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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與法院組織法》 
一、甲經營一家瓦斯公司，於營業處所存放有液化石油氣鋼瓶 80 桶。經主管機關稽查發現其未申請

領有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書，乃認甲違反消防法第 15條規定，依消防法第 42條規定，裁處
甲 10萬元罰鍰，並停業 30日。甲不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續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於訴訟審理中，停業之 30日期間屆滿，請問：甲應如何續行行政訴訟？（25分） 
命題意旨 測驗考生對行政訴訟各種訴訟類型之熟稔程度。 

答題關鍵 
答題上須掌握當事人對行政處分不服時之救濟途徑、爭訟過程中，及行政處分消滅時之訴訟類型轉

換問題。 
高分閱讀 溫台大，行政法講義第八回，頁 107以下。 

【擬答】 

行政訴訟法依行政行為形式之不同，而規定相對應之訴訟類型。當事人對於行政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不服

者，原則上須依個案情形，決定應適用之訴訟種類： 
1.撤銷訴願、撤銷訴訟 
依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行政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可知，人民如認為行政處分違法並因而侵害

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得提起撤銷訴願、對其決定不服者，得依行政訴訟法第 4 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謀求
救濟。 

2.課予義務訴願、課予義務訴訟 
又依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第 2條第 1項、及行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人民若認為其對行政機關請求為處分

而不為違法並侵害其權益，或人民欲請求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者，得提起課予義務

訴願，對訴願決定不服者，則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3.確認訴訟 
若行政處分無效、或效力已經消滅者，則得依行政訴訟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分別對之提起確認行政處分無

效、或行政處分違法之確認訴訟。 
 
本案中，主管機關依消防法第 42條規定，以甲違反該法第 15條為由，裁處甲 10萬元罰鍰並停業 30日。

而罰鍰及停業之決定，均屬行政程序法第 92條第 1項之行政處分。而該行政處分屬侵害甲權利之行政處分，故

甲得對之提起撤銷訴願、於訴願遭駁回後，得進而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前揭罰鍰、停業處分。 
惟於訴訟進行過程中，停業處分之 30日停業期間屆滿。按行政處分可能因如下事由而失效： 
1.經訴願、行政訴訟撤銷 
2.經處分機關依職權撤銷或廢止 
3.因期間之經過而失效 
4.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效 
5.因其他原因而失效   

(1)當事人死亡（屬人性處分，例如駕照） 
(2)標的物滅失 
(3)執行完畢，且規範效力已不存在 
(4)其他法律之特別規定（例如土地徵收後，未於法定期間內核發補償金之情形） 
 
本案中，停業處分已因 30日屆滿而失效，自無法續行先前之撤銷訴訟，此時須將訴訟類型轉換為行政處分

違法確認訴訟，請求法院確認該停業處分違法。法院亦應曉諭當事人為訴訟類型之轉換，不得以行政處分已經

消滅為由，逕行駁回當事人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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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地方政府於辦理道路改善工程時，未經徵收程序，即將 A之土地開闢為道路之一部。請問 A應

如何循救濟途徑主張其權利？（25 分） 

命題意旨 測驗考生就行政行為形式、行政爭訟類型之判別能力。 

答題關鍵 
須正確判斷行政行為之類型，尤其須分辨行政處分及不外發生法律效果之行政行為（行政事實行

為），及一般給付之訴之功能。 
高分閱讀 溫台大，行政法講義第三回，頁 90以下。 

【擬答】 

依行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人民與中央或地方行政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

作成行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對照行政訴訟法第 4、5條規定，可知行政訴訟法

係依行政行為是否為行政處分為基準，劃分應使用之訴訟種類。詳言之，若係爭行政行為屬行政處分，則當事

人對之不服者，應視情形分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或撤銷訴訟；反之，若行政行為非行政處分者，則應提起一般

給付之訴。 
因此，當事人得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請求法院判命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以外」之其他公法上給付，包

含金錢給付、作為或不作為（包含預防性不作為訴訟）請求等事實行為。一般給付訴訟稱為「一般」，係與課予

義務訴訟作為「特別給付訴訟」相對稱。又一般給付訴訟原告不限於人民，被告不限於行政機關，且無須經訴

願先行程序。 
本案中，地方政府未經徵收程序，亦即尚未作成徵收處分，而逕將 A之土地闢為道路，侵害 A之權利。此

時，A應提起何種爭訟類型謀求救濟，涉及地方政府所為行政行為性質為何之問題。按地方政府將 A之土地闢
為道路之行為，對 A並無規制效力，換言之，並未對外發生法律效果，故該行為並非行政處分，而為行政事實

行為。因此，A應依行政訴訟法第 8條規定，請求法院判命地方政府停止開闢土地、並回復土地原狀。 
因此，A應提起一般給付之訴，主張其權利，無須先行經訴願程序。 
 
 
 
 
 

 

三、試依法院組織法分析比較法官助理與司法事務官之權限及其行為之法律效力。（25 分） 

命題意旨 測驗同學是否熟悉各類司法人員之權限及行為內容。 

答題關鍵 考生須熟記條文，並能條理說明，分點分項列舉題意所指。 

高分閱讀 
1.邢律師法院組織法講義。(命中率 100％) 
2.邢律師法院組織法補充資料一。(命中率 100％) 
3.邢律師法院組織法總複習講義。(命中率 100％) 

【擬答】 
(一)法官助理 

1.地方法院： 
依法院組織法第12條第6項規定，地方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理，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用各種專業

人員充任之；承法官之命，辦理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律問題之分析、資料之蒐集等事務。 
2.高等法院： 
依法院組織法第34條第4項規定，高等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理，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用各種專業人

員充任之；承法官之命，辦理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律問題之分析、資料之蒐集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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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法院： 
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第3項規定，最高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理，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 聘用各種專業人
員充任之；承法官之命，辦理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律問題之分析、資料之蒐集等事務。 

4.法官助理並無獨立對外行使行為之權限，係依照法官之命，辦理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律問題之分析、

資料之蒐集等事務，故法官助理不得為對外發生效力裁判或擬判行為。 
(二)司法事務官 

1.於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設置司法事務官，薦任第7職等至第9職等，司法事務官在2人以上者置主任司法事務
官，薦任第9職等至簡任第10職等，並於員額表內按法院類別定其員額（第11條、第17條之1）。 

2.司法事務官處理之事務，主要係指較不具訟爭性或不涉身分、權利義務重大變動之事務，修正條文特明定

司法事務官得辦理事務之種類及範圍，例如返還擔保金、督促程序、保全程序、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

強制執行事件、破產及債務清理事件、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律所定之非訟事件等。故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
2規定司法事務官辦理事物之內容有下：  
(1)返還擔保金事件、調解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確定訴訟費

用額事件。 
(2)拘提、管收以外之強制執行事件。 
(3)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律所定之非訟事件。 
(4)其他法律所定之事務。 
司法事務官得承法官之命，彙整起訴及答辯要旨，分析卷證資料，整理事實及法律疑義，並製作報告書。 

3.又未來若有其他法律增訂由司法事務官辦理之事務，或依事務之本質非必須由法官親自處理，而由司法院

指定交司法事務官辦理者，例如調解程序事件，亦一併規範，以資彈性運用。另鑑於司法事務官之員額未

必能夠於本法修正施行後一次補足，關於司法事務官得獨立辦理各類事件之範圍及日期，授權司法院定之

，以作為過渡時期適用之依據。 
 
 
 

 

四、法院組織法第 88 條規定：「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理訴訟，有指揮之權。」同法第 89 條規定：

「法庭開庭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之權。」試說明其學理上及適用程序上之區別，並舉例說明之。

（25 分） 

命題意旨 測驗同學是否熟悉法院組織法規定之法庭之開閉及秩序。 

答題關鍵 審判長之職權及法庭秩序之相關規範，並依題意所指舉例說明之。 

高分閱讀 
1.邢律師法院組織法講義。 
2.邢律師法院組織法補充資料一。 
3.邢律師法院組織法總複習講義。 

【擬答】 
(一)審判長權限 

1.審判長之法庭指揮權 
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理訴訟，有指揮之權。   

2.審判長之秩序維持權  
法庭開庭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之權。   

(二)法庭秩序 
1.法庭開庭之禁止行為  
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不得有大聲交談、鼓掌、攝影、吸煙、飲食物品及其他類似之行為。非經審判

長核准，並不得錄音。  
2.妨害法庭之處分及效力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不當行為者，審判長得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時命看管至閉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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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處分，受看管之人不得聲明不服。且此規定於審判長在法庭外執行職務時準用之。  
3.代理人、辯護人妨害法庭之處分 
律師在法庭代理訴訟或辯護案件，其言語行動如有不當，審判長得加以警告或禁止其開庭當日之代理或辯

護。非律師而為訴訟代理人或辯護人者，亦同。  
4.妨害法庭處分之筆錄 
審判長對妨礙法庭秩序者之處分，應記明其事由於筆錄。  

5.妨害法庭秩序之處罰 
違反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之命令，致妨害法院執行職務，經制止不聽者，處三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金。   
(三)依上述法院組織法規定，審判長對法庭開閉、審理訴訟有指揮之權，亦有維持秩序權。係指審判長於訴訟形

式程序事項有指揮訴訟之權利，例如：法庭旁聽民眾在旁聽席上咆哮，審判長有指揮訴訟之權利，得依據法

院組織法之規定為妨害法庭之處分。惟有關訴訟實體事項（個案判決之認定），或涉及對人民權利義務有關

係之程序上事項（例如：羈押審查），於合議審判中，法官須依照合議庭法官評議之意見為羈押之裁定，不

能僅由審判長為審理訴訟之指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