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行政訴訟法施行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法 103.06.18  增訂之第 14-1～14-4 條條文；自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

　　　　　之日施行。

法規類別：司法 ＞ 院本部 ＞ 行懲及智財目

 

第 1 條

本法稱修正行政訴訟法者，指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一日修正後，公布施

行之行政訴訟法；稱舊法者，指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

 

第 2 條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修正行政訴訟法於其施行前發生之事項亦適用之。但

因舊法所生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響。

 

第 3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於修

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尚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理。其上訴、抗告，適用修正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

二、已終結者：其上訴、抗告，適用舊法之規定。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

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尚未終結者：其上訴，適用修正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之規

    定。

二、已終結者：其上訴，適用舊法之規定。

 

第 4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

後，尚未終結之簡易訴訟程序上訴或抗告事件，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法裁

判之。如認上訴或抗告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予駁回；有理由者，應為上

訴人或抗告人勝訴之裁判；必要時，發交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

正行政訴訟法審判之。

 

第 5 條

司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以命令減增同條第

二項之數額者，於命令減增前已繫屬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高等行政法院



而尚未終結之事件，依減增後之標準決定其適用通常或簡易訴訟程序。

依前項規定應改用簡易訴訟程序者，由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送管轄之地方

法院行政訴訟庭審理；應改用通常訴訟程序者，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

定移送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於減增前已終結及減增前已提起上訴或抗告者，仍依原訴訟程序審理。其

經廢棄發回或發交者，依減增後之標準決定其適用通常或簡易訴訟程序。

 

第 6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因和解而終結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當事人請求

繼續審判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原和解係由高等行政法院為之者：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受理繼續審

    判事件。

二、原和解係由最高行政法院為之者：由最高行政法院受理繼續審判事件

    。

前項第一款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已受理未終結之繼續審判事件，應裁定移

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第 7 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確定裁判之再審，其

再審期間依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行政訴訟法規定；再審

事由，依八十九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規定。

 

第 8 條

依舊法確定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者，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對於高等行政法院確定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或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

    本於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款事由聲明不

    服者：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理。

二、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所為之第一審、第二審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或對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而非本於第二百七十三條

    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款事由聲明不服者：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法審

    理。必要時，發交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判

    之。

前項第一款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已受理未終結之簡易訴訟再審事件，應裁

定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前二項情形，於對裁定聲請再審事件準用之。

 

第 9 條

依舊法確定之簡易訴訟程序判決，第三人聲請重新審理者，及已經法院裁

定命重新審理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對於高等行政法院確定簡易訴訟程序判決聲請重新審理事件及已經法



    院裁定命重新審理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第一審，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理。

二、對於最高行政法院確定簡易訴訟程序判決聲請重新審理事件及已經法

    院裁定命重新審理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第二審，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

    法審理。必要時，發交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

    審判之。

前項第一款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已受理未終結者，應裁定移送管轄之地方

法院行政訴訟庭。

 

第 10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地方法院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聲明異議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仍由原法官依中華

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四日修正前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審理。

前項裁定之抗告及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由地方法院終結之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聲明異議事件之抗告，由高等法院依一百年十一月四日修

正前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審理。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提出聲明異議書狀於原處分機關者，原處分機

關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二個月內送交該管地方法院，視為於修正行政

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該法院。

 

第 11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法院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聲明異議抗告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由高等法院依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四日修正前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審理。

 

第 12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假扣押、假處分、保全

證據之聲請及其強制執行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由

原法院依舊法之規定辦理。

前項裁定之抗告及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終結之假扣押、假處分、保全

證據事件之抗告，適用舊法之規定。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提起抗告

者，亦同。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准許之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其聲請撤銷，向

原裁定法院為之。

 

第 13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

，未經執行或尚未執行終結者，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移由地方法院

行政訴訟庭辦理強制執行。

 

第 14 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九十九年五月一日施行之行政訴

訟法第一百零六條第四項之應作為期間，屆滿於九十九年五月一日前之事

件，其起訴期間三年之規定，自九十九年五月一日起算。

 

第 14-1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

條第二項第五款行政訴訟事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尚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理；其上訴、抗告，適用修正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

二、已終結者：其上訴、抗告，適用舊法之規定。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而於修正施行後，尚未

終結之前項事件，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法裁判之。如認上訴或抗告不合法

或無理由者，應予駁回；有理由者，應為上訴人或抗告人勝訴之裁判；必

要時，發交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判之。

 

第 14-2 條

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確定之前條第一項事件，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對於高等行政法院確定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或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

    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款事由聲明

    不服者：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理。

二、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所為之第一審及第二審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或對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而非本於行政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款事由聲明不服者：由最高行政

    法院依舊法審理。必要時，發交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

    政訴訟法審判之。

前項第一款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已受理未終結之前條第一項事件之再審事

件，應裁定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前二項情形，於對裁定聲請再審事件準用之。

 

第 14-3 條

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確定之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事件，第三人聲請重

新審理者，及已經法院裁定命重新審理之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事件，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對於高等行政法院確定之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事件判決聲請重新審理

    事件，及已經法院裁定命重新審理之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事件第一審

    ，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理。

二、對於最高行政法院確定之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事件判決聲請重新審理

    事件，及已經法院裁定命重新審理之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事件第二審

    ，由最高行政法院依舊法審理。必要時，發交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依修正行政訴訟法審判之。

前項第一款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已受理未終結者，應裁定移送管轄之地方

法院行政訴訟庭。

 

第 14-4 條

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行政法院之暫予收容、延長收容處分行

政訴訟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尚未終結者：由原法官依舊法裁判之。其上訴、抗告，適用舊法之規

    定。

二、已終結者：其上訴、抗告，適用舊法之規定。

依舊法確定之前項事件，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聲請再審、第三人聲請重

新審理及已經法院裁定命重新審理者，由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依

舊法審理。

 

第 15 條

本法自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