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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大學法制下大學自治概念的釐清 

─兼論法律保留的適用問題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01 期，頁 5~21 

作者 許育典教授 

關鍵詞 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大學法制、法律保留、法律監督 

摘要 

釋字第 684 號在突破學生特別權力關係的同時，亦指出大學基於其自治權限，而享

有專業判斷。如此一來，何謂大學自治勢必成為一個必須被清楚釐清的概念。因

此，本文乃基於大學法制的架構，對大學自治內涵進行類型化的界定。但是，不

可否認地，大學自治必須存在有被監督的可能，否則大學將成為國中之國。所以，

本文最後乃著眼於國家對大學自治的監督，並兼論法律保留在大學自治權限的適

用問題。 

重點整理 學術自由 

一、從學術自由而生之大學法制 

大學法制的上位基本權為憲法第 11 條的學術自由。學術概念

應包括「研究」與「講學」，釋字第 380 號解釋理由書認為，

學術係指「延伸至其他重要學術活動，舉凡與探討學問，發

現真理有關者。」 

二、學術自由的基本權保護法益 

學術自由為一個基本權，學術自由的保護法亦是透過其主觀

權利功能與客觀法功能交織而成。 

(一)學術自由作為防禦權 

為了人民學術活動上的自我實現，而賦予人民對國家高權

侵犯的主觀公權利。在此面向，學術自由的保護法益包

括：研究自由、講學自由、學習自由。 

(二)學術自由作為客觀價值秩序 

學術自由為重要文化基本權之一，國家負有學術促進之義

務。國家必須透過人事、財政、組織等資助方法，維持與

促進自由的學術生活。 

(三)學術自由作為制度性保障 

在此面向上，主要的學術自由保護法益為大學自治。在消

極面上，大學應不受其上級機關指令之約束；在積極面

上，大學對於研究、講學或學習等相關學術活動，享有獨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lawyer.get.com.tw/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2

學術自由 

立的學術自治權利，且由大學內部成員自行規範與管理。

國家在給付行政的範圍內，應透過適當的組織性措施確保

自由學術活動的基本權不受侵犯。 

三、大學自治作為學術自由之制度性保障 

釋字第 380 解釋理由書揭示：「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

規定，以保障學術自由為目的，學術自由之保障，應自大學

組織及其他建制方面，加以確保，亦即為制度性之保障。為

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承認大學自治之制度，對於研究、

教學及學習等活動，擔保其不受不當之干涉，使大學享有組

織經營之自治權能，個人享有學術自由。」 

大學自治之定

義 

自治從文義觀之，可被理解為一個機構自己的立法權。若以此概

念為基礎，大學自治僅涉及所謂的規章自治。在廣義的自治概念

下，一個機構在立法、行政、司法方面，得不受國家影響，某程

度獨立於國家。如此一來，大學自治之內涵即應包括規章自治、

學術自治、人事權限、管理自治與財政自治。 

但是若是教育部委辦或法律直接規定的事項，即非屬大學自治的

範圍。 
重點整理 

大學自治之類

型化 

一、學說理論 

(一)規章自治 

基於法治國的理由，必須透過普遍以及與此相關之規定，

讓大學內部成員清楚了解其權利義務關係。 

(二)人事自治 

大學在人事任用上的參與權可以某種程度阻止主管機關

將它的干預擴展至大學的人事遴選決策，對於學術自由保

障具有特別的價值。 

(三)學術自治 

大學可以自行決定與學術有關的一切事項。 

(四)管理自治 

大學有權制定自己的管理規範，以維護大學內部的安全與

秩序。 

(五)財政自治 

財政自治涉及大學內部經費運用的自由決定權。但是大學

有多少經費，是由立法院來決定。 

二、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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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自治之類

型化 

(一)研究自由 

舉凡與探討學問、發現真理有關均屬之（釋 380、450、563、

626）。 

(二)教學自由 

諸如課程設計、科目訂定、講授內容、學力評定、考試規

則（釋 380、450、563、626））。 

(三)學習自由 

選擇科系與課程之自由（釋 380）。 

(四)學生自治 

大學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立自治團體，並建立學生申訴制

度（釋 380、563）。 

(五)組織自主權 

立法機關不得任意以法律強制大學設置特定之單位（釋

380、450、563、626）。 

(六)人事自治 

對於大學人事管理，國家僅得予以資格限制，不得過度干

涉（釋 659）。 

(七)入學資格訂定 

大學對於入學資格既享有自治權，自得以其自治規章與合

理必要範圍內，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件（釋 626）。 

(八)畢業條件訂定 

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與具備一定水準，自得於合理必要範

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釋 380、450、563、

626）。 

重點整理 

大學自治與法

律保留 

憲法第 162 條規定：「全國公私立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律受國家

之監督」，因而教育主管機關如欲對大學進行監督，應有法律之授

權。本文作者更認為，不得從憲法第 162 條導出國家對於大學有

強制性、排他性、概括性的監督權限，否則將使學術自由喪失。

大學自治是為了落實學術自由，而進一步被憲法所保障知一種制

度，因此，大學自治具有憲法位階之效力。職是之故，國家透過

憲法第 162 條的授權來立法限制大學自治，是根據憲法第 23 條而

來之例外。大學自治的核心領域將會構成立法者形成自由之界限。

重點整理 大學自治與法

律保留 

當大學基於自治的權限而限制到一般人民的基本權時，是否受到

法律保留之拘束？ 

一、不受法律保留原則之拘束： 

本文作者認為，大學自治之目的在於追求學術自由，是以，

大學自治制度本身即具有排除國家干涉之本質。就此而言，

從大學自治而來限制成員的決定，應為其內部成員所產生之

自治結果，如同社會本身的自我拘束，與來自國家權力之限

制不同。大學自治雖直接來自憲法上基本權的保障，本質上

非屬於國家權力的限制，而不受法律保留原則之拘束。但是

大學自治的立法權仍有其界限，該界限來自憲法本身，而受

到基本權規定的拘束。 

二、由國家立法之範圍： 

應以其涉及研究、講學與學習自由之重要事項，以及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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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其他基本權實現有關的重要事項，應由國家對於大學事

務作類型化的框架立法。以落實研究、講學與學習自由之保

障，並保護人民其他基本權在大學中之實現。 

考題趨勢 

釋字第 684 號解釋突破了學生與學校間的特別權力關係，並對於釋字第 382 號解釋

所闡釋之在學關係權利救濟範圍加以變更，考生不得不加以留意。本號解釋亦提

出了大學基於其自治權限，而享有專業判斷之見解，因此考生對於大學自治之內

涵必須有相當程度之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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