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府為處理各機關之國家賠償事件，應組成國

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賠會），

其設置如下： 

（一）國賠會置委員十三人：本府秘書長為當

然委員，並為召集人。 

（二）國賠會其餘委員十二人，府外學者專家

九人，本府人員三人，由市長聘（派）

兼之；其中本府法務局局長為本府當然

委員。府外委員任期二年，並得公開遴

選國家賠償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陳

請市長聘（派）兼之；本府委員任期二

年；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國賠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法務局局長

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事務；其有

關幕僚作業等，由法務局派員兼辦。 

國賠會委員及其他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為辦理委員之遴選，應召開遴選會議。相關遴

二、本府為處理各機關之國家賠償事件，應組成國

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賠會），

其設置如下： 

（一）國賠會置委員十三人：本府秘書長為當

然委員，並為召集人。 

（二）國賠會其餘委員十二人，府外學者專家

九人，本府人員三人，由市長聘（派）

兼之；其中本府法務局局長為本府當然

委員。府外委員任期二年，並得公開遴

選國家賠償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陳

請市長聘（派）兼之；本府委員任期二

年；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國賠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法務局局長

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事務；其有

關幕僚作業等，由法務局派員兼辦。 

國賠會委員及其他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

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或出席費。 

按有關交通費、出席費及兼職費等之

支給，中央業已訂定相關規定供各機

關遵循。是國賠會委員及其他兼職人

員之支給，不論是交通費、出席費或

兼職費，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無庸

再行贅述，爰刪除第二項但書規定。 



選作業，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委員遴選

作業原則辦理。 

遴選會議參與之成員及有關人員，對會議情形

應嚴守秘密。 

遴選會議成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

一為原則，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占全體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為辦理委員之遴選，應召開遴選會議。相關遴

選作業，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委員遴選

作業原則辦理。 

遴選會議參與之成員及有關人員，對會議情形

應嚴守秘密。 

遴選會議成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

一為原則，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占全體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國賠會視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之業務不定時開

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國賠會會議之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國賠會於必要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

權，通知請求權人、利害關係人、證人或鑑定

人列席陳述意見。 

    國賠會於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若干人

就賠償事件調查之；受指定之委員應就調    

四、國賠會視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之業務不定時開

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國賠會於必要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

權，通知請求權人、利害關係人、證人或鑑定

人列席陳述意見。 

    國賠會於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若干人

就賠償事件調查之；受指定之委員應就調    

查之結果，向國賠會報告。 

    國賠會委員對會議事項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一、按國賠會會議之運作乃參照會議

規範之相關規定，配合實務上國

賠會之決議係以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爰增列第二項規定，以資

明確。 

二、其餘項次依序遞移。 



查之結果，向國賠會報告。 

    國賠會委員對會議事項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    

得參與討論及表決。 

二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    

得參與討論及表決。 

十一、各機關於調查事實後自認顯無賠償責任或有

第五點第三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擬拒絕賠

償，應簽會法務局並陳請市長核定後，敘明

理由函復請求權人拒絕賠償，副知有關機關

並由法務局提報國賠會追認之。 

十一、各機關於調查事實後自認顯無賠償責任，應

簽會法務局並陳請市長核定後，敘明理由函

復請求權人拒絕賠償，副知有關機關並由法

務局提報國賠會追認之。 

配合本府各機關學校受理國家賠償

事件簽辦拒絕賠償之實務運作，明定

各機關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三項各款

擬拒絶賠償之處理程序。 

十八、國賠會審議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決議

逕予結案，並由各機關通知請求權人，俟其

程序確定後依結果辦理： 

（一）國家賠償事件涉及民事、刑事或行政

爭訟之法律關係，於其程序確定前。 

（二）請求權人已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

之訴。 

依前項第一款通知時應載明：「台端如不服

本案之決定，得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

十八、國家賠償案件涉及民事、刑事或行政爭訟之

法律關係者，於其程序確定前，國賠會得決

議逕予結案，並由各機關通知請求權人，俟

其程序確定後依結果辦理。 

前項通知應載明：「台端如不服本案之決

定，得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

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

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及民法

第一百三十條等規定。」 

一、經分析國賠會實務上依本點規定

決議結案之類型有二，除原條文

已規定之前提關係（先決問

題），即請求權人就公權力行使

之行為，另行提起民事、刑事或

行政爭訟之情況外；尚有因同一

事件，請求權人於國賠會開始審

議程序前，已依國家賠償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起損害賠償

訴訟之情況。 

二、爰將原類型移列為同項第一款，



留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

效及民法第一百三十條等規定。」 

另新增第二款國賠會亦得決議

逕予結案之類型為請求權人已

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

訴訟，並酌作文字調整。 

十九、各機關於收到國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後，

應速定協議期日及處所，並製作通知書，      

至遲於協議期日五日前送達請求權人、代理

人及有關人員。 

各機關進行協議時，如就同一賠償事件有其

他機關、個人或團體應負賠償責任或補償      

責任，或保險公司應負保險給付責任時，應

以書面告知其參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參

考格式如附件四）。 

各機關進行協議時，得洽法務局派員提供法

律意見。協議成立時，應依規定製作協議書

並留存一份（參考格式如附件五、六）；開

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      

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並得依職權發給協議

不成立證明書（參考格式如附件七）。 

十九、各機關於收到國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後，

應速定協議期日及處所，並製作通知書，      

至遲於協議期日五日前送達請求權人、代理

人及有關人員。 

各機關進行協議時，如就同一賠償事件有其

他機關、個人或團體應負賠償責任或補償      

責任，或保險公司應負保險給付責任時，應

以書面告知其參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參

考格式如附件四）。 

各機關進行協議時，得洽法務局派員提供法

律意見。協議成立時，應依規定製作協議書

並留存一份（參考格式如附件五、六）；開

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      

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並得依職權發給協議

不成立證明書（參考格式如附件七）。 

為縮短行政流程，落實文書簡化，以

達公文減量之目的，各機關於收到國

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進行協議

時，如因損害之鑑定、單據之蒐集或

請求權人之聯繫不易，有延長處理時

限之必要時，將現行機關以行文方式

函請法務局同意，並嗣接獲法務局同

意函始得辦理公文展延之作業方

式，改為授權各機關自行依內部簽核

程序至首長核定即得辦理，爰修正第

四項。 



 

各機關於收到國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

後，應於三十日內與請求權人達成協議。但

因相關損害之鑑定、單據之蒐集或請求權人

之聯繫不易，經簽請機關首長核准者得延長

三十日。 

各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致未能遵期達成

協議或不依職權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者，應向國賠會提出報告案並到場說明。 

各機關於收到國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

後，應於三十日內與請求權人達成協議。但

因相關損害之鑑定、單據之蒐集或請求權人

之聯繫不易，經函請法務局同意者得展延三

十日。 

各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致未能遵期達成

協議或不依職權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者，應向國賠會提出報告案並到場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