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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報告

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本院第 11 屆第 206 次會議，審議銓敘

部函陳關於教育部函為本院同意核備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中，有關第 17 條圖書館館長進用方式之意見

一案，經主席提議改列討論事項，並經附議移列臨時動議討論，

案經決議：「交小組審查會審查，推邊委員裕淵、蔡委員良文、

李委員雅榮、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黃委員俊英、張部長哲琛

組織之；並由邊委員裕淵擔任召集人。」另同年月日本院同屆次

審議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教

育條例）第 19 條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一

案，經決議：「併『銓敘部議復關於教育部函為本院同意核備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中，有關第 17 條圖書

館館長進用方式之意見一案』審查」。本 2案遵經於本（101）年

11 月 6 日及 12 月 10 日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舉行 2 次小組

審查會，審查竣事。會中並邀請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

下簡稱人事總處）派員列席說明（出列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

本 2 案據銓敘部函說明略以，第 1 案教育部函復有關 91 年 3

月 28 日本院第 9屆第 274 次會議，請該部修正圖書館法第 10 條

等相關決議，依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意旨及大學法第 14 條

規定，圖書館法第 10 條所稱館長應由專業人員擔任，僅係就專

科以下學校圖書館主管資格之規範；至大學圖書館館長部分，依

大學法第 14 條規定，應由大學於組織規程內訂之，該部不為統

一規範；至專科以下學校圖書館主管資格，依圖書館法第 5條規

定，於各類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訂定相關規範。案經銓敘部研

議建請同意教育部意見，惟仍請其儘速修正圖書館法第 10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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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就存有疑義之案件，仍將於代辦本院函核復時，敘明相關

法規與權責區分，以明責任。第 2 案銓敘部函以，教育條例第 19

條修正草案，刪除現行有關未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學歷之文字，

俾利在學術上具有傑出之貢獻者(包含本國及外國優秀人士)，得

經特定程序審定後擔任大專校院教師，因其修正內容尚無不妥，

爰建請本院同意會銜。

第 1 次審查會，審查委員認為教育部列席代表之層級不具政

策決定權，爰提出程序問題，嗣經銓敘部、教育部及人事總處補

充說明，並答復審查委員詢問後，隨即進行第 1案大體討論，經

交換意見後，仍認有上述程序問題待釐清，爰請相關機關充分溝

通後，再擇期審議。茲綜合審查委員發言意見如下：

一、本案教育部於本年 6 月 26 日逕行函送本院，並未函請行政

院核轉，程序不無瑕疵。以本院於 91 年間即已作成函請教

育部研修圖書館法之相關決議，迄今已逾 10 年，此段期間

部於代辦院函核備國立大學組織規程時，亦均重申本院院會

之決議，惟教育部仍未修正。本院為獨立行使職權機關，提

會之議案，經所屬部會、院業務單位研議，以及院會之最終

審議，過程具相應高度之綿密性、正確性及民主正當性，本

院院會決議事項，相關部會對於法規適用疑義或修正，如僅

依其教育部法規委員會（以下簡稱法規會）解釋即得不予執

行，一旦形成慣例，對本院職掌官制官規事項可能形成挑

戰，建議應審慎處理。

二、國立大學圖書館館長之任用資格問題，因大學法與圖書館法

規定競合，難以區分優先適用關係。對於專業之個案解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固然具有法律解釋權限，但組織法規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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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銓業務事項部分，本院與主管部會，亦應有解釋權。

三、本次因併案審查之 2 案互有連動關係，審查過程中或有涉及

政策論述等問題，需具決策權者代表溝通，以釐清政策方

向。審查會要求具政策決定權者與會說明，係院際應有之相

互尊重，與列席代表之專業無涉。就體制言，民主政治運作，

政策議題應由政務官論證並負政治責任，事務官則負行政責

任或法律責任，不宜由常任文官為政策說明。本次審查會之

程序問題於體制上應先釐清，以避免對未來本院審查會運作

模式造成衝擊及困擾。

嗣銓敘部、教育部及人事總處對於審查委員前開意見分別說

明以：

一、銓敘部說明部分

（一）本部就前開 2 案提院會時委員意見擬具部及教育部研

處意見對照表（如附件 2）供審查會參考。

（二）有關第 1 案本部前開意見原則上與鈞院第二組（以下

簡稱院二組）意見一致，均認宜尊重教育部對圖書館

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之解釋權限，惟為期圖書館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對象明確，建請由本部函請教

育部修正圖書館法，院二組則建議提高層級由鈞院函

請行政院督促教育部儘速辦理圖書館法第 10 條之研修

事宜，本部尊重審查會審查結果。

二、教育部說明部分

（一）貴院建議本部研修圖書館法第 10 條規定已逾 10 年仍

未修正部分，因本部法規會認為大學法與圖書館法規

定尚有競合，以圖書館法雖為所有圖書館之規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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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惟涉及大學事務，大學法為圖書館法之特別法，

應優先適用。在圖書館法尚未修正前，國立大學圖書

館主管專業知能之具體認定標準，應依大學法第 14 條

規定，由各大學於組織規程中訂定，本部不為統一規

範；惟就專科以下學校圖書館主管專業知能之具體認

定標準，於 91 年至 93 年間已陸續依圖書館法第 5 條

規定，訂定各級學校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並就各

級學校圖書館人員相關專業知能進行規範。另國民中

小學圖書館部分，將比照高級中學(職業學校）圖書館

設立及營運基準辦理，已符合貴院第 9 屆第 274 次會

議決議意旨。

（二）另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明（102）年部分公立圖書

館組織型態將大幅改變，本部已預為規劃研修圖書館

法相關規定，屆時將配合研修該法第 10 條第 2項所稱

「館長應由專業人員擔任」之適用範圍，排除大學圖

書館館長之適用。

三、人事總處說明部分

（一）依大學法第 36 條規定，各大學應依該法規定，擬訂組

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並逕送貴院核備，毋

須經本總處層轉。另依圖書館法第 3 條規定，該法所

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本總處尊重審查會決

議。

（二）教育部列席代表已同意研修圖書館法之相關規定，與

銓敘部及貴院意見一致，是本案尚有討論空間，至審

查委員所提程序問題，本總處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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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審查會，由銓敘部及教育部補充說明後，隨即就本 2

案相關問題繼續討論。嗣銓敘部及教育部就審查委員詢問予以說

明後，即進行逐案審查：

◎第 1案：銓敘部議復關於教育部函為本院同意核備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中，有關第 17 條圖

書館館長進用方式之意見一案

審查委員表示意見綜整如下：

一、圖書館法與大學法之主管機關均為教育部，2法於適用上競

合時，為杜爭議，應於圖書館法相關規定明確規範，以避

免各大學校院組織規程與圖書館法規定有所扞格。

二、銓敘部以現行圖書館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文字觀之，並無

例外放寬或得裁量解釋之空間，教育部則以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意旨及大學法第 14 條規定，其適用對象，認應

排除大學圖書館館長，雙方見解各具有相當之理由與可支

持性。惟以本院院會 91 年間即已作成請教育部修正圖書館

法相關規定之決議，此段期間，銓敘部於代辦本院函核備

國立大學組織規程時，亦一再重申本院院會決議，教育部

迄今仍未修正，爰具體建議，請該部承諾於一定期間內，

研修圖書館法等相關法律。

三、依 94 年 10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國立大學各級行政主管人員，得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並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是國立大學

各級行政主管人員如由職員擔任者，則須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茲以該規定涉及官制官規事項，倘刪除「或由職員擔

任之」文字，即無涉官制官規事項，本院即無置喙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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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籲請教育部日後研擬修法時，應尊重本院憲定職掌，涉

及官制官規相關事項，不得刪除。

嗣銓敘部、教育部及院二組就審查委員前開意見分別說明

以：

一、銓敘部說明部分

（一）國立大學校院除圖書館外，尚有許多行政工作係由職

員擔任，如圖書館館長、總務長、主任、組長等職稱，

因此，大學法第 14 條第 2項不宜刪除「或由職員擔任」

等文字；另教育部修正圖書館法時雖無須會銜鈞院，

惟仍須請本部表示意見，屆時如刪除涉及官制官規事

項或未依鈞院相關院會決議修正，本部將明確表達反

對之立場。

（二）教育部列席代表雖承諾明年修正圖書館法相關規定，

惟以修法時程尚難掌握，爰對於類此案件，建議依 94

年修正之大學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暫時排除圖書館

法第 10 條規定，仍予核備，惟建議教育部應儘速修正

圖書館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於圖書館法中明定，以

排除國立大學院校圖書館館長職務須由專業人員擔任

之規定。倘教育部未於明年 12 月底前提出圖書館法修

正草案，則後續大學校院組織規程修正案，涉及圖書

館館長職務未加註由專業人員擔任者，鈞院可不予核

備。

二、教育部說明部分

（一）90 年 1月 17 日制定公布圖書館法後，貴院於 91 年 3

月 28 日院會作成決議，請本部修正圖書館法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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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後，因 92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大學法第 12 條

第 2 項規定，圖書館置館長 1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該規定並未限制圖書

館館長須由專業人員擔任。爰本部未來修法重點為釐

清大學法與圖書館法第 10 條第 2 項競合之問題，於

明年組織調整後，將納為終身教育司重點工作，並責

由其下轄之圖書館事業委員會積極辦理法規研修等

事宜。

（二）目前部分國立大學圖書館館長係由職員擔任，該等人

員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任用，是未來國立大

學各級行政主管之進用，仍依大學法第 14 條第 2 項

規定多軌進用，以維彈性。

三、院二組說明部分

（一）有關部建議圖書館法未修法前，如有國立大學校院組

織規程之圖書館館長職務未規定由專業人員擔任者，

部仍將於核復時敘明相關法律關係以明責任部分，因

考量本院 91 年院會決議，請教育部於 1年內修法，迄

今已逾 10 年，此期間部於代辦院函核備各大專校院之

組織法規時，均一再重申，但教育部仍未予處理，因

此，本組建議毋須逐案核復，請部於本案函復教育部

時，就有疑義部分，請教育部併予審酌，以明責任。

（二）另涉及圖書館法等相關研修事宜，建請由本院函請行

政院督促教育部儘速辦理。

上開意見，為本組與部意見不一致之處，爰建請審查會作成

決議，以為部後續核議類此組編案件作業之準據。



8

本案經充分討論後，作成決議如下：

一、鑑於大學法與圖書館法主管機關教育部表示，大學法為圖書

館法之特別法，該見解既予尊重，則圖書館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未修正前，如有國立大學校院組織規程之圖書館館長

職務未規定由專業人員擔任者，同意部不再核議，亦毋須逐

案核復。請部於本案函復教育部時，就有疑義部分，請教育

部併予審酌，以明責任。

二、以 91 年 3月 28 日本院第 9屆第 274 次會議決議，建請教育

部於 1年內研修圖書館法第 10 條迄今已逾 10 年，教育部均

未研修該法，是有關圖書館法等相關研修事宜，由本院逕函

請行政院督促教育部儘速辦理，以完備法制。

三、附帶決議：

如教育部於 102 年 12 月底前未提出圖書館法修正草案，則

後續大學校院組織規程修正案，涉及圖書館館長職務未加註

由專業人員擔任者，本院則不予核備。

◎第 2 案：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教育條例第 19 條修正草

案，請本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一案

審查委員表示意見綜整如下：

一、教育條例第 19 條，刪除未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學歷之規定，

完全不受學歷限制；惟其審定程序尚須經學術審議會（以下

簡稱學審會）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該部仍具有高比例決

定權，因此，立法說明欄內有關大學自治等文字之說明應予

修正。又審議學術上具有傑出之貢獻者，須否先提系(所)、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評審通過後，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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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學審會審查？如已經學校三級三審通過，該條敘及教育部

須學審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之規定，是否過

嚴，致學校無法羅致優秀人才？

二、教育條例第 19 條修正草案，有關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規定，

請教育部調整立法說明欄文字。至其審定程序尚須經學審會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之規定，以其未涉及官制官規事

項，且屬主管機關權責，本院僅有建議權，允宜尊重主管機

關之意見，爰請教育部修正其立法說明。

嗣銓敘部及教育部就審查委員前開意見分別說明以：

一、銓敘部說明部分

教育條例第 19 條修正草案，同意部分審查委員所提意見，將

鈞院建議事項於該修正條文說明欄敘明。

二、教育部說明部分

（一）目前已授權 57 所大學自行審查教師資格，如符合教育

條例所訂資格條件者，經學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依

程序發給教師聘書；未來將擴大學校自行審查之範

圍，並視學校內部審查機制是否嚴謹等情形適度授權。

（二）有關學審會之審查程序及其決議門檻過嚴部分，涉及

教師資格審定，其中由本部核發教師證書之案件，始

以學審會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

以上決議方式處理。又審查委員提及社會上具特殊技

藝、才能者之遴聘事宜，本部訂有專科學校專業及技

術教師遴聘辦法，授權大專校院依該辦法聘任專業技

術教師，學校得於專任教師員額總數五分之一，進用

是類教師，渠等經學校教評會依規定程序逐級審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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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由服務學校核發聘書。

（三）教育條例第 19 條欲延攬學術上具有傑出貢獻，已依該

規定審核通過者，其中教授級 5 人、助理教授級 1 人；

其審查程序係請校外學者或專家 3 人審查後，再內部

審查，因其聘任非屬正規程序，爰其通過之門檻較嚴，

且施行迄今各界並無意見。至本條刪除未具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之學歷規定，係配合行政院營造國際生活環

境推動小組第 6 次會議決議以，鬆綁吸引人才來臺之

相關法規，俾利大學延攬國外優秀人才。

本案經充分討論後，作成決議如下：

本案同意會銜；惟該草案總說明及立法說明欄內有關大學自治等

文字部分，建請修正。

以上所擬，是否有當，謹提請

公決

召 集 人 邊 裕 淵

民國 101 年 1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