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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最高法院處務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自六十一年十一月十日訂

定發布以來，歷經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三月十五日

修正發布。茲因大法庭新制將自一百零八年七月四日實施，判例選編

、變更制度及決議統一法律見解之制度均廢止，故本規程有修正之必

要，爰擬具本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目前僅候補法官之裁判書須送各法院院長、庭長審閱，而最高

法院民、刑事庭庭長、法官均係學識、實務經驗豐富之實任法

官，院長之職責核屬事後研閱民、刑事庭裁判書，爰修正之。

又依法官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院長為法官會議之主席，

爰增列之。（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 院長為謀審判業務及行政事務之改進，得指定人員擔任研究、

設計、審核等事宜，為集思廣益，明定院長得組成研究小組為

之。（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 具體個案之裁判結果均係承審該個案之審判庭依據法院組織法

第九章裁判之評議之規定評議後，由主辦法官依據評議結果擬

製裁判書，經審判長及其餘庭員均認可內容並於其上簽名後，

即完成裁判書原本之製作，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第四款所規定之

庭長核定，與現行法規定未盡相符，爰刪除之。又一百零八年

一月四日公布之法院組織法刪除第五十七條，廢除判例選編、

變更制度。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第四款、第五款。（修正條

文第十九條） 

四、 依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公布之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一條之二第二

項規定，民、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經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礎

之法律見解，與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者，於裁定提案大法

庭前，應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各庭之意見。受徵詢庭應於三十

日內以回復書回復之。爰配合上開規定，增訂民、刑事庭法官

「裁定提案大法庭前徵詢書及受徵詢時回復書之撰擬」之職責

。又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一併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準

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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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第十九條民、刑事各庭庭長之職權規定之修正，一併修正

刪除「連同卷證送交審判長核定」等文字。（修正條文第二十六

條） 

六、 配合第十三條院長職責規定及第十九條民、刑事各庭庭長之職

權規定之修正，一併修正為民、刑事各庭之裁判書原本，應於

製作正本後，送陳院長研閱。院長於必要時，得指定庭長襄閱

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七、 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公布之法院組織法，刪除第五十七條，廢

除判例選編、變更制度，爰配合刪除第三十條。（修正條文第三

十條） 
八、 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公布之法院組織法，建構大法庭制度，於

審判權作用內建立統一法律見解機制，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

議之功能即應相應調整。又依法官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各法院

及其分院應設法官會議，職掌議決關於法官審判事務分配、法

官考核建議、法官監督處分建議及其他與法官權利義務有重大

影響之建議等事項，最高法院自法官法公布施行後已以法官會

議取代民、刑事庭總會議，爰配合修正之。（修正條文第三十二

條） 

九、 依法官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各法院及其分院應設法官會議，職

掌議決關於法官審判事務分配、法官考核建議、法官監督處分

建議及其他與法官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之建議等事項，最高法

院自法官法公布施行後已以法官會議取代民、刑事庭總會議，

爰刪除民、刑事庭總會議。又依法官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

定，法官會議之決議，除法官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之復議外，

應以過半數法官之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而民、刑事庭庭長會議、民、刑事庭

會議均僅在處理法官司法事務或其他重要事項，爰配合法官法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調整前開會議之出席及表決權數。

（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十、 法院組織法修法建構最高法院大法庭制度，於審判權作用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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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統一法律見解機制。爰配合新增第三章之一大法庭。 

十一、 最高法院目前民、刑事庭均為數庭，爰配合法院組織法第五

十一條之一規定增訂最高法院分設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

裁判法律爭議。（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一） 

十二、 提案庭指定之庭員為大法庭成員中對該受理該提案案件之卷

證最為熟悉者，爰規定提案庭指定之庭員為大法庭受理該提案

案件之主辦庭員。但票選大法庭庭員為提交案件之主辦法官者

，由其擔任主辦庭員。（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二） 

十三、 依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一條之八第一項規定，大法庭裁判法律

爭議，應行言詞辯論，爰配合新增大法庭行言詞辯論，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為之。又言詞辯論應適用之相關法令屬審判事項，

另由最高法院依職權訂之，併此敘明。（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

三） 

十四、 明定由主辦庭員依評議之決議擬製裁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之四） 

十五、 明定大法庭受理提交案件之相關應辦事項應由提案庭書記科

負責辦理。（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五） 

十六、 配合大法庭制度實施，新增資料科職掌事項。（修正條文第四

十四條） 

十七、 配合大法庭制度實施，新增科長之職責事項。（修正條文第四

十六條） 

十八、 明定由民、刑事庭襄閱庭長精選最高法院具有參考價值之裁

判後，經院長核定後，定期公告於最高法院網站，並送庭長、

法官參閱。（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 

十九、 配合大法庭制度實施，新增資料科對最高法院民、刑事大法

庭之裁定暨不同意見書、提案裁定、撤銷提案裁定及經由徵詢

程序統一法律見解之裁判，彙整成冊或製作電子檔案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 

二十、 配合判例選編、變更制度廢除，修正條文文字，並明定有關大

法庭制度統一法律見解之相關裁判有編輯出刊供外界參考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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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設置編輯委員會。（修正條文第八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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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院長之職責

如下： 

一、本院施政方針及工

作計畫之決定。 

二、法律建議案之核定

及本院單行法之核

定公布。 

三、本院民事庭及刑事

庭庭數之擬議。 

四、本院職員員額之擬

議。 

五、民、刑事庭裁判書

之事後研閱。 

六、編制預算及長期概

算案之扼要提示。 

七、本院各單位工作之

監督指導及考核。 

八、本院職員之任免、

獎懲、監督及考

核。 

九、重要行政文件之判

行。 

十、法官會議、民、刑

事庭會議、庭長會

議、年終會議及其

他重要會議之主

持。 

十一、其他有關政務之

處理。 

第十三條   院長之職責

如下： 

一、本院施政方針及工

作計畫之決定。 

二、法律建議案之核定

及本院單行法之核

定公布。 

三、本院民事庭及刑事

庭庭數之擬議。 

四、本院職員員額之擬

議。 

五、民、刑事庭裁判書

之事後審閱。 

六、編制預算及長期概

算案之扼要提示。 

七、本院各單位工作之

監督指導及考核。 

八、本院職員之任免、

獎懲、監督及考

核。 

九、重要行政文件之判 

行。 

十、民、刑事庭會議、 

庭長會議、年終會

議及其他重要會議

之主持。 

十一、其他有關政務之

處理。 

一、目前僅候補法官之裁

判書須送各法院院

長、庭長審閱，而最高

法院民、刑事庭庭長、

法官均係學識、實務

經驗豐富之實任法

官，院長之職責核屬

事後研閱民、刑事庭

裁判書，爰修正第五

款之文字。 

二、依法官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院長為

法官會議之主席，爰

配合該規定修正第十

款。 

三、其餘未修正。 

第十七條  院長為謀審

判業務及行政事務之

改進，得指定人員或組

成研究小組擔任研究、

第十七條  院長為謀審

判業務及行政事務之

改進，得指定人員擔任

研究、設計、審核等事

院長為謀審判業務及行

政事務之改進，得指定人

員擔任研究、設計、審核

等事宜，為集思廣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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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審核等事宜。 

前項人員得指定停

止辦理案件之庭長、法

官擔任。 

宜。 

前項人員得指定停

止辦理案件之庭長、法

官擔任。 

定院長得組成研究小組

為之。 

第十九條   民、刑事各

庭庭長之職責如下： 

一、本庭事務之分配及

監督。 

二、本庭評議之主持。 

三、本庭關於訴訟進行

文件之判行。 

四、本庭法官工作之考

核與獎懲之擬議。 

五、本庭所屬書記科書

記官工作之指揮及

考核與獎懲之擬

議。 

六、有關業務改進建議

事項。 

 

第十九條   民、刑事各

庭庭長之職責如下： 

一、本庭事務之分配及

監督。 

二、本庭評議之主持。 

三、本庭關於訴訟進行

文件之判行。 

四、本庭法官所擬裁判

書之核定。 

五、本庭裁判可備充判

例之選擇。 

六、本庭法官工作之考

核與獎懲之擬議。 

七、本庭所屬書記科書

記官工作之指揮及

考核與獎懲之擬

議。 

八、有關業務改進建議

事項。 

一、具體個案之裁判結果

均係承審該個案之審

判庭依據法院組織法

第九章裁判之評議之

規定評議後，由主辦法

官依據評議結果擬製

裁判書，經審判長及其

餘庭員均認可內容並

於其上簽名後，即完成

裁判書原本之製作，現

行條文第四款所規定

之庭長核定，與現行法

規定未盡相符，爰刪除

之。 

二、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

公布之法院組織法刪

除第五十七條，廢除

判例選編、變更制度，

爰配合刪除第五款。 

三、現行條文第六款至第

八款因第四款、第五款

刪除，其款次順移為修

正條文第四款至第六

款。 

第二十一條   民、刑事

庭法官之職責如下： 

一、主辦案件內容之審

查報告。 

二、關於主辦案件訴訟

進行文稿之審核。 

三、參與評議時意見之

陳述。 

四、主辦案件裁判書之

撰擬。 

第二十一條   民、刑事 

庭法官之職責如下： 

一、主辦案件內容之審 

查報告。 

二、關於主辦案件訴訟 

進行文稿之審核。 

三、參與評議時意見之

陳述。 

四、主辦案件裁判書之

撰擬。 

一、依一百零八年一月四

日公布之法院組織

法第五十一條之二

第二項規定，民、刑

事庭各庭審理案件，

經評議後認採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見解，

與先前裁判之法律

見解歧異者，於裁定

提案大法庭前，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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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定提案大法庭前

徵詢書及受徵詢時

回復書之撰擬。 

六、其他有關審判程序

之事項。 

     第十九條第二款、

第三款之規定於法官

充審判長時準用之。 

五、其他有關審判程序

之事項。 

     第十九條第二款至

第五款之規定於法官

充審判長時準用之。 

以徵詢書徵詢其他

各庭之意見。受徵詢

庭應於三十日內以

回復書回復之。爰配

合上開規定，增訂第

一項第五款。現行條

文第五款款次順移

為修正條文第六款。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九條，一併修正

之。 

第二十六條  主辦法官

應依評議之決議，擬製

裁判書。 

第二十六條  主辦法官

應依評議之決議，擬製

裁判書，連同卷證送交

審判長核定。 

具體個案之裁判結果均

係承審該個案之審判庭

依據法院組織法第九章

裁判之評議之規定評議

後，由主辦法官依據評議

結果擬製裁判書，經審判

長及其餘庭員均認可內

容並於其上簽名後，即完

成裁判書原本之製作，現

行條文規定主辦法官擬

製之裁判書，送交審判長

核定，與現行法規定未盡

相符，爰修正條文文字。 

第二十九條  經評議決

議之裁判主文，應由各

該庭書記科立即公告，

並通知訴訟當事人，抄

送民事科或刑事科。 

民、刑事各庭之裁

判書原本，應於製作正

本後，送陳院長研閱。 

院長於必要時，得

指定庭長襄閱之。 

第二十九條  經評議決

議之裁判主文，應由各

該庭書記科立即公告，

並通知訴訟當事人，抄

送民事科或刑事科。 

經審判長核定之

裁判書原本，應送陳院

長核閱後製作正本。 

院長於核閱前，得

指定庭長襄閱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具體個案之裁判結果

均係承審該個案之審

判庭依據法院組織法

第九章裁判之評議之

規定評議後，由主辦

法官依據評議結果擬

製裁判書，經審判長

及其餘庭員均認可內

容並於其上簽名後，

即完成裁判書原本之

製作，現行條文規定

「經審判長核定之裁

判書原本」，與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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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未盡相符。又院

長依修正後第十三條

第五款之規定，對民、

刑事庭裁判書有事後

研閱之職責，爰修正

第二項、第三項之文

字。 

第三十條（刪除） 

 

第三十條   本院判例之

選編及變更依最高法

院判例選編及變更實

施要點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

公布之法院組織法，

刪除第五十七條，廢

除判例選編、變更制

度，爰配合刪除本

條。 

三、最高法院判例選編及

變更實施要點應自一

百零八年七月四日大

法庭制度施行後停止

適用，併此敘明。 

第三十二條   院長對於 

有關法官司法事務或

其他重要事項，得分別

召集法官會議或民、刑

事庭會議決議之。 

 

第三十二條   民刑事各

庭為統一法令上之見

解，得由院長召集民事

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

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

之。 

一、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

公布之法院組織法，

建構大法庭制度，於

審判權作用內建立統

一法律見解機制，最

高法院民、刑事庭會

議之功能即應相應調

整，爰修正之。 

二、依法官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各法院及其分

院應設法官會議，職

掌議決關於法官審

判事務分配、法官考

核建議、法官監督處

分建議及其他與法

官權利義務有重大

影響之建議等事項，

最高法院自法官法

公布施行後已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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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會議取代民、刑事

庭總會議，爰為修

正。 

第三十三條   民、刑事

庭庭長會議、民、刑事

庭會議，應以過半數庭

長、法官出席及出席人

數過半數以上之同意

行之，可否同數時，取

決於主席。 

      前項會議停止辦

案之庭長、法官得登記

後列席，院長並得指定

書記官長、民、刑事科

科長、資料科科長及其

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一項之會議議

事要點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   民刑事庭 

庭長會議、民刑事庭會

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

須有庭長、法官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以出席過

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會議停止辦

案之庭長法官得登記

後列席，院長並得指定

書記官長、民刑事科科

長、資料科科長及其他

有關人員列席。 

      第一項之會議議

事要點另定之。 

一、依法官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各法院及其分

院應設法官會議，職

掌議決關於法官審判

事務分配、法官考核

建議、法官監督處分

建議及其他與法官權

利義務有重大影響之

建議等事項，最高法

院自法官法公布施行

後已以法官會議取代

民、刑事庭總會議，

爰刪除之。 

二、依法官法第二十五條

第二項之規定，法官

會議之決議，除法官

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之復議外，應以過半

數法官之出席及出席

人數過半數以上之同

意行之，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而民、

刑事庭庭長會議、民、

刑事庭會議均僅在處

理法官司法事務或其

他重要事項，爰配合

法官法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之規定，調整前

開會議之出席及表決

權數。 

三、第二項新增標點符

號，以利閱讀。 

四、第三項未修正。司法

院依法官法第二十九

條，就法官會議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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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規則、決議及建議

之執行、司法事務分

配小組或其他小組之

組成及運作等有關事

項，另訂有法官會議

實施辦法、法官會議

議事規則等事項，依

該辦法行之，併此敘

明。 

第三章之一  大法庭  一、本章新增。 

二、最高法院為民、刑事

訴訟 之終審機關，

所為裁判有確保法

律適用一致，及促進

法律續造之功能，為

確保最高法院審理

個案時，對於同類法

律爭議所適用之見

解均能一致，避免前

後裁判見解歧異，使

整體法律規範秩序

具有安定性及可預

測性，進一步發揮司

法權促進法律續造

之功能，本次法院組

織法修法建構最高

法院大法庭制度，於

審判權作用內建立

統一法律見解機制。

爰配合增訂本章。 

第三十五條之一   本院   

分設民事大法庭、刑事

大法庭，裁判法律爭

議。 

 一、本條新增。 

二、最高法院為民、刑事

訴訟之終審機關，所

為裁判有確保法律

適用一致，及促進法

律續造之作用，如

民、刑事庭各庭就相

同事實之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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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歧異，將影響裁

判之安定性及可預

測性，使下級審及人

民無所適從；另就具

有原則重要性之法

律問題，縱使尚未出

現見解歧異之裁判，

最高法院亦應於涉

及該問題之首件裁

判作成前有統一見

解之機會，以發揮法

律續造之功能，因最

高法院目前民、刑事

庭均為數庭，爰配合

法院組織法第五十

一條之一規定增訂

本條。 

第三十五條之二  提案

庭指定之庭員為大法

庭受理該提案案件之

主辦庭員。但票選大法

庭庭員為提交案件之

主辦法官者，由其擔任

主辦庭員。 

 一、本條新增。 

二、提案庭指定之庭員為

大法庭成員中對該受

理提案案件之卷證最

為熟悉者，爰規定提

案庭指定之庭員為大

法庭受理該提案案件

之主辦庭員。但票選

大法庭庭員為提交案

件之主辦法官時，因

其對案件更為熟悉，

故例外由其擔任該提

案案件之主辦庭員。 

第三十五條之三  大法

庭行言詞辯論，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依法院組織法第五十

一條之八第一項規

定，大法庭裁判法律

爭議，應行言詞辯論，

爰配合新增本條。又

言詞辯論應適用之相

關法令屬審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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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最高法院依職權

訂之，併此敘明。 

第三十五條之四   主辦 

庭員應依評議之決議

擬製裁定。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由主辦庭員依

評議之決議擬製裁

定。 

第三十五條之五   大法

庭受理提交案件之其

他應辦事項由提案庭

書記科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大法庭單純處理提

案之法律爭議，僅屬

提交案件審理之中

間程序，故大法庭受

理提交案件之相關

應辦事項應由提案

庭書記科負責辦理，

爰增訂本條。 

第四十四條   資料科之

職掌如下： 

一、關於審判法令之編 

輯、分送、分類、

保管事項。 

二、關於解釋文件之登 

記、分送、保管事

項。 

三、關於大法庭裁定暨

不同意見書、提案

裁定、撤銷提案裁

定及經由徵詢程

序統一法律見解

之裁判之編輯校

對事項。 

四、關於民、刑事裁判 

資料之蒐集、分析、

登記、製卡、保管

事項。 

五、關於裁判資料之複

製事項及圖書、報

刊管理事項。 

六、關於本院裁判書及

第四十四條   資料科之  

職掌如下： 

一、關於審判法令之編 

輯、分送、分類、

保管事項。 

二、關於解釋文件之登 

記、分送、保管事

項。 

 三、關於判例之選編與 

變更及民、刑事庭

會議決議之編輯校

對事項。 

四、關於民、刑事裁判

資料之蒐集、分析、

登記、製卡、保管

事項。 

五、關於裁判資料之複

製事項及圖書、報

刊管理事項。 

六、關於本院裁判書及

其他刊物之編輯校

對事項。 

七、關於裁判資料送登 

一、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

公布之法院組織法新

增大法庭制度，並刪

除第五十七條，廢除

判例選編、變更制度，

且本規程第三十二條

亦配合修正廢除決議

統一法律見解之功

能。又大法庭制度實

施後，大法庭裁定暨

不同意見書、提案裁

定、撤銷提案裁定及

經由徵詢程序統一法

律見解之裁判應妥善

保存，並由資料科依

本規程第六十七條之

規定編輯成冊，分送

庭長、法官參考，並

應以適當方法公開，

爰修正第三款、第七

款文字。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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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刊物之編輯校

對事項。 

七、關於裁判資料、大

法庭裁定暨不同意

見書、提案裁定、

撤銷提案裁定送登

公報事項。 

八、報刊雜誌有關新聞

之剪輯、保存事項。 

九、關於文件之編檔保

存事項。 

十、其他有關資料或長

官交辦事項。 

公報事項。 

八、報刊雜誌有關新聞 

之剪輯、保存事項。 

九、關於文件之編檔保

存事項。 

十、其他有關資料或長  

官交辦事項。 

  

 

第四十六條   科長之職 

責如下： 

一、本科職員事務之分

配。 

二、長官交辦職務上事

件之處理。 

三、主管事項之調查與

執行。 

四、本科文稿之審核。 

五、主管重要文稿之撰

擬。 

六、本科職員之監督指

導考核與獎懲之擬

議。 

七、本科例行文件之簽

發。 

八、依法令規定或有權

長官之授權緊急文

件之處理得先行批

發事後補行陳閱。 

九、大法庭成員組成

及異動資料之維

護。 

十、其他有關事項之處

理。 

第四十六條   科長之職

責如下： 

一、本科職員事務之分

配。 

二、長官交辦職務上事

件之處理。 

三、主管事項之調查與

執行。 

四、本科文稿之審核。 

五、主管重要文稿之撰 

擬。 

六、本科職員之監督指

導考核與獎懲之擬

議。 

七、本科例行文件之簽

發。 

八、依法令規定或有權

長官之授權緊急文

件之處理得先行批

發事後補行陳閱。 

九、其他有關事項之處

理。 

一、大法庭審判長由院長

或院長指定之庭長擔

任，並有提案庭指定

庭員一人擔任大法庭

成員，其餘九位大法

庭成員由票選產生，

故於大法庭成員組成

及異動時，主辦書記

科科長應於電腦系統

維護之，爰增訂第九

款。 

二、現行條文第九款款次

順移為修正條文第十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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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條   民、刑事

庭襄閱庭長精選具有

參考價值之裁判，摘其

要旨，交民事第一庭及

刑事第一庭科長彙整，

經院長核定後，由資料

科定期公告於本院網

站，並送民、刑事庭庭

長、法官參閱。 

第六十六條   各庭精選

可供選為判例之裁判，

應由資料科隨時分送

各庭庭長、法官參研。 

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公

布之法院組織法刪除第

五十七條，廢除判例選

編、變更制度，但最高法

院目前仍有選取民、刑事

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

旨暨裁判全文供庭長、法

官參考，爰修正本條規

定。 

第六十七條   司法院公   

布之法令、解釋及本院

大法庭之裁定暨不同

意見書、提案裁定、撤

銷提案裁定及經由徵

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之裁判，應由資料科摘

錄要旨、註明標目、號

數、關係法條、至相當

件數時，編輯成冊或製

作電子檔案，分送各庭

庭長、法官、民、刑事

科及各書記科。 

第六十七條   司法院公 

布之法令、解釋及本院

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

議、民刑事庭總會議關

於法令見解之決議案，

應由資料科摘錄要旨、

註明標目、號數、關係

法條、至相當件數時，

編輯成冊，分送各庭庭

長、法官、民刑事科及

各書記科。 

本次法院組織法修正，建

構最高法院民、刑事大法

庭制度，於審判權作用內

建立統一法律見解之機

制，為利日後查考，有將

大法庭裁定暨不同意見

書、提案庭之提案裁定、

撤銷提案裁定及經由徵

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之

裁判彙整成冊或製作電

子檔案之必要，爰修正本

條規定。 

第八十六條   本院關於

大法庭之裁定暨不同

意見書、提案裁定、撤

銷提案裁定及經由徵

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之裁判及其他裁判書

之編輯出刊得設置編

輯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之辦

事要點另定之。 

第八十六條   本院關於 

判例之編輯及裁判書

之刊載公報得設置編

輯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之辦

事要點另定之。 

一、一百零八年一月四日

公布之法院組織法刪

除第五十七條，廢除

判例選編、變更制度。

有關大法庭制度統一

法律見解之相關裁判

有編輯出刊供外界參

考之必要，得設置編

輯委員會，爰配合修

正第一項文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八十八條   本規程自 

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三月十三日修正發

第八十八條   本規程自 

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三月十三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未修

正。 

二、為配合大法庭制度於

一百零八年七月四日

施行，本次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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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一

年四月十六日施行；一

百零八年○月○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零八年七月四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四月十六日施行。 

之條文亦於同日施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