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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行政爭訟法保全程序中關於假處分之內涵及其適

用上之爭議 

最高法院106年度裁字第106號行政裁定 
────────────────────────────────── 
【實務選擇題】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98條規定，公法上之權利因現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

現之虞者，為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下列何種措施？ 
(A) 假扣押 
(B) 假處分 
(C) 停止執行 
(D) 強制執行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

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準

此，定暫時狀態處分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於

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尚未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之

措施，易言之，聲請人於裁定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後，在本案執行前，可依該裁

定所定暫時狀態實現其權利，相對人亦應依該裁定所定暫時狀態履行其義務。惟

聲請為定暫時狀態處分，須以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為前提，且定暫時狀態處

分，本即在一定範圍內會造成達到本案勝訴判決之相同結果，因此，依行政訴訟

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其要件有三：1.須聲請人與相對人彼

此間因公法上法律關係（權利義務關係）發生爭執：所謂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

係，即為假處分所保全之本案行政爭訟標的之公法上法律關係，係指特定生活事

實之存在，因法規之規範效果，在兩個以上權利主體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或產生人對權利客體間之利用關係，故必以自己對於債務人現在或將來有基於本

案請求提起本案訴訟之可能為前提要件，否則將使欠缺本案訴訟當事人適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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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卻得以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方式，達成本案訴訟請求之目的，有違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規範目的。2.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所謂「重大之損

害」，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聲請人因該假處分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

否逾相對人因該假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以及該假處分對公共利益之維護，

再斟酌社會經濟等其他主、客觀因素，綜合判斷之；而所稱「急迫之危險」係指

危險刻不容緩，無法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者而言，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

以金錢賠償或回復，即難謂有急迫危險或重大損害情事，而有必要聲請為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3.行政法院認為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處分，所

保全者既為本案權利，於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以

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依其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

其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之保護緩不濟急；且此一必要性要件之審查，在關

於滿足性處分之裁量時益形明顯，蓋滿足性之處分可使聲請人於本案訴訟勝訴確

定前先獲得權利之滿足，形同喪失其對本案訴訟原有之附隨性、暫定性等本質，

而實現如本案訴訟勝訴判決之內容，且發揮類似於本案訴訟之效力，基於其影響

之重大性，並平衡當事人雙方之利害關係，以及訴訟程序之充分性及完整性等考

量因素，此種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必須其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始

得謂有准許之必要性。 

【研究速覽】 

一、假處分之意義、種類及功能如下： 
（一） 假處分之意義：假處分，於行政訴訟法（下同）第298條規定：「公法上之權

利因現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者，為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假

處分。（第一項）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第二項）」由上述

規定可知，本法中之假處分意義有二： 
1.第298條第1項狹義之假處分學說稱為「保全處分」，是公法上之權利因現

狀變更，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者，為保全日後實施強制執行而設。 
2.同條第2項之假處分名之為「定暫時狀態處分」，目的在為防止發生重大之

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所採取之必要措施，以維護暫時之狀態而言。 
二、假處分之種類： 

（一） 保全處分之要件有二： 
1. 須為保全金錢給付以外之權利：若為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保全則屬於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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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的，所謂金錢給付以外公法上權利，則包括特定物之給付或其他作

為、不作為而非屬金錢者。 
2. 須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債權人公法上之權利有不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

虞，始足當之。 
（二）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有二： 

1. 以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具有公法性質即為以足：並不排除法律關係之內容為

金錢給付，其與假扣押之金錢給付所不同之處，即在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目的在於防止或避免危難，假扣押則是為了保全日後之強制執行，故假處

分通常聲請人為人民，相對人為政府機關。 
2. 須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若不屬於重大損害或急迫

危險，聲請人自可從容循本案之訴訟程序尋求解決，無聲請定暫時狀態處

分之必要。 
三、假處分之功能： 

（一） 行政訴訟，通常係以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為被告與私人不同，若謂國家所

負金錢債務亦有判決確定後給付不能之問題，則實難想像，故因此即有將保

全程序由民事訴訟法上引進行政訴訟法之必要。 
（二） 而所謂行政爭訟法（下同）第298條之假處分，其功能即係行政爭訟法中保全

程序之一環，其與第293條之假扣押、第116條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合稱所謂

「暫時權利保護程序」。 
（三） 假處分之功能即為金錢以外之請求，為防止或避免危難，而請求為一政府作

為、不作為或忍受義務，以保障人民權利之實現或避免遭受不當侵害。 

【相關法條】 

行政訴訟法第298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