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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何謂行政規則？試舉例說明之。又司法機關審判時，是否受行政規則之拘束？（25分） 

答： 
(一)行政規則之意義與類型 

1.行政規則之意義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行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下，依其權限或

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效力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2.行政規則之類型 
按行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規定，行政規則之類型有下列四種情形： 
(1)組織性行政規則 
此種行政規則所涉者為：機關內部之組織、內部單位之業務分工、法定管轄權之細部與程序規定、事

務之分配、人事管理等事項，例如：各機關之辦事細則、組織規程、處務規程等。 
(2)作業性行政規則 

此種行政規則所涉者為機關內部之業務處理方式，例如：行政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改進要點、工作

簡化實施要點。 

(3)解釋性行政規則 

上級機關於下級機關在適用法律時，為避免發生疑義或歧見，並保持行政決定之一致性，故本於監督

權所下達之法令解釋基準，即稱之為「解釋性行政規則」。其範圍多半涉及法令中有關「不確定法律

概念」的具體化之詮釋。一般稱為「解釋令」或「解釋函」。例如：內政部對工廠法「工人」定義之

解釋、新聞局對「妨害風化」、「猥褻」之解釋（釋字第407號）等。 

(4)裁量性行政規則 

又行政機關在裁量權範圍內，為保持法律適用的一致性、平等性與可預見性，得針對各種法律效果，

預設若干裁量基準以為裁量，該基準即所謂「裁量性行政規則」。例如：商標近似審查基準、稅務違

章案件裁罰金額或倍數參考表等。 

(二)司法機關審判時不受行政規則之拘束 
行政規則係基於行政組織權限以及業務上的指揮監督權所發布之命令，其發布權限係從行政權衍生而來，

毋須法律的授權。在其非顯然違法的情形下，對於下級行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因公務員法上之服從義務，仍

有其拘束力（行政程序法第161條）；惟此種拘束力係在行政組織內部發生，故對於司法機關而言，依憲法

第80條之規定，法官依據法律獨立審判，為其應有之職責。是於其職責範圍內，關於認事用法，如就系爭

之點，有為正確闡釋之必要時，自得本於公正誠實之篤信，依據法律，表示適當之不同見解，並不受行政

規則之拘束，此向為釋憲實務所肯認（釋字第137、216、407號解釋），亦有穩健之學理支持。 
 
二、人民依稅捐稽徵法提起復查（訴願之先行程序）或訴願時，能否停止原處分之執行？在符合何

種要件下可停止執行？試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一)行政處分於復查或訴願程序停止執行之容許性 

1.行政處分之執行力與停止執行制度 
行政處分之執行力，係指對於拒不履行處分之相對人，行政機關得以該處分為執行名義，對相對人實施

強制手段，以實現處分內容之謂。一般而言，行政處分於生效時即具有執行力，惟因處分之內容實際上

是否違法（或不當），最後仍須交由行政救濟機關作最後判斷，因此，倘一味容許處分於生效後即應一

律執行，則未免過於強調行政效能等公共利益之保障，而輕忽當事人之權利保護。是為謀公共利益與個

人利益之調和，即便肯認行政處分應有執行力，惟倘若受處分人或利害關係人得以釋明一經執行將發生

不能回復之重大損害，即應許其於提起救濟前，有向相關機關聲請就其爭執之法律關係定暫時狀態之機

會，藉此資兼顧個人權利之保障（釋字第35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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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復查與訴願程序停止執行之容許性 
依現行訴願法第9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訴願，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原則上不停止原處分之執行。就稅捐

之稽徵程序而言，稅捐稽徵法第39條，即此所謂「法律另有規定」。按該條規定，在下述情形下，系爭

處分均得享有暫緩移送執行之利益： 
(1)納稅義務人對於課稅處分，已依規定期限申請復查者； 

(2)在復查決定後，納稅義務人對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數，並依法提起訴願者； 

(3)納稅義務人依前述規定繳納半數稅額確有困難，經稽徵機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者。 

上述有關繳納復查決定應納稅額半數或提供擔保，並依法提起訴願者，得予暫緩執行之規定，其立法意

旨顯係為避免執行後，因行政救濟變更，而有不能回復損害之弊。 

(二)行政處分於訴願程序容許停止執行之要件 
惟即便納稅義務人對復查決定應納稅額未繳納半數，而依法提起訴願，經移送執行者，倘「原行政處分之

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行政處分之執行將發生難以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利益

所必要者」，「受理訴願機關」或「原行政處分機關」均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或由「行政法院」依聲請，

就原行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行（訴願法第93條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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