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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法制定案至立法院進行審議，建立庇護之條件、難民之界定、身分之認定、難民之保護及協

助、領域內及領域外庇護之區分等相關規定，以讓他國難民尋求我國庇護時有所法源依據及處置

程序，以落實人權治國之理念。 

提案人：蕭美琴  李昆澤  許智傑  吳秉叡 

連署人：何欣純  李俊俋  劉櫂豪  蔡煌瑯  段宜康  

陳唐山  蘇震清  蔡其昌  吳宜臻  林淑芬  

楊 曜  管碧玲  邱志偉  薛 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五案，請提案人何委員欣純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何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三十六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佳龍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佳龍：（17 時 3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佳龍、顏清標、林世嘉、陳超明等 24

人，基於平衡國家發展、促進社會團結，並為提高我國承擔核能災害風險之能力，順利解決本院

每年支付高額租金違法使用學校用地等問題，爰設置本院「遷建規劃暨監督委員會」，負責本院

新院址之選擇、新院區之規劃與設計、遷建預算之編列，以及興建之監督等事宜。是否有當，請

公決。 

第三十六案： 

本院委員林佳龍、顏清標、林世嘉、陳超明等 24 人，基於平衡國家發展、促進社會團結，並為提

高我國承擔核能災害風險之能力，順利解決本院每年支付高額租金違法使用學校用地等問題，爰

設置本院「遷建規劃暨監督委員會」，負責本院新院址之選擇、新院區之規劃與設計、遷建預算

之編列，以及興建之監督等事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本院為我國最高民意機關，乃現代國家民主憲政之表徵，應符合先進國家擁有國會殿堂

、國會圖書館及國會山莊整體建築群體之莊嚴性。在本（第八）屆新國會成立之際，我國民主持

續深化發展，並帶動社會快速變遷，朝野亟需理性討論與協商，凝聚最大可能之共識，推動本院

遷建事宜。 

二、鑒於我國建政時代背景，本院現址土地使用編定不符分區法制規範，且長年需支付台北

市政府高額租金，加上院區散佈各處，廳舍益形龐雜，建築規劃與空間使用統合不易，本院先進

委員已兩度推動遷建計畫，然因故延擱，正賴本屆委員重啟本院新院址選定及編列遷建預算等事

宜。 

三、又以我國龐大之國家機構全部聚集於飽受核能災害風險威脅之台北市區，一旦發生核能

災害，後果不堪設想，發生於公元 2011 年之日本福島核能災害，就是一項真實又可怕之警訊。

對於福島核能災害，日本東京都與大阪府基於分散風險，已著手規劃移轉部分國家機構，推動建

設大阪府為日本之「副首都」。這項發展不但值得本院委員作為監督行政機關控管核災風險之借

鏡，倘若行政機關無法提出有效之對策，本院應當主動提案，以有效控管核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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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因我國一直無法解決區域發展失衡之問題，導致我國區域與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擴大，

區域資源分配不均更有破壞社會團結之虞。因此，如何透過本院遷建來追求更均衡之國家發展，

以維護國家資源分配正義、促進社會團結，有賴本屆委員共商大計。 

五、基於上述各項說明，爰建請本院成立「遷建規劃暨監督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由本院各黨團推派委員，負責規劃與監督本院遷建之重大事宜，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一)本院新院址之評選與規劃； 

(二)本院新院區與建築群之規劃與設計，包含國會議事廳、國會圖書館、委員研究室、委員

宿舍及相關之附屬空間和設施等； 

(三)本院遷建之財務規劃與預算編列；以及 

(四)本院遷建之監督。 

基於本院新院區與廳舍之興建必須善用而非浪費國家財政資源，本委員會成立之後須另訂監

督辦法，以化解社會大眾之疑慮。 

提案人：林佳龍  顏清標  林世嘉  陳超明 

連署人：管碧玲  許智傑  黃偉哲  何欣純  高志鵬  

劉櫂豪  林正二  葉宜津  陳雪生  林岱樺  

邱志偉  吳宜臻  陳其邁  廖正井  李應元  

魏明谷  陳歐珀  吳秉叡  薛 凌  黃文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交朝野黨團協商會議處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進行第三十七案，請提案人姚委員文智說明提案旨趣。 

姚委員文智：（17 時 3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姚文智、許添財、黃偉哲、林佳龍等 20

人，有鑑於 29 日於北市華陰街商圈發生大火，造成三死兩傷的悲劇，建請內政部消防署等有關

單位重新檢討全台商圈、狹窄巷弄、搶救困難地區之逃生路線、防火巷規劃及建物安全設施。 

同時，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商圈經營輔導不應該只是短視近利於推廣商圈的嘉年華活

動，真正該著手進行的乃是加速都市改造、更新，建構具有合宜、合適，而且符合公共安全的商

圈，來創造出對民眾最大的利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七案： 

本院委員姚文智、許添財、黃偉哲、林佳龍等 20 人，有鑑於 29 日於北市華陰街商圈發生大火，造

成三死兩傷的悲劇，建請消防署等有關單位重新檢討全台商圈、狹窄巷弄、搶救困難地區之逃生

路線、防火巷規劃及建物安全設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台北市華陰商圈的大火燒出全台灣老舊商圈的許多問題，老舊商圈因街廓複雜，內有許

多窄矮巷弄，且因攤販、店家林立導致違建問題叢生，再者，防火巷、逃生路線等欠缺妥善通盤

規劃，造成火災發生時無法於第一時間進行撲救及降低傷害。而這些老舊商圈之巷弄亦因內搭遮

雨棚，使得遮雨棚彼此相連或重疊，使得火勢更容易蔓延，進而妨礙射水救火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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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請你開始去思考，本席並不是要你們廢掉奢侈稅，但是應該要對奢侈稅做修正，檢討

對房價太離譜的地方是不是打得不夠重，而本來就很慘的地方，你們還一腳踹在地上，那不是更

糟糕嗎？像在中南部買房地產還要想一想兩年以後有沒有資金需要、如果要出脫會不會有人買，

出脫時也要課一筆稅啊！那時候李前部長還跟本席說中南部也有遏止投機的需求，本席聽了很不

客氣的回他一句話：中南部那種房地產更需要投機的需求。像這些觀念都要仔細去檢討，否則要

付出這麼大的代價，而且還不確定明年台北市政府和新北市政府會短收多少土地增值稅。所以也

許我們可以用別的辦法，或是對奢侈稅做修正，這並不丟臉啊！現在台北市高房價的沒有掉，中

房價的不動，那低房價的呢？還是有啊！像費委員信義區那邊的房子有的是一坪 300 萬，有的是

一坪 100 萬，有的是一坪 50 萬，也有一坪 40 萬、30 萬，甚至還有一坪 20 萬的房子。房價是有

產品區隔、有區域區隔的，像你們這樣一體適用下去，在短期內當然有效，可是我們不能天天吃

感冒藥啊！所以拜託部長思考一下。 

張部長盛和：謝謝。 

主席（費委員鴻泰代）：請羅委員明才發言。 

羅委員明才：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在你上任之後，全台灣非常關注的證所稅議

題，會影響到整個資本市場的問題，總算比較穩定下來了，我們看這幾天的股市逐步趨堅，看起

來股民好像鬆了一口氣，包括大企業也是如此，現在聽起來就算大家覺得有一點點不滿意，但是

所跨出的這一步總算讓人能夠接受，在各黨派之間，我們看到民進黨接受程度也是滿高的，委員

們也覺得公平正義可以以後再加強，大概就是這個方向了。如果這個事件不趕快塵埃落定，股市

因為不確定因素而爆跌的話，恐怕其他黨派如親民黨或無黨就要擔負整個市場的矛頭與壓力，我

們希望讓大家都知道，也希望把這樣一個責任往親民黨及無黨聯盟的身上丟，因為大家協商的結

果，都認為應該往前踏出去，臺灣不能再空轉了！大家不要再討論要不要課證所稅的問題，都已

經討論那麼久了，臺灣只有一個，這是我們自己的家鄉，我們自己的資本市場，我們的未來都在

這塊土地上。或許有人認為企業應該負擔更多的責任，可是坦白說，這些企業主也很辛苦，像郭

台銘先生有一百多萬名員工，很多大企業可能都有二、三萬名員工，他們肩負著社會責任，所以

我們應該建立祥和的社會，不要再有仇商反富的心態。部長認同本席的看法嗎？ 

主席：請財政部張部長說明。 

張部長盛和：主席、各位委員。非常正確！因為這個國家是大家共同建立的，不要分什麼富人、窮

人；事實上有錢人賺錢繳稅照顧弱勢，這是整個國家的運作。我們收稅就是量能課稅，高財產、

高所得，繳多一點的稅，再把稅收拿來做社會福利、社福建設，讓弱勢者可以在這個社會安詳的

生活，這正是整個的循環。 

羅委員明才：對你擔任財政部長，我們都寄予厚望；但是社會的貧富懸殊愈來愈大，郭台銘先生表

示他願意來號召、推動所謂的富人稅。本席認為，富人稅如果要推動的話，應該朝向樂捐的方式

，財政部有沒有做財產總歸戶的計畫？這些年下來，我們的統計資訊愈來愈完整，假設富人有 3

百人的話，部長覺得未來的推動有沒有需要考量的地方？如果能有這樣的制度出來，很多的富人

如果可以進入這 3 百大的話，應該也是一種光榮，因為可以名留青史，而且拿出來的錢可以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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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建設國家，總比留了一大堆錢給子孫，那不是「福留子孫」，有時候是「害留子孫」。我

們看到很多有錢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為了錢而吵吵鬧鬧，搞得雞飛狗跳，甚至父親過世，都沒

有辦法安然下葬，讓人看了很難過。現在既然有人提出富人稅的主張，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請問

部長，對此稅務可有初步規劃，要如何踏出第一步？ 

張部長盛和：昨天郭董事長提出這樣的概念，他敢這樣提，讓我覺得很敬佩。如果富人也都群起響

應的話，我們也樂觀其成。事實上，在我國的稅制裡面，量能課稅的精神是有的，尤其是所得稅

，已經對富人課稅；至於要不要對他加更高的稅，那是另外一件事。現在 400 萬以上課 40%，

如果他們願意多繳稅，我們是不是再多一個級距，比如 500 萬以上課 50%或 45%，都是一種方

法。重點是這個社會的氛圍，我們要讓有錢人都有「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樣的共識，願

意捐輸，像羅委員的提議，用捐贈的方式，捐贈給政府也很好。 

羅委員明才：對於富人稅，部長可否採用雙軌制，比如三年或五年內，他自己願意主動貢獻財富給

國家，可以頒發類似榮譽市民、榮譽公民給他？讓願意捐助國家的行為蔚成風潮。過去的一些做

法比較呆板，很多人捐了，大家也都不知道，這樣的氣氛可否由部長來帶動？一旦造成風氣，我

們的社會會更祥和。此其一。 

其次，在財產總歸戶之後，也慢慢得知國人的財產狀況，未來如果他的財產超過 10 億以上，

可以特別加強宣導，5 年以後開始對富人稅的部分，立一個稅目來課徵。部長贊成不贊成此一雙

軌制的推動？ 

張部長盛和：委員提到的第一軌，對於捐贈多的頒發榮譽公民，這個觀念很好，但榮譽公民不是由

財政部頒發，我們可以頒發榮譽納稅人或納稅多者。可是這部分也會有兩種人，一種是為善不欲

人知，我們要頒發給他，他不收，我們曾頒發誠實納稅人一些獎牌，他們都不來收。有些人是捐

贈之後，不想曝光，不想讓人知道；有些人則是我捐贈了，我可以讓大家知道，所以這部分的處

理，需要滿細緻的。榮譽公民證的頒發可能要由內政部或更高的行政院來頒發，對誠實納稅人這

部分，我們可以來做，如果是捐贈的話，就不是誠實納稅人的概念了。 

羅委員明才：希望部長可以好好思考這樣的制度，並跨出第一步。因為我們的社會在這幾年來，出

現小小的對立—仇商反富，這樣也不好，既然有富人願意拋磚引玉，我們就要有成人之美，幫忙

推動，讓這樣的氣氛能成為一種風氣，這也是一種臺灣之光！不要每次談到臺灣，就說臺灣是個

貪婪之島，文化各方面都不是很精緻。如果可以從心靈出發，跨出第一步，對國家長期的發展也

會有幫助。 

張部長盛和：至少社會的氛圍可以慢慢改善。 

羅委員明才：因為我國遺贈稅的級距已經降至 10%，很多富人、商人都心存感謝，卻不知如何表

達。如有機會，我們希望能舉辦座談會，看看如何來推動，並跨出第一步。 

張部長盛和：謝謝。 

主席（羅委員明才）：請黃委員偉哲發言。 

黃委員偉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記不記得當年課徵奢侈稅那時財政部政務次

長張盛和，就是你，說什麼叫豪宅？豪宅的定義是什麼？就是必須是獨棟、面積 100 坪以上，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