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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984號 委員 提案第 2410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鑑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十九條之規定，原住民得因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非營利，

於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等採集自然資源行為

。於獵捕野生動物時，所能使用之工具，依現行法規定僅限

於自製獵槍，然自製獵槍無論性能或安全性上皆具有很多問

題，導致原住民族在使用上容易發生誤傷人或傷己之情形。

此外一般國人對於槍枝具有過多之恐懼，且為避免原住民族

使用槍枝之行為遭有心人士濫用，應特別訂定管理方式，使

槍枝能於檯面上合法管制，形塑出合法槍枝性能與安全皆無

疑慮，相較之下使用非法槍枝於性能或安全上皆無優勢，更

負擔違法之成本，使市場機制淘汰違法槍枝製造商，更能給

予原住民族安全之用槍狩獵環境，亦不影響一般人民安全、

社會秩序，爰制定「原住民族狩獵用槍枝彈藥許可與管理條

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基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原住民族得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非營利之原因

，獵捕野生動物等採取自然資源之行為，然所使用之槍枝卻因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之限制，使原住民族極度困難甚至無法持有、使用性能與安全性較為優良之槍枝，進而

導致原住民族因為槍枝過於容易走火，時常發生意外走火而傷己、傷人案件。 

二、依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科學進

步及應用之惠（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recognize the right of everyone：（b）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ts applications），故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應可以

隨科技之進步而使用更加精良之槍枝，更進一步言，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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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使用之槍枝，相較日據時期及民國初期所能使用槍枝技術更為落後，常遭譏槍枝技術

退步兩百年。 

三、本條例規範重點在於獵槍彈藥使用執照與槍枝執照，類似於行車道路之管理方式，分別有

駕駛執照與行車執照，獵槍彈藥使用執照類似於駕駛執照之概念，經由專門之課程及測驗

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執照，據以管制槍枝彈藥使用人；槍枝執照則係如同行車執照，

由主管機關檢驗性能與安全性，達一定標準核可後，核發槍枝執照，此規範具有兩方面優

點，對於原住民族而言，由於經主管機關核可後之槍枝性能與安全性較佳，使用之意願較

高；另一方面，對於槍枝管制而言，經登記後主管機關在檢查與管制時較為明確，整體上

，由市場機制篩選，能進一步減少槍枝黑數，避免槍枝濫用所產生之弊害。 

四、此外參酌各國槍枝開放情形，對於社會治安之影響或自然生態環境、狩獵野生動物之情形

等狀況，並無因為槍枝開放而造成嚴重問題，且本條例所允許之槍枝係單發裝填式槍枝為

限，較國外允許自用之自衛民用武器更為嚴格，且與各國狩獵槍枝相比更為謹慎，於論理

法則上，應無疑慮。 

五、詳見草案總說明與條文說明。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廖婉汝  林思銘  林文瑞  曾銘宗  吳斯懷  

陳超明  鄭正鈐  林為洲  陳以信  葉毓蘭  

洪孟楷  賴士葆  林奕華  魯明哲  徐志榮  

李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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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狩獵用槍枝彈藥許可與管理條例草案總說明 

原住民族狩獵為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慣習之重要部分，而原住民族在獵捕野生動物時，所使

用之工具，隨科學之進步，早已於清朝及日據時期即已使用獵槍為狩獵之工具，惟因現行《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範，導致原住民族使用槍枝上產生諸多限制，合法槍枝之殺傷力、單位動能

與安全性較日治時期所使用之槍枝更差，以至於原住民族使用獵槍狩獵時常產生因槍枝不良而過於

容易產生走火傷人、傷己之案件。 

依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科學進步

及應用之惠（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recognize the right of everyone：（b）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ts applications），因此對於原住民族應有權利使用性能與安全

性較為良好之槍枝為狩獵之工具，進一步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亦明定國家應保障及發展原住民族文化，就狩獵槍枝本

即屬於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之一環，而並無僅以自製槍枝使能為傳統文化的範疇。 

現行行政機關與法院對於是否屬於傳統文化之認定，往往是以是否能裝填制式子彈為判斷依

據，然僅需槍管口徑符合子彈大小，且上膛能將藥室完全閉合，任何類型槍枝皆能裝填、擊發制式

子彈，以是否能裝填制式子彈之方式，判斷是否屬於傳統文化，實屬無據。 

以社會治安與槍枝管制的立場，開放原住民族使用制式槍枝，認為因火力過於強大而造成社

會秩序之問題，或是藉由原住民族走私槍枝到非原住民族市場，以合法掩護非法云云，此種顧慮以

槍枝管制之角度析之，本條例所開放之槍枝僅以單發為限，無論在於步槍或獵槍上接受此限制，且

對於槍身總長度具有限制，口徑亦有所限制，以上三種限制，乃針對火力、隱蔽攜帶性、社會危險

程度作出管制。 

詳言之，單發裝填系避免持槍者用槍枝掃射，且目前原住民族狩獵環境中，尚無連發射擊、

狩獵之需要；槍身最短長度限制，乃參考美國《槍械管理法（1968 GCA，Gun Control Act）》《

槍枝持有者保護法（GOPA，Gun Owner's Protection Act）》等規定，避免槍枝過於容易攜帶，而攜

槍至人群聚集地射殺，造成民眾恐慌；末者，限制槍之長度上限及口徑上限，乃對於槍枝火力做出

限制，避免使槍枝被使用在非傳統文化、祭儀、自用等狩獵用途上。 

綜上，本條例所允許狩獵用槍枝相較幫派分子或販毒集團所憑藉，擁槍自重之槍械種類更無

火力上優勢，若欲由原住民族合法掩護非法持有槍枝，並無任何優勢，且本條例亦規範持有槍枝上

限及對於槍之保管收藏有一定規範，且有定期、不定期的稽核檢查，因此在開放原住民族使用制式

槍之後，以論理法則上應無使治安惡化之情事。 

就生態保護之角度觀之，使用火力較差之槍枝，將無法有效射殺野生動物，常導致野生動物

負傷逃亡至人無法安全取得之場所，例如：深谷、洞穴等，惟因中槍受傷亦導致失血死亡，最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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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符合動物人道精神，亦造成資源之浪費。此外，針對外界質疑，若使用性能較好之槍枝，是否會

造成大量射殺、獵捕野生動物，而造成生態上之浩劫或相關問題，此部分如前所述，使用較好槍枝

可以避免動物因逃跑而無法獵捕之資源浪費。 

於肯認原住民族文化之前提下，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至槍枝使用層面，若無重大對於社

會發展、國家安定之因素，不該限制原住民族使用制式獵槍之權利，觀加拿大原住民族狩獵火器法

規定。 

有鑑於原住民族使用槍枝發生意外事件時有所聞，且基於國際公約及憲法增修條文之精神，

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及生存權；同時顧及環境維護，擬具《原住民族狩獵用槍枝彈藥許可與管理條例》

，本條例規範架構及要點如下： 

一、第一章為本條例之總則規範，包含立法目的、槍枝定義、用詞定義及主管機關。（第一條至第

四條） 

二、第二章規範本條例獵槍彈藥使用執照，規範各種獵槍彈藥使用執照之權利義務，及考照資格、

程序，並且明定吊銷與復權之相關規定。（第五條至第十條） 

三、第三章規範本條例槍枝執照，明定槍枝申請程序與限制，及相關注意事項。（第十一條至第十

八條） 

四、第四章關範本條例相關罰則，概以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各類槍枝、彈藥及其主要組成零

件。（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四條） 

五、第五章關於本法施行後與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相關法規之競合與法條適用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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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狩獵用槍枝彈藥許可與管理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一、本章規範本條例中所稱之槍枝種類與各名

詞定義。 

第一條 為保障原住民族依傳統文化、慣習、

自用等情形，安全使用槍枝獵捕野生動物，

並且防止槍枝濫用，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

本條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本條例乃確保原住民族能依據原住民族基

本法之規定獵捕野生動物，且安全有效使

用槍枝，此外，更同時明確槍枝使用規範

，周全整體社會安全、生態保育。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之槍枝如下： 

一、甲種槍類：步槍。 

二、乙種槍類：獵槍、空氣槍。 

三、丙種槍類：各式自製或改造槍枝。 

前項槍類，包括彈藥與其主要組成零件

。 

第一項槍類，以單槍管且手動單發裝填

槍種為限。手動單發裝填，係指槍身內無儲

存彈藥與自動裝填彈藥之機件，並需以手動

方式完成每一發彈藥裝填，且無據為全自動

或半自動射擊者。 

第一項槍類，全槍總長頇三十英吋（約

七十六點二公分）以上。 

甲種步槍與乙種空氣槍之口徑，不得超

過零點三零八英吋。乙種獵槍之口徑，不得

超過十八點五毫米（12 GAUGE）。丙種自

製或改造槍枝之口徑，不得超過二十毫米。 

第二項主要組成零件種類，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一、明定本條例中槍枝之定義。 

二、參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自衛

槍枝管理條例》區分槍枝種類，且參酌原

住民族實際狩獵情形，包含獵捕野生動物

種類、狩獵場域環境之考量，僅列步槍與

獵槍及空氣槍。 

三、因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原住

民族僅能使用自製槍枝方為合法，故對於

原住民族使用槍枝狩獵的過程之中產生許

多風險，並且每年皆有意外發生，故明確

化槍枝規格。 

四、再者依據日本《銃砲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

》及《銃砲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施行細則

（銃砲刀剣類所持等取締法施行規則）》

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除狩獵用步槍槍枝

彈匣以六發為限，非步槍之獵槍則以三發

為限（令第九条第二項第二号及び第二十

七条第一項第三号の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実

包又は金属性弾丸の数は、六発（ライフ

ル銃以外の猟銃にあつては、三発）とす

る。）。 

五、且依據上開施行細則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狩獵用步槍口徑為 10.5 毫米（約零點

三四英吋），其餘獵槍為 12 GAUGE。第

二款規定空氣槍則為 8 毫米（零點二六英

吋）(令第九条第二項第三号及び第二十七

条第一項第四号の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口径

の長さは、次に掲げるとおりとする。た

だし、専らとど、熊その他大きさがこれ

らに類する獣類の捕獲（殺傷を含む。）

の用途に供する猟銃の口径の長さ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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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安委員会規則で定める。 

一 猟銃 

イ ライフル銃 十・五ミリメートル 

ロ ライフル銃以外の猟銃 十二番 

二 空気銃 八ミリメートル)，較本條例

規定更為寬鬆。 

六、同時參酌美國《國家火力武器法（NFA，

National Firearms Act）》、《槍械管理法

（1968 GCA，Gun Control Act）》《槍枝

持有者保護法（ GOPA ， Gun Owner's 

Protection Act）》等規定，關於槍枝規格

部分頇有一定長度，以避免槍枝過於容易

隱蔽攜帶，而產生對社會秩序造成影響，

另規範口徑大小以確保槍枝殺傷力不會過

於強大，而導致狩獵環境遭受意外破壞。 

七、此外，以單發裝填之槍械為合法使用之狩

獵工具亦係避免持槍者以掃射之方式影響

自然生態環境或社會秩序。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獵槍彈藥使用執照：指原住民經法定程

序考核，取得由主管機關核發之槍枝及彈

藥使用執照。 

二、槍枝執照：指經主管機關驗證，功能正

常及使用安全之槍枝。 

三、槍枝代管人：指因槍枝所有人因本條例

之規定不能合法登記持有槍枝時，依法由

第三人代為持有該槍枝，但不得登記為該

槍枝之所有權人。 

一、本條例中之名詞定義。 

二、本條例之規定以獵槍彈藥使用執照與槍枝

執照為規範架構，以獵槍彈藥使用執照規

範與考核獵槍使用人資格與相關的權利義

務；另槍枝執照則係規範何種槍枝為合法

，經由主管機關之認定，確認安全與性能

無虞。 

三、此規範架構類似於汽車行駛執照與駕駛人

駕駛執照之管制，區分行車執照與駕駛執

照，對於管制之標的有所不同，如同對於

槍枝管理登記與槍枝使用人之管理之不同

。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明定本條例主管機關。 

第二章 獵槍彈藥使用執照 第二章 之名稱，因獵槍彈藥使用執照

為最主要能使用槍枝之條件，故於第

二章優先規範。 

第五條 本條例所稱之獵槍彈藥使用執照如下

： 

一、一般使用執照：原住民十八歲以上且參

與部落、部落公法人或主管機關辦理之一

般使用執照講習課程，通過考驗，並經部

落會議同意者。 

二、狩獵學習執照：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一、本條明定本條例中各種執照之類型。 

二、鑑於甲、乙類槍種之性能穩定，為確認使

用者是否俱備正確使用槍枝之能力與避免

槍枝不當使用，特參考日本《銃砲刀劍類

所持等取締法》以及《獵銃免許取得》之

規定，要求甲乙種槍類申請持有人需先進

行相關學術科教育與考詴，以執照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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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部落或部落公法人以部落會議同意

者。 

三、狩獵講師執照：於本條例施行前已具有

充分狩獵經驗，並經部落或部落公法人以

部落會議認定者；或於本條例施行後，領

有一般使用執照滿五年，並經部落或部落

公法人以部落會議同意者。 

前項各款之獵槍彈藥使用執照，參與部

落或部落公法人辦理之講習課程及考驗者，

由部落或部落公法人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後

核發之；參與主管機關辦理之講習課程及考

驗者，直接由主管機關核發。 

考核方式審定之。原住民未取得使用執照

前，不得申請購置與持有本條例所訂之甲

乙類槍種。 

三、為考量部落耆老已有長年之狩獵經驗，且

依部落傳統文化中，長老、勇士具有各自

之文化意義，若法律強行命其考照，將有

礙於文化傳承。另對於狩獵文化除槍之使

用之外，尚對於狩獵禁區、祖靈聖地，狩

獵數量，各部落皆有其獨特之文化，因而

頇另設立狩獵講師執照，於槍枝使用之外

，尚有文化傳承之意義。 

四、為尊重部落自主文化，對於獵槍使用執照

課程，在於槍枝技術操作上面由主管機關

予以專業技術之指導與支援，因此兼顧兩

者之重要性，第二項明訂主管機關與部落

或部落公法人得成為核發執照之機關。 

第六條 部落或部落公法人辦理狩獵槍枝彈藥

使用講習課程，應將課程及師資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主管機關應提供槍枝結構或技術上

之協助。 

部落或部落公法人得辦理非所屬本部落

或部落公法人原住民成員，狩獵槍枝彈藥使

用講習課程之代訓，並代為報請主管機關核

發獵槍彈藥使用執照。 

使用人所屬部落如未能辦理講習課程與

考驗，使用人得申請參與主管機關開設之原

住民族槍枝彈藥使用講習課程與考驗。 

一、明定本條規範一般使用執照之講習課程及

核發程序。 

二、兼顧原住民族使用槍枝之安全及部落狩獵

規範，由經主管關機所核准之部落開設課

程。 

三、惟部落之狩獵與歐美國家之狩獵不同，部

落狩獵頇遵循一定規範，包含狩獵之時間

與不得狩獵之區域，此屬原住民族狩獵文

化中不可分離之一部，因此特以法律規定

原住民部落經主管機關核准。 

四、在考量現行各部落對於青少年狩獵技巧的

培訓需求後，特增設原住民族槍枝彈藥學

習執照制度，以保障傳統文化得以延續。 

第七條 原住民族槍枝彈藥學習執照為十四歲

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原住民青少年持有使用槍

枝、彈藥之許可憑證，由一般使用執照或講

師執照持有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學習許可後發

給之。 

一般使用執照或狩獵講師執照持有人，

限申請一名狩獵學習執照，但如狩獵學習執

照之人為一般使用執照或狩獵講師執照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規範學習執照相關程序與權利義務。 

二、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於祭儀期間，非單

一個人之活動，而是整個部落之事務，因

此對於未滿十八歲之少年，雖非狩獵之主

要人物，但仍有持槍用槍之過程。 

三、另基於文化傳承之角度，對於原住狩獵及

用槍之過程皆有文化上意義，縱未滿十八

歲仍有義務需學習文化，及肩負傳承文化

之意義。 

四、綜上，於本條中特規定原住民族實習執照

。 

第八條 狩獵講師執照於狩獵槍枝彈藥講習課 一、明定狩獵講師執照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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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具有優先擔任課程講師之資格。 

若因本條例規定而遭吊銷獵槍彈藥使用

執照者，不得考取狩獵講師執照。 

除前二項之規定外，狩獵講師執照之權

利義務與一般使用執照同。 

二、原住民現已有部落耆具有豐富的狩獵經驗

，藉由本法之程序取得狩獵講師執照，對

於原住民狩獵文化上，自能肩負起傳承之

責任。 

三、然，課程之開設除由部落開設外，亦由主

管機關開設，主管機關於開設課程時，亦

應優先遴聘具有講師執照之部落耆老但人

課程之講師。 

四、為考量有部落可能產生，部落內無人具有

講師執照之情性，故若主管機關衡酌情形

，亦得依據第一項之反面解釋遴聘無講師

執照之人擔任講師。 

五、講師資格具有其特殊性與重要性，故若因

本條例之規定吊銷執照，則不得再考取講

師執照，但得依本法之規定考取一般執照

。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參與槍

枝彈藥使用講習課程與考驗及領用原住民族

槍枝彈藥使用執照，已領有原住民族槍枝彈

藥使用執照者，應予吊銷。 

一、未滿十八歲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曾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奪、強盜

、恐嚇、擄人勒贖、妨害性自主、懲治走

私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組織犯罪條

例之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確定者

。 

四、患有精神躁鬱以及酒精、麻醉劑、興奮

劑中毒者。 

五、曾犯本條例之罪且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

確定者。 

六、服用毒品、酒類、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品，致不能安全使用槍枝而攜帶已上

膛之槍枝外出者。 

七、喪失原住民身分者。 

八、其他違反部落狩獵規則情節重大，且經

所屬部落決定吊銷者。 

一、明定獵槍彈藥使用執照之消極資格。 

二、參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日本《

銃砲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美國《國家

火力武器法（NFA，National Firearms Act

）》、《槍械管理法（1968 GCA，Gun 

Control Act）》《槍枝持有者保護法（

GOPA，Gun Owner's Protection Act）》、

加拿大《火器法（Firearms Act）》等規定

，對於槍枝執照取得之消極資格規定。 

三、另因原住民身分之特殊性及尊重部落傳統

狩獵文化與習俗，另於本條第七、八款中

規定，若喪失原住民身分，或違反部落規

定，部落向主管機關申報後，主管機關應

吊銷當事人之烈槍使用執照。 

第十條 因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而吊銷

執照者，若該限制條件不存在時，得再次考

取獵槍彈藥使用執照。 

因前條第四款之規定而吊銷執照者，嗣

後經醫療機構認定其已有充分認識，能安全

一、明定獵槍彈藥使用執照遭吊銷後復權之相

關規定。 

二、因年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而吊銷執照，

俟年齡滿 18 歲時或監護、輔助宣告經撤

銷後，自無該當本條例之消極資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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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槍枝者，得再次考取獵槍彈藥使用執照

。 

因前條第六款之規定而吊銷執照者，兩

年內不得再考取；再犯或致人死傷者，終身

不得再考取。 

因前條第八款之規定而吊銷執照後，經

部落決定恢復其獵槍彈藥使用權利，以書面

方式報請主管機關免經考取，核發獵槍彈藥

使用執照。 

應得再次申請、考取相關執照。 

三、酒精、藥物中毒者或精神疾病而無法安全

使用獵槍，精醫療機構認定相關病症以有

效控制後，得再次申請、考取獵槍執照。 

四、參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

對於酒後持有已上膛之槍枝，應比照醉態

駕駛之規定吊銷執照。 

五、尊重部落相關狩獵傳統、文化等相關規範

，若行為人違反相關規定，則應依部落相

關規範及決議再次核發相關使用執照。 

第三章 槍枝執照 章名 

第十一條 除本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外，未取

得一般使用執照者或講師執照者，不得申請

、領用甲、乙槍枝執照。 

原住民得購置使用甲、乙種槍枝。購置

前需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與同意文件： 

一、一般使用執照或講師執照。 

二、槍枝型號、型錄及數量明細表。 

三、申請書。 

原住民族應於完成前項槍枝購置持有之

翌日起七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驗。主管

機關應於十五日內完成查驗並核發槍枝執照

。 

一、槍枝執照之申請。 

二、比照現行魚槍及射擊協會槍枝協會申請槍

枝之程序及方式，訂定相關程序。 

第十二條 原住民製造、運輸、持有、出借、

轉讓、繼承、出租、出借或寄藏丙種槍枝，

應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許可。 

槍枝執照限用二年，期滿應即繳銷。期

滿前十五日需進行查驗槍枝換領新照。 

一、槍枝移轉之規定。 

二、參酌現行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日本《銃砲

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美國《國家火力

武器法（NFA，National Firearms Act）》

、《槍械管理法（ 1968 GCA ， Gun 

Control Act）》《槍枝持有者保護法（

GOPA，Gun Owner's Protection Act）》、

加拿大《火器法（Firearms Act）》等規定

，對於槍枝之移轉，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三、參酌前開法律，對於槍枝使用年限，及相

關安全性之應為定期檢驗。 

第十三條 原住民得購置甲、乙種槍枝所用之

彈藥，其統籌彈藥供應配售之方式，由主管

機關定之。 

參酌台灣地區獵用彈藥獵槍配件供銷管理辦法

，對於獵槍使用之彈藥應由主管機關加以配售

。 

第十四條 原住民持有槍枝，每人以二枝為限

，每戶不得超過六枝。 

有申請狩獵學習執照者，每張狩獵學習

一、槍枝執照申請領用數量上限之規定。 

二、因狩獵習慣及所獵動物之不同，搶之的需

求亦有所不同，故於第一項規定相關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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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得增加一枝槍枝執照，不受前項數量之

限制。 

數量。 

三、因原住民狩獵文化傳承需要，因此對於有

狩獵學習執照之人，得申請槍枝。 

第十五條 原住民依本條例規定購置使用、製

造、販賣、運輸、轉讓、出借、出租、持有

、繼承、寄藏或陳列本條例第三條所定槍枝

、彈藥或主要組成零件者，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團體或廠商得製造、販賣、運輸、轉讓

、持有、寄藏、陳列及檢驗本條例第三條所

定之甲、乙種槍枝、彈藥與主要組成零件。

其製造、販賣、運輸、轉讓、持有、寄藏、

陳列及檢驗之行為，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 

本條許可，得委由內政部警政署承辦。 

槍枝移轉應經主管機許可。 

第十六條 有下列之一情形者，槍枝應予沒入

或給價收購，彈藥亦同，槍枝執照應予註銷

： 

一、依本條例第九條吊銷原住民族槍枝彈藥

使用執照者。 

二、槍枝毀損致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死亡後繼承人未於六個月內取得

原住民族槍枝彈藥使用執照者或向主管機

關申請代管。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繼承人，於繼承之次

日起，得寄藏槍枝與彈藥六個月。 

參照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沒入及給價收購之

規定，訂定相關槍枝及彈藥沒入或給價收購之

規定。 

第十七條 未滿十八歲之原住民族因繼承而持

有槍枝者，該槍枝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

八條規定按繼承順位訂定槍枝代管人。 

無前項之繼承人或前項之繼承人皆不同

意為代管人時，主管機關應諮商繼承人之部

落，訂定由部落或各地方警察機關為代管人

。 

前二項槍枝代管人，除有特殊重大事項

外，不得使用代管槍枝。 

前項特殊重大事項由主管機關會同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訂之。 

槍枝使用人死亡時，槍枝上有文化傳承之意義

，因此本條另規定依民法繼承之方式，訂定代

管人；惟部分部落習俗上，女子不得使用槍枝

，故另訂無人代管時由機關代管之。 

第十八條 本條例之槍枝若作為刑法或其他非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犯罪工具者，沒收

該槍枝。 

明定原住民將槍枝作為刑法犯罪之工具時應沒

收之，然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亦屬特別刑

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適用原則，原住民之

獵槍應優先適用本法，故明定排除沒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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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罰  則 章名 

第十九條 原住民初次遺失槍枝、彈藥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鍰。再犯者，吊銷其

原住民族槍枝彈藥使用執照與槍枝執照並沒

入所持有之其餘槍枝、彈藥。 

原住民經許可持有之槍枝應於帄日儲放

時加裝扳機鎖，或於其居住地之適當場所設

置鐵櫃儲存以為防盜之用。違反者，處新臺

幣二千元罰鍰。 

違反槍枝彈藥保存規定。參酌現行自衛槍枝管

理條例、日本《銃砲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第

五章、加拿大《火器法（Firearms Act）》138

條以下等規定，訂定罰則。 

第二十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販

賣甲種步槍、乙種獵槍者，處一年以上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

項所列槍枝於無獵槍彈藥使用執照者，處一

年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寄藏或持有第一項所

列槍枝者，處一年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遂犯罰之。 

未經許可處分甲、乙種火藥槍之刑罰規定。參

酌現行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日本《銃砲刀劍類

所持等取締法》第五章、加拿大《火器法（

Firearms Act）》138 條以下等規定，訂定罰則

。 

第二十一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

販賣乙種空氣槍者，處一年以上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

項所列槍枝者，處六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寄藏或持有第一項所

列槍枝者，處六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遂犯罰之。 

未經許可處分乙種空氣槍之刑罰規定。參酌現

行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日本《銃砲刀劍類所持

等取締法》第五章、加拿大《火器法（

Firearms Act）》138 條以下等規定，訂定罰則

。 

第二十二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

販賣、轉讓、出租、出借、寄藏、持有丙種

槍枝或自製改造定裝彈者，處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未經許可處分丙種槍枝之刑罰規定。參酌現行

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日本《銃砲刀劍類所持等

取締法》第五章、加拿大《火器法（Firearms 

Act）》138 條以下等規定，訂定罰則。 

第二十三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

運輸甲種步槍、乙種獵槍或甲種步槍與乙種

獵槍所用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者，處六個月

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

項零件者，處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或寄藏第一項所

列零件者，處三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未經許可處分各類槍枝或槍枝子彈之組成零件

之刑法。參酌現行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日本《

銃砲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第五章、加拿大《

火器法（Firearms Act）》138 條以下等規定，

訂定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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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四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

運輸甲種步槍與乙種獵槍之子彈者，處一年

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甲

種步槍與乙種獵槍之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或寄藏甲種步槍

與乙種獵槍之子彈者，處六個月以上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未經許可處分甲、乙種槍枝子彈之刑罰規定。

參酌現行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日本《銃砲刀劍

類所持等取締法》第五章、加拿大《火器法（

Firearms Act）》138 條以下等規定，訂定罰則

。然因避免原住民獵槍子彈遭有心人士利用，

故對於子但管理之罰則比照槍枝。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自衛槍枝管理條

例而持有本條例所訂之甲、乙種槍枝者，得

於依本條例取得原住民槍枝彈藥使用執照後

，換發槍枝執照。 

本條例施行前經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

理辦法許可持有自製獵槍者，得逕依本條例

換發丙種槍枝執照。 

前項換發期間自施行之日起三年內。 

一、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七條，針對同一事

項本條例施行後自應依本條例規定處理，

本條係針對相關執照轉換之規定予以明文

。 

二、本條例施行前已由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或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其辦法申請持有合

法槍枝，於本條例施行後，對於相關槍枝

管理即應適用本法之規定，故於本條中明

訂得合法換發，及換發期間。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起訴或審判之案件亦適用之。 

本條例施行前，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八條判刑確定者，得依本條例聲請再審

。 

一、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應適用有利於

被告之法律，本條例施行後對於被告之規

範優於修正前之法律，綜於已系屬於法院

之案件，亦應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二、按行是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之規定同一行

為之規定經修法後應屬於得申請再審之事

由，以本條明文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持有本條例所規

範之槍枝者，得依本條例之規定，補正相關

程序取得槍枝執照。 

法院不得就未申請前之行為態樣予以訴

追及裁判。 

本條例施行前對於槍枝之事實態樣，得於本條

例施行後，給予當事人補正相關程序，而合法

取得。且司法機關不應藉由人民合法申請，而

訴追之前機關怠惰未發覺之違法狀態。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許可申請、期限、吊銷、

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相關子法訂定之授權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