 

本件聲請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八日向本院聲

請解釋憲法，其因證券交易法事件，認最高行政法院九

十三年度判字第四八號判決所適用之證券交易法第四十

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以下簡稱取得

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三條、第四條等，逾越證券交易

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之授權範圍，有牴觸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疑義，經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編為會台字第七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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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六號聲請案件（註一）。 

本院就另聲請人林學０等四人聲請解釋憲法案件，作

成本院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以下簡稱第五八六號解釋）

，於同月十七日公布。該號解釋宣告取得股份申報事項

要點第三條第二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二親

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

擔任過半數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理之公司取得

股份者」亦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四條相關部分

，牴觸憲法，應自該號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

年時，失其效力（註二）。 

嗣九十四年四月八日本院大法官第一二六０次會議，

就本件聲請人聲請之會台字第七六二六號聲請案件決議

，以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三條之違憲疑義，業經第

五八六號解釋闡釋甚明，並無再為解釋之必要；同要點

第四條等並非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字第四八號判

決所適用之法令等由，認會台字第七六二六號聲請案件

與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不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不受理在案（註三）。 

二、第二次聲請經過 

本件聲請人依據第五八六號解釋，向最高行政法院對

於同法院九十三年度判字第四八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經同法院九十六年度判字第二０一九號判決，以聲請人

非該號解釋之聲請人，不符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以下簡稱第

一九三號解釋）意旨，無從據此提起再審之訴，而駁回

其再審之訴。聲請人乃以上開最高行政法院駁回再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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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判決所適用之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侵害其憲法第十六條所保障提起再審之訴之訴訟權，

以及違反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並認第一九三

號解釋應予補充，聲請解釋憲法及補充解釋，經本院大

法官書記處編為會台字第九六０八號聲請案件。 

貳、第一九三號解釋所涉聲請經過及其規範內涵 

第一九三號解釋案之聲請人魏萬成，認行政法院（現改

制為最高行政法院）七十年度判字第一三六六號判決，所

適用之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七條等規定違憲，於七十一年

三月十五日聲請解釋憲法；嗣又認同法院七十一年度判字

第七四八號判決，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七條、第

四十八條規定違憲，於同年八月五日聲請解釋憲法。前一

聲請案件作成本院釋字第一八０號解釋，於七十二年五月

六日公布，諭知土地增值稅款，應向獲得土地自然漲價之

利益者徵收，始合於租稅公平之原則。後一聲請案件作成

本院釋字第一九０號解釋，於七十三年十一月二日公布，

於解釋理由書諭知：「至未依規定期限報稅，經主管機關核

課土地增值稅，其因自然漲價所生之差額利益，應向獲得

該項利益者徵收，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０號解釋有案，併

予說明。」以示聲請人於該聲請案件中之該部分聲請符合

法定要件，因未合併審理，故於釋字第一九０號解釋重述

釋字第一八０號解釋意旨，使釋字第一九０號解釋之聲請

人取得與釋字第一八０號解釋之聲請人相同之地位（相關

聲請解釋憲法及補充解釋案件之情形參見附表所示）。是第

一九三號解釋所稱「其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

件而未合併辦理者」，即指前述釋字第一九０號解釋所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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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而使釋字第一八０號解釋之效力及於釋字第一九

０號解釋之聲請人。 

至同一聲請人或不同聲請人，有數案件發生同一法令牴

觸憲法疑義，於解釋公布前分別提出聲請解釋，其中之一

聲請案件經大法官作成解釋，而其餘聲請案件經大法官決

議其聲請為不符合法定要件而不受理者，其情形與釋字第

一九０號解釋曾諭知聲請人於該聲請案件中與釋字第一八

０號解釋相關部分之聲請符合法定要件之情形顯不相同，

自不屬於第一九三號解釋之規範內涵。 

叁、本件聲請不合法，應不受理 

一、關於第一九三號解釋之補充解釋部分 

（一）人民聲請補充解釋之要件 

人民就本院解釋聲請補充解釋之要件，司法院大

法官審理案件法未設明文規定，而係依據本院大法

官決議所形成（註四）。 

六十七年十一月二十四日本院大法官會議第六０

七次會議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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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規定（註五），予以解釋。」並經本院釋字第一

五六號解釋引用之。又八十一年三月二十七日本院

大法官會議第九四八次會議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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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之。」 

審查決定聲請人所為補充解釋之聲請應否受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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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為聲請是否「確有正當理由」，所謂「正當理

由」，係指聲請人提出充分之理由，足認先前之解釋

有應予補充解釋之必要而言；如先前解釋之內容已

闡釋甚詳，尚無文字晦澀或論證遺漏之情形，即無

補充解釋之必要。因此「有無補充解釋之必要」，為

補充解釋之特別程序要件（註六）。 

（二）本件聲請補充解釋第一九三號解釋部分不合法 

1、第一九三號解釋並無文字晦澀或論證不周之情形，

且無補充解釋之必要 

第一九三號解釋作成以前，人民聲請解釋之個案

救濟效力只及於據以聲請之單一案件，對於同一聲

請人於解釋公布前，另有數案件發生同一法令牴觸

憲法疑義，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之各案件，因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並無聲請人得合併聲請解釋之規定

，而未予合併辦理，致聲請人個案救濟效力之範圍

過狹，故第一九三號解釋闡示：「本院釋字第一七七

號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

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旨在使聲請人

聲請解釋憲法之結果，於聲請人有利者，得依法定

程序請求救濟，聲請人如有數案發生同一法令牴觸

憲法疑義，應合併聲請解釋；其於解釋公布前先後

提出符合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理者，當一併適用。

」使聲請人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之

各聲請案件，均得併案審理，該解釋效力及於聲請

人據以聲請之各案件，聲請人均得依法定程序請求

救濟。該號解釋闡述甚詳，並無文字晦澀或論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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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情形。 

嗣七十五年九月二十六日本院大法官會議第八０

六次會議決議：「多數當事人基於不同確定判決，對

於同一法律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應各立一案號，由

最先提出審查報告之審查小組主辦大法官主辦，其

餘案件併案處理，主辦大法官應計多數輪次。」已

確立不同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

之各案件，應併案處理之機制，且司法院大法官審

理解釋案件分案要點第六點亦有相同之規定。是不

論同一或多數聲請人於解釋公布前，有數案件發生

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之

各案件，均應併案處理，並為解釋效力所及。就此

而言，第一九三號解釋亦無補充解釋之必要。 

2、本件爭議問題無從以補充解釋第一九三號解釋解決之 

本件聲請人聲請解釋之爭議問題，乃已作成解釋

之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

解釋，既未合併辦理，且其聲請經本院大法官決議

認定不符合法定要件而以不受理駁回者，應否予以

救濟，以及如何救濟之問題。此一問題不在第一九

三號解釋規範內涵之內，已如前述，自無從經由對

該號解釋為補充解釋解決此一問題。且聲請人於其

聲請解釋案件經本院大法官決議不受理後，常另以

聲請表示不服，本院大法官均以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案件法對於本院大法官議決應不受理案件，並無不

服之規定，作為不受理上開對於本院不受理決議之

聲請（註七），足徵本院釋憲實務上，迄無聲請將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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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理決議廢棄、撤銷或變更之救濟制度，該決議

有形式確定力（註八）。 

綜上所述，本件聲請補充解釋第一九三號解釋部

分，聲請人未具體指明該號解釋有何文字晦澀或論

證不周之處，且本件並無補充解釋之必要，其聲請

補充解釋非有正當理由，應不受理。 

二、關於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之聲請部分不合法 

按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確定終局

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

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

」本件聲請人主張，其於第五八六號解釋公布前，已就

同一法令牴觸憲法之憲法疑義提出聲請，但未受併案處

理，致不能依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請求救

濟，該條項違反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侵害

其憲法第十六條所保障提起再審之訴之訴訟權云云。惟

查上開行政訴訟法係規定，本院解釋之聲請人得提起再

審之訴，而本件聲請人以其因本院大法官未將其聲請案

件合併該解釋之聲請案件處理，致本件聲請人非屬該解

釋之聲請人，而主張其提起再審之訴之訴訟權受侵害，

是未具體指摘上開行政訴訟法規定客觀上有何牴觸憲法

之處，致侵害其何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此部分聲請核

與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不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亦應不受理。 

肆、本件補充解釋第一九三號解釋部分無必要、部分未附理由 

本件多數意見通過之解釋文謂：「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之

案件作成解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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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辦理，但其聲請經本院大法

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可適

用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

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本院釋字第

一九三號解釋應予補充。」混淆本院解釋之效力與本院解

釋之程序。 

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

其聲請符合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理者，在解釋作成前，

應依前述本院大法官會議第八０六次會議決議及司法院大

法官審議解釋案件分案要點第六點併案處理，而無補充解

釋之必要。若該聲請案件業經本院大法官決議，以其聲請

不合法而不受理者，則須先推翻該不受理決議之確定力，

而涉及是否創設「再審程序」予以救濟，始得將該不受理

決議廢棄或撤銷，再重行決議該聲請案件原係符合法定要

件。此與第一九三號解釋係就同一聲請人如有數案發生同

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法定

要件而未合併辦理，惟已以解釋認定聲請符合法定要件之

情形迥異，前開已決議不受理之情形，顯非第一九三號解

釋之規範內涵，本件解釋曲解擴張第一九三解釋之範圍，

且僅以「但其聲請經本院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

一語含混帶過。 

多數意見大法官如欲使本件解釋適用於本件聲請人聲請

解釋之個案，勢必須先推翻大法官於九十四年四月八日本

院大法官第一二六０次會議，就會台字第七六二六號聲請

案件所為於法不合應不受理之決議，而變更為「其聲請經

本院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此種同一司法機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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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本司法機關先前確定決議之程序性質，應相當於「再審

程序」。惟查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就大法官解釋之「再

審程序」，未設任何規定，而本件解釋就現任大法官如何推

翻先前大法官所為決議之聲請要件及程序，均付闕如，遽

然草率作此重大變革，而未附任何理由或說明，實屬嚴重

疏失而有違職責。 

伍、本件解釋之結果對本件聲請人並無實益 

本院解釋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者，因期限屆滿前該違

憲法令仍屬有效，則其聲請人對於原因案件仍不得請求救

濟（註九）。 

本件聲請人於本件解釋公布後，如聲請大法官撤銷前述

本院大法官第一二六０次會議關於會台字第七六二六號聲

請案件於法不合應不受理之決議，而變更為「其聲請經本

院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且獲大法官依不確定之

程序重行決議「會台字第七六二六號聲請案件符合法定要

件」，而使第五八六號解釋，對聲請人第一次提出之會台字

第七六二六號聲請案所依據之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

字第四八號判決「亦有效力」。聲請人再向最高行政法院對

於前述判決提起再審之訴，縱有再審理由，惟因第五八六

號解釋之聲請人尚無從依據該號解釋請求救濟，已如前述

。則原再審判決駁回前再審之訴之結果為正當，依行政訴

訟法第二百八十條規定，最高行政法院應以判決駁回本件

再審之訴。此一結果，為多數意見所明知，惟仍執意為本

件解釋，徒增訟累，浪費司法資源，與大法官保護人民憲

法上權益之基本功能亦有未符，實屬莫名。 

註一：參見司法院公報，第四七卷、第六期，二００五年六月，頁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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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參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十七），司法院，二００五年六月

，頁七八五、七八六、七九二至七九六。 

註三：參見註一，頁三二、三四。 

註四：吳信華教授認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決議並無直接之法律效力

，補充解釋之受理既乏法定依據，即與憲法訴訟的列舉原則似

有未符。參見吳信華，論大法官釋憲程序中的「補充解釋」，憲

法訴訟專題研究（一）—「訴訟類型」，二００九年十月，頁三

一二。 

註五：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一、……。 

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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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條款於八十二年二月三日修正公布為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僅將「人民」修正為「人民、法人

或政黨」，其餘內容未更動。 

註六：參見彭鳳至，司法院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效力—兼論大法官憲法

解釋一般拘束力與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法第三一條規定德國聯邦

憲法法院裁判之效力，月旦法學雜誌，二００八年十月，頁一

一五。 

註七：例如會台字第九一五三號、第九三六五號、第九五六三號、第

九九三五號、第一００一七號、第一０一０一號不受理決議（

參見司法院公報，第五十二卷、第一期，二０一０年一月，頁

一二一、一二二；第五十二卷、第六期，二０一０年六月，頁

八五、八六；第五十二卷、第二期，二０一０年二月，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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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三；第五十二卷、第十二期，二０一０年十二月，頁

八０；第五十三卷、第一期，二０一一年一月，頁三三、三四

；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二０一一年二月，頁一三七）。 

註八：參見彭鳳至，註六文，頁一一三。 

註九：本院解釋往後發生效力的原則，有一重要例外，即本院釋字第

一七七號解釋闡釋：「人民聲請解釋，經解釋結果，於聲請人有

利益者，為符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許

可人民聲請解釋之規定，該解釋效力應及於聲請人據以聲請之

案件，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確立對於聲請人據以

聲請之案件（即原因案件）具有溯及生效之個案救濟效力，以

鼓勵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保障其基本權利，並落實基本權利直

接發揮保障功能。惟本院解釋宣告違憲法令定期失效者，因期

限屆滿前該違憲法令仍屬有效，則其聲請人對於原因案件仍不

得請求救濟。此種聲請人聲請解釋違憲，解釋有理，卻其原因

案件救濟無門之現象，實不合理，頗生滋議，雖本院於九十七

年十一月五日以院台大一字第九七００二三八七二號函，送請

立法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法律或命令與憲法牴觸而應定期失效者，於期限屆

至前，除原因案件外，各級法院審理案件，仍應適用該法律或

命令。但憲法法庭之判決主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又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人民、法人或政黨依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第三款聲請之案件，經憲法法庭諭知法律或命令立即失效

或定期失效者，該受不利確定終局裁判之聲請人，得依法定程

序或判決諭知之意旨請求救濟。」對上開情形有所補救，而能

保障聲請人之權益，並彌補現行法之不足，惟迄未完成立法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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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魏萬成聲請司法院解釋經受理並作成解釋之案件 

助理 鄭伊玲製作   

釋字 第 180 號 第 185 號 第 190 號 第 193 號 

解釋公布日 72 年 5 月 6 日 73 年 1 月 27 日 73 年 11 月 2 日 74 年 2 月 8 日 

收案日 

（會台字案

號） 

71 年 3 月 15 日 

（第 1658 號） 

72 年 10 月 11 日

（第 1838 號） 

71 年 8 月 5 日 

（第 1749 號） 

1、73 年 1 月 6 日

（第 1858 號）

2、73 年 8 月 4 日

（第 1983 號）

確定終局裁判 

行政法院 70 年度

判字第 1366 號判決 

行政法院 72 年

度判字第 1004

號判決（註一）

行政法院 71 年度

判字第 748 號判決

1、行政法院 72 年

度裁字第 510 號

裁定 

2、行政法院 73 年

度裁字第 399 號

裁定（註二） 

解釋客體 

1、平均地權條例

第 47 條 

2、土地稅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49 條 

行政法院 62 年判

字第 610 號判例

平均地權條例第

48 條第 2 款 

1、司法院釋字第

177 號解釋 

2、司法院釋字第

185 號解釋 

3、行政法院 62 年判

字第 610 號判例

註一：本判決為聲請人於司法院釋字第 180 號解釋公布後，依據該號

解釋意旨，對行政法院 70 年度判字第 1366 號判決提起再審之

訴，行政法院所為之判決。 

註二：行政法院 71 年度判字第 748 號判決作成後，聲請人多次向行政

法院提起再審之訴，迭經同法院 71 年度判字第 1601 號判決、

72 年度裁字第 157 號、72 年度裁字第 510 號、72 年度裁字第



 47

648 號、73 年度裁字第 147 號、73 年度裁字第 399 號裁定駁回

在案。聲請人遂以其中 72 年度裁字第 510 號及 73 年度裁字第

399 號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定，聲請司法院解釋憲法。 

 

抄黃宗宏、黃葉冬梅釋憲聲請書 

為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2019 號判決所適用之行政訴訟

法第 273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違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並致聲

請人於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之訴訟權遭受不法侵害，因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爰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壹、聲請解釋憲法目的 

一、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

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

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之規定，牴觸憲法第 7

條及第 16 條，應為無效。 

二、大法官解釋之個案效力，應及於同一聲請案件已提出聲請

，但未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併案解釋者，釋字第 193 號解

釋，應予補充。 

貳、疑義之性質及經過 

緣聲請人黃宗宏（及其配偶陳美秀）、黃葉冬梅、鳳華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黃宗宏）、鳳翔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負責人為黃宗宏）、帝門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為黃宗宏）、宏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黃宗宏）、

宏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黃宗宏）及鳳都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黃葉冬梅）係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下稱證期局）定「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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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暨其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下稱申報事項要點）

」所稱之共同取得人，其於 86 年 10 月 30 日共同取得台鳳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已超過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嗣後於 86 年 12 月 31 日出售股票，致持股低於百分之十，

復於 87 年 1 月 6 日買進股票，致持股再次超過百分之十，

另分別於 87 年 2 月 3、6、7、10、11 日、3 月 4、6、16、

27、30、31 日、4 月 23、30 日、6 月 5、15 日、7 月 13、

14 日持股累計增減變動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未

依申報事項要點規定，於所持有股份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後 10 日內向證期局申報及公告，且累計增減變動超

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時，亦未依規定於所持股份變動

後 2 日內向證期局申報及公告。證期局於 88 年 1 月 22 日以

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178 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79 條規定，以 88 年 1 月 22 日（八八）

台財證（三）字第二九０至三０八號處分書處罰鍰共計新臺

幣（下同）190 萬元。嗣證期局並依相同理由，認聲請人於

87 年 10 月 3 日至 89 年 2 月 21 日計 7 次持股變動超過已發

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未依規定向證期局申報，另以 89 年

5 月 5 日（八九）台財證（三）字第一二三六至一二四二號

函予以處分。 

聲請人不服，以前開罰鍰處分所適用之「證券交易法第四

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逾越證券交易

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之授權，應為無效等理由，循序提起

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復提起行政訴訟。案經最高

行政法院 93 年度判字第 48 號判決，以前開要點並未逾越授

權範圍駁回聲請人之訴，並確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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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聲請人於民國 93 年 12 月 3 日以前揭最高行政法院確定

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因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故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聲請解釋憲法。

惟聲請人於聲請前已有他案當事人就該要點有違憲疑義一事

，聲請解釋，但未經 鈞院大法官會議併案解釋。而大法官

於 93 年 12 月 17 日作成釋字第 586 號解釋，宣告系爭要點

違憲，並於 94 年 4 月 8 日對本件聲請人之聲請，以第 1260

次會議議決不受理。 

聲請人復依該解釋向最高行政法院聲請再審，惟最高行政

法院以本件聲請人並非釋字第 586 號解釋之聲請人為由，認

為其不得依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聲請再審，駁回聲請

人之再審。 

叁、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與見解 

一、鈞院釋字第 193 號解釋，應予補充解釋 

鈞院大法官於憲法解釋實務上，得視個案情形，審查決

定聲請人所為補充解釋之聲請，應否受理。而審查之標準

在於是否「確有正當理由」，所謂「正當理由」，係指當事

人提出充分之理由，足認先前之解釋有應予補充解釋之必

要而言，因此「有無補充解釋之必要」，實為補充解釋之

特別程序要件（註一）。而 鈞院釋字第 193 號解釋，實有

補充必要，理由如下： 

（一）大法官解釋之個案效力 

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

釋法律及命令之權」；第 173 條規定：「憲法之解釋，

由司法院為之」；第 171 條第 2 項規定：「法律與憲法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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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掌理解釋憲法之職權。又由憲法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若干人，掌理本憲法第

七十八條規定事項……」，解釋憲法之任務，係由 

鈞院大法官行使。 

於法規範位階與規範審查上，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

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 172 條規定「命

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一方面揭示法規範位

階，另一方面則明示法規牴觸憲法之「無效」效果。

然而，對於該「無效」之意涵，及大法官解釋之效力

為何，憲法並未明文規定。 

按憲法裁判（或憲法解釋）之效力（Wirkung），包

括 1.程序間之拘束力（Innerprozessuale Bindung）、2.

形式確定力（formelle Rechtskraft）、3.實質確定力（

materielle Rechtskraft）、4.拘束效力（Bindungswirkung

（註二））、5.形成效力（Gestaltungswirkung）、6.構成要

件效力（Tatbestandswirkung）、7.擴大之確認效力（

erweiterte Feststellungswirkung ）、 8. 法 律 效 力 （

Gesetzeskraft）。其中「拘束效力」之概念，若採取廣

義見解，包括程序間之拘束力及實質確定力，及對程

序當事人及憲法法院本身之拘束力。而我國大法官解

釋之拘束效力，除釋字第 185 號解釋所論及之一般拘

束力（allgemeine Bindungswirkung）外，另有拘束個

案救濟之效力。 

本件即涉大法官解釋個案效力之相關問題，而針對

原因事件（Anlaßfall）之救濟， 鈞院著有釋字第

177 號、第 183 號、及第 193 號解釋。於第 177 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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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中， 鈞院為兼顧個案正義，首度明白揭示「本院

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於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

亦有效力」。而其中之「效力」究竟何指？是否為撤

銷或廢棄據以裁判之形成效力？嗣 鈞院於釋字第

185 號解釋明文規定「……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

律或命令，或其適用法律、命令所表示之見解，經本

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不符，其受不利確

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理由

……」。 

由此可知，釋字第 177 號解釋於制度上建構出人民

透過釋憲之個案救濟管道，故即使我國現行法制無法

如德國之憲法訴願（Verfassungsbeschwerde），依其聯

邦憲法法院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註三），得由聯邦憲

法法院直接判決廢棄原因事件之裁判，而發回原審法

院，但仍允許解釋結果對原因個案發生溯及效力，進

而使人民得依法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而獲得個案救

濟（註四）。換言之，釋字第 177 號解釋所謂之「效力」

，乃大法官依人民聲請進行抽象規範審查，而宣告系

爭法律違憲時之特殊法律效果，亦即大法官相關解釋

公布生效以後，不適用違憲之法令於解釋生效後失效

之一般原則，而是使違憲之法令就該聲請案件溯及失

效，使聲請人得循再審或非常上訴請求普通法院進行

個案救濟（註五）。 

又釋字第 177 號解釋所謂「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

」，應如何理解？是否包含中央或地方機關因人民陳

情而由該機關向大法官聲請解釋之情形？ 鈞院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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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於釋字第 183 號解釋進一步指出「本院釋字第一七

七號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係

指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規定，聲請所為之解釋而言」，故自該號解釋以降，

大法官解釋之個案溯及效力，僅侷限於聲請人據以聲

請之個案。但為使此一制度進一步發揮功能， 鈞院

復為釋字第 193 號解釋「至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

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

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

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已逐

步放寬大法官解釋之個案效力範圍。 

（二）得依大法官解釋主張再審之範圍，應不限於釋字第

193 號解釋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依據釋字第 586 號解釋向最高行政法院

提起再審之訴，遭最高行政法院以 96 年度判字第

2019 號判決以「……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

或命令牴觸憲法，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並經解

釋為牴觸憲法之聲請人及該聲請事件，暨該聲請人以

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

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理之各案件，始得於該確定判決

後，據該司法院解釋，依上述規定提起再審之訴。該

聲請人以外之人縱對同一法律或法令聲請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會議如未併案予以解釋，即不符行政訴訟法

第 273 條第 2 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93 號解釋意旨

，無從據此提起再審之訴。本件再審原告雖提出釋憲

聲請書影本，主張於司法院釋字第 586 號解釋前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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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然非該解釋之聲請人，亦未經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併案解釋，即非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聲請，解

釋其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為牴觸憲法之確定終局判決

，是再審原告依據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規定提

起本件再審之訴，與該等規定要件不合，顯無再審理

由……」等理由，駁回聲請人之再審之訴。 

然而，綜觀釋字第 193 號解釋，其係強調「至本院

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

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旨

在使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之結果，於聲請人有利者，

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聲請人如有數案發生同一法

令牴觸憲法疑義，應合併聲請解釋；其於解釋公布前

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理者，當一併適用

」，而放寬大法官解釋個案效力之範圍，但實未將大

法官解釋之個案效力，限縮於該解釋所指情形之意旨

。前述最高行政法院之判決，對此顯有誤解。故為免

該號解釋因理解不當肇致曲解，即有對之加以補充解

釋之必要。 

（三）外國立法例之參照 

即便考量法安定性之理由，而對大法官解釋之個案

效力予以設限，該限制亦不應及於解釋作成前已提出

聲請，惟未受大法官併案審議者，否則形同將當事人

得否獲得救濟一事，繫諸不確定之行政作業程序。既

同為已提出釋憲聲請者，理應受有個案效力之平等對

待。 

於外國立法例方面，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法第 7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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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六）規定，其將聯邦憲法法院裁判之效力，區分為

刑事案件之情形及其他案件之情形，而異其規定。詳

言之，於刑事案件方面，基於個案正義及人權保障等

考量，作為裁判基礎之刑事法律被宣告違憲而無效時

，則所有因該違憲法律而被判刑者，均得據以聲請再

審。而於刑事以外之其他案件方面，則因法安定性之

考量，故除本案之原因案件外，始不受影響；而奧地

利之釋憲實務上，凡與原因事件之標的、本質相同，

而於言詞辯論終結前或評議開始前已繫屬於憲法法院

或行政法院之案件，一律視同原因案件，為宣告法令

違憲之判決效力所及（註七）。 

對照本案之情形，由於行政罰與刑罰僅為量的區別

，並非本質上之區別，故理應比照刑事判決之情形，

基於人權保障之理念，其作為裁判基礎之法律被宣告

違憲而無效時，即使非所有以該違憲法律為判決基礎

者，均得以再審為個案救濟，但於解釋作成前已提出

聲請者，仍應給予個案救濟機會，請 鈞院就此部分

為補充解釋。 

二、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

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

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之規定，違憲。 

（一）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違憲法第 7 條

之平等原則 

 憲法第 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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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

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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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在法律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相同

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理，不得恣意為無正當理由之差

別待遇。 

揆諸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意旨，可知人民聲請釋憲之目的，著眼之處絕不僅

限於憲政秩序之維護，其所關注者，實為個案救濟之

效力。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旨在尋求個案救濟，故

大法官審理案件範圍之界定，自應著眼於聲請人個案

救濟之需求，尤應從「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

不法侵害」之角度，予以詮釋，故大法官所審查之相

關法規，須足以改變個案者，始足當之（註八）。而 鈞 

院於釋字第 445 號解釋理由書中亦指出，人民聲請憲

法解釋之制度，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利外，亦有

闡明憲法真意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其中「闡明憲

法真意以維護憲政秩序」，亦應著眼於對當事人權利

之救濟。 

 是故，大法官解釋若宣告系爭之抽象法規範違憲，

則得據以主張再審者，基於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實

不應限於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及聲請人以同一法

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而應及於同

一聲請案件已提出聲請，但未受併案者。否則，形同

因大法官受理案件之先後及是否併案處理等非操之於

人民之因素，而造成能否獲得大法官解釋個案救濟之

差異結果，實非合理之差別待遇考量。 

（二）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違憲法第 16

條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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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聲請人業於民國 93 年 12 月 3 日就行政法院

93 年度判字第 48 號判決所適用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所訂定之「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

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 2、3、4、7

條規定，逾越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之授權

範圍，牴觸憲法第 23 條以法律限制人民權利之意旨

，並致聲請人於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遭受

不法侵害，雖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前揭法律條款，因生牴觸憲法之疑義，故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聲請 

鈞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而針對前揭法規之違憲疑義

問題， 鈞院則先行受理其他聲請人之聲請，並於

93 年 12 月 17 日作成釋字第 586 號解釋，「財政部證

券管理委員會（後更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

會），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九月五日訂頒之「證券交

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

，係屬當時之證券交易主管機關基於職權，為有效執

行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必要而為

之解釋性行政規則，固有其實際需要，惟該要點第三

條第二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二親等以

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擔

任過半數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理之公司取得

股份者」亦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四條相關部

分，則逾越母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

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

訊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



 57

律保留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

年時，失其效力」。而本件聲請人卻因未併為該號解

釋之聲請人，故於依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提起

再審之訴時，遭最高行政法院以非該條項所稱之聲請

人為由，駁回再審之訴。而該判決所適用之行政訴訟

法第 273 條第 2 項規定「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

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

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將得依大法

官解釋聲請再審者，限於解釋之聲請人，而排除於解

釋作成前已提出聲請，但未受併案者，致使本案聲請

人無法依釋字第 586 號解釋聲請再審救濟，除與憲法

所揭示之平等原則有違外，已提出釋憲聲請之個案當

事人僅因大法官未將之併案之片面因素，一方面無法

提起再審；另一方面亦無從再就該被宣告違憲之法規

，再次聲請大法官解釋，而成為該解釋個案效力所及

之當事人而可進而提起再審之訴，實已嚴重妨害人民

憲法所保障訴訟權之行使，有違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

，應為違憲。 

肆、關係文件名稱及件數 

一、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度判字第 2019 號判決影本一件。 

二、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度判字第 48 號判決影本一件。 

三、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89 年度訴字第 1912 號判決影本一件。 

註一：吳信華，論大法官釋憲程序中的「補充解釋」，當代公法新論（

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2007 年 7 月，頁 821。 

註二：Maunz/Schmidt-Bleibtreu/Klein/Bethg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29. Auflage 2009, R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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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法（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BVerfGG

）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若對於裁判之憲法訴願有理由，聯邦憲

法法院應廢棄該裁判，於第 90 條第 2 項第 1 句之情形，應將該

事件發回原審法院」。（Wird der Verfassungsbeschwerde gegen 

eine Entscheidung stattgegeben, so heb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Entscheidung auf, in den Fällen des § 90 Abs. 2 Satz 1 verweist 

es die Sache an ein zuständiges Gericht zurück.） 

註四：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力之研究，公法學與政治理論－

吳庚大法官榮退論文集，2004 年，頁 6-7。 

註五：彭鳳至，司法院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效力-兼論大法官解釋一般拘

束力與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法第三一條規定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

判之效力，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年 10 月，頁 111。 

註六：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法第 79 條規定「（第 1 項）確定刑事判決所

依據之法規，經宣告為違反基本法或依本法第 78 條規定而宣告

為無效者，又確定之刑事判決以聯邦憲法法院宣告為違反基本

法之法規之解釋為依據者，均得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提起再審

。（第 2 項）其他依第 78 條被宣告為無效法規所為不得再行爭

執之裁判，除第 95 條第 2 項之規定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不

受影響。此類裁判不得執行。依民事訴訟法須為強制執行時，

準用該第 767 條規定。不當得利請求權，不得主張之。」（（1）

Gegen ein rechtskräftiges Strafurteil, das auf einer mit dem Grundgesetz 

für unvereinbar oder nach § 78 für nichtig erklärten Norm oder auf 

der Auslegung einer Norm beruht, die vo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für unvereinbar mit dem Grundgesetz erklärt worden ist, ist die 

Wiederaufnahme des Verfahrens nach den Vorschriften der 

Strafprozeßordnung zulässig.（2）Im übrigen bleiben vorbehalt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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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Vorschrift des § 95 Abs. 2 oder einer besonderen gesetzlichen 

Regelung die nicht mehr anfechtbaren Entscheidungen, die auf einer 

gemäß § 78 für nichtig erklärten Norm beruhen, unberührt. Die 

Vollstreckung aus einer solchen Entscheidung ist unzulässig. Soweit 

die Zwangsvollstreckung nach den Vorschriften der Zivilprozeßordnung 

durchzuführen ist, gilt die Vorschrift des § 767 der Zivilprozeßordnung 

entsprechend. Ansprüche aus ungerechtfertigter Bereicherung sind 

ausgeschlossen.） 

註七：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004 年 6 月（3 版），頁 423 以下。 

註八：李建良，試探大法官憲法解釋標的之應然與實然-以司法院釋字

第 567 號解釋為中心-，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9 期，2004 年 6

月，頁 154。 

此 致 

司法院 公鑒 

聲 請 人：黃 宗 宏    

黃 葉 冬 梅    

共   同          

送達代收人：蔡 欽 源 律師 

中 華 民 國 9 8 年 1 2 月 1 1 日 

 

（附件一）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96 年度判字第 2019 號 

再 審 原 告 黃 宗 宏 

      黃 葉 冬 梅 

再 審 被 告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代 表 人 胡 勝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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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列當事人間因證券交易法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30 日本院 93 年度判字第 48 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理 由 

一、本件再審原告黃葉冬梅、黃宗宏及其配偶陳美秀、鳳華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鳳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帝門藝術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宏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宏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均為黃宗宏；下稱鳳華、鳳翔、帝門、宏信、宏誠

公司）及鳳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黃葉冬梅；下稱

鳳都公司）係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自民國 93 年

7 月 1 日起由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承受其業務，下稱

再審被告）訂定「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暨其取

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下稱申報要點）」第 3 條第 1 款、第

2 款所稱之共同取得人，渠等於 86 年 10 月 30 日共同取得

台鳳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已超過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 10%

，嗣後於 86 年 12 月 31 日出售股票，致持股低於 10%，復

於 87 年 1 月 6 日買進股票，致持股再次超過 10%，另分別

於 87 年 2 月 3 日、6 日、7 日、10 日、11 日、3 月 4 日、6

日、16 日、27 日、30 日、31 日、4 月 23 日、30 日、6 月 5

日、15 日、7 月 13 日、14 日持股累計增減變動超過已發行

股份總額 1%，未依申報要點規定，於所持有股份超過已發

行股份總額 10%後 10 日內向再審被告申報及公告，且累計

增減變動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 1%時，亦未依規定於所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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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變動後 2 日內向再審被告申報及公告。再審被告於 88 年

1 月 22 日以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依同

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79 條規定，以 88 年 1 月 22

日（88）台財證（三）字第 290 至 308 號處分書處罰鍰共計

新臺幣（下同）1,900,000 元。再審原告不服，循序提起行

政訴訟，為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89 年度訴字第 1912 號判決（

下稱原審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訴。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經

本院 93 年度判字第 48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再審原告復對之提起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意旨略謂：按同因違憲法令而受不利益確定判

決之人民，僅據以聲請案件之聲請人獲得救濟機會，其他情

形相同之當事人則不得據此解釋請求救濟，且渠等若重複聲

請解釋，將因一事不再理而遭程序上駁回，無任何事後救濟

之機會，顯與憲法平等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是以，

若不同聲請案件分別對同一法令指摘違憲，後聲請者可併入

先聲請者併案審理，該系爭法令如遭宣告違憲，則各個聲請

人皆可據此救濟。原判決所適用之申報要點第 3 條第 2 款及

第 4 條相關部分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586 號解釋為違憲且定期

失效之宣告。上開解釋於 93 年 12 月 17 日公布，再審原告

於 93 年 12 月 8 日向司法院提出釋憲聲請，應解為受該解釋

個案救濟之擴張效力所及，得據此以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為再審事由。依行政訴訟法第 276 條第 3 項之規定，提

起再審之訴之 30 日不變期間，自公布日起算，本件再審原

告於 94 年 1 月 7 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合於再審不變期間

之規範。為此訴請判決：本院 93 年度判字第 48 號、臺北高

等行政法院 89 年度訴字第 1912 號判決均廢棄；行政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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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9 月 14 日台八九訴字第 27156 號再訴願決定撤銷。 

三、再審被告答辯意旨略謂：本案再審原告並非司法院釋字第

586 號解釋之聲請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亦未作同性質案件

之併案審理，此外，該解釋為定期失效之解釋，是再審原告

依該解釋請求救濟，顯屬無據，請駁回其再審之訴等語，資

為抗辯。 

四、本院查：按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經司法院大

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

再審之訴，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 2 項固有明文，惟司法院

釋字第 193 號解釋指明「……至本院釋字第 177 號解釋所稱

：『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

，亦有效力』，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

解釋之各案件，亦可適用。」其解釋理由書更表明：「至本

院釋字第 177 號解釋文所稱：『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

，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力。』旨在使聲請人聲

請解釋憲法之結果，於聲請人有利者，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

濟，聲請人如有數案發生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應合併聲

請解釋；其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

理者，當一併適用。上開解釋，係指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

解釋，於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

案件，亦可適用，與憲法第 7 條規定，自無不合。」依上開

規定及解釋可知，須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牴

觸憲法，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並經解釋為牴觸憲法之

聲請人及該聲請事件，暨該聲請人以同一法令牴觸憲法疑義

，於解釋公布前先後提出符合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理之各案

件，始得於該確定判決後，據該司法院解釋，依上述規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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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再審之訴。該聲請人以外之人縱對同一法律或法令聲請大

法官解釋，大法官會議如未併案予以解釋，即不符行政訴訟

法第 273 條第 2 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93 號解釋意旨，無

從據此提起再審之訴。本件再審原告雖提出釋憲聲請書影本

，主張於司法院釋字第 586 號解釋前聲請解釋，然非該解釋

之聲請人，亦未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併案解釋，即非經司法

院大法官依當事人聲請，解釋其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為牴觸

憲法之確定終局判決，是再審原告依據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

第 2 項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與該等規定要件不合，顯無

再審理由，應予駁回。至再審原告所引司法院釋字第 185 號

、第 188 號解釋均僅就據以聲請案件為解釋，不及於他聲請

人之案件，再審原告無從據以提起再審之訴。又本件再審原

告之訴既顯無再審理由，而遭駁回，則兩造關於原判決實體

部分之爭執，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據上論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理由，依行政訴訟法第 278 條

第 2 項、第 98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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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年 1 1 月 2 9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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