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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的位階與效力 

案例 

甲學生已經網路繳費，但未按規定在註冊日回校蓋章，依學校行

政規定，視同退學處分。請問，學校的退學處分是否合法？ 
 

案例 

小華常聽說，法律和命令不一樣，又聽說只有授權命令才能用來

作為罰款的依據。到底何謂法律？何為命令？為什麼一般的命令不能

作為罰金的依據？ 
 

案例 

路邊站著一排警察，要求經過的路人下車臨檢，說是為了安全起

見，必須檢視後車箱是否藏有毒品，且順便檢查是否有攜帶駕照和行

照。沒有攜帶者，或沒有駕照者，一律開紅單處罰，沒有行照者，將

追查該輛汽車、機車是否為贓車。所以，警察將小明攔下來之後，請

小明打開後車廂。小明不服氣的說，我規規矩矩的開車，為什麼欄

我？那麼多車在我身邊，為何只選擇我？警察說是抽樣檢查。到底這

種臨檢行為是不是合法？ 

 

以上問題牽涉到的問題是：何謂「法律」、「法規」、「法

令」、這三者有無不同？法律的體系與位階、子法可不可以逾越母

法、解釋子法的範圍、命令是否都可以科予人民義務（罰款、繳

稅）……等議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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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法的位階與效力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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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字塔最能表現我國法規的體系與架構。從這金字塔可以看的

出來，我國法規分為憲法、法律和命令三種。所謂「法規」，是泛

指所有規範的合稱；而「法令」是指法律與命令的統稱，有時候我

們口語上所講的法令，可能是指法律也可能是命令，就看當事人說

的議題和內容而決定；所謂「法律」，就是指金字塔中間這一區段

的規範，也就是經過立法院三讀通過並且總統公布的程序所產生的

規範才叫作「法律」。 

這個金字塔的體系表，可以看出我們現在實施的所有規範彼此

之間的位階，是憲法最高，次為法律，再次為命令，從這體系表還

可以知道，下位階法規數量多如牛毛，越上位階法規越精簡、數目

越少，所以才會呈現一個金字塔的形狀，這一形狀指示出一個原則

是：下位階法規不得牴觸上位階法規。除此之外，這一個圖也表現

出法規的相關基本議題，如法規的效力、法規的廢止、法規的種類

等。 

本章以下各節內容就是依循著這一個體系圖的內容來簡單的講

解我國法規的基本概念。 

第二節 法與位階 

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法律不得牴觸憲法，命令

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下級機關訂定之命令不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

令。」可知我國法規可以大別為憲法、法律與命令。其位階係憲法

高於法律高於命令，而命令又以上級命令之效力高於下級命令。法

規數量及法條數，仿如金字塔般呈現，所以若以金字塔狀分析，憲

法座落於最上層，中間位次是法律，最下位階是命令。 

第一項 憲 法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其位階最高，也最抽象，條文最少，共

一百七十五條。憲法所涉及範圍甚廣，不可能鉅細靡遺的全部以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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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部法典來規範所有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分層下去，將

具體內容交由法律和命令規定，越下位階越是具體，越上位階越是

抽象。 

憲法既然是國家根本大法，而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因此，憲

法是用來保障人民的權利而不是無端限制人民的權利。能夠限制人

民權利者，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是為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

益」所必要者，才可以以法律限制之。以往我們常常聽到新聞報章

雜誌上說：憲法沒有規定，所以人民沒有這種權利。其實這種說法

是似是而非。因為憲法的本質和目的，是為了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利

而存在，而不是為了剝奪或削減人民的基本權利。 

一個國家要順利運作，人民權利要能受到保障，若每個人完全

都無止盡的發揮自身的權利，則容易產生衝突。例如：我有聽ipod的

自由，你有享受生活居家寧靜的權利，但是我喜歡搖滾樂，越大聲

越痛快，我們兩人的權利發揮到極致的時候，便產生衝突，我也影

響到附近學校和醫院所有人員的安寧權利。因此，為了維持公共利

益，我的自由應該受到限制（不是剝奪），這就是憲法第23條所講

的真諦。 

如何讓我的權利受到正當而合憲的限制？就是透過憲法的授

權，使法律在憲法授權範圍之內，去限制人民權利或科予人民義

務，而且，限制的手段要合乎比例性，這樣的限制才是合法限制。 

為什麼要用法律規定來限制，而不是在憲法規範本身就作限制

規定？因為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是作最原則性的、抽象性的規

範，若是具體的、細節的，很多繁雜的瑣碎的事項，就交由法律或

命令去規定，才不會使憲法本身看起來龐雜無章。而用法律或命令

去規範，可以針對細節、針對事項去詳細規定，則有完備的體系與

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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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 律 

憲法的下位階法規為法律。 

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應以「法律」規定之項目，有

以下幾種： 

憲法或法律有明文規定，應以法律定之者。 

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定之者。 

凡應以法律訂定之項目（即上述這幾項），不得以命令方式為

之。 

凡是「法律」，必須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及總統公布的程

序，始能稱為「法律」。包括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

法、公司法、海商法、票據法、保險法……，都是在這個位階。 

這個位階的法規，只要是經過憲法的授權，則可以科予人民義

務。換言之，立法委員制定法案時，應該考量是不是有必要限制人

民的基本權利，而考量標準是憲法第23條的內容，就是為了「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才可以以法律限制之。違背這些規定者，

則是法律逾越憲法授權範圍，是下位階規定違背上位階規定，效力

為無效。簡言之，能夠限制人民權利、科予人民義務的法規是法

律，但是法律必須在憲法授權範圍內、不牴觸憲法規定，才是合法

的法律規範。 

中央法規之制定、施行、適用、修正及廢止，除憲法另有規定

外，均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來做。 

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律」得定名為「法」、

「律」、「條例」或「通則」。所以，只要是該項法規名稱最後一個

字或最後二個字是以「法」、「律」、「條例」、「通則」命名

者，就是屬於「法律」的屬性。例如：民法、刑法、戒嚴時期人民

受損權利回復條例、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例、三一九槍擊事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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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國家公園管

理處組織通則、地方稅法通則、監獄組織通則、少年觀護所設置及

實施通則……。 

第三項 命 令 

金字塔的最下面一層次的規範稱為「命令」，是所有法規當中

最多最繁雜的一項。命令是由行政機關自行發布者，稱為「行政命

令」。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規定，「命令」通常以「規

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

「準則」名稱命之。這名稱和法律的命名規則一樣，都是用最後兩

個字來決定法規的屬性和位階。 

根據行政程序法規定，行政命令包括「法規命令」和「行政規

則」。 

 
 

 
 

請注意，「通則」是法律位階，「準則」、「細則」與「規則」是

命令位階。 
 
 

法規命令 

法規命令係指授權命令，顧名思義，是行政機關制定命令時，

根據上位階法律的授權，對不特定多數人所制定的抽象性對外規

範。 

在命令位階，可以科予人民義務的法規，是授權命令。因為授權

命令是經由法律的授權，所以可以科予人民義務，但是必須在法律

的授權範圍之內，若超出法律的授權範圍之外而科予人民義務，如

納稅、如罰款等等，為不合法的授權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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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規範雖然內容已經比憲法具體，卻也傾向於原則性和抽象

性規範，遇有規範內容屬於具體落實或細膩性者，或內容必須按照

機關或團體或個人的需求者，若用法律規定，將使該部法典的內容

繁雜，因而通常另以命令規範。例如：關於政府採購法何時開始實

施，其具體落實為何，若規範在政府採購法當中，則有體系龐雜而

未盡之感，故以「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另作規範，所以政府採購

法施行細則第1條就開章明義的揭示：「本細則依政府採購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一百十三條規定訂定之。」這就是授權給行政機關去

制定法規命令的依據，而不考慮將有關的具體事項在法律的位階

（政府採購法）當中來規範。 

行政規則 

「行政規則」，顧名思義，是行政機關基於職權，為了規範機

關內部秩序與運作所下達之命令。 

行政規則是不同機關依其需要而制定，所制定命令的內容，無

須法律授權。 

行政規則的內容包括兩種，一為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分配、

業務處理方式、人事管理等一般規定；一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

一解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頒訂之解釋性規定及裁

量基準。簡言之。行政機關依其職權所發布的命令可以大別為組織

性命令、作業性命令、裁量性命令，以及解釋性命令。 

依據命令性質，有以「發布」方式，有以「下達」方式為之。 

若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

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立法

院。」則可以知道，命令分為「授權命令」和「職權命令」。根據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與根據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60條至第63條之規

定，授權命令和職權命令經行政機關訂定之後，應立即送交立法院

審查，但是根據行政程序法的分類，則解釋上僅有授權命令必須送

交立法院審查方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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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命令 

另外，總統在國家遭遇天然災害、瘟疫、財政上重大變故時，

須為緊急處分，所下的命令稱為「緊急命令」。緊急命令的制定程

序，原本根據憲法第43條規定，必須是總統在立法院休會期間，遇

有發布緊急命令之必要時，得經行政院會議決議，依據緊急命令法

發布，並先為必要的處置。緊急命令發布之後，應於一個月之內提

交立法院追認，如立法院不同意時，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但是，

最新的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3項已經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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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緊急命令可以暫時凍結所有現行法規的效力，因此有凌駕

任何法規的功效，雖名為命令，卻不宜置放於最下層命令之位階。 

第三節 法的效力 

第一項 牴觸上位階法規之效力 

法規的位階分為金字塔形狀，其最大的實益性在於，下位階法規

不得違反上位階法規。 

憲法第171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憲法第172條規定，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法官在審判

時發現法律或命令違背憲法之規定者，可以停止訴訟聲請釋憲。 

至於命令牴觸法律者，應視法規命令牴觸法律或是行政規則牴

觸法律。如前所述，法規命令訂定之後，應立即送交立法院審查，

若發現有違反、變更或牴觸法律者，或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卻以命

令規定者，應提報立法院院會，經決議後通知制定的行政機關更正

或廢止，若不更正或廢止，則於二個月之後失效。若經立法院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