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法官進修考察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5 月 0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法官在職進修之方式如下：

一、經司法院依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遴選法官分派國內外帶職帶薪全時

    進修（以下簡稱選送進修）。

二、實任法官依本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自行申請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以下

    簡稱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三、實任法官依本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自行申請留職停薪全時進修（以下

    簡稱留職停薪進修）。

四、前三款以外其他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或相關規定選送或自行申請之

    進修。

五、參加司法院暨所屬機關、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及團體所舉辦與司

    法業務有關之研習、訓練或會議。

經司法院依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遴派至國內外從事帶職帶薪考察（以下

簡稱選送考察）者，視同從事在職進修。

第 3 條

法官每年度應至少從事前條所定在職進修四十小時。但司法院得視業務需

要調整之。

法官因請延長病假或公（傷）假、停止職務、進修以外之留職停薪或其他

原因，致實際上無法從事在職進修者，前項時數依其實際在職月數按比例

計算。

法官在職進修情形，作為法官職務評定及遷調參考。

第 4 條

司法院所屬機關法官從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自行申請全時進修

之人數，以不超過當年度同機關法官人數百分之十為限；其中從事第二款

進修之人數，以不超過百分之七為限，名額得流用至第三款及第四款自行

申請全時進修。計算後不足一人時，以一人計。

前項所稱同機關法官人數，指在同機關辦理事務之法官人數，扣除法官法

施行前，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四十條及依法官法第七十七條停止辦理審

判案件、依法停止職務及進修以外之留職停薪法官人數。

司法院得因業務需要調整第一項所定限額比率。

各機關報請司法院同意該機關法官從事在職進修後，不得以人力不足為由

，請求司法院增派人力。



   第 二 章 選送進修或考察

 

第 5 條

司法院為選送法官進修，得委由法官學院逐年編列預算，訂定計畫及辦理

幕僚作業。

前項進修，指選送法官從事下列進修活動：

一、至國內外大學院校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

二、至國外大學院校擔任訪問學者。

三、至國內外大學院校或機關（構）個人或組團專題研究。

四、至國外大學院校或機關（構）外語學習。

司法院委由法官學院辦理之事項，得授權該學院逕為核准，或報請司法院

核定或備查。

第 6 條

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得向現辦事務所在機關（以下簡稱服務機關）申請

參加選送進修之遴選：

一、服務紀錄良好。

二、具有外語能力。但在國內進修或經核准之團體專題研究者，不在此限

    。

具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前項選送進修遴選。但具第一款至第四

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選送期間二個月以下之進修遴選：

一、候補、試署期間或各該延長期間尚未屆滿。

二、選送進修或考察、從事法官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或

    留職停薪自行進修期滿後之繼續服務期間尚未屆滿。

三、最近三年曾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留職停薪進修（含專題研究），且進

    修期間連續達六個月以上。

四、首次調任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高等行政法院或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法官，調任期間尚未屆滿三年。

五、曾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且同條第二項限制申請期限尚未屆滿。

六、最近五年曾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

七、最近五年選送進修或考察研究報告經司法院核定為不及格。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認定為服務紀錄良好：

一、最近五年曾依公務員懲戒法或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受懲戒處分確定。

二、最近五年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記一大過之懲處處分。

三、最近三年曾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受職務監督處分。

四、最近三年考績曾考列丙等或職務評定評列未達良好。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外語能力之測驗方式及合格標準，由法官學院訂定外語

能力認定要點，報請司法院核定。

第 7 條

各機關受理法官選送進修申請後，應即審查申請人之資格條件，並綜合考



量申請人辦案情形與其進修對於機關整體人力、事務分配、審判業務需要

及個案審結進度等事項之影響程度，擬具意見及理由，報送法官學院。

選送法官進修之遴選程序如下：

一、專業知識面敘：

（一）由法官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兼任主席），邀集司法院各廳廳長、

      人事處處長或相關單位主管、所屬相關機關首長，組成面敘小組。

      但司法院廳（處）長因故未能出席，得指派副廳（處）長或調辦事

      法官代理。

（二）面敘小組應對申請人逐一面敘後，向選送進修審查委員會（以下簡

      稱選送審查委員會）提出建議遴選名單。但申請選送進修期間在二

      個月以下者，得免經專業知識面敘，逕由面敘小組審查書面相關資

      料，向選送審查委員會提出建議遴選名單。

二、綜合評比：由選送審查委員會參考面敘結果及其他相關資料，擇定適

    當人選，送請司法院院長核定。

申請人不符合前條第一項所定資格條件或具前條第二項所定不得申請選送

進修遴選情形之一者，法官學院得不經前項遴選程序，逕予駁回。

第 8 條

選送審查委員會之委員，由司法院秘書長、副秘書長、各廳廳長、人事處

處長、法官學院院長、臺灣高等法院院長兼任，並以司法院秘書長為主席

。

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之委員代理之。

選送審查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

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第 9 條

選送進修期間如下：

一、選送國內外入學進修、選修學分或選送國外擔任訪問學者：不得逾二

    年。但經核准者，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逾二年。

二、選送國內外專題研究：不得逾六個月。但經核准者，得予延長，延長

    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三、選送國外外語學習：不得逾二個月。但經核准者，得予延長，延長期

    間不得逾一個月。

前項各款所定核准延長進修期間，應予留職停薪。

各年度選送帶職帶薪進修期間，由辦理機關視預算情形等，在第一項各款

所定期限範圍內，於每年所訂計畫明定之。

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選送國內進修者，應於寒暑假期間返回服務機關

上班。但因進修需要報經司法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延長選送進修期間之申請，應向服務機關提出，並由該機關綜合考量對於

整體人力配置、審判業務需要之影響程度及進修名額等情形，擬具意見，

報送法官學院就有無延長進修之必要性，加註意見，陳報司法院准駁。



第 10 條

選送進修人員，應確實按核定之計畫執行；未經核准，不得變更。

第 11 條

司法院應視業務需要，逐年編列預算，遴派適當人員至國內外大學院校或

機關（構）從事考察。但得指定所屬機關辦理之。

選送考察期間如下：

一、選送國外機關（構）從事實務工作實習考察之期間，不得逾一年。但

    經司法院核准者，得予延長，延長期間最長為一年。

二、前款以外其他選送考察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前項第一款之選送考察，準用第六條至第八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選送考察之幕僚作業，由司法院業務廳（處）或其指定之所屬機關辦理。

第 12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期間在六個月以上者，如兼任行政主管職務，得視業務情

形予以免兼。

第 13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應於指定或核准之期限內從事進修或考察。

違反前項規定者，視為放棄選送進修或考察，並註銷其資格，且自放棄之

日起，依下列規定，限制其不得再申請參加選送進修或考察之期間：

一、原核准選送期間未達一年者：不得申請參加次年度之選送進修或考察

    。

二、原核准選送期間達一年者：自次年度起算，不得申請參加三個年度之

    選送進修或考察。

第 14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於進修或考察期間，應善盡進修或考察職責，遵守法

官倫理規範，不得有損及法官職位尊嚴、職務信任或損害司法形象、國家

利益或聲譽之言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司法院、法官學院或服務機關得通知其提出書面說明或

返國言詞說明；其違失行為如經查證屬實，除依相關規定予以議處外，並

作為職務評定之參考，必要時得立即終止其進修或考察。

第 15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期間之相關補助費，由預算編列機關於選送當年度相關預

算額度內支給；其係出國者，並視前往國家之幣值及生活費用，發給生活

費。但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返國、終止進修或考察者，該返國、終止進修或

考察期間不核給相關補助。

延長進修期間之各項費用，由進修人員自行負擔。

選送進修或考察期間涉有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俟調查完竣且未受懲戒

或職務監督處分者，始得發給第一項之費用。違失行為於事後始知悉且受

懲戒或職務監督處分者，其已領之費用應予追繳。

第 16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應於進修或考察期滿後三個月內提出研究報告，由服

務機關送請權責機關（單位）辦理審核程序。如以外文撰寫者，應附具中



文譯本。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終止進修或考察者，如已從事進修或考察期間未達

選送期間二分之一，無須依前項規定繳交研究報告。

第一項研究報告，依下列規定進行審核：

一、外語學習之研究報告，由法官學院就進修內容、學習成效等進行審核

    。

二、選送進修或考察期間未滿六個月之研究報告，由司法院相關廳處就核

    准之計畫執行內容、對司法業務或提升法官專業知能之效益等情形進

    行綜合審核。

三、選送進修或考察期間六個月以上之研究報告，依前款審核方式初審，

    初審及格者，應進行專業審核；初審不及格者，免送專業審核，逕以

    初審結果認定為不及格，並依第四款規定辦理。

四、前三款審核結果，應報送選送審查委員會審議後，由司法院院長或授

    權之主管核定。但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審核及格或經專業審核及格

    者，得免報送該會審議，逕辦理核定事宜。

前項第三款之專業審核，應聘請具有實任十年以上資歷之法官、副教授以

上學者或專家二人為專業審核委員，就研究報告之內容進行審核。

第 16-1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研究報告之審核結果，分為及格、不及格。

審核人員依前條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評定為不及格前，應附具理由，請

權責機關（單位）通知受審核人於指定期限內陳述意見，受審核人得併提

送增修報告；逾期未提出者，視為無意見。

專業審核經二位專業審核委員評定均為及格者，始為及格；經二位專業審

核委員評定均為不及格者，為不及格。

二位專業審核委員其中一人評定為不及格者，應送請第三位專業審核委員

審核，並以其審核結果認定及格與否。

第 16-2 條

選送審查委員會於作成研究報告審議結果為不及格之決議前，應以書面通

知受審核人陳述意見。但已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得不予通知陳述意

見。

選送審查委員會對於專業審核結果，不得逕予變更。但有具體理由足認其

認定事實顯然錯誤或有程序上之重大瑕疵者，不在此限。

第 16-3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研究報告應由預算支應機關（單位）負責審核、稽催及列

管。經司法院核定及格之研究報告，除外語學習研究報告及涉及機密不宜

公開者外，應將電子檔案送交司法院資訊處登載於司法院電子出版品檢索

系統。

第 17 條

前條研究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應約定歸屬於司法院。

第 18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於進修或考察期滿後，應立即返回服務機關繼續服務



；如服務機關異動，應立即赴新職機關繼續服務。期滿前已完成進修或考

察，或經司法院終止其進修或考察，或有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者，亦同。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間，為選送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延長進修留職停薪者

，加計與延長進修留職停薪期間相同之期間。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得於繼續服務期間遷調至司法院暨所屬其他機關服

務，各機關之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於繼續服務期間期滿前，不得申請帶職帶薪自行進

修及留職停薪自行進修。

第 19 條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得由服務機關依相關規定議處

外，五年內不得申請參加選送進修或考察，並應依下列規定負賠償責任：

一、違反第十條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賠償其進修或考察期間所領補

    助。

二、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賠償其進修或考察期間所領薪給及補助。

三、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者，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賠償其進修或考

    察期間所領薪給及補助。

具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如屬不可歸責於進修人員，免除其賠償責任。

進修人員依第一項所應負賠償責任，經通知限期繳納應賠償金額，逾期不

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三 章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第 20 條

實任法官每連續服務滿七年者，得向服務機關申請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一次

，其期間不得逾一年。但申請時與進修時之服務機關不同者，應向新職機

關提出申請。

前項所稱實任法官每連續服務滿七年，指以實任法官身分連續辦理審判事

務或行政事項滿七年，並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未曾帶職帶薪自行進修者，自核派為實任法官之日起算。

二、曾帶職帶薪自行進修者，自返回服務機關繼續服務之日起重新起算。

    但未於進修期滿六個月內提出研究報告者，自返回原服務機關繼續服

    務滿五年之日起重新起算；研究報告經審核不及格者，自核定之日起

    重新起算。

三、受停止職務或休職處分、辭職或請延長病假者，其服務年資中斷，並

    分別自復職、再任或銷假上班之日起重新起算。

四、留職停薪者，其服務年資中斷，並自復職之日起重新起算。但依法應

    徵服兵役、育嬰、選送進修期滿經奉准延長而留職停薪者，其服務年

    資視為未中斷，前後年資併計。

五、請公傷假者，其服務年資視為未中斷，前後年資併計。

下列服務年資，視同實任法官之服務年資，並依前項規定計算：

一、現職實任檢察官經遴選為法官者，其轉任前之實任檢察官服務年資。

二、由實任法官轉任之現職司法行政人員或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項所定特任人員回任法官，且服務年資未中斷者，其回任前之司法行

    政人員或特任人員服務年資。

依第二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併計前後之服務年資者，畸零日數以三十日

換算一個月；計算後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實任法官經司法院核准帶職帶薪自行進修後，於進修前服務機關異動，原

核准函註銷，重新向新職機關申請，並經該機關同意，再報送司法院核准

。

第 21 條

同一機關符合前條第一項資格條件且申請帶職帶薪自行進修者有數人時，

除該機關另有規範者外，依下列順序評比後定其排序：

一、實任法官連續服務年資：年資較長者優先。

二、任職同一機關之期間：期間較長者優先。但首次調任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法官於調任期間屆滿後回任一審法院庭長、法官者，不在此限。

三、服務紀錄：無第六條第三項所定不予認定為服務紀錄良好者優先。

四、最近五年曾選送進修或考察逾六個月以上：未曾選送者優先；曾選送

    者，以距選送期滿較遠者優先。

五、年齡：年長者優先。但滿五十八歲以上者，以於進修期滿後二年內無

    退休計畫者優先。

第 22 條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以修讀有助提升審判專業知能之學分、學位，或從事相

關之研習、專題研究等活動為限，並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申請或經法官學院轉介至國內外大學院校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

二、自行申請或經法官學院轉介至國外大學院校擔任訪問學者。

三、參加法官學院為帶職帶薪自行進修開辦之研習課程，或法官學院認可

    審核要點所訂之進修活動。

第 23 條

各機關應綜合考量機關整體人力配置、審判業務需要等情形，在第四條第

一項所定進修人數限額內，酌定同意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之人數後，報送司

法院核定。

前項自行進修人數經司法院核定後，各機關應即公告所屬法官得於指定期

間內，檢附具體研究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前項研究計畫，應記載研究之主題、方法、期程、地點及其他相關重要事

項。

各機關於受理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之申請後，應即辦理資格審查、計畫審查

及評比排序作業，經各機關相關會議或另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後，將同意與

否之建議意見陳報機關首長。各機關應將機關首長擬具之同意與否意見，

併同相關資料報送司法院准駁。

受理申請進修之機關首長、相關會議或審查小組就實任法官帶職帶薪自行

進修申請案，應綜合考量申請人之進修計畫、辦案情形、該進修對機關人

力、事務分配、審判業務需要及個案審結進度等情形之影響，擬具同意與

否之意見；如不同意進修，應附具理由。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受理申請進修之機關首長、該機關相關會

議或審查小組得議決暫緩進修：

一、辦理逾五年未結之遲延案件或重大、矚目案件尚未審結。但已能預定

    於提出進修申請後二個月內審結者，不在此限。

二、最近二年曾因辦理案件、宣示裁判或交付裁判原本顯有不當稽延，經

    通知於相當期限內改善而未改善。

三、依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及其所屬法院事務分

    配相關規定，已不得變更其院內現辦事務。

第四項審查小組之組成，由各機關自行規範。

各機關相關會議或審查小組於審查實任法官帶職帶薪自行進修申請案時，

申請人、其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及姻親，應行迴避。但相關會議或審查

小組組成規範，有從嚴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3-1 條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之研究主題如欲變更，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進修後三

個月內，向現辦事務所在機關提出申請，並經各機關相關會議或另組成審

查小組審查後，由機關首長核准。

研究主題經前項所定程序核准變更者，核准機關應將核准變更後之情形，

函知法官學院並副知司法院。

第 24 條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於進修期滿後，應立即返回原服務機關繼續服務。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間，為進修期間之二倍。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除得由服務機關依相關規定議處外，五年內不得申請

全時進修，並應依下列規定負賠償責任：

一、違反第一項規定者，賠償其進修期間所領薪給。

二、違反第二項規定者，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賠償其進修期間所領

    薪給。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於繼續服務期間期滿前，不得申請留職停薪自行進

修。

第 25 條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應於進修期滿後六個月內，向服務機關提出研究報

告及第二項所定須取得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數之證明文件，送請法官學院

辦理審核事宜後，由司法院核定。但入學進修者，得以論文代替研究報告

；取得學位之論文，視為研究報告審核及格，免再辦理審查。

從事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進修，在國內進修者，須取得十二個以上

學分或相當之進修時數；在國外進修者，折半計算。兼至國內外進修者，

其在國外取得之學分數或實際參與進修活動之時數，加倍計算，並與於國

內取得之學分數或進修時數合併計算。

進修期間審結舊案者，得折抵前項學分數或進修時數；折抵之數量，視案

件繁雜性及所需時間，由各機關相關會議或另組成審查小組決議之。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期間未滿一年者，前項進修學分數按進修月數比例計算

。畸零日數達十五日以上，以一個月計算。



從事第一項進修活動，如以進修時數計算者，滿五十分鐘以一小時計，連

續學習九十分鐘以二小時計；以日數計算者，每日以六小時計；每學分數

以十八小時計算。

研究報告及證明文件如係外文，應附具中文譯本。研究報告應裝訂成冊並

提供電子檔，裝訂費用由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自行負擔。

法官學院為辦理第一項進修活動認可審核，得訂定認可審核要點，報請司

法院核定。

第 25-1 條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所提之進修活動證明文件，應由

服務機關就是否符合法官學院所訂認可審核要點進行初步審核；證明文件

如有闕漏或錯誤，應書面通知其於相當期間內補件或補正；逾期未送件，

服務機關得逕送法官學院為認可審核。

未依限提出研究報告或未提出任何進修活動證明文件者，服務機關應書面

通知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於收受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提出；逾期未提出

，服務機關應報送司法院核定其研究報告為不及格，並副知法官學院。

進修活動證明文件經法官學院認可審核後，除有第四項所定得補足情形外

，未符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所定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數者，其研究報

告視為不及格。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提出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訂之進修學分數或相當

時數，經法官學院認可審核後，不足之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數未逾前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總數十分之一（無條件進位）者，得由法官學院書面通知於

三個月內補足，並以一次為限。

符合前項規定者，如有不足之國外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數，得於國內補足

該二倍之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數。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研究報告經司法院核定不及格者，五年內不得申請該項

進修。

未提出研究報告或未提出任何進修活動證明文件者，除得由服務機關依相

關規定議處外，應賠償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但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者，不在此限。

經司法院核定及格之帶職帶薪自行進修研究報告，除涉及機密不宜公開者

外，由法官學院將電子檔案送交司法院資訊處登載於司法院電子出版品檢

索系統。

第 26 條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十六條之一、第十六

條之二、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於本章準用之。

   第 四 章 留職停薪進修

 

第 27 條

實任法官得檢附入學許可證明文件，向服務機關申請留職停薪進修。

前項留職停薪進修期間，除經司法院另予准許外，以三年為限。

候補及試署法官之留職停薪進修，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

第 28 條

各機關受理前條第一項之申請後，應審查申請人之資格條件及辦案情形，

並綜合考量其對機關整體人力配置、審判業務需要及個案審結進度等事項

之影響程度，擬具意見，報送司法院。

司法院於衡酌下列情形後，予以准駁：

一、申請人擬進修項目與司法業務之關聯性。

二、服務機關首長之意見。

三、申請人服務機關之整體人力配置及審判業務需要。

四、選送進修或考察、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或留職停薪進修期滿後之繼續服

    務期間是否屆滿。

五、對於個案審結進度之影響程度。

第 29 條

留職停薪進修人員應於進修期滿後，立即返回原服務機關繼續服務。期滿

前已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完成者，亦同。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間，與留職停薪期間相同。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應由服務機關依相關規定議處。但有不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第 30 條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三項及第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於本章

準用之。

   第 五 章 附則

 

第 31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同法施行細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

第 3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六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