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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過程倉促草率；此外，與會之委員名單乃至紀錄人均以○○○表示，致本院無從監督審查

會之組成及過程是否合法。故移民署應詳細說明該會議之組成、出席委員名單，以及會議細節

。 

四、此外，決定禁止入國之處分，有以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點名單」作為判斷二名 Hydis

勞工違法之基礎。惟上開點名單尚非檢察機關作成違法與否判斷之公文書，審查會據此逕認二

名 Hydis 勞工，違反集會遊行法、有危害我國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草率速斷，且失公允，

移民署應提出具體之行政調查內容。 

五、末查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雖規定外國人入、出境之行政行為不適用該法之

程序規定，惟因被處分人未受通知禁止入國處分，將使其難以及時救濟，且再次來臺時亦可能

遭受拒絕入國之處分，致使損害擴大，徒增國家責任，前已有何丹霖拒絕入境案為鑑（臺北地

院 104 年度國簡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參照）。故內政部及移民署應研擬相關法規命令增訂送達

、救濟教示與職權撤銷或廢止禁止入國處分之程序。亦即，禁止入境處分以送達予受處分人為

原則，如不能送達，亦應使受處分人可得而知（如可透過我國駐外單位或網路查詢），並應於

處分教示受處分人救濟之方式。對於因違法之事實遭遣返境管之當事人，併課予行政機關主動

確認法院審理狀況，以及裁處被撤銷或無罪判決確定後，主動解除境管之義務。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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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頭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李委員彥秀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彥秀：（17 時 1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人，建請衛福部暫緩實施「特定醫療技術檢

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該案引用醫療法第 62 條來限制執行美容醫學

醫師之資格，規定非專科醫師者不得執行美容醫學之治療，於業界仍有諸多爭議，公會也有很

多不同看法，故特建請衛福部暫緩實施，待徵詢多方意見後再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5 人，建請衛福部暫緩實施「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

辦法」修正條文。該案引用醫療法第 62 條來限制執行美容醫學醫師之資格，規定非專科醫師者

不得執行美容醫學之治療，於業界仍有諸多爭議，故特建請衛福部暫緩實施，待徵詢多方意見

後再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目前衛生福利部的部定 23 個專科中並無美容醫學專科，而美容醫學的治療亦無哪個部定

專科特別專長於此領域。過往衛福部限定「特定」醫療往往指單一項目或是某一種特定醫療儀

器，然美容醫學，涵括光電治療、針劑注射治療及美容手術等，將一門醫學領域全部納入列管

，不符合比例原則。 

二、且美容醫學中之光電治療、針劑注射是一種技術簡單、風險很少的處置，在美國及加拿

大等先進國家，不但不限制操作醫師之資格，連護士都可以執行。將整個美容醫學領域全部列

管，似有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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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建請建請衛福部暫緩實施「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待徵詢多方意見後再議。 

提案人：李彥秀 

連署人：曾銘宗  蔣萬安  顏寬恒  簡東明  王惠美  

柯志恩  陳宜民  張麗善  黃昭順  林麗蟬  

王育敏  楊鎮浯  鄭天財  許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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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頭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啟臣：（17 時 1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有鑑於經濟部日前決定自 4 月 1 日

起新電價每度調降 0.2693 元，降幅 9.56%是史上最大，降價後比 2012 年油電雙漲前更低，然而

，民生消費市場，因為 2012 年油電雙漲導致飛升的物價，在今年油電價成本降低，價格調降時

，卻無法回到過往。爰此，要求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除定期開會檢討物價，公布漲跌情形外

，應於油價、電價調降之際，檢討三年來物價調整狀況，研議積極措施，打破物價的「向下僵

固性」，降低民眾民生用品之消費壓力。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2 人，有鑑於經濟部日前決定自 4 月 1 日起新電價每度調降 0.2693 元，降幅

9.56%是史上最大，降價後比 2012 年油電雙漲前更低，然而，民生消費市場，因為 2012 年油電

雙漲導致飛升的物價，在今年油電價成本降低，價格調降時，卻無法回到過往。爰此，要求行

政院物價穩定小組，除定期開會檢討物價，公布漲跌情形外，應於油價、電價調降之際，檢討

三年來物價調整狀況，研議積極措施，打破物價的「向下僵固性」，降低民眾民生用品之消費

壓力。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經濟部 3 月 15 日敲定 4 月 1 日新電價每度調降 0.2693 元，降幅 9.56%是史上最大，降價

後比 2012 年油電雙漲前更低，一般家庭每月用電 500 度為例，平均每月可省下 134.65 元；若是

每月用電 330 度，則可月省 88.86 元。 

二、然而觀察民生消費市場，因為 2012 年油電雙漲導致飛升的物價，在今年油電價成本降低

，價格調降時，卻無法回到過往。行政院主計總處指出，由於物價有「向下僵固性」，一旦漲

價後就很難回降，因此，過去一年來油價和瓦斯價格雖然都大幅降價，但剔除價格波動較大的

蔬果後，食物類仍呈上漲趨勢，許多民生用品並未跌價。 

三、行政院雖成立穩定物價小組持續關注民生物價，密切監控批發市場行情變動，並及時採

取各項調配措施穩定物價，掌握農產品供需情形、預先採取因應措施。但該小組除每月例行性

公布十七項重要民生物資的漲跌，針對某些特定產品價格的大起、大落予以調節外，對於整體

消費市場價格的長期上揚，廠商分次、微幅調整造成的民生壓力，卻無能為力。 

四、爰此，要求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除定期開會檢討物價，公布漲跌情形外，應於油價、

電價調降之際，檢討三年來物價調整狀況，研議積極措施，打破物價的「向下僵固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