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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全面推動「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以利法規資源共享共用 

法務部資訊處科長 林振芳 

壹、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建置緣起 

「建立電子化政府、創造競爭優勢」為政府大力推動之政策，行政院自1997年將「電

子法規」列入「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畫」之一，並責成由法務部辦理，於2000

年12月完成建置「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https://law.moj.gov.tw），並於2001年4月正

式啟用對外提供服務，建立一個具代表性、完整性、即時性、正確性及便利性的法規資訊

單一查詢窗口，讓一般民眾及法律專業使用者易於取得法規資源並善加使用。法務部鑒於

各機關主管法規網站呈現方式不一且無共同之法規資料交換標準，爰於2008年完成「法規

訊息交換標準格式」之領域資料交換標準，並辦理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部、會、行、

總處、署）及各縣市政府法規主管機關領用建置「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俾提供民眾便利

查詢各機關主管法規，且各機關毋須自行建置平臺。其效益說明如下： 

 

一、區隔法規建置範圍，收納各機關行政規則 

由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建置目標在於提供民眾通用廣泛之法規，因此

收集之法規範圍為憲法、法律、命令（含編制表）、最高法院判例與大法官之解釋，

但對於各法規主管機關自行訂定之行政規則、行政函釋則因數量眾多而未收錄，為使

法規透明化、公開化，使民眾或法律專業人士能夠瞭解相關法規，因此，規劃中央各

部、會、行、總處、署及各縣市政府領用建置之「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其中，中央

二級機關領用建置之「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主要收集機關業管之法律、命令（以上與

「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介接）及行政規則、行政函釋；而各縣市政府領用建置之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則收集所轄區域之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律規則、

行政規則（如圖1），以提供全國民眾或國際人士完整的電子法律資料。 

 

圖1：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法規建置範圍 



頁 2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53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二、提供民眾便利友善一致化操作法規網站 

由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建置宗旨在於提供親和易用，屬於全民的法規

資料庫，網站除靜態法規資料呈現外，亦提供「法規檢索」、「綜合檢索」「跨機關檢

索」及「通俗用語輔助查詢」等動態瀏覽查詢功能；亦能就法規之立法理由（立法總

說明、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沿革、立法歷程等關聯式查詢相關法令，此點與融

入機關全球資訊網之法規資料網頁，其僅具法規資料公告、簡易查詢功能之便利性不

足有所不同。法規因具有分篇、章及條、項、款、目等結構化項目屬性，若未依其屬

性提供專用查詢功能，將無法提供友善化操作介面，且各機關如自行開發建置法規網

站將使操作方式完全不相仿，造成民眾使用上不一致，而提高學習操作所需時間，因

此，建立「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有其必要性。 

 

三、節省重複投入法規專屬網站建置資源 

由於2008年時，各機關已建置法規專屬網站者較少，其所需程式開發費用視法規

專屬網站具備功能多寡，至少約需新臺幣百萬餘元，尚不包括所需硬體設備、作業系

統及資料庫系統等套裝軟體、法規資料建（轉）置費用，後續仍需支應法規資料整編、

程式功能增修等維運費用，若未建置法規專屬網站之中央部、會、行、總處、署及各

縣市政府分別編列預算進行程式開發作業，將重複耗費國家預算支出，對於已逐漸捉

襟見肘之財政，無異是雪上加霜，因此，建立「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將能節省各機關

重複投入法規專屬網站建置資源，俾利政府預算資源能夠妥善運用。 

 

貳、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特色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之建置係參酌「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故系統功能除包

含 「最新訊息」、「法規體系」、「法規檢索」、「英譯法規」、「草案預告論壇」等法規專屬

網站應有功能外，亦考慮各領用機關之主管法規數量、所屬機關多寡、法制單位編制及人

員完備性及提供服務對象而具備以下特色： 

 

一、整編方式區分「法規（篇）版」、「法條版」 

考量各領用機關整編人力及分工原則，將系統分為2種法規整編方式，分別為「法

規（篇）版」、「法條版」，「法規（篇）版」係法規整編方式以整個法規內容作為資料

儲存的單元，各機關一旦制（訂）定、修正法規，需整篇法規進行編修，整編作業較

簡易，惟系統使用者也僅能針對整篇法規進行查詢瀏覽，但系統提供法規關鍵字查

詢，仍可查詢具有關鍵字之整篇法規之內容。而「法條版」則是就法規內所有條文，

以「條」為單位作為作為資料儲存的單元，各機關一旦制（訂）定、修正法規，需對

法規之個別條文進行編修，但系統使用者可查詢某一法規之某條文，較方便查詢運用。 

 

二、依服務對象區分「外部版」、「內部版」、「後端維護系統」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因應服務對象而區分為提供民眾公開查詢之「外部版」，

而部分法規係機關內部作業依據，不涉及民眾權益且無公開必要，但仍需提供機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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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員查詢而建立完整法規之「內部版」，以及為進行法規整編異動、維護管理之「後

端維護系統」。相關系統架構示意圖（如圖2）惟各機關資訊基礎建設並不相同，本系

統可應機關的現況而進行調整或整併。 

 

圖2：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架構圖 

 

三、與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介接通報功能 

為確保全國法規資料庫正確性、即時性、完整性，並可收集中央與地方機關最新

法規（含草案）動態，依據「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之規定，中央各部、會、

行、總處、署於法律、命令（含編制表）於制定、修正或廢止公布後3個工作日內，

需至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網站辦理確認作業；而行政規則則於各機關於訂定、修正或

停止適用下達後5個工作日內，至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網站辦理通報（一體適用之第

一類行政規則）、確認作業（第二類行政規則），若中央各部、會、行、總處、署領用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者，因「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之「通報系統」已建立通報功能

介接及最新訊息介接功能，故均能在該系統進行通報、確認作業，無須登入至「全國

法規資料庫」進行通報、確認作業，且中央與地方機關最新法規（含草案）動態亦可

通報至「全國法規資料庫」最新訊息公告，大幅簡化通報作業及法規最新訊息公告能

見度、相關法規通報機制（含與行政院公報系統）及其系統介接作業流程（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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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法規通報流程圖（通報機制與系統介接） 

 

參、 法務部全面推動主管法規共用系統領用 

法務部於2008年12月完成「主管法規共用系統」程式開發作業，為將此各機關「共用」

之法規「專屬」網站推廣建置至各機關，於2009年初邀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現

已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新竹縣政府進行試辦作業，並於同年5

月完成試辦機關試辦作業（系統示意圖如圖4），2009年7月辦理北、中、南區推廣說明會，

2009年9月起陸續至各機關進行領用推廣作業，及接受領用機關來函領用及後續系統建置

與資料整編作業。領用推廣的重點在於如何向機關之資訊、法制單位介紹「主管法規共用

系統」之優點及領用誘因，包含： 

一、節省法規專屬網站系統開發維運成本 

二、系統所需軟硬體設備可資源共用 

三、具備法規資料檢索便利性 

四、節省法規維護作業 

五、系統維運工作簡單 

六、協助提供法規初始資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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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系統建置、維運輔導 

八、資料自動介接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節省通報作業 

九、例行資訊安全檢測及程式弱點修補作業 

十、符合無障礙網頁規範 

十一、系統功能持續精進。 

推廣策略採向資訊單位進行硬體及套裝軟體建置安裝，並進行後續系統維護（主機及

應用系統版本更新作業），而法制單位則進行初始法規資料清查、造冊，及後續法規資料

建置與維護作業（如圖5），惟各機關狀況並不一樣，需視實際機關狀況而進行調整。 

 

圖4：主管法規共用系統示意圖（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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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資訊、法制單位分工原則 

 

為提高機關領用意願，法務部提供3大誘因，主要為「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具有可自

動介接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可降低領用機關重複於「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全國法規

資料庫」入口網站重複通報行政規則、法規草案等作業，只需於「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建

置通報內容，資料即可同步公告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且能同時於「主管法規

共用系統」進行法規確認作業；另外，協助提供法規初始資料建置則可省去機關法制單位

（人員）建置初期繁瑣作業，機關法制單位（人員）只需清查列冊機關法規清單，即可將

其法規資料建置於資料庫中，再由機關各單位就業管法規人員進行資料校正作業；最後則

是提供系統建置及維運輔導，機關在建置「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期間，法務部將派員至機

關協助有關軟硬體設備安裝、法規資料維護、系統教育訓練之輔導外，於爾後之維運亦提

供專人詢問、輔導，若有功能增修需求，則列入後續年度功能增修評估項目中。利用前述

推廣策略與誘因，截至2018年3月底止，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部、會、行、總處、

署）及各縣市政府計有45個機關領用，其中中央各部、會、行、總處、署共有25個機關領

用（法務部領用但未計入），領用機關比例達80.65%，各縣市政府計有20個機關，領用機

關比例達90.91%，而領用「法規（篇）版」計有中央二級機關計23個、地方縣市政府計15

個，領用「法條版」計有中央二級機關計2個、地方縣市政府計5個，各機關領用統計表詳

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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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機關領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統計表 

     機關類別 

整編版本 
中央二級機關 地方縣市政府 合計 

法規（篇）版 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文化部、科技部、國家發展

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僑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立故宮博物

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

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經濟部、客家委

員會（23） 

臺南市、高雄市、基隆

市、新竹縣、苗栗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縣、嘉義市、屏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金門

縣、連江縣、新竹市（15） 

 

38 

法條版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2） 

桃園市、臺中市、臺東

縣、宜蘭縣、彰化縣（5） 
7 

合計 25 20 45 

比例 80.65% 90.91% ━ 

註：以上排序係依機關領用順序排列。 

 

肆、 未來展望 

國際法規透明度與公眾參與、法規資料開放是近年來我國與國際社會積極推動或國家

競爭力評比重要項目之一，而「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皆朝向

此一方向發展。除精進更友善使用介面外，亦思索法規資料交換標準的檢視修訂，並訂定

法規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規範，據以開發法規

資料線上流通應用程式介面程式，提供「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各機關主管法規系

統間法規資料交換，並可提供外界加值應用，有效進行「資料治理」，藉以提升國際法規

透明度與公眾參與、法規資料開放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