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 :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2005年民國 94年 06月 10日修正)方中士

註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案：在確立國家主權以獲得國際承認的政治壓力下維

持憲法一中原則，以免造成在對岸反國家分裂法的一中框架下立即對決衝突）， 

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 

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案：指原國民大會修憲權 2005年第 7次修憲後，因

廢除了國民大會，並配合公民投票法的制定，所以，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2條

的修憲程序規定，我國現在修憲的程序可分為提案機關→立法院；必須經由立法

委員 1/4提議，3/4出席，出席代表 3/4的決議； 

複決程序→公告半年後經公民投票複決，且須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的半數。

始能修憲；此修憲極高門檻等同於藉由公民不投票法的框架剝奪了台灣地區改變

一中憲法的合法程序），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 

  

第 1 條  （人民行使直接民權）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 

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四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 

定（案：原修憲案與領土變更案須由國民大會複決，今改為由公民投票強制複決，

實踐憲法參政權之意）。 

憲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案：原憲法

25-34條為國民大會專章 135條為特殊身分國代產生依據經此而予以凍結）。  

第 2 條  （總統、副總統）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 

五（案 1996年李登輝成了第一任人民普選的民選總統，間接標示了台灣作為一

國家的獨立主權地位）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 

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案：此為相對多數決，此製度

也埋下之後總統制與內閣制紛爭的根源）。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定之（案：此為總統直

接普選制，國代委選總統制經修憲凍結，行政院長成了總統的擋箭牌成了總統的

幕僚長）。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 

法院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案：此削

弱原憲法行政院長的副署牽制總統權力，讓總統由原先較傾向虛位元首制轉為有

實權的雙首長甚至是有權力獨大的總統制，乃成了修憲後的政爭亂源）。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 



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 

制。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 

急命令立即失效（案：緊急命令權是總統擴權的緊急處分原憲法行政院長有透過

行政院會是否通過緊急命令牽製總統，另增修條文把三十日內立院追認改為十日，

藉此限制總統擴權）。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案：這國家安全會義與國家安全局成了行政院外的太上機

構，等於超出立院監督的非常太上單位）。 

 

不信任案：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 

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 

法院。立法院解散後，應於六十日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 

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其任期重新起算（案：修憲後立法院成了制衡總統擴權的

唯一機關，此改選與自行集會的用詞便有此意）。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 

規定（案：由原憲法總統任期 6年改為 4年）。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 

補選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九條之有 

關規定（案：）原憲法總統由國民大會補選修憲後則由公民直接普選來補選。 

罷免總統：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 

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 

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案：立法院經修憲已成為唯一制衡行

政權的民意機構，但在公投法的過高通過門檻限制下，這條罷免條文讓罷免幾乎

不可能）。 

彈劾總統：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 

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編案：彈劾雖不必經不可能通過的公民投票但因

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此設計不甚符合職權分立原則）。  

 

第 3 條  （行政院）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案：直接任命而不須經立法院同意，此設計使總統擴



權而使行政院長成了幕僚長）。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 

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案：

指原憲法要求「但總統須於四十日內咨請立法院召集會議，提出行政院院長人選

徵求同意。行政院院長職務，在總統所提行政院院長人選未經立法院同意前， 

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案：原

憲法立院有較強大制衡行政院權力）： 

質詢、複議與不信任案：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 

    ，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 

    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 

覆議。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 

    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三、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 

    任案。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 

    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 

    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案：

此為因應中華民國治權僅止於台澎金馬地區故有需國家行政組織再造以符合現

實之需要之憲法依據 

 

第 4 條  （立法委員之選舉）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於每 

屆任滿前三個月內，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 

條之限制（案：原憲法依全中國人口與行政區劃分分配之立法委員名額與任期不

符台灣現實條件而予以凍結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 

區選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 

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 

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 

，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 

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案：修憲條文特增入此針對領土變更案的超高

門檻限制是為了防堵透過修憲以達到變更國名、疆域等攸關主權之國家認同修憲

議案，避免台灣實質由原中華民國主權定義中獨立出來的可能性）。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 

議七日內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應由新任立法 

委員於就職後追認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鍽案：此為立

法院對總統職權的牽制）。 

 

彈劾總統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 

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不適用 

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案：此修憲條文凍

結了原監察院彈劾總統的職權）。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 

法第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案：修憲條文加入會期間則非會期則可予以逮

捕拘禁）。 

 

第 5 條  （司法院）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 

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 

十九條之規定（案：原由監察院同意改為由立法院同意並明定 15位名額）。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 

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 

、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 

，任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 

、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 

憲（案：在修憲條文中明訂不得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此雖是一戰鬥性民主的表

現但也是有前提的國家認同並不符合民主憲政主權在民的核心價值）。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第 6 條  （考試院）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 

定（案：修憲後已限縮考試院職權）： 

一、考試。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 

同意任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

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 

用（案：把原憲法監察院的同意權改由立法院行使；至於原憲法依省區分配名額

因中華民國只剩台灣一省而不適用故予以凍結）。 

 

第 7 條  （監察院）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 

十條及第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案：修憲後凍結原監察院的同意權）。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 

六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 

之規定停止適用（案：修憲後將監察委員之依省區選舉改為由總統任命由立法院

同意也就大富削弱了其憲政民意合法性）。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 

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 

九十八條之限制（案：這只由原 1人提出改為 2人提出）。 

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 

七條第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案：這等於限縮了監察院

作為民意機構的性質）。  

 

第 8 條  （待遇調整）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者外，單獨增加 

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  

第 9 條  （省縣自治） 

省、縣地方制度，應包括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 

十二條之限制（案：因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只限於台灣一省，凡原憲法中有關省自

治條文被凍結以符現實）： 

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 

    統任命之。 

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案：原民主憲政應民選之自治省政府與省議會皆改為官派且為象徵作

用）。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 

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五、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 

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第 10 條  （基本國策）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 

視水資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原則；其管理、人事、 

預算、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 

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 

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 

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 

予以保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 

一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案：原憲法明文規定教科文經費預算定額不符實際限

憲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第 11 條  （兩岸關係）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 

特別之規定。  

第 12 條  （憲法修正案之提出）  

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 

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不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案：指原憲法修憲須經國民大會之規定

因國民大會機構已遭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