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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完善的公報制度是落實政府資訊公開的條件，在當代民主法治國

家具有維護法令公定力，保障人民權益及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之重大功

能。行政院公報即以「政府決策透明化、資訊公開化與公民參與」之

目標，期許成為政府和民眾之間資訊的平台。  

  行政院公報自 94 年 1 月統合發行以來，相關發行作業已漸入軌

道，為因應電子化時代的來臨，並健全現行公報法制體系，本會爰委

託世新大學就公報制度之現況與公報發行之相關法律議題，進行研

究。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蒐集及實際上網搜尋之方式，首先掌握我國

公報制度推動與電子化情形之現況，並蒐集整理與公報、行政作業程

序等相關法律規定；次就我國及外國公報法制進行比較，如機關設立、

作業程序、發展背景、制度特色及電子化處理之規範等；最後檢視我

國公報制度在制度化與電子化上之問題現況，並參考國外之法制經驗

提出建議，俾供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本研究建議公報制度應持續採紙本與電子公報並行之發行方式，

並參考美國經驗，除以刊登公報為法令生效要件外，在法律中明文規

定特定事項應刊載與特定公報，或提升目前公報之規範位階，訂定公

報專法；亦可參採德國以單一內容之方式單獨發行公報，而在電子公

報之推動方面，則建議應加強電子資料之保護與強化資料庫之整合，

確保電子公報之完整性與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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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人參與研究工作，本會何處長志忠、陳副處長悅宜、李專門委員

連生、陳科長錦雲、莊專員靜雯負責督導、連繫及行政支援工作，併

此誌明，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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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研究緣起  

由於政府機關內部的溝通有賴行文與其公報的發行，在各機關間

互相傳遞訊息。傳統公報的發行與機關內部行文都是以紙本的方式行

之，隨著電腦網際網路的發展，資訊與通訊科技日漸發達，也由於辦

公室自動化 (Office Automation)利用電腦與通訊技術處理辦公室事務
的發展下，縱使是紙本形式的公文或公報，也事先經由電腦做成電子

檔列印之後傳遞發布。公報也是先做成電子檔後列印成紙本或直接以

電子方式發布，因此公報從紙本走向電子化的發布，這不但是時代潮

流的趨勢，也加快了公報發行的速度與便利度。  

世界上主要之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歐盟、德國、法國、日

本等國，除了隨著電子資訊時代的演進設有電子化政府 (E-Government)
外，尚架設有電子公報網站、電子公報資料庫。在我國行政院亦架設

電子公報的網站，是以，在這股銳不可擋的趨勢下，為民眾提供更迅

速更優質的服務，我國也邁向電子化政府，並且架設有電子公報網站。 

然而，我國電子公報網站成立時間不久，有許多功能及資料庫的

內容仍不完備，為了更提升電子公報網站資料庫、便民及民眾參與等

功能，促進政府資訊公開，或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與加強，以跟上時

代與世界的腳步。故，藉由此一研究案研究小組將針對世界主要國家

之電公報網站及其法制面做一深入的研究比較，期許我國之電子公報

網及公報制度能夠發展得更順利且更臻完善。  

二、研究目的  

（一）公報法制面  

隨著公報發布形態的改變，除了紙本公報在各機關發行之外，還

有電子公報在網站上發布，由於法令必須要透過公報公告為其生效要

件，因此產生了時點的問題及若有疑義應以電子公報為準抑或紙本公

報為準？此皆為公報電子化後接踵而來要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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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令上對於公布的時點、效力，未來似有需要修正與調整，以

求兼顧紙本公報與電子公報能夠相互配合。然而在外國，有些國家則

有專為公報制定之法律，我國目前係於行政程序法、中央法規標準法

與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有針對法令發布應送刊公報之規

定及其他公報之相關規定，但對於電子化時代之來臨，公報電子化後

甚至集結作成資料庫後之法律效力等問題尚未做出規範。  

故藉由研究比較並觀察我國之情況，研究是否我國有專為公報立

法之必要及是否需設一機關專司公報編輯、彙整、發行等業務，以應

對未來電子化後產生的諸多法律問題。  

（二）電子公報網站部分  

電子公報網站及資料庫的架設為民眾帶來了許多便利，也節省了

搜尋成本，然目前電子公報資料庫網站雖已有基本的搜尋分類功能，

但為了讓資料庫及網站功能能夠更強大，以提升使用率及便利度，故

藉此研究集結各國網站資料庫之優缺點以改善我國電子公報網站。例

如搜尋引擎部分，能夠讓資料庫功能更強大；單一窗口的設立，便民

服務及便民程度的提升；增加讓民眾參與之機會，由加入會員，設立

聊天室或是部落格等網頁讓公民眾參與討論等。  

三、研究方法  

（一）從法制面探討  

針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對其公報制度相關規範之比較，研究之國家

除我國之外，尚有美國、德國、日本、法國、奧地利等國。研究內容

為上述各國賦予公報之法效力、電子公報與原始紙本公報效力不同之

有無、刊載於公報上之訊息之效力等法制面之問題，並且研究各國是

否有專為公報制定之法律，若有將深入研究其法規之規定，以為未來

我國公報法制之參考。另外針對上述國家是否有專司公報編輯彙整之

機關，其機關之性質、權責為何。  

（二）就我國及各國電子資料庫運作情況研究  

就我國之公報制度做一現況調查與研究。調查內容概略為我國目



提要 

 IX 

前公報法制面之現況調查、資料庫整合性之調查、網站架設之實用性、

與民互動、開放之程度等，並將資料備齊。於我國現行公報制度之現

況調查完畢後，將已蒐集得之資料開始做一比較分析並深入探討，比

較分析探討內容範圍為：針對我國公報現行制度之優缺點比較、法制

面之比較、電子公報資料庫網站設置之比較⋯⋯等。  

（三）比較我國及各國公報法制化、電子化之優缺點並提出小組建議  

目前我國公報之運作情況相當良好，並足以引以為傲，然若能集

結其他主要國家之優點並改進，我國公報制度勢必將與世界並駕齊

驅。然而，我國目前並無專為公報制定之法律，是否需要專責機關負

責彙整編輯公報仍有待研究討論。故將我國與上開外國之法制、實況

比較後，試提出小組研究結果與建議，以供參考。  

四、預期效益  

公報電子化後，不僅人民受惠也為行政機關帶來諸多便利，也節

省許多行政成本。將電子公報蒐集、集結成為電子公報資料庫後，除

了需有一簡易操作之平台供行政機關查閱資料外，亦可提供與民眾參

與政府、行政機關之決策。是以，透過本研究預期之效益臚列如下：  

（一） 檢討並改進我國電子公報資料庫搜尋與整合之功能，可能的方

式為各機關間電腦連線或是將所發布之公報全部匯至該電子

公報資料庫做一整合之動作，使民眾、行政機關操作更便利，

強大該資料庫之機能。  

（二） 加強民眾互動之功能，蓋目前電子公報資料庫僅有加入會員之

功能，但是對於加入會員後能夠享有之服務稍嫌不足，透過

本研究，希望能夠建置與民眾互動之空間，互動形式可能是

以留言版之形式、公報回應之形式、聊天室、部落格等方式，

使民眾可以發表並參與對公報內容之討論與評論。  

（三） 公報從傳統之紙本形式演變成為今日電子公報之形式，爾後又

將所有機關、從過去到現在所公布之公報蒐集成資料庫，是

以，本研究將從法制面探討電子公報發布之效力、時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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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之時點標準，以杜將來紛爭之發生。  

（四） 促進我國政府電子化之程度。在各國公報制度的分析研究後，

預期可以針對各國公報電子化部分優點與缺點進行綜合探

討，歸納出一套較為完善的電子公報新制度。再綜合我國現

行公報新制實施的狀況，配合我國國情，設計出一套適合我

國運作的公報新制，供立法參考以及新制公報能對未來政府

施政上有所助益。  

 

 

關鍵詞：公報法制化、電子公報、政府資訊公開、電子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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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國公報之意義與實行現狀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資料蒐集之方式包含文獻資料蒐集、我國及外國公報法制

之比較、以及實際上網搜尋操作等三種方式，各類資料蒐集方式之蒐

集重點如下：  

一、文獻資料蒐集包含國內外文獻蒐集、國內外相關法令蒐集、相關

研究等資料。  

二、我國及外國公報法制比較，將我國與公報、行政作業程序等相關

法律規定作蒐集整理，再就國外公報相關法制，如機關之設立、

作業程序法制、電子化相關法制與我國作比較。  

三、實際上網搜尋操作，實際線上操作我國公報網，研究我國目前電

子公報的運作，資料庫匯整蒐集等，另外再就英國、美國、奧地

利、法國、日本等國之公報網亦線上實際操作，以研究國外電子

化狀況，取得結論與我國作比較，並提出建議以改進我國公報網、

電子公報資料庫之不足。  

四、文獻蒐集方法，從國家圖書館實地蒐集紙本資料相關書籍，國內

電子資料庫蒐集資料、國外電子資料庫蒐集資料下載文件以供參

考研究。  

第二節  前言  

回顧過去十年，我國法制於行政法領域中有許多改革，特別是民

國九十年施行的行政程序法，象徵我國行政行為邁入法制化、制度化

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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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學界多方研究下，資訊傳達與訊息傳遞變得越來越重

要，為更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知的權利」，遂廢止了行政程序法第四十

四條、四十五條，另外制定更為周詳的「政府資訊公開法」，該法詳細

規定政府應主動告知及公開之事項，使得人民能共享及公平利用接取

政府資訊，進而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

主。  

公報制度的建立，向來被認為是讓人民接近了解政府資訊重要管

道，學界也有的相關研究文獻。一般認為公報制度具有維護法令公定

力、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強化人民參與及提升政府效能等重要功能，

惟過去多數研究多半係圍繞在傳統紙本公報，就算對於電子公報有所

琢磨，也因受困於當時科技技術，而無法跳脫傳統公報的思維。  

如今隨著網路科技與儲存技術快速發展，資料庫的建立對於電子

文件文獻的儲存變的輕而易舉，再加上後續針對資訊科技之發展所制

訂的相關法制（例如：電子簽章法、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等）

的建立之下，公報亦逐漸朝向電子化發展，朝政府ｅ化與單一窗口之

政策目標邁進。如此一來公報法制似有必要隨著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變

遷也做些調整與配合，在法規與法規調整之際，各個相關法規之關係

位階定位為何，應如何配合定位、調整以避免衝突，則公報法制化研

究之重點所在。  

因此本研究在本章首先將針對現行公報發行之運作以及過去對公

報之研究作介紹，以理解公報的基本意義與功能為何，接著於第二章

探討現有公報相關法制規範之內容與學界一直以來認為尚且存有落差

之部分，並以第一章之介紹為基礎，討論現有的電子公報與傳統公報

在現有法制上的意義是否相同，而在制度上是否同樣有其相同的落差

之處，以及就電子化公報在功能上、本質上獨特之處進行分析，討論

未來對於公報制度可抱有的展望，接著再透過第三章及第四章對於外

國相關公報制度的觀察與探討，整理歸納出各種制度的優缺點，並於

最後第五章提出本研究對於我國未來開展公報發行制度時，在法規範

上可能之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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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報之意義與內涵  

公報的意義在過去眾說紛紜，其中較符合目前社會情勢的定義係

指：由政府制度性地編輯出版具有一定公定力的刊物，內載法律、法

令、決議、命令、條約、協定或其他對人民權益影響的官方文件 1。本

文認為此一說法較符合目前社會情勢，原因有二，其一在於該見解是

建立在公報具有維護法令公定力、滿足人民知的權利等目的的基礎

上；其二則是就目前我國法制對公報慣用之解釋所做的綜合觀察，對

此可從政府資訊公開法看出端倪：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六條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

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  

而同法第八條第一項則說明：「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之：一、

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由此可知，現存制度下的公報是以關於人民權益之重要事項為標

準，與該見解相去不遠；至於該見解認為的公報應具有之制度性，始

能進一步延伸出該刊物的公定力，在現今法制中，以行政院為例則以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作為主要的規範來體現此一功能。  

而公報的作用，如前述學者認為是具有維護法令公定力、滿足人

民知的權利、強化人民參與及提升政府效能等功能的制度 2，原因在

於，首先在維護法令公定力上，由於法令的存在，須有一套固定且可

信賴的刊載機制來作為具有公定力的公示制度來增強其安定性，而公

報制度透過法律規定讓法令效力與刊載作連結，使其成為法令的生效

要件，正可滿足此等要求；在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上，公報的制度化可

使政府資訊有效率地主動向人民揭露；在強化人民參與上，由於決策

有其本質上的限制，使得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顯得重要，
而程序理性兩大內涵乃係人民的參與與資訊的適度流通，因而公報於

                                                 
1 葉俊榮等共同研究，建立各機關公報發行制度之研究，84 年 4 月，頁 10。  
2 參葉俊榮，前揭註 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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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最後在提升政府效能上，乃在於現代政府

職權的大量擴增下，各機關的職能朝向分工，造成大量的機關存在，

為避免資源的重複浪費或是行政行為多頭馬車之情勢，於是機關彼此

間的內部整合問題便顯得重要，公報於此便有幫助機關間了解彼此動

態的作用。  

第四節  資訊刊登於公報之法源依據  

而在了解公報制度本身的內涵後，關於究竟那些資訊應主動公開

此一問題，本研究認為首先可透過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此一上位規

範來了解，其中包括：  

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

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二、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

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三、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

箱帳號。  

四、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六、預算及決算書。  

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而按照該法第八條之規定，上述資訊除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

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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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等資訊，必須刊登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外，其餘資訊得斟

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選擇適當之方式公開之。  

而除了政府資訊公開法外，事實上亦可透過各種具體法規所進一

步地明確規定，來幫助我們理解究竟何等資訊需刊載於政府公報當

中，以下按照刊登內容之類型為一簡單的整理，列表如下，附帶一提，

如未註明為限以特定公報為處理方式，便指在該法令下容許以其他方

式公開資料，例如新聞紙等。  

表  1、規定資訊刊登於公報（或其他管道）之法源依據  

類別  項目（及細項）  處理方式 法源依據  

法律  應刊登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8 條
第 2 項、行政院公報管
理及考核作業要點第六

點及其附件一參照  

緊急命令  應刊登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8 條
第 2 項、行政院公報管
理及考核作業要點第六

點及其附件一參照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  應刊登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8 條
第 2 項、行政院公報管
理及考核作業要點第六

點及其附件一參照  

法規  

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命令（以

條次方式呈現，使用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3 條所列 7 種名
稱者）及指定法規施行日期

之令  

應刊登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 8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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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授權依據，具對外效

力，需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

法院查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 3 條所列 7 種名稱之
法規命令  

應刊登  

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第
3 項、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 8 條第 2 項  

地方自治法規  應刊登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8 條
第 2 項  

行政

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
第 2 款之行政規則  

應刊登  
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  

法規命令訂定、修正

草案及廢止案之預

告  
應刊登  

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及
第 154 條  

機關管轄變更之公

告  
應刊登  

機關管轄變更對民眾權

益影響甚巨，應刊登公

報。  

行政程序法第 15條第 3
項及第 16 條第 2 項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第 5 條  

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

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可

辦法第  8 條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

第  8 條  

公告

及送

達  
公告  

權限委任、委託之公

告  
應刊登  

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

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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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

第  2-1 條  

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

管理辦法第  3 條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

構管理辦法第  50-1 條  

公路委託管理辦法第  6 
條  

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

正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3 
條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

辦法第  4 條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

專業訓練管理辦法第  2 
條  

船舶國籍證書核發規則

第  23-1 條  

船舶檢查規則第  16-1 
條  

船舶丈量規則第  46-1 
條   

船舶載重線勘劃規則第  
13-1 條  

貨船搭客管理規則第  8 
條  

客船艙區劃分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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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條  

船舶設備規則第  28-1 
條  

船舶危險品裝載規則第  
119 條  

水 翼 船 管 理 規 則 第  
81-1 條  

氣 墊 船 管 理 規 則 第  
84-1 條  

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

則第  27 條  

船舶防火構造規則第  
10-1 條  

化學液體船構造與設備

規則第  9-1 條  

液化氣體船構造與設備

規則第  9-1 條  

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

法第  10 條  

船員僱傭契約核可標準

及作業辦法第  2 條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

發證書辦法第  39 條  

打撈業管理規則第  3 
條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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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18-1 條  

商港棧埠管理規則第  
20-1 條  

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  
74 條  

海難救護機構設立及管

理辦法第  15 條  

高雄港國內航線或港區

工程用之中華民國船舶

不適用強制引水辦法第  
13 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

則第  11-1 條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

及零組件檢定委託辦法

第  13 條  

國際機場時間帶協調業

務委託辦法第  10 條  

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第  
29 條  

航空人員術科檢定委託

辦法第  22 條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收費標準第  6 條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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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2 
條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17 條、第  18 條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2-1 條、第  14 條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  
4 條、第  9 條  

民間團體或營利事業辦

理國際觀光宣傳及推廣

事務輔導辦法第  4 條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

建築物及廣告物攤位設

置規劃限制辦法第  3 
條  

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3 
條  

法人團體受委託辦理國

際觀光行銷推廣業務監

督管理辦法第  3 條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  
5 條  

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

人員表揚辦法第  2 條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2 
條  

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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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溫泉區管理計畫審核及

管理辦法第  6 條  

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

第  2 條  

行政程序法第 55 條及
第 156 條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  10 條  

新市鎮開發條例施行細

則第  4 條  

舉行聽證前之公告  應刊登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  6 條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10 條、第  21 條  

徵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辦法第  6 條  

醫院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登記管理辦法第  5 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

第  6 條、第  8 條  

百貨公司業及零售式量

販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辦法  第  6 條  

依 法 規

應 公 告

之事項  

個人資料

處理登記
應刊登  

電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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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理辦法第  6 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 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  39 條、第  44 條  
選舉資訊 應刊登  

公民投票法第  19 條、
第  21 條  

政府採購法第  27 條、
第  61 條、第  101 條、
第  102 條、第  111 條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3-1 條、第  34 條、第  
84 條、第  102 條、第  
109-1 條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

行辦法  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
第  17 條  

扶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

採購辦法  第  4 條、第  
9 條  

機關邀請或委託文化藝

術專業人士機構團體表

演或參與文藝活動作業

辦法第  5 條、第  6 條  

政府採購

資訊（刊

登於政府

採 購 公

報）  

應刊登  

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



第一章 我國公報之意義與實行現狀 

 13 

產作業辦法第  5 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  

商標法第  12 條  

專利法第  38 條、第  64 
條、第  74 條、第  103 
條、第  127 條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55 
條  

智慧財產

權登記相

關事項  
應刊登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保護條例第  9 條  

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  9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7 條  

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  
46 條  

國家標準

資訊  
應刊登  

溫泉標準第  5 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

則第  35 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0 條、第  71 條  

立法院議事規則  第  55 
條  

監察院會議規則第  32 
條  

其他應公

告事項  
應刊登  

政治獻金法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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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查核準則  第  
10 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6 條、第  9 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

行細則第  20 條、第  22 
條  

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

例  第  6 條  

機關堪用財物無償讓與

辦法第  4 條  

戶籍法第  27 條、第  59 
條、第  61 條  

研發替代役研究發展費

繳納標準第  2 條  

審計法  第  31 條  

中央機關辦理區段徵收

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

上權辦法第  3 條  

國防部科技工業機構與

法人團體從事研發產製

維修辦法第  18 條、第  
21 條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第  6 條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

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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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財政部受理記帳及報稅

代理業務人申請換領記

帳士證書辦法第  12 條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

管理辦法第  32 條  

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

化推動輔導辦法第  16 
條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

第  17 條  

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

裝 業 管 理 辦 法 第  14 
條、第  15 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9 條  

受託處理大陸事務財團

法人訂定協議處理準則

第  11 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

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

準則第  11 條  

公共債務法第  9 條  

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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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及使用辦法第  10 
條、第  17 條、第  22 條  

藥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

第  4 條  

藥物資料公開辦法第  3 
條  

農藥生產業及販賣業者

評鑑獎勵辦法第  3 條  

廢乾電池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5 條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

地區許可辦法第  15 條  

行政程序法第 75 條、第
80 條、第 100 條。  

專利法第  18 條  

廢棄物及剩餘土石方清

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

扣留作業辦法第  6 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  2 條（都市更新條例  
第  8 條）第  11 條、第  
16 條  

送達  
對不特定人之送達；

公示送達；  
一般處分之送達  

應刊登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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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  
7 條  

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  4 條  

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6 條  

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第  7 條  

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

查辦法第  4 條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

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第  6 條  

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5 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4 條  

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

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

法第  14 條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

則第  28 條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

限建辦法第  4 條  

地下水管制辦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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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

辦法第  10 條  

天然放射性物質衍生廢

棄物管理辦法第  4 條  

天然放射性物質管理辦

法第  5 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  3 條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

理辦法第  3 條  

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

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

第  4 條  

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

法第  4 條  

駐衛警察人員退職補償

金發給辦法第  4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7 
條  

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

給與其他現金給與補償

金發給辦法第  4 條   

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

給與補助金發給辦法第  
4 條  

關稅配額實施辦法第  5 
條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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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條  

公務員懲戒法第  28 條  

公證法第  62 條  

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  

直轄市縣（市）建築師

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  13 條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估價師懲戒委員會組織

規程第  12 條  

建築師法第  51 條  

會計師懲戒委員會與懲

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

議規則第  16 條、第  19 
條  

會計師法第  68 條（第
46條）  

法醫師懲戒辦法第  22 
條

處分  懲戒處分及裁罰處分  應刊登  

律師懲戒規則第  25 條
（限刊登於行政院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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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2 條、第  13 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  22 條  

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規

程第  20 條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39 條、第  40 條  

專利師法第  30 條  

地政士法第  48 條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40 
條  

民間公證人懲戒程序規

則第  27 條  

醫師懲戒辦法第  22 條
  

藥師懲戒及懲戒覆審委

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  
24 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

第  28 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93 
條

審計法  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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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7 
條  

民間公證人懲戒程序規

則第  26 條  

民間公證人遴選、研習

及任免辦法第  10 條、
第  27 條、第  28 條  

考試院發給各種考試及

格暨訓練合格證書辦法

第  13 條  

建築師法第  10 條  

請領會計師證書與申請

執業登記規則第  3 條  

律師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1 條  

律師懲戒規則第  24 條
（限刊登於行政院公

報）  

技師法第  7 條  

消費者保護團體評定辦

法第  35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第  22 條  

證書核發、撤銷、廢止或註

銷  
應刊登  

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23 條  



「公報法制化之研究」 

 22 

都市更新事業接管辦法

第  4 條  

公平交易法第  17 條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5 條  

香港澳門出版品電影片

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

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

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

展覽觀摩許可辦法第  
18-1 條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

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

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

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

展覽觀摩許可辦法第  
25-1 條  

獎勵經營林業辦法第  
13 條

消費者保護團體評定辦

法  第  26 條、  第  33 
條  、第  34 條  

製版權登記辦法第  17 
條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7 條  

其他法規規定應刊登之處分 應刊登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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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8 條  

民間參與勞工福利設施

接管營運辦法第  2 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151 
條、第  542 條（公示送
達）  

民事訴訟法第  44-2 條  

刑事訴訟法第  440 條   

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

第  19 條、第  36 條  

冤獄賠償法第  28 條  

強制執行法第  65 條  

破產法第    12    條   

非訟事件法第  93 條   

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  

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  8 條、第  21 條  

司法

事件  
民刑事裁判及相關事項  應刊登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14 條  

特載  總統文告及院長談話  得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專載  
院會院長提示及決定、決議

事項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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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口頭施政報告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施政方針節本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重要人事命令  得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二二八事件受難案件回復名

譽處理報告書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之受裁判者回復名譽

名冊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勘誤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其他  

經簽院核定刊登公報者  應刊登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

作業要點第 6 點及其附
件 1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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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行公報發行與電子資料庫運作之介紹與分析  

一、中華民國公報與電子公報概述  

 政府機關內部溝通行文與公報的發行，傳統都是以紙本方式

行之。然而隨著電腦網路發展，資訊與通訊科技日漸發達，資料的傳

遞亦趨快速便利，也由於辦公室自動化 (Office Automation)利用電腦與
通訊技術處理辦公室事務的發展下，縱使是紙本形式的公文或公報，

也事先經由電腦做成電子檔列印之後，來傳遞發布。公報也因此從紙

本走向電子化，這不但是時代潮流趨勢所致，也有其本質上的必要性。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一套完善的公報制度，具有以下三種功能：

（一）維護法令公定力、（二）保障人民權益、（三）提升政府行政效

能之重大功能。在民國 93 年之前，我國公報的發行屬各機關自行辦
理，所以各機關公報發行方式不一，公報發行頻率互異，內容格式都

不盡相同，資訊刊載也常出現重複的現象，再加上某些機關會限制公

報取得方式，使民眾獲得政府資訊管道仍欠暢通。  

為解決目前各機關發行公報機制產生的問題，暢通人民查取公報

管道。行政院遂於第  2802 次院會審查「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時，
指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規劃健全

公報制度。行政院研考會規劃「政府公報制度推動方案」，並協同行政

院新聞局擬具「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設置要點」，依據該要點於 93 年
3 月 30 日成立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以下簡稱編印中心），幕僚作業
主辦機關也由原行政院新聞局，於 93 年 7 月 28 日起改為行政院研考
會。  

編印中心設督導小組，由行政院長指定行政院研考會副首長 1 人
為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9 人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兼。編印中心並依
任務分工，分為法制規範（行政院法規會主辦）、編印發行、網路平台、

綜合計畫（行政院研考會主辦）等 4 組，各組依規劃進程全力推動行
政院公報新制度，以期達到「政府決策透明化、資訊公開化與公民參

與」之目標。94 年 1 月 3 日新制行政院公報正式啟動，公報新制統合
原行政院及 19 個部會 20 種公報，於每日下午 4 時同步發行紙本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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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新制公報分為綜合行政篇等 8 大篇。  

而其刊登內容包括法規、行政規則、公告及送達、處分、特載、

專載、轉載及其他等 8 類，隨後將詳盡介紹其公報網路平台「行政院
公報資訊網」時一併介紹之。  

新制公報發行，法律上目標著重於提升公報法令公定力，因此訂

定了「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作為規範刊登格式內容與建

構標準化編輯流程、以及整體考核機制的主要依據，以提升各機關公

報的品質。  

自民國 95 年起，為了便利民眾查詢政府各機關公報，協助地方政
府公報數位典藏，以國家圖書館將地方政府公報掃描後，建檔提供民

眾線上查詢服務，此即為「中華民國政府公報查詢系統」網站，待後

續介紹之。  

除協助地方政府公報建檔上網外，並積極研擬促進地方政府公報

法制化，建立良善的公報制度，讓地方政府公報能與中央公報新制接

軌，然此階段仍然有待相關政策與法令規範的建立。  

二、總統府與五院公報網  

（一）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3，每日刊登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所公布之法令

規章等資訊。其發刊頻率，除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外，為每日下午

4 點前發刊，公報紙本與電子檔同步發行，電子檔含 PDF 檔案及 HTML
檔案，並提供免費查詢及下載服務。而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站上，也描

述了該網站成立之三大目標，分別轉錄如下：  

1、建立法令公定力：法令的存在及法令的細節內容，須有一固定且可
信賴的發布機制，始可以為法令的公定力，提供重要的制度條件。 

2、落實資訊公開：基於「公開政府」（open government）的理念，政
府透過健全的公報制度，主動且有系統地(兼具普及性、規律性及

                                                 
3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 96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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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性)為人民提供施政相關的動態資訊，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應
為政府施政重要目標。  

3、促進公共參與：除了安定公正與資訊公開的原則外，公報制度在本
質上更應是一種資訊互動的制度。因此，除了一般法令的公布，公

報尚應提供告知與評論（Notice and Comment）的程序設計，例如
法規命令草案需踐行預告程序，期使人民參與評論與建議，以作為

修正的參考。藉此為人民參與施政的制度奠基，並提升政府施政的

程序理性。  

對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建立法令公定力、落實資訊公開、促進

公共參與，三大目標的落實上，建立法令公定力，可藉由網路與紙本

公報的同步定期發行 (每日發刊，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落實
資訊公開，透過行政院公報資訊系統的公報資料庫建立，利用網路的

方式，讓民眾可以於前端行政院公報資訊網頁，利用公報瀏覽，或是

設定條件來搜尋特定公報，或是訂閱電子報，由網站提供的地點訂閱

或購買紙本公報，都可以使政府政策與資訊透明化，達到落實資訊公

開的目標。促進公共參與部分，主要是要能夠與民眾互動，使政府的

決策與政策形成，讓人民能夠充分的參與，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設有

會員專區，其功能在於訂閱電子報，未來似可再增加更多功能增進互

動，網站於後會再做介紹。  

關於公報編輯的分類，及刊登內容的分類，配合公報新制紙本與

電子檔同時發行，分類上電子檔也與紙本公報一致。以下是行政院公

報資訊網對於公報依照機關分為綜合行政篇等 8 大篇；依照刊登內容
分類包括法規、行政規則、公告及送達、處分、特載、專載、轉載及

其他等 8 類之細部分類轉錄如下 4：  

1、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公報之編輯分類如下  ：  

（1）綜合行政篇：院本部、主計、人事、大陸事務、研考及其他不屬
於下列  7 篇之事項。  

                                                 
4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關於公報  背景說明
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Gaz/paragraph.jsp 96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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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政篇：內政、海巡、原住民、客家及選舉。  

（3）外交、國防及法務篇：外交、國防、法務、僑務及退除役官兵輔
導。  

（4）財政經濟篇：財政、經濟、央銀、經濟建設、公平交易、消費者
保護及金融監督管理。  

（5）教育文化篇：教育、蒙藏、新聞、故宮、國家科學、青年輔導、
文化建設及體育。  

（6）交通建設篇：交通、公共工程、飛航安全及通訊傳播。  

（7）農業環保篇：環保、原子能及農業。  

（8）衛生勞動篇：衛生及勞動。  

2、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公報之刊登內容計以下  8 大類  ：   

（1）法規：  

甲、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命令（以條次方式呈現，使用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 3 條所列 7 種名稱者）及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  

乙、有法律授權依據，具對外效力，需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

查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所列 7 種名稱之法規命
令。   

（2）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行政規則。  

（3）公告及送達：  

甲、公告：  法規命令草案之預告、權限委任、委託之公告、舉
行聽證前之公告。  

乙、送達：對不特定人之送達、公示送達及一般處分之送達。  

（4）處分：法規規定應刊登之處分。   

（5）特載：總統文告及院長談話（不定期出刊）。   

（6）專載：院會院長提示、決定、決議事項（不定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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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轉載：經總統公布之條約、法律、緊急命令（原則每週五出刊）。 

（8）其他：院長口頭施政報告、施政方針、重要人事命令、二二八事
件受難案件、回復名譽處理報告書、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之受裁判者、回復名譽名冊、勘誤及經簽院核定刊登公報

者。   

3、平台式運作方式  

關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資料庫與平台的運作方式，行政院公報資

訊網主要分為前端與後端兩部分，後端主要是負責公報內容上傳更

新，與網站維護功能，一般民眾無法進入，屬於管理者才能進入的部

分。  

 
圖  1、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管理端(後端) 

在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前端，主要分為 9 個部分，分別為首頁、網
站導覽、下載專區、常見問題、關於公報、公報瀏覽、公報查詢、網

路資源、會員專區。以下就網站重要的公報瀏覽、公報查詢兩個部分

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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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前端公報瀏覽功能，主要可以用 4 種方式瀏覽
公報，分別為：  

甲、依卷期瀏覽：  

可依照第幾卷的第幾期瀏覽公報，另外可以用西元年作為查詢關

鍵詞。  

 

圖  2、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依卷期瀏覽  

乙、依機關瀏覽：  

 
圖  3、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依機關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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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依類型瀏覽：  

 
圖  4、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依類型瀏覽  

丁、依主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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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依主題瀏覽  

（2）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前端公報查詢功能，主要可以用 2 種方式查詢
公報，分別為：  

甲、簡易查詢：  

可輸入關鍵詞查詢；也可以輸入刊登日期查詢。  

 
圖  6、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簡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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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進階查詢：  

總共有 5 組查詢分類。（甲）查詢詞查詢：可輸入三組查詢詞查詢，
並配合邏輯閘 AND OR 邏輯判斷作查詢。（乙）機關查詢，用瀏覽方
式選擇機關查詢。（丙）公報類型查詢，可利用網站建立下拉式選單選

擇資料作查詢。（丁）卷期查詢，可依照第幾卷的第幾期查詢公報。（戊）

出版日期查詢。最後可以設定查詢資料的排列方式，可按照時間、機

關、類型、主題作排列。  

 
圖  7、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進階查詢  

（二）總統府公報網  

總統府公報自民國元年發行以來，至今已有 96 年，其間因政府體
制改變也數次更改名稱，其先後為臨時政府公報、臨時公報、政府公

報、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國民政府公報、總統府公報。總統府

發行之公報彙集國家重要典章制度，記載國家元首重要文告，為歷史

留下見證。現行「總統府公報」刊載之內容包括總統重要言論、總統

主持重要典禮集會、總統依憲法規定公布法律、任免文武官員、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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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典與外國元首發表之聯合公報等。  

 
圖  8、總統府公報網  

「總統府公報」自民國 37 年 5 月 20 日發行第 1 號公報迄今，內
容歷經數次更動，目前總統府公報刊登內容之類別包括：1、特載（如
元旦及國慶文告、聯合公報等）；2、總統令（如公布法律、任免官員、
授予勳章、明令褒揚、題頒匾額等）；3、府屬機關令（如中央研究院、
國史館等）；4、專載（如國賓抵臺訪問、呈遞到任國書、總統府月會
等典禮）；5、總統及副總統活動紀要；6、總統府新聞稿；7、司法院
令；8、公告（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中央研究院及國
史館等）等。  

對於電子檔儲存格式方面，也隨著科技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動。

總統府公報自民國 86 年 7 月 2 日第 6164 號起開始上線，刊登於總統
府全球資訊網「總統府公報」專欄，除依公報目錄標題編排 html 檔外，
電子檔部份分別在 1、總統府公報 6164~6407 號提供 Word 及 Dynadoc
檔格式；2、總統府公報 6408~6677 號提供 Word、Dynadoc 及 pdf 檔
格式；3、總統府公報 6678 號起提供 Word 及 pdf 檔格式供下載使用；
4、民國 60 年元月至 86 年 6 月僅刊載法律條文，並提供 Word 及 pdf
檔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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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公報查詢方面，分別有日期、標題、內容、期別、類別。1、
日期查詢：鍵入年會出現全年資料，鍵入年月則出現該月全部資料，

鍵入年月日則出現該日全部資料；2、以標題或內容查詢；可鍵入關鍵
字，亦可同時鍵入期別或選擇類別；3、類別查詢：分別有特載、公布
法律、任免官員、授予勳章、明令褒揚、題頒匾額、府屬機關、專載、

國安會令、活動紀要、府新聞稿、司法院令、公告，作為類別查詢目

標。總統府公報電子檔目前提供 2 種檔案格式，一種為 Word 文件格
式，另一種則為 pdf 文件格式。  

（三）立法院公報網  

立法院公報網其名稱為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網站僅提供

立法院公報 89 卷 50 期後資料，89 卷 50 期以前的資料則須要到國家
圖書館網站查詢，也就是稍後將介紹的立法院公報影像系統。  

 
圖  9、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  

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關於公報的搜尋提供了三種方法，分

別為公報查閱、公報檢索、公報熱門排行。其中公報查閱主要以卷別、

出版總號及出版日期作全文檢索，並支援 AND、OR 等邏輯閘作為搜
尋使用。而公報檢索有欄位檢索與全文檢索兩大部份，欄位檢索部分

提供有查詢類別、會議名稱、委員會名稱、目錄標題、屆別、會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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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卷別、出版總號、出版日期作為檢索條件。另外全文檢索則可就

全文內容、法案名稱、委員姓名、委員會名稱、機關名稱作為檢索條

件。而檢索出來的電子檔格式則有 Word 文件格式，另一種則為 pdf
文件格式。  

圖  10、立法院公報影像系統  

立法院公報影像系統提供民國 42 年至今的立法院公報全文影
像，也可進行檢索，檢索條件分別為會議日期、屆期、公報總號、會

議類別。檢索出來的電子檔為 pdf 影像檔，亦提供民眾儲存下載。  

（四）司法院公報網  

司法院公報網主要在司法院網站下，出版品類別中的司法院公報

選項。所儲存之公報自民國 94 年 1 月迄今，按照月份先後排序，各個
月份內再由目次名稱分類，分別有：特載目次名稱、解釋目次名稱、

法規目次名稱、公告目次名稱、大法官議決摘要目次名稱、令函目次

名稱、裁判目次名稱、懲戒議決書目次名稱、冤獄賠償決定書摘要目

次名稱、會議錄目次名稱、附錄目次名稱等。而電子檔提供格式則僅

有 pdf 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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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司法院公報網  

（五）考試院公報網  

考試院公報位於考試院網站，考試院電子書中電子書檢索系統

中。將考試院公報與其他考試院電子圖書放再同一介面作為檢索系

統。且只收錄近期的考試院公報，其他則置於政府公報查詢系統中。

檢索方式須在書籍類別中選擇考試院公報，再來就可以日期、卷期作

為檢索條件。所提供的公報電子檔也僅有 pdf 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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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考試院公報網(圖書資訊)  

（六）監察院公報網  

監察院公報位於監察院網站之監察院出版品的公報中。所提供的

監察院公報從民國 90 年至今。其公報檢索方式也較為簡單，主要區分
為關鍵字與時間兩種。關鍵字搜尋檢索，使用者先選擇年份做查詢，

系統就會按照其操作自動將該年度的公報依序排列出，以提供民眾點

選閱讀。所提供的電子檔有 Word、Dynadoc 及 pdf 檔格式。  

圖  13、監察院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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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公報查詢系統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資料庫所建立的資料，僅限於行政院及其相關

機關公布之法令規章等資訊，不包含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機關以及地方

政府機關所提供之資訊，且只提供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之後的資料，民
國 94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資料則介接國家圖書館已跨資料庫查詢提供，
但資料不包含 pdf 檔。所查詢的後端資料庫在國家圖書館，但前端查
詢頁面則在「中華民國政府公報查詢系統 5」，功能有 (1)簡易查詢、(2)
詳細查詢、 (3)刊名瀏覽、 (4)日期瀏覽、 (5)影像瀏覽、 (6)電子全文等
六種查詢瀏覽功能。  

關於系統簡介提到，政府公報查詢系統，係收錄民國 73 年以來，
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出版之三十多種公報。其中行政院及各部會共 20
種公報已於 94 年 1 月整合為行政院公報。透過該系統的瀏覽及全文檢
索功能，使用者可直接線上調閱該篇公報法規的電子全文，系統並提

供線上閱讀、列印或下載等功能。6不過，透過中華民國政府公報查詢

系統，查詢結果連自於國家圖書館的遠距閱覽系統，必須加入遠距閱

覽會員並付費才能作資料傳輸或列印動作，且閱覽時還須下載特定的

軟體 (hyview)才能觀看其影像。唯有電子全文的公報，始能在查詢系
統內直接閱覽。  

                                                 
5 政府公報查詢系統
http://twinfo.ncl.edu.tw/tiqry/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_sim.hpg&dtd_id=1
2&g=1 96 年 5 月 24 日  
6 節錄自：政府公報查詢系統  系統簡介  96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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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政府公報查詢系統  

三、目標與現行運作的落差  

我國 E 化政府中的 e 政府平台提到：整合政府資訊服務，達到「一
處收件，全程服務」的目標。將原分散至各政府機關之業務整合，讓

民眾不受時間、地域的限制，透過單一入口網獲得所需服務。在公報

法制化中，電子公報的部分也如同上述概念，應該有單一窗口的入口

網站，讓人民只要在一個網站，就能獲得政府所有公報資訊。然而行

政院公報資訊網是為現在較具代表性的，也是新制公報所推動單一窗

口的入口網站較為完整的。主要是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資料庫，所建檔

的公報侷限於行政院與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內的法令規章等訊息，關於

行政院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公報資料，介接到國家圖書館資料庫
查詢，也就是藉由中華民國政府公報查詢系統進行查詢。而且不屬於

行政院所屬的機關，無論是中央機關，或是地方機關的公報訊息，都

散見於各機關的資料庫當中，並沒有統一彙整到同一網站或行政院公

報資訊網中。  

在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的三大目標中，促進公共參與是一個很重要

的部分。因為公報制度不僅僅是發布資訊讓民眾單方面的接受，公報



第一章 我國公報之意義與實行現狀 

 41 

制度在本質上更應是一種資訊互動的制度。所以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在

目標說明上提到，公報新制除了一般法令的公布外，尚應提供告知與

評論（Notice and Comment）的程序設計，例如法規命令草案須踐行
預告程序，期使人民參與評論與建議，以作為修正的參考。藉此為人

民參與施政的制度奠基，並提升政府施政的程序理性。這部份的民眾

參與成分可在國家政策網路智庫發現。  

在此對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作初步建議。在公報資料庫方面，最

理想的狀況是達到全國公報資料庫的集中，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機

關的所有舊有公報，或是即時發布的公報，都可以藉由單一的入口平

台，也就是行政院公報資訊網，達到所有公報資訊整合的功能。若無

法建立全國性的資料庫，則希望可以設立一個功能強大的的查詢系

統，只需要在一處設定查詢條件，可以同步查詢全國各機關即時或舊

有的公報資料，在資料庫分散的情況下，可以享有如同資料集中的效

果，以達到公報查詢單一入口網站的目標。  

面臨紙本公報跨入電子公報的轉變，政府也有意以電子公報的形

式與刊登方式來取代紙本公報，讓紙本公報退居為輔助地位。然而現

今的法律還是停留在紙本公報的規範思考方式，此時對於電子公報的

公布方式、資料庫的儲放方式、電子公報內容的完整性、即時性及可

信賴性等問題，就必須制定相關的法規，以確保電子公報在法律上的

地位。在實體運作層面上，還要考慮到資料庫安全性問題，是否需於

技術上提出一套能確保資料庫內容的方法，亦即確保公報資料庫安全

穩定，不至於被竄改、破壞，或是資料庫異地備援等，以達到資訊安

全目標。，或必須以達到目前一定科技水準的技術標準來重新建置規

劃資料庫的相關標準，或是其他相關配套措施。當電子公報刊登內容

與機關發布內容產生落差時，相關法律面處理之原則等，這些目前公

報法制面的探討，以及法律規範與實際運作產生的落差問題，也為本

研究案重要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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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報發行與電子公報相關爭議問題之提出  

第一節  政府資訊刊載於公報之效力與相關問題  

自以上摘錄行政院研考會於 83 年所作公報發行制度研究之論
述，我們大體上可以掌握整個公報法制化的雛型。惟儘管如此，我國

公報法制化的目標經過了十多年來的演進，至今仍有多處未達當年目

標之遺憾，就此可分列為以下二個主要的重點：  

一、公報於法律上之地位仍有待明確化  

正如行政院研考會於 83 年所作公報發行制度研究之論述中所提
到，在法制上存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7，眾多法規儘管明文規定了特定

資訊應刊載於公報，但實際上嚴格而言，其等並未說明刊載於公報的

效力為何，或是未為刊載的效力是如何，特別在行政程序法、政府資

訊公開法上便有眾多重要條文在公報的效力上亟需作進一步的釋明，

試舉例如下：  

（一） 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規定公權力委託應公告並刊載於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於此公報刊載效力為何？漏未刊載在委託人

與受託人間或是與一般民眾間所造成效果又是如何？  

（二） 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依法規之規定，舉行聽證

應預先公告者，行政機關應將前項所列各款事項，登載於政

府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公告之。如未刊載而已召開的聽證

會之效力又是如何？  

（三）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二項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上。如未刊登，法規命令之效力又是如何。 

（四） 另外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針對條約、對外

                                                 
7 參葉俊榮，前揭註 1，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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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令、

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之資訊應以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

或其他出版品之方式公開。我國目前擁有各式各樣之公報，

於此重要事項上是否有特定標準，如有違反法律效果又是如

何。  

對此本研究認為，對於上述法規範之要求，其中有部份或許可透

過解釋而認為相關資訊的揭露是屬於特定法律行為之生效要件，倘若

未為踐行，則該等法律行為可認為不發生效力，從而行政機關勢必須

進行該等資訊的揭露。惟有疑問的是，根據本研究之觀察統計，其中

大多數規範，在規範內容上並未將公報作為唯一的揭露方式，而是授

權行政機關許多揭露管道以供選擇，具體現況如下 8：  

表  2、法規規定資訊揭露方式之整理（以包括公報方式者為限）  

法規規定之揭露方式   規範條文數  

1、規定應刊載於公報，其他媒體則無規定者    106 筆  

  

2、規定應刊載於公報及其他媒體者  46 筆  

公告並需刊載公報及網路  25 筆  

公告並需刊載公報及網路或新聞紙  1 筆  

需刊載於公報及網路  8 筆  

需刊載於公報及新聞紙  8 筆  

                                                 
8 本研究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以「公報」為關鍵字進行法條內容之檢索，
一共搜尋到 405 筆涉及公報之法規，扣除以廢除或僅係技術性、指引性之規範，
剩餘真正將訊息揭露作為特定規範之法定要件，進而針對特定資訊揭露管道為規
範者一共 240 筆，而本研究就搜尋結果所得法規規範揭露類型之不同，進一步區
分為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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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於網路並刊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3 筆  

登載於網路或刊載於公報及新聞紙  1 筆  

  

3、未規定應刊載於公報者  88 筆  

(1)以新聞紙、其他政府出版品或網路為替代方式者   

公告並刊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31 筆  

公告並刊載於公報或其他適當方式  4 筆  

刊載於公報或新聞紙  19 筆  

刊載於公報或網路  7 筆  

刊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網路  10 筆  

刊載於公報或其他政府出版品  1 筆  

刊載於公報或網路或其他政府出版品  1 筆  

刊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公告  4 筆  

(2)以其他方式為替代管道者   

刊載於公報或公告  1 筆  

刊載於公報或其他適當方式  6 筆  

刊載於公報或新聞媒體  4 筆  

(本研究整理，更新至 97 年 5 月 20 日 ) 

藉由觀察上表可發現，大多數的規範容許了兩種以上的刊載方

式，因此導致對於將訊息揭露視為法定要件之規範而言，公報制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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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別於其他揭露管道（譬如新聞紙）之特殊地位，進而使得公報

之公定力有限，詳言之，對於各級機關而言，由於法規範容許多種揭

露管道供其選擇，因而除了透過類似於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

點中獎勵考核之方式，鼓勵其善用公報制度外，並無法更進一步地落

實公報制度，進而確立所有相關資訊都能以透過公報之方式進行揭

露，從而民眾無法藉由公報確定特定資訊之存在與否與其內容，對於

公報的信賴度及依賴度便無法提升，而無法使公報制度順利推廣於民

間。  

除此之外，縱使行政機關採納以公報作為揭露其政府資訊的管

道，但有疑問的是，由於相關規範皆未明確規範應以何一種公報作為

刊載之載具，故造成公報發行紛亂之實務狀況，以目前而言，各院及

各地方機關便各自有其獨立發行的公報，而造成資訊無法統一，不利

於民眾獲得資訊，未來如能整合其他各院及地方機關之公報為單一公

報，將能有助於公報制度的發展。對此其在權限分配與業務進行方式，

有待後文作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在整合政府資訊於單一的公報的過程中，有一疑慮亦應特

別謹慎注意，即資訊內容倘若發生錯誤時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對此本

研究認為，由於資訊在整合的過程中，勢必涉及資訊傳遞，而提高了

疏失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在制度規劃上對此便應有所著墨；此外，更

重要的是，由於目前相關法規命令容許各機關有多種之資訊揭露管

道，因而將有可能發生同一資訊同時刊載不同載具的情況，而倘若該

等資訊因作業疏失發生在不同載具間內容有所差異或是刊登的時間點

不同的情況時，例如某機關一方面透過公報刊登公布特定資訊的同

時，又在其機關公布欄張貼特定資訊的新聞紙，屆時該以何一種版本

為主，此牽涉到法律行為生效與否及時點之問題，應有更具體之規定。

而此一問題就目前而言，雖然在實務上，就行政院公報發行而言，其

透過行政院研考會與其他各部會的緊密配合，加上其他行政院所屬機

關已不另行發行公報之因素，發生的機率並不高， 但未來倘若欲整合
各院及各地方機關之資訊於同一公報，屆時由於此涉及權限劃分的問

題，故有可能發生同時存在一個整合性的公報以及各院與地方公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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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因此實有必要對此為進一步的研究。  

二、公報之內容範圍仍有待具體化  

在公報內容此一基礎問題上，如同前述可以發現該問題的解答，

目前仍然沒有一個準確的界定。原因在於公報存在之目的，係希望透

過其發行將關於人民權益之重要政府資訊揭露於民眾所知，以滿足民

眾知的權利，然何謂重要事項（或稱作攸關人民權益），其標準為何實

在不明。除了特定法規有明文規定應刊載外，其餘者便容易流於執行

機關的自我判斷。以目前整合範圍最為廣泛之行政院公報為例，依照

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第六點之規定，其內容包含了法規、

行政規則、公告及送達、處分、特載、專載、轉載及其他（包括院長

口頭施政報告、施政方針、重要人事命令等），此與通說見解認為之公

報定義 9：由政府制度性地編輯出版具有一定公定力的刊物，內載法

律、法令、決議、命令、條約、協定或其他對人民權益影響的官方文

件，大體上方向相符，惟於此存有疑義的是，上述內容是否便已涵蓋

了定義上所認為應對人民為揭露之「與人民權益影響的重大政府資

訊」，仍有可再探討之空間。  

且本研究認為，縱然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所附之附

件，針對行政院公報刊載之範圍具體地提出了多種情況的刊載標準，

但一來由於此屬行政規則，其內容之增補刪減較為簡易，而有過大的

變動性，不符合需要固定性及可信賴性之公報制度，二來由於對於何

謂重大政府資訊而應以公報為刊載載具之解釋主體仍在各機關手中，

此對於貫徹人民知的權利之目標，仍有再進步的空間。  

第二節  電子公報之爭議  

一、電子公報相較於傳統公報存在的其他功能  

基本上，前述的討論其實仍係以公報的靜態表現之概念所作的制

                                                 
9 葉俊榮等共同研究，建立各機關公報發行制度之研究，84 年 4 月，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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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探討，但以本文上一部分針對資料庫與平台的運作方式，特別是與

傳統公報意義不同的民眾動態參與部分所作的觀察為基礎，可進一步

探討電子公報不同於傳統紙本公報不同之動態面，而更能符合目前政

府資訊公開與單一窗口目標之優點。其優點得歸納成以下三點：  

（一） 高度整合性的平台與便利的索引功能有助於資訊流通及增

加人民獲取資訊之意願  

電子公報一直以來受到最大的肯定，便是其能帶來較傳統紙本更

為便利的整合性平台與索引功能，此對於促進公報的「滿足人民知的

權利」、「強化人民參與」、「提升政府效能」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蓋對於人民而言，公報如能建立出親近於人民且有效率的提供方式，

便能更容易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之慾望，並因而提升程序理性的實踐。

而對於政府各機關而言，公報制度在於提供一交換資訊、整合彼此的

平台，因此有良好的公報制度亦會促進政府效能的提升，這也就是為

何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提出電子化政府概念之原因。另外公報電子化

的一個優點在於，其能相當容易地整合、建立出一個資訊共享之平台。

目前以行政院公報為例，其便透過一個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將行政院各

部會的公報整合在一起，未來下一階段該有的思維是能否將所有中央

及地方政府的公報整合在一個系統當中，形成單一窗口，如此一來便

能對於促進公報「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強化人民參與」、「提升政府

效能」的功能更加的提升。  

誠然，公報制度在資訊化的發展下，其前瞻性是從現行行政院公

報統合行政院各部會公報之現況拓展至統整所有的政府組織之公報，

以建立一整合性的單一窗口。但此一目標直接將面對的，便是我國五

權分立與地方自治權的問題。就過去而言，由於將紙本公報設計為同

一份公報一起出刊之實益並不強烈，不論在成本上或是對於僅需特定

資訊之民眾而言，皆是一種浪費。但今日以整合平台之方式建立公報，

便有其效益存在。惟應如何運作才能妥適地促使各院及地方間能互相

協調配合，便是應進一步規劃的問題。具體言之，整個系統的管理權

責應歸於那一個機關、或應如何劃分、是否應以立法來解決之，此皆

有待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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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報電子化有利於節省成本進而有擴大資訊涵蓋範圍之可

能  

誠如前述，在過往發行紙本公報時，由於顧慮到倘若公報內容過

於龐大，將會產生資源浪費、民眾檢索困難等疑慮。因而對於某些可

能對於人民權益不至於直接造成影響，而僅是與人民權益相較下有所

關聯性之資訊，排除於公報刊登之外。而在現今資訊電子化的發展下，

儲存資訊能力與搜尋技術的突破，如能將公報刊載的內容範圍予以擴

大，將更能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惟此一作法是否有其必要性，其實仍

有討論空間，因為倘若將公報內容侷限於特定重大資訊，某種程度上

反而能強調該公報之特殊性地位，譬如以侷限公報內容僅刊登法律、

法規命令、行政處分等與民眾有直接切身關連之事項的刊載範圍，相

對於將所有細節性、技術性、宣導性事項皆涵蓋在內的刊載範圍，兩

相比較而言，民眾反倒有可能對於前者之公報感到較為重視並善加利

用，故公報刊載內容之範圍如何決定，仍有待進一步的綜合判斷討論。 

（三） 雙方交流的平台－民眾參與  

另外，公報電子化另一具有前瞻性的可能運用，乃在於其平台功

能的延伸。誠如前述，政府資訊公開之目的，是考量到政府決策具有

本質上的限制，難以在決策的過程當下同時掌握對於基礎事實的了

解、財務狀況的分析、民眾的意見，故有所謂強調程序理性概念的提

升，期盼藉由資訊的公開透明化以及儘量另外提供當事人機會去表達

意見來彌補決策程序的不足。而傳統紙本式的公報在前述理想中，真

正能發揮作用的僅僅是在其資訊的公開透明上面。惟公報電子化後，

隨著網路科技的普及、儲存技術的進步，web2.0 世代的來臨，今日公
報的運作開始可以考慮朝向公報與民眾參與的直接連結，最直接的方

法甚至可以令民眾直接於個別公報中作進一步的討論、表示意見。如

此一來，政府機關決策過程中將能多一道與民眾互動的管道，對於事

實基礎的掌握就能有更一分的助益，同時也能提供教育人民了解政府

施政的機會。  

惟在交流平台設計上，可能的問題是民眾意見發表之性質究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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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蓋若對發文機關具有一定拘束性時，對於行政機關在決策上難免

將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且特定民眾言論的代表性強度並不明確，若

賦予太大的效力，反而有違民主原則。但若完全毫無法律上之作用，

則長久下來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民眾之發言將不具任何影響力，反倒

浪費維護系統之資源。所以本文認為將其視為請願或陳情，而依請願

法或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來處理，不失為一可行的方式。另外，在民眾

發表意見中，十分有可能會出現與該公報毫無相關之無意義的言論、

情緒性言論、甚至是單純為個人利益之廣告言論等濫用資源之情況。

對於此等情況應如何處理，方不至於造成言論自由之侵害，具處理權

責之機關為何，本文認為未來亦應加以分析，惟就此而言，此主要涉

及政府機關如何處理民眾意見之程序問題，不在本研究探討之問題範

圍當中，建請有關單位於未來另為進一步研究。  

二、電子公報於法制適用上之現況與疑慮   

而在瞭解公報電子化將可能帶來何種前瞻性的運用之後，本文接

下來將就其運用發展，在我國目前法制上可能會有之疑義作一些討

論。盼能藉此找出能充分發展此等功能的配套制度，以建立起能符合

未來趨勢發展的公報法制。  

首先，觀察對現行公報電子化最具成效之行政院公報制度，目前

行政院之電子公報在刊行內容上與紙本在理論上是百分之百相同的。

理由在於從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就公報編審發行的流程看

來，現行的行政院公報內容產生方式為，發文機關先進行公報內容之

實體審查，審查其內容與格式後，依照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透

過公文電子交換方式傳送「預定刊登公報函」或「送刊公報書函」給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由編印中心進行檔案上傳 10，由發文機關之公

報專責人員審查確認無誤後，再由編印中心排版並製作 html 及 pdf
檔，最後電子檔與紙本同步發行。因此不論係紙本亦或是電子公報，

其根據之原本皆是以各機關所傳遞之「預定刊登公報函」及「送刊公

                                                 
10 機關同步辦理法規及行政規則發布作業上，此處流程將略有不同，但僅是略過
編印中心的建檔分析編排之步驟，改以直接傳遞「送刊公報書函」其發行仍是以
該傳遞之電子公文內容為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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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書函」此種電子公文為基礎所產生，故為相同之內容；而在範圍上，

正如前述所言，行政院公報已整合行政院各機關之公報，故現行之行

政院公報之範圍理論上已涵蓋了過去轄下各機關所有之公報；因此簡

單來說，現行行政院電子公報之制度已完整呈現了過去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公報的內容，並且係一整合性的呈現。惟此制度根據本文觀察，

仍有部分值得再思考之處，分述如下：  

（一） 紙本與電子檔公報同步發行的效力為何仍有待明確化  

首先，本研究觀察發現，目前尚未就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對於資

訊刊載在法律上效力是否有所不同作進一步地說明，而是透過實務面

的操作，維持其相同之態樣。譬如發行時點的統一（行政院公報管理

及考核作業要點第十點、第十三點參照）、內容的統一。因此資訊揭露

時所產生之法律效果究竟係依紙本公報而發生、亦或是電子公報；甚

至是兩者皆有發生法效力之效果，此皆未明。而如同前節所述，公報

刊載的效力為何，一直以來都是公報制度發展下的問題。問題產生原

因在於，該等規範一方面並未說明刊載效力為何，另一方面則是規範

了多數公開管道供政府機關選擇，而這類問題，並不會因電子公報的

出現而縮減，相反地反而問題更大。蓋因現今採紙本與電子公報共同

發行的雙管制度，雖然其內容與發文時間原則上相同，但倘若電子資

料庫有所故障，導致發文時間遲延，亦或是程式錯誤導致資料庫中公

報資訊遺失，甚至是遭受到駭客入侵以至於電子檔案內容遭竄改時，

此時應以何者為準。更進一步言之，倘若造成民眾權益受損時，民眾

是否得主張信賴保護，類此皆宜予規範才是。  

（二） 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恐有不符時代潮流之虞  

承上所述，各機關傳遞「預定刊登公報函」（或是「送刊公報書函」）

的方式，是以「電子公文」交換方式傳遞之，並適用「公文程式條例」

與「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之規定。此處第一個爭議是，公文

程式條例第三條第五項規定：機關公文以電報、電報交換、電傳文件

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相關認證與保護措施

則交由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第七至九條之規定為之，觀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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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可說是相當繁雜，如今既然已有「電子簽章法」之訂定，相關之

規定是否得以化繁為簡，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二個爭議是，前述「公文程式條例」與「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

業辦法」分別就公文的提出方式、保存方式、收發文時間與地點作了

相關的規定，但參照電子簽章法第五至八條就此亦有重複之規定。兩

者有衝突時應如何解決，始能充分保障電子文件的安全與效能，而同

時不至於違反法律原則的問題。   

（三） 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發行範圍內容可再為調整  

本章節最後要提出的，也是傳統上在討論公報制度時經常被提及

的問題，即公報發行內容之範圍。此部分已在上一章提及，為何在此

須再述及，理由在於本文認為在過去礙於紙本之印刷成本、收藏空間、

與查閱不易等限制因素存在，公報的發行不容許過於繁雜、廣泛，因

此在比例原則之驅使下，選擇於人民權益攸關的重要事項。如今公報

電子化已漸漸步上軌道，自然可考慮擴大其刊載範圍。只是現在由於

與紙本公報採同步同內容之方式發行，故應刊載之內容範圍仍未作改

變。倘若將來隨著配套制度的健全，是否可以將紙本公報發行的制度

直接廢除或是以僅限於特定內容需以紙本發行之方式，而脫離紙本公

報先天性的限制，進而擴大應刊載的內容範圍，擴大所謂對人民權益

之重要事項的解釋，而呼應目前要求政府資訊原則上應公開之潮流。

但擴大之範圍又應如何，本文以下將再為討論。  

第三節  小結－公報法制化在制度設計上應有之思考  

總結而言，目前公報發行相關規範，所存有值得思考之問題，可

以按照傳統紙本公報與電子公報所面對問題之不同而區分如下：  

一、傳統紙本公報在現行法制上所存有之問題：  

（一） 目前法制就資訊揭露方式容許多種管道，且未限定特定公報

為刊載載具，因而目前無特定公報具有特殊之地位，以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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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其他資訊揭露管道並無差異性及公報發展紛亂，而不利

於公報制度的發展。  

（二） 現有公報涵蓋之內容是否充足，足以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有待

討論。  

（三） 是否可整合五院及地方公報統一發行有待討論。  

二、公報電子化後所存有之問題：  

（一） 目前並未區分電子公報與一般紙本公報於效力上是否有所

不同，意即電子公報是否等同於一般紙本公報，將使特定法

律行為因刊載於電子公報時發生效力。  

（二） 電子公報資訊於何種情況得發生法律效力﹖如是否指公報

資訊進入政府資訊系統﹖抑或紀錄於政府資訊系統特定磁

區﹖抑或第三人得進入政府資訊系統閱覽時﹖抑或第三人

得進入政府資訊系統閱覽並下載時﹖抑或第三人得進入政

府資訊系統閱覽、下載並完整呈現時﹖  

（三） 民眾使用電子公報資料庫的法律效果為何﹖若資料庫編輯

不當，致搜尋不到，是否有信賴保護的問題﹖  

（四） 電子公報資訊若有錯誤，與製作機關原始內容不一致時，以

電子公報系統登載之資訊為準﹖抑或以製作機關原始內容

為準﹖是否有信賴保護的問題﹖  

（五） 資訊安全風險對於政府依法應主動公開或公告事項的效力

影響為何﹖如遭他人破壞、竄改，網路服務中斷，主機故障

或不可抗力風險等對於生效日期是否有所影響﹖  

（六） 是否須責成由單一機關來集中負責政府電子公報的發行﹖

其與其他依法應公開或公告機關間的權限關係及責任為

何﹖  

（七） 如何確保電子公報的資訊完整性與不可否認性﹖另存紙

本﹖或另以數位簽章加密，如 RS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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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以上的觀點，本研究認為於此尚不適合直接作出結論。蓋

就公報制度之起源而言，公報乃係為了維護法令公定力、滿足人民知

的權利、強化人民參與及提升政府效能等功能所發展出來的制度 11。

因此只要能達成上述目標，在制度之設計上便有無限的可能性。而何

種制度能達到之效益最大，本研究認為可進一步參考外國立法例，透

過對於外國立法例之分析與比較，理解不同制度設計的利弊得失，進

而始能對我國將來公報法制乃至於資訊公開之制度設計，有較為中肯

及妥適之建議，而以下便就外國公報之法制為進一步的觀察與說明。

                                                 
11 前揭註，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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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國公報制度之分析  

第一節  美國公報制度之分析  

一、美國公報制度  

（一） 歷史背景 12 

為了貫徹資訊公開的要求，使得民眾可以快速得到政府最新法規

命令之動態，美國因此在 1934 年成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所有的館務運作直接對國會負責。該館於 1949 年改隸於
聯邦政府總務署（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1984 年改制為今
日 的 國 家 檔 案 及 文 件 署 （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署長（Archivist of the Untied States）係由
總統任命，參議院通過，並直接向總統負責。  

配合國家檔案管理制度之建立，國會在 1935 年制定聯邦公報法
（Federal Register Act，FRA），聯邦政府並依據該法成立聯邦公報局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OFR），規劃公報發行業務，並依同
法 Sec.1504 條文之規定由政府印製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GPO）開始發行「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  

聯邦公報法於 1937 年經國會修法通過，增訂建立聯邦規則彙編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CFR）制度，將具有一般性效力及法定
效果之文件彙編成冊，並具有法效力（Sec.1510（e））。自此，按日
發行之聯邦公報與按年彙編之聯邦規則彙編，構成美國聯邦公報制度

之核心。同時，為強化、落實公開政府的理念，國會又在 1946 年 6 月
制定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APA），以為行政機
關行使公權力之程序規範，並確立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

                                                 
12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考察美國、加拿大政府公報及政府出版品管理制
度報告，2005年12月，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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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規制。其後，美國復於 1966 年修正 APA 第  3 條，制定了資訊
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明定行政機關須將應
主動公開之資訊刊載於聯邦公報上（5 U. S. C. 552（a）（1））。歷
經這一連串積極的法制作為，奠定了美國聯邦公報穩固的發展基礎。  

（二） 公報相關業務機關 13 

1、聯邦公報局（Federal Register，FR）：  

美國聯邦公報的專責機關，負責接受各機關刊登公報文件，加以

整理編輯，定期發行聯邦公報及聯邦規則彙編  

2、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為聯邦公報局之上級機關，掌管全國的資料檔案與紀錄，並對聯

邦公報的發行業務負有監督之責，各機關送刊公報原件並應送一份至

該署永久典藏。  

3、政府印製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GPO）：  

實際負責聯邦公報之印製業務，並建置公報檢索查詢網站。每日

發行紙本與電子版公報、更新網站資料以及提供網站查詢服務等。  

4、聯邦公報行政委員會（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Federal 
Register）：  

該委員會係由國家檔案及文件署署長、公共印製官及司法部指定

官員共同組成，委員會秘書長由公報局局長擔任，主要負責審查合格

影本之標準、決定應公布事項、公報格式標準以及印製數量與價格等

事項。  

（三） 美國公報制度之架構  

1、聯邦公報法 14 

                                                 
1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同前註，頁 8。  
14 莊明芬，研考雙月刊第 29 卷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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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公報法為法制管制作業之根本，主要重點簡述如下：  

（1） 全國檔案集中管理並開放查閱，接受公眾監督。  

（2） 每日發行聯邦公報：  

建立官方單一性、權威性的出版流通管道，專門刊載行政機關規

則、公告及總統文件。  

（3） 聯邦規則彙編：  

編纂聯邦規則彙編，系將各行政機關公布之行政規則依其序號重

新排列彙整，予以分冊裝訂，編製索引，以利公眾查詢使用。  

（4） 法律效力：  

規範行政機關經授權刊載於聯邦公報之行政命令文件，確屬合

法，其發布內容、生效日期與施行日期，具有發布內容、生效日期與

施行日期，具法律效力與權威性，且認定聯邦公報所刊載該文件影本

係原件之真實影本，這些文件亦被法院認可，具有一定效力。  

2、行政程序法 15 

該法可分為公平原則與民眾參與兩大部分。在公平性的制度設計

上，該法明訂，行政規則如未刊登聯邦公報便無法執行，行政規則公

布未達 30 日無效以及機關於規則制定時，必須提供行政程序說明文
件，並提供意見溝通管道，以利民眾接洽。  

在回應公民參與之機制設計，行政規則制定時，機關必須確實遵

守提供規則草案預告之公告，在規則確定版發佈時，必須將民眾參與

的歷程納入，說明民眾的意見。  

在行政規則研擬制定階段，為尋求法制作業面的調和以及重大法

案對社會、經濟、環境造成的衝擊及影響，依據行政命令規定，行政

機關在制定規則時，必須決定若屬預算超過一億以上或重大法案，必

須尋求管理及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對該

                                                 
15 莊明芬，同前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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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加以評論。除此之外，行政機關必須將規則草案刊登聯邦公報取

得公眾之回應意見。  

（四） 美國政府公報之法效力  

1、聯邦公報法  

聯邦公報法對於公報法效力之規範重點條列如下：  

（1） Sec.1503：  

所有聯邦機關均應傳送該機關發行、指示或發布文件的原本、正

本或合格影本以供歸檔。各機關送刊公報之文件，原本應送國家檔案

及文件署歸檔，另至少一份影本存放於聯邦公報局供民眾查閱。  

（2） Sec.1507：  

必須刊登於聯邦公報上的文件，在文件刊載於聯邦公報後，對於

事實上尚未知曉者仍發生其法效力。同時，刊登公報之文件歸檔後，

亦對其利害關係人發生文件內容告知（  notice ） 的效力， 即擬制性
告知（constructive notice）的效力。而且這些刊登於聯邦公報之事項，
並得於司法程序上主張及援引。  

（3） Sec.1508：  

經法律授權應辦理聽證或參加聽證會之公告，於該公告刊登於聯

邦公報之日起算，其預告期間距離聽證時間或參加聽證截止時間，若

法無明定，則不得少於 15 天。  

（4） Sec.1510：  

聯邦公報法於 1937 年修法時，增訂聯邦公報行政委員會須將各
行政機關公布之規則依其序號重新排列彙整成法典，予以分冊裝訂，

編製索引，其名稱並定為「聯邦規則彙編」（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同時，為維持規則彙編的時效性與實用性，每冊每年
（calendar year）至少須增補或校勘並再版一次。該規則彙編於出版具
有得列表面證據（prime facie evidence）之法效力。  

2、行政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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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於 1946 年 6 月 11 日完成立法，法中明確揭示公平
原則與民眾參與兩大原則。在公平性的制度設計方面，明訂規則如未

刊登聯邦公報便無法執行，規則公布未達 30 日無效，以及機關於規
則擬訂時，必需提供行政程序說明文件，並提供民眾反應意見之溝通

管道，俾以促進行政程序之理性及正當性。  

在回應公眾參與的機制設計方面，有關規則訂定程序中，機關必

須確實遵守以下事項：  

（1） 於聯邦公報提供草案預告之公告，原則上預告期間不得少於
30 日（Sec. 553（d）），通常是60 天。  

（2） 在規則（Final Rule）發布時，必須將民眾的反應意見
（comments）及主管機關回應情形（answer）納入，並提供
規則訂定依據、擬達成之目的及訂定歷程等說明（Sec. 552
（a））。  

（3） 一般而言，規則生效日至少應為發布後30 日，亦常見生效日
為發布後60日者。  

在電子公報的出現後，究竟與傳統紙本公報的關係為何，乃本研

究小組積極尋求之重點。是否電子公報可以完全取代紙本公報，甚至

做為發生一定法律效力的時點，不無疑義。惟由上觀之，不論在美國

的資訊自由法、行政命令、行政解釋或其他相關法律，本研究小組仍

尚未找到美國對此問題相關的立場，尚待之後更進一步研究。  

二、美國公報制度之特色及相關規定  

若觀察美國聯邦之公報，可發現其具有下列之特色：  

（一） 公報分類方式  

美國政府公報依公告事項之性質而非依公告事項之主管機關區分

公報類型。  

（二） 應公布事項  

依據聯邦公報法 Sec.1505 規定，下列事項應公布於聯邦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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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統文告及行政命令（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and Executive 
Order）。但不具有一般適用性與法效力者，或僅對聯邦機關或其
具備公務員、代理人或雇員之人員發生效力之文件，不在此限。  

2、總統認為具有一般適用性與法效力（general applicability and legal 
effect ）的文件。  

3、其他國會以法律要求公布的事項。例如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on 
ProcedureAct；APA）§552（a）等。  

4、經總統批准的規則亦得規定刊登公報之事項，但評論（comment）
與新聞（news item）不包括在內。  

上開規定於落實執行時，又可細分為總統文告（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規則（Rule & Regulation、
Proposed Rule）、認證文書（Certificate）、公平競爭規定（Code of Fair 
Competition）、執照（License）、與公告（Notice）等項。  

觀諸聯邦公報之刊登內容，係以行政機關依職權所為之法令為

限，排除立法與司法部門，除考量面對管制時代，行政機關之作為與

民眾互動較為密切相關；其次，立法與司法部門也各有其獨立的發行

管道，毋須重複登載，浪費資源。  

（三） 負責機關  

美國政府公報係由聯邦公報局負責接受各機關刊登公報文件，加

以整理編輯，定期發行聯邦公報及聯邦規則彙編，由其上級機關掌管

全國的資料檔案與紀錄，並由政府印製局實際負責聯邦公報之印製業

務，並建置公報檢索查詢網站。每日發行紙本與電子版公報、更新網

站資料以及提供網站查詢服務等，並無委外之情形。  

（四） 美國政府公報以聯邦公報為專法規定公報相關事項：  

美國對政府公報定有聯邦公報法。規範行政機關經授權刊載於聯

邦公報之行政命令文件，確屬合法，其發布內容、生效日期與施行日

期，具有發佈內容、生效日期與施行日期，具法律效力與權威性，且

認定聯邦公報所刊載該文件影本係原件之真實影本，這些文件亦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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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可，具有一定效力。另外聯邦規則彙編於出版具有得列表面證據

（prime facie evidence）之法效力。  

（五） 電子化之情況  

1、  美國電子化政府網站  

依據 2002E 化政府法案，所謂之電子化政府定義為政府以網路應
用及其他資訊科技為基礎，結合一些科技達到以下目的，（1）促進政
府資訊與服務之傳送，（2）帶來政府運作上的進步。美國之電子化政
府網站為 http://www.usa.gov/。  

進入網站後，可點選公共安全與法律（Public Safety and Law）查
詢法規。然後，點選法院與立法機關（Courts and Legislatures），在相
關法律規範（Laws and Regulations Reference）的選項，點入後即可選
擇與電子公報相關之網頁（GPO）與該網頁做連結，該網頁點選進入
後是為一「交叉搜尋引擎」（Search Across Multiple Databases）。  

2、  美國電子公報網  

美 國 之 電 子 公 報 資 料 庫 有 單 一 窗 口 ， 其 網 址 為

www.gpoaccess.gov，係由美國國家檔案與紀錄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下之美國聯邦公報局（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 FR ） 登 載 ， 網 址 為

http://www.gpoaccess.gov/fr/index.html。國家之公報、歷史檔案、行政
記錄皆是由聯邦公報局所發行。FR 每天刊登法規、草案、聯邦當局及
組織之公告，以及行政命令及其他相關之文件。每天早上 6 點會更新
一次，除了聯邦定的國定假期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會登載。政府印

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GPO）的窗口包含了 FR 從 1994
年到現在的許多資料。這些資料可以用 PDF 檔、ASCII 碼或 HTML 取
得，HTML 文件在 2000 年前可以取得，並提供 FR 相關資料之超連結
16。  

                                                 
16 the Federal Register is the official daily publication for rules, proposed rules, and 
notices of Federal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executive orders and other 
presidential documents. It is updated daily by 6 a.m. and is published Monda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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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服務包括電子報之提供、可以做搜尋、複閱以及並提供

Regulations.gov 之連結讓民眾可以對於那些 FR 開放評論及登載的聯
邦規定為評論或註解、訂購刊物以及從聯邦委託之地方圖書館搜尋以

前 FR 發行之刊物。  

三、美國對於電子化之處理  

（一） 於電子公報之法律效力上，不論在美國的聯邦公報法、行政

程序法、資訊自由法、行政命令、行政解釋或其他相關法律，

本研究小組仍尚未找到美國對此問題相關的立場，似乎尚未

承認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有相同之法效力。  

（二） 美國是以電子方式呈現公報，而非單純將公報內容電子化。

美國電子化政府網站設有一資料庫交叉搜尋引擎（Search 
Across Multiple Databases），將所有政府機關資料庫做一整
合的搜尋引擎，於此，可直接搜尋到所有之政府公報、公告、

報告等資料。因此，美國在電子化政府及公報網站是以資料

庫的方式呈現，美國的電子公報似乎僅為電子化政府資料庫

的其中一環，凡有關人民重大相關的資訊，都涵蓋在該動態

資料庫當中，而不僅限於電子公報。  

（三） 雖然美國以電子化的資料庫方式呈現公報，但僅作為便利民

眾搜尋及取得政府資訊的另一種途徑，並非完全取代紙本之

功能。  

 

 

 

                                                                                                                                    
Friday, except Federal holidays. GPO Access contains Federal Register volumes from 
59 (1994) to the present.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in Summary, PDF, ASCII text, or 
HTML format. HTML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from 2000 forward and provide 
hypertext links to Web sites mentioned in the FR document. The active HTTP-link 
feature will be added to previous Federal Register database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HTML documents can be saved as text files with no loss or change in data.  
http://www.gpoaccess.gov/fr/index.html（ last visited 11/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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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資訊自由法  

美國在將近四十年前（一九六六年）所通過的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 FOIA），便是要求所有聯邦行政機
關所掌握的資訊，原則上公眾均可取得使用，其立法理由和民主憲政

體制的運作則是有直接的關係：讓公眾可以在資訊充分的前提下，參

與自我治理的民主討論過程。包括網站和電子郵件等電腦化之後的電

子資訊，也涵蓋在解密資料內，民眾也可以上網申請解密檔案。根據

資訊自由法，政府必須在收到申請二十天內回覆當事人，如果當事人

不滿意答案，可以向審查委員會上訴，最後還可以訴諸法院。基於類

似的理由，除了英國憲政傳統長遠的國家之外，目前北歐的芬蘭、丹

麥和挪威，歐洲大陸的法國、奧地利和荷蘭、英語系國家的加拿大和

紐澳等國，均是實施政府資訊自由法制經驗已達二十年以上的國家，

亞洲的日本和韓國，也在上世紀的九○年代中期完成政府資訊自由法

制的建構工程。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各國政府無論是出於主動或被

動，行政業務和資訊都逐步邁向電子化，以便滿足電子化時代的人民

對政府施政措施透明化和公開化的要求。  

美國立法者在制定 FOIA 當時，也考慮到某些性質特殊的資訊有
保護其機密性或者個人隱私的需要，故而在 FOIA 中列有九項例外不
公開的規定。換言之，美國資訊自由法規定除非在法定例外情況下，

政府資訊原則上均需強制公開，其目的是在於讓人民便於取得行政機

關的資訊，實現公開政府的目標。更進一步言之，美國資訊自由法的

根本精神，在於確保人民擁有充分的資訊，以便形成在民主社會中監

督政府的基礎。然而，隨著政府掌握之資訊日益增多和社會運作之日

益複雜化，依據資訊自由法針對行政機關提出的資訊請求，也日趨複

雜。尤其是這部制定於數十年前的資訊自由法，在今天高度電子化的

社會裡，是否仍然能夠符合人民對政府資訊的需求，不無檢討之必要，

因此，一九九六年針對資訊自由法進行修正所通過的電子資訊自由法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下或簡稱為 E-FOIA），乃
應運而生。電子資訊自由法以電子化（electronic）資訊為核心，針對
原先資訊自由法中所規定的人民取得政府資訊權利，做進一步的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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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並且透過法律手段鼓勵政府以電子化格式和電子化方法處理和傳

播資訊 17。  

依資訊自由法 Sec.552（a）（1）的規定，聯邦行政機關資訊公開
之方式分別為（一）應刊載於聯邦公報者；（二）供公開檢閱及複印

者；（三）其他依申請而公開者。而為指導一般大眾，該法認為特定

事項均各機關應個別說明，並刊載於最近出版的聯邦公報上，主要重

點包括如下：  

（一） 其中央及地區組織概況，以及一般公眾可在何特定處所，向

何等人員（employees）【在軍事機構（uniformed service）
則為成員（members）】，以何種方式取得資訊，提出申請，
或取得該機關之決定等的說明（description）。  

（二） 其 功 能 如 何 運 行 與 決 定 之 一 般 流 程 及 方 式 的 聲 明

（ statements），包括所有可運用的正式與非正式程序的性
質及要件。  

（三） 程序規定（ rules of procedure），可供使用的表格或可在何
處取得該表格的說明，以及對所有文件、報告或檢查，有關

其範圍與內容的指示（ instructions）。  

（四） 依 法 律 授 權 而 通 過 的 具 有 一 般 適 用 性 的 實 體 規 則

（substantive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以及該機關訂
定或採行的一般政策聲明（statements of general policy）或
具 有 一 般 適 用 性 的 解 釋 （ interpretation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五） 前述各項之修正（ amendment）、訂正（ revision）或廢止
（repeal）。  

且若某事項（a matter）依規定應刊載於聯邦公報而未刊載時，除
非某人已確實且及時（actual and timely）獲知其內容，否則不得要求
該人訴諸該事項，或受該事項之不利影響。為達本項制定之目的，某

                                                 
17 http://www.atj.org.tw/Judgeercon1.asp?number=42（ last visited 11/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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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若以合理方式提供受其影響的團體，且其中附有聯邦公報局局長

的許可時，視為已在聯邦公報上刊載。  

第二節  德國公報制度之分析  

一、前言  

德國並沒有統一的公報制度。除聯邦、各邦及地方自治團體各有

其公報之外，在聯邦、各邦及各個地方自治團體之內也沒有統一的公

報 18。就各邦而言，以 Nordrhein-Westfalen 與 Bayern 邦為例，除法律
及命令公報 (Gesetz- und Verordnungsblatt)之外，尚有部會公報
(Ministerialblatt)。而聯邦的公報也有多種，主要的有聯邦法律公報
(Bundesgesetzblatt,簡稱 BGBl.)、聯邦公報 (Bundesanzeiger)、部會聯合
公 報 (gemeinsames Ministerialblatt,簡 稱 GMBl)、 聯 邦 稅 務 公 報
(Bundessteuerblatt,簡稱 BStBl.)、交通公報 (Verkehrsblatt,簡稱 VkBl.)
等 19。  

因德國的公報繁多，不同層級之公報又具有不同的功能，所刊登

之事項亦具有相當的差異性。為限縮研究之客體，以下對於德國公報

制度之介紹，將僅限於聯邦所發行之公報。  

二、德國公報制度  

上述之德國聯邦主要之五種公報，其發行之單位、刊登之事項約

略如下：  

（一） 聯邦法律公報  

聯邦法律公報是由聯邦司法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所發

                                                 
18 根據在 1980 年的一項統計，德國聯邦、各邦及地方自治團體所發行之公報約有
180 種，而此尚不包括較小之地方自治團體所發行之公報。參 R. Ricker,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atik der staatlichen, insbesondere der kommunalen 
Pressepublikation, AfP 1981, S. 320 ff. (320). 
19 其他公報，例如：由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所發行的聯邦建築公報  
(Bundesbaublatt)；之前由聯邦勞動及社會制度部所發行之聯邦勞動公報
(Bundesarbeitsbl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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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負責行銷工作。聯邦法律公報由聯邦自己

與聯邦直接之行政負責發行，是承襲帝國以來之傳統，就此並無法律

之明文規定，而是基於自明之聯邦行政權限。聯邦法律公報的前身為

帝國法律公報 (Reichsgesetzblatt)，起初帝國法律公報是由帝國總理辦
公室，自 1880 年起（包括 1919 至 1945 年）由帝國內政部所發行。1949
年聯邦共和國成立之後，自第 4 期起即由聯邦司法部負責發行 20。且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由在波昂新設立之聯邦司法局(Bundesamt für 
Justiz)支援聯邦司法部執行在聯邦法律公報及聯邦公報之公布與公告
事宜 21。  

基本法第 82 條規定：「依本基本法之規定所通過之法律由聯邦總
統在副署之後簽發，並於聯邦法律公報公布之。法規命令由制定之單

位簽發，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聯邦法律公報公布之。」（第 1 項）「法
律及法規命令應規定施行日期。未規定施行日期者，自聯邦法律公報

發行之次日起至第十四日起發生效力。」（第 2 項）故聯邦法律公報為
聯邦法律的官方公報，所有聯邦法律皆須在此公報公告後始生效力
22。此公報自基本法公布時(BGBl. 1949, S. 1)23起，即已存在，其前身

如前所述，為 1871 年至 1945 年所發行之帝國法律公報。其不定期，
而係於有法令制定、修訂須公布時才出刊。從 1951 年起，此公報分成
兩個部分發行，並以羅馬字 I, II 加以區分。且從 1998 年起所發行的
公報亦可透過網路讀取（http://www.bundesgesetzblatt.de） 24。  

聯邦法律公報各個部分所公告的事項如下：  

1、  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 (BGBl. I)所公布的，是除了國際法上之協

                                                 
20 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65. 
21 依 2006 年 12 月 17 日聯邦司法局設置及任務規範法 (Gesetz zur Errichtung und 
zur Regelung der Aufgaben des Bundesamts für Justiz)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聯邦司
法局支援聯邦司法部：1. 執行公布及公告事宜，．．。」  
22 簡化公告與公布法 (Gesetz über vereinfachte Verkündungen und Bekanntgaben)規
定一些須緊急公布與公告之事項（例如：依基本法第 115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3 項
之防衛狀態的確認），而無須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者。  
23 基本法第 145 條第 3 項規定，基本法須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  
24 參 http://de.wikipedia.org/wiki/Bundesgesetzblatt; http://www.bundesgesetzblatt.de
（ last visited 5/1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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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外的聯邦法律及其附件、與除了刊登在聯邦公報與交通公報

以外之命令 25、依基本法第 129 條第 1 項所作成之事物管轄權的
決定、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之裁判書（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法律與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規符合或牴觸或無效的宣

告，聯邦司法部須將裁判書公告於聯邦法律公報。第 13 條第 12
款與第 14 款情況下之裁判書亦同。」）、聯邦總統之命令與公告、
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內部事項之公告（例如：聯邦議會、聯邦

參議院、共同委員會之議事規則）。其他公告只有當法律有規定

時，才會在此公報公布之。即有時個別法律會要求主管部會應將

某些公告事項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 26，例如：依匯票及支票利息

法第 1 條之規定，聯邦司法部應將匯票及支票利息公告於聯邦法
律公報；依錢幣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德國之歐元－錢幣，國
家那一面之錢幣部分的圖樣形式應於聯邦法律公報公告之。若法

規命令公布在聯邦公報或交通公報時，在此部分（依據公布法規

命令法第 1 條第 2 項之規定）也會公布該法規命令刊登所在與生
效日期。此外，依基本法第 65 條所公布之聯邦政府議事規則、聯
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是刊登在部會聯合公報，而非聯邦法律公報
27。  

2、  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 (BGBl. II)所公布的，是在德國適用之國際
法上的協定、為實行此等協定所制定之法規以及與此相關之公

告，與關稅稅率事宜之法規28。所公告者，有國際協定的全文（由
相關部會所公告），有國際協定在德國與他締約國互換批准書後之

生效日期（由外交部所公告）。此外在此部分也會公告歐盟重要之

法規、方針與決議（由相關部會所公告）。此之公告只是為讓德國

                                                 
25 公布法規命令法 (Gesetz über die Verkündung von Rechtsverordnungen)第 1 條規
定：「聯邦之法規命令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或聯邦公報。」（第 1 項）「法規命令公
布在聯邦公報或交通公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之公
報－公布者，應事後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布其刊登所在與生效日期。」（第 2 項）。  
26 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30 f. 
27 參 http://de.wikipedia.org/wiki/Bundesgesetzblatt; http://www.bundesgesetzblatt.de
（ last visited 5/16/2007）。  
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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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周知歐盟的決定，其公告並非此等歐盟之決定在德國生效的

要件。亦即此等歐盟的決定於其被公告於歐盟之公報時即已發生

效力，而無須在德國境內另行公告29。另外當有其他國家加入德
國曾經簽訂之國際協定或公約時，也會在此部分公告該協定或公

約在新締約國的生效日期。因為此涉及德國所締結之協定或公約

的適用範圍，所以皆由外交部以公告德國所簽訂之協定或公約之

適用範圍的方式公告之。  

圖  15、德國的聯邦法律公報（一）  

                                                 
29 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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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德國的聯邦法律公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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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邦公報  

聯邦公報是聯邦法律公報之外，德國聯邦機關主要之公布與公告

事項的官方刊物。此公報如同聯邦法律公報，是由聯邦司法部所發行，

並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負責出刊與行銷。且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由
在波昂新設立之聯邦司法局 (Bundesamt für Justiz)支援聯邦司法部執
行此公報之公布與公告事宜。  

聯邦公報的前身是於 1819 年創辦的普魯士國家普報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與德國帝國公報 (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參 1950 年 5 月 17 日公告法[Gesetz über Bekanntmachumg]） 30。此

公報是以商業方式發行之公報，所以也接受廣告之刊登。其無論是形

式、版面、印刷與出刊方式－每個星期出刊五次（星期二至星期六）

－皆與一般報紙相同。  

聯邦公報亦為法院或其他公告、所有商業登記簿登記以及法律所

規定應公布之企業年度決算與提存公告（電子商業登記簿與合作社登

記簿以及企業登記簿法 -Gesetz über elektronische Handelsregister und 
Genossenschaftsregister sowie das Unternehmensregister）的義務公告刊
物 31。因此其是行政部門與對於法規及經濟資訊有興趣者最重要之資

訊源地。  

此公報傳統之紙版出刊近年來已漸漸被網路之電子聯邦公報

(http://www.bundesanzeiger.de)所取代。因此出刊並不是同時有紙版及
電子版兩種版本 32。  

此公報包括三個部分 33：  

1、  在官方部分所公布者為定有法定施行期限、在即時強制下之命

                                                 
30 參 Meyers Enzyklopädisches Lexikon, Bd. 5, 1972, S. 71; V. Heydt, Zum Verkü
ndungswesen im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 in: Demokratie und Verwaltung, 25 
Jahre Hochschule für Verwaltungswissenschaften Speyer, 1972, S. 463 ff. (469). 
31 參 http://de.wikipedia.org/wiki/Bundesanzeiger; http://www.bundesanzeiger.de（ last 
visited 5/16/2007）。  
32 同前註。  
3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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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在各部會公報公布不足以周知之行政規則；有公布必要之政

府提案的立法理由；聯邦與各邦之間及各邦之間的協約，當其締

結無需經立法機關議決者；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勳章之授與；聯邦

機關之公告（例如：召聘），於聯邦法律與法規命令有明文規定時

之各邦機關的公告。  

2、  非官方部分是德國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之立法機關在使用，在
此也刊登聯邦立法狀況之一覽表。  

3、  第三個部分包括法院及其他之公告。其中有公示送達、刑事案件、
強制拍賣、土地及遺產事件之公示催告、資合公司以及合作社與

無限公司之書類與變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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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德國的聯邦公報  

（三） 部會聯合公報  

部會聯合公報是聯邦政府及聯邦各部會的官方公告事項的媒體，

係由聯邦內政部所發行，Carl Heymann 出版公司所出版，依發刊之需
要不定期出刊。其所公告之事項係涉及聯邦政府及聯邦各部會業務領

域之事項，例如依基本法第 65 條所公布之聯邦政府議事規則、聯邦部
會共同議事規則、聯邦受雇人員團體協約，其他例如一般行政規則、

具有一般重要性之基準、公告、命令、通函之公布，以及最高聯邦機

關及其下级機關職位召聘的公告 34。內容上分官方部分與非官方部

                                                 
34 參 http://de.wikipedia.org/wiki/Gemeinsames_Ministerialblatt（ last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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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並非每一期皆包括兩個部分。在每一部分之下，再依照聯邦各

部會依序分類，例如：聯邦勞動及社會部、外交部、聯邦內政部、聯

邦財政部、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及核

子反應爐安全部 35。  

                                                                                                                                    
5/16/2007）。  
35 參 GMBl. 2007, S.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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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德國的部會聯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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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聯邦稅務公報  

此公報是由聯邦財政部所發行，Stollfuß 出版公司所出版，從 1951
年起不定期出刊。此一公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聯邦財政部

及各邦最高財政機關之公布事項；第二個部分是聯邦財政法院 36裁判

之公告 37。二個部分皆是依所涉及之事項或稅賦作分類，例如：遺產

稅、稅務行政、宗教稅、法人（所得）稅／營業稅、薪資所得稅 38。

自 1992 年起有發行電子資料庫可上網查得（但部分須付費）
(http://www.bundessteuerblatt.de)。  

                                                 
36 依德國基本法第 95 條第 1 項之規定，德國聯邦共設了五個法院，即聯邦（普通）
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及聯邦社會法院。  
37 參 http://de.wikipedia.org/wiki/Bundessteuerblatt（ last visited 5/16/2007）。  
38 參 BStBl. 2007, S.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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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德國的稅務聯合公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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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德國的稅務聯合公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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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公報  

此一公報是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的官方公報，由交通公

報出版社出版。每個月出刊二次。此公報分成官方與非官方兩個部分。

在官方部分依照一般事項、鐵路及水路、道路建設及道路交通、空運

及太空以及海運、公示催告分類公告事項。非官方部分是一些與此相

關之報導與消息。1947 年起之官方公布事項有發行電子資料庫可上網
查得（http://www.verkehrsblatt.de）。而交通公報出版社也受聯邦政府
之委託公布所有涉及交通事務之官方公告 39。  

                                                 
39 參 VkBl. 2006, S. 233, 356; http://de.wikipedia.org/wiki/Verkehrsblatt（ last visited 
5/1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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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德國的交通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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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公報制度之特色及相關規定  

若觀察德國聯邦之公報，可發現其具有下列之特色：  

（一） 依公告事項之性質而非依公告事項之主管機關區分公報類

型  

在德國聯邦並非各個聯邦機關各有自己之公報，並將自己主管之

應公告事項皆刊登在此一機關之公報之中。而是依法律規定或依慣

例，聯邦機關所主管之某些事項一定刊登在某一種公報之中。例如：

聯邦政府或聯邦各部會所發布之法規命令，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

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參基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而非刊登在聯邦政
府或聯邦各部會之公報；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亦應刊登在聯邦法律公

報（參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 條第 2 項），而非刊登在聯邦憲法法院自
己之公報。  

關於那些事項應刊登在那一種公報，較清楚及完整的規定係規定

在 2006年 12月 1日之聯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第 76條，據該條之規定： 

1、  應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者：  

（1） 聯邦法律（基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第 1 句），除依第 2 項應刊
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者外；  

（2） 命令，除依第 3 項第 1 款應刊登在聯邦公報－官方部分－或
依公布法規命令法第 2 條 40應刊登在其他公報者外；  

（3） 依基本法第 129 條第 1 項所作成之事物管轄權的決定；  

（4） 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條第 2項第 1句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之裁判書；  

                                                 
40 公布法規命令法第 2 條規定：「（一）鐵路價目表得在聯邦區域內之大眾運輸鐵
路之價目表及交通公報公布之。（二）其他由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所確認
或核可之交通價目表，包括運送及倉儲的價目表與船運交貨的價目表，水運及船
運指示的命令，以及聯邦空運局 (das Luftfahrt-Bundesamt)的命令得在交通公報－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之公報－公布之。（三）在已公告
價目表具體之名稱，其最後之修正，法源依據與生效日期以及在定有期限之價目
表時之失效日期的情況下，不需要在聯邦公報或公報公布價目表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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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邦總統之命令 41與公告；  

（6） 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內部事項之公告 42；  

（7） 其他法規規定應公告之一般事項。 43 

2、  應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者：  

（1） 國際法上的協定、為實行此等協定所制定之法規以及與此相
關之公告；  

（2） 關稅稅率事宜之法規。  

國際法上的協定，如有正當理由不適宜刊登者，得經外交部

的同意，例外地不予刊登。  

3、  應刊登在聯邦公報－官方部分－者：  

（1） 命令  

甲、附有法定施行期限者，  

乙、在緊急情況下須立即執行者，  

丙、為執行歐盟之法律行為必須立即生效者；  

（2） 行政規則，其僅依第 4 項公告不足以讓大眾周知者；  

（3） 政府草案的理由，其有刊登之必要者。所刊登者為政府提案
原始的理由。法律條文若事後經立法機關的參與而修正，且

理由在此情況下不再適用者，應加注釋加以說明；  

                                                 
41 如果總統將其對於公務員、法官與軍官之任命與解任的命令，即其法定之命令
權委由主管部會首長去行使時，主管部會首長就此所發布之命令也必須刊登在聯
邦法律公報的第一部分。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29. 
42 雖然聯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向來皆規定「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內部事項之公
告」應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但實務上刊登在該處者只有德國聯邦議會、
聯邦參議院、共同委員會之議事規則，而非所有內部事項之公告，例如：大會或
委員會會議之決議，皆刊登在該處。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30. 
43 因此處（也是向來之聯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未提及聯邦政府依基本法第 65 條
所制定之議事規則，所以在實務上，聯邦政府議事規則、聯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
是刊登在部會聯合公報。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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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邦與各邦之間或各邦彼此之間的協定，而無須經立法機關
議決者；  

（5）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勳章的授與；  

（6） 聯邦機關之公告與在聯邦法律與法規命令有明文規定下之邦
機關的公告。  

4、  除別有規定者外，得刊登在聯邦部會之公報者：  

（1） 行政規則；  

（2） 聯邦公務員之任命與解任；  

（3） 公布法規命令法第 2 條所列舉之價目表或命令。但就其生效
至少應於法律所特別許可之公報公告之。  

（二） 法規會規定應公告事項應於那一個公報公告之  

德國聯邦雖無統一規定公報類型、公報形式與公報應刊登事項之

公報法制的法規，惟當聯邦法規規定某一事項應公告時，也會同時規

定其應公告之公報所在 44。例如：聯邦之行政送達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
定：「公示送達應以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行政機關為此一般所規定之處所

或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聯邦公報或電子聯邦公報之方式為之。．．．」

且國家重要之意思決定，例如：基本法的制定、法律及法規命令的制

定與修訂、聯邦憲法法院法律違憲之裁判，基本法（第 82、  115a、
145 條）及法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 條、公布法規命令法第 1、2
條）皆明文規定須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每一期之聯邦法律公報皆有

該公報刊登事項之簡介，其即謂：「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包含未在聯

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公布之法律以及命令，與其他具有重要意義之公

布。 45」）。  

（三） 公報之委外經營與發售  

                                                 
44 參 R. Ricker,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atik der staatlichen, insbesondere 
der kommunalen Pressepublikation, AfP 1981, S. 320 ff. (320) 
45 參，例如：BGBl. I, 2007, S. 1784; BGBl. II, 2007, S.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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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要之公報，例如：聯邦法律公報、聯邦公報、電子聯邦公

報、國會公報、歐洲共同體之公報，皆委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行銷經

營，並可由該公司之網站 (http://www.bundesanzeiger.de)連線到各種公
報網站。  

聯邦公報出版公司於 1949 年即已成立，開始時是負責戰後德國的
公布及公告事宜。一直到今天，此一出版公司藉著聯邦法律公報及聯

邦公報係負責法定應公告事項與法律的公告。除此之外，從 1954 年
起，其也經營歐盟官方的出版品。從 2007 年起，其也受委任執行為企
業所有重要資料之中央平台的企業登記簿 46。  

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至 2005 年時，有 35.1%的資本屬於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32,45%的資本屬於 M. DuMont Schauberg出版社，並有 32,45%
的資本屬於有價證券交換出版公司。在 2006 年 11 月時，M. DuMont 
Schauberg 出版社溯及至 2006 年 1 月 1 日完全取得該出版公司 47。  

聯邦法律公報及聯邦公報所以一開始即由聯邦出版公司負責經營

行銷是因為，依商法組織成立之公司比起受預算約束的國家機關可以

更有彈性地運作。且聯邦法律公報及聯邦公報即是官方所發行之報章

雜誌，其在性質上屬於報紙類，而依當時相關法規的規定，只允許出

版社從事郵報業務，因此也必須透過出版社來出版郵寄 48。今天在出

版聯邦法律公報及聯邦公報時，編輯工作仍由國家機關，即設於聯邦

司法部之下的聯邦司法局負責（各機關單位將其應公布及公告之事項

送至聯邦司法局，由該局之公務員編輯），而聯邦公報出版公司只負責

送印、出版與行銷（接受訂戶與寄送訂戶）工作。  

此外，上述之其他聯邦公報（部會聯合公報、聯邦稅務公報、交

通公報），也都委外經營與行銷。  

（四） 公報整合及電子化之趨勢  

德國公報有整合各種公報與公報電子化的趨勢，例如：愈來愈多

                                                 
46 參 http://www.bundesanzeiger.de（ last visited 5/16/2007）。  
47 參 http://de.wikipedia.org/wiki/Bundesanzeiger（ last visited 5/16/2007）。  
48 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7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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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是公布在聯邦公報，與愈來愈多的資訊是公布在電子聯邦公

報。而所以愈來愈多的資訊公布在聯邦公報，主因此一公報就像一般

的報紙，除星期日與星期一外，每天出刊，而可以既迅速（及時）又

普遍地讓大眾周知。所以具有時效性之應公告事項，例如：附有法定

施行期限、在緊急情況下須立即執行或為執行歐盟之法律行為必須立

即生效之命令，或須普遍讓人民知道而無須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的事

項，例如：行政規則、立法草案，法規即會規定或依慣例即會刊登在

聯邦公報。由此亦可看出，在此一迅速多變的時代，國家機關有時必

須迅速作出決定並立即公告，而使得官方需要一個可以隨時供其公告

事項與每日出刊的公報。而所以愈來愈多的資訊是公布在電子聯邦公

報，主因電子公報有節省成本，大眾可隨時讀取，無時間及空間上之

限制等優點（詳見本節五、（一）主張法令公報電子化的理由）。  

四、德國電子公報  

（一） 電子公報架構  

德 國 目 前 主 要 的 電 子 公 報 為 電 子 聯 邦 公 報 (elektronischer 
Bundesanzeiger) (http://www.ebundesanzeiger.de)。上述德國聯邦公報
中，聯邦法律公報、部會聯合公報、聯邦稅務公報、交通公報都是以

發行紙版為主，再將紙版上網，以方便讀取，唯有電子聯邦公報是不

同時發行紙版之電子公報。法規（包括法律、條約、命令、聯邦憲法

法院之裁判等）之公告，在德國仍刊登在紙版的公報，只有少數個案，

法規有立即生效與讓人民周知之必要時，才會刊登在電子聯邦公報（第

一部以電子公報發布的法規命令是 2006 年 2 月 20 日聯邦糧食、農業
及消費者保護部所發布的野鳥－禽流感防治辦法）。且目前尚無將所有

法規全面以電子公報發布的計畫。但法規以外之法規規定的應公告事

項卻有愈來俞多公告在電子聯邦公報的趨勢。  

電子聯邦公報與紙版的聯邦公報一樣，皆是由聯邦司法部所發

行，並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負責經營與維護。在電子聯邦公報公告之

事項，除了官方應公告之事項外，也包括私人依法規應公告之事項。

此一電子公報的內容分為七個部分（參下之電子公報分類），官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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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編輯工作由設在聯邦司法部下之聯邦司法局負責，其他部分之編輯

工作則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負責。  

（二） 電子公報分類  

德國之電子聯邦公報的內容分為七個部分，進入該公報網頁後，

可直接點選類別而進入（例如：官方部分之公告或法院部分之公示送

達）。進入後有些依日期，有些依關鍵字查詢。而其內容分類如下：  

1、  官方部分：又分為公告與公布兩類。  

2、  非官方部分：機構之公告一類。  

3、  法院部分：又分為訴訟登記；公示送達；刑事案件；有關土地及
遺產等事件之向個人所為之公示催告；證件之公示催告；除權判

決、失效聲明及其他之裁定；參加訴訟；共同強制執行程序等八

類。  

4、  公司之公告：又分為股份公司；股份兩合公司；股東型；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社；公開之商業、兩合公司；互助保險團體；外國

公司等八類。  

5、  決算之提出 /財務報告：又分為年終決算 /年度財務報告與其他財務
報告兩類。  

6、  涉及投資及企業移轉之公告：又分為基金公告；課稅基準；內部
交易資訊；主管交易；投票權通知；基金價格；財產價值；股票

交易行情；固定利息之有價證劵；各種不同之有價證劵；有價證

劵之取得與讓與等十一類。  

7、  各種公告：又分為招標；職業團體；醫療保險單位（法定、商業、
手工業同業公會單位）；協會與團體；著作權保護團體；其他種類

等六類。  

（三） 電子公報法制基礎  

在德國聯邦並無規範電子聯邦公報之發行、應如何發行與由那一

個機關發行的法規。只是當法規規定某一事項須或得公告在電子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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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時，無異也保障了電子聯邦公報的法律地位，必須有此一公報之

存在。此種某一事項須或得公告在電子聯邦公報的規定，例如：聯邦

之行政送達法第 10 條第 2 項：「公示送達應以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行政
機關為此一般所規定之處所或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聯邦公報或電子聯邦

公報之方式為之。」  

（四） 電子公報發刊時間  

德國之電子聯邦公報固定發刊的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五（除法

定假日外）下午三點。直接以電子聯邦公報之下載格式發布者，則在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發布。偏離固定發刊時間的出

刊，例如：在聖誕夜與除夕等，將在網路於就近的時間內公告之。  

五、德國對於公報電子化之討論  

若綜觀德國聯邦之公報所刊登之事項約略可歸納為三種：（一）法

規規定應於公報公告之事項，且自公報公告後或公告一定期間後始發

生法律效力的公告事項，此例如：未定有施行日期之聯邦法律與法規

命令係自聯邦法律公報發行之次日起至第十四日起發生效力；（二）法

規規定應公告之事項，但該事項在公告之前已發生法律效力，公告之

目的只是為讓大眾周知，此例如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之裁判書的公告。

因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於聯邦憲法法院宣判時即已發生法律效力，而

非於其被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時始發生裁判之效力 49。（三）非法規所

規定之應公告事項，只是為讓人民周知，了解國家機關的業務與活動，

或提供人民機關職掌業務之相關訊息而刊登之事項。即非官方的報導

或資訊提供。  

又若依刊登之事項去區分德國聯邦之公報的類型，則約可區分為

三種 50：（一）只刊登法規所規定之應公布或公告事項的公報，即其只

刊登官方的公布或公告。此種公報，例如：聯邦法律公報。且聯邦法

律公報並不接受廣告之刊登；（二）所刊登之事項全部皆非官方應公告

                                                 
49 參 U. Severin, Das Bundesgesetzblatt, 1962, S. 27. 
50 R. Ricker,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atik der staatlichen, insbesondere der 
kommunalen Pressepublikation, AfP 1981, S. 320 ff.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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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項，而只是為提供人民資訊與幫助人民形成對於公共事務之意見

的公報。此種公報有時是靠廣告收入來經營，此例如：聯邦建築公報；

（三）所刊登之事項有些屬於官方應公告之事項，有些屬於非官方應

公告事項的公報，此種公報有時也會刊登廣告。此例如：聯邦公報、

交通公報。  

隨著電子化時代的來臨，與全球走向電子化政府的趨勢，在德國

也有公報是否應電子化的討論。依上述對於公報所刊登事項之分類，

若公報所刊登之事項屬於（二）、（三）者，即其於公報公告之前已發

生法律效力，或非屬法定之應公告事項者，則此種事項以電子化方式

公開周知，或刊登此種事項之公報予以電子化的話，較不會產生法律

上的爭議。但刊登事項若屬於（一）者，即其在公報公布後或公布一

定期間後始生法律效力者，則此種事項之以電子化方式公布，或刊登

此種事項之公報予以電子化將會產生一些法律問題。所以德國對於公

報電子化之討論，主要都集中在法令公報（在聯邦即聯邦法律公報）

是否及得否電子化的問題。  

（一） 贊成法令公報之電子化或得以電子方式公布法令者，所持之

理由大致有四點：  

1、  電子化公報只要有一台電腦，即可以隨時隨地讀取，而無時間及
空間上的限制，使得人民得以極容易與極迅速地取得法規。所以

即使是在圖書館休館期間，或甚至遠在國外，也可以讀取。不像

紙本的公報，須經郵寄，或必須到有該公報的圖書館查閱 51。  

2、  現在許多網路的使用者已經都習慣透過網路尋找法令，惟網路之
法令彙編大多由私人提供，而私人所提供之法令是否正確，是否

隨時依法令之修訂予以更新而為現行有效之法令，常令人質疑。

為服務網路廣大之使用者與人民，也為了服務適用法令之法律工

作者（律師、檢察官、法官及公務員），應將具權威性與公示性之

法令的公布予以電子化，讓人民及法律適用者得以透過網路取得

                                                 
51 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7); O. R. Kissel, Internet statt Bundesgesetz”blatt”? GS f. M. 
Heinze, 2005, S. 461ff.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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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確 與 現 行 之 法 令 。 奧 地 利 新 制 定 之 公 告 改 革 法

(Kundmachungsreformgesetz)52自 2004 年起開始施行，依該法之規
定，得以電子化之方式公布法令，且從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法令
皆透過電子法律公報加以公布。而據統計，過去以紙本發行之奧

地利聯邦法律公報一次只發行 5000-6000 份，但現在電子化公布
後光是在奧地利境內即有 2.5-4 百萬人次的讀取，可見電子化公報
的普及率大於紙本之公報 53。  

3、  電子化公報比起紙本的公報，可以省下許多花在紙張、印刷及運
送上的費用與成本。當公告之事項有非常多的頁數時，電子化公

報可以迅速上網公告，不似紙本在趕印不及時，可能無法如期出

刊。且電子化公報不受篇幅容量的限制，不像紙本的公報常常需

要控制其篇幅頁數 54。例如：因為預算法律常常有許多的預算計

畫，限於篇幅與為節省費用，所以目前紙本之聯邦法律公報對於

預算法律並沒有公布法律的全文，致偏離法令公布之完整性原

則，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認為，基於節省費用的考量，此種作

法並不違憲 55。相反地，將預算法律之全文公布在電子化公報，

無論是在費用上或篇幅上都不成問題。  

4、  電子化公報可以作關聯性的搜尋，較容易找到所欲搜尋的法規與
其他相關聯的法規，且較容易找到新舊法的條文內容，凡此皆非

紙本之公報所能提供的功能。且只要一台電腦即可找到所有的公

報與法規，而不似紙本之公報須翻閱整個書架的公報才能找著 56。 

（二） 惟在德國也有反對法令公報電子化者，其所持之理由為：  

                                                 
52 Österreichisches BGBl. 2003 I S. 1471 ff. 
53 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7). 
54 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7); O. R. Kissel, Internet statt Bundesgesetz”blatt”? GS f. M. 
Heinze, 2005, S. 461ff. (467 f.). 
55 BVerfGE 20, 56 (93).另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7). 
56 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7 f.); O. R. Kissel, Internet statt Bundesgesetz”blatt”? GS f. M. 
Heinze, 2005, S. 461ff.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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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令須經公布後，始對人民發生效力，而此公布法令之媒介，必
須是人民可以接近與進入的媒介。若此媒介人民無法接近與進

入，則應不生公布與人民受法令拘束的效力。而電子公報或電子

之公布須有電腦方能讀取，但並非每一個國民皆買得起電腦或使

用電腦（據 2007 年之一項統計，德國有 60%的人使用網路，另有
40%的人並不使用網路；上網的人口，中學畢業者是 80%，小學
畢業者是 30%57），致使有些國民無法取得所公布之法令，被排除

在得取得法令之列。而此已違反法治國家之平等原則、期待可能

性原則，及違反國家應提供人民取得資訊之設施設備的社會國家

原則 58。以比利時為例，比利時 2002 年 12 月 24 日之計畫法規定，
自 2004 年起大眾只能透過網路之比利時國家公報 (Beglisches 
Staatsblatt)取得法律條文，而此一規定被認為違反平等原則，因為
如此一來只有有錢人與會使用電腦的人可以進入網路之國家公

報，且在此立法者顯然是對於不同情勢之個人作了相同的處理，

而有違不同事件應為不同處理之原則。此一爭議提到比利時仲裁

法院之後，法院的判決認為，透過系爭的規定將有一大部分的人

在事實上無法進入官方的法律條文，尤其是此一規定沒有其他可

以讓大眾輕易取得法律條文的配套措施。地方自治團體或圖書館

也可能提供電子資料處理的機器設備，但並無法確保其一定提供

或提供所有必須之基本的設施與配備。雖然人民有需要時可以查

閱放在比利時國家公報之管理部門的法律紙本樣本（據前法之規

定，國家公報之發送須製作三份義務樣本，一份存放在比利時皇

家圖書館，一份由司法部保管，一份放在比利時國家公報之管理

部門供大眾查閱），但此並不符合讓人民得以不費吹灰之力取得法

律之要求 59。  

                                                 
57 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90). 
58 參 O. R. Kissel, Internet statt Bundesgesetz”blatt”? GS f. M. Heinze, 2005, S. 
461ff. (468f., 472 f.);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
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9 ff.). 
59 參 Belgischer Schiedshof, Geschäftsverzeichnisnr. 2753, S. 11 ff.轉載自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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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公布法令或電子法令公報最大的缺失是其安全性問題，即如
何確保法令之一致性與權威性，與如何確保法律條文持續安定的

問題。主因紙本所公布之法令，在官方修訂原法令並以紙本對外

公布新法令之前，不會被竄改且持續存在。但電子所公布之法令

卻有被竄改之可能性，且無法完全確保在法令有效施行期間持續

存在網路上與隨時可以讀取，而此將危害法令公布之權威性與人

民對於國家公示行為之信賴，進而危害法律之安定性 60。前引比

利時之法律要求電子之國家公報須製作三份義務樣本就是基於安

全性的考量。為了資料的安全與保存，奧地利 2004 年之公告改革
法中，2004 年聯邦之聯邦法律公報法（此法之全文參附錄 2）第
八條第三項也規定，對於電子之公布，國家檔案(Staatsarchiv)與國
家圖書館 (Nationalbibliothek)須有一份安全備份與經認證之資料
的 印刷 本 ， 另一 份 經 認證 之 印 刷本 須 寄 送予 國 會 圖書 館

(Parlamentsbibliothek)61。由此可見，公報電子化之安全性問題是

在公報電子化中須解決與規範的問題。  

3、  電子化公報總是會存在一些技術上的干擾問題，例如：公報發送
單位無法發送；上網人數太多以致於網路塞車，有些人無法讀取；

網路受到病毒或駭客的侵入，致無法正確傳送或取得法令等。而

當公報發送單位無法發送公報，或發送之後又中斷，則此時公布

之事項是否仍發生公布之效力，將產生爭議。  

第三節  日本公報制度之分析  

一、日本公報制度  

（一） 公報的意義  
                                                                                                                                    
ff. (990). 
60 參 O. R. Kissel, Internet statt Bundesgesetz”blatt”? GS f. M. Heinze, 2005, S. 
461ff. (468);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8). 
61 參 A. Guckelberger, Übergang zur elektronischen Gesetzesverkündung? DVBl. 
2007, S. 985 ff.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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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一詞，在日本，若就文字而言，可包括下列三個層面的意義：

其一係指由政府機關向國民發表的報告；其二為都道府縣的知事參照

日本政府「官報」的格式發行的文書；其三為某一行政機關向其他行

政機關所提出的報告。不過，就公報的實質意義而言，在日本，公報

一詞並非如在我國一般，為政府（包括中央、地方在內）基於發布法

令或宣達政令之目的而發行之定期性刊物的專有名詞，而係為政府或

行政機關發行物的抽象性、概括性名詞而已。因此，儘管目前日本仍

不乏有以公報命名的官方出版品（例如：由警察廳發行的「警察廳公

報」、防衛省發行的「防衛省公報」、各級地方政府發行的「東京都公

報」、「大阪府公報」等等）。然而，其性質並非全然在宣達政策或公布

法令，而是與常見的月報、廣報、速報、年報、週報、報告等名稱的

出版品相同，大多是屬於各發行機關就其職務或施政成果的報導而

已。尤其是公報，若其性質是屬於上述的第三個類型，亦即為某一行

政機關向其他行政機關所提出的報告，則在本質上只是各該行政機關

間意見的連絡或交換，或是屬於在職務相互支援上的意見陳述，甚至

僅只是一般的函件往來，自與我國的公報，係僅指政府機關專為刊登

法令規章或其他事項而定期發行的刊物，截然有異。  

日本的行政機關對外發行的出版品中，純粹以宣達法令規章甚至

於公告施政方向作為主要內容者，並非是沒有。在自由民主的時代裡，

基於對於人民知的權利的保護與尊重，行政機關對外公開資訊的方

式，當然是種類繁多且目不暇給。其中除了刊載全國性之重要法令、

政策的「官報」及其附件，係有法令加以規範者外，其他各行政機關

尚有本於各自需要而發行各色各樣的出版品，其名稱或稱「月報」、「廣

報」、「報告」、「白書」等，並非只是單一的型態。不過，最具重要性

者，還是「官報」。而其形式可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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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日本的政府公報（一）  

 
圖  23、日本的政府公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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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日本的政府公報（三）  

（二） 官報的發行  

官報的發行雖然可以遠溯至明治初年的「太政官日誌」。但是，一

則由於「太政官日誌」揭載的重點，僅只是太政官發布的布告、政令

及各省公布的命令而已，其與此後官報所揭載的內容尚有區別；二則

更由於當時發布的方法都是以副本的方式行之；三則雖然「太政官日

誌」和中央行政組織改革前的官報一樣，係由當時稱之為「紙幣寮」

的大藏省造幣局所發行，但是隨著「紙幣寮」被「印刷局」合併，「太

政官日誌」亦在 1877（明治十）年發行第一一七七號之後廢刊，其間
一直到正式發行現行官報的 1883（明治十六）年為止，大約有七年的
時間，完全無正式的政府公報制度；四則由於「太政官日誌」係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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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發行，且其發行的內容亦非具有獨占性，甚多情形是交由當時的報

紙（即『東京日日新聞』）刊載。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官報係始自明治

十六年發行的「官報」第一號。  

官報發行緣起，相傳是在 1882（明治十五）年間，由當時的參議
山縣有朋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官報發行建議書』，因此而成為官

報在次年正式創刊的開端。依據此一建議書，太政官即令參事院作成

「發行官報之法令案」，經過元老院的審議後，在明治十六年 5 月 10
日，以太政官令第二二號發布正式發行官報。其中關於發行的趣旨有

下列諸點：1、為發行官報，在太政官之下設置文書局以任其事；2、
在各行政機關設置官報報告主任，負責收集在官報上揭露的事項，並

向文書局呈報；3、官報的發行，由郵政局任之；4、各行政機關的廣
報告示，由官報免費予以揭載；5、中央、地方的行政機關及一定層級
的官員，負有購讀官報的義務。  

此外，官報發行之初的內容，依據上述太政官令，則包括：1、詔
勅〈詔書、勅令〉、賞勳、敘任；2、政令（命令、公告、布達）；3、
各行政機關的令、函；4、行政機關的廣報、建議；5、雜件〈例如：
天皇行幸紀要等〉；6、外報（例如：外國新聞的抄錄等）。隨著官報對
於上述公文書的發行，原先由各行政機關省廳各自發行的日誌、報刊

等，均相繼宣告廢止。雖然如此，因上述的太政官令係屬三級機關的

命令，並非具有絕對強制效力，因此以官報發行公文書的行為，嚴格

來說並非屬於「基於法令規定的正式發行」，故而各行政機關在某些情

況，如認為以其原先發行日誌的方式尚屬便利者，依舊是「我行我素」

繼續發行。鑑於此，在 1885（明治十八）年 12 月 28 日，當時內閣乃
以「內閣布達」第二十三號公告：「自本布達公布之日起，凡於官報登

載的事項，即為正式發布，各機關不得以其他方法各自或另行發布。」 

（三） 法源的依據  

明治時期發行官報的法源依據，是規定法令公布方法等事項的『公

文式』（1886（明治十九）年勅令第一號），其中規定「凡法律命令，
以官報布告之⋯」(第十條)。其後，繼受以上規定的『公式令』（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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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四十）年勅令第六號）中，亦有「公布前數條之公文時，以官

報為之」(第十二條)的敘述，具體規定法令的公布以官報行之。然而，
隨著日本國憲法的施行，『公式令』由『關於內閣官制廢止等政令』（1947
（昭和二十二）年政令第四號）所廢止，此後並未制定任何規定法令

公布方法的法令。  

即使如此，以後在慣例上，仍然解釋法令的公布是以官報為之。

對於此點，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亦認為：「（公式令廢止後），特

別在國家以其他適當替代方法實施法令公布並未明朗的情形下，則解

釋法令公布應依循前例以官報為之者乃為相當」，並在判決中表示：「即

使事實上法令內容置於一般國民可得而知的狀態下，亦無法即可謂法

令既已公布」（最高裁判所大法廷判決・昭和三十二（1957）年 12 月
28 日・『刑集』十一巻十四號 3461 頁）。此外，關於公布時期，最高
裁判所以「一般的希望者得以閱覽或購讀該官報」的最初時點作為其

時期（最高裁判所大法廷判決・昭和三十三（1958）年 10 月 15 日・『刑

集』十二巻十四號 3313 頁），而該時期的基準時間，被認為是國立印
刷局官報課及東京都官報販賣所揭示之發行日的上午八時三十分。另

外，雖然『關於官報及法令全書內閣府令』（昭和二十四（1949）年總
理府‧大藏省令第一號）第一條規定官報上揭載憲法修正、法律、政

令等內容的文字，卻未有關於公布方法之規定。但是，關於最高裁判

所的規則方面，『裁判所公文方式規則』 (昭和二十二 (1947)年最高裁
判所規則第一號 )第二條上，則有以官報公布的規定。  

在前述的『公文式』中，將過去的布告、布達等舊法令名稱予以

廢止，且將法令的種類定為法律，勅令、閣令及省（廳）令，並隨著

國璽、王璽、親署、副署等制度的確立，關於法令公布的方式及生效

日期，全部以該條例予以規範。公文式第十條規定：「凡法律命令皆應

以官報布告之，各法令以官報到達各府縣廳之日後第七日，為其施行

始日。」基於此，法令的公告始具有公示的作用，而其生效的期日亦

告明確。不過，在現行法制上，由於前述的公文式已在戰後被廢止，

法令自何時施行不無爭議。對於此，通說原則上是採用「同時施行主

義」（最高裁判所大法廷昭和三三（1958）年 10 月 15 日判決‧『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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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巻十四號 3313 頁‧昭和三十（1955）年（あ）第八七一號‧入江
俊郎大法官之補充意見），即認為法令自施行時起一律同時發生效力。

因此，日本的法令施行日，原則上如下所述。然而，實際上在法律或

條例等之附則中，直接或間接規定施行期日，因此亦得自公布日起施

行（法律適用通則法第二條但書參照）。  

1、  法律：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二十日起（法律適用通則法第二條
本文）  

2、  政令、內閣府令、各省省令、行政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國
家公安委員會等 )之規則：由於未有關於施行日的一般規定，因
此委由各法規之附則規定。不過，在專為規定法規施行日而訂

定的政令上，並未有政令本身施行日的規定（因被解釋為即日

施行之故）。  

3、  最高裁判所規則：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二十日起（裁判所公文
方式規則第三條）。  

4、  地方自治團體之條例、規則等：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十日起（地
方自治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五項）。  

官報作為法令公式對外發布的工具或方法，自前揭的公文式公布

施行以來，在發行上並未有過重大的挫折或變革，其間雖然曾經因為

1923（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使得大藏省印刷局的印刷設備受到
損壞，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因為日本全國物資奇缺，致使官

報的發行也受到些微的影響，但是這也只是對於版面大小或頁數多

寡，或對於印刷技術及紙質的好壞發生影響而已，對於其每日發行一

期的正常作業程序，並未發生任何的改變。因此，迄至 1983（昭和五
八）年 7 月 2 日，官報發行百年的當日，自其第一號發行起算「歷經
明治、大正以及昭和三個年代，共有二萬九千六十號的官報問世」。  

（五）日本政府公報之內容  

官報刊載的內容，在前揭由太政官在明治十六年 5 月 10 日公布的
太政官令第二二號中，即已明白規定。不過，自明治中期迄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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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時間上已過百年，這百年期間整個日本的社會結構也發生根本

的變化（由農業社會或初期資本主義社會，跨越到獨占資本主義社會，

到今日的資本化的社會），同時在政治體制上由絕對君主制轉變為自由

民主制，在憲政體制上由君主立憲轉變為民主立憲，在國家目標上亦

由軍國主義國家轉變為和平民主國家，因此，官報刊載的內容也多有

變化。  

現在的官報，其在法令的公布及國家政策宣傳等公文書的公告數

量上，有極其顯著的增加，特別是在政府採購公告、自己破產相關公

告及公司決算公告，正在大量增加。不僅如此，日本政府也正逐次計

畫考量充實資料或是官報目錄的用紙顏色等的改善工作。  

官報在設置於日本主要都市的「政府刊行物服務中心」或各都道

府縣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官報販賣所」中販賣，而於官報發行日當天，

出版發行的訊息將會在國立印刷局的公佈欄或官報販賣所的公佈欄上

公開。除此之外，過去一星期的官報，亦可以在網頁上閱覽。關於官

報的內容，概略而言包括如下的廣報事項及公告事項。  

1、廣報事項：  

（1） 國會有關事務  

（2） 公務員的人事異動  

（3） 敘位、敘勳、褒獎  

（4） 皇室有關事務  

（5） 行政機關的報告（國家考試的實施方法‧結果、公聽會的召
開‧會議紀錄、公告地價等）  

（6） 內閣會議決定事項  

（7） 國際收支狀況  

2、公告事項：  

（1） 關於發還扣押物、撤銷建設業許可處分等各省廳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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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採購  

（3） 日本銀行營業報告、日本道路公團落成‧破土等特殊法人的
公告  

（4） 公債抽籤、公債償還、無名屍等地方自治團體的公告  

（5） 除權裁定、破產、公司重整等法院的公告  

（6） 合併公告、決算公告等公司依法規定的公告  

（六）官報的編輯  

關於官報的編輯，依據 1973(昭和四十八 )年 3 月 12 日事務次官等
會議的協議，其內容事項如下：  

1、刊載的形式  

（1） 版面大小定為日本工業規格 A4 判  

（2） 題字（『官報』）揭載於第一頁右上角，其背景並印入紋路  

（3） 出版資料揭載於題字之下  

（4） 揭載事項之目次及法令之大概，原則上揭載於第一頁，本文
則自次頁起揭載  

（5） 本文的排版方式，原則上至多區分為四段落，各段落並加入
格線  

（6） 本文文字使用八號活字體  

（7） 廣告原則上揭載於公告之後  

（8） 勘誤表原則上揭載於最後頁  

2、揭載事項及其內容  

（1） 憲法修正  

（2） 詔書  

• 召集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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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眾議院  

• 實施眾議院議員總選舉  

• 實施參議院議員通常選舉  

（3） 法律  

（4） 政令  

（5） 條約（外國文字並載）  

（6） 最高裁判所規則  

（7） 府令‧省令  

• 內閣府令  

• 內閣府與各省之共同命令  

• 各省省令  

• 各省之共同省令  

（8） 規則  

• 會計檢查院規則  

• 人事院規則  

• 各委員會等規則  

（9） 廳令  

• 海上保安廳令  

（10） 訓令  

• 內閣訓令  

• 內閣府訓令  

• 各省訓令  

• 各廳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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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委員會訓令  

（11） 告示  

• 內閣告示  

• 內閣府告示  

• 各省告示  

• 各廳告示  

• 各委員會告示  

• 裁判所告示  

• 其他告示  

（12） 國會事項  

• 規則  

• 議事日程  

• 議案關係事項  

• 各委員會關係事項  

•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關係事項  

• 國會事務局職員之叙任及任免  

• 彈劾裁判所關係事項  

• 國立國會圖書館關係事項  

• 其他事項  

（13） 人事異動  

（14） 叙位‧叙勳  

（15） 褒獎  

• 褒章條例所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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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皇室事項  

• 親任儀式及認證官任命儀式  

• 信任狀呈獻儀式  

• 行幸行啟關係事項  

• 祝賀電文、答禮電文等  

• 新年祝賀儀式及其他宮中各類儀式  

• 其他  

（17） 行政機關報告  

• 行政機關事項  

• 聲明類  

• 報告事項  

• 其他  

• 法務  

• 財政  

• 文教  

• 產業  

• 通運  

• 勞動  

• 國家考試  

• 公聽會  

• 其他  

（18） 資料  

• 內閣會議決定及內閣會議了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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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案、政令之名稱  

一般案件中適當揭載案件之名稱及特別情形時其內

容、各省廳之各種報告及資料(白皮書除外)註：資料之要
約及解說等內容，原則上以官報資料版處理  

（19） 公營企業事項  

• 日本專賣公社公示  

• 日本國有鐵道公示  

• 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公示  

（20） 地方自治事項  

（21） 公告  

• 各省廳公告  

• 裁判所公告  

• 公營企業等公告  

• 地方自治團體公告  

• 公司及其他依法規定的公告  

二、日本公報制度之特色及相關規定  

官報是日本政府發行唯一法令公布的機關刊物，同時也作為廣報

（＝宣傳國家政策）及公告行政事務的刊物，乃是極具重要性的官方

文書。現行官報是由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印刷局負責編輯與發行，除了

比照行政機關的休假日之外，其每天皆維持在運作狀態。  

日本的行政機關對外發行的出版品中，純粹以宣達法令規章甚至

於公告施政方向作為主要內容者，並非是沒有。在自由民主的時代裡，

基於對於人民知的權利的保護與尊重，行政機關對外公開資訊的方

式，當然是種類繁多且目不暇給。其中除了刊載全國性之重要法令、

政策的「官報」及其附件，係有法令加以規範者外，其他各行政機關

尚有本於各自需要而發行各色各樣的出版品，其名稱或稱「月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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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白書」等，並非只是單一的型態。不過，最具重要性

者，還是「官報」。  

三、日本對於電子化之處理  

在面對數位資訊極其發達的現代，日本的官報發行方式，除了以

既有的紙本方式發行之外，在網際網路上亦提供過去一星期的免費『網

路版官報』（http://kanpou.npb.go.jp/），以便於社會大眾的一般閱覽。
另外，自昭和二二（1947）年 5 月 3 日起至最新一號發行的官報（截
至 2007 年 4 月為止，共約有六百萬件），還可以透過繳納一定利用費
用的方式，使用網路版官報所提供的不限次檢索。即使如此，關於官

報的發行方式的討論，似乎尚未有以電子公報取代傳統公報的動向。  

依據網路版官報的說明，其目的在於讓利用者迅速了解正式官報

的內容，已擔任官報的補充性角色。其刊載的內容與正式官報一致，

基本上乃是官報的附屬產品，但關於其內容的正確性，則要求利用者

再度確認正式官報的內容。  

第四節  法國公報制度之分析  

一、法國公報制度  

（一）歷史背景  

   最早時期的法律公告僅限於類似於傳單的書面發送，由在城中擊
鼓宣讀公告之專人（ le tambour de ville）將新頒布的法令告知公眾。  

法國的第一份報紙名為 La Gazette，是 1631 年 5 月 30 日由國王路
易十三世的御醫侯諾多（Théophraste Renaudot）所創辦，該刊物每週
五發刊，在共計四頁的內容裡刊登當時一些外國戰事的記錄、法庭案

件審理以及若干政治評論文章。這份報紙是在當時首相奚徐留

（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提供財務與資訊的協助下設
立，主要作為政治宣傳工具之用，法國政府於 1635 年頒予侯諾多及其
繼承人該份報紙的專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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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 年，國王路易十五世對 La Gazette 頒發皇家專利，並同時將
其更名為「法蘭西報－皇家政府機關」（Gazette de France - Organe 
officiel du Gouvernement royal ），改納編於外交部（Ministèr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轄下管理，自此每週出刊兩次的 La Gazette 開始
正式具有官方身分。  

 
圖  25、法國 1786 年 12 月 26 日出刊的 Gazette de France 

該報於 1789 年 11 月改名為「法蘭西國家報紙」（Gazette nationale 
de France），內容刊載國民制憲會議的辯論紀錄以及政府行政與法令
公布的情況，該報於 1792 年 5 月 1 日改成每日出刊。  

到了 18 世紀末期，刊載官方文件的刊物總共有兩份：其一是「法
律公佈欄」（Le Bulletin des lois），該刊於 1791 年 1 月由法國政府頒布
法令創辦，此法令於法蘭西共和曆法第二年的霜月 14 日（1793 年 12
月 4 日）成為法律，並正式授權「法律公佈欄」為政府法律的官方彙
編，並於刊物上印有國璽及司法部長的簽名；其二是「國家報－世界

觀察者」（La Gazette nationale –  le Moniteur universel），該報自 1799
年起成為刊載政府法令、國民議會與軍事消息的官方報。該刊於 1811
年更名成為「世界觀察者」（Le Moniteur universel），以政府機關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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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刊載所有官方的消息及新聞。  

1848 年 2 月法國出現了第一份的政府公報－「法蘭西共和國政府
公報」（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該名稱於 1852-1870
年第二帝國期間改名為「法蘭西帝國政府公報」（ Journal officiel de 
l'Empire français），於第三共和時期又將名稱回復為「法蘭西共和國政
府公報」。  

 
圖  26、1871 年 3 月 19 日出刊的法國政府公報  

在 1880 年 12 月 28 日公布的公報法（Loi du 28 décembre 1880 
relative au Journal officiel）中明定「政府公報」（Journal officiel）[1] 對
於立法行為及法規擁有專屬的公布權力，並改由內政部（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管轄，自此「世界觀察者」（Le Moniteur universel）及「法
律公佈欄」（Bulletin des lois）即喪失了相關的專屬權。政府公報於 1944
年 11 月 2 日起轉歸由總理管轄，實際工作則由政府秘書長負責，運作
迄今未有重大變革。  

自 2004 年 6 月 2 日起，政府公報開始電子化作業，並使用網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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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公報之功能。然而值得注意之處為若干官方文件之發布僅限於紙本

形式（若涉及個人隱私資料即不使用電子形式公布）。  

（二）簡介  

法國的政府公報稱為 Les Journaux officiels，以下簡稱 JO.，除國
定假日及星期一外，每天出刊。法國公報係由法國總理府（ The 
Directorate of the Official Journal）下的政府公報局  (Direction des 
Journaux Officiels， DJO)負責編印出版，並且受總理府秘書處
（Secretariat-general of the Government）的督導，主要功能係作為政
府相關法律與行政命令之公告。  

（三）發行機關  

法國的政府公報是附屬於總理的業務，由政府秘書長負責； 經內
閣會議任命一位行政長官（Préfet）擔任該單位最高主管，其下統轄二
處、十一科，員工共計約 600 人。政府公報局負責所有法律規章的編
輯、印製與發送；自 1993 年起，亦負責法律資料庫的整合與管理。  

（四）法國政府公報之發行  

法國公報刊登內容多以法規為主，屬於法規公報。法國公報主要

採每日出刊發行，除非遇有緊急法令需要發布會另出特刊。刊登內容

目前由機關提供紙本原始資料，送經總統府整合確認並決定刊登時間

後，再交由公報局作業人員檢查法規文字、數據、簽署、形式以及正

確性等。若有錯誤則再送回請總統府確認，無誤則交由出版室進行電

子排版後，經確認無誤印至於隔天出刊公布。目前法國公報出刊時間，

紙本公報於每個工作天上午 6 至 8 點出刊，電子版於上午 6 點發布，
且為了達到律法發布的時效性，律法必須在發布後的 24 至 72 小時內
即時刊登公報並發行 62。  

二、法國政府公報之法效力  

（一）資訊近用權：  

                                                 
62 楊曉雯，政府公報電子化發行初探：以歐盟公報、法國公報與比利時公報為例，
研考雙月刊第 29 卷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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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保護民眾資訊近用權，在2000年4月12日2000-321法律中規定
政府機關應負責提供其所頒布之法令 64及規定的查詢。另外為因應網

際網路時代之需要，2002年8月7日2002-1064令 63，政府公報局設置網

站專司法律的網際網路發佈，同時負責管理經營。並在總理下所設置

專責委員會負責評估電子形式政府公報相關之授權事宜。  

（二）法國政府公報之公布具有兩項意義：  

1、讓行政機關與民眾得知條文內容；  

2、讓此條文內容可以成為抗辯對象；  

所以法律條文或命令須經政府公報公布後始產生法效力。（依據

2004年2月20日2004-164命令第二條之規定，見附錄4） 
（三）對於法律條文之公布方式及效力 

2004 年 2 月 20 日 2004-164 命令 64中規定，所有法律、具附帶報

告之法規命令、條例以及由特定行政命令規定而設立之法律或法令，

皆須保持原始版本樣貌，經由紙本及電子形式公布於法蘭西共和國政

府公報中；同命令第三條規定當日以紙本及電子形式兩種方式將原始

全文發布，公布後即生效力（第五條，見附錄 4）。部會若僅使用電
子形式公布，效果與紙本相同（第五條之一，見附錄 4）。  

不過，2004 年 6 月 29 日 2004-617 令（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對
於特定行政命令以電子形式公布之方式與效力）中規定下列行政命令

因其性質、射程與適用對象之特殊性，所以政府公報僅以電子形式公

布後即生效力：  

                                                 
64 Loi no 2000-321 du 12 avril 2000 relative aux droits des citoyens dans leurs 
relations avec les administrations.（見附錄 4）  
63 Décret n° 2002-1064 du 7 août 2002 relatif au service public de la diffusion du 
droit par l'internet.（見附錄 4）  
64 Ordonnance n°2004-164 du 20 février 2004 relative aux modalités et effets de la 
publication des lois et de certains actes administratifs.（見附錄 4）  



「公報法制化之研究」 

 108 

1、  涉及政府行政組織、且非屬命令性質之法規，特別是中央政
府機關組織條例、中央授權地方辦理事項條例、以及中央政

府與所屬公家機關所授權之事項；  

2、  涉及公務員、司法官及軍職人員，且非屬命令性質之法規；  

3、  涉及政府預算且非屬命令性質之法規，尤其關於預算分配、
啟用、取消、轉帳之條例及決議，以及涉及會考規費基金、

國稅局之會計與預支稅收、預算暨會計之辦理原則；  

4、  職司經濟事務之部會於處理公平競爭問題時所作之個別裁
決；  

5、  與大多數民眾無關之獨立行政機關與獨立公法人之法規。  

相反地，2004 年 5 月 28 日 n°2004-459 令 65（法蘭西共和國政府

公報中不能使用電子形式公布之個人行為的涵蓋範圍）中規定下列涉

及私人隱私權事項不能經由政府公報之電子形式公布：姓名變更、法

國國籍取得、歸化入籍、法國國籍恢復、國籍喪失、國籍失效、姓名

依法國化方式更改相關之法令，或是依據 1972年 10月 25日 n° 72-964
法律所取得之法國化名字；以及涉及刑事責任之司法或法律公告。  

三、法國公報制度之特色及相關規定  

（一）法國政府公報依公告事項之性質而非依公告事項之主管機關區

分公報類型。  

（二）對於公報之應公告事項，政府公報內容可分為兩類：   

1、  主要部分「法律與政府法令公報」（Journal officiel Lois et dé
crets），內容可分為四部份：  

（1）立法部份：法律。  

（2）規範部份：經部長簽署許可後公布之命令、決議以及通

                                                 
65 Décret n°2004-459 du 28 mai 2004 fixant les catégories d'actes individuels ne 
pouvant faire l'objet d'une publication sous forme électronique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見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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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3）國會訊息部分：除了國會議事辦論紀錄（此部分另外彙編
成冊）之外的訊息。  

（4）其他部分：關於行政命令如國家考試、拍賣通知等。  

2、  分冊部份，為關於政府公開招標、企業、協會之通告，包括
三部份之法定通告：  

（1）公告於 Bulletin officiel des annonces des marché public 
(BOAMP) 的「政府公開招標通告」，該通告包含中央與
地方政府，以及公營企業的公開招標資訊；  

（2）公告於 Journal officiel Associations et Fondations d’
entreprise 的「企業或協會成立通告」，或是公告於 Bulletin 
des annonces léagles obligatoires (BALO) 的「政府公債發
售通告」，該通告亦包括其財務報表、會計文件及股東大

會召開通知等事項；  

（3）公 告 於 Bulletin officiel des annonces civiles et 
commerciales (BODACC) 的「企業法律資訊通告」，該通
告針對所有公司成立、併購、賣出、歇業、轉業等資訊。 

此外，政府公報並編輯與出版 40 種以上的定期刊物，其中包括國
民議會與參議院的「國會議事紀錄」（ Journal officiel des débats 
parlementaires）、各政府部門或各獨立機關的報告，以及若干部會的
公告。  

（三）排版及發送的工作  

 委由「政府公報排版及印刷公司」(SACI-JO) 66處理，該公司於

1881 年創設，並自 1945 年起與總理簽訂公約，規範其工作項目與內
容。該公司位址與政府公報局設於同一處，約有 400 名員工。政府公
報局網站將查詢內容分為兩大類，再各自分為三小項：  

                                                 
66 www.sacijo.fr（ last visited 5/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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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認證之政府公報（具法律效果）  

（1） 政府公報  

（2） 行政命令  

（3） 所有法規  

2、  關於政府公開招標、企業、協會之通告（為一般通告）  

（1） 「政府公開招標通告」（BOAMP）  

（2） 「企業或協會成立通告」（Journal officiel Associations et 
Fondations ’entreprise）  

（3） 「政府公債發售通告」（BALO）  

（四）電子化的情況：  

自 1997 年起，所有這些紙本的出版品都逐步提供上網查詢服務。 

政府公報局管理兩個網址：  

1、  www.legifrance.gouv.fr 所有法律條文之查詢。（自 2002 年 9
月 16 日起，所有法律條文都可以於 www.legifrance.gouv.fr 查
詢。）  

2、  www.journal-officiel.gouv.fr 認證版的電子政府公報、通告及出
版品目錄。  

依據 2004 年 2 月 20 日第 2004-164 號「關於法律與若干行政命令
公布之方式與效力」條例（Ordonnance n°2004-164 du 20 février 2004 
relative aux modalités et effets de la publication des lois et de certains 
actes administratifs）第三條規定，政府公報必須同時提供紙本以及免
費並永久提供之電子型態公報。  

自 2004年 6月 2日起，「法律與政府法令公報」（Journal official Lois 
et d é crets ） 的 內 容 同 步 登 載 於 紙 本 及 網 站

（www.journal-officiel.gouv.fr）上，並提供該日起的認證版的電子政
府公報（JOEA, Journal officiel authentifié）供民眾查詢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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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 4 月 13 日起，認證版的行政命令電子檔上網提供查詢。
除了網站之外，政府公報局還一年度製作成光碟販售。  

四、法國對於電子化之處理  

（一）在2004年6月1日之前的公報電子檔僅提供依據日期瀏覽點閱而
不具有法律效力。自2004年6月2日起，政府公報同時發布紙本
與經認證之電子檔，兩者於國土之內同時發生效力，兩者之效

力相同。  

（二）自2004年6月2日起，政府公報開始電子化作業，並使用網路發
佈公報之功能。然而值得注意之處為若干官方文件之發布僅限

於紙本形式（若涉及個人隱私資料即不使用電子形式公布）。  

（三）公報之電子檔並不刊登公告及任命，且關於民眾身分之相關資

訊，如歸化入籍、更改姓名、逃稅等攸關個人隱私的部份不予

上網（該等資訊僅限於刊在於紙本），因此紙本公告與電子公報

的內容並不完全一致，其篇幅約較紙本少20％。另外紙本的內
容也逐漸簡化為刊登其中較為重要的部份。對於通告的部份一

般情形同上，但「企業法律資訊通告」的BODACC僅限於紙本  
(Bulletin officiel des annonces civiles et commerciales) ，另外
「政府公債發售通告」BALO (Bulletin des annonces léagles 
obligatoires)則僅使用上網通告；對於部會的公告，則是紙本或
電子檔其中二擇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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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公報之整理與比較  

第一節  外國電子公報運作模式之整理  

一、美國  

（一）電子公報架構  

在美國網站設計上，似乎係每個機關皆有自己之網站與資料庫，

可以其網站上做屬於其發行的刊物或公報的搜尋，而美國電子化政府

網站設有一資料庫交叉搜尋引擎（Search Across Multiple Databases），
將所有政府機關資料庫做一整合的搜尋引擎，於此，可直接搜尋到所

有之政府公報、公告、報告等資料。因此，美國在電子化政府及公報

網站是以資料庫的方式呈現，美國的電子公報似乎僅為電子化政府資

料庫的其中一環，凡有關人民重大相關的資訊，都涵蓋在該動態資料

庫當中，而不僅限於電子公報。未來我國電子公報網站在建置上似乎

可以引為參考，利用龐大交叉資料庫的單一窗口，方便人民就與其切

身相關的重要議題或資訊做搜尋取得。  

（二）電子公報分類  

美國電子公報係僅依公報內容主題做不同之分類，該網站上依次

分類為：財務（Benefits and Grants）、工作教育（Jobs and Education）、
消費者（Consumer Guides）、財稅（Money and Taxes）、國防（Defense 
and International）、公共安全與法律（Public Safety and Law）、環境能
源與農業（Environment,Energy, and Agriculture）、政府相關（Reference 
and General Government ）、 家 族 與 社 群 （ Family, Home, and 
Community）、科學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健康營養（Health 
and Nutrition）、旅遊娛樂（Travel and Recreation）、歷史藝術文化
（History, Arts, and Culture）、選舉（Voting and Elections）。  

（三）電子公報搜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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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以卷期搜尋時，係以 1995 年至今為其搜尋範圍，並在網站上
清楚列出年份卷期以供點選。  

（四）電子公報法制基礎  

美國為聯邦公報制定有聯邦公報法，並輔以行政程序法及 FOIA
資訊自由法案對公報刊載相關事宜做規定。其中以聯邦公報法乃為聯

邦公報發行法制作業的根本，其對發行作業之規範重點條列摘要如下： 

1、Sec.1503：所有聯邦機關均應傳送該機關發行、指示或發布文
件的原本、正本或合格影本以供歸檔。各機關送刊公報之文

件，原本應送國家檔案及文件署歸檔，另至少一份影本存放於

聯邦公報局供民眾查閱。  

2、Sec.1507：必須刊登於聯邦公報上的文件，在文件刊載於聯邦
公報後，對於事實上尚未知曉者仍發生其法效力。同時，刊登

公報之文件歸檔後，亦對其利害關係人發生文件內容通知

（  notice ）  的效力，  即擬制性告知（constructive notice）
的效力。而且這些刊登於聯邦公報之事項，並得於司法程序上

主張及援引。  

3、Sec.1508：經法律授權應辦理聽證或參加聽證會之公告，於該
公告刊登於聯邦公報之日起算，其預告期間距離聽證時間或參

加聽證截止時間，若法無明定，則不得少於15 天。  

4、Sec.1510：聯邦公報法於1937 年修法時，增訂聯邦公報行政
委員會須將各行政機關公布之規則依其序號重新排列彙整成

法典，予以分冊裝訂，編製索引，其名稱並定為「聯邦規則彙

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同時，為維持規則彙編
的時效性與實用性，每冊每年（calendar year）至少須增補或
校勘並再版一次。該規則彙編於出版具有得列表面證據（prime 
facie evidence）之法效力。  

（五）電子公報發刊時間  

美國聯邦公報局每天刊登法規、草案、聯邦當局及組織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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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行政命令及其他相關之文件。每天早上 6 點會更新一次，除了聯
邦定的國定假期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會登載。  

二、英國  

（一）電子公報架構  

英國電子公報設有單一入口網頁，其網址為

http://beta.gazettes-online.co.uk/，並將其電子公報資料庫分為三個地
方，即為 The London Gazette、The Belfast Gazette、The Edinburgh 
Gazette，其網址分別為：  

1、倫敦公報，
http://beta.gazettes-online.co.uk/home.aspx?geotype=London 

2、愛丁堡公報，
http://beta.gazettes-online.co.uk/home.aspx?geotype=Edinburgh 

3、巴爾費司特公報，
http://beta.gazettes-online.co.uk/home.aspx?geotype=Belfast 

另外英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為 http://www.direct.gov.uk，在其與
法律相關之選項中並無可與公報資料庫做連結之鏈結點，因此英國之

政府網站與公報網站之間無連結，而在該網站中亦無公報或電子資訊

相關法律可供搜尋。  

（二）電子公報分類  

英國的 Gazette 亦有將電子公報案內容主題分類，其分類成農漁業
（Agriculture & Fisheries）、合夥（Partnerships）   、公司財務管理
（ Companies & Financial Regulation ）、 個 人 破 產 （ Personal 
Insolvency）、競爭（Competition）、  私法〈Personal Legal〉、公司破
產（Corporate Insolvency）、計畫（Planning）、宗教（Ecclesiastical）、
環境（Environment）、交通（Transport）、郵政與電信（Post&Telecoms）、
能源（Energy）、大眾金融（Public Finance）、社會（Societies）、國家
（State）、健康（Health）、其他公告（Other Notice）、國會（Parliament）、
水利（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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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公報搜尋範圍  

英國公報可搜尋之卷期範圍，從 1800 年代起甚至更早期皆可搜
尋。  

（四）電子公報發刊時間  

倫敦公報從星期一至五每日發行，銀行休假日例外，愛丁堡公報

則是每週之星期二和星期五發行，巴爾費司特公報每個星期五發行。67

倫敦公報電子資料庫網站之更新時間（update time）為每日公報出版
前一天之午夜。 68 

三、歐盟  

（一）電子公報架構  

歐盟公報之網址為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index_en.htm，該
首頁有各種語言可供選擇，歐盟公報之首頁介紹了許多關於歐盟公報

之資訊，然而關於公報之搜尋必須在首頁點選 EU Book Shop，進入之
後可以選擇近期出版的或是以主題搜尋所欲之期刊。有些需要付費，

有些則是免費下載。  

歐盟除了有 Official Journal 外，尚有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Union，網址為 http://europa.eu/bulletin/en/welcome.htm，該網站亦以
十一種語言出版公報。該網站所提供之歐盟公報係關於歐盟和其他國

家內部動態。由歐盟 Secretariat-General of the Commission 所出版 69。 

（二）電子公報分類  

                                                 
67 The London Gazette is published Monday to Friday, with the exception of Bank 
Holidays, the Edinburgh Gazette each Tuesday and Friday and the Belfast Gazette 
each Friday. 
http://www.gazettes-online.co.uk/faqs.asp?webType=0#GST1 （ last see 2007.5.21）  
68 The Gazettes website is updated each day at midday, with Gazettes and 
Supplements published the previous day. 
http://www.gazettes-online.co.uk/faqs.asp?webType=0#GST1 （ last see 2007.5.21）  
69 The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Community institutions. It is published by the 
Secretariat-General of the Commission. 
http://europa.eu/bulletin/en/welcome.htm (last see 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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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Official Journal 係以內容主題分類，分別為：歐盟動態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農林漁業（Agriculture - Forestry - 
Fisheries）、經濟財物（Economy - Finance）、能源（Energy）、環境生
態（Environment - Ecology）、國際關係（External relations）、工商服
務業（ Industry - Enterprise - Services）、資訊教育文化體育（Information 
- Education - Culture –  Sport）、司法（Law and justice）、科學科技
（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社交（ Social）、統計資料
（Statistics）、貿易競爭（Trade - Competition）、交通（Transport）。點
選其中一項目後，會有更細之分類供點選，分類極為詳細。  

於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Union 之網站並無像 Official Journal 有
按主題做分類，僅按卷期做分類。  

（三）電子公報搜尋範圍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Union 可供搜尋的範圍從 1996 年至 2007
年。  

（四）電子公報發刊載時間  

在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Union公報網站首頁可以看到最新版本
的公報。每個月會將公報資訊發布於網站數次，因此可以讓讀者頻繁

地上網搜尋及更新資料。 70第一次上傳之版本僅為初版，待委員會二

讀後月底修正。初版公報用以補充更多資訊和內文，還有分類，做進

一步的修改。在二讀後，最後的版本會被放在網站上。 71 

                                                 
70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Bulletin is put online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month, thus  allowing the reader regular,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current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opa.eu/bulletin/en/welcome.htm (last see 2007.11.15) 
71 The first texts put online are only provisional, and subject to a second reading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s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The provisional 
version of the Bulletin is likely to be supplemented as certai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and the text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ubject to progressive 
modifiation. 
A final version of the Bulletin is put online after the second reading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texts by the relevant parties. 
http://europa.eu/bulletin/en/welcome.htm( last see 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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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電子公報方面有兩個網站一個是以期刊的方式，由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所出版，另外一個是由
Secretariat-General of the Commission 所出版。後者是針對歐盟較為內
部的資訊所發行的公報。  

四、德國  

（一）電子公報架構  

德 國 目 前 主 要 的 電 子 公 報 為 電 子 聯 邦 公 報 (elektronischer 
Bundesanzeiger) (http://www.ebundesanzeiger.de)。上述德國聯邦公報
中，聯邦法律公報、部會聯合公報、聯邦稅務公報、交通公報都是以

發行紙版為主，再將紙版上網，以方便讀取，唯有電子聯邦公報是不

同時發行紙版之電子公報。法規（包括法律、條約、命令、聯邦憲法

法院之裁判等）之公告，在德國仍刊登在紙版的公報，只有少數個案，

法規有立即生效與讓人民周知之必要時，才會刊登在電子聯邦公報（第

一部以電子公報發布的法規命令是 2006 年 2 月 20 日聯邦糧食、農業
及消費者保護部所發布的野鳥－禽流感防治辦法）。且目前尚無將所有

法規全面以電子公報發布的計畫。但法規以外之法規規定的應公告事

項卻有愈來俞多公告在電子聯邦公報的趨勢。  

電子聯邦公報與紙版的聯邦公報一樣，皆是由聯邦司法部所發

行，並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負責經營與維護。在電子聯邦公報公告之

事項，除了官方應公告之事項外，也包括私人依法規應公告之事項。

此一電子公報的內容分為七個部分（參下之電子公報分類），官方部分

之編輯工作由設在聯邦司法部下之聯邦司法局負責，其他部分之編輯

工作則由聯邦公報出版公司負責。  

（二）電子公報分類  

德國之電子聯邦公報的內容分為七個部分，進入該公報網頁後，

可直接點選類別而進入（例如：官方部分之公告或法院部分之公示送

達）。進入後有些依日期，有些依關鍵字查詢。而其內容分類如下：  

1、官方部分：又分為公告與公布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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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官方部分：機構之公告一類。  

3、法院部分：又分為訴訟登記；公示送達；刑事案件；有關土
地及遺產等事件之向個人所為之公示催告；證件之公示催

告；除權判決、失效聲明及其他之裁定；參加訴訟；共同強

制執行程序等八類。  

4、公司之公告：又分為股份公司；股份兩合公司；股東型；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公開之商業、兩合公司；互助保險團

體；外國公司等八類。  

5、決算之提出 /財務報告：又分為年終決算 /年度財務報告與其
他財務報告兩類。  

6、涉及投資及企業移轉之公告：又分為基金公告；課稅基準；
內部交易資訊；主管交易；投票權通知；基金價格；財產價

值；股票交易行情；固定利息之有價證劵；各種不同之有價

證劵；有價證劵之取得與讓與等十一類。  

7、各種公告：又分為招標；職業團體；醫療保險單位（法定、
商業、手工業同業公會單位）；協會與團體；著作權保護團體；

其他種類等六類。  

（三）電子公報法制基礎  

在德國聯邦並無規範電子聯邦公報之發行、應如何發行與由那一

個機關發行的法規。只是當法規規定某一事項須或得公告在電子聯邦

公報時，無異也保障了電子聯邦公報的法律地位，必須有此一公報之

存在。此種某一事項須或得公告在電子聯邦公報的規定，例如：聯邦

之行政送達法第 10 條第 2 項：「公示送達應以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行政
機關為此一般所規定之處所或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聯邦公報或電子聯邦

公報之方式為之。」  

（四）電子公報發刊時間  

德國之電子聯邦公報固定發刊的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五（除法

定假日外）下午三點。直接以電子聯邦公報之下載格式發布者，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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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發布。偏離固定發刊時間的出

刊，例如：在聖誕夜與除夕等，將在網路於就近的時間內公告之。  

五、日本  

（一）電子公報架構  

 按 行 政 院 公 報 網 所 提 供 之 日 本 官 方 公 報 網 址 係 為
http://www.kantei.go.jp/jp/kanpo/digest-bk.html。於該網站上可以看到
每月每週的公報，每月公報會出刊四到五次，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所

謂的官報出刊。於該網站除了可以看到近期 (2006~2007 年 )之官報，而
更早期的於該網站可做連結到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的「官報資料版」

(http://www.gov-online.go.jp/index.html)，可以找到從平成 16 年(2004
年)以前的官報。研究小組發現實際上行政院公報網站上之連結僅為平
成十九年之公報資料版的連結。  

從 電子 官 報 入口 網 站 並無 法 直 接與 日 本 電子 化 政 府網 站

(http://www.e-gov.go.jp/)做連結，必須從入口網站連結到官報資料版，
再連結到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 (http://www.gov-online.go.jp/index.html)
此一網站才可與電子化政府網站互連。但是，在日本電子化政府綜合

窗口網站有日本各個機關共通揭載的情報之連結，如重要官員記者

會、該管法令告示送達、國會提出之法案、審議會、年度報告、統計

調查結果⋯等資料。   

另外，亦可從日本網站「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與官
報做連結。可以連結到目前最新的官報及早期的。  

上述幾個網站皆可互相連結，例如，從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的網

站可以連結到「首相官邸」與電子化政府綜合窗口。  

其實，不管是從「首相官邸」網站或是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最後

所連結到是同一個資料庫，惟從電子化政府綜合窗口所連結的是按照

各個機關職權，列出各機關所管法規、所發布的年度報告書⋯等，非

係以公報官報的形式呈現。  

（二）電子公報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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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報，在官報資料板上的分類方式主要係按年份分類，如平

成 18 年 11 月 8 日，且並無一定之內容，有時係關於青少年，有時會
是關於國際或是勞工、經濟等。  

日本官報提供政府調查之資料，與社會、經濟、行政有關之資訊，

供民眾自由下載。  

（三）電子公報搜尋範圍  

日本官報於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之網站上，可以搜尋到的範圍係

從平成九年至平成十九年，即 1997 年至 2007 年之官報資料。  

六、法國  

（一）電子公報架構  

    法國政府公報局管理兩個網址：  

1、www.legifrance.gouv.fr 

該網站可以進行所有法律條文之查詢。（自 2002年 9月 16日起，
所有法律條文都可以於 www.legifrance.gouv.fr 查詢。）  

2、www.journal-officiel.gouv.fr 

該網站系認證版的電子政府公報、通告及出版品目錄。自 2004
年 6 月 2 日起，「法律與政府法令公報」（Journal official Lois et 
décrets ） 的 內 容 同 步 登 載 於 紙 本 及 網 站

（www.journal-officiel.gouv.fr）上，並提供該日起的認證版的電
子政府公報（JOEA, Journal officiel authentifié）供民眾查詢與
下載。  

    自 2006 年 4 月 13 日起，認證版的行政命令電子檔上網提供查詢。
但關於民眾身分之相關資訊，如歸化入籍、更改姓名、逃稅等攸關個

人隱私的部分不予上網（該等資訊僅限於刊在於紙本）。另外紙本的內

容也逐漸簡化為刊登其中較為重要的部分。  

    對於通告的部分一般情形同上，但「企業法律資訊通告」的
BODACC 僅 限 於 紙 本  (Bulletin officiel des annonces civile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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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es) ，另外「政府公債發售通告」BALO (Bulletin des annonces 
léagles obligatoires)則僅使用上網通告；對於部會的公告，則是紙本或
電子檔其中二擇一使用。  

    除了網站之外，政府公報局還依年度製作成光碟販售。  

（二）電子公報分類  

    自 2004 年 6 月 2 日起，政府公報同時發布紙本與經認證之電子
檔，兩者於國土之內同時發生效力，兩者之效力相同。  

    政府公報局網站將查詢內容分為兩大類，再各自分為三小項：  

1、經認證之政府公報（具法律效果）。包括：  

（1）政府公報；（2）行政命令；（3）所有法規  

2、關於政府公開招標、企業、協會之通告（為一般通告）。包括： 

（1） 「政府公開招標通告」（BOAMP）  

（2） 「企業或協會成立通告」（Journal officiel Associations 
et Fondations d’entreprise）  

（3） 「政府公債發售通告」（BALO）  

第二節  我國與外國公報之比較  

一、前言：  

美國、德國、日本及法國皆設有公報制度，舉凡公報的編撰、發

行、效力至電子化等，經研究後發現各國各有特色。以下就幾部分比

較之。  

二、各國公報背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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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外國及我國公報背景比較表  

 美國  德國  日本  法國  我國  

1、歷史
背景  

 

1935 年制定
聯邦公報法  

聯邦政府並依

據該法成立聯

邦公報局  

自 1819 年
起建立有

公報制

度，且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
由新設立

之聯邦司

法局

(Bundesamt 
für Justiz)
支援聯邦

司法部執

行在聯邦

法律公報

及聯邦公

報之公布

與公告事

宜  

 

1882（明
治十五）

年間，由

當時的

參議山

縣有朋

向太政

大臣三

條實美

提出『官

報發行

建議

書』，因

此而成

為官報

在次年

正式創

刊的開

端。迄今

公報發

行已逾

百年歷

史  

1631 年起
至今  

就行政

院而

言，在

民國

93 年
之前，

我國公

報發行

歸屬各

機關自

行辦

理，公

報發行

方式不

一，發

行頻率

互異，

內容格

式都不

盡相

同，資

訊刊載

常有重

複的現

象，管

道仍欠

暢通。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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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

依據

「行政

院公報

編印中

心設置

要點」

於 93
年 3 月
30 日
成立行

政院公

報編印

中心。  

2、發行
機關  

 

政府印製局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GPO）
發行  

聯邦法律

公報與聯

邦公報由

聯邦司法

部發行，並

由該部下

所設之聯

邦司法局

支援公告

與公布事

宜  

國立印

刷局  
法國總理

府（The 
Directorate 
of the 
Official 
Journal）下
的政府公

報局  
(Direction 
des 
Journaux 
Officiels，
DJO) 

行政院

公報由

行政院

公報編

印中心

(幕僚
作業主

辦機關

為行政

院研考

會)，其
他公報

則個別

有不同

機關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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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報
之架

構  

 

全國檔案集中

管理  

每日發行聯邦

公報  

 

除聯邦、各

邦及地方

自治團體

各有其公

報之外，在

聯邦、各邦

及各個地

方自治團

體之內也

沒有統一

的公報制

度  

對於刊

載型式

及刊載

內容  

刊載內

容可分

為廣報

事項及

公告事

項  

除國定假

日及星期

一外，每天

出刊  

法國政府

公報依公

告事項之

性質區分  

主要分兩

類 : 

主要部分  

分冊部分  

每日下

午 4 時
同步發

行紙本

與電子

檔(每
日發

刊，星

期六、

日及國

定假日

除外 ) 

三、各國公報制度之特色及相關規定比較  

表  4、各國公報制度之特色及相關規定比較表  

 美國  德國  日本  法國  我國  

依功能亦

或依機關

區分公報

類型？  

依公告事

項之性質

區分公報

類型  

按公報之

內容、功

能、機關

區分公報

類型  

依機關區

分  
依公告事

項之性質

區分公報

類型  

按功能與

機關區分

公報類型  

應公告事

項以及是

否有規定

應公告在

何種公報

有規定，

應公告事

項應刊載

於聯邦公

報  

有規定。

按 2006年
12 月 1 日
之聯邦部

會共同議

事規則第

否。並無

特別規定

應公告事

項應刊載

於何種公

報。  

應公告事

項分為主

要部分及

分冊部

分，主要

公告事項

有部分規

定，但未

明確應公

布於哪個

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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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條與個
別法規之

規定  

規定刊載

於「法律

與政府法

令公報」

（Journal 
officiel 
Lois et dé
crets）  

是否有委

外？  
否。由聯

邦公報

局、政府

印製局、

國家檔案

及文件

署、聯邦

公報行政

委員會等

製作發

行。  

是。聯邦

法律公報

與聯邦公

報皆由聯

邦司法局

所發行，

並由聯邦

公報出版

公司負責

出刊與行

銷。部會

聯合公報

係由聯邦

內政部所

發行，Carl 
Heymann
出版公司

所出版。

聯邦稅務

公報是由

聯邦財政

部所發

否。由獨

立行政法

人國立印

刷局發行

是。委由

「政府公

報排版及

印刷公

司」

(SACI-JO)
處理  

否。行政

院公報編

印中心

(幕僚作
業主辦機

關為行政

院研考

會) 



第四章 各國公報之整理與比較 

 127 

行，

Stollfuß出
版公司所

出版。交

通公報則

由交通公

報出版社

出版  

四、各國對於電子化處理現況比較  

表  5、各國對於電子化處理現況比較表  

 美國  德國  日本  法國  我國  

電子化的

情況  
電子化政

府網站及

電子公報

網  

有整合各

種公報與

公報電子

化的趨勢  

除了以既

有的紙本

方式發行

之外，在

網際網路

上亦提供

過去一星

期的免費

『網路版

官報』  

自 2004年
6 月 2 日
起，「法律

與政府法

令公報」

的內容同

步登載於

紙本及網

站上，並

提供該日

起的認證

版的電子

政府公報

供民眾查

詢與下

載。  

行政院公

報資訊

網、立法

院公報

網、司法

院公報

網、考試

院公報

網、監察

院公報網

及其他地

方政府機

關公報

網，季有

光碟彙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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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
4 月 13 日
起，認證

版的行政

命令電子

檔上網提

供查詢。

除了網站

之外，政

府公報局

還一年度

製作成光

碟販售。  

是否有法

效力  
目前研究

小組似乎

並未發現

有規定電

子化公報

具有法效

力。  

部分有

（例如：

公示送

達）。  

否，網路

版官報僅

擔任紙本

官報的補

充性角

色。  

在 2004年
6 月 1 日
之前的公

報電子檔

僅提供依

據日期瀏

覽點閱而

不具有法

律效力。

自 2004年
6 月 2 日
起，政府

公報同時

發布紙本

與經認證

之電子

目前似乎

並未有規

定電子化

公報具有

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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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兩者

於國土之

內同時發

生效力，

兩者之效

力相同。  

是單純紙

本電子化

還是做成

電子資料

庫  

以資料庫

型式呈現  
電子聯邦

公報是作

成電子資

料庫  

不明  不明  資料庫型

式呈現  

是否仍有

發行紙本

的必要  

是，因為

現在尚無

資料證明

電子化的

公報具有

法效力。  

是，因為

尚有技術

性的問題

要解決。  

是，關於

官報的發

行方式的

討論，似

乎尚未有

以電子公

報取代傳

統公報的

動向。  

是，因為

公報之電

子檔並不

刊登公告

及任命，

且關於民

眾身分之

相關資

訊，如歸

化入籍、

更改姓

名、逃稅

等攸關個

人隱私的

部份不予

上網（該

等資訊僅

限於刊在

於紙

是，因為

我國現行

法尚未賦

予電子公

報法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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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此

只本公告

與電子公

報的內容

並不完全

一致，其

篇幅約較

紙本少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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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報告在總結國內外公報相關研究後，另於「國家政策網路智庫」

系統平臺，就本研究之重要議題經營線上討論，包括研提討論議題、

民眾互動討論與彙集各界意見等。本研究並納入相關回應內容作為研

究參考，做成以下結論與建議，其「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內容與回應

討論，請參照附錄 6。  

第一節  國外公報法制面與我國之比較歸納及研究發現  

一、公報運作之研究發現  

我國公報現行制度的運作模式尚有部分之問題尚待解決，在面對

電子化的趨勢下，同樣地有一些爭議尚待確立，而本研究以國外公報

立法情況為探討與比較，從而找出未來我國可資參考之方向，以下便

集結前述之分析與比較結果，期許對我國未來公報法制化提供一方

針。於此，研究發現可分為幾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現行公報發行制度

之問題、第二部分為公報電子化產生之管理問題、第三部分為研究過

程中所發現未來公報制度較為可行的發展方向。分述如下：  

（一）傳統公報發行制度既存之問題為：  

1、目前法制就資訊揭露方式容許多種管道，且未限定特定公報
為刊載載具，因而目前並無具有特殊之地位的特定公報，以

至於與其他資訊揭露管道並無差異性，不利於公報制度的發

展。  

2、現有公報涵蓋之內容是否充足，足以滿足民眾知的權利有待
討論。  

3、是否可整合五院及地方公報統一發行有待討論。  

（二）公報電子化後存有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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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並未區分電子公報與一般紙本公報於效力上是否有所
不同，意即，特定法律行為是否可以於刊載電子公報時發生

效力。  

2、電子公報資訊於何狀態得發生法律效力﹖是指公報資訊進
入政府資訊系統時發生效力？抑或紀錄於政府資訊系統特

定磁區時發生效力﹖抑或第三人得進入政府資訊系統閱覽

時發生效力﹖抑或第三人得進入政府資訊系統閱覽並下載

時發生效力﹖抑或第三人得進入政府資訊系統閱覽、下載並

完整呈現時發生效力﹖  

3、民眾使用電子公報資料庫的效力為何﹖若資料庫編輯不
當，致搜尋不得，是否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4、電子公報資訊若有錯誤，與紙本內容不一致時，以電子公報
系統登載之資訊為準﹖抑或以紙本內容為準﹖是否有信賴

保護原則之適用﹖  

5、資訊安全風險對於政府依法應主動公開或公告事項的效力
影響為何﹖如遭他人破壞、竄改，網路服務中斷，主機故障

或不可抗力等風險對於生效期日是否影響﹖  

6、是否須成立一專責機關集中負責政府公報之發行﹖其與其
他依法應公開或公告機關間權限關係及責任為何﹖  

7、如何確保電子公報的資訊完整性與不可否認性﹖是透過另
存紙本之方式﹖抑或另以數位簽章加密，如 RSA 等。  

（三）未來公報制度較為可行的發展方向  

綜合上述問題歸納後，研究發現以下幾點：  

1、就我國目前公報法制面而言，似有制定公報法之必要。  

2、目前公報之發行系各院自行編輯發行，內容繁雜，似可以單
一內容之方式單獨發行公報。  

3、對於公報網站之管理，未來似可於網頁上設一下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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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國似有必要設一專責機關，以利公報之彙整管理。  

二、傳統公報發行制度即存有問題之解決方向  

就本研究之觀察，前述提出之三項問題之主因在於應刊登於公報

之資訊範圍以及負責機關規範模糊所致。  

首先在刊載內容範圍上，誠如前述目前絕大多數法令要求應公開

之資訊，並未要求其需以公報作為公開管道，而縱使其要求公開之方

式中包含公報，通常亦未將公報列為唯一的公開管道，因此公報究竟

涵蓋了哪些資訊，實質上並無法確立；相對於此，外國立法例則有較

為明確的規範，其中包括美國、德國、奧地利等，皆明文以法律規定

特定事項應刊載於特定公報當中，相較於我國僅以行政規則之方式，

要求特定資訊必須刊載於公報而言，其法律安定性較為確實，而能確

保民眾權益。  

其次，在發行機關上，就目前發行方式而言，由於公報發行並未

統一由單一機關辦理，因此在紙本公報方面公告過於分散，民眾搜尋

成本過高，對於民眾資訊之取得極不便利；而在電子公報上，雖可以

透過技術之方式，以資料庫交叉搜尋的方式呈現，但是站在民眾的角

度，為方便人民取得資訊，仍應以單一窗口方式呈現，且透過資料庫

交叉搜尋之方式，可能會發生公告時點不一的問題（如機關為趕在當

日發布訊息，於當日下班前始將資訊公開之問題）。要求各機關將應公

開之資訊傳送給單一機關，可以避免其他機關隱匿訊息，而在公開的

資訊內容方面，該專責機關亦可扮演最後檢查者的角色。因此應規定

各機關必須將應公開之資訊統一傳送給該公報之單一專責機關，由該

機關統一發布訊息，作為人民取得資訊之單一窗口，且關於具有公定

力及公示性的事項，以該機關發布訊息之時點作為法效力生效之時

點。換言之，公報之單一專責機關並不會影響各機關本身之權責，只

是作為訊息揭露的統一窗口，而不致於造成權力分立上的影響。  

除此之外，雖然公報之編輯因牽涉到內容正確與效力問題，仍應

法定政府機關為之，但其他部分，例如電子公報儲存、發布；與紙本

公報印製、發行；和電子公報資料庫維護與相關工作，本研究認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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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委由民間處理。  

三、公報電子化後存有問題之解決方向  

公報以電子化方式發行最有益的價值在於，其便於整合而有利於

民眾搜尋，惟歸納前述提及之問題亦可發現，其存在之安全性疑慮卻

使人擔憂，特別是其衍生之資料正確性、安全性以及接下來的信賴保

護之問題，總使人對全面性的電子公報產生擔憂，因而導致了目前紙

本公報與電子公報同時發行之現況，對此本研究認為從下列觀點，可

主張未來得以電子公報為主、紙本公報為輔之管道作為我國公報法制

之方向：  

（一）可參考外國對於電子文件保護之要件確保安全性  

1、電子文件保護之概述  

我國的「電子簽章法」，係為推動電子交易之普及運用，確保電子

交易之安全，促進電子化政府及電子商務之發展而制定。透過電子簽

章法規範電子簽章 (electronic signature)、電子文件的法律效果，同時
規範認證機構的管理機制，建立法律制度，才能使電子認證體系得以

妥善運行 72。  

在美國也有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用以規範實體文件轉換成電子文件之效力問題。  

2、美國─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 

由於電子通訊與資訊轉換交流的進步，許多商業模式隨著電子科

技發展也在速度、效率、利益上有所改變。這些進步卻因為現行法律

效力而對於電子記錄文件有所阻礙。是否那些文件、契約、資訊的內

容都要以紙筆為之以防詐欺？這些法律要件都對電子媒體的使用造成

阻礙 73。為建立電磁紀錄資訊的等價性，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72 劉尚志、陳佳麟，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法律策略，元照出版社，2001,3，307 頁  
73 With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business models and methods for doing business have evolv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ed, efficiencies, and cost benefits of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occurred in the face of existing legal barriers to th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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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UETA)排除了現行法律規範要件所有的阻礙 74。  

該法案(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並非適用於所有實體 (紙本)
文件和簽章，只適用於有關電子紀錄與簽章的轉換，像是雙方有關之

商業行為、政府相關事務 75。  

該法案與其他法律不同之處在於其並非否定使用電子媒體應制定

規範標準的必要性。該法案係為使電磁紀錄、簽章和契約文件能夠生

效。其提供了電磁紀錄與資訊的使用以維持目的，提供在價值保存與

效力之特定領域內的確定性 76。  

於該法案第五章的部分，電磁紀錄和電子簽章的使用與同意，提

到該法案並不需要有紀錄或簽章的產生、寄送、通訊、收受、儲存或

其他以電子方式形式。該法案僅適用於雙方當事人間同意電子方式的

轉換。是否當事人同意以電子形式轉換須從全文和當時情況，包括當

                                                                                                                                    
efficacy of records and documents which exist solely in electronic media. Whether 
the legal requirement that information or an agreement or contract must be 
contained or set forth in a pen and paper writing derives from a statute of frauds 
affecting the enforceability of an agreement, or from a record retention statute that 
calls for keeping the paper record of a transaction, such legal requirements raise real 
barriers to the effective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參考網頁 http://www.law.upenn.edu/bll/archives/ulc/fnact99/1990s/ueta99.htm，
2008/7/19 
74 By establishing the equivalence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of the information, the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UETA)removes these barriers without affecting 
the underlying legal rules and requirements. 
考網頁 http://www.law.upenn.edu/bll/archives/ulc/fnact99/1990s/ueta99.htm，
2008/7/19 
75 The Act does not apply to all writings and signatures, but only to electronic records 
and signatures relating to a transaction, defined as those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relating to business, commercial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考網頁 http://www.law.upenn.edu/bll/archives/ulc/fnact99/1990s/ueta99.htm，
2008/7/19 
76 The deference of the Act to other substantive law does not negate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forth rules and standards for using electronic media. The Act expressly 
validates electronic records, signatures and contracts. It provides for the use of 
electronic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for retention purposes, providing certainty in an 
area with great potential in cost savings and efficiency. 
考網頁 http://www.law.upenn.edu/bll/archives/ulc/fnact99/1990s/ueta99.htm，
200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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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行為以認定 77。   

於該法案第七章的部分，電磁紀錄、電子簽章、電子契約之法律

認可，所規範的是記錄或簽章不可因電子形式之作成而否定其法律效

力或強制執行權力；契約不因以電子形式作成而不具效力或執行力；

若法律要求記錄以文書作成，以電子形式作成亦可滿足法律要求；若

法律要求簽章，電子簽章亦無不可 78。  

美國的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制定的目的是希望電
子文件能夠與紙本 (實體 )文件具同等效力，畢竟，電子科技進步且為
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確實有此一必要性。遂制定該法以確保紙本文

件轉換成電子文件之效力。  

3、台灣─電子簽章法  

在實體交易上，可依靠簽名、蓋章、身分證明等方式，供他人辨

識確認，而可達到證據、同意、儀式等目的。在網路上交易以電磁紀

                                                 
77 SECTION 5. USE OF ELECTRONIC RECORDS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S; VARIATION BY AGREEMENT. 
(a) This [Act] does not require a record or signature to be created, 
generated, sent, communicated, received, stored, or otherwise processed or used by 
electronic means or in electronic form. 
(b) This [Act] applies only to transactions between parties each of which has 
agreed to conduct transactions by electronic means. Whether the parties agree to 
conduct a transaction by electronic means is determined from the context and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parties’  conduct. 
考網頁 http://www.law.upenn.edu/bll/archives/ulc/fnact99/1990s/ueta99.htm，
2008/7/19 
78 SECTION 7. LEGAL RECOGNI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ELECTRONIC SIGNATURES, AND ELECTRONIC CONTRACTS. 
(a) A record or signature may not be denied legal effect or enforceability 
solely because it is in electronic form.  
(b) A contract may not be denied legal effect or enforceability solely 
because an electronic record was used in its formation.  
(c) If a law requires a record to be in writing, an electronic record satisfies 
the law.  
(d) If a law requires a signature, an electronic signature satisfies the law. 
考網頁 http://www.law.upenn.edu/bll/archives/ulc/fnact99/1990s/ueta99.htm，
200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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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為之，使用者可以透過電子文件之傳輸，在網路上進行下單購物。

然以電磁紀錄、數位型態組合而成的電子文件，是否直接等同於實體

之「書面紙本」 79？  

蓋電子文件係透過電子與數位的形式 (通常無法直接辨識 )，將文
字、聲音、圖片、影像、符號或其他資料，製成紀錄，供機器或電腦

處理之用。遇有修改時，無法顯現實體書面紙本的塗改痕跡 80。  

於網路交易環境，若要為網路使用者所信賴，必須滿足幾項基本

的安全需求 81：  

（1） 內容完整正確：確保經由網路傳送之訊息或電子文件能夠
正確無誤的傳送到對方；即使資料在網路傳送的過程中，

遭到竄改時，也能輕易的發現或辨識電子文件的真偽。  

（2） 防止洩密：防止機密性或敏感性的資料在傳輸的過程中洩
密。  

（3） 鑑別身分：辨識交易雙方當事人的身分，防止有人冒名或
詐欺，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  

（4） 防止事後否認：必須能夠防止事後否認曾經傳輸資訊或進
行交易的事實。  

目前國際電子簽章相關立法例，對於電子文件都賦予法律地位或

承認 (legal recognition)，不能僅因其以電子記錄的形式存在，無法符
合書面要件，而逕否認其效力。其目的在於要求對電子文件必須與書

面等同之對待，亦即為「非歧視」的原則。此原則不僅具有宣示意義，

更有使電子文件取得法律上地位及效力。為解決電子文件無法符合現

有法律規定之「書面」要件，行為以電子文件為之，如其內容可以電

子方式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真偽者，是為符合法律上「書

                                                 
79 劉尚志、陳佳麟，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法律策略，元照出版社，2001,3，307-308
頁  
80 同註 8 
81 劉尚志、陳佳麟，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法律策略，元照出版社，2001,3，308-3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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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要求。  

於我國之電子簽章法第六條亦有相關之規定，文書依法令之規定

應以書面保存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

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同法第五條之規定，依法令規定應提出文書原本

或正本者，如文書係以電子文件形式作成，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

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如此的規定，也表示於我國以電子文件作成之文書，若內容可以

完整呈現，並日後可供查驗，及符合法律上「書面」之要件，並具有

效力。  

4、電子公報此等電子文件之效力  

我國目前所面臨之電子公報是否應賦予法效力？如何賦予法效

力？等問題。似可參考美國之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UETA)及我國之電子簽章法對電子文件賦予效力之規定。  

就美國之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而言，只要雙方當事
人同意即可將紙本 (實體 )文件轉換成電子文件，且不因其為電子文件
而不具效力，就該法案之適用範圍不僅限縮於一般商業交易行為，對

於電子文件之轉換更可適用於政府相關事務 (governmental affairs)。就
我國電子簽章法之規定而言，雖然沒有規定電子文件的適用範圍，但

是也賦予電子文件具有效力，即電子簽章法第六條之規定。  

隨著網際網路及電子科技的進步，在電子商務上，為了能夠促進

電子商務的發展，遂配合制定出相關配套措施，電子文件之使用、電

子文件之效力、電子文件安全性防護等，而在政府方面，目前也在推

行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以上都是現行趨勢下的結果。  

是以，在政府公報方面，電子公報也是未來必然的趨勢，有了電

子公報可以減少民眾搜尋成本，政府方面也可減少紙本發行響應環

保，僅需就國家圖書館、市立圖書館、政府機關內部等留存幾份紙本

公報以供無法使用電子方式查詢之民眾查詢及留存紙本以供電子公報

有誤時相互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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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國之電子公報係屬於政府機關事項的資訊公開，可參考美國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可為電子文件之轉換，且我國電子
簽章法亦規定有電子文件亦具有效力之規定，似可類推適用之，使電

子公報具有效力。  

（二）立法賦予電子公報效力，以電子公報之發佈為公告生效之時點，

紙本公報僅作為輔助配套措施。  

參酌前述本研究小組對美、德、日、法四國的研究，除了法國外，

因電子公報之安定性之問題，並未賦予電子公報有與紙本公報相同之

法效力。但由於電子公報相較於紙本公報在人民訊息取得上具有高度

便利性，經參酌法國公報制度後，本研究小組以為，若並未明確指定

刊載之載具為何時，其法效力之生效時點以電子公報刊載之時點為

主。至於是否應仿照法國公報制度，對於公告、任命與涉及民眾身分

之相關資訊，如歸化入籍、更改姓名、逃稅等攸關個人隱私的部份不

予上網，本研究小組以為應以法律特別明定之，若並未規定上開訊息

應刊載至何種公報或何種載具，則皆應公開。另外，雖然訊息生效之

時點以電子公報刊載之時點為主，但由於紙本較易於長久保存，且不

易被竄改；電磁資料紀錄必須在特定條件下才得以保存，即在有電腦

等硬體軟體設備之條件下。且紙本較電磁紀錄具有安定性，且電磁紀

錄之硬碟時間過久消磁後資料即可能遺失。是以，當電子與紙本不一

致或遭竄改時，應以紙本為主。因此雖然法效力以電子公報為主，但

仍應發行紙本公報，故研究小組建議宜採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併行

制。另外，若發生錯誤時，信賴保護仍應以現行規定為準。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上所述，關於我國政府公報之制度，本報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同時按照可行性，分為「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分述如下：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加強電子公報作成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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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公報資料庫交叉搜尋功能  

（三）資料庫設一下載專區以供民眾下載  

二、中長期建議  

誠如前述，目前公報發行之便民之成效不彰，影響民眾知的權利，

原因乃在於在我國公報運作制度中，欠缺以法律位階明確規範公報發

行之規定，對此本研究建議可透過制定專法之方式，來落實我國公報

發行之運作，而其中應規範內容至少應包括有（一）確立公報刊載內

容之範圍；（二）確立公報的專責機關；（三）確立資訊刊載於電子公

報之法效性，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  

而之所以建議以專法之方式規定，而非透過修正現行法，主要原

因有三，分述如下：  

（一）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欠缺安定性  

首先就目前公報發行相關規定為觀察，現行規定中，對於公報發

行制度最為完整之相關規定乃行政院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惟此

一規定非屬於法律位階，因此可輕易地隨著行政機關之決定而有所變

動，此造成整體制度之安定性不夠充足，蓋公報發行涉及到民眾知的

權利，特別是譬如法律修訂等事項，牽涉民眾權益重大，相對的該修

訂情況的資訊公告，應以更為嚴謹之方式進行，因此單以行政規則規

範有待更正。  

（二）中央法規標準法  

其次，或許有論者認為可考慮透過將公報發行所需之相關規範，

修訂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當中以資解決，惟本報告認為，中央法規標準

法一方面在內容上對於長久以來以存有許多缺失（礙於篇幅不作論

述），另一方面公報發行所涉及之資訊，並不以法規範之修訂為限，更

涉及眾多與民眾權益相關連之事項，譬如處分等，因此將公報發行之

規範納入中央法規標準法中，將有所突兀。  

（三）政府資訊公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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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公開法是規範政府資訊公開最主要的規範，由此看來，

將公報發行所需規範納入其中似乎相當妥適，惟本報告認為，政府資

訊公開法所規範事項並不僅限於應主動公告事項，亦包括應人民申請

公開事項，因此倘若欲將公報制度之相關規範納入其中，在修訂方式

上，應如何安插其中，而使該等規範能與應人民申請公開事項有所區

隔，在體系上有些許困難。  

綜上所述，故本研究建議以專法之方式規範公報發行制度，而其

概略內容分述如下：  

（一）整合現有公報為單一公報，並成立公報單一專責機關，置於法

務部或法務部底下或另外設立一專責機關專司公報之彙整編輯  

誠如前述，公報乃民眾獲知政府資訊之重要管道，而若期盼民眾

能輕易地自公報中獲取所需資訊，將資訊之刊載整合至單一公報乃勢

必在行，對此本研究綜合前節所述，建議應成立一單一的專責機關統

合所有資訊以發行之，並以專法明定該專責機關之作為義務，為刊載

編輯之行為，且其他機關負有將應刊載資訊交由該專責機管統整之義

務。惟應特別說明的是，該專責機關所執掌之業務僅在於公報內容之

彙整及編輯，並不涉及公報內容之變更，因此並不影響各機關原本之

權限，且由於本小組建議未來公報發行宜採單一內容方式發行，例如

將法令彙集於統一之法令公報，是以，故建議該專責機關似可置於法

務部或法務部地下之機關，甚至另外設立一專責機關，倘若如此則可

能會有設立機關成本考量之問題，本研究案暫不討論之，就目前而言，

行政院研考會經年來承辦行政院公報多年，具有相當之經驗，故未來

可考慮該整合各中央機關資訊之公報可繼續由行政院研考會辦理。  

（二）規範中央機關下應主動公開事項皆應以透過此一公報刊載之方

式公開之  

至於未來公報應刊登哪些資訊，其涵蓋範圍為何，本研究認為，

為使民眾可透過單一之管道方式即可取得所需之政府應主動公開事項

之資訊，未來公報所涵蓋內容應包括所有應主動公開之事項，換言之

該專法應明定所有現有法規中，任何關於規範應公告之事項資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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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透過此單一公報為公告，始達成公告之條件，而不論就現有法規之

規範中，是否有明文指示其公告之手段中有包含公報之途徑。  

附帶一提，本研究之所以認為應以制定專法直接規範所有現行法

規中所涉及之公告應以中央機關公報之途徑公開之，而非透過修訂個

別法規之公告方式來進行，主要係因為現行規範應公告事項之法規眾

多，倘若針對個別單一法規進行修訂，實在曠日廢時，而浪費相當之

立法成本，因此以單一法規直接作為指引以一勞永逸。  

其次，本研究之所以僅限於中央機關之資訊需透過此單一公報公

開之，原因在於若規範涵蓋於地方機關，則恐侵犯至憲法所規範之地

方自治原則，因而有所限縮，惟應注意的是，中央機關委託及委辦地

方機關處理之事項所涉及之應公告之資訊，應該屬於中央機關固有權

限，因此該等資訊之資訊仍應交由中央機關之公報公告之，於此敘明。 

（三）建議設立單獨之法令公報，且該公報所刊載之法令以刊登於電

子公報時發生法效力  

由於透過公報所刊載之資訊博雜，但並非所有資訊皆以公報為生

效要件，僅係符合訊息傳達義務而已。因此本研究建議應另外設立單

獨之法令公報，將會產生法律效力之法令資訊刊載於法令公報，並以

刊載於公報時發生法律效力。惟隨著科技之發展，電子公報較紙本公

報更便於民眾快速取得資訊並節省成本，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刊載於

法令公報之法令資訊，應透過電子公報之管道，發生效力，並以刊載

於電子公報後，人民可以隨時取得該資訊時為發生效力之時點。惟有

礙於電子資料的安全性、數位落差等因素，在規範上應有以下之配套

措施，包括：  

1、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並行且同時發行，效力方面採以電子公
報為主，若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發生不一致或電子公報資料

庫遭竄改入侵，才以紙本公報為主左為輔助配套措施。  

2、考量人民資訊取得的便利性以及電腦普及化之問題，研究小
組建議政府應提供民眾接近使用之地點 (如市立或國立圖書
館)、設備並應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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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另設立一不定期發刊之公報，以供緊急事件發布之用  

    由於現行各機關部門之公報尚未彙整，而各機關部門之公報刊載
及更新時間不盡相同，對於緊急事件或緊急命令等資訊之發布，可能

因此增加民眾之搜尋成本及影響民眾接受訊息之時效，故本研究建議

應另設立一不定期發刊之公報，專為緊急事件發布之用，以期可以快

速有效的傳達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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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德國公報相關法條翻譯  

基本法  

第 82 條  

依本基本法之規定所通過之法律由聯邦總統在副署之後簽發，並於

聯邦法律公報公布之。法規命令由制定之單位簽發，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於聯邦法律公報公布之。  

法律及法規命令應規定施行日期。未規定施行日期者，自聯邦法律

公報發行之次日起至第十四日起發生效力。  

第 115 條之 1 第 3 項  

（防衛狀態的）確認由聯邦總統依照第 82 條，在聯邦法律公報公
布之。若此非立即可能時，則以其他之方式公布之；應在聯邦法律

公報追補此一公布，只要情勢允許時。  

第 145 條  

國民大會於公開的會議中，在大－柏林的參與之下，確認同意本基

本法，簽發之並公布之。  

本基本法於公布之日起發生效力。  

其（本基本法）須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  

 

聯邦憲法法院法  

第 31 條第 2 項  

法律與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規符合或牴觸或無效的宣告，聯邦司法

部須將裁判書公告於聯邦法律公報。第 13 條第 12 款與第 14 款情
況下之裁判書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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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化公 告 與 公布 法 (Gesetz ü ber vereinfachte Verk ü ndungen und 
Bekanntgaben)規定一些須緊急公布與公告之事項（例如：依基本法第
115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3 項之防衛狀態的確認），而無須刊登在聯邦法
律公報者。  

 

公布法規命令法 (Gesetz über die Verkündung von Rechtsverordnungen) 

第 1 條  

聯邦之法規命令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或聯邦公報。  

法規命令公布在聯邦公報或交通公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交

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之公報－公布者，應事後在聯邦法律公報公

布其刊登所在與生效日期。  

第 2 條  

鐵路價目表得在聯邦區域內之大眾運輸鐵路之價目表及交通公報

公布之。  

其他由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所確認或核可之交通價目表，

包括運送及倉儲的價目表與船運交貨的價目表，水運及船運指示的

命令，以及聯邦空運局 (das Luftfahrt-Bundesamt)的命令得在交通公
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交通、建築及都市發展部之公報－公布

之。  

在已公告價目表具體之名稱，其最後之修正，法源依據與生效日期

以及在定有期限之價目表時之失效日期的情況下，不需要在聯邦公

報或公報公布價目表之全文。  

 

聯邦司法局設置及任務規範法(Gesetz zur Errichtung und zur Regelung 
der Aufgaben des Bundesamts für Justiz) 

第 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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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司法局支援聯邦司法部：1. 執行公布及公告事宜，．．。  

 

聯邦之行政送達法  

第 10 條第 2 項  

公示送達應以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行政機關為此一般所規定之處所

或將送達事項公告於聯邦公報或電子聯邦公報之方式為之。  

 

匯票及支票利息法  

第 1 條  

聯邦司法部應將匯票及支票利息公告於聯邦法律公報。  

 

錢幣法  

第 4 條第 2 項  

德國之歐元－錢幣，國家那一面之錢幣部分的圖樣形式應於聯邦法

律公報公告之。  

 

聯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  

第 76 條  

應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者：  

（4）聯邦法律（基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第 1 句），除依第 2 項應刊
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者外；  

（5）命令，除依第 3 項第 1 款應刊登在聯邦公報－官方部分－或
依公布法規命令法第 2 條應刊登在其他公報者外；  

（6）依基本法第 129 條第 1 項所作成之事物管轄權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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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條第 2項第 1句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之裁判書；  

（8）聯邦總統之命令與公告；  

（9）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內部事項之公告；  

（10）其他法規規定應公告之一般事項。  

應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者：  

（1）國際法上的協定、為實行此等協定所制定之法規以及與此相
關之公告；  

（2）關稅稅率事宜之法規。  

國際法上的協定，如有正當理由不適宜刊登者，得經外交部的同

意，例外地不予刊登。  

應刊登在聯邦公報－官方部分－者：  

6、  命令  

a. 附有法定施行期限者，  

b. 在緊急情況下須立即執行者，  

c. 為執行歐盟之法律行為必須立即生效者；  

7、  行政規則，其僅依第 4 項公告不足以讓大眾周知者；  

8、  政府草案的理由，其有刊登之必要者。所刊登者為政府提案原始
的理由。法律條文若事後經立法機關的參與而修正，且理由在此

情況下不再適用者，應加注釋加以說明；  

9、  聯邦與各邦之間或各邦彼此之間的協定，而無須經立法機關議決
者；  

10、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勳章的授與；  

11、聯邦機關之公告與在聯邦法律與法規命令有明文規定下之邦機關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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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別有規定者外，得刊登在聯邦部會之公報者：  

（1）行政規則；  

（2）聯邦公務員之任命與解任；  

（3）公布法規命令法第 2 條所列舉之價目表或命令。但就其生效至
少應於法律所特別許可之公報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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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奧地利公報相關法條翻譯  

聯邦憲法  

第 49 條  

聯邦法律由聯邦總理於聯邦法律公報公告之。除另有明文規定者

外，聯邦法律於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且對整個聯邦領域發生效力。 

依第 50 條第 1 項所批准之國家公約由聯邦總理於聯邦法律公報公
告之。國家議會在批准第 50 條所規定之國家公約時得議決，以何
種之其他方式公告國家公約或其個別經特別指明的部分；國家議會

之此種決議由聯邦總理於聯邦法律公報公告之。除另有明文規定者

外，依第 50 條第 1 項所批准之國家公約於公告之日起－在第 2 句
的情況下，於公告國家議會決議之日起－發生效力，且對整個聯邦

領域發生效力；但此對於須制定法律加以執行之國家公約不適用之

（第 50 條第 2 項）。  

在聯邦法律公報與依第 2項第 2句所為之公布必須讓一般人可以讀
取，且可以以其公告之形式完整地與持續地查得。  

有關於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之進一步的規定，由聯邦法律定之。  

第 49 條之 1 

授權聯邦總理共同與主管聯邦部長，以公告於聯邦法律公報之方

式，以其現行施行之條文，重新公布聯邦法律，除本法有例外之規

定者外，與在聯邦法律公報所公告之國家公約。  

在公告重新公布時，得  

1、更正已過時之術語的使用，使舊的書寫方式適於新的書寫方
式；  

2、更正援引其他已不再符合立法狀況之法規，以及其他不一致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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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被後來之法規廢止或已無規範對象的規定，作不再適用的
確認；  

4、給予短標題與標題的字母縮寫；  

5、在刪除或加入個別規定時，配合修改條、項與類此之標記，且
在法規條文之內也同時配合更正援引此者；  

6、在指示其適用範圍之下，整理過渡規定以及尚適用之聯邦法律
（國家公約）過去的條文。  

除另有明文規定者外，經重新公布之聯邦法律（經重新公布之國家

公約）與其他在公告內所包含之命令皆於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  

第 97 條第 1 項  

邦之法律須經邦議會之議決，依邦之憲法的規定簽署與副署，及由

邦之首長於邦之法律公報公告之。  

 

2004 年 聯 邦 之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法 (Bundesgesetz ü ber das 
Bundesgesetzblatt 2004) 

第 1 條  一般規定  

聯邦總理在聯邦之法規資訊系統內 (RIS)以德文發行「奧地利共和
國聯邦法律公報」。  

第 2 條  聯邦法律公報之彙編  

聯邦法律公報包括三個部分。並依公告年份依序編號公布之。  

第 3 條  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Bundesgesetzblatt I) 

應於聯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 (BGBl. I)公布者，為  

1、國家議會之法律決議（聯邦憲法第 49 條第 1 項）；  

2、聯邦總理及主管之聯邦部長對於聯邦法律重新公布之聯合公告
（聯邦憲法第 49 條之 1 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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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邦總理有關於憲法法院廢棄聯邦法律，與有關於憲法法院宣
告聯邦法律違憲，包含憲法法院判決中之其他宣告之公告（聯

邦憲法第 140 條第 5 項至第 7 項；憲法法院法第 64 條第 2 項、
第 65 條）；  

4、聯邦總理及主管之聯邦部長有關於憲法法院廢棄聯邦法律重新
公布之公告，與有關於憲法法院宣告此類公告違憲，包含憲法

法院判決中之其他宣告之聯合公告（聯邦憲法第 139 條之 1；
憲法法院法第 61 條之 2）；  

5、聯邦總理有關於聯邦之施行法因為邦之施行法生效而失去效力
（聯邦憲法第 15 條第 6 項），或有關於聯邦之法律因為邦之法
律或邦機關之命令生效而失去效力之公告（聯邦憲法第 16 條第
4 項與聯邦憲法第 23 條之 4 第 5 項）；  

6、聯邦與邦之間或聯邦與個別之邦之間的協定（聯邦憲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且其之簽訂經國家議會批准者，與聯邦、邦及
鄉鎮市之間的協定（授權奧地利鄉鎮聯盟與奧地利市聯盟聯邦

憲法第 1 條第 1 項，聯邦法律公報 1998 年第一部分第 61 號）； 

7、有關於聯邦法律生效或失去效力，或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5 款所稱之法規，只要其之生效或失去效力會對於應公布在聯
邦法律公報第一部分之法規產生法律效果時，之公告。  

第 4 條  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Bundesgesetzblatt II) 

應於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 (BGBl. II)公布者，為  

1、聯邦總統之一般決定；  

2、凡非須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三部分之聯邦政府與聯邦部長、
國家議會議長、審計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憲法法院院長與

檢察總長的命令，而非對於下級行政機關所作成之一般指示（行

政規則）者；  

3、聯邦政府或主管之聯邦部長有關於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布之命令
因為邦之法律或邦機關之命令生效而失去效力之公告（聯邦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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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6 條第 4 項與聯邦憲法第 23 條之 4 第 5 項）；  

4、聯邦政府或主管之聯邦部長有關於憲法法院廢棄命令，與有關
於憲法法院宣告命令違憲，包含憲法法院判決中之其他宣告之

公告（聯邦憲法第 139 條第 5 項、第 6 項；憲法法院法第 60
條第 2 項及第 61 條）；  

5、行政法院之議事規則（聯邦憲法第 136 條；行政法院法第 19
條）與憲法法院之議事規則（聯邦憲法第 148 條；憲法法院法
第 14 條）；  

6、檢察署之議事規則與事務分配（聯邦憲法第 148 條之 8 第 3 項；
聯邦之檢察署法第 4 條）；  

7、凡非屬於第 3 條第 6 款之聯邦與邦之間或聯邦與個別之邦之間
的協定（聯邦憲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  

8、有關於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5 款所稱之法規生效或失去效
力，只要其之生效或失去效力會對於應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第

二部分之法規產生法律效果時，之公告。  

凡非須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三部分之聯邦政府或聯邦部長、國家

議會議長、審計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憲法法院院長與檢察總長

之其他公告，當其具有拘束效力或當其他法規規定其須公布在聯邦

法律公報時，得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  

當為有利於方便讀取時，得透過聯邦總理的命令，在取得主管之聯

邦部長的同意下，規定其他聯邦行政機關之命令公布在聯邦法律公

報第二部分。在此一命令中所列舉之聯邦機關之其他公告，當其具

有拘束效力或當其他法規規定其須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

分？）時，得公布在聯邦法律公報第二部分。  

第 5 條  聯邦法律公報第三部分(Bundesgesetzblatt III) 

應於聯邦法律公報第三部分 (BGBl. III)公布者，為  

1、聯邦之國家公約，包括其翻譯成德文的部分，國家議會依照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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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憲法第 49 條第 2 項及第 50 條第 2 項之決議，聯邦總統依照
聯邦憲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句之命令，以及加入此種國家公約
之聲明；  

2、聯邦總理及主管之聯邦部長對於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告之國家公
約重新公布之聯合公告（聯邦憲法第 49 條之 1 第 1 項）；  

3、聯邦政府或主管之聯邦部長有關於國家公約違法之確認的公
告，與聯邦總理有關於憲法法院確認國家公約違憲，包含憲法

法院判決中之其他宣告之公告（聯邦憲法第 140 條之 1 第 1 項、
第 6 項；憲法法院法第 66 條）；  

4、聯邦總理及主管之聯邦部長有關於憲法法院廢棄國家公約重新
公布之公告，與有關於憲法法院宣告此類公告違法，包含憲法

法院判決中之其他宣告之聯合公告（聯邦憲法第 139 條之 1；
憲法法院法第 61 條之 2）；  

5、非以其他一般可供讀取之方式所公布之國際機關的決議，包括
其翻譯成德文的部分，而對於或在奧地利發生拘束效力者；  

6、其他涉及第 1 款或第 5 款所列舉之法規的公告或命令。  

若國家議會在批准聯邦憲法第 50 條所規定之國家公約時，曾作成
聯邦憲法第 49 條第 2 項之決議者，則涉及此種國家公約（或則僅
是其未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告的部分）之依照第 1 項第 6 款之公告與
命令，須以與國家公約（其未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告的部分）本身相

同之方式公告之。  

當  

1、依照第 1項第 1款之非依照聯邦憲法第 50條第 1項所批准之國
家公約或  

2、依照第 1 項第 5 款之決議或  

3、官方應公告之外國法規  

只關係到特定範圍之人的利益，且此類法規，包括其翻譯成德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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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特別是有鍳於其範疇與技術上的製

作）將造成經濟上不相當之花費時，則聯邦總理得以命令規定，應

以何種其他之方式（特別是以在辦公時間於行政機關或其他官署陳

列供公眾查閱的方式）公告法規或法規特別被標明之個別部分。依

照第 1 句之公布必須讓一般人可以讀取，且可以以其公告之形式完
整地與持續地查得。如果聯邦總理曾發布此種命令，則涉及法規（或

則僅是其未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告的部分）之依照第 1 項第 6 款之公
告與命令，須以與法規（其未在聯邦法律公報公告的部分）本身相

同之方式公告之。  

第 6 條  聯邦之法規資訊系統  

聯邦之法規資訊系統是由聯邦總理所管理的電子資料庫。其功能在

於  

1、公告應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之法規（第 7 條）以及  

2、提供有關奧地利共和國法規之資訊（第 13 條）。  

第 7 條  法規之公布與公告  

應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之法規是儲存在網際網路 www.ris.bka.gv.at
網址下以供查詢。每一號的聯邦法律公報都必須標明此一網址。  

應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之法規，必要時還得以其他適當之方式－特

別是在機關的內部網路、在「維也納新聞公報 (Amtsblatt zur Wiener 
Zeitung)」或在主管部會之公報－公告之。  

當且只要應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之法規非一時性無法存放或儲存

在網際網路以供查詢時，則應以不同於聯邦憲法第 49 條第 3 項所
規定之方式公布之。  

第 8 條  權威性與完整性之確保  

應公布之法規所包含之資料必須具有確保向上並存的格式。其必須

以可靠之程序製作並蓋上電子標記。  

資料於標記完成後不得再變更之且，只要開放查詢後，亦不得再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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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之。  

每一份資料須製作至少三份之安全備份與四份經公證的印刷本。各

有一份之安全備份與各有一份經公證的印刷本須寄給奧地利國家

檔案與奧地利國家圖書館，並由其歸檔。一份經公證的印刷本須送

交國會圖書館。  

第 9 條  法規之讀取  

在聯邦法律公報所為之公布，必須隨時在無須確認身分之證明文件

下，且免費地供讀取。  

在聯邦法律公報所為之公布得由每一個人免費地列印。此外聯邦總

理應設法讓每一個人得以合理的費用取得公布內容之列印本，以及

直到 200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為止所出版之聯邦法律公報的列印本
與影印本。聯邦總理初次直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屆滿為止，且之
後在每一次有所變更之後，應將可以取得此種列印本與影印本的單

位公告在「維也納新聞公報」上。  

如果根據國家議會依聯邦憲法第 49 條第 2 項之決議，或根據聯邦
總理依第 5 條第 2 項之命令，法規全部或一部不在聯邦法律公報公
布時，則人人有權在填補成本之下，從受託公告任務的單位取得法

規此部分之影印本。  

如果法規直到 200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為止全部或一部未於聯邦法
律公報公布時（1996 年聯邦之聯邦法律公報法第 6 條第 2 項，聯
邦法律公報第 660 號，1985 年聯邦之聯邦法律公報法第 6 條第 3
項，聯邦法律公報第 200 號，1972 年聯邦之聯邦法律公報法第 6
條第 3 項，聯邦法律公報第 293 號，向來的條文與聯邦法律公報
1981 年第 603 號聯邦法律的條文，以及聯邦之聯邦法律公報法第 6
條第 3 項，聯邦法律公報 1920 年第 33 號，聯邦法律公報 1972 年
第 106 號聯邦法律的條文），則人人有權在填補成本之下，從受託
公告任務的單位取得法規此部分之影印本。  

第 10 條  公布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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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總理得以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相同部分的方式更正：  

1、公布偏離應公布之法規的原來版本者（公告瑕疵）  

2、牴觸聯邦法律公報內部版本者（各個公布之編號、頁數編號、
所提供開放查詢的日期及類似此等者）。  

公告瑕疵之更正會變更所公布法規之實質內容者，不得為之。  

第 11 條  時之效力範圍  

在聯邦法律公報所為之公布以其相關的內容，除在該處或其他法律

另有明文規定者外，於開放查詢之日起發生效力。每一號的聯邦法

律公報必須含有此一日期。  

在第 7 條第 3 項的情況下，在聯邦法律公報所為之公布以其相關的
內容，除在該處或其他法律另有明文規定者外，於包含公告之聯邦

法律公報被出版與發送之日起發生效力，且每一號的聯邦法律公報

必須含有此一日期。  

第 12 條  地之效力範圍  

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內者，除有特別明文規定者外，對於整個聯邦

領域發生效力。  

第 13 條  有關奧地利共和國法規之資訊  

只是提供奧地利共和國法規（聯邦、邦及鄉鎮市）之資訊的資料同

樣得儲存在網際網路 www.ris.bka.gv.at 網址下以供查詢。此等不具
權威性資料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不獲保證。  

第 14 條  生效  

本聯邦法律於 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1996 年聯邦之聯邦法律公報
法，聯邦法律公報第 660 號，聯邦法律公報 1998 年第一部分第 158
號及 2001 年第一部分第 47 號的條文，與聯邦法律公報 1998 年第
一部分第 35 號及 2003 年第一部分第 24 號的公告，同時失去效力。 

根據本聯邦法律之命令得於本法公告之日起制定之，惟僅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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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 月 1 日之後生效。  

第 15 條  執行  

本聯邦法律由聯邦總理執行之。  

 

聯邦之檢察署法（ Bundesgesetz ü ber die Volksanwaltschaft，簡稱
Volksanwaltschaftsgesetz 1982）  

第 4 條第 2 項  

檢察署之議事規則與事務分配應公告在聯邦法律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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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日本公報相關法條翻譯、法令公布過程及官
報販賣處所  

壹、日本公報相關法條翻譯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發行官報的法源依據，最早乃是源自於所謂
『公文式』（1886（明治十九）年勅令第一號）。其後，繼受以上規定
的『公式令』（1907（明治四十）年勅令第六號）中，亦具體規定法令
的公布以官報行之。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制定的日本國

憲法的施行，此一『公式令』遂由『關於內閣官制廢止等政令』（1947
（昭和二十二）年政令第四號）所廢止。此後，並未制定任何規定法

令公布方法的法令。因此，現行官報的發行，乃是明治以來行政慣例

的結果，並非基於法令的規定。  

貳、法令公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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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官報販賣處所  

○官報（日刊＝除行政機關休假日外，原則上毎日發行）  

 定價（１個月）1,596 日圓（本體 1,520 日圓、配送費另計）  
 一部（每 32 頁）  136 日圓（本體 130 日圓、配送費另計）  

 
 

官報販賣所  

地 區  電   話  郵遞區號 所  在  地  

北海道  （011）231-0975 060-0042 
札幌市中央區大通西 11 丁目 4-23＜
大通パークビル＞（北海道官書普及） 

青森縣  （017）723-2431 030-8588 
青森市新町 1-13-4（株式會社成田本
店）  

岩手縣  （019) 622-2984 020-0874 
盛岡市南大通 1-16-2（岩手縣官報販
賣所）  

宮城縣  （022）222-6486 980-0811 
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 2-3-20（宮城縣
官報販賣所）  

秋田縣  （018)862-2129 010-0921 
秋田市大町 2-2-2（秋田縣官報販賣
所）  

山形縣  （023)622-2150 990-0043 山形市本町 2-4-11（八文字屋）  

福島縣  （024) 522-0161 960-8041 福島市大町 7-20（西澤書店）  

茨城縣  （029）231-0102 310-0015 
水戸市宮町 2-2-31（茨城縣官報販賣
所）  

栃木縣  （028）651-0050 320-0801 宇都宮市池上町 2-1（龜田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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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縣  （027)235-8111 371-0023 前橋市本町 1-2-13（煥乎堂）  

埼玉縣  （048）845-9398 336-0031 
さいたま市南區鹿手袋 4-19-17（岩渕
書店）  

千葉縣  （043）222-7635 260-0855 
千葉市中央區市場町 6-14（千葉縣官
報販賣所）  

神奈川縣  （045）681-2661 231-0012 横浜市中區相生町 4-75（横濱日經社） 

東京都  （03）3292-1601 101-0054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錦町 1-2（東京都
官報販賣所）  

新潟縣  （025）271-2188 950-0863 
新潟市卸新町 1-2059-8＜卸團地内＞

（北越書館）  

富山縣  （076）421-1340 939-8642 
富山市大泉東町 1-3-7（富山縣官報販
賣所）  

石川縣  （076)234-8111 920-8722 
金澤市廣坂 1-1-30＜宇都宮廣坂ビル
＞（うつのみや）  

福井縣  （0776）24-0428 910-0006 福井市中央 1-4-18（勝木書店）  

山梨縣  （055）235-2201 400-0032 甲府市中央 4-2-18（柳正堂書店）  

長野縣  （026）233-3187 380-0841 長野市大門町 66-1（長野西澤書店）  

岐阜縣  （058）262-9897 500-8073 岐阜市泉町 5（郁文堂書店）  

静岡縣  （054）253-2661 420-0853 

静岡市葵區追手町 10-121＜新中町ビ
ル１階＞  

（静岡縣官報販賣所）  

愛知第１  （052）264-9155 460-0008 名古屋市中區榮 3-27-30（愛知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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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報販賣所）  

愛知第２  （052）561-3578 450-0002 
名古屋市中村區名駅 3-25-5（共同新
聞販賣）  

三重縣  （059)228-4812 514-0032 津市中央 12-12（三重縣官報販賣所） 

滋賀縣  （077) 524-2683 520-0043 大津市中央 1-5-2（澤五車堂）  

京都府  （075）221-4444 604-8032 
京都市中京區河原町通六角下る山崎

町 245 番地（京都官書普及會）  

大阪府  （06）6443-2171 550-0002 
大阪市西區江戸堀 1-2-14＜肥後橋駅
５号Ａ出口前＞（かんぽう）  

兵庫縣  （078）341-0637 650-0012 
神戸市中央區北長狭通 5-4-3（兵庫縣
官報販賣所）  

奈良縣  （0742）33-8001 630-8115 奈良市大宮町 6-1-9（啓林堂書店）  

和歌山縣  （073）431-1331 640-8033 和歌山市本町 1-18（宮井平安堂）  

鳥取縣  （0857）23-1213 680-0833 鳥取市末廣温泉町 164（富士書店）  

島根縣  （0852）24-2233 690-0887 松江市殿町 63（松江今井書店）  

岡山縣  （086）222-2646 700-0903 岡山市幸町 3-22（有文堂）  

廣島縣  （082）297-1300 730-0842 
廣島市中區舟入中町 3-12（廣島縣官
報販賣所）  

山口縣  （083）922-5611 753-0047 山口市道場門前 1-3-11（文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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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島縣  （088）654-2135 770-0833 徳島市一番町 3-22-2（小山助学館）  

香川縣  （087)851-6055 760-0017 
高松市番町 1-9-16（香川縣官報販賣
所）  

愛媛縣  （089）941-7879 790-0003 
松山市三番町 4-6-13（愛媛縣官報販
賣所）  

高知縣  （088）872-5866 780-0870 
高知市本町 5-2-21（高知縣官報販賣
所）  

福岡縣  （092）761-1151 810-0001 
福岡市中央區天神 4-5-17（福岡縣官
報販賣所）  

佐賀縣  （0952）23-3722 840-0826 
佐賀市白山 1-2-18（佐賀縣官報販賣
所）  

長崎縣  （095)822-1413 850-0862 
長崎市出島町 5-15＜税關前＞（長崎

縣官報販賣所）  

熊本縣  （096）352-5069 860-0004 熊本市新町 4-1-19（長崎次郎書店）  

大分縣  （097)532-4308 870-0039 
大分市中春日町 5-22（大分縣官報販
賣所）  

宮崎縣  （0985）24-0386 880-0841 
宮崎市吉村町長田甲 2375-1（宮崎縣
官報販賣所）  

鹿児島縣  （099）285-0015 890-0052 
鹿児島市上之園町 33-14（鹿児島縣官

報販賣所）  

沖縄縣  （098）867-1726 900-8503 
那覇市久茂地 1-1-1（デパートリウボ
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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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刊行物服務中心  

地 區  電   話  郵遞區號 所  在  地  

札 幌  （011）709-2401・2402 060-0808
札幌市北區北八条西 2-1-1（札
幌第１合同廳舎内）  

仙 台  （022）261-8320・8321 980-0014
仙台市青葉區本町 3-2-23（仙台
第２合同廳舎内）  

霞ヶ関  （03）3504-3885（代表） 100-0013
東京都千代田區霞ヶ関 1-2-1（農
林水産省別館前）  

大手町  （03）3211-7786（代表） 100-0004 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 1-3-6 

金 澤  （076)223-7303・7304 920-0962
金澤市廣坂 2-2-60（金澤廣坂合
同廳舎内）  

名古屋  （052）951-9205・9341 460-0001
名古屋市中區三の丸 2-5-1（名
古屋合同廳舎第２号館内）  

大 阪  （06）6942-1681・1682 540-0008
大阪市中央區大手前 1-5-63（大
阪合同廳舎第３号館内）  

廣 島  （082）222-6012・6013 730-0012
廣島市中區上八丁堀 6-30（廣島
合同廳舎第２号館内）  

福 岡  （092）411-6201・6204 812-0013
福岡市博多區博多驛東 2-11-1
（福岡合同廳舎内）  

沖 縄  （098）866-7506・7508 900-0006
那覇市おもろまち 2-1-1（那覇
第 2 地方合同廳舎 1 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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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法國公報相關法條翻譯  

一、1880 年 12 月 29 日公報法  

 1880 年 12 月 29 日公布之公報法（1880-12-29 號法律）  

2008 年 4 月 21 日最後更新版  

  

第一條  

內政與嗣禮部長被授權以 1,700.000 法郎之價格收購取得  Alfred 
Wittersheim et Cie 有限公司之項目如下：  

目前公報印製與出版之現址於巴黎市伏爾泰河堤 31 號（31, quai 
Voltaire），為該公司所擁有之房產位址。  

所有配屬於公報相關業務之工具、設備及行政之動產。  

 

第二條  

1880 年年度預算中編列予內政與嗣禮部長一筆 1,750.000 法郎的特別
費用，該費用使用方式如下：1° 主要用於支付上述項目的取得；2° 支
付郵資與抵押權之消除，以及利息支出  ；3° 用於上述屋舍內部分印
刷設備之重建。  

該費用另記載於特別章之中，編號 45 號，標題為「向政府公報有限公
司購置房產、工具與設備」。  

 

第三條  

在 1880 年一般年度預算當中，編列上述特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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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政府公報的製作、印刷  以及出版費用等服務項目將編列入政府一般預
算。政府公報的管理與經營費用將編入內政與嗣禮部的預算項下，政

府公報的訂閱金額、法律以及司法公告、與其他上述之相關衍生產品

適用一般預算當中其他產品之規定。  

  

第五條  

1881 年度預算執行除了年度預算已列項目之外，內政與嗣禮部長尚編
列一筆 919,605 法郎的額外費用，需用於下列項目：  

第一項－內政部職掌  

38 章－政府公報之行政與管理之人事固定費用為 74,300 法郎。  

39 章－政府公報之行政與管理之設備固定費用為 24,700 法郎。  

40 章－政府公報之管理之浮動費用（人事與設備費用為 820,606 法
郎）。  

於 1881 年度一般預算中提供上述之特別費用。  

  

第六條  

公報服務之匯整僅能使用 1881 年之特別費用當中執行如下：  

內政部長。  

5° 政府公報之管理之浮動費用（人事與設備）  

 

第七條  

1881 年一般年度預算執行的入帳估算為 758.500 法郎，將列入一般預
算的其他產品之規定項下，標題為「政府公報所開發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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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總統：JULES GREVY 

內政與嗣禮部長，CONSTANS 

財政部長，J. MAGNIN 

 

二、民法第一條  

任何法律以及行政命令一旦經由法國政府公報公布後，即依照條文中

所規定之日期開始生效，若無另外規定者於公告翌日起生效。倘若某

些條文生效之要件基於若干先行措施之實施，該等條文之生效則應展

延至上述措施實施後起算。  

在緊急情況時，政府得採行特殊規定，命令法律當中有時限性之法令

以及行政命令於公布後即為生效。  

本條文規定不適用於單行法規。  

 

三、2000 年 4 月 12 日 2000-321 法律（公民對行政部門所具有之權利） 

第二條  

本章記載與民眾相關法律規定之近用權，於此規範所有人知的權利及

保障。  

行政機關對於所頒布之法令及規定應提供民眾簡易之查閱方式。各機

關之民眾服務處負責該管所有法律條文之提供及散佈，並由該機關監

督其工作。  

本條文實施之限制性規定，必要時由最高行政法院以命令方式定之。  

 

四、2002 年 8 月 7 日 2002-1064 令（政府民眾服務處以網際網路發佈
法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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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政府民眾服務處設置法律的網際網路發佈部門。  

此部門為方便民眾查閱現行法律條文以及法律判例而設置。  
此部門免費提供下列資料予民眾使用：  

1° 具下列規範性質的最新修正版法令彙編：  
a) 憲法，（民、刑、商）法典，法律以及政府機關所發佈之法令規章； 
b) 政府決議延長之全國性勞資協議。  

2° 涉及法國國際參與行為之法令彙編：  
a) 法國參與之（國際）條約及協定；  
b) 歐盟機關發布的指令與規定。  

3° 法律判例：  
a) 憲法委員會、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法院以及權限裁定法院的決定與
裁定；   
b) 審計院及其他行政、司法、財政之裁判機關的裁定及判決；  
c) 歐洲人權法庭與歐盟人權委員會的裁定；  

d) 歐洲共同體法院及歐洲共同體初審法庭之判決。  

4° 所有的官方公告：  
a) 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局所編輯之「法律與命令」；  
b) 各部會公告；  
c) 歐洲共同體公報。  

第二條  

所設置網站名稱為 Légifrance (http://www.legifrance.gouv.fr)，由政府
秘書長負責督導，政府公報局執行網站經營。  
此網站以直接或鏈結方式提供本令第一條規定之所有資訊，並提供公

眾易於資料查詢之工具，以及包含其他政府部門、外國政府、歐盟機

關及國際組織等網站查詢功能，以滿足提供法律資料之任務。此網站

尚提供立法、行政規範及司法等最新動態。  
其他需協助政府民眾服務處散佈法律條文之政府單位網站，由總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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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本令第五條規定之委員會意見後，另以命令指定之。  
第三條  

政府公報局管理之資料庫與該局負責發行之刊物內容相符。該局須於

最短時間內整理並提供完整修正版之法律條文及行政規定等資料。  
在第一條中所規定之各類資訊，若經該資訊發佈機關要求下，政府公

報局得負責整理該資料庫。  

第四條  

歸政府所有以及第一條所規定之各類資料的重複使用權，得授予意圖

於非營利性質工作上使用該等資料之自然人。資料使用限制情形另以

協定規範之，尤需確保使用者在資料運用上維護其完整性。  
本令第五條規定之委員會在經過徵詢後，由擔任網站經營的單位進行

授權。  

本授權無須付費。被授權者自行負擔後續資料應用之費用。該授權無

法轉讓。  
第五條  

總理下設置民眾服務處之網際網路法律發佈委員會。  
此委員會執行下列任務：  

1° 對本令第二條與第四條提供意見；對第四條規定之授權有任何疑議
時可提交委員會審議；  

2° 針對政府民眾服務處之網際網路法律發佈的品質改善提供建言；  

3° 針對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內容每年撰寫評估報告，並提供電子檔； 

4° 對於企圖進行網際網路法律發布之機關提供專業意見。  

該委員會組織由總理以命令定之，其中必須包含法律出版領域之企業

專家代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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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4 年 2 月 20 日 2004-164 令（法律及特定行政命令公布之方式
與效力）（略）  

第一條  

修正下列規定  

修正民法第一條  

第二條  

依 2004 年 12 月 9 日 n°2004-1343 法律第 78 條修正。  

所有法律、具附帶報告之法規命令、條例以及由特定行政命令規定而

設立之法律或法令，皆須公布於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中。  

（略）  

第三條  

第二條規定法令彙編之出版，在當日由紙本與電子形式發佈原始全

文。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以電子方式提供民眾永久暨免費之查詢。  

（略）  

第四條  

最高行政法院經徵詢國家資訊與自由權委員會後，以命令方式規定國

籍之有無等個人狀況，在技術許可的條件下不應透過電子形式公布。  

（略）  

第五條  

最高行政法院依照行政命令的性質、射程及適用對象，以命令方式規

定上述行政命令的範疇，經政府公報以電子檔方式公布後即發生效力。 

（略）  

第五條之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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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各部會的行政法令與文件以電子形式公布時，當內容與紙本完全相

符時，具有與紙本公布之相同效果。  

（略）  

第六條  

（略）  

第七條  

（略）  

第八條  

本命令經政府公報公布後施行，其所涉及之相關事項，由總理暨司法

部長負責。  

（略）  

 

六、2004 年 5 月 28 日 2004-459 令（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中不能使
用電子形式公布之個人行為的涵蓋範圍）  

（略）  

第一條  

依 2004 年 2 月 20 日令第四條之規定，下列各項個人行為不適用於電
子形式發行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  

a) 依據民法第 61 條所為之姓名變更；  

b) 依據民法第 21-14-1 條之法國國籍取得；  

c) 依據民法第 21-15 條之歸化入籍；  

d) 依據民法第 24-1 條之法國國籍恢復；  

e) 依據民法第 23-4，23-7 或 23-8 條之國籍喪失；  

f) 依據民法第 25 條之國籍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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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姓名依法國化方式更改相關之法令，或是依據 1972 年 10 月 25 日
n° 72-964 法律所取得之法國化名字；  

h) 有關上述任一項之法令。   

第二條  

不適用於電子形式發行之政府公報：  

a) 姓名變更；  

b) 涉及刑事責任之司法或法律公告。  

第三條  

（略）  

第四條  

本令於 2004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   

第五條  

本令公布於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就業、勞工暨社會團結部長與司

法部長就各自所屬之範圍，負責執行本令。  

（略）  

 

七、2004 年 6 月 29 日 2004-617 令（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對於特定
行政命令以電子形式公布之方式與效力  

（略）  
第一條  

2004 年 2 月 20 日令第五條規定之下列各項行為，經法蘭西共和國政
府公報以電子形式公布後即生效力：  

1° 涉及政府行政組織、且非屬命令性質之法規，特別是中央政府機關
組織條例、中央授權地方辦理事項條例、以及中央政府與所屬公家機

關所授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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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及公務員、司法官及軍職人員，且非屬命令性質之法規；  
3° 涉及政府預算且非屬命令性質之法規，尤其關於預算分配、啟用、
取消、轉帳之條例及決議，以及涉及會考規費基金、國稅局之會計與

預支稅收、預算暨會計之辦理原則；  

4° 職司經濟事務之部會於處理公平競爭問題時所作之個別裁決；  

5° 與大多數民眾無關之獨立行政機關與獨立公法人之法規。  

第二條  

涉及本令第一條規定之 1°、2°或 3°項，或是同條 5°項規定之任一機
關所發布之不具規章效力的個別決定、法令、意見及建議時，無論有

無特定法律或法令中加以明文規定，政府公報僅以電子形式公布。  

第三條   

司法行政法第 R. 421-1 條加入下列五項：  
« 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以電子形式公布縮短第三者對於個別裁定上
訴之期限如下：  

« 1° 公務員、司法官及軍職人員之甄選及專業地位；   
« 2° 涉及經由選舉或是官方指派之 1984 年 1 月 11 日 n° 84-16 法第
12 條規定之公務諮詢機構成員任命案；  
« 3° 負責經濟事務的部會在處理競爭問題時所作之決定；  

« 4° 獨立行政機關與獨立公法人所發布之事項。» 

第四條  

本令公布於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經濟、財政與工業部長、司法部

長與人事暨政府改造部長，就各自所屬之範圍，負責執行本令。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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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全球政府電子公報作業內容彙整  

除了前述提及之國家之立法例可資參考外，本報告以下翻譯歸納

密西根大學圖書館所收錄之「線上政府公報」Government Gazettes 
Online82所得之資訊，亦可作為我國公報法制化過程中的參考，於此補

充之；按照該館所提供之資訊可知，截至西元 2007 年 12 月 10 日止，
總共收錄 60 個國家電子公報內容彙整，而本報告以下依照國家名稱，
按字母順序由 A-Z 排列，翻譯整分列整理如下：

                                                 
82 線上政府公報  http://www.lib.umich.edu/govdocs/gazett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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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爾及利亞 Algeria: 

公報標題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Algérienne 
D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 Al-Jarīdah al-Rasmīyah 

網址 http://www.joradp.dz/HFR/Index.htm 

語言 法文 ,阿拉伯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62 年 7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條約與多邊協定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條款 (Ordinances) 

行政命令 (Ministerial decrees), 命令(orders), 決定
(decisions), 指導 (instructions) 

官方公告 (Official Notices) 

法令司法公告(Legal and Judicial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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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根廷 Argentina: 

國家  Argentina 阿根廷  

公報標題  Boletin Oficial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網址  http://www.boletinoficial.gov.ar/BORA/home_frame 
.asp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訂閱  

期間  1997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Section 1 法律 (Laws), 命令(Decrees),公告
(Notices)  
行政決議與決定 (Ministerial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Section 2 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法令  
 (Acts of Corporations an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記載內容  

Section 3 商業公告 (Commercial Notices ) 

企業財務報告  
 ( Corpo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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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公告 (Legal Notices)  

判決公告 (Judici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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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大利亞 Australia: 

國家  澳大利亞 Australia 

公報標題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Gazette  

網址  http://www.ag.gov.au/portal/govgazonline.nsf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多種類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2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與管轄權  

儲存格式  HTML 檔  與 PDF 檔  

記載內容   General 
Notices 

特別訊息公告  
 (Special Information Notices)  

法令公告 (Notices of Legislation)  

聲明 (Proclamations)  

政府部門公告  
 (Government Department Notices)  

商業公司與安全公告  
 (Co-operative Companies and Securities 
Notices) 

破產與私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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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ruptcy and Private Notices) 

Special 
Notices 

內容如一般公告  
 (Contents can be the same as the 
General Notices.) 

特殊公告刊登於一般公告不刊登的日

子  
 (Special Notices are usually published 
on days when General Notices are not 
published) 

Periodic 
Notices 

多方面的政府通知  本質攏長而不急迫
的  
 (Miscellaneous official notices which 
are lengthy and not of an urgent nature.)  



附錄 5－全球政府電子公報作業內容彙整 

 183 

四、奧地利 Austria: 

公報標題  Bundesgesetzblatt für die Republik Österreich 

網址  http://www.digitalegesetze.at/bgbl-web/home.do 

語言  德文  

發行頻率  不規則  

存取條件  訂閱  

期間  1996- 1996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 主題編號 ,文件格式 ,全文關鍵字搜尋  

儲存格式  HTML 檔  與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條約國際協定(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行政規則 (Ministerial Regulations)  

行政公告與政府公告  
 (Ministerial and Government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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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利時 Belgium: 

公報標題  Moniteur Belge / Belgisch Staatsblad 

網址  http://www.ejustice.just.fgov.be/cgi/welcome.pl 

語言  法文 ,德文 ,荷蘭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7 年 6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文件格式 ,頒布日期 ,發行日期 ,來源 ,內文與標題所含
文字搜尋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行政命令 (Ministerial Decrees), 規則(regulations), 
命令 (orders),決議 (decisions)  

官方公告 (Official Notices) 

法律公告與宣告聲明  
 (Legal Notices and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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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貝里斯〔拉丁美洲〕Belize:  

公報標題  Government of Belize Gazette 

網址  http://www.printbelize.com/content/index.php3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0 No.17-20, 2001 No. 1-15,26,47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與公報編號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公告 (Notices)  

法令 (Acts)  

法案 (Bills)  

法令手段 (Statutory Instruments)  

廣告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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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巴西 Brazil : 

公報標題  Diario Oficial 

網址  http://www.in.gov.br/ 

語言  葡萄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2 年七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段落搜尋  

儲存格式  PDF 檔  

Section 1 國會決議 (Acts of Congress)  

法律 (Laws)  

執行命令 (Executive Decrees)  

命令 (Decrees) 

規則 (Resolutions)  

命令 (Orders)  

行政或政府機關決議和公告  
(Decisions and Notices of Ministries and 
Other Government Bodies) 

記載內容  

Section 2 Acts Relating to Personnel 人事部門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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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Contracts合約 , Decrees and Notices命令
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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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布吉納法索 (西非 ) Burkino Faso: 

公報標題  Journal Officiel 

網址  http://www.sggcm.gov.bf/SiteSggcm/jo/recherche.html 

語言  法文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4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 ,法案提出者 ,法案形式 ,日期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只有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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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拿大 Canada: 

公報標題  Canada Gazette/Gazette du Canada 

網址  http://canadagazette.gc.ca/index-e.html 

語言  法文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  

儲存格式  PDF檔 , HTML檔  (從 2003 年 4 月起 , PDF檔成為正
式的格式 ) 

Part 1: 所有政府公告(All public notices),  

來自政府的官方任命與推薦如同多樣

性被聯邦法令與規則要求必須公開的

公共公告  
 (official appointments and proposed 
regula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miscellaneous public notice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are required to be 
published by a federal statute or 
regulation.) 

記載內容  

Part 2:  所有如同典型立法機關議會通過被頒

布的規則 ,命令與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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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egulations that are enacted as well 
as other classes of statutory instruments 
such as orders in council, orders and 
proclamations) 

Part 3: 大部分進來國會通過的法令與頒布聲

明  
 (the most recent public acts of 
Parliament and their enactment 
proclamations) (from 
http://canadagazette.gc.ca/index-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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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智利 Chile: 

公報標題  Diario Oficial de la Republic de Chile 

網址  http://www.anfitrion.cl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全文訂閱  
每日摘要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85-2002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搜尋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總統與其他命令 (Presidential and Other Decrees) 

行政規則與決定  
 (Ministerial Regulations and Decisions) 

法令與司法公告 (Legal and Judici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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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國 China: 

公報標題  中華人民共合國國務院公報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Guo Wu Yuan 
Gong Bao ) 

網址  http://www.china.org.cn/ch-gongbao/index.htm 

語言  中文 ,英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僅有內容目錄表 ) 

期間  中文 (1999-2003) 
英文  (1999-2000)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規則( Regulations), 指令 (Instructions), 
政策聲明  (Policy Statements), 評論紀事
(Commentaries), 內部省會議法案 (Internal Council 
of State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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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哥倫比亞〔拉丁美洲〕Colombia: 

公報標題  Diario Oficial 

網址  http://www.imprenta.gov.co./print-int/HTML/frameset
/inter_diariofi.htm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0 年 9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公報編號 ,日期 ,關鍵字 ,文件格式  

儲存格式  HTML 檔  與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令 (Acts) 

法律 (Laws)  

總統命令與決定  
 (Presidential Decrees and Resolutions) 

行政命令 ,決議 ,決定與公告  
 (Ministerial Decrees, Resolutions, Decisions and 
Notices) 

法令司法公告(Legal and Judicial Notices), 其他政
府團隊公告 ( Notices of Other Government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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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哥斯大黎加〔拉丁美洲〕Costa Rica: 

公報標題  La Gaceta; Diario Oficial 

網址  http://www.imprenal.go.cr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1 年 8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By date 日期 , document type 文件格式 , institution 機
關  and keyword 關鍵字  

儲存格式  HTML 檔  與微軟文書軟體 WORD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決議 (Resolutions)  

國家會議的命令與法案  
 (Bill and Order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行政命令 (Ministerial Decrees)  

決議與命令 (Resolutions and Orders)  

法令公告 (Legal Notices)  

 



附錄 5－全球政府電子公報作業內容彙整 

 195 

十四、克羅地亞 Croatia: 

公報標題  Narodne Novine 

網址  http://www.nn.hr 

語言  克羅地亞文（Croatian）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0-2003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與 HTML 檔  

Part 1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Part 2 國際合約與條約協定  
 (International contract/treaties)  

記載內容  

Part 3 政府購買廣告  
 (Ads for official public purc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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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古巴 Cuba: 

公報標題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ublica de Cuba 

網址  http://www.gacetaoficial.cu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2 年 2 月迄今  
索引從 2000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ZIP 壓縮檔  

記載內容  國家人民會議法律  
 (Laws and Act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  

州會議法律 (Act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州委員或行政會議法律  
 (Acts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 and State 
Commit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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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捷克 Czech Republic: 

公報標題  Sbírka Zákonů 

網址  http://www.sbirka.cz/ 

語言  捷克文 ,英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捷克文版用密碼存取；英文免費自由存取(只有標題 ) 

期間  1993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英文版用卷號或規則號碼  
 (English browseable by volume number and 
regulation number )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憲法（Constitutional statutes）  

法律（Laws）  

政府公告（Government decrees）  

行政公告（Ministerial decrees）,決議（ resolutions）,
規則（ regulations）,命令（orders）,指令（directives） 
官方聲明（Official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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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丹麥 Denmark: 

公報標題  Lovtidende 

網址  http://www.retsinfo.dk 

語言  丹麥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Part A: 1995 年迄今  
Part B: 1998-2001 年  
Part C :2000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然後按照字母排序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新立法一覽表（List of new legislation）  

官方聲明（Official Announcements）  

司法公告（Judicial Notices）  

商業公告（Commerci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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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吉布地〔非洲〕Djibouti: 

公報標題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de Djibouti 

網址  http://www.presidence.dj/page5.htm 

語言  法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6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主題 ,政府法律形式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Laws）  

總統法令 (Presidential ordinances),命令(decrees),命
令(orders)  

行政命令 (Ministerial decrees),號令 (orders), 決議
(decisions) 

聲明 (Announcements)  

法令公告 (Leg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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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厄瓜多〔拉丁美洲〕Ecuador: 

公報標題  Registro Oficial 

網址  http://www.dlh.lahora.com.ec/paginas/judicial/ 
PAGINAS/RegistrosOficiales.htm 

語言  西班牙  

發行頻率  每日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0-2003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國家眾議院法律或其他法規  
 (Laws and Other Acts of the National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總統命令與命令 (Presidential Decrees and Orders) 

命令 (Decrees,決議 (Resolutions),命令 (Orders), 內閣
或政府部門決定 (Decisions of Ministries and Other 
Government Bodies) 

司法公告 (Judici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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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薩爾瓦多〔拉丁美洲〕El Salvador: 

公報標題  Diario Oficial 

網址  http://www.imprentanacional.gob.sv/diario_oficial 
.htm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摘要免費自由存取；全文需要訂閱  

期間  2003 年 2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By date 日期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索引 :  

立法院命令 (Decrees of Legislative Assembly) 

總統命令 (Presidential Decrees) 

內閣命令或決議  
 (Ministerial Decrees and Resolutions) 

官方公告 (Official Notices) 

法令公告  包含商標  
 (Legal Notices (including Trademarks))  

官方文件 (Offici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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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愛沙尼亞〔位於波羅的海沿岸〕Estonia: 

公報標題  Pravovye Akty Estonii (Riigi Teataja)  

網址  http://www.riigiteataja.ee/ert/ert.jsp 

語言  愛沙尼亞文（Estonian）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6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年度瀏覽；標題 ,關鍵字 ,機關 ,日期搜尋  
 (可以進階搜尋 ) 

儲存格式  HTM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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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歐盟 European Union: 

公報標題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網址  http://europa.eu.int/eur-lex/ 

語言  西班牙文 ,丹麥文 ,德文 ,希臘文   

英文 ,法文 ,義大利文 ,荷蘭文 ,葡萄牙文 ,芬蘭文 ,瑞典
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類別編號 ,關鍵字  

儲存格式  HTML 檔   

Series L 法規（Legislation）  

Series C 訊息與公告（Information and Notices） 

記載內容  

Series S  
(Supplement
增補 ) 

公開投標（Public T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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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芬蘭 Finland: 

公報標題  Virallinen Lehti/Officiella Tidningen 

網址  http://www.finlex.fi 

語言  芬蘭文 ,瑞典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2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  

儲存格式  HTML 檔  與 PDF 檔  

記載內容  新法規公告（Notices of new legislation）  

行政或政府公告  
（Ministerial and government notices）  

公開公告或廣告  （Public notices and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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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法國 France: 

公報標題  Journal Officia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網址  http://www.legifrance.org/html/index.html 

語言  法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0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文本的性質 ,爭議 ,日期 ,關鍵字搜尋 ;  
主題 ,政府 ,主管機關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Laws）  

總統命令與號令（  Presidential decrees and orders）  

行政命令（Ministerial decrees） ,命令（orders） ,決
議（decisions） ,公告（notices）  

官方公告（Official notices）  

公司通告申明布告陳述  
（Declarations of corporations）  

聲明（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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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德國 Germany: 

公報標題  Bundesgesetzblatt 

網址  http://bundesanzeiger.de/index.php 

語言  德文  

存取條件  Teil 1 訂閱  

Teil 2 免費註冊存取  

期間  Teil 1: 1998 年迄今   
Teil 2: 2002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Teil 1 Laws 
Ordinances 
Ministerial Notices 
Decision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記載內容  

Teil 2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treaties 

 



附錄 5－全球政府電子公報作業內容彙整 

 207 

二十六、希臘 Greece: 

公報標題  Ephemeris tes Kyverneseos 

網址  http://www.et.gr 

語言  希臘文 ,英文  (2003 年 8 月) 

存取條件  每年 12 之 5 議題公開存取  
（5 of 12 issues per year free to public） ;  

訂閱全部存取  

期間  1994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訂戶用關鍵字搜尋  

儲存格式  PDF 檔  

Section 1  法律（Laws）  

總統命令（Presidential Decrees）  

Section 2  行政決議與決定  
（Ministerial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Section 3 行政決定與公告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nd Notices） 

Section 4 程式規劃會議決定  
（Decisions of the Urban Planning 
Council）  

記載內容  

Unnumbered 最高法院判決(決議 )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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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s Court）  

州機關與組織的決定與公告  
（Decisions and Notices of the State 
Bodies and Organizations）  

股票上市公司與責任有限公司公告  
（Joint Stock Corporation and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Notices）  

專利商標公告  
（Patent and Trademark Notices）  

關於經濟與地方發展資助款法規與批准  
（Acts and Approvals Relating to 
Economic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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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香港 Hong Kong: 

公報標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報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azette）  

網址  http://www.gld.gov.hk/cgi-bin/gld/egazette/index.cgi?l
ang=e&agree=0 

語言  中文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0 年 5 月 19 日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政府公告 ,法令公告 , and supplement 4增補條款 4 are 
searchable by year 年 , volume 卷號 , date 日期 , issue
主題 , notice number 公告編號 , title 標題 , and 
keyword 關鍵字  

儲存格式  PDF 檔  

General Notices 一般公告  

Legal Supplement No. 1: Ordinances 
1 號法律增補條款 :條例 (習慣) 

記載內容  

Supplements

增補條款  

Legal Supplement No. 2: Legal Notices 
(Regulations)  
2 號法律增補條款 :法令公告 (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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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upplement No. 3: Bills 
3 號法律增補條款 :法案  

Legal Supplement No. 4: Special 
Government Notices 
4 號法律增補條款 :政府特別公告  

Legal Supplement No. 5: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5 號法律增補條款 :各方面的訊息  

Legal Supplement No. 6: Public Notices 
6 號法律增補條款 :公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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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匈牙利 Hungary: 

公報標題  Magyar Kozlony (Official Gazette) 

網址  http://www.magyarkozlony.hu/ 

語言  匈牙利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從 1999年最新 5個議題與內容目錄表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47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新法律與行政規則  
（New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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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愛爾蘭 Ireland:  

公報標題  Iris Oifigiủil 

網址  http://www.irisoifigiuil.ie/index.htm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2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類別 ,關鍵字 ,日期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令頒布通知（Notice of Publication of acts）, 法案
（bills） , 法令文件(statutory instruments), 規則
（regulations）政府命令（Government orders）,決定
（decisions） ,公告（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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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義大利 Italy: 

公報標題  Gazetta Ufficial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網址  http://www.gazzettaufficiale.it/index.jsp 

語言  義大利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前 60 天  (archives by subscription available at:  
http://dbase.ipzs.it/indispol/homeipzs.htm )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Part 1: 法律（Laws）  

總統命令（Presidential decrees）   

行政命令（Ministerial decrees） ,決定
（decisions） , 通告（circulars）  

官方公告（Official notices）   

地方政府法規  
（Legislation of regional governments）  

憲法法庭判決與法則  
（Decisions and rul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記載內容  

Part 2: 商業公告（Commerci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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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公告（Public Notices）   

法令公告（Leg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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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本 Japan: 

公報標題  Kampo 

網址  http://www.kantei.go.jp/jp/kanpo/digest-bk.html 

語言  日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皇室詔書（ Imperial rescripts）   

法律（Laws）   

內閣命令（Cabinet orders）   

行政院命令（Order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行政條例與規則  
（Ministerial ordinances and regulations）   

最高法院規則（Supreme Court regulations）   

公共公告（Public Notices）   

報告（Reports） , 聲明文件  
（Announcements Documents）   

關於皇室的事務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Imperial Hous）  

關於國會之事務（Matters relating to the diet）   

關於公共事業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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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relating to public enterprises）   

內閣改組（Personnel Changes）   

封地儀式（ Investitures）   

條約（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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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肯亞 Kenya: 

公報標題  Kenya Gazette 

網址  http://www.lawafrica.com/index.asp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經由 lawafrica.com 訂閱  

Gazette Notices 公報公告  記載內容  

Supplements: 法規（Acts）   

法案（Bills）   

法律增補 (Legislative Supplements)  

特別增補 (Special Supp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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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韓國 Korea: 

公報標題  Kwanbo 

網址  http://gwanbo.korea.go.kr/ 

語言  韓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0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日期範圍 ,關鍵字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總統命令 (Presidential decrees)  

行政規則 (Ministerial regulations) 

內閣改組 (Personnel changes)  

包含最高法院傳承下來的行政法案件的文件  
 (Document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handed down by the Supreme Court)) 

公告 (Notices)  

指令  指示(Instructions)  

條約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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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盧森堡 Luxembourg: 

公報標題  Le Mémorial: Journal Officiel d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 

網址  http://www.legilux.public.lu/ 

語言  法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lawafrica A 1962-2003  
Mémorial B & C 1996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Mémorial A: 關鍵字 ,議題號碼 ,日期政府部門瀏覽  
Mémorial B: 主題日期瀏覽  
Mémorial C: 日期 , 社會名稱 (society name), 登記號
碼紀念名稱 , 頒布形式搜尋  

儲存格式  PDF 檔  

Mémorial A 法律 (Laws)  

規則 (Regulations)  

條約與公約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記載內容  

Mémorial B 行政決定與命令  
 (Ministerial decisions and orders)  

內閣公告 (Personnel notices)  

聲明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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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morial C 所有公共與私人事業及非營利協會的

文件  
 (All documen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non-profit associations 
required by law to be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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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澳門 Macau: 

國家  澳門 Macau 

公報標題  Boletim Oficial 

網址  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bo/pt/ 

語言  葡萄牙文 ,中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9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 ,年 , 立法者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從葡萄牙寄售的法規  
 (Legislation from Portugal Diario da Republica 
pertaining to Macau) 

立法院的法規(Act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命令 (Decrees), 命令(orders), 決定 (decisions), 澳門
政府公告 (notices of the Macau Government) 

官方公告與聲明 (Official notices and announcements) 

司法公告 (Judicial notices)  



「公報法制化之研究」 

 222 

三十六、馬爾他 (歐洲島國 ) Malta:  

公報標題  The Malta Government Gazette 

網址  http://www.doi.gov.mt/EN/gazetteonline/2004/01/ 
default.asp 

語言  馬爾他文 ,英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3 年 6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官方公告 (Official Notices)  

增補法令 (Supplements):法律 ( Acts), 法案 (Bills), 法
令公告(Legal Notices)包含號令法則與規則(including 
Orders, Rul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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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墨西哥 Mexico:  

公報標題  Diario Oficial 

網址  http://dof.terra.com.mx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日  

存取條件  訂閱  

期間  1917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By date 日期  

儲存格式  HTML 檔 , PDF 檔 , 與微軟文書 WORD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命令 (Decrees),決議(Resolutions)  
決定 (Decisions),命令(Orders)通告 (Circulars)  
法令與一般公告 (Legal and Gener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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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摩納哥〔歐洲〕Monaco: 

國家  Monaco 

公報標題  Journal de Monaco  

網址  http://www.monaco.gouv.mc/dataweb/ 
Jourmon.nsf?OpenDatabase 

語言  法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文件格式 ,以關鍵字為條件搜尋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條例 (Ordinances) 

行政傳達 (Ministerial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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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荷蘭 The Netherlands: 

公報標題  Staatsblad van het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 

網址  http://www.overheid.nl/ 

語言  荷蘭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5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出版 ,關鍵字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命令 (Orders) 

行政命令 (規則) (Ministerial decree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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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紐西蘭 New Zealand: 

公報標題  New Zealand Gazette 

網址  http://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wpg_URL/ 
Services-New-Zealand-Gazette-New-Zealand-Gazette
-On-Line?OpenDocument&ExpandView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6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公報號碼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宣言  聲明書 (Proclamations)  

號令 (Orders)  

公告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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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挪威 Norway: 

公報標題  Norsk Lovtidend 

網址  Part 1: http://www.lovdata.no/ltavd1/index.html 
Part 2: http://www.lovdata.no/ltavd2/index.html 

語言  挪威文  

發行頻率  不定期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  
部門 ,日期 ,標題 ,關鍵字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Part 1 國家法規 (法律) (National statutes 
(laws)), 條例(ordinances),規則
(regulations)  

記載內容  

Part 2 地方法規 (法律) (Local statutes (laws)), 
條例 (ordinances), 規則(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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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秘魯 Peru: 

公報標題  El Peruano ; Diario Oficial 

網址  http://www.elperuano.com.pe/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1 年 7 月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以檔案型態組織  
一些檔案可以用日期、部會搜尋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關於政府工務上與實體加上法令 (包含法律、命令、
決議、決定等)的一般新事務和司法公告部分  
 (General news items about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ntities plus legislation (including laws, decrees, 
resolutions, decisions, etc.) and judicial notices 
section.)  

在 1980 年後所有法公開在  Normas Legislatives 
 (After 1980, all legislation published in separate 
edition entitled, Normas Legis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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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波蘭 Poland: 

公報標題  Monitor Polski 

網址  http://www.abc.com.pl/serwis/akty_prawne.php 

語言  波蘭文  

發行頻率  經常變動 (Frequency varies)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5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 包含索引  

記載內容  國會決議 (Resolutions of Parliament)  

州議會決議 (Resolution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行政議會決議  
 (Resolutions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行政議會的總統號令  
 (Ord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政府與行政機構的號令  
 (Orders of the Ministr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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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葡萄牙 Portugal: 

公報標題  Diario da Republica 

網址  http://dre.pt/ 

語言  葡萄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Series 1 從 1962 年迄今自由存取，有近 45 天的摘要  
全部的內容以訂閱方式存取  

期間  Series 1/ 1962 年迄今  
Series 2/ 2000 年迄今  
Series 3/ 1990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系列 (series),公報號碼 ,年 ,附錄（supplement） ,文件
的形式 ,公布日期 ,發行日期 ,政府與行政機關 ,全文關
鍵字  

儲存格式  HTML 檔  與 PDF 檔  

Part 1: 法律 (Laws)  

命令 (Decrees)  

決議 (Resolutions)  

決定 (Decisions)  

Part 2: 行政行為 (Administrative Actions) 

記載內容  

Part 3: 官方與公司公告  
 (Official and Company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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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羅馬尼亞〔歐洲〕Romania: 

公報標題  Monitorul oficial al Romaniei 

網址  http://www.monitoruloficial.ro/ 

語言  羅馬尼亞文  

發行頻率  未知  

存取條件  訂閱  

期間  2002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系列 1-4( Series 1-4) 

法令 (Acts)  

命令 (Decrees)  

條例習慣 (Ordi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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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 

公報標題  Rossiiskaya Gazeta = Official Gazette 

網址  http://www.rg.ru/oficial/ 

語言  俄文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9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HTM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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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聖路西亞 Saint Lucia: 

公報標題  Saint Lucia Gazette 

網址  http://www.slugovprintery.com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從 2002 年四月迄今的精選議題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法令公告 (Leg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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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新加坡 Singapore:  

公報標題  Republic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 

網址  http://www.egazette.com.sg/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五日內免費自由存取；其他檔案訂閱  

期間  五日內免費（Previous 5 days free）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法令廣告 (Legal advertisements)  

法令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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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斯洛文尼亞〔歐洲〕Slovenia:  

公報標題  Uradni list Republike Slovenije 

網址  http://www.uradni-list.si/index.jsp 

語言  斯洛文尼亞文（Slovenian）  

發行頻率  多種類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5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Browsable by date 

儲存格式  PDF 檔  與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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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南非 South Africa 

公報標題  Government gazette = Staatskoerant/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網址  http://www.sagazettes.co.za/gazindex/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多種類  

存取條件  訂閱  

期間  1994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關鍵字 ,公報編號 ,公告規則編號 ,公告型態 ,文件型
態 , 法案號碼 , 公告標題 , 部門 ,日期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Acts) 

法案 (Bills) 

州長聲明書 (Proclamations of the State President ) 

政府公告包括公告命令法則與規則  
 (Government Notices (includes Notices, Orders, 
Rules, and Regulations)) 

一般公告 (General Notices) 

法令廣告 (Legal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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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西班牙 Spain: 

公報標題  Boletin Oficial del Estado 

網址  http://www.boe.es/g/es/ 

語言  西班牙文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關鍵字 ,段落  

儲存格式  PDF 檔  與 TIFF 檔  

Section I  法令 (法律 ,命令 ,規則 )  
 (Legislation (Laws, Decrees, 
Regulations)) 

Section II 內閣法規 (Personnel Actions) 

Section III 其他行政命令與聲明  
 (Other Ministerial Orders and 
Announcements) 

Section IV 最高法院判決  
 (Supreme Court Judgments) 

Section V 自治區法律  
 (Acts of Autonomous Regions) 

記載內容  

Section VI 一般聲明 (General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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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憲法法庭的判決  
 (Judg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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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斯里蘭卡 Sri Lanka: 

公報標題  The Gazette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網址  http://origin.sundayobserver.lk/2001/pix/ 
gov_gazette.html 

語言  錫蘭文(Sinhala)泰米爾文 (Tamil) 

直到 3/1/02 英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1/2/2001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Part I, 
section I 
(General) 

總統聲明書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s 
Appointments)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各種公告 (Miscellaneous Notices) 

記載內容  

Part I, 
section II 
(Advertise
ment) 

填補空白 (Vacancies) 

賠償 (Tenders) 

支付廣告 (Paid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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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section III 

商標與專利公告  
 (Trade Mark and Patent Notices) 

Part II 
(Legal) 

Acts published separately in slip form as 
Supplements to Part II) 

法院公告 (Court Notices) 

各種法令公告  
 (Miscellaneous Legal Notices) 

Part III 
(Lands) 

土地讓渡公告(Land Settlement Notices) 

土地出售公告(Land Sales Notices) 

土地取得公告  
 (Land Acquisition Notices) 

土地贖回公告  
 (Land Redemption Notices) 

土地擴充公告  
 (Land Development Notices) 

Part IV 
(Local 
Governmen
t)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各種公告 (Miscellaneous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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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瑞士 Switzerland:  

公報標題  Recueil Officiel des Lois Fédérales 

網址  http://www.admin.ch/ch/f/as/ 

語言  法文 ,義大利文 ,德文  

發行頻率  每週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年度 ,號碼瀏覽 ; 關鍵字搜尋 (有進階搜尋 )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命令(decrees), 條約(treaties), 多邊協
定(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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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泰國 Thailand: 

公報標題  Royal Thai Government Gazette 

網址  http://library2.tu.ac.th/gazette/index.html 

語言  泰文 (Thai)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泰皇命令 (Royal Decrees) 

行政命令 (Ministerial Orders), 規則 (Regulations),通
知( Notifications) 

政府公告 (Government Notices) 

增補 -商業註冊公告  
 (Supplement-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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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土耳其 Turkey: 

公報標題  T.C. Resmi Gazete 

網址  http://www.rega.com.tr/ 

語言  土耳其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訂閱  

Legislative 
Section 

法律 (Laws) 

國會決議  
 (Resolu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Executive 
Section 

部長會議命令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條約和多邊協定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行政規則與命令  
(Ministerial Regulations and Orders) 

記載內容  

Judicial 
Section 

最高法院統一決議  
 (Unifying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 

憲法法庭決議  
 (Dec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州議會決議 (最高行政法院)  
 (Selected Decisions of the 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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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Notices 
Section 

官方公告 (Official Notices) 

法令公告 (Legal Notices) 

司法公告 (Judici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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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英國 United Kingdom: 

公報標題  London Gazette, Belfast Gazette, Edinburgh Gazette 

網址  http://www.gazettes-online.co.uk/ 

語言  英文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8 年迄今 ; Archive includes 1914-1920 & 
1939-1948 as well as all London Gazette Honours and 
Awards in the 20th Century. 

提供搜尋方式  涵蓋所有主要的公報公告  (Covers all main gazettes 
and notices); 關鍵字搜尋  

儲存格式  PDF 檔  

記載內容  聲明公告 (Notices of proclamations), 議會命令
(orders in council), 國會通過的法律 (acts of 
parliament passed) 

部會命令與公告 (Departmental orders and notices) 

任命 (Appointments),獎勵 ( promotions), 敘勳
(honors), 授與勳章 decorations, 等等…. 

公共公告 (Public notices) 

法令公告 (Legal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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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英國 United Kingdom:  

公報標題  UK Statutory Instruments 

網址  http://www.opsi.gov.uk/stat.htm 

語言  英文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87 年迄今  (Scottish and Welsh Legislation are 
separate from UK from 1999 年迄今 ) 

提供搜尋方式  Search engine covers UK, Welsh, and Scottish 
Statutory Instruments by keyword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Acts), 法律手段 (statutory instruments), 僅北愛
的法律準則 (statutory rules (Northern Ireland only)), 
說明公告 (explanatory notes), 教會標準(church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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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美國 United States: 

公報標題  Federal Register 

網址  http://www.gpoaccess.gov/fr/index.html 

語言  英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1995 年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By 卷册 , 段落 , 日期 , 主題 , 代理 , 聯邦規則部分
碼(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Part Number), CER
部分列表 (List of CFR parts attached), 頁碼 (page 
number) 

儲存格式  PDF 檔 , HTML 檔 , ASCII 美國信息互換標準代碼文
字檔  

記載內容  法則 (Rules) 

建議法則 (Proposed Rules) 

聯邦機構與組織公告  
 (Notices of Federal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執行命令 (Executive Orders) 

總統文件 (Presidenti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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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烏拉圭〔南美洲〕Uruguay:  

公報標題  Diario Oficial de la Republica Oriental del Uruguay 

網址  http://www.impo.com.uy/pagprincipal.htm 

語言  西班牙文  

發行頻率  每天  

存取條件  索引免費自由存取；全文訂閱   

期間  1999 - present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瀏覽  

儲存格式  PDF 檔  

Part A: 
Legislation 

法律 (Laws) 

命令與決議 (Decrees and Resolutions) 

Part B 各種政府官方報告發言等等… 
 (Miscellaneous Reports, Speeches, etc.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記載內容  

Part C: 
Notices 

法令司法公告  
 (Legal and Judicial Notices) 

聲明 (Announcemen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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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委內瑞拉〔拉丁美洲〕Venezuela: 

公報標題  Gaceta Official de la Republica de Venezuela 

網址  http://www.tsj.gov.ve/gaceta/gacetaoficial.asp 

語言  西班牙文  

存取條件  免費自由存取  

期間  2000 年 2 月 29 日迄今  

提供搜尋方式  日期 ,公報編號  

儲存格式  HTML 檔  

記載內容  法律 (Laws) 

國會決議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s) 

總統命令 (Presidential Decrees) 

行政命令 (Ministerial Decrees), 命令(Orders), 決議
(Resolutions), 公告(Notices) 

各種政府團隊報告  
 (Miscellaneous Reports of Government Bodies) 

最高法院判決(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法令與司法公告 (Legal and Judicial Notices) 

 



「公報法制化之研究」 

 250 



附錄 6－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內容與回應 

 251 

附錄 6－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內容與回應  

標題：政府電子公報討論  

委託研究計畫機關：行政院研考會資管處   

討論期：2007/10/20 ~2008/7/20  

議題摘要：  

政府公報是政府資訊主動公開的重要途徑，使政府透明化，讓人

民得以監督政府，健全民主制度。現行政府資訊朝向以電子形式的公

開方式，達到電子化政府及公報電子化的目標，本研究即探討公報電

子化所產生之相關法律問題。  

內容：  

資訊公開之需求由於政府掌握了龐大的資訊，為滿足人民知的權

利，使人民得以更有效的參與及監督政府，並有利於政策之推動，因

此，政府資訊公開即成為健全民主制度之必要手段。公報電子化隨著

科技及網路之發展，數位落差已逐漸縮小，為使人民能夠更迅速、更

便捷的取得政府資訊，傳統以紙本的方式發行之公報以不敷現實所

需，因此有必要以將公報以電子形式提供閱覽，使人民得以更接近使

用政府資訊。公報電子化之將關法律問題由於公報輔以電子化方式提

供，時間並不長久，因此尚存有許多問題。目前政府公報不論紙本抑

或電子化均分別以各個機關獨立發行，對於人民查閱時並不方便，因

此本研究係以將政府各機關之公報以電子化之方式提供，並將該資訊

整合為一個龐大之搜尋資料庫或以交叉搜尋之方式提供連結之資料庫

為目標，且除了公報本身以外，本研究期望朝向將所有攸關於人民生

活之政府重大事項均以該資料庫方式提供搜尋，使得人民得以最便

利、最迅捷之方式獲悉自己之權利及政府之動態。惟此目標在實行上

仍有一些法律問題尚待解決，如公報電子化後之法律效力為何？是否

發生公示之效果？若與紙本公報內容不符時當以何者為準？以及各政

府機關在朝向整合資料庫時所應解決之系統格式及組織法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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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本研究中欲處理之問題，為使本研究得以更貼近民眾且更完整，以

下設有一些相關問題提供民眾討論。   

線上參與討論議題：  

1、您目前如何取得政府資訊?你希望未來如何取得政府資訊? 

2、您覺得哪些職業需要看政府公報? 

3、您希望政府電子公報提供怎樣的內容?希望在電子公報網站能
提供怎樣的服務? 

4、是否維持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並行?是否該全面廢除紙本公報? 

5、您認為電子公報的法效力是否等同電子公報?是否會因為儲存
環境的不同，而有信任程度的差別? 

6、電子公報全面取代紙本公報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7、現行電子公報資料庫採各機關分散儲存與分散刊登，是否應採
資料庫集中的儲存方式，或應集中平台刊登發布電子公報? 

8、是否應該比照新聞報導的方式，建立一個或多個政府新聞頻
道，報導最新公報內容，讓民眾更能監督政府施政? 

民眾回應部份：  

回應標題 您覺得哪些職業需要看政府公報? 

回應人  vi  

回應時間 2008/5/25 下午  10:39:00 

回應內容 需要看政府公報的職業應該不少吧 ! 有一些廠商要投標時
就會去看招標公報啊 ! 可能是營造商之類的 ... 

 

回應標題 目前如何取得政府資訊?你希望未來如何取得政府資訊? 

回應人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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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間 2008/5/25 下午  10:30:00 

回應內容 目前若要取得較為詳盡的政府資訊取得來源多半是各機

關發行的紙本公報，但是若要一次取得多個行政機關的公

報就得到中央圖書館去，就顯得較不便利 ! 由於網際網路
發達，若能夠直接從網際網路上取得政府資訊，直接在電

腦上在家中閱覽室最為便利的方式，故希望未來行政機關

可以將公報電子化便利政府資訊的取得 ! 

 

回應標題 對各討論議題１∼５之個人意見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5/26 下午  06:25:00 

回應內容 1、您目前如何取得政府資訊?你希望未來如何取得政府資
訊? 目前政府資訊之管道，多來自各政府機關所架設之
網站，惟各機關間對於網站經營之標準不一，少數機

關之網站上根本無法取得特定資料 (如研究報告 )。   

2、您覺得哪些職業需要看政府公報? 法曹、學生、研究人
員，及特定專門職業人士(如醫師 )。   

3、您希望政府電子公報提供怎樣的內容?希望在電子公報
網站能提供怎樣的服務? 個人期待電子公報能依各政
府組織架構，將有關事務分門別類，舉凡政策推導、

法令沿革、政府採購等資訊均應向民眾揭露。電子公

報網站可提供下載服務，其經營模式或可以使用者付

費之精神，對民眾提供加值服務。   

4、是否維持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並行?是否該全面廢除紙
本公報? 個人認為現今我國資通信技術及設備雖已普
及，然而各地區或因地理位置，或因經濟條件，仍存

有一定之數位落差，全面廢止紙本公告，可能損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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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知的權益。   

5、您認為電子公報的法效力是否等同電子公報?是否會因
為儲存環境的不同，而有信任程度的差別? 電子公報之
法效力是否等同於紙本公報，取決於人民之信任度，

而影響人民信任度之因素，則包括儲存環境安全與

否、現行法令能否弭除全面實施後所可能引發之法效

力認定問題等。若前述問題獲得解決，相信電子公報

之效力可等同於紙本公報。個人認為儲存環境之不同

有可能會影響民眾信任度，但此僅為民眾習慣與否問

題，可透過宣導解決，儲存環境之安全度高低始為影

響信任度之關鍵。  

 

回應標題 電子公報全面取代紙本公報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回應人  vi  

回應時間 2008/5/31 上午  12:01:00 

回應內容 並不是所有人都會使用網路或是對電腦操做很熟悉的，如

果電子公報要完全取代紙本公報的話必須要有一段過渡

期，這對新一代的人其實也是有好處的，不會用電腦網路

但是又有需要定時查閱公報的人可能就會被社會所淘

汰，會使用網路又熟悉電腦操作的新一代的人就出頭了 !!! 

 

 

回應標題 現行電子公報資料庫採各機關分散儲存與分散刊登，是否

應採資料庫集中的儲存方式，或應集中平台刊登發布電子

公報? 

回應人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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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間 2008/5/31 上午  12:05:00 

回應內容 個人認為採集中發行的方式是好的或是部分改為電子公

報也是好的 !因為我們要愛護地球，從政府做起，各機關公
報若可以集中發行刊登、資料庫也集中、部分改採電子方

式，這樣不僅可以少砍很多棵樹，也讓便利度大幅增加，

也較符合時代需求! 

 

回應標題 1、您目前如何取得政府資訊?你希望未來如何取得政府資
訊?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1:00 

回應內容 目前取得政府資訊是透過網路搜尋或電視新聞。希望有電

視專門網站或頻道可以提供政府資訊。  

 

回應標題 2、您覺得哪些職業需要看政府公報?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1:00 

回應內容 法律相關工作、學校行政人員、會計師、教授。  

 

回應標題 3、您希望政府電子公報提供怎樣的內容?希望在電子公報
網站能提供怎樣的服務?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2:00 

回應內容 希望可以有詳盡的分類，可以很容易搜尋。希望電子公報

網站可以題供紙本訂購、或是線上客服可以及時協助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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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取得。  

 

回應標題 4、是否維持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並行?是否該全面廢除紙
本公報?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3:00 

回應內容 應該逐漸建立電子公報的安全資安制度，始得公報電子記

錄不至於被竄改，或是建立資訊被變動導致人民因信賴電

子公報損害賠償等配套措施後，逐漸全面以但子公報取代

紙本公報，但仍應維持回應民眾索取紙本公報的要求。  

 

回應標題 5、您認為電子公報的法效力是否等同電子公報?是否會因
為儲存環境的不同，而有信任程度的差別?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3:00 

回應內容 電子公報法效力應等同於紙本公報，不應因為儲存的環境

不同而不等同對待。惟電子電磁紀錄有被駭客改之可能，

也由於民眾對於網路資訊的信賴習慣與紙本不同，故應建

立明確的公報制度與電子系統，才可以讓民眾逐漸習慣接

受電子公報。  

 

回應標題 6、電子公報全面取代紙本公報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3:00 

回應內容 民眾閱讀習慣不同，有時會不習慣電子式的閱讀方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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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電子化可以節省資源，減少伐木達到減碳目的，而數

位落差問題也因考量，故政府應該落實數位落差，以減少

衝擊。  

 

回應標題 7、現行電子公報資料庫採各機關分散儲存與分散刊登，
是否應採資料庫集中的儲存方式，或應集中平台刊登

發布電子公報?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28:00 

回應內容 應採取資料集中儲存，但應重視資料安全問題，應確實落

實異地備援等工作。若資料分散儲存也無所謂，只要能在

同個窗口網站刊登，或可在同一窗口網站搜尋檢索及可獲

得所有公報資訊，才是一個便捷且有效的系統。  

 

回應標題 8、是否應該比照新聞報導的方式，建立一個或多個政府
新聞頻道，報導最新公報內容，讓民眾更能監督政府

施政? 

回應人  舍我  

回應時間 2008/6/30 下午  07:30:00 

回應內容 可以比照英國設立專門的公共頻道，提供民眾國會的轉

播。而台灣可以考慮仿效，並由新聞局或政府專責機關，

在特定頻道提供法令資訊的報導，與政令宣導。  

 

回應標題 對於電子公報的目標以及成本效益的小小看法  

回應人  月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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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間 2008/7/1 下午  12:25:00 

回應內容 首先個人對於電子公報認為是在紙本之外  「多一個管道」
可以讓民眾去查詢  而不是公報電子化之後  取代原來紙
本  雖然大量紙本會有浪費紙的情形  但是政府的公報裡
面是在公布一些政策訊息或是法規變革  這些還是比較適
合有白紙黑字的存在  

1、您目前如何取得政府資訊?你希望未來如何取得政府資
訊? 現在電腦越來越普及  查詢政府資訊或是政府要公
布一項資訊  除了透過媒體的宣導外  網路也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管導  尤其在人民想要查詢公報時  通常會到
相關部會的官方網頁查看有無相關資料  所以不只是
公報  甚至是政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依法應公開之資
訊  都應盡速電子化  上網供民眾查詢   

2、您覺得哪些職業需要看政府公報? 要看政府公報有提供
什麼訊息  那麼相關職業的工作者自然就會去主動查
詢  這問題是誰問的?? 極端一點來講  如果政府公報有
提供運動彩的分析看盤  相信賭民們都會去看政府公
報   

3、您希望政府電子公報提供怎樣的內容?希望在電子公報
網站能提供怎樣的服務? 政府電子公報還能提供什麼
內容?? 難道還能提供功夫熊貓的電影預告片嗎  還是
王澤鑑老師天龍八部都電子化?? 政府電子公報的內容
可以思考將依法應主動公開之資訊給電子化 (如訴願決
定書之類  或是行政函釋 ) 其他如果想要搞什麼置入性
行銷的就請便  不過應該不會有什麼人有興趣  前面有
提到  其實現在已經或多或少有將一些訊息電子化了  
其他還沒電子化的部份  很多是不能公開  所以事實上
是否有應公開而尚未公開的部份  這些可能是將來電
子化的優先目標   



附錄 6－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內容與回應 

 259 

4、是否維持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並行?是否該全面廢除紙
本公報? 個人支持維持併行制   

5、您認為電子公報的法效力是否等同電子公報?是否會因
為儲存環境的不同，而有信任程度的差別? 首先題目有
誤  應該是電子公報的法效力是否等同紙本公報電子
公報的效力當然等同紙本公報  信任程度也相同  如果
因為輸入有誤或是被駭  那這是是否成立國賠的問題  
這方面倒是還好  因為通常人民都沒有信賴表現  總之
無須太擔心國賠會太多的問題   

6、電子公報全面取代紙本公報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製紙
業 )景氣會蕭條  股市跌到 6330 點表面上全面電子化  
事實上各部會還是會印紙本不需要違反人性的政策  
只是讓公務員陽奉陰違   

7、現行電子公報資料庫採各機關分散儲存與分散刊登，
是否應採資料庫集中的儲存方式，或應集中平台刊登

發布電子公報? 個人建議照目前分散方式比較好  如欲
集中這還需要疊床架屋設各管理機構   

8、是否應該比照新聞報導的方式，建立一個或多個政府
新聞頻道，報導最新公報內容，讓民眾更能監督政府

施政? 看來政府錢太多  要不要退稅給人民?? 刊登在
中央日報就可以了民眾怎麼監督政府  狗吠火車  先把
各機關回函給人民的制式格式給刪除  超沒誠意  給市
長的信  市長又不會看  政府要宣導  透過電視廣播就
很有效果了  換個角度如果是人民想要查詢  除了紙本
外另外在部會網頁提供電子版的  這樣應該也就夠了  
其他多花錢的政策都是別人的錢花不完的想法  抱歉  
有些內容很酸  但是錯誤的政策比什麼都沒錯還可怕
電子公報其實早就在推動  所以實際在負責的各基層
公務員他們比我們紙上談兵更有心得  可以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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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公報法制化之研究」研討會議報告  

一、 公報之角色及功能 : 

（一）公報等於官方發行之報紙、雜誌  

（二）公報與私報之區別  

（三）為什麼要發行公報? 

二、 公報刊載之內容：  

（一）官方法律規定應公告知事項  

1、公告後始生效力之事項，例如法律命令之公告，公告後生效
目的之規定  

2、已生效但透過公報公告周知之事項，例如裁判書  

（二）非官方，依法律規定，私人應刊登事項，得否刊登在公報上? 

三、 哪些事項應公告在哪一種公報，法律中是否需要明定?例如，德
國聯邦部會共同議事規則，  

（一）公報發行機關整合是否適宜委託民間發行?(節省成本之問題 ) 
例如，德國於 2007,1,1 設聯邦司法局專責發布政府應公告公布
之事項。  

余啟民老師 :英國於 2005 年設公報資訊局  

（二）公報之分類，德國依事項或依機關做分類  

四、 公報之整合，目前我國僅有行政院整合，未來是否可以五院整

合? 

公報電子化之問題，公告始生效力事項與非公告始生效力事項。

可參見陳淑芳老師公報法制化研討會之文章─德國公報制度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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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公報法制化之研究」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97 年 2 月 4 日  

一、 本研究計畫名為「公報法制化之研究」，惟就期中報告觀之，有

關我國之論述偏重電子公報之探討，未能整體性宏觀檢視現行公

報制度，宜加以修正。另為更聚焦於法制化之論述，可將研究內

容稍加調整，如第一章研究目的，宜先論述現行公報 EP 同步運
作之現況，再分別就紙本與電子化部份論述研究目的。  

二、 我國公報之範圍是否應只限行政機關？或包含立法、司法、考

試、監察？紙本公報效力是否需創設法源？電子公報可否同樣適

用？相關法律是否應為相應之修正？請於期末報告中加以說明。 

三、 第二章與第三章之章節安排宜再重新整理，從整體制度面到發行

手段面循序探討，不宜逕自探討電子化方式而已。  

四、 介紹我國公報時，似乎限縮於行政院公報，總統府其他四院、地

方公報或其他專業公報等相關公報未多著墨，請就現況做完整介

紹。另本章及第一章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或公報編輯內容之介紹重

複太多，且相關規範內容已有修正，請參考「行政院公報管理作

業手冊」修改。  

五、 我國公報之法制分析，應將相關法律中明定須於政府公報公告或

刊登發布之法律一一羅列，再探究其生效方式、時點、程序等，

如以行政程序法第 154、156 及 157 條相關規定加以探討，並嘗
試加以類型化。  

六、 建議可以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角度切入，檢討政府公報涵蓋範圍及

公開之內容與政府資訊公開法限制公開規定之關係。  

七、 公報理論基礎部分，請加強說明，以作為實證與理論檢討之依

據。  

八、 電子公報出現後，於本國相關法制之影響應加入探討，例如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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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生效時點，則似應同時考慮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與第 14
條、行政程序法送達、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以及其相應法律調整

之必要性等。另比較法上德國基本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本報
告 47 頁），亦可併同比較探討。  

九、 各國資料分析部分宜整合成一章，再分節討論，不宜分散成七章

論述，相關審查意見詳列如下：  

（一） 有關各國現況的資料蒐集與說明，部分國家如英國、法國之公

報制度介紹，請參考點項次 3、4 之內容再詳細說明，非僅介
紹網站或概述。另文獻來源以官方正式出版之資料為佳。  

（二） 對各國公報相關文獻之分析與檢討仍不足，建議各國制度之評

介，可用相同的架構及評價標準加以陳述，以利系統化的分

析。並於研究報告中增加「檢討各國制度」專章，以作為「對

我國建議」的基礎。  

（三） 各國（含美、日、德、法、英）公報制度之比較：  

1、  各國公報制度的簡介（英國僅針對網站部分介紹，未針對公
報制度本身論述）  

2、  是否有公報法？或是相關公報的規範  

3、  各國公報規範內容之比較  

4、  有關日本公文條例第 10 條之規定：「凡法律命令皆應以官報
布告之，各法令以官報到達個府縣廳之日後第七日，惟其施

行始日。」（報告第 64 頁），其立法例於考量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1314條之規定後，是否有值得參採之處？請研究團隊參考。 

（四） 比較各國電子公報的效力  

1、  電子公報效力法效力之規定如何？  

2、  電子公報相關之規範  

3、  各國對電子公報及紙本公報之間關係的詮釋及法效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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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國對電子公報之看法？是否有保留紙本的必要  

十、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與國家圖書館建置之中華民國政府公報查詢

系統間之描述，與事實不盡相符，請修改。另有關 OPEN 政府
出版資料回應網之敘述與公報較無直接關係，建議刪除。  

十一、附錄資料及參考文獻尚未完整，請補齊。  

十二、公報制度的加值，未來如何促進公民參與  

1、  行政院公報之草案預告內容是否須再進一步充實，以利民眾
瞭解政策制定之意涵。  

2、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是否應增加相關功能？以利公民參與。  

十三、依本研究投標須知，本研究之交付項目及預期成果如後附，請

於撰寫研究報告時提及相關內容，並確實繳交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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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公報法制化之研究」期末審查意見  

一、時間：9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樓第一研討室  

三、主席：施主任秘書宗英      紀錄：莊靜雯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  

范姜教授真媺、林教授三欽（依姓氏筆劃排列）、徐專門委員開莉、

蔡科長世田（依機關排序）  

研究小組成員：  

林教授桓、陳研究助理姮如、蔣研究助理岳霖、劉研究助理得正、

鍾研究助理仁昌  

本會列席人員：  

陳副處長悅宜、李專門委員連生、傅科長傳鈞、李科長育德、莊

專員靜雯、鄭副研究員志宏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范姜教授真媺：  

本研究能將各國的資料在短時間內做完整的收集，用心值得肯

定，另對於將來公報制度之推展應思考的問題與方向亦提出建議，惟

本研究的主題是公報法制化，卻未見擬出相關法案之草案，僅見大致

之思考方向，十分可惜。以下謹提出幾點意見供研究團隊參考。  

1、  首先是規範的主體和客體應該要清楚。在主體部分，本研究
指出，目前主體是以機關別，未來擬改以功能別，如此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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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審慎思考立法與司法如何納入之問題，如司法院之判決

書等牽涉個人隱私之文件，應如何處理。在客體部分，係關

於應刊登公報之事項，其範圍、生效要件，建議應具體列出。 

2、  其次是刊登公報生效的時點計算、數位落差及資訊安全之問
題，若僅以刊載電子公報為單一生效方式，是否可行？爰建

議紙本公報仍應保留。  

3、  在日本，法規的「生效」，意指處於人民「隨時」可以獲取的
狀態下，這點提供給研究團隊參考。  

4、  另有關資訊安全部分，OECD 在 2004 年針對資訊安全提出有
8 個大原則，若未來欲擬定公報的專法，需審慎考量資安的管
理制度和責任，以避免公報資料被竄改。另日本在這部分也

有相關的規定，提供研究團隊參考。  

5、  公報牽涉到個人隱私時，該如何處理，亦應列入研究考量。  

6、  建議研究團隊可更具體的提出公報專法的立法原則，具體列
出應被規範之政府機關為何？應刊載於公報上之事項為何？

及生效要件。  

7、  有關公報是否可以分類？類型化的標準及其效力之關係？建
議研究團隊可加以補充。  

（二）林教授三欽：  

1、  本研究提供相當豐富的資訊，除了參考國內外各類公報法制
的實務與參考文獻外，對於網頁資訊的收集也極為用心。  

2、  本研究計畫建議整併現有五院一府之公報，惟未來如何整
併？哪些機關應納入整併範圍？應妥善思考其他公報之獨立

維持的必要性，如監察院公報，公報內容對於行政院有糾正

作用，若交給行政院來發行，是否會有遮掩或加工的問題，

爰若屬於制衡關係的公報，建議仍應交給相制衡的機關來自

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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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公報之整併，建議可採德國模式，建立單一的法律專業
公報，其餘類型公報的辦理方式可再行思考。  

4、  另有關紙本與電子公報的競合，建議初期仍採並行制，另電
子公報法律效力的取得，為求早日實現此目標，在訂定專法

前，建議可配合法務部目前行政程序法之修法新增相關條款。 

5、  在紙本與電子公報併行階段，紙本與電子公報刊載內容不一
時，應以何者為主？個人認為因紙本較穩定，不易被竄改，

建議仍應以紙本為優先。  

6、  有關本研究第 5 頁表 1 所整理：「規定資訊刊登於公報（或其
他管道）之法源依據」，內容十分詳實，但「處理方式」一欄

似應區分：（1）應刊登公報，及（2）應公開，以符合目前多
數法規僅以刊登公報為公開方式之ㄧ之現況。另未來修法

時，建議各機關應以刊登公報為唯一公開方式，避免使用「刊

登政府公報或其他媒體」等模糊的表達方式，造成公告方式

的不確定，削弱政府公報之權威性，爰應明定為哪一份公報，

以建立公報之權威性。  

7、  中研院法律所湯所長德宗曾於 2002 年完成「電子化政府與行
政程序法之施行」研究報告（經建會委託），其部分內容與本

研究案有關，或可納入參考。  

8、  以刊登公報日為生效日時，應如何建立防止延誤的機制？延
誤時責任的歸屬如何明定？及其後續的法律效果。  

9、  由於本計畫涉及公報電子化之問題，僅係資訊單向的由政府
流向人民的方式，不包含反向的人民向政府為意思傳達。因

而對於人別辨識、電子簽章等技術的要求，不若全盤研究電

子化政府來得高。  

10、  請研究團隊提供訂定公報法的具體立法原則，以供政府推動
「公報法」立法時之參考。  

11、  第 52 頁倒數第 6 行，將美國誤植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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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 114 頁最後：有關我國目前仍應繼續發行紙本公報的原因
的表述應予調整，建議改為：我國現行法尚未賦予電子公報

法律效力。  

（三）徐專門委員開莉（行政院法規會）：  

1、  為提公報之公定力，本研究第 125 頁認為未來公報所涵蓋內
容應包括所有應主動公開事項，亦即公報專法應明定以刊登

公報作為公告事項之生效條件，惟所稱之「應主動公開事項」

範圍為何?如係指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規範事項，以
各款情形不一，如均認以刊登公報作為生效要件，有無本質

上之不可能？為明未來立法方向，建議本報告宜增列「應主

動公開事項」應刊登公報之範圍及理由。  

2、  現行法律所定之「並刊登政府公報」均非法律行為之生效要
件，僅有資訊公開，滿足人民知之權利之功能而已，爰第 37
頁所載有部分條文可透過解釋而認為刊登公報屬法律行為之

生效要件，似非妥適。  

3、  未來公報公制化究係訂立專法抑以修正現有法律，容可討
論，惟均事涉中央法規標準法之修正，第 125 頁似可增加如
訂定專法之情形下，中標法應如何配合修正之方向。  

4、  有關研究中第 44 頁提到行政程序法第 81 條公示送達之起算
時點，該以紙本公報寄達或以刊登於網路之時點為準 1 節，
刊登於公報之公示送達是否須考慮收文時點？請研究團隊參

考。  

（四）蔡科長世田（本會資管處）：  

1、  本研究已就我國公報制度相關法制現況、資料庫整合、網站
實用性、資訊安全等調查與研究，並與各國公報制度進行比

較分析，建議可就各國公報編製過程與公報發布之資訊安全

與電子簽章之運用現況予以補充。  

2、  本研究提出電子公報之資訊安全風險、電子公報資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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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可否認性等問題，惟研究建議不是太具體，建議可進一

步了解各國公報在資安方面的做法，以提供具體強化措施。  

3、  本研究報告部分內容之撰寫比較口語化，建議強化文章修
辭，以提升報告之可閱讀性。  

（五）李科長育德（本會法規會）：  

1、  本研究關切的核心，就是刊登公報如何發生法律效力的問
題。但這議題卻有行政機關實務執行和學理上論述的差異。

在學理上，刊登公報發生法效力是毫無爭議，但執行上卻十

分困難，如中央法規標準法在 59 年立法時，即以應刊登公報
始生效力這部分列入草案，但送立法院時，卻因憲法 170 條
之法律定義未規定需刊登公報而遭刪除。另面臨緊急危難

時，若法規仍需以刊登公報為生效要件，是否會導致行政機

關作業上之困難等，皆須列入考量。  

2、  接續蔡科長的意見，本報告若能加入資安方面的相關內容，
應可更完整。  

3、  本研究詳盡的整理目前國內現行實務的法源依據，及比較國
外公報法制體例，非常值得參考。  

（六）陳副處長悅宜  

1、  建議短期間仍以紙本公報為優先，另有關刊登日的權責分
際，請研究團隊參考補充，因目前的確有機關送刊因檔案過

大或時間緊迫而有所延誤等情形，之後若真有法律效力，該

如何處理類似問題？  

2、  電子公報之法效力是發展電子公報很重要的一環，建議研究
團隊可以多著墨。  

3、  資訊公開法的範圍與公報的範圍不一致，在連結時，立即可
行的辦法及需配合修正之法規為何？請研究團隊加以補充。  

（七）陳處長泉錫（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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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國家除我國外，尚有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等國，因

本研究未敘明擇定國家之原由，建議納入推動電子化政府較為進步國

家如韓國、加拿大等國之公報制度分析，使研究更具代表性。  

（八）傅科長傳鈞（書面意見）  

1、  有關報告編印格式，建議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
託研究期末報告印製格式」修正如下：  

（1） 封面內頁格式請依上開規定修正。書脊應依序書明「研究
主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編碼之數字，例

如 089-001。  

（2） 提要首頁增列關鍵字（至多 5 個）。  

（3） 圖表標題字體為華康隸粗黑體。  

（4） 頁眉：  雙頁註明「研究主題」（置於雙頁之左）；單頁註明
「章名」（置於單頁之右）。  

2、  建議事項分「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兩類，採表
格或條列方式臚列敘述，各項建議並應列明主辦及協辦機關。 

3、  除以上意見外，餘請參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案
研究作業要點」修正報告格式。  

（九）本會意見：  

報告格式請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案研究作業

要點」規定修正，需修正部份除傅科長所述，還包括

以下各項：  

（1） 提要缺關鍵詞、研究發現。  

（2） 各章未單獨起頁，應予調整。  

（3） 目次中各「章次」、「附錄次」、表次中之「表號」及圖次中
之「圖號」，均以華康隸粗黑體打印。  

（4） 各附表、圖皆應有編號，並應以華康隸粗黑體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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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各篇、章、節、段、項如須編號，連同標題以不超過四級
為原則，依序為一、（一）、１、（１），第四級以下再有列舉

必要時，以甲、（甲）或圓點代之。  

（6） 本文中除每段首句空二字外，續句一律排滿。  

另有關報告內容，建議修正部分如下：  

（1） 第一章「緒論」中增列說明本案之研究範圍、研究重點及
預期研究成果。  

（2）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僅採資料分析方法，且未專章說明，似
有可加強補充之虞。  

（3） 第五章之研究結論及建議，稍嫌單薄，建議另新增研究發
現 1 節。另第一節部分內容與第二章第三節雷同，請加以
修正補充。  

（4） 參考文獻未列國外文獻，請補充。  

（5） 附錄部分建議新增「公報法制化之研究」研討會實錄，以
增加豐富性。  

有關我國五權分立與地方自治權之問題，致使整合發行公

報之困難，建議成立單一之專責機關並提升公報相關

規定之法律位階，具參考價值，惟專責機關之位階及

相關配套措施為何，如何提升公報相關規定之法律位

階，其他有關規定是否需配合修改等，仍需請研究團

隊具體說明。  

有關電子簽章法如何取代現行電子公文交換之方式，請研

究團隊詳加說明以利參考運用。  

行政院公報相關規定業於 97 年 5 月 8 日合併為「行政院
公報管理及考核作業要點」，本報告相關內容，請一

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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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小組說明：  

1、  公報跨院整合時，建議透過電子技術做訊息的整合，不涉及
實體機關的權限，即不以訊息視為機關權限的延伸，則可方

便人民從單一平台，以單一方式獲得訊息。如此一來，也可

以更彈性的因應機關的組織異動。  

2、  政府訊息的傳達如公示送達等，在美國是屬正當法律程序的
積極作為，APA（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Act）也明定公告
應刊登公報才生法律效力，建議可從此角度做論述。  

3、  有關范姜老師提到數位落差的問題，我們認為本問題存在於
取得訊息要承擔的器具的成本，奧地利政府即認為要解決數

位落差問題不在於取得數位能力的人降低到變成紙本，而是

政府單位要能讓民眾能夠過公開的電子設備閱讀到電子資

訊。  

4、  至於紙本與電子檔內容不相符的效力問題，目前的確仍以紙
本為主，因紙本較為安定，不需任何載具和依附電子訊號。  

5、  有關資安及安全傳輸之法令相關規定，目前尚無於國外文獻
看到相關規定，之後會盡量尋找相關資料並納入。  

6、  將來若可仿效德國模式，將公報類型化，則法律公報因強調
訊息內容的法律效果，應以刊登公報為生效要件，也可逕於

中標法修正相關規定；而其他類型的公報因僅為政府訊息擴

張的平台，不需強制規範以刊登公報為生效要件，此部分最

重要的是要依訊息內容分類而非以機關為分類基準。另我贊

成林老師所說，不應將公報等同於新聞紙，而是應依刊登類

型做區分。  

7、  第 5 頁及第 114 頁，及有關公報相關規定之修正，會依委員
及研考會意見修正。另有關林老師提到刊載日的責任分際部

分，會在研究報告中補充。  

8、  電子簽章法主要是規範靜態的資安問題，但范姜老師提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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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安方面的問題，係屬動態，這部分我們會於研究中補充

OECD 有關資安之原則，以提升豐富性。  

九、主席結論：  

由於現行法律所定之「並刊登政府公報」均非法律行為之生效要

件，僅有資訊公開，滿足人民知之權利之功能，因此訂定公報專法後，

如何調整目前的法制實務運作，亦是未來要面臨的問題，這部分仍請

研究團隊於本研究中多加補充，以更切合實務。而公報內容的整合，

如林三欽老師所說，確實涉及機關權限間的競合，且如何將資訊妥善

分類、擺放及整合，仍請研究團隊提出具體之建議。另外，今天與會

學者專家所提寶貴意見，除了口頭回應外，應請研究團對予以重視，

參考納入修正，充實本案研究報告。最後，非常感謝研究團隊對於本

報告的努力，也謝謝與會學者、機關代表，針對本研究提出的具體建

議。  

十、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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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公報法制化之研究」期末審查之回覆  

專家  問題  回覆  

范姜教授真媺  刊登公報生效的時點
計算、數位落差及資

訊安全之問題，若僅

以刊載電子公報為單

一生效方式，是否可

行？  

1、本研究建議關於刊登公報
生效的時點係以刊載於電

子公報後，人民可以隨時取

得該資訊時為發生效力之

時點。  

2、本研究以為，現今家用電腦
已高度普及，對於少數無法

接近使用電腦之民眾，政府

可透過提供民眾可以接近

使用該資訊之地點（如市立

或國立圖書館）、設備並予

公告之方式補強數位落差

的問題。  

3、本研究以為，公報資訊之匯
整並非遠端傳遞，僅為靜態

資料庫，對資安影響並不

大。且為避免電子公報與紙

本公報內容發生不一致的

情形，本研究建議電子公報

與紙本公報同時發行，效力

仍以電子公報之刊載為

主，當發生與紙本公報內容

不一致時，則以紙本公報之

內容為主。資安技術之建構

係屬技術問題，而非法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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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尚請委託單位另行委託

研究。  

林教授三欽  應妥善思考其他公報

之獨立維持的必要

性，如監察院公報，

公報內容對於行政院

有糾正作用，若交給

行政院來發行，是否

會有遮掩或加工的問

題，爰若屬於制衡關

係的公報，建議仍應

交給相制衡的機關來

自行辦理。  

本研究以為，設立公報之專責

機關其執掌之業務僅在於公報

內容之彙整及編輯，並不涉及

公報內容之變更，因此並不影

響各機關原本之權限。  

 有關公報之整併，建

議可採德國模式，建

立單一的法律專業公

報，其餘類型公報的

辦理方式可再行思

考。  

本研究贊同林教授之見解，已

於研究建議新增單獨之法令公

報。  

徐專門委員開

莉  
為提公報之公定力，

本研究第 125 頁認為
未來公報所涵蓋內容

應包括所有應主動公

開事項，亦即公報專

法應明定以刊登公報

作為公告事項之生效

條件，惟所稱之「應

主動公開事項」範圍

為何 ?如係指政府資

本研究以為，所謂應主動公開

事項係以政府資訊公開法中所

規範之事項，但並非所有應公

開事項皆以公報之刊載為生效

要件。本研究建議新增單獨之

法令公報，政府機關之法律或

命令以刊載於法令電子公報，

而人民可以隨時取得該資訊時

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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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規範事項，以各款

情形不一，如均認以

刊登公報作為生效要

件，有無本質上之不

可能？為明未來立法

方向，建議本報告宜

增列「應主動公開事

項」應刊登公報之範

圍及理由。  

蔡科長世田  本研究提出電子公報

之資訊安全風險、電

子公報資訊完整性與

不可否認性等問題，

惟研究建議不是太具

體，建議可進一步了

解各國公報在資安方

面的做法，以提供具

體強化措施。  

資安技術之建構係屬技術問

題，而非法律問題，尚請委託

單位另行委託研究。  

 

研考會  有關我國五權分立與

地方自治權之問題，

致使整合發行公報之

困難，建議成立單一

之專責機關並提升公

報相關規定之法律位

階，具參考價值，惟

專責機關之位階及相

關配套措施為何，如

何提升公報相關規定

之法律位階，其他有

如前所述，專責機關所執掌之

業務僅在於公報內容之彙整及

編輯，並不涉及公報內容之變

更，而制定公報之專法僅係要

求各機關有將應刊載之資訊交

由專責機關彙整之義務，因此

並不影響各機關原本之權限，

應不致有因五權分立與地方制

治權而致使整合發行公報困難

之問題，制定之專法乃法律位

階，自無提升公報相關規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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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是否需配合修

改等，仍需請研究團

隊具體說明。  

建請研究團隊於報告

結論中，有關於中短

期、長期建議事項所

需主辦機關及協辦機

關能有所敘明。  

律位階之問題。另外，由於本

小組建議未來公報發行宜採單

一內容方式發行，例如將法令

彙集於統一之法令公報，因此

在專責機關之位階上，似可置

於法務部或法務部地下之機

關，甚至另外設立一專責機

關，倘若如此則可能會有設立

機關成本考量之問題，本研究

案暫不討論之。就目前而言，

行政院研考會經年來承辦行政

院公報多年，具有相當之經

驗，故未來可考慮該整合各中

央機關資訊之公報可繼續由行

政院研考會辦理。  

其次，關於中短期、長期建議

事項之主辦及協辦將有賴於哪

些機關之問題，此涉及機關內

部權力及能力分配，應交由各

部會內部協調較為妥適，故本

研究於此不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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