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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11月23日印發 

 

院總第 177 號 委員 提案第 29326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定宇、林楚茵等 21 人，鑒於目前國軍營區（包含

公告之軍事演習、訓練場域）安全維護與勤務之執行，均以

訂頒行政規則或實施計畫等方式規範，法位階不足，致各項

涉及人民權益之事項，無法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不利於國防

軍事任務遂行。本席等認為，基於軍事營區安全之維護，確

保國防軍事任務遂行，並保障人民權益，就相關勤務規範、

主管機關、衛哨配置、安全管制、禁止、限制事項、應變處

置、補償措施及違反禁止、限制事項之罰則等，尤其無人機

（遙控飛行物）操作及無線電通信干擾之管制事項，均具有

立法之必要性，爰擬具「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王定宇  林楚茵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羅美玲  陳明文  林靜儀  

江永昌  莊競程  陳秀寳  張宏陸  陳素月  

吳玉琴  邱泰源  莊瑞雄  羅致政  洪申翰  

許智傑  趙天麟  陳歐珀  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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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草案總說明 

國軍任務為建軍備戰，防衛國家安全，然在政策透明化、軍隊國家化及國防法制化要求下，

除於執行作戰任務外，國防部乃至各基層部隊，均應遵循依法行政。目前國軍營區安全（含各項公

告軍事演習、訓練場域）維護勤務之執行，均以訂頒行政規則或實施計畫等方式規範，法位階不足

，致各項涉及人民權益之事項，無法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不利於國防軍事任務遂行。 

基於維護軍事營區安全，確保國防軍事任務遂行，並保障人民權益，就相關勤務規範、主管

機關、衛哨配置、安全管制、禁止、限制事項、應變處置（含武器使用時機、程序、方式）、補償

措施及違反禁止、限制事項之罰則等事項，具有立法之必要性及特殊性，爰擬具軍事營區安全維護

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本條例），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軍事營區安全勤務之指揮、督導及執行人員，並得配備武器、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授權國防

部訂定配備武器、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之時機、種類及規格。（草案第四條） 

五、軍事機關得於重要處所開設哨所，配置衛、哨兵實施安全警戒、管制及其他直接或間接助於安

全維護之必要勤務，或於四周必要範圍內設置監視、警報、偵檢及阻絕設施等安全維護之輔

助設施設置。（草案第五條） 

六、非經軍事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出等禁止、限制事項，並禁止足以危害軍事安全之集會或遊行

，遙控無人機等可操控飛行物體，無線電通信之干擾等，非經許可不得飛越軍事演習、訓練

區域及軍事營區上空。授權國防部訂定許可申請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草案第六條） 

七、衛、哨兵實施安全檢查之依據及拒絕檢查或無故侵入之相關處置。授權國防部訂定安全檢查、

盤查、驅離及逮捕、留置之程序等管制措施之辦法（草案第七條） 

八、指揮官、值勤軍、士官及衛、哨兵得使用武器、器械之時機，並須於採取先行必要措施無效後

，依指揮官或值勤軍官、士官命令執行。（草案第八條） 

九、使用武器時，應先實施警告及應注意事項，並於使用武器後，將其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

官。（草案第九條） 

十、衛、哨兵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之補償。（草案第十條） 

十一、使用武器致人民死亡、受傷或財產損失之處理。（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違反本條例禁止及限制事項之罰則。（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 

十三、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之適用。（草案第十七條） 

十四、總統府、國家安全局及所屬機關（構），準用、適用本條例之規定。（草案第十八條） 

十五、本條例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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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軍事演習、訓練與營區安全勤

務之執行，以維護軍事演習、訓練與營區安

全，確保國防軍事任務遂行，並保障人民權

益，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軍事營區：指軍事設施或軍事機關、單

位之駐地；經公告管制之軍事演習或軍事

訓練場域，於演習或訓練期間視為軍事營

區。 

二、軍事營區安全勤務：指實施警戒、管制

及其他直接或間接助於維護軍事營區安全

之必要勤務。 

三、軍事機關、單位：指國防部及所屬機關

（構）、部隊或學校。 

四、衛哨兵：指在軍事營區擔任警戒任務之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職務之人。 

五、衛哨所：指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

職務之人執行任務之處所。 

六、武器：指手槍、步槍、獵槍、刺刀及其

他經核定之槍械。 

七、器械：指警棍、電氣（擊）警棍（器）

、瓦斯槍（彈）、捕繩（網）、各式束帶

及其他經核定之器具。 

八、裝備：指執行勤務所需之器械、防彈背

心、頭盔等防護安全所必需之相關配備。 

為明確本條例適用範圍，明定軍事營區、軍事

演習、訓練期間之場域視為軍事營區、軍事營

區安全勤務、軍事營區、軍事單位、衛兵哨兵

、衛哨所、武器、器械、裝備之定義。 

第三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定明本條例主管機關。 

第四條 軍事機關、單位得於軍事營區之重要

處所開設哨所，配置衛哨兵，執行軍事營區

安全勤務。 

各軍事機關、單位得視安全維護需要，

於軍事營區四周必要範圍內，裝置監視或警

報系統、阻絕器材等有關設施。 

一、第一項明定軍事機關為維護安全，得於軍

事營區之重要處所開設哨所，實施安全維

管。 

二、第二項為確保軍事營區安全，明定於四周

必要範圍內設置監視、警報、偵檢及阻絕

設施等安全維護之輔助設施設置。 

第五條 軍事營區安全勤務由各級主官或其授

權人員（以下簡稱指揮官）指揮實施，值勤

軍官、士官督導衛兵或哨兵（下稱衛哨兵）

執行。 

前項人員於執行勤務時，得配備武器、

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配備種類及規格，由

一、第一項明定軍事營區安全勤務之指揮層級

，及指揮、督導與執行人員。 

二、第二項規定係為使指揮官、值勤軍、士官

及衛哨兵有效執行安全勤務，明定得配備

武器、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並授權國防

部訂定配備武器、器械或其他必要裝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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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定之。 種類及規格。 

第六條 非經軍事機關、單位許可，不得於軍

事營區為下列行為： 

一、進入或離去營區。 

二、攜帶攝（錄）影器材、觀測器或其他妨

害軍事營區安全之物品。 

三、從事測量、錄影、攝影、描繪、記述或

其他偵察行為。 

四、操作遙控無人機、飛行傘、超輕型載具

或其他飛行物體。 

五、從事無線電通信作業之干擾行為。 

遙控無人機、飛行傘、輕航機或其他可

操控飛行物體，非經軍事機關、單位許可，

不得飛越軍事營區上空。 

前二項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條

件與撤銷、廢止許可、軍事營區上空範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五款與軍事營區安全相關禁止

及限制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遙控無人機等可操控之飛行物

體，非經許可不得飛越軍事演習、訓練區

域及軍事營區上空。 

三、第三項授權國防部訂定第一項及第三項許

可申請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第七條 衛哨兵對申請進入軍事營區之人或物

，得實施安全檢查；對拒絕檢查或接受檢查

而不符合軍事機關管理規定者，應禁止其進

入營區。認有妨害營區安全管理之虞者，應

強制驅離。 

衛哨兵對申請離去軍事營區之人或物，

得實施安全檢查；對拒絕檢查者，應強制實

施安全檢查。 

衛哨兵對無故侵入軍事營區者，應強制

驅離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有事實足認其有

刺探、收集國家或軍事機密之行為者，應逕

行逮捕，並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 

前三項之安全檢查、強制驅離、其他必

要措施之程序及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衛哨兵實施安全檢查之依據及

拒絕檢查或檢查不符合軍事機關管理規定

之處置規定無故侵入之處置。 

二、第二項明定衛哨兵對申請離去軍事營區之

人或物，得實施安全檢查；對拒絕檢查者

，應強制實施安全檢查。 

三、第三項明定無故侵入軍事營區者，應強制

驅離；有危害國防或軍事機密安全之行為

者，應逕行逮捕並送檢察或警察機關處置

。 

四、第四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安全檢查、強制

驅離、其他必要措施之程序及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 

第八條 各級指揮官、值勤軍官、士官及衛哨

兵執行軍事演習、訓練與營區安全勤務，遇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使用器械；必要

時，得使用武器： 

一、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軍事營區安全。 

二、騷動行為足以危害軍事營區安全。 

三、警戒、管制之場所、建築物、工作物、

車、船、航空器或財產遭受危害。 

一、第一項明定指揮官、值勤軍、士官及衛哨

兵得使用武器、器械之時機。 

二、第二項明定衛哨兵使用武器時，須採取先

行必要措施，並依指揮官或值勤軍官、士

官命令執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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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告誡拋棄

，仍不聽從。 

五、依法應逮捕之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

其拒捕、脫逃。 

六、生命、身體、自由遭受強暴、脅迫，或

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 

七、遙控無人機或其他無人飛行物體飛越軍

事演習、訓練區域或營區。 

八、其他足以危害軍事營區安全之虞者。 

衛哨兵依前項規定使用武器時，須於採

取先行必要措施無效後，依指揮官或值勤軍

官、士官命令執行。 

第九條 前條使用武器對象為人時，應先實施

警告，但遭受突發性攻擊而不及實施警告時

不在此限。 

使用武器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須基於事實需要合理使用，不得逾越必

要程度。 

二、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

。 

三、使用武器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

使用。 

使用武器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

該管長官。 

一、第一項明定使用武器之對象為人時，應先

實施警告，及應注意事項。 

二、為監督、考核使用武器之正當性與合理性

，並適時保全證據，爰於第二項明定使用

武器後，應將其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

長官。 

第十條 人民因指揮官、值勤軍官、士官或衛

哨兵實施檢查、強制驅離、逮捕或採取必要

之措施，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

損失時，得向隸屬之軍事機關或受委託機關

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

不在此限。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

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

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

執行軍事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

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明定人民因指揮官、值勤軍官、士官或衛哨兵

執行本條例相關職務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

遭受特別損失時之補償。 

第十一條 指揮官、值勤軍官、士官或衛哨兵

執行職務違反第九條使用武器、器械規定，

因而致人民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害時，軍事

機關或受委託機關應支付醫療費、慰撫金、

明定違法使用武器、器械致人民死亡、受傷或

財產損失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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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或喪葬費。其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生

者，國防部得向其求償。 

前項醫療費、慰撫金、賠償金或喪葬費

之標準，由國防部定之。 

第十二條 對執行職務之衛哨兵或執勤軍官、

士官實施恐嚇者，處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執行職務之衛哨兵或執勤軍官、士官對軍事營

區安全之維護影響重大，應視為執行公務之公

務員，爰參酌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七條及刑法

第三百零五條之規定，明定對執行勤務之衛哨

兵實施恐嚇行為之刑罰。 

第十三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從

事測量、錄影、攝影、描繪、記述或其他偵

察行為者，處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及所

生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電磁紀錄及

附著物或其他物品，不問是否屬行為人所有

，沒入之。 

第一項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及所

生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電磁紀錄及

附著物或其他物品，未經衛哨兵查扣者，所

隸屬軍事機關得於第一審法官宣告沒收，逕

予沒入。 

一、第一項為強化軍事營區安全，參酌要塞堡

壘地帶法之規定，明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者之刑罰，明定經許可進入而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裁罰。 

二、第二項規定，犯前項之罪所用或犯罪預備

之物，及所生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

、電磁紀錄及附著物或其他物品，不問是

否屬行為人所有，沒入之。 

三、為避免犯前項之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

及所生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電磁

紀錄及附著物或其他物品，如未經衛哨兵

查扣，仍可能於第一審法官宣告沒收前散

布而影響軍事營區安全，爰參照動物傳染

病條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如第三項所示

。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操作人或

所有人警告或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時停止操作或活動；屆

時不停止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操作遙控

無人機、飛行傘、超輕型載具或其他飛行

物體。 

二、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操作遙控無人機

、飛行傘、超輕型載具或其他飛行物體，

飛越軍事演習、訓練區域及軍事營區上空

。 

三、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從事無線

電通信作業之干擾行為。 

前項之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得沒

入之。 

明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二

項規定之裁罰。 

第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未經

許可進入或離去軍事營區者、予以警告或處

明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未經許可入出規

定之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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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立即離開軍事營區；再次違反者，處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十六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攜帶

錄影、攝影器材或其他妨害軍事安全之物品

，經勸告交付保管而拒不聽從者，廢止其進

入之許可，並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明定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處罰。 

第十七條 依本條例應予以處罰之行為，其他

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之適用。 

第十八條 總統府、國家安全局及所屬機關（

構），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有關刑罰、沒收、罰鍰及沒入規

定，對前項機關（構）違反本條例規定者，

適用之。 

一、第一項規定為補充特種勤務條例及民用航

空法規範之不足，明定總統府、國家安全

局及所屬機關（構），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 

二、第二項明定對國家安全局及所屬機關（構

），違反本條例之處罰者，適用本條例之

規定，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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