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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10年 8月 19日 

                            發稿單位：法律事務司 

                            連絡人：專門委員張玉真 

                            連絡電話：02-21910189#2203      編號：068 

 

行政院院會通過「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擴大人民參與」、「貼近人民生活」、「便利人民查閱」 

行政程序法自88年2月3日制定公布，90年1月1日施行迄

今，歷經7次修正，惟均為單獨條文之調整，尚無較大幅度之

修正。本法施行以來，相較於制定當時之時空環境已多所轉

變，諸如新興網路科技之發展、人民生活型態改變等，對於

行政法之傳統理念與任務均有相當之影響。為因應時空演變，

避免法令適用產生窒礙，法務部就行政程序法進行通盤性之

檢討及研修。本法本次修正方向，在完備行政程序，以利機

關遵循，使行政更加便民，並擴大人民參與，爰提出修正草

案。行政院院會於今(19)日審查通過法務部擬具之「行政程

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統一「公告」之類型及方式 

現行條文有關公告之規定為數甚多，各該規定或有僅列

公告，或有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併列者，體例未見

一致，本次修法爰區分公告事項之屬性，就涉及「實體

事項、機關權限移轉、規範事件及對象係屬抽象一般」

者，應公告於政府公報；涉及「程序事項、規範事件及

對象係屬具體特定」者，應公告於機關網站(草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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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第 2 條之 2)，並同時修正本法相關規定，以利

適用。 

二、 修正機關權限移轉規定 

現行本法就機關間之權限移轉部分，僅規範同一行政主

體間之權限委任、權限委託，本次修法參酌地方制度法

規及實務運作現況，增訂中央行政機關得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辦地方自治團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

得將其自治權限之一部分委辦所轄地方自治團體等情

形及相關規定（草案第 15條之 1至第 15條之 7）。 

三、 增訂「視訊聽證」、「視訊公聽」規定 

為因應現代科技之進步及智慧政府之趨勢，並便利聽證

程序之進行，爰增訂有關聽證之陳述意見及發問，聽證

主持人認為適當者，得依職權或依申請以視訊設備為之，

並視為已出席聽證（草案第 61 條）。另公聽會亦準用

本條規定。 

四、 增訂「公聽會程序」規範 

目前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行為前，實務上也常以舉行公

聽會方式廣泛蒐集各界意見，惟現行並無公聽會相關程

序規範，本次修法在原本既有之聽證程序之外，再增訂

「公聽會程序」規範，明定公聽會程序之適用情形、得

邀請及應通知之人員，以及舉行公聽會之書面通知應記

載事項；舉行公聽會應作成紀錄，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

應斟酌該紀錄；公聽會紀錄應公開並適用政府資訊公開

法；及明定準用聽證程序之相關條文（草案第 66條之 1

至第 66條之 5）。 

五、 修正「送達」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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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原則上應向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為之。但實務上常見應受送達人另向行政機關陳明以特

定地址或郵政信箱為送達處所者，基於程序便民，並符

合行政實務需求，爰增訂應受送達人已向行政機關陳明

以特定地址或郵政信箱為送達處所者，應優先以該地址

或信箱為應送達處所。 

又「住居所」，原應依客觀居住情形等認定之，不以戶

籍地址為唯一之認定依據，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調查確

認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惟若行政機關經依職權調查之

能事，仍無從查知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時，基於行政效

率，並考量戶籍地址為人民之住所與國家最強烈之連繫

因素，爰增訂行政機關經依職權調查仍無從查知應受送

達人之住居所時，以其戶籍地址為應送達處所(草案第

72 條)。 

六、 增訂法規命令草案再公告程序，明定行政函釋於機關網

站公開 

行政機關公告修正法規命令草案彙整各界意見後應儘

速發布，如陳述意見期間屆滿之時點與發布法規命令之

時點相距過長，因訂定法規命令所需考量之各種因素及

情狀或有變更，宜再踐行公告程序後，始得發布，爰增

訂相關規定（草案第 154 條）。 

另法規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法規之解釋適用所表示之法

律見解，有助於其他機關及人民對該法規之瞭解，爰增

訂該等解釋應公開於機關網站所設置之法規查詢專區

（草案第 162條之 2 條）。 

本次修正，更貼近人民生活和需求，也符合現行行政機

關多元的實務運作方式，同時更擴大人民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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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行政院 110 年 8 月 19 日審議通過之「行政程序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附件二：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