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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臺灣省政府府綜法字第二七五○六號令公佈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五日 

            臺灣省政府府秘法字第一○五七八一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九日 

            臺灣省政府府秘法字第六○二四七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臺灣省政府府秘法字第七九二六九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一○五三七一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八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八二九三二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八二八二八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一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八一二二八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八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七○七一六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三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一六三五六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十七日 

            臺灣省政府府民二字第五七七一八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臺灣省政府府法四字第七七七一○號令修正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臺灣省各縣巿地方自治在省縣自治通則及省自治法未公布前，依本

綱要之規定實施之。 

 

第  二  條  縣為法人，縣以下為鄉鎮縣轄市，鄉鎮縣轄巿為法人，均依本綱要

辦理自治事項，並受上級政府指揮監督，執行委辦事項。 

 

第  三  條  巿為法人，依本綱要辦理自治事項，並受上級政府指揮監督，執行

委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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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以下得設區，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政府遴選合格人員

依法任用之，承巿政府之命辦理巿自治事項及執行交辦事項。 

第  四  條  鄉鎮縣轄市區以內之編組為村里，村里內之編組為鄰。 

 

第二章  自治區域 

 

第  五  條  縣、市之區域，依其現有之區域。 

 

第  六  條  人口聚居之地區，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設巿： 

            一、省會。 

            二、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上者。 

            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地位重要，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上者。 

 

第  七  條  人口聚居之地區，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設縣轄巿： 

            一、縣政府所在地。 

二、工商業發達，財政充裕，交通便利，公共設施完備，其人口在

十五萬人以上者。 

 

第  八  條  縣市之設置、廢止及區域之變更，由省政府提請省議會通過後，陳

報行政院轉呈核定之。 

縣市政府所在之擬定與變更，由縣市政府提請縣市議會通過，報請

省政府核定後，陳報行政院備案。但縣市議會逾三個月未作決定時，

由縣市政府報請省政逕行核定後，陳報行政院報備案。 

 

第  九  條  鄉鎮縣轄市區之區域，依人口分布、自然環境、經濟狀況、生活習

慣及交通情形劃分之。 

            村里之區域劃分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鄉鎮縣轄市區之設置、廢止與區域變更，由縣市政府提請縣市議會

通過後，陳報省政府核定。 

鄉鎮縣轄巿公所所在地之擬定與變更，村里之設置、廢止與區域變

更，巿由巿政府，縣由鄉鎮縣轄巿公所分別提請巿議會、鄉鎮縣轄

市民代表會通過後，層報省政府備案。但鄉鎮縣轄市公所所在地之

擬定與變更，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逾三個月未作決定時，由鄉鎮縣

轄巿公所報請縣政府逕行核後，陳報省政府備案。 

            鄉鎮縣轄市區及村里名稱之變更，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三章  居民及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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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中華民國人民，現居縣市區域內者，為縣市居民。 

 

第 十二 條  居民應享之權利如左： 

            一、地方公用設備之使用。 

            二、地方教育設施之享受。 

三、殘障者、孕婦、老人及居民之無力生活者，享有地方供養及醫

療設備之優待。 

            四、其他依法應享受之權利。 

 

第 十三 條  居民有遵守自治規章、規約及其他依法應盡之義務。 

 

第 十四 條  居民年滿二十歲，無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公民：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公民在各該行政區域內繼續居住滿六個月或在其本籍，依法有選舉、

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但於同一事由不得在兩地行使。 

 

第四章  自治事項 

 

第 十五 條  左列各款為縣、市自治事項： 

            一、縣、巿自治之規劃。 

            二、縣、市所屬行政區域之調整事項。 

            三、縣、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之執行事項。 

            四、縣、市辦理之地籍事項。 

            五、縣、市教育文化事業。 

            六、縣、巿衛生事業。 

            七、縣、市農、林、漁、牧事業。 

            八、縣、巿水利事業。 

            九、縣、市交通事業。 

            十、縣、巿公用及公營事業。 

            十一、縣、市公共造產及觀光事業。 

            十二、縣、巿工商管理。 

            十三、縣、巿建築管理。 

            十四、縣、巿財政、縣、市稅及縣、巿債。 

            十五、縣、巿銀行。 

            十六、縣、巿警衛之實施。 

            十七、縣、巿戶籍登記與管理事項。 

            十八、縣、巿國民住宅興建及管理事項。 

            十九、縣、巿合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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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縣、巿公益慈善事業及社會救助與災害防救事項。 

            二十一、縣、巿人民團體之輔導事項。 

            二十二、縣、巿國民就業輔導事項。 

            二十三、縣、巿勞工、婦幼、老人、殘障福利及其他社會福利事項。 

            二十四、縣、巿杜區發展事項。 

            二十五、縣、巿有關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蹟保存之執行事項。 

            二十六、縣、巿文獻編撰事項。 

            二十七、縣、巿端正禮俗及心理建設推行事項。 

            二十八、縣、巿新聞事業。 

            二十九、與其他縣、巿合辦之事業。 

            三十、其他依法賦予之自治事項。 

 

第 十六 條  左列各款為鄉鎮縣轄巿自治事項。 

            一、鄉鎮縣轄巿自治之規劃。 

            二、村里區域之調整事項。 

            三、鄉鎮縣轄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之執行事項。 

            四、鄉鎮縣轄巿教育文化事業。 

            五、鄉鎮縣轄巿衛生事業。 

            六、鄉鎮縣轄市農、林、漁、牧事業。 

            七、鄉鎮縣轄巿水利事業。 

            八、鄉鎮縣轄巿交通事業。 

            九、鄉鎮縣轄巿公用及公營事業。 

            十、鄉鎮縣轄市公共造產及觀光事業。 

            十一、鄉鎮縣轄巿財政事項。 

            十二、鄉鎮縣轄巿合作事業。 

            十三、鄉鎮縣轄巿公益慈善事業及社會救助與災害防救事項。 

            十四、鄉鎮縣轄巿杜區發展事業。 

            十五、與其他鄉鎮縣轄市合辦之事業。 

            十六、其他依法賦予之自治事項。 

 

第 十七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自治事項之細目另定之。 

 

第 十八 條  縣市、鄉鎮縣轄市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辦之事業，經有關縣市議

會、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通過後，得設置必要之組織經營之，涉及

縣市議會、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職權事項，得由有關縣巿議會鄉鎮

縣轄巿民代表會依公約約定之議會或代表會行使。 

 

第 十九 條  縣市、鄉鎮縣轄市應依有關法令從事各種經濟事業，並得輔導人民

經營各種經濟事業。 



5 
 

 

第五章  自治組織 

 

第一節 縣巿議會 

 

第 二十 條  縣市設縣市議會，由縣市之選舉人選舉縣市議員組織之，議員名額

於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規定，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一條  縣市議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縣市自治事項。 

            二、議決縣市單行規章。 

三、議決縣市預算及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但對於縣市預算不

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四、議決縣市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公約。 

            五、議決縣市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 

            六、議決增加縣市民、縣市庫負擔事項。 

            七、議決縣市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八、議決縣市政府及議員提議事項。 

            九、接受人民請願案。 

            十、其他依法賦予之職權。 

縣市議會議決前項第二款縣市單行規章，應由縣市政府轉報省政府

備案。 

 

第二十二條  縣、巿預算案，縣、巿政府應於每年四月底以前送達縣、巿議會，

縣、市議會應於五月底以前審議完成。 

縣、巿預算案，如不能依前項規定期限審議完成，縣、巿議會應議

定包括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之執行條款及繼續完成審議程序

之補救辦法，通知縣、巿政府；如縣、巿議會未議定補救辦法，由

縣、巿政府報請省政府核辦。 

縣、市之決算案，縣、巿政府應於每年十月底以前送達縣、巿審計

機關審核，縣、巿審計機關應於三個月內將審核報告提送縣、巿議

會審議。縣、市議會審議時，得邀請縣、巿審計機關主管列席說明。 

 

第二十三條  縣市議會定期開會時，縣市長有向縣市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之責，髒

巿議員有向縣市長質詢之權。 

 

第二十四條  縣市議會議決事項，與中央法令或省法規牴觸者無效。 

 

第二十五條  縣市議會組織規程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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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縣巿政府 

 

第二十六條  縣市設縣市政府，置縣市長一人，由縣市之選舉人選舉之，任期四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二十七條  縣市長之職權如左； 

            一、辦理縣巿自治事項。 

            二、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三、指導監督鄉鎮縣轄巿自治事項。 

 

第二十八條  縣市政府之組織，由省政府訂定準則，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備案。 

            縣市政府應依前項準則，訂定組織規程，報請省政府核備。 

 

第三節  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 

 

第二十九條  鄉鎮縣轄巿設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由鄉鎮縣轄巿之選舉人選舉鄉

鎮縣轄巿民代表組織之，代表名額於各縣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組織

規程規定，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 三十 條  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鄉鎮縣轄巿自治事項。 

            二、議決鄉鎮縣轄巿自治規約。 

三、議決鄉鎮縣轄巿預算及審議鄉鎮縣轄巿決算報告。但對於鄉鎮

縣轄巿預算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四、議決鄉鎮縣轄巿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公約。 

            五、議決鄉鎮縣轄巿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規程。 

            六、議決鄉鎮縣轄巿公益捐之徵收。 

            七、議決鄉鎮縣轄巿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八、議決鄉鎮縣轄巿公所及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提議事項。 

            九、接受人民請願案。 

            十、其他依法賦予之職權。 

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議決前項第二款之自治規約，應函由鄉鎮縣轄

巿公所轉報縣政府備案。 

 

第三十一條  鄉、鎮、縣轄巿預算案，鄉、鎮、縣轄巿公所應於每年四月底以前

送達鄉、鎮、縣轄巿巿民代表會，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應於五

月底以前審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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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縣轄巿預算案，如不能依前項規定期限審議完成，鄉、鎮、

縣轄巿民代表會應議定包括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之執行條款

及繼續完成審議程序之補救辦法，通知鄉、鎮、縣轄巿公所；如鄉、

鎮、縣轄巿民代表會末議定補救辦法，由鄉、鎮、縣轄巿公所報請

縣政府核辦。 

 

第三十二條  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鄉鎮縣轄市長有向鄉鎮縣轄市

民代表會提出施政報告之責，鄉鎮縣轄巿代表有向鄉鎮縣轄市長質

詢之權。 

 

第三十三條  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議決事項，與中央、省法令或縣規章牴觸

者無效。 

 

第三十四條  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四節  鄉鎮縣轄巿公所 

 

第三十五條  鄉鎮縣轄巿設鄉鎮縣轄巿公所，置鄉鎮縣轄市長一人，由鄉鎮縣轄

巿之選舉人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山地鄉鄉長候選人以山地山胞為限。 

 

第三十六條  鄉鎮縣轄市長之職權如左： 

            一、辦理鄉鎮縣轄巿自治事項。 

            二、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第三十七條  鄉鎮縣轄巿公所之組織，由省政府訂定準則，報內政部備案。 

鄉鎮縣轄巿公所應依前項準則，訂定組織規程，報請縣政府轉報省

政府核備。 

 

第三十八條  鄉、鎮、縣轄巿、區公所，應依鄉鎮巿調解條例設調解條例設調解

委員會，辦理民事及告訴乃論之刑事調解事件。 

 

第三十九條  村里應召集村里民大會，其實施辦法另定之。 

 

第 四十 條  村、里設村，里辦公處，置村、里長一人，由村、里之選舉人選舉

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村、里長選舉，經二次受理候選人登記而無人申請登記時，得

由鄉、鎮、縣轄市巿、區公所就該村、里具有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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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資格之公民遴選聘任

之，其任期以本屆任期為限。 

村、里長受鄉、鎮、縣轄市、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村、里公務及

交辦事項。 

 

第四十一條  村里內鄰之編組辦法另定之。 

 

第六章  自治財政 

 

第四十二條  左列各款為縣市收入： 

            一、房屋稅收入。 

            二、契稅收入。 

            三、屠宰稅收入，其中百分之十得由省統籌分配所屬之縣市。 

            四、使用牌照稅收入百分之五十。 

            五、娛樂稅收入。 

            六、遺產及贈與稅收入百分之八十。 

            七、田賦收入。 

            八、地價稅收入。 

            九、土地增值稅收入百分之八十，其中四分之 l由省統籌分配所屬

之縣市。 

            十、公共造產收入。 

            十一、工程受益費收入。 

            十二、罰鍰及賠償收入。 

            十三、規費收入。 

            十四、信託管理收入。 

            十五、財產收入。 

            十六、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十七、補助收入。 

            十八、捐獻及贈與收入。 

            十九、公債及賒借收入。 

            二十、縣市因地制宜依法舉辦之臨時性稅課收入。 

            二十一、其他依法賦予之收入。 

前項契稅、娛樂稅、遺產及贈與稅、田賦，縣收入之全部暨房屋稅

縣徵收總額百分之六十，屠宰稅徵收總額百分之二十，地價稅徵收

總額百分之五十，均分別劃歸與所屬各鄉鎮縣轄巿收入。 

 

第四十三條  縣市預算對於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保健、社會救濟各項歲出

總額，除情形特殊者外，不得少於其預算百分之六十，其中教育文

化支出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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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左列各款為鄉鎮辯轄市收入： 

            一、契稅收入，其中百分之二十得由縣統籌分配所屬之鄉鎮縣轄

巿。 

            二、遺產及贈與稅收入百分之八十。 

            三、娛樂稅收入。 

            四、屠宰稅收入百分之二十。 

            五、房屋稅收入百分之六十，其中三分之一得由縣統籌分配所屬之

鄉鎮縣轄巿。 

            六、田賦收入。 

            七、地價稅收入百分之五十，其中五分之二得由縣統籌分配所屬之

鄉鎮縣轄巿。 

            八、公共造產收入。 

            九、工程受益費收入。 

            十、罰鍰及賠償收入。 

            十一、規費收入。 

            十二、信託管理收入。 

            十三、財產收入。 

            十四、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十五、補助收入。 

            十六、捐獻及贈與收入。 

            十七、其他依法賦予之收入。 

 

第四十五條  縣、巿或鄉、鎮、縣轄巿預算應分別由縣、市議會或鄉、鎮、縣轄

巿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由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巿公所公布

之，並送請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六條  省為謀縣市、鄉鎮縣轄巿間，經濟平衡發展，對貧瘠之縣市、鄉鎮

縣轄巿應酌予補助。 

 

第四十七條  各上級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對財政較優之下級政府，得取得協

助金。 

            前項協助金應列入各該政府之預算內。 

 

第七章  自治監督 

 

第四十八條  縣市自治之監督機關為省政府，鄉鎮縣轄巿自治之監督機關為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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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縣市與縣市間，鄉鎮縣轄巿與鄉鎮縣轄巿間發生事權爭議時，分別

由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解決之。其爭議如屬自治事項，自治監督機關

並應徵求各該縣市議會或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之意見。 

第 五十 條  縣市議會或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依職權所為之決議案，縣市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應照案執行，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巿公所如認為窒

礙難行時，縣市政府應於該決議案送達二十五日內，鄉鎮縣轄巿公

所應於該決議案送達二十日內敘明理由，報請省政府或縣政府核可

後，於十日內送請縣市議會或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覆議，覆議時如

有出席議員或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案，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巿

公所應即接受。 

 

第五十一條  縣、巿議員、縣、市長、鄉、鎮、縣轄巿民代表、鄉、鎮、縣轄市

長及村、里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其職務應予解除，應補選者，並

依法補選： 

            一、犯內亂、外患罪或懲治叛亂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者。但判處罰金者，不在此限。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經宣告

緩刑或未執行易科罰金者。 

            四、受保安處分或矯正處分宣告確定者。 

            五、受撤職之懲戒處分者。但縣、巿議員、鄉、鎮、縣轄巿民代表

及村、里長因任職前之行為，而受撤職之懲戒處分者，不在此

限。 

            六、非本籍人囗戶籍遷出各該行政區域六個月以上者。但因服兵役

戶籍遷出者，不在此限。 

            七、本籍人囗除去本籍而在本籍地無居住之戶籍登記者。 

            八、褫奪公權者。 

            九、受禁治產之宣告者。 

            十、被法院判決當選無效者。 

前項第六款及第七款情事於依規定停止職務尚未結案者，不適用

之。 

因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而解除職務者，如再審或非常上訴判

決無罪而任期未屆滿，且原職尚未經選舉機關公告補選時，解除職

務之處分應予撤銷，因第一項第十款情事而解除職務者，如再審判

決廢棄當選無效之判決者亦同。 

 

第五十二條  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村里長因精神障礙或身體殘廢致不能勝任

職務者，各該自治監督機關，得予免職。患重病致不能經常執行職

務達一年以上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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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村里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由各

該自治監督機關停止其職務，市之里長由市政府停止其職務，並分

別報請上級機關備查； 

            一、涉嫌內亂、外患或懲治叛亂條例之罪，經提起公訴者。 

            二、涉嫌貪污之罪，經依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或經第一

審判決有罪者。 

            三、涉嫌前二款以外之罪經第一審判決有罪並褫奪公權或第二審判

決有罪者。 

            四、被通輯者。 

前項人員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羈押或在執行拘役或易服勞役之刑

事處分中者，其職務當然停止，並依前項程序辦理。 

前二項人員，經刑事判決確定，如非第五十一條應予解除職務或經

懲戒結果未受撤職、休職之處分者，應許其復職，並補發停職期間

之俸給，其判決或懲戒在任期屆滿之後者，除補發其任期內停職期

間之俸給外，其任期內之停職期間應視同任職計資。但被通緝或因

執行拘役或易服勞役而停職者，其停職期間俸給不予補發，年資不

予計算。 

 

第五十四條  縣市長、鄉鎮縣轄巿、村里長在任期內提出辭職。如確有不能繼續

任職之正常理由者，得分別由省政府、縣市政府核准，並以副本抄

發縣市議會或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 

 

第五十五條  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村、里長辭職、去職、休職、停職、

服兵役或死亡者，應分別由省政府、縣政府、鄉、鎮、縣轄巿、區

公所派員代理。 

前項辭職、去職、死亡或休職期間逾越任期者，縣、市長、鄉、鎮、

縣轄巿市長應於代理人員代理之日起一個月內公告辦理補選，村、

里長應於代理人員代理之日起三個月內公告辦理補選，並均於公告

辦理補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選舉。但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由代

理人員代理之，不再補選。休職或服兵役期滿尚餘任期者，應予復

職。停職者，除已屆任期當然改選外，應視懲戒或判決確定情形，

分別依有關規定辦理。 

            前項補選或代理人員，均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 

第五十六條  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縣轄巿民代表、鄉鎮縣轄市長及村里長任

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

補選。 

縣市議員、縣市長依前項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由省政府報請內政

部核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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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縣轄市民代表、鄉鎮縣轄市長、村里長依第一項延期辦理改選

或補選，由各該縣市政府報請省政府核准後辦理。但其屬於全省性

者，由省政府逕行決定，報請內政部備查。 

 

第五十七條  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縣轄巿民代表、鄉鎮縣轄市長及村里長當

選人，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就職。如未能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就

職時，其上屆任期得依事實延長之。在任期延長時間，由原任公職

人員繼續行使其職務至定期舉行選舉選出之當選人就職之日止。如

有出缺時，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村里長分別由省政府、縣政府、

鄉鎮縣轄巿區公所派員代理，縣市議員、鄉鎮縣轄市民代表任其缺

額，均不再補選。 

 

第五十八條  縣市議會及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之決議，如有違背基本國策情事，

經令撤銷後仍不遵辦者，縣市議會由省政府報請行政院核准予以解

散重選，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由縣政府報請省政府核准予以解散重

選。 

 

第五十九條  省縣政府對所監督之自治機關應考核其工作績效。 

 

第 六十 條  縣市議會、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巿民代表會、鄉鎮縣轄巿區公所之

職員，均為公務員，適用公務員有關法令。 

 

第六十一條  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除法令別有規定外，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

定。 

 

第八章  附則 

 

第六十二條  本綱要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