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1.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9日府行法字第 1016000112號函訂定 

2.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21日府行法字第 1036001336號函修正 

3.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21日府行法一字第 1036004678號函修正 

4.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31日府行法一字第 1036004832號函修正第三點 

5.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8日府行法一字第 1046000072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六點 

6.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7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0053號函修正第五點 

7.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6日府行法一字第 1062904310號函修正第十四點、第十

七點及附件三 

8.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5日府行法一字第 1092902365號函修正第十三點至第十

五點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本府及協助所屬機關、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處理本府及協助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應組成國家賠償事件處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各機關應指派專人辦理國家賠償業務，並得視業務需要，設國家賠償

事件處理小組。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除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秘書長擔任

外，其餘委員十二人由本府之高級職員、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

聘（派）之；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本委員會成員

二分之一。 

前項成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具有法制專長。 

四、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對於本府國家賠償事件之處理及協議事項。 

 （二）對於各機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之協助事項。 

 （三）對於超額賠償金核定案件之審議事項。 

 （四）對於本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事項之處理。 

 （五）其他有關國家賠償事項。 

五、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 

    本委員會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本府補聘(派)之。補聘（派）委員

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七、本委員會行政業務由本府法制單位（以下簡稱法制單位）辦理。 



八、本委員會視人民請求賠償事件之情況隨時召開會議。會議時應有合計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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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委員會開會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利害

關係人或有關機關派員列席陳述意見，並得邀請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

專家、學者及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供意見。 

十、本委員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一、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委員非由本府或各機關人員兼任者，

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法制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十三、請求權人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時，應填具賠償請求書(如附件一)。

其有代理人者，並應提出委任書或法定代理權之證明文件(如附件

二)。     

十四、本府為被請求賠償機關時，應由法制單位收受賠償請求書，影印後

送交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該單位應於收受後十日內擬具具體

意見，並檢附有關案卷，送法制單位提報本委員會審議。 

前項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法制單位應即通知請求

權人於文到之次日起十日內補正：   

（一）賠償請求書不合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所定之程式或就

請求事項未提出具體事證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二）協議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而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 

（三）代理人未提出合法代理證明者。 

（四）其他應通知補正者。 

前項請求權人逾期未補正者，得不經審議，檢附命補正之送達證書

及有關案卷，經機關首長核准後，逕行函復拒絕賠償，並提報本委

員會備查。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一）無管轄權。 

（二）同一事件，重複請求賠償。 

（三）請求權人非其所請求賠償事件受有損害之人。 

（四）依請求權人之書面資料，並非請求國家賠償。 



第一項之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如有怠於檢送案卷資料者，該

承辦業務人員及有關人員，應按其情節懲處。 

十五、各機關於指定協議日期前，應先據請求書調查其請求有無理由，如

認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務、或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者，

得不經協議，於收受請求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拒

絕之，並通知有關機關。 

十六、本府賠償事件，經本委員會審議結果，如認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

賠償義務、或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者，本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拒絕之。 

十七、依本委員會審議認有賠償責任者，由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就

本委員會授權一定金額範圍內，與請求權人協議。 

前項情形，應製作協議紀錄（如附件三），並載明：「本協議紀錄

須簽奉機關首長核准，協議始生效力。」。 

協議不成立之事件，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應依請求權人之申

請或依職權核發協議不成立證明書（如附件四），並提報本委員會

備查。 

十八、賠償義務機關除有應予拒絕賠償之情形外，應速指定協議期日，以

書面通知請求權人及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

條之機關、公務員、團體、個人或應負責任之人參加協議或到場陳

述意見。 

十九、請求權人於協議日不到場者，賠償義務機關酌量情形，得視為協議

不成立或另定協議期日。 

二十、協議紀錄應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詳為記載，並由

有關人員簽名或蓋章，及加蓋機關印信。 

二十一、協議成立時，應依規定作成協議書（如附件五），由有關人員簽

名或蓋章，蓋妥機關印信，於十日內派員或交郵政機關送達，並

作成送達證書。 

二十二、本府協議不成立或拒絕賠償事件，請求權人如向法院提起損害賠

償之訴時，應由本府業務主管單位應訴。遇有事件情節繁雜者，

必要時得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二十三、賠償義務機關行使求償權時，應先與被求償者進行協商，酌情許

其提供擔保分期給付，其協商結果應作成紀錄，結果應函報本府

備查。協商不成立者，賠償義務機關應注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



二項所定時效，依訴訟程序行使求償權，並於裁判確定後，檢同

裁判書正本，函報本府備查。 

二十四、本府因國家賠償事件所生求償權之行使，應經本委員會之審議。 

     本府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應於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

後五日內，就求償權行使之事項擬具處理意見，送法制單位提報

本委員會審議。 

      本府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如有怠於求償者，該承辦業務人

員及有關人員，應按其情節懲處。 

二十五、本府賠償事件，經本委員會審議結果，對公務員或就損害原因應

負責任之人有求償權者，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應即與被求

償者進行協商，協商成立者，應將協商結果提報本委員會審議。

協商不成立者，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應即依訴訟程序行使

求償權，於裁判確定後儘速執行，並將歷審裁判資料及執行情形

提報本委員會備查。 

二十六、協議成立之賠償事件，由本府賠償責任原因業務主管單位將協議

書連同空白領款收據（如附件六）函送請求權人。 

二十七、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訴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後，請求權人

請求給付賠償時，賠償義務機關應立即填製國家賠償請撥書一份

（如附件七），並附協議書或判決書、和解筆錄等有關文件一份，

及請求權人之領款收據（應填妥住址及身分證號碼，並簽名蓋章)

一份，送法制單位辦理。 

        法制單位接到上項書件後，送本府主計單位在本府賠償準備金項

下撥付賠償金，開具付款憑單核銷，主計單位於核銷時，應送交

本府財政處，核發賠償金。 

二十八、國家賠償事件，應採一請求案件一專卷方式歸檔管理。 

二十九、雲林縣各鄉（鎮、市）公所協議賠償金額在三百萬元以下，得逕

行決定；逾三百萬元，應報請本府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