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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行政院組織法條文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 0990002417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5 條  

第一條 本法依憲法第六十一條制定之。  

第二條 行政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第三條 行政院設下列各部： 

一、內政部。 

二、外交部。 

三、國防部。 

四、財政部。 

五、教育部。 

六、法務部。 

七、經濟及能源部。 

八、交通及建設部。 

九、勞動部。 

十、農業部。 

十一、衛生福利部。 

十二、環境資源部。 

十三、文化部。 

十四、科技部。  

第四條 行政院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大陸委員會。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四、海洋委員會。 



12 
 

五、僑務委員會。 

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七、原住民族委員會。 

八、客家委員會  

第五條 行政院置政務委員七人至九人，特任。 

政務委員得兼任前條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第六條 行政院設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第七條 行政院設中央銀行。  

第八條 行政院設國立故宮博物院。  

第九條 行政院設下列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十條 行政院院長綜理院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人員。  

行政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第十一條 行政院院長得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列席行政院會議。  

第十二條 行政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綜合處理本院幕僚事務；副秘書長二人，

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襄助秘書長處理本院幕僚事務。 

行政院置發言人一人，特任，處理新聞發布及聯繫事項，得由政務職務人員兼任

之。  

第十三條 行政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十四條 行政院為處理特定事務，得於院內設專責單位。  

第十五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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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行政院組織法修正大事紀 
75年12月31日公布「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 

76年1月14日公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條例」 

76年7月13日公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組織條例」，8月1日設置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6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宣告臺灣與澎湖解除戒嚴 

76年7月30日行政院第2042次會議俞國華院長指示修正「行政院組織法」 

76年8月5日行政院核定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委員名單 

76年7月29日公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8月22日設置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77年8月25日、9月15日行政院第2095次、第2098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77年10月1日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79年6月29日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同意撤回「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80年1月28日公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2月7日設置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80年4月30日李登輝總統宣告自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81年1月13日公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1月27日設置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1年3月5日行政院第2269次會議郝柏村院長指示，「行政院組織法」應配合憲法的修改，在立法院下一會

期內提出修正案，由副院長召集專案小組研辦 

81年4月7日擬具「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實施計畫」、「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及委員名單簽奉行政院核定 

82年3月4日行政院第2321次會議連戰院長指示，「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已由立法院撤回重新研擬，請

副院長召集有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研修小組依提示之4項原則及當前需要進行研討 

82年3月15日修訂「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實施計畫」、「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設置要點」行政

院核定 

82年4月8日行政院第2326次會議連戰院長指示，行政組織革新工作應列為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

第2階段工作計畫 

82年4月22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完成「行政院所屬機關組織員額精簡計畫」草案 

82年9月2日行政院第2347次會議通過「行政革新方案」 

82年9月3日行政院行政革新會報第1次會議通過「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 

82年12月30日公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 

83年1月8日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執行秘書向行政院連戰院長簡報「行政院組織法」研修報告 

83年3月28日訂定「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第2階段工作計畫」 

83年4月1日訂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組織規程」，7月1日設置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84年7月10日公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織條例」，7月20日設置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5年11月13日公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例」，12月10日設置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86年2月27日行政院第2516次會議通過「行政組織再造方案」，以院函分行各機關 

86年7月16日設置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86年12月18日行政院召集第43次政務會談討論「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

法」草案，並確定2法分開訂定之原則 

87年1月2日行政院第2560次會議通過「政府再造綱領」，成立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行政院蕭萬長院長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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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召集人 

87年1月12日公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織條例」 

87年3月16日行政院召集第45次政務會談討論「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草案 

87年3月19日成立行政院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及政府再造諮詢委員會，並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 

87年4月23日行政院第2575次院會通過「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案 

87年5月1日、5月20日行政院會銜考試院「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2次函請立法院審議 

89年1月26日公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組織條例」，1月28日設置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90年4月26日 行政院核定「行政院組織調整規劃構想案」及「全國行政革新會議結論行動方案」 

90年5月16日公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6月14日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0年9月9日陳水扁總統為貫徹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的政府再造共識，提出「政府組織再造計畫」 

90年10月25日成立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推動政府改造工程，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91年4月25日 

1、「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 

2、「行政院組織調整員工權益保障方案」於91年4月21日提報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第4次委員會議確認 

後，經考試院第9屆第278次會議通過 

91年4月26日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及「行政院組織調整員工權益保障方案」函送立法院審議 

91年5月1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依行政院第2783次會議游錫堃院長指示，函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研

提「行政院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相關條文及說明 

91年5月29日行政院訂定「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 

91年11月5日 行政院會銜考試院「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1年11月22日行政院訂定「行政法人建制原則」及「獨立機關建制原則」 

91年12月11日至20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召開4次專案會議，修正「行政法人基準法」草案名稱為「行政法人

法」草案；另研擬「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草案及「行政法人標

準化作業程序」 

92年4月22日行政院會銜考試院「行政法人法」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2年4月28日行政院訂定「各機關組織調整規劃報告通案共同辦理事項結論」 

92年7月23日公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92年10月2日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第1次業務檢討聯席審查會議，審查內政法務、國家安全、經

濟貿易等3工作圈業務檢討結果 

92年10月20日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第2次業務檢討聯席審查會議，審查綜合企劃、國土資源、通

訊運輸、財主人事、文化教育、厚生勞動等6工作圈業務檢討結果。 

93年3月1日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正式掛牌運作，成為國內第1個改制之行政法人 

93年6月23日公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93年7月1日設置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3年9月8日 行政院第2905次會議通過「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 

93年9月9日行政院訂定「行政院組織改造期間法案整體控管要點」 



15 
 

93年9月15日1、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行政院會銜考試院「行政院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3年9月27日立法院同意行政院撤回58項應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撤回之組織法案 

93年11月1日行政院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 

94年1月3日行政院訂定修正「獨立機關建制原則」 

94年1月11日行政院訂定修正「各機關組織調整規劃報告通案共同辦理事項結論」 

94年2月23日行政院第2928次會議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及「行

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 

94年2月24日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94年3月8日行政院會銜考試院「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及「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4年6月1日、8月8日行政院第2942次會議通過「行政法人法」草案，2次會銜考試院函請立法院審議 

94年11月9日公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94年11月3日獨立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5年2月22日設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5年3月2日、5月5日行政院訂定「獨立機關與行政院關係運作說明」，並於5月5日修正 

95年5月17日修正「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6點 

97年2月20日1、行政院第3080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2、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組織

法」修正草案 

97年2月21日考試院第10屆第273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 

97年5月6日行政院會銜考試院「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7年7月2日 修正公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條條文 

97年7月21日修正「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設

置要點」 

97年7月22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召開研商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會議 

97年9月24日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相關議題座談會 

97年9月29日 

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第1次委員會議，討論行政院組織改造後續推動方式及作業步驟及「中央政府 

機關總員額法」草案推動立法 

97年11月13日 

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第2次委員會議，討論「行政法人法」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 

推動立法 

98年1月1日馬英九總統宣示政府改造的目的，為打造一個精簡、彈性、效能的政府，以大幅提升國家的競

爭力 

98年2月10日召開行政院海洋專責機制座談會，討論臺灣政府機關之海洋專責機制 

98年2月17日召開研商「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及「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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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會議 

98年4月3日召開研商「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會議 

98年4月9日 行政院第3139次會議劉兆玄院長裁示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8年4月13日 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98年4月27日 行政院會銜考試院「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8年4月30日 行政院會銜考試院「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8年5月11日行政院會銜考試院「行政法人法」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98年5月22日公布「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6月10日修正 

98年6月11日行政院會銜考試院「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並撤回97年5月6日所送該

法草案 

98年8月3日召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第6次委員會議，討論人事、政風及會計機構組設研修方向、行政

院組織改造法案立法及調整原則推動情形 

98年9月25日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簽陳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辦理情形及後續推動策略 

98年12月14日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完成「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審查 

99年1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行政院組織法」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99年1月1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99年1月14日行政院第3179次會議吳敦義院長指示，進行組織改造期間各部會應注意施政的無縫接軌，各機

關組織法案至遲應於100年1月底前函送立法院審議 

99年1月21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函送「行政院組織改造組織調整後續推動規劃」 

99年2月2日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函送「行政院組織改造配套措施後續推動規劃」 

99年2月3日1、公布「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2、修正公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及「行政院組織法」 

99年3月16日至4月2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工作分組協調會議審查第1梯次新機關組織架構及職掌 

99年3月16日行政院訂定「行政院組織改造期間經費處理原則」 

99年3月30日行政院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精簡人員優惠退離辦法」 

99年4月6日行政院修正「行政院組織改造期間法案整體控管要點」 

99年4月7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討論通過行政院組織改造第1梯次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審查結果 

99年4月13日至26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工作分組協調會議審查第2梯次新機關組織架構及職掌 

99年4月27日至5月4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工作分組協調會議審查第3梯次新機關組織架構及職掌 

99年4月30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討論通過行政院組織改造第2梯次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審查結果 

99年5月12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討論通過行政院組織改造第3梯次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審查結果 

99年5月19日行政院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 

99年7月22日行政院訂定「優惠退離准駁行使及員額職缺控管處理原則」 

99年7月26日行政院訂定「組織調整員額配置及移撥注意事項」 

99年7月26日行政院院函分行第1梯次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審定結果 

99年8月26日行政院院函分行第2梯次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審定結果 

99年10月22日行政院院函分行第3梯次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審定結果 

99年10月29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討論通過第1梯次新機關組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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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2月2日行政院第3224次會議通過組織改造第1梯次組織法案，含法務部、大陸委員會、僑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等機關（構），共10項組織法（修

正）草案，並函送立法院審議 

99年12月17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討論通過第2梯次新機關組織法案 

100年1月6日行政院第3229次會議通過組織改造第2梯次組織法案，含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

交通及建設部、衛生福利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合計59個機關（構），共53項組織法（修正）草案，並函送立法院審議 

100年1月10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討論通過第3梯次新機關組織法案 

100年1月20日行政院第3231次會議通過組織改造第3梯次組織法案，含外交部、經濟及能源部、勞動部、農

業部、環境資源部、文化部、科技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海洋委員會、中央銀行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等11個部會及其所屬合計62個機關（構），共62項組織法（修正）草案，並函送立法院審議 

100年1月27日行政院第3232次會議通過駐外機構組織通則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行政法人個案組織法案，並函送立法院審議 

100年2月9日行政院核定成立31個新機關籌備小組 

100年2月10日行政院院會確認行政院組織改造各機關籌備進程 

100年3月7日至13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法務部4案審查 

100年3月14日至20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財政部7案、中央銀行1案審查 

100年3月21日至27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案、國防部6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設置條例1案審查 

100年3月28日至4月3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內政部8案、大陸委員會1案、海洋委員會2案、原住民族委員會1

案、客家委員會1案審查 

100年4月4日至10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教育部11案審查 

100年4月8日「行政法人法」草案、「中央銀行法」修正草案完成三讀 

100年4月11日至4月17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經濟及能源部9案、國家發展委員會2案、公平交易委員會1案審查 

100年4月18日至24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外交部3案、駐外通則1案、僑務委員會1案、交通及建設部8案、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1案、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1案審查 

100年4月25日至5月1日立法院辦理環境資源部及衛生福利部公聽會，完成勞動部5案、衛生福利部6案審查 

100年4月27日「行政法人法」、「中央銀行法」公布施行 

100年5月2日至5月8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人事行政總處3案、科技部5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案審查 

100年5月9日至15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農業部10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5案、主計總處1案、環境資源部10

案審查 

100年5月16日至22日立法院委員會完成文化部11案、「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1案、「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設置條例」1案審查 

100年6月14日法務部、文化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客家委員會等4個部會20項組織法案完成三讀 

100年10月28日外交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平交易委員會、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等5部

會9項組織法案完成三讀 

100年12月14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修正案完成三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