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保留原則 
⾏政程序法第四條：「⾏政⾏為應受法律及⼀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1、⾏政⾏為應遵守「依法⾏政原則」，法⾏政原則分「消極之依法⾏政」及「積極之依法⾏政」： 
（1）法律優位原則：指「⾏政權之⾏使，不得抵觸現⾏有效之法律」須受法律拘束。 
（2）法律保留原則：指憲法已將特定事項保留給立法者，由立法者依法律加以規定，⾏政機關須有法
律或依法律所授權訂定之命令為依據，⽅得有所作為。 

2、法律保留原則適⽤範圍：依釋字第 443 號解釋，可知⼤法官採取 「重要性保留」（中標法5），「重要」
之國家事項皆應以法律規定；非重要事項，無須以法律規定；涉及⼈⺠權利義務之重要性事項，皆須法律保
留，⼤法官建構之法律保留體系，可區分「⼲預⾏政」及「給付⾏政」之領域： 

（1）⼲預⾏政：層級化法律保留。 
a、憲法保留：制憲或修憲機關，對某些國家事項直接以憲法規範，在⼀定限度內禁⽌立法者為
相異規定。 
b、國會保留（絕對法律保留）：某些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立法者不得拋棄其責任，委由⾏政
機關以法規命令規範。 
c、授權命令（相對法律保留）：立法者授權⾏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授權⽬的、內容、範圍須
具體明確，⽅符授權明確性原則。 
d、無須法律保留：執⾏法律的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可以主管機關發布命令規範。 

（2）給付⾏政：給付⾏政乃針對⼈⺠⽣存條件及改善、保障及⽣存照顧為重⼼。  
a、提供基礎設施之⾏政：提供⼈⺠應有之基本設施，例如：道路、學校、醫院等。 
b、社會⾏政：指社會安全制度保障，例如：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等。 
c、促進⾏政：指經濟措施，促進⼈⺠⽣活領域上之改善。 
d、資訊⾏政：指政府提供⾜夠資訊，以便⼈⺠更正確、容易的作決定或參與公共意⾒。 

法律明確性原則 
⾏政程序法第五條：「⾏政⾏為之內容應明確。」 

1、法律明確性原則（源於法安定性原則）：法律明確性非只要求法律具體詳盡，立法時仍得權衡個案
情形，適當運⽤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須遵守其意義非難以理解、受規範者得預⾒、可經由司
法審查加以確認，釋字第432號（可預⾒、可理解、可審查）。 

2、授權明確性原則：裁罰性條款，授權法律就其授權內容、範圍、⽬的須明確，⽅符合憲法第23條；
非裁罰性條款，授權法律未明確授權內容、範圍、⽬的，若依據整體法律解釋可知內容、範圍、⽬的
者，仍符合法律明確性。 

3、⾏政⾏為明確性原則：使⼈⺠對⾏政⾏為能有預測可能，使其能有所遵循依據，維持法安定性，防
⽌⾏政機關對⼈⺠不當⼲擾。 

平等原則 
⾏政程序法第六條：「⾏政⾏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1、相同事務，為相同之處裡；不同事物不同處理。 

2、釋字第 485 號解釋：「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係保障⼈⺠在法律
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的，⾃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為合
理之區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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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信賴保護原則 
⾏政程序法第8條：「⾏政⾏為，應以誠實信⽤之⽅法為之，並應保護⼈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信賴基礎：須有⼀國家公權⼒存在（法律、法規命令、⾏政處分、甚⾄⾏政指導，或是其他⾏政⾏為），
信賴基礎並不以合法為前提，因為⾏政⾏為合法與否，通常並非事前或當下可以判斷的，是必須待司法介入後
才會有定論，換⾔之，違法⾏政處分仍得作為信賴基礎，其被撤銷前，效⼒仍為有效，國家公權⼒的展現，也
同為有效存在，同樣有值得被⼈⺠信賴之前提存在。 

2、信賴⾏為之表現：⼈⺠信賴基礎⽽展開或安排積極作為，可能是財產運⽤或⽇常⽣活計劃等所有具法律上
意義的合法⾏為，且該⾏為與信賴基礎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3、信賴值得保護（信賴無不值得保護之情形）：⼈⺠的信賴必須是值得保護之情形。 

例如：⾏政程序法第 119 條 受益⼈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A、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法，使⾏政機關作成⾏政處分者。 
B、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作成⾏政處分者。 
C、明知⾏政處分違法或因重⼤過失⽽不知者。  

4、公權⼒⾏使涉及⼈⺠信賴利益⽽有保護必要者，不限於授益⾏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政法規之廢⽌或變
更亦適⽤。⾏政法規公布施⾏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
利益。除預先定有施⾏期間或因情事變遷⽽停⽌適⽤不⽣信賴保護問題外，因公益之必要廢⽌法規或修改內
容，致⼈⺠因客觀上具體表現其信賴，⽽⽣之利益損害，應採取合理補救或訂定過渡期間條款，保護⼈⺠正當
合理之信賴，除⼈⺠信賴政機關具體⾏政處分外，信賴⾏政法規（釋字第525號解釋：法律、命令、裁量或解
釋性⾏政規則），包括法院判決所形成之法律秩序應以保護。 

罪刑法定原則派出原則 
1、罪刑法定原則：刑罰權必須立法明確界定刑罰權範圍，不能規定在⾏政命令或⾏政規則中。 

2、習慣法禁⽌原則：習慣法非成⽂法，⼲預⼈⺠⾃由權利以成⽂法為據，排除習慣法適⽤。 
  
3、明確性原則：「構成要件明確」法律要件應⼒求明確，避免使⽤模糊概念或⽤詞；「法律效果明確」，處
罰法律效果須⼒求明確，刑罰或保安處分種類必須確定，法定刑⾼低應均衡，不得使⽤「絕對不定期刑」。 

4、類推禁⽌原則：保護⼈⺠不受國家公權⼒不可預⾒之侵害，刑法有「類推禁⽌」適⽤；通說⾒解認為，類
推有利於⾏為⼈時，可例外類推適⽤。 

5、禁⽌溯及既往：禁⽌刑法事後惡化⾏為⼈法律地位，使⾏為⼈不受不利之罪與刑，刑法採從舊從輕、社會
秩序維護法採從新從輕。 

（1）分為「真正溯及既往」、「不真正溯及既往」： 
a、真正溯及既往：事實於新法⽣效前已完結，但仍為新法效⼒所及。 
b、不真正溯及既往：事實於新法⽣效前已發⽣，但於新法⽣效後才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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