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申請社團有那麼難嗎? 

申請社團有那麼難嗎? 

呂先生是醫界極負盛名的大老，一心想要將醫界及社福界先進們集結在一

起，共同討論謀求臺灣人民的健康福祉，達到互相支援、資訊溝通交流的功能

，更希望未來能代表臺灣向世界發聲。經過規劃籌備後，呂先生訂了一個黃道

吉日設宴邀請醫界與社福界先進們共襄盛舉，舉辦團體成立大會，當日亦學習

國際上大團體一樣，在大家共同推舉下，呂先生擔任此團體的創會理事長。

接著呂先生興致勃勃準備大會照片、論文資料等，向政府機關申請報備已

成立民間組織團體。沒想到政府機關回復呂先生，依我國現行《人民團體法》

第8條的規定，要成立人民團體像是協會、聯盟這類社會團體，發起人需年滿20

歲、並應有30人，且無同條第2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不得為人民團體發起人限制

之情事，並親自在發起人名冊上簽名，收齊發起人身分證影本供政府機關查

核，再依照政府規範的「章程草案」填寫團體宗旨任務，送交申請書，經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後才能「許可」籌組，據以準備召開籌備會，完

成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之籌備流程，再行召開成立大會、理監事會議，

始完成立案之程序。籌備期間以6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其

期間以3個月為限。

負責受理這項申請案的政府部門承辦人細心解釋說明，團體名稱如果是

「醫學會」，相關任務有涉及醫療部分，則審查期間尚需函送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查（例如：教育部及行政院衛生署），請呂先生靜待消息。看到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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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及聽到社會團體申請審查、籌備會報備等程序，呂先生不禁質疑，人民

結社的程序怎如此繁複耗時，臨走時忍不住說了一句氣話：「憲法既保障人民

結社權，申請過程還要那麼久，乾脆不要申請算了，反正還不是一樣可以運

作。」

爭點

◆　申請結社行為之許可程序繁雜，不可以簡化嗎？

◆　限制個人結社自由是否符合公約規定？

人權指標

◆　《公政公約》第22條規定，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

　　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國家義務

◆　公共事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涉及到行使政治權力，特別是行

　　使立法、行政和管理權力。它包括公共行政的各個方面和國際、

　　國家、區域和地方各級政策的擬定和執行。權力的分配和個人

　　公民行使受第25條保護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的途徑應由憲法

　　和其他法律規定（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意見第5段）。

◆　公民還通過與其代表公開辯論和對話或通過他們組織自己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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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人都有結社權利應受保障，不應受法律多加限制。而依《公

　　政公約》第22條第2項來看，人民自由結社權利並非絕對權利，

　　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

　　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必需亦可以加以限制。

四、我國以《人民團體法》規範人民行使結社權組織團體與活動，

　　該法第8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

　　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前項發起人須

　　滿20歲，並應有30人以上，且無左列情事為限：一、因犯罪

　　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

　　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

　　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第一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可知現行結社之先行許可制度恐使人民結社權受有

　　限制，基於前段所述意旨，應檢討改正。

五、依聯合國人權理事會101年5月11日和平集會和自由結社權利

　　問題特別報告建議，除重申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權利是一切民

　　主制度的基石外，建議各國在法律中促進和保護結社權利，具

　　體建議包括，政府應實行組織團體報備制度，組織社團應透過

　　簡單、方便、不歧視、不繁瑣或免費的程序；拒絕團體註冊時，

　　政府應提供一份詳細即時的書面說明，社團應能夠向法院就駁

　　回註冊的決定提出異議；社團應自行決定其章程制度、組織架

　　力來施加影響而參與公共事務。保障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可

　　支持這種參與（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意見第8段）。

◆　結社自由的權利，包括成立或加入涉及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組織

　　和協會的權利，此乃對該條保護的權利之重要補充（人權事務

　　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意見第26段）。

解析

一、《世界人權宣言》第20條載明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自  

　　由，並不得逼使任何人隸屬於某一團體。而《公政公約》第22

　　條表示，結社自由，含有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障

　　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二、《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旨在使人民利用

　　結社之形式，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實現共同目

　　標，結社的自由是人民應享之基本權利。人民藉由組織各類人

　　民團體的型態，訴求其共同理念或目標願景的達成，由此可知，

　　結社自由權利是行使其他多項公民、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

　　權利的途徑，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人民透過結社權利的展現，

　　進一步推展其他人權，使得結社權利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尊

　　重及享有其他多項人權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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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和活動，在政府不加干預的情況下做出決定；社團應由公正

　　獨立的法院在明確違反法令導致危險時，依照國際人權法做出

　　終止或強制解散的制裁等。

六、綜上，我國對於人民組織社會團體現行所採之「許可」制度，

　　似未能回應國際人權之趨勢，政府應儘速修改人民團體法，鬆

　　綁或簡化申請作業，以保障人民結社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