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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 EN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08 月 20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法務部 ＞ 法律事務目

第 一 章 總則

本細則依國家賠償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依本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者，以公務員

之不法行為、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及其所生損害均在本法施行

後者為限。

依本法第九條第四項請求確定賠償義務機關時，如其上級機關不能確定，

應由其再上級機關確定之。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

事實。

第 二 章 預算之編列與支付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之經費預算，由各級政府依預算法令之規定編列之。

請求權人於收到協議書、訴訟上和解筆錄或確定判決後，得即向賠償義務

機關請求賠償。

賠償義務機關收到前項請求後，應於三十日內支付賠償金或開始回復原狀

。

前項賠償金之支付或為回復原狀所必需之費用，由編列預算之各級政府撥

付者，應即撥付。

請求權人領取賠償金或受領原狀之回復時，應填具收據或證明原狀已回復

之文件。

第 三 章 協議

第 一 節 代理人

請求權人得委任他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

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者，得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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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 11 條

第 12 條

第 13 條

第 14 條

第 15 條

第 16 條

第 17 條

與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

前二項代理人應於最初為協議行為時，提出委任書。

委任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但拋棄損害賠償

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領取損害賠償金、受領原狀之回復或選任

代理人，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對於前項之代理權加以限制者，應於前條之委任書內記明。

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請求權人。

違反前項之規定而為委任者，對於賠償義務機關不生效力。

委任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請求權人即時撤銷或更正者，失其效

力。

委任代理權不因請求權人死亡、破產、喪失行為能力、或法定代理權變更

而消滅。

委任代理之解除，非由委任人到場陳述或以書面通知賠償義務機關不生效

力。

協議由法定代理人進行時，該法定代理人應於最初為協議行為時，提出法

定代理權之證明。

前項法定代理，依民法及其他法令之規定。

賠償義務機關如認為代理權有欠缺而可以補正者，應定七日以上之期間，

通知其補正，但得許其暫為協議行為，逾期不補正者，其協議不生效力。

第 二 節 協議之進行

同一賠償事件，數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

應以書面通知未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參加協議。

未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未參加協議者，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應將協

議結果通知之，以為處理之依據。

賠償義務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為侵害行為之所屬公務員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

之團體、個人，或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而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之人，於協議期日到場陳述意見。

損害賠償之請求，應以書面載明左列各款事項，由請求權人或代理人簽名

或蓋章，提出於賠償義務機關。

一、請求權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證統一編號、職

    業、住所或居所。請求權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其名稱、主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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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1 條

第 22 條

第 23 條

    或主營業所及代表人之姓名、性別、住所或居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業、住所或居所。

三、請求賠償之事實、理由及證據。

四、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

五、賠償義務機關。

六、年、月、日。

損害賠償之請求，不合前項所定程式者，賠償義務機關應即通知請求權人

或其代理人於相當期間內補正。

數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請求權人得對賠償義務機關中之一機關，

或數機關，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請求權人如同時或先後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全部或一部之賠償

時，應載明其已向其他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之金額或申請回復原狀之內

容。

被請求賠償損害之機關，認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務者，得不經協議

，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拒絕之，並通知有

關機關。

賠償義務機關於協議前，應就與協議有關之事項，蒐集證據。

賠償義務機關為第一次協議之通知，至遲應於協議期日五日前，送達於請

求權人。

前項通知所載第一次之協議期日為開始協議之日。

賠償義務機關於協議時，得按事件之性質，洽請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陳

述意見，並支給旅費及出席費。

請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費用，在同一事件達一定之金額時，該管地

方檢察署應賠償義務機關之請，得指派檢察官提供法律上之意見。

前項一定之金額由法務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賠償義務機關應指派所屬職員，記載協議紀錄。

協議紀錄應記載左列各款事項：

一、協議之處所及年、月、日。

二、到場之請求權人或代理人。賠償義務機關之代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二條所定之人員。

三、協議事件之案號、案由。

四、請求權人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及請求之事實理由。

五、賠償義務機關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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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第 25 條

第 26 條

第 27 條

第 28 條

六、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二條所定人員之意見。

七、其他重要事項。

八、協議結果。

前項第二款人員應緊接協議紀錄之末行簽名或蓋章。

賠償義務機關得在一定金額限度內，逕行決定賠償金額。

前項金額限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及省政府，由行政院依機關等級定之；縣

 (市) 、鄉 (鎮、市) ，由縣 (市) 定之；直轄市，由其自行定之。

賠償義務機關認應賠償之金額，超過前條所定之限度時，應報請其直接上

級機關核定後，始得為賠償之決定。

前項金額如超過其直接上級機關，依前條規定所得決定之金額限度時，該

直接上級機關應報請再上級機關核定。

有核定權限之上級機關，於接到前二項請求時，應於十五日內為核定。

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賠償義務機關應依請求權人之

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請求權人未依前項規定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者，得請求賠償義務機

關繼續協議，但以一次為限。

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記載左列各款事項，由到場之請求權人或代

理人及賠償義務機關之代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蓋機關之印

信：

一、請求權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證統一編號、職

    業、住所或居所。請求權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其名稱、主事務所

    或主營業所及代表人之姓名、性別、住所或居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業、住所或居所。

三、賠償義務機關之名稱及所在地。

四、協議事件之案由及案號。

五、損害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

六、請求權人對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其他損害，願拋棄其損害賠償請

    求權者，其拋棄之意旨。

七、年、月、日。

前項協議書，應由賠償義務機關於協議成立後十日內送達於請求權人。

協議文書得由賠償義務機關派員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並應由送達人作成

送達證書。

協議文書之送達，除前項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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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第 30 條

第 31 條

第 32 條

第 33 條

第 34 條

第 35 條

第 36 條

第 37 條

第 38 條

第 39 條

第 三 節 協議之期日及期間

協議期日，由賠償義務機關指定之。

期日，除經請求權人之同意或有不得已之情形外，不得於星期日、國定紀

念日或其他休息日定之。

賠償義務機關指定期日後，應即製作通知書，送達於協議關係人。但經面

告以所定期日並記明協議紀錄，或經協議關係人以書面陳明屆期到場者，

與送達有同一之效力。

期日應為之行為，於賠償義務機關為之。但賠償義務機關認為在其他處所

進行協議為適當者，得在其他處所行之。

期日如有正當事由，賠償義務機關得依申請或依職權變更之。

期日及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

第 四 章 訴訟及強制執行

法院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假處分，命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醫療

費或喪葬費者，賠償義務機關於收受假處分裁定時，應立即墊付。

前條暫先支付之醫療費或喪葬費，應於給付賠償金額時扣除之。

請求權人受領前條暫先支付之醫療費或喪葬費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返還：

一、協議不成立，又不請求繼續協議。

二、協議不成立，又不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三、請求權人受敗訴判決確定。

四、暫先支付之醫療費或喪葬費，超過協議、訴訟上和解或確定判決所定

    之賠償總金額者，其超過部分。

請求權人因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而起訴者，應於起訴時

提出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之證明書。

請求權人因賠償義務機關逾期不開始協議或拒不發給前項證明書而起訴者

，應於起訴時提出已申請協議或已請求發給證明書之證明文件。

請求權人就同一原因事實所受之損害，同時或先後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協

議及向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或同時或先後向賠償義務機關及公務員

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者，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程序終結或損害賠償訴訟裁判

確定前，法院應以裁定停止對公務員損害賠償訴訟程序之進行。

該管檢察機關應賠償義務機關之請，得指派檢察官為訴訟上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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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第 41 條

第 41-1 條

第 41-2 條

第 42 條

第 43 條

第 44 條

第 45 條

請求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或墊付醫療費或喪葬費

時，該賠償義務機關不得拒絕或遲延履行。

前項情形，賠償義務機關拒絕或遲延履行者，請求權人得聲請法院強制執

行。

本法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賠償義務機關

應審慎認定之。

賠償義務機關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二項或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行

使求償權前，得清查被求償之個人或團體可供執行之財產，並於必要時依

法聲請保全措施。

賠償義務機關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二項或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行

使求償權時，應先與被求償之個人或團體進行協商，並得酌情許其提供擔

保分期給付。

前項協商如不成立，賠償義務機關應依訴訟程序行使求償權。

賠償義務機關於請求權人起訴後，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將訴訟告知第十

六條所定之個人或團體，得於該訴訟繫屬中參加訴訟。

賠償義務機關得在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金額限度內逕為訴訟上之和解

。

賠償義務機關認應賠償之金額，超過前項所定之限度時，應逐級報請該管

上級權責機關核定後，始得為訴訟上之和解。

第 五 章 附則

各級機關應指派法制 (務) 或熟諳法律人員，承辦國家賠償業務。

各機關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將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及其處理情形，列

表送其上級機關及法務部，其成立協議、訴訟上和解或已判決確定者，並

應檢送協議書、和解筆錄或歷審判決書影本。

賠償義務機關承辦國家賠償業務之人員，應就每一國家賠償事件，編訂卷

宗。

法務部於必要時，得調閱賠償義務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之卷宗。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