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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就經濟部所詢財團法人法適用疑義一案 

回復意見彙整表 
 

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第二條

第二項 

本法所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

法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

業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

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二、由前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款之財

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

事業共同捐助成立，且其捐助財產合計

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三、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

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捐助之財產，與接

受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或

前二款財團法人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

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

之五十。 

四、由前三款之財團法人自行或前三款

之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構）、公法人、

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或捐贈，且其捐助財

產與捐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超過該

財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一、依預算法第 41條規定略以「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應由主管機關編製

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送立法院；政

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財團法人，應由主管機關將其年

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上開預

算法所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亦

包含政府捐助基金之比率百分之

五十以下之財團法人，與本法第二

條之定義不符，故未來應將營運及

資金運用計畫送立法院備查之財

團法人範圍為何？ 

二、財團法人之基金指應向法院登記之

財產，惟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會議紀錄，基金指資產負債表上

基金項下科目，二者定義不同，爰

目前財團法人有基金與法院登記

財產不相符之情形，應如何計算，

如涉及本法第六十八條應補足財

產，應以何者為計算基準？ 

三、本部所管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因辦理保證業務，致其有

一、關於預算法第 41 條第 3項所定應由

主管機關編製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

送立法院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其範圍如何，因涉及預算法之解釋

及適用範圍等事項，仍請洽該法主

管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表示意見，

先予敘明。 

二、依財團法人法(下稱本法)第 2條第 5

項規定：「本法所稱基金，指應向

法院登記之財產，其範圍如下：一、

捐助財產。二、經財團法人董事會

決議列入基金之財產。三、依法令

規定應列入基金之財產。」又本法

第 2 條第 6 項授權行政院訂定之財

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

(下稱基金計算辦法，行政院 108年

1月 30日院臺法字第 1080163244號

令參照)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業分

別就財團法人基金之認定基準及其

中各項財產之計算數額方式，予以

明定。是以，財團法人自應依本法

及基金計算辦法規定，計算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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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短絀情形，如依據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以基金填補短絀，如何計算政

府捐助(贈)基金比率，又因填補短

絀後，難以列出等額財產清冊，故

如何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亦請釋

疑。 

 

總額。而本法第 68條規定所稱「現

有基金總額」，係指補足時之現有

本法第 2 條第 5 項規定之基金，予

以計算其總額。 

三、本法第 23條規定：「財團法人於以

基金以外之財產填補短絀，仍有不

足時，得以基金填補之。」係明定

財團法人填補短絀，應優先以基金

以外之財產填補之，如有不足，始

得以基金填補。至於以基金填補短

絀，而須減列基金時，依基金計算

辦法第 4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

規定，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減

列計算為公法人、公營事業或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捐助或捐贈並列

入基金之財產，扣除下列財產後，

應計算為民間之捐助財產或捐贈並

列入基金之財產： 

(一)財團法人設立登記時，接受中

央或地方政府（含特種基金）、

公法人、公營事業（含未民營

化前之公營事業）、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已裁撤政府機關

（含特種基金）捐助之財產，

或已依法解散政府捐助之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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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法人捐助之賸餘財產。 

(二)財團法人設立登記後，接受中

央或地方政府（含特種基金）、

公法人、公營事業（含未民營

化前之公營事業）、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已裁撤政府機關

（含特種基金）捐贈之財產，

或已依法解散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捐贈之賸餘財產。 

(三)賸餘或公積轉列基金，如以當

期賸餘或公積轉列時，依轉列

時捐助及捐贈並列入基金合計

數占基金總額之比率乘以轉列

金額計算其數額；如以前一會

計年度以前累積賸餘或公積轉

列時，依轉列年度期初捐助及

捐贈並列入基金合計數占基金

總額之比率乘以轉列金額計算

其數額。但於本法施行前，已

轉列之基金，依主管機關原計

算方式認定。 

第八條

第一項

第一款 

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 目的、名稱及主事務所；設有分事

務所者，其分事務所。 

應於捐助章程載明之「分事務所」定義

為何？財團法人倘於國內外設置分院、

辦事處、辦事據點等，是否屬於「分事

務所」；又本款分事務所應於章程記載之

一、依本法第 6 條規定：「財團法人以

其主事務所所在地為住所，並得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事務所。」及

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後段規定，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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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必要內容包含哪些資訊？ 團法人設有分事務所者，該分事務

所為章程應記載事項之一，並於財

團法人收受許可文件後 15日內，由

董事向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

法院聲請登記(本法第 12 條第 2 項

規定參照)。本法所稱主事務所，係

指財團法人法律關係之準據點，作

為其辦理事務中樞之事務所而言，

並以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財團法人

之住所，主事務所可與分事務所作

形式上之區別，自可依所登記者判

斷之。亦即，分事務所，乃財團法

人之主事務所以外之其他事務所。 

二、另司法院 80 年 6 月 11 日（80）秘

台廳民（一）字第 01616 號函略以：

「財團法人之設立…於國外置分事

務所時，則須先經當地政府機關核

准後，始得向國內主事務所所在地

之地方法院辦理分事務所登記。…

財團法人可否於國外設立分會或辦

事處等其他機構一節，若其組織性

質與分事務所相同，似可比照前開

說明辦理。」供參。 

三、至於本法對分事務所於章程記載之

內容等事項，並無明文規範或限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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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制。惟於法人登記實務上，財團法

人設立時，參照民法第 20 條第 2

項、第 61條第 1項第 3款、法人及

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 18條第

1項附式一等規定，通常均應登記主

事務所及分事務所之詳細地址，以

利定管轄及文書之送達(本部 86 年

11月 19日（86）法律決字第 045685 

號函參照)。 

第十九

條第三

項 

第一項規定財產之運用方法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

券、金融債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

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

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三、購置業務所需之動產及不動產。 

四、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購買公開發

行之有擔保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

憑證。 

五、於財團法人財產總額百分之五範圍

內購買股票，且對單一公司持股比

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百分之五。 

六、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

於增加財源之投資；其項目及額

一、本項所稱「財產」及本項第五款所

指「財產總額」尚未有明確定義：

鑒於財團法人「法院登記財產」難

以反映其真實財產數額，又其財務

報表中「淨值」或「總資產」經常

變動，採用何種基礎、何時間點（如:

前年度決算數、購買股票時、每月

財報等）計算金額差距甚大，將影

響各財團法人所能投資股票之額度

限制，且如其財產總額變動較大，

肇致需臨時處分投資項目，反而造

成損失，爰請明示財產總額之定義。 

二、如屬於本項一至五款未明列之財產

運用項目，是否即屬於主管機關得

依據第六款訂定之權責範圍？例如

第四款僅明定財團法人可購買「公

一、本法第 19條第 3 項(以下簡稱本條

項)係針對財團法人之財產運用方

式予以規範，其意旨係除保值外，

並得為適當投資，以兼顧財產運用

之靈活性，惟仍須秉持安全可靠原

則為之，避免承擔投資風險而影響

財產運用，俾維持財團法人辦理各

項公益事業之財力，爰於本條項第

1 至 5 款列舉財產運用項目，並以

第 6款概括條款，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

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

度，先予敘明。 

二、本條項第 5 款（以下簡稱本款）規

定，其立法目的係為防止財團法人

運用過多財產購買股票等投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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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度，由主管機關定之。 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則「無擔

保公司債」屬於主管機關得訂定之

項目，或者不能購買？ 

三、參考「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2條第 8款

規定：「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重大

公共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

造或委由他人製造、自行興建或委

由他人興建者。」，爰本項第三款「購

置業務所需之動產及不動產」，是否

包含「興建」不動產。 

四、第四款所稱「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

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憑證」

涵蓋範圍為何？例如固定收益性質

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動產證券化型

基金及組合型(跨國投資-債券型)

基金、特別股基金等均屬市場上一

般所稱之固定收益型產品，得否涵

蓋於第四款範圍？  

五、第五款所稱「股票」定義為何：例

如財團法人購買特別股、持有非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股份或有限公司

之股權，是否受本款規範？又財團

法人購買如指數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ETF)，ETF具風險分散效果，但

為，承擔過高之風險，並避免財團

法人因購買公司股票，過度介入營

利事業，影響自身公益目的事務之

推行。是以，本款所稱「財產總

額」，係指財團法人購買股票時，

其資產扣除負債之淨值(本部 108

年 2月 19日法律字第 10803501070

號函意旨參照)。又基於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針對財團法人於本法

施行前，已購買股票超過財團法人

財產總額百分之五部分，原則上不

須另外調整賣出。本法施行後，財

團法人購買股票，自有本款之適用

(本部 108 年 1 月 4 日法律字第

10703519330號函意旨參照)。 

三、本條項第 1至 5款未明列之財產運

用方法，主管機關得依據第 6款就

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

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訂定其項目

及額度。關於「經評等機構評定為

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無

擔保公司債」，應可認屬本條項第

6 款所定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

有助於增加財產之投資(「中央銀

行對財團法人法授權規定事項所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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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其交易方式又與股票相同，是否屬

於第五款情形？或屬於主管機關依

第六款得另定之項目？ 

六、本部所管經濟事務財團法人常因研

究發展、活化產業技術或協助推動

國家政策所需，而透過技術移轉、

現金投資等方式成立衍生公司或取

得關聯事業之股票，並非純粹以投

資獲益為目的；綜上，如屬於捐助

(贈)財產、透過技術移轉取得股

權、投資設立新公司或與法人業務

相關事業等所取得之股份，並非財

團法人「購買」所取得，是否受第

五款限制，或得由主管機關依第六

款另定規定？  

七、另經查本部所管部分財團法人，股

票相關收益占年度收入總額甚高，

超過百分之八十者如中技社

(77.95%)、雜糧基金會(80.38%)、

中興基金會(72.2%)、嚴慶齡工業發

展基金會(82.44%)、宏碁基金會

(87.40%)、震旦永續經營基金會

(100%)、豐群基金會(88.91%)、福

琳工商發展基金會(98.39%)、安麗

金屬研發基金會(98.86%)等，爰如

定辦法」第 3條、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108 年 1 月 23 日金管法字第

10801004410號令規定參照)。至於

其中具體項目(例如：評等機構評

定之長期信用評等)及額度，仍須

由主管機關依本條項規定予以審

酌訂定。 

四、本項所稱「購置」業務所需之動產

或不動產，包括為供業務需要，所

購買使用一切動產或不動產之方

法，例如購買不動產以及購買各項

建材(動產)以興建不動產之情形。 

五、本條項所定股票，並未區分限定為

何種股票，故財團法人購買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無論屬普通股或特別

股(公司法第 156 條第 1 項規定參

照)，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或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票，均為本條項第 5款適用範圍。

另有限公司未將資本分為股份，且

其無發行股票之情形(貴部 81 年 9

月 19 日台商（五）發字第 226821

號第 226821號函參照)，故財團法

人對有限公司之出資額，並非本條

項第 5款所稱之股票。至於國內證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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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

強制渠等處分所持股票至財產總額

之 5%以下，恐對財團法人之正常業

務運作、存續造成嚴重影響，故本

款規定得否採不溯及既往之原則，

就過去財團法人未違反各主管機關

行政規則財產配置者，排除適用本

法第六十七條必須於一年內改正之

規定，敬請貴部應一併考量。 

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

型之受益憑證及指數股票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ETF)，是否屬本條

項第 5款所稱股票一節，檢附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12月 14日

金管證投字第 1070119907 號函影

本供參。 

六、財團法人因出資發起設立股份有限

公司(包括以現金財產、技術抵充

出資)而取得股票，因屬共同行為

或單獨行為(柯芳枝著，公司法論

(上)，2009 年修訂七版，第 11 至

12頁；王文宇著，公司法論，2016

年五版，第 105 頁至 106 頁)，並

非屬本條項第 5款所稱購買股票之

情形。另財團法人如為公司之發起

人，因公司法第 128條已有特別規

定，仍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 128條

規定辦理。至於財團法人於股份有

限公司發起設立後，認購出資(包

括以現金財產、技術抵充出資)所

取得之股票，因涉及購買股票，仍

應適用本條項第 5款規定。 

第二十

二條 

財團法人對其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

項所得，不得有分配賸餘之行為。 

財團法人於年度終了後，因業務運作良

好，依據其內部獎金規定等，由董事會

    本法第 22條規定，係為防止假公益

之名而圖非法不當之私利，爰明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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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疑義條文內容 疑義事項 法務部提供意見 備註 

決議發給員工年終績效獎金，是否屬於

本條所指之分配賸餘行為。 

其為分配賸餘之行為。而本條所稱「賸

餘」，應係當年度之「收入」扣除「支出」，

故主管機關如審認財團法人每年依其內

部獎金規定所編列獎金之費用，應係人

事費用之「支出」，並非「賸餘」，尚無

分配賸餘問題。惟具體個案有無分配賸

餘之情事，仍宜由主管機關審認之。 

第二十

五條第

一項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

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

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

後，送主管機關備查。工作計畫及經費

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有關者，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一、依據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九款，分

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

國家或地區者，應於設立時提出防

制洗錢因應計畫；另依本法第二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就設

立目的或執行業務易為洗錢或資恐

活動利用之財團法人進行相關措

施，且貴部將就財團法人之範圍訂

定相關辦法。 

二、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財團法人工

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

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者，是否係指

上述二條設置分事務所、或指貴部

指定範圍內之財團法人？ 

三、本部所主管財團法人對外貿易協會

自 1988年 7月兩伊戰爭結束，即帶

領廠商赴伊朗拓銷，並以外貿協會

作為母體於 1992年正式成立「駐德

一、依本法第 27條第 4項規定授權本部

訂定設立目的或執行業務易為洗錢

或資恐活動利用之財團法人之範

圍、風險評估程序、監督管理措施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一節，業經

本部於 108 年 2 月 1 日以法令字第

10804501540 號令訂定發布主管機

關辦理特定財團法人洗錢及資恐防

制辦法 (下稱洗錢及資恐防制辦

法)，俾利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辦理

相關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之風險評

估及監督管理事宜。 

二、有關本法第 25條第 1項所稱工作計

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

國家或地區有關者，並非限於第 27

條第 2 項所定範圍之財團法人。蓋

如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

以及其分事務所所在地有涉及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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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蘭辦事處」，2006年更名為「德

黑蘭台灣貿易中心」，作為推廣台伊

貿易先鋒，全力協助廠商拓展當地

市場，因此，德黑蘭駐點已有相當

歷史，其乃提供我國廠商於中東地

區經貿協助的重要據點，世界各國

在伊朗亦有長期據點。 

另斯里蘭卡係新南向目標國家，為

提升我與該國雙邊經貿實質關係，

以協助廠商拓銷市場及我商全球布

局，外貿協會透過所屬台北世界貿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規劃於該國

籌設營運據點(尚未對外正式營

運)。 

查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FATF)公布「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

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

區」、「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

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前

者包含伊朗、後者包含斯里蘭卡，

惟外貿協會於當地籌設營運據點之

目的為協助我國企業推廣貿易，並

不涉及洗錢或資助恐怖份子等活

動，爰依該協會情形，是否備置風

險評估報告，請協助釐清。 

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之情形，

即應有風險評估，以便於財團法人

得以內部評估其洗錢或資恐風險情

形，因此財團法人於有上開情形

時，均應有風險評估，此為第 10條

第 1項第 9款及第 25條第 1項規定

意旨。至於第 27條第 3項規定係指

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應就主管之財團

法人全體，依其不同類型於我國所

涉洗錢及資恐風險高低，進行以風

險為基礎之監理措施。亦即，第 10

條第 1項第 9款及第 25條第 1項之

規範目的，係針對財團法人本身之

風險評估及活動判斷，而第 27條第

3項規定，則係主管機關對於所管之

財團法人之風險評估，目的係以風

險為基礎之監理。 

三、貴部主管之財團法人對外貿易協

會，如貴部審認其工作計畫、經費

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

區有關時，自應依本法第 25條第 1

項規定，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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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

四條第

一項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但捐助章程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

議。 

查本法並無常務董事職權、設置條件等

相關規定，惟財團法人於實務中多設有

常務董事，爰財團法人得否以捐助章程

明定常務董事得行使董事會之部分職

權，例如財團法人於捐助章程規定「董

事長由常務董事會決議選任或解任」是

否符合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 

    本法對於常務董事，並無限制或禁

止規定。倘財團法人於捐助章程規定設

置常務董事及常務董事會，並無不可，

惟本法所定董事會之決議，不論係普通

決議或特別決議，均係以全體董事為計

算基礎(本法第 45條規定參照)，而常務

董事之人數係少於全體董事，常務董事

會開會時並不會通知全體董事，故不得

以常務董事會取代董事會，從而倘財團

法人捐助章程規定「董事長由常務董事

會決議選任或解任」，並不符合本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5 條第 1 項規

定。 

 

第六十

三條第

四項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推定為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政府

直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之人事、財

務或業務： 

一、依捐助章程規定，該財團法人之董

事總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係由政府遴

聘、指派、推薦或由現職公務員兼

任。 

二、政府機關對該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

實際負責執行經營政策之執行首

長，具有核派權或推薦權。 

三、依法律、法規命令或捐助章程規

一、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因長期接受

政府委辦或補助計畫，且其政府收

入金額佔其年度收入總額一定比

率以上，故該財團法人實質上財務

依賴政府，且其經營方針受政府政

策影響甚深，類此法人雖未符合本

條第四項所列條件，是否可以認為

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

之財務或業務，而指定該法人加強

監督？ 

二、 另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如依據主

管機關於本法施行前所訂定之行

一、本法第 63條規定，參照其立法說明

略以：「對於第 1項第 3款所稱『政

府直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宜明定參考基

準，以利主管機關審酌，爰為第 4

項規定。惟政府對特定法人是否具

實質控制能力，應個案認定，故有

本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僅係推定為

政府實質控制之法人，但有事證證

明無直接或間接控制關係者，不在

此限，…。」如主管機關就所管民

間捐助之財團法人，經確定並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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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財團法人之預算、決算應送

政府機關核定。 

四、依法律、法規命令或捐助章程規

定，該財團法人之經營政策、業務

計畫或業務規章，應送主管機關核

定。 

政規則，於捐助章程上載有其年度

資金運用計畫書、決算書須送主管

機關「核備」、「核准」，或僅預算

及決算其中之一送主管機關「核

准」者，是否亦屬於本條第四項第

三款規定情形？ 

三、 另依據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民間

捐助之財團法人之預、決算應送主

管機關「備查」，未來財團法人如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修改其捐助章

程之文字（如將「核准」改為「備

查」）；或透過修改捐助章程，降低

政府遴聘、指派之董事席次至二分

之一以下，以規避第六十三條第四

項第各款情形時，主管機關有何依

據否准其許可，以防止財團法人逃

避加強監督？ 

法第 63條第 4項所列，實質上具直

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之人事、

財務或業務之情形時，無法僅以其

長期接受政府委辦或補助計畫，且

其政府收入金額佔其年度收入總額

一定比率以上，作為推定符合本條

第 1項第 3款之依據。 

二、按現行法制用語之「核定」，係指上

級機關或主管機關對於所報之事

項，必須依法定要件加以審查，並

作成決定，於尚未決定前，該事項

無從發生效力；而「備查」，係指

對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有所陳報或

通知，使該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對

於其指揮、監督或主管之事項有所

知悉已足，無庸進行審查或作成決

定，故備查非屬所報事項之生效要

件。是以，「核定」與「備查」之

目的、程序及法律效果均不同（本

部 102 年 4 月 30 日法律決字第

10200559630號函參照）。關於本件

所提「核備」用語，易生係屬「核

定」或「備查」疑義，為避免爭議，

不建議使用，惟倘現行法規或章程

中尚有「核備」用語者，如尚須經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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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所報事項依法定要件予

以審查，則其與「核定」性質無異；

又所提「核准」用語，因具經主管

機關審查及准許意涵，其與「核定」

性質，亦無二致。 

三、本法第 63條第 4項第 3款規定，係

指預算或決算其中之一應送政府機

關核定，並非指預算及決算均應送

政府機關核定之情形；又本款所列

之依據，並不包括行政規則在內。 

三、本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財團法

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 1 個月內，

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

年結束後 5 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

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尚非係財團法人之預算、決算須送

主管機關核定或核轉情形，應予辨

明。至關於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之

變更，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章程變

更之擬議，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為

之，併予敘明(本法第 44 條、第 45

條規定參照)。 

第六十

四條第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個月內，清

查符合第六十三條規定之財團法人之財

敬請釐清本條所應清查財產狀況之項

目、範圍及重點為何，以利各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 64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

關應予清查之財團法人，係指第 63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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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 

 

產狀況。 辦理。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之民間捐助財

團法人，且須符合「有加強監督之必

要」，並「經主管機關指定」者為限。

本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該財

團法人流於完全由民間掌控，而有脫免

政府監督之疑，且為早日釐清第 1 項財

團法人之財務狀況、財產流向或運用情

形，例如本法施行前，財團法人之基金

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

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捐助財產及捐贈

並列入基金之數額、捐助財產總額及基

金總額合計達該財團法人捐助(贈)財產

總額比率，爰有由主管機關清查，以落

實政府監督管理之目的。至於財團法人

之主管機關清查所管財團法人之財產狀

況之具體項目、範圍及重點等事項，涉

及各財團法人業務性質及主管機關之監

督管理措施等權責事項，宜由各主管機

關就具體個案本於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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