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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三條、第十三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下列文件準用人

民書狀之處理程序：

一、依公務員懲戒法或

法官法相關規定移

送本院審查之案件

。

二、審計機關依審計法

及有關法令規定報

請本院依法處理之

案件。

三、各機關團體送請本

院查辦之案件。

四、本院委員建議查辦

之案件。

五、有關公務人員或機

關之工作設施違法

失職事件之傳單、

啟事或新聞報導情

節重大者。

第三條 左列文件準用人

民書狀之處理程序：

一、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十九條第一項前段

規定移送本院審查

之案件。

二、審計機關依審計法

及有關法令規定報

請本院依法處理之

案件。

三、各機關團體送請本

院查辦之案件。

四、本院委員建議查辦

之案件。

五、有關公務人員或機

關之工作設施違法

失職事件之傳單、

啟事或新聞報導情

節重大者。

一、配合公文書已改採橫

式書寫方式，爰將「

左列」修正為「下列

」。

二、按公務人員涉及之違

法失職案件，原係依

七十四年五月三日修

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

法（以下簡稱公懲法

）第十九條規定，移

送監察院（以下簡稱

本院）審查，惟該法

於一百零四年五月二

十日修正公布，一百

零五年五月二日施行

時，已將該條條次變

更為第二十四條。

三、又法官法於一百年七

月六日制定公布，其

第四十條（按：本條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六

日施行）、第五十一

條第二項、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八十九條

第八項及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按：上開條

文均自一百零一年七

月六日施行），就大

法官、法官、檢察官

涉及違法失職案件如

何移送本院審查，作

不同規範。原屬公懲

法適用對象之法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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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其懲戒案件

業於一百零一年七月

六日改由司法院職務

法庭專責審理。

四、考量現行法制對於公

務員、大法官、法官

、檢察官違法失職案

件移送本院審查之規

定，條文眾多，本條

第一款如逐條明列規

定，恐有掛一漏萬之

虞；又本院亦須因應

公懲法及法官法之異

動，隨時修正第一款

所列條文，恐影響法

規之安定性，並徒增

行政作業。

五、是為使法規範符合時

需，適用上具有彈性

，爰刪除第一款所定

「第十九條第一項前

段」等文字，並因應

法官法之制定施行，

於同款增列法官法，

俾資周延。

相關法律：

一、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一百零

五年五月二日施行之

公務員懲戒法

（一）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各院、部、會

首長，省、直轄市

、縣（市）行政首

長或其他相當之主

管機關首長，認為

所屬公務員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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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情事者，應

由其機關備文敘明

事由，連同證據送

請監察院審查。…

…」

（二）第二十五條：「同

一違法失職案件，

涉及之公務員有數

人，其隸屬同一主

管機關者，移送監

察院審查或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審理時

，應全部移送；其

隸屬不同主管機關

者，由共同上級機

關全部移送；無共

同上級機關者，由

各主管機關分別移

送。」

二、法官法

（一）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法官評鑑委員

會認法官有第三十

條第二項各款所列

情事之一，得為下

列決議：一、有懲

戒之必要者，報由

司法院移送監察院

審查，並得建議懲

戒之種類。……」

（二）第四十條：「司法

院應依法官評鑑委

員會所為前條決議

，檢具受個案評鑑

法官相關資料，分

別移送監察院審查

或交付司法院人事

審議委員會審議。

」

（三）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司法院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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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應受懲戒之情事

時，除依法官評鑑

之規定辦理外，得

逕行移送監察院審

查。」第三項：「

司法院依前項規定

逕行移送監察院審

查前，應予被付懲

戒法官陳述意見之

機會，並經司法院

人事審議委員會決

議。」

（四）第七十條第一項：

「司法院大法官之

懲戒，得經司法院

大法官現有總額三

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人數三分之

二以上之決議，由

司法院移送監察院

審查。」

（五）第八十九條第八項

：「檢察官之懲戒

，由司法院職務法

庭審理之。其移送

及審理程序準用法

官之懲戒程序。」

（六）第九十六條第一項

：「被監督之檢察

官有前條第二款之

情事，情節重大者

，第九十四條所定

監督權人得以所屬

機關名義，請求檢

察官評鑑委員會評

鑑，或移由法務部

準用第五十一條第

二項、第三項規定

辦理。」

（七）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除第五章法官

評鑑自公布後半年

施行，第七十八條

自公布後三年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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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施行外，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第十三條 人民書狀經本

院處理後，除依法令不

得對外宣洩之事項者外

，應函復陳訴人。但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

函復：

一、匿名書狀。

二、陳訴人死亡或所在

不明。

三、陳訴人於短期內連

續遞送內容類同之

書狀，經併案處理

，業經函復。

四、陳訴人之案件業經

函復，而續訴書狀

無新事證。

五、陳訴內容空泛、荒

謬、謾罵。

人民書狀經各委員

會處理後，應否函復，

依其決議辦理。

陳訴人所附證件如

係原本，而有發還必要

時，予以影印附卷備查

，原本檢還。

陳訴案件之附件資

料，如有發還之必要時

，予以檢還。經檢還後

，如再行檢送到院，得

經委員批辦後，逕行歸

檔。

陳訴案件之附件資

料，如係成分不明物品

、現金、票據、有價證

券或其他貴重物品，應

予密封並書明名稱、數

第十三條 人民書狀經本

院處理後，除依法令不

得對外宣洩之事項者外

，應函復陳訴人。但有

左列情事之一者，不予

函復：

一、匿名書狀。

二、陳訴人死亡或所在

不明者。

三、陳訴人於短期內連

續遞送內容類同之

書狀，經併案處理

，業經函復者。

四、陳訴人之案件業經

函復，而續訴書狀

無新事證者。

五、陳訴內容空泛、荒

謬、謾罵者。

人民書狀經各委員

會處理後，應否函復，

依其決議辦理。

陳訴人所附證件如

係原本，而有發還必要

時，予以影印附卷備查

，原本檢還。

一、配合公文書已改採橫

式書寫方式，爰將「

左列」修正為「下列

」；並依法制作業規

定，刪除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規定之「

者」字。

二、實務上，部分陳訴人

常於陳訴書相關附件

資料中，檢附行政機

關公文書正本、司法

機關裁判書類正本等

資料，如經簽收、登

錄文號等文書作業程

序，即成為機關檔案

，本院負有保管責任

。考量公文書正本等

附件資料係屬陳訴人

所有，基於所有權之

保障，爰予檢還，惟

陳訴人又再度寄來，

本院及陳訴人間反覆

不斷地寄送，影響公

務效率。

三、監察業務處針對上述

情形，提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四日本院第五

屆全院委員第五十四

次談話會報告，經決

議請監察業務處研擬

相關處理辦法，以為

因應。

四、經審酌本辦法、文書

作業及檔案法規之相

關規定，兼顧陳訴人

之陳情權益，爰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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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移送本院政風室依

法處理。

第四項，明定陳訴案

件之附件資料，如有

發還之必要時，予以

檢還，經檢還後，如

再行檢送到院，得經

委員批辦後，逕行歸

檔。另為使陳訴人事

先知悉上開規定，爾

後行文檢還陳訴案件

之附件資料時，將於

函中闡明略以，所陳

訴案件經送委員批辦

後，如再將檢還之附

件資料，重複檢送本

院，即不再歸還，將

依文書處理作業規定

予以歸檔；歸檔後之

附件資料，逾保存年

限者，即按檔案法相

關歸檔年限及銷毀規

定辦理。日後，如檢

送相關之新附件資料

，必要時，本院將與

原重複檢送之附件資

料，一併處理。

五、又實務上，部分陳訴

人會寄來成分不明之

物品、現金、票據、

有價證券或其他貴重

物品，考量該等物品

有危險之疑慮，為避

免造成公務處理上之

困擾，並為端正政風

、促進廉能政治、維

護機關安全，爰參照

本院處務規程之職掌

規定，增訂第五項，

明定陳訴案件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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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如係上開物品

，應予密封並書明名

稱、數量，移送本院

政風室依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