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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62 號 委員 提案第 2456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智傑、趙正宇、陳柏惟等 19 人，有鑑於眷村文化

是形塑臺灣多元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文化發展獨具一格，

文化意涵深遠，並對臺灣帶來獨特之文化交流與融合，為臺

灣社會中不可忽視之重要文化資產。隨著眷村人口減少、老

化以及外移，同時又因法制尚未完備，主管機關缺乏文化保

存之專業素養與各機關間權責不明，以致許多眷村未有完善

之保存，殊為可惜。為實現眷村文化的長期留存，並促使其

永續發展，爰此擬具「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條例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許智傑  趙正宇  陳柏惟   

連署人：何志偉  蔡易餘  莊瑞雄  蘇巧慧  莊競程  

羅美玲  賴惠員  黃國書  劉櫂豪  楊 曜  

張宏陸  陳素月  賴品妤  劉建國  管碧玲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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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條例草案總說明 

臺灣社會具有濃厚的移民色彩。其中，於 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軍隊及其眷屬約兩百萬人

，政府為安置大批移民，建立房舍以及國軍宿舍，群聚型的居住空間即形成了所謂眷村。眷村的組

成來自中國各省的軍民，與臺灣本土不同的口音、歷史背景、文化及生活方式，皆與當時的臺灣社

會有所不同，故成為獨樹一格的文化地景。 

然而隨眷村人口老化、外移，地景的保存是政府待著手效力的課題。 

政府於 1996 年訂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其立法目的在於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

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及中低收入戶，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

善都市景觀。 

然而，由於本法制尚未完備，主管機關缺乏文化保存之專業素養與各機關間權責不明，以致

許多眷村未有完善之保存，殊為可惜。如依據目前眷改條例規範，對於眷村文化保存之標的範圍，

乃需縣市政府自行選擇已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除建物之國軍老舊眷村，擬具保存計畫向國防部申請

保存；但在保存經費上，國防部僅補助眷村文化軟硬體之開辦費，後續經營、管理及維護，則需由

申請保存之地方政府自行負擔。職是之故，全國九百處老舊眷村，幾乎拆除殆盡，最終僅有十三處

經核定為文化保存區，於此足見政府對於眷村文化保存之作為亟待加強。 

為維護眷村之歷史與文化意義，以及保存臺灣社會多元文化之價值，希冀眷村文化保存相關

事務，獲得法律保障。爰此，擬具「眷村文化保存與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共二十

一條，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法律定位及適用範圍。（第二條） 

三、本條例名詞定義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之條文（第三條） 

四、將既有眷村文化之主管機關國防部，改為文化部。（第四條） 

五、政府為辦理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應設置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基金，參照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設置條例以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十四條，明訂基金資金來源與用途（第五、六、

七條） 

六、主管機關應設置審議會審議眷村文化資產之重大事項。（第八條） 

七、主管機關得委任相關機關（構）、法人或自然人辦理眷村文化資產之調查、保存、活化及管理

維護之權利。（第九條） 

八、明訂公有眷村文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第十條） 

九、明訂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辦理眷村文化資產之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等相關事項。（第十一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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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管機關得為人才培育設專責機構。（第十二條） 

十一、藉由教育體系使國民得以自幼培養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第十三條） 

十二、明訂地方主管機關應接受提報文化資產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第十四條） 

十三、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條文，地方政府應擬定眷村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第十五條） 

十四、針對發展或保存眷村文化資產者，予以獎助（第十六條） 

十五、明訂眷村文化資產之登錄、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規範。（第十

七條） 

十六、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以鼓勵民間辦理無形眷村文化資產之記錄與保存等等（第十八條） 

十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法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危害眷村文化資產保存時，得分別由行

政院、中央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規定代行處理。（第十九條） 

十八、明訂本條例修正後之施行日期。（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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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保存、活化歷史眷村文化，並彰顯

眷村歷史及人文意義，發揚多元文化，特制

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眷村文化之保存、維護、發揚及土地

資產權利之轉移，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揭櫫本條例之法律定位及適用範圍。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軍眷村：指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由政府興建分配。 

(二)由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 

(三)由政府提供土地予眷戶自費興建。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二、眷村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人文等文

化價值，並經主管機關審議、指定或登錄

之有形及無形眷村資產。 

三、有形眷村文化資產：指文化資產保存法

所稱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

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及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眷村文化資產。 

四、無形眷村文化資產：指文化資產保存法

所稱之各類眷村藝術、口述歷史、風俗、

儀式等眷村文化資產。 

五、公有眷村文化資產：指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及其他公法人、公營事業所有之眷村

文化資產。 

一、本條例立法用詞之定義。 

二、參照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文化資產保

存法之定義。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眷村文化保存及發

展，應設置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推行會，由

相關部會代表組成，負責協調推動眷村文化

保存及發展等事宜。 

一、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眷村的保存應著重於文化資產的留存，以

及歷史背景的教育，因此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為文化部。 

三、鑒於眷村文化保存涉及跨部會事務，是以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由相關部會代表組成

之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推行委員會，以推

動相關事務。 

第五條 為辦理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主

管機關應設置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基金（以

下簡稱眷文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為辦理眷村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應設置基金，其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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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眷文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或由眷文基金

融資之款項。 

二、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內剩餘預定處

分國有土地中報行政院核定改列眷文基金

資產之標售處分得款。 

三、眷村文化資產之土地、建物出租及運用

收入。 

四、受捐獻及贈與收入。 

五、基金孳息收入。 

六、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第二項後段規定

之補助款。 

七、其他有關收入。 

明定眷文基金之屬性及其資金來源。 

第七條 眷文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興建整修眷村工程款及購地開發費用之

支出。 

二、有關基金管理及總務支出。 

三、融資貸款利息支出。 

四、各項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支出。 

五、輔導辦理文化藝術活動。 

六、獎助文化藝術工作者。 

參照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十四條及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明訂基金之用途。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眷村文化資產之指定

、登錄、廢止、活化及其他重大事項，應設

置審議會，進行審議。 

前項審議會之任務、組織、運作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條之規定，眷村文化

之指定、登錄、廢止、活化及其他重大事項應

設置審議會進行審議。 

第九條 眷村文化資產之調查、保存、活化及

管理維護，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

，或委託其他機關（構）、眷村文化研究相

關之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中央並得委辦直

轄市、縣（市）辦理。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條，賦予主管機關委

任相關機關（構）、法人或自然人辦理眷村文

化資產之調查、保存、活化及管理維護之權利

。 

第十條 公有眷村文化資產，由所有人或管理

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

理維護，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並得予以補助

。 

前項補助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明訂公有眷村文

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保存

、修復及管理維護。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專款辦

理眷村文化資產之調查、採集、整理、研究

、推廣、保存、維護、傳習及其他相關事項

。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明訂主管機關應

寬列預算辦理眷村文化資產之保存、修復及管

理維護等相關事項。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從事眷村文化資產之保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一條，為落實眷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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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教育、推廣、研究、人才培育工作，得

設專責機構；其組織另以法律或自治法規定

之。 

化資產保存工作，主管機關得為人才培育設專

責機構。 

第十三條 為實施眷村文化資產保存教育，主

管機關應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各級學

校辦理相關課程。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二條，藉由學校教育

體系，強化政府、機關人員及民眾對於文化資

產之認識與保存觀念，使國民得以自幼培養文

化資產保存觀念。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接受

個人、團體提報具保存價值之眷村文化資產

項目、內容及範圍，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

行細則第八條所定之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 

經前項列冊追蹤者，主管機關得按眷村

文化資產之性質，分別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十七條至第十九條、第四十六條、第六十一

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八十一條

及第九十一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之。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四條，明訂地方主管

機關應接受提報文化資產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

，列冊追蹤。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維護

眷村文化資產，應擬定保存維護計畫，並對

保存維護採取必要之適當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建置眷村

文化資產調查、採集、研究、傳承、推廣及

活化之完整資料。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二條，明訂地方主

管機關應對眷村文化資產提出維護計畫。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記錄、保存、活化

、實踐及推廣眷村文化資產保存者，得予以

獎助。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針對

發展或保存眷村文化資產者，予以獎助，以資

鼓勵。 

第十七條 眷村文化資產之登錄、保存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明訂眷村文化資產之登

錄、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訂辦法規範。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應鼓勵人民辦理無形眷村

文化資產之記錄、建檔、傳承、推廣及活化

等工作。 

前項工作所需之經費，主管機關得補助

之。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四條，主管機關應

鼓勵民間辦理無形文化資產等工作。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法應

作為而不作為，致危害眷村文化資產保存時

，得分別由行政院、中央主管機關依地方制

度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處理。 

一、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百十條，明訂中

央主管機關代行處理之權利。 

二、按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應

作為而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

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行處理者，得

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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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不作為

者，得代行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

代行處理」。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修正後之施行日期，為自公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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