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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592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為於符合憲法上參政權保障、平等原則

及比例原則要求之限度內，加強管制參選人之資格，以促進

民主政治順暢運作及公共利益，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參選人之消極資格立法涉及參政權保障及作為民主政治核心之政治公平之維護，為於符合

憲法上參政權保障、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要求之限度內，加強管制消極資格之立法，促進

民主政治順暢運作及公共利益，爰修正第二十六條規定，修正各款要件，並僅於必要時針

對「政治犯行」增定參選之永久限制，原則上「非政治犯行」皆以暫時限制及配套之揭露

為達成目的之手段，亦不再其中再進行分類，以符合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 

二、基於比例原則之必要性要求，於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以達成公共利益時，若有同樣能有效達

成目的之手段，應採取對基本權利較少限制者，故相較於直接限制參政權外，若透過強制

資訊公開，即能協助選民進行檢驗判斷，並同樣有效地促進民主政治之順暢運作，即應避

免採取較嚴厲之限制基本權利之措施，爰修正第四十六條規定，明定選舉公報應揭露候選

人故意犯罪被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紀錄。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邱顯智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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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 

三、曾犯第九十五條、第九

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

、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

六項、第七項、第一百零

二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

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

條、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八十五條、第

八十六條第一項、第八十

七條第一項、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

六項、第七項、公民投票

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

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十八條、刑

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

百四十四條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四、曾犯國家安全法第七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八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

項、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四項、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項、第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

刑法判刑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

定。 

三、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四條之罪

，經判刑確定。 

四、犯前三款以外之罪，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

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畢。 

六、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

復權。 

七、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一、本條第一項修正第一款至

第三款；增訂第四款至第七

款、第十款及第十二款；原

第四款至第六款依序分別移

列第八、九、十一款並做內

容調整、原第七款至第九款

移列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

其餘未修正。 

二、參政權係我國憲法及公民

與政治權利公約皆明文保障

之基本權利，透過參政權之

保障，民主國家得以反映和

平衡追求社會不同群體之利

益，促進全體公民之人權保

障，並實現自治之理想。基

此，參政權之限制應當符合

憲法上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確保限制所據以實施之標

準及其效果和範圍，是根據

一合理之「分級分類」方法

，否則即有流於恣意，損害

民主之基本價值原則，如約

翰羅爾斯所謂的「政治自由

之公平價值」（fair value of 

political liberties）、包容性

和人民自治理想之虞。為妥

適衡平參政權保障及促進公

共利益，本次有關涉及犯罪

之消極資格之修正，係依據

下列分類與分級： 

(一)犯危害國家、民主及法

治持存之罪者，基於其

對於自由民主憲政國家

之敵意或不在乎其存亡

之輕待，難以期待其具

備維護自由民主憲政國

家之利益之堅定意願，

冒險授予其公權力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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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

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三

十條之一、第三十一條、

反滲透法第三條、第四條

、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

、第七條、意圖恐嚇公眾

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

機構或國際組織而犯資恐

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罪、資恐防制法第

八條或第九條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五、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之罪，經有期徒刑以上判

決確定。 

六、曾犯刑法第一百六十八

條、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二條第

四項、政府採購法第八十

七條至第九十一條，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或經判處免刑或緩刑，

自免刑確定或刑之宣告失

其效力起，未滿十年。 

七、曾犯前六款以外之罪，

經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確定，執行完畢後未

滿五年；五年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未滿七年；

七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未滿十年；十年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滿

十五年。 

八、曾犯罪，經判處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

行、執行未畢、於緩刑期

間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

滅。但行刑權之消滅不可

歸責於被告者，不在此限

。 

險亦難謂值得承受，以

最嚴格標準限制其參政

權較為相稱，爰規定第

一款至第四款規定，凡

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

論緩刑或免刑，皆限制

其終身不得參選。 

(二)犯違反為維護民主及法

治之適當運作所設之必

要制度規則或義務要求

，對民主及法治之持續

進步與維繫有負面影響

之罪者，基於其對於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穩定

適當運作之公共機制及

其所欲維護之民主及法

治價值之漠視，其嚴重

性雖未至前述類型，但

仍較難期待其在政治上

具備值得受託付公權力

之品性，爰規定第五款

至第六款規定，凡經有

期徒刑判決確定者，原

則上皆不得參選，只在

犯行較輕微遭判緩刑或

免刑時，例外給予其在

十年後再次參政之機會

。 

(三)考量犯罪類型多樣，除

前述與國家、民主、法

治或其適當運作有密切

關聯性之「政治犯行」

外，剩餘之犯罪類型與

國家、民主、法治或其

適當運作之關聯性較不

明顯，且經常存在個案

差異，犯各類之罪之犯

罪者當中，皆有部分可

能透過犯罪行為對社會

及經濟權力之公平分配

造成影響，在其中進行

分類，或指定部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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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十、受沒收裁判確定，尚未

執行或執行未畢。 

十一、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確定，尚未

復權。 

十二、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

處分。 

十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期滿。 

十四、褫奪公權，尚未復

權。 

十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將之歸類為政治犯行，

皆難以提供一符合平等

原則之解釋。故若欲限

制犯政治犯行以外之犯

罪之人參政，應依較具

一般性、無違反不歧視

原則疑慮之標準設計其

條件，並考量到部分對

民主及法治運作未造成

妨礙之犯罪者亦受限制

之事實，以暫時限制為

其法律效果。考量犯愈

嚴重之罪之犯罪者，在

經驗上愈有可能存有公

民德行上的缺陷，例如

對其他人的一般而言的

尊重、責任感等公民德

性（civic virtue），爰

以「宣告刑」為標準，

並依據其長短分別規範

不同長度之限制參選期

間，制定第七款規定，

以兼顧平等原則、比例

原則及公共利益。 

(四)因犯罪而須受刑事執行

者，考量其身分可能無

法專心致力於履行公務

，並且有可能因受刑事

執行而影響公務之執行

，或因公務而影響刑事

執行，爰修正第八款、

增訂第十款規定，限制

現受刑事執行者不得參

選。 

三、修正第一款規定。鑒於陸

海空軍刑法等現行或已廢止

之特別刑法就內亂、外患罪

有或曾有特別規範，第一款

僅規定「經依刑法判決確定

」，有掛漏之嫌，爰將「依

刑法」三字刪除；並考量內

患及外患罪皆係威脅國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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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之最嚴重政治犯行，爰併

將「判刑」修正為「有罪判

決」，凡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不論緩刑或免刑，皆限制

其終身不得參選。 

四、修正第二款規定。鑒於貪

汙不僅係為了私利背棄人民

所託付之公共權力的行為，

亦有充足證據指出，貪汙愈

嚴重的地方，法治國原則受

到違背之情形愈嚴重，貪汙

實應視為威脅法治國建立之

最嚴重政治犯行，爰將「判

刑」修正為「有罪判決」，

凡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論

緩刑或免刑，皆限制其終身

不得參選。 

五、修正第三款規定。鑒於賄

選、買票、暴力干預選舉和

公投進行，對作為民主政治

之集體意志形成所不可或缺

之投票過程和結果造成了阻

礙和扭曲，威脅民主制度之

持存與發展，應屬最嚴重之

政治犯行，爰修正第三款，

明定犯各法所規定之賄選、

買票及暴力干預選舉和公投

進行之犯罪者，經有罪判決

確定者，不論緩刑或免刑，

皆限制其終身不得參選。 

六、增訂第四款規定。鑒於國

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

、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

法、資恐防制法之所定之部

分犯行，以及出於恐怖主義

目的所犯資恐防制法所定範

圍之犯行，直接威脅到了國

家存續及作為民主政治之基

礎之和平，應屬最嚴重之政

治犯行，爰增訂第四款規定

，明定犯各法所規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者，不論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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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免刑，皆限制其終身不得

參選。 

七、增訂第五及第六款規定，

明定對民主及法治之妥適運

作造成不良影響之政治犯行

。蓋有此類犯行者，實難期

待其足夠且穩定珍視民主法

治國所欲維護之公共利益，

故原則上應限制其參選，僅

例外於犯行輕微時給予較寬

鬆之限制，如十年內（參照

褫奪公權法定最長期間）不

得參選，以與最嚴重政治犯

行之效果進行區別，不致於

剝奪其第二次機會，以符比

例原則及呼應民主之包容理

想。至若對民主及法治之妥

適運作造成不良影響之政治

犯行，應包含下列犯罪： 

(一)組織犯罪。組織犯罪係

系統性地違反守法義務

之犯行之犯行，且與各

類政治犯行及非政治犯

行犯罪皆具有高度關聯

，妨礙法治社會之建立

和運作，相關人應受限

制參選。另有鑑於《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已有

相同規定，為避免法律

規範適用不一致之矛盾

，爰為同樣規定，並獨

立增訂於第五款。 

(二)偽證罪。主動使司法權

限於錯誤侵害他人基本

權利、妨礙司法權公正

行使，妨礙法治之妥適

運作，顯示出行為人高

機率具有重大的公民德

性缺陷，爰參考美國加

州《選舉法》第 20 條

規定增訂之。 

(三)政治獻金法就違法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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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之罪。政治獻

金之透明與得收取政治

獻金之限制係維繫民主

政治之公平性之重要機

制，違反相關規定者妨

礙了民主之妥適運作，

顯示出行為人高機率具

有重大的公民德行缺陷

，爰參酌日本《政治資

金規正法》第 28 條及

澳洲新南斯威爾州《地

方政府法》第 e1 條規

定增訂之。 

(四)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就

違反申報義務經要求改

正未改正罪。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是促近政治人

物資金透明度，從而維

繫民主政治之公平性之

重要機制，違反相關規

定者妨礙了民主之妥適

運作，顯示出行為人高

機率具有重大的公民德

行缺陷，爰增訂之。 

(五)政府採購法有關政府採

購舞弊行為之犯罪，係

於採購程序或執行受政

府委任之工作中，減損

政府決定之正確性或採

取不符合公共利益之執

行方式以獲利之行為，

其不僅造成公共資金之

浪費、公共服務或建設

品質之降低，也有礙市

場公平競爭與健康發展

，其性質上非常類似不

正選舉、類似偽證、也

類似貪汙，且實際上也

與貪污行為經常相伴而

生，顯示出行為人高機

率具有重大的公民德行

缺陷，爰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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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訂第七款規定，係為統

一規定非政治犯行之犯罪與

參選消極資格之一般規範，

以衡平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民主原則及公共利益。為

符合上開原則，爰參酌美國

印第安納州法典第三部第八

編第一章第五條第 c 項第 3

點規定，以刑期為限制要件

之規定，以反映犯行之嚴重

性及與其相關之公民德行之

可能缺乏，並參酌前開規定

銅條第 b 項第 2E 點犯罪紀

錄 依 法 經 刪 除 者 （

expungement）之除外規定

，賦予其暫時性之限制效

果。 

九、修正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

，增訂第十款規定，係為明

定現受刑事執行者不得擔任

公職。第八款係為避免受罪

刑宣告者於緩刑期間仍得參

選，違反現受刑事執行者不

宜參選之原則，爰明定緩刑

期間不得參選。另因行刑權

罹於時效而消滅者之參選資

格規定未臻明確，考量於行

刑權係因行為人規避刑事執

行而消滅之情形，其法律上

之地位不宜視同執行完畢者

，爰規定行刑權消滅者，若

係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如

潛逃國外或山間規避執行，

由於其反映出一種責任感之

欠缺，有必要明定限制其參

選之。第九款係配合感訓處

分廢止，刪除「或感訓處分

」等字。第十款係因刑法經

修法後，刑事沒收裁判可為

獨立宣告，有鑑於沒收仍係

刑事執行之一環，有必要明

確規定其尚未執行完畢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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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參選。 

十、第十一款規定修正。清算

程序係屬簡易之破產程序，

其他法令所定對於破產人資

格、權利限制之規定，自適

用於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之債務人。爰將經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一

併列為候選人消極資格。 

十一、增訂第十二款規定，係

因「免除職務」懲戒處分之

效果為免職，並不得再任用

為公務員，對於受較撤職、

休職懲戒處分更為嚴重之免

除職務懲戒處分者，應有一

併納為候選人消極資格之必

要，爰增列曾受免除職務之

懲戒處分，為候選人之消極

資格。 

第四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應彙

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

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

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

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

名、出生年月日、性別、

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

歷、經歷及政見。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

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

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

、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

章者，其標章。 

三、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地方公職人員、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之候選人故意犯

罪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刑確定之紀錄。 

第四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應彙

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

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

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

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

名、出生年月日、性別、

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

歷、經歷及政見。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

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

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

、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

章者，其標章。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學

歷，其為大學以上者，以經

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

可之學校取得學位者為限。

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

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

一、增訂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酌修第四項規定，其於未修

正。 

二、為協助選民判斷候選人之

適任性，選舉時應製作選舉

公報，載明足以辨識候選人

之品格及能力之重要資訊。

考量犯罪紀錄係關於候選人

之重要資訊，應加以註明。

爰參酌依刑法褫奪公權之構

成要件規定，並限定為故意

犯罪者，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明定曾故意犯罪受一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之

候選人，應於選舉公報中記

載該犯罪紀錄。 

三、為使選舉公報編製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有具體明確授權

，第四項「其辦法，由中央

選舉委員會定之」修正為「

其編製、格式、印發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

舉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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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學

歷，其為大學以上者，以經

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

可之學校取得學位者為限。

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

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

，不予刊登該學歷。 

第一項第一款學歷、經

歷合計以一百五十字為限，

同項第二款學歷、經歷合計

以七十五字為限。 

第一項政見內容，得以

文字、圖案為之，並應使所

有候選人公平使用選舉公報

版面；其編製、格式、印發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

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

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

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

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

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

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

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

，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

。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

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

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

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

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

無。 

第一項第二款之政黨標

章，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者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

登。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二

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

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不予刊登該學歷。 

第一項第一款學歷、經

歷合計以一百五十字為限，

同項第二款學歷、經歷合計

以七十五字為限。 

第一項政見內容，得以

文字、圖案為之，並應使所

有候選人公平使用選舉公報

版面；其辦法，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

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

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

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

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

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

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

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

，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

。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

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

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

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

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

無。 

第一項第二款之政黨標

章，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者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

登。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二

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

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選舉委員會得視實際需

要，選定公職人員選舉種類

，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

媒體，辦理選舉及政黨選舉

活動；其舉辦之次數、時間

、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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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得視實際需

要，選定公職人員選舉種類

，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

媒體，辦理選舉及政黨選舉

活動；其舉辦之次數、時間

、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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