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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例  言 

一、本法規暨解釋彙編係接續前九十七年十一月編印之漁會

選務工作手冊中常用之法規及疑義解釋，並納編其年後

新增之疑義及修正之法規予以彙整而成，俾供業務參考

之用。 

二、本彙編經就歷年之法令疑義解釋予以增刪彙輯，其未納

入解釋彙編之解釋令於適用時儘量避免援用，倘須援

引，應再請釋示為宜。 

三、為期蒐集相關資料詳實與完整，特邀請高雄市政府、新

竹市政府、宜蘭縣政府、臺灣省漁會、彰化區漁會、南

縣區漁會、頭城區漁會、農委會輔導處、法規會及本署

等派員協助參與並共同檢討，使本法規解釋彙編得以順

利完成整理工作，謹此致謝忱。 

四、本彙編雖經多次校對，惟疏漏之處仍恐難免，如有刊誤

時，悉以原函內容為準，尚祈各界賢達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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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法 
沿革 
中華民國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２９條 

中華民國２１年８月５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４條及第７條條文 

中華民國３７年１２月３０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４０條 

中華民國６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總統（６４）台統（一）義字第５４９７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５３條 

中華民國７０年７月１７日總統（７０）台統（一）義字第４７８７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７４年１月２３日總統（７４）華總（一）義字第０３７９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７７年６月２４日總統（７７）華總（一）義字第２５３１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８０年８月２日總統（８０）華總（一）義字第３９１３號令修正公布第２９條

條文 

中華民國８８年６月３０日總統（８８）華總（一）義字第８８００１４９８１０號令修

正公布第４９條之１條文 

中華民國８９年７月１９日總統（８９）華總（一）義字第８９００１７７６９０號令修

正公布第３條、第６條、第２６條、第２７條、第５２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０年３月９日總統（９０）華總（一）義字第９００００４３４００號令增訂

公布第２６條之３、第２９條之１、第５０條之５條文；並修正第４條、第５條、第１５

條、第１５條之１、第１６條之１、第２１條之２、第２４條、第２６條、第２６條之２、

第４２條、第４６條、第４９條之１、第５０條之２、第５０條之４、第５１條之１、第

５１條之２條文 

中華民國９３年６月２３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９３００１１８７２１號令修正公布第

２１條之１條文 

中華民國９６年６月２０日總統（９６）華總一義字第０９６０００７８２７１號令修正

公布第２６條、第４９條之１ 條文 

中華民國９８年１月２３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９８０００１５９５１號令修正公布第

２９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８年５月２７日華總一義字第０９８００１２９１７１號令修正公布第１７

條、第５３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９年６月９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０９９００１４０６８１號令修正公布第 

１９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0214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條、第 20 條條文及第三章章名；增訂第 6-1、14-1～14-6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漁會以保障漁民權益，提高漁民知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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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漁民生產收益，改善漁民生活，促進

漁業現代化，並謀其發展為宗旨。 

第 2 條 漁會為法人。 

第 3 條 漁會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

之主管機關指導、監督。 

第二章 任務 

第 4 條 漁會之任務如下： 

一、保障漁民權益、傳播漁業法令及調解

漁事糾紛。 

二、辦理漁業改進及推廣。 

三、配合辦理漁民海難及其他事故之救助。

四、接受委託辦理報導漁汛、漁業氣象及

漁船通訊。 

五、協助設置、管理漁港設施或專用漁區

內之漁船航行安全設施及漁業標誌。

六、辦理水產品之進出口、加工、冷藏、

調配、運銷及生產地與消費地批發、

零售市場經營。 

七、辦理漁用物資進出口、加工、製造配

售、漁船修造及會員生活用品供銷。

八、協助設置、管理國外漁業基地及有關

國際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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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辦理會員金融事業。 

十、辦理漁村文化、醫療衛生、福利、救

助及社會服務事業。 

十一、倡導漁村副業、輔導漁民增加生產，

改善生活。 

十二、倡導漁村及漁業合作事業。 

十三、協助漁村建設及接受委託辦理會員

住宅輔建。 

十四、配合漁民組訓及協助海防安全。 

十五、配合辦理保護水產資源及協助防治

漁港、漁區水污染。 

十六、接受委託辦理漁業保險事業及協助

有關漁民保險事業。 

十七、接受政府或公私團體之委託事項。

十八、漁村及漁港旅遊、娛樂漁業。 

十九、經主管機關特准辦理之事項。 

第 5 條 漁會為辦理前條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

得組織共同經營機構，聯合經營，並得與個人

會員直接交易。共同經營機構為法人；其組織

經營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辦理會員金融事業，應設立信用部，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銀行法相關規定管理之；漁會信用部經報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得接受非會

員之存款。 

    漁會信用部與其分部之設立許可、廢止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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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停辦、復業與整頓、設備與人員設置標準、

主任之專業條件、經營業務之範圍與其限制、

內部融資規範、各項風險控制比率及餘裕資金

之運用等事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

辦法管理之。 

    漁會信用部應建立內部稽核制度；其實施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信用部業務之輔導及資金之融通，由

農業行庫負責辦理；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漁會信用部逾期放款、催收款及呆帳之處

理，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漁會接受委託辦理漁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

關漁民保險事業，得設立保險部。 

    各級漁會為辦理前條事業，得由五個以上

漁會共同投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而該項投資

為重大投資事項者，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

條第三項之限制，其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章 設立及合併 

第 6 條 漁會分區漁會及全國漁會二級。各級漁會

得視事實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九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省漁會，自修正施行之

日起，組織變更為全國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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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漁會為基層漁會，於漁業集中之漁區設

立之；其漁區劃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勘查後，報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區漁會名稱，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 

第 6 條 

  之 1 

省漁會變更組織為全國漁會後，其原任選

任人員之任期，得繼續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第 7 條 同一漁區或同一鄉、鎮區內，不得組織兩

個同級漁會。 

第 8 條 區漁會因漁區狹小、漁業或經濟條件不足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其合併之。 

第 9 條 區漁會應按漁業類別或村、里行政區域劃

設漁民小組，為漁會業務基層推行單位。 

第 10 條 區漁會所屬會員隨漁汛至轄外漁區作業

時，得設臨時辦事處於各該漁區，處理有關業

務，於漁汛結束時撤銷之；並將其成立及結束

時間，通報當地漁會轉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11 條 漁區內具有會員資格之漁民滿一百人以上

時，應發起組織區漁會。下級漁會成立三個以

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組織上級漁會。

    未組織省（市）漁會之區漁會，直屬全國

漁會，或加入鄰近之省（市）漁會。 

    下級漁會受上級漁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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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漁會之設立，由發起人推定籌備員組織籌

備會，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案後依法組織之。

    漁會籌備會及成立會，均應報請主管機關

派員指導、監選。 

第 13 條 漁會應於成立大會後七日內，將章程、會

員（代表）名冊及理、監事簡歷冊，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並核發登記證書及圖記。 

第 14 條 漁會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宗旨。 

二、區域及會址。 

三、任務及組織。 

四、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五、會員權利與義務。 

六、會員代表及理、監事之名額、權限、

任期及其選任與解任。 

七、總幹事之聘任、解聘及其職掌。 

八、會議。 

九、共同設施之事業。 

 十、會費、經費、財產及會計。 

十一、修改章程之程序。  

第 14 條 

  之 1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二個以上區漁會，

得共同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合併組織一個區漁會。 

    區漁會應自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合併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選任人員改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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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改聘，其任期或聘期至該屆任期屆滿為

止。 

第 14 條 

  之 2 

區漁會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合併前，應

共同組織合併籌備委員會，就合併有關事項作

成合併計畫書及契約書，提經理事會審議後，

附具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經監事會監察之資

產負債表、事業損益及經費所入所出計算表、

盈虧撥補表、現金流量表及財產目錄，提報會

員（代表）大會依第三十九條規定決議之。 

    前項合併計畫書及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合併計畫書：包含合併方式、經濟效

益評估、合併後組織區域概況、業務

發展計畫、未來三年財務預測、預期

進度及可行性分析。 

  二、合併契約書：  

（一）合併前各區漁會名稱、合併後區

漁會名稱及組織區域。 

（二）區漁會資產及負債之評價。 

（三）對區漁會會員之權益保障、選任

人員之名額分配及聘、僱人員之

權益處理事項。 

（四）合併後區漁會章程。 

第一項之決議，由會員（代表）大會行之

者，區漁會應於決議後十日內，將決議內容及

合併契約書應載明事項，於區漁會及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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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公告至少七日，並於新聞紙及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連續公告至少五

日，該公告應指定三十日以上之期間為異議期

間。不同意合併之會員應於指定期間內以書面

向區漁會聲明異議，異議之會員達全體會員三

分之一以上時，原決議失效。屆期未聲明異議

者，視為同意。 

    區漁會為第一項決議，應於決議後十日內

將決議內容及合併契約書應載明事項，以書面

通知債權人，聲明債權人得於指定三十日以上

之期間內，以書面提出合併將損及其權益之異

議。 

    區漁會未依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容辦理公

告，或未依前項所定期間、方式、內容通知債

權人，或對於在前項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

權人不為清償或不提供相當之擔保者，不得以

其合併對抗之。  

第 14 條 

  之 3 

區漁會依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向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合併時，應附具下

列書件： 

一、合併計畫書及契約書。 

二、區漁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三、合併之決議內容及相關契約書應載明

事項，已依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公告之證明、通知文件及異議之處理。

四、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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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事

業損益及經費所入所出計算表、盈虧

撥補表、現金流量表及擬制性合併財

務報表。 

六、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規

定應提出之書件。 

第 14 條 

  之 4 

合併後區漁會應承受合併前區漁會之權利

義務；合併前區漁會會員之會籍，並應改隸於

合併後區漁會。 

第 14 條 

  之 5 

合併後區漁會應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設立或變更登記；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同時廢止被合併區漁會之登記。 

第 14 條 

  之 6 

合併後區漁會於申請對合併前區漁會所有

不動產、應登記之動產、智慧財產權及各項擔

保物權之變更、移轉或讓與等登記時，得憑主

管機關許可合併之核准函等相關文件，逕向登

記機關辦理登記，免繳納登記費用及免徵。 

    因合併而發生之印花稅及契稅，並依下列

各款規定辦理： 

一、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證券交易稅。

二、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營業稅之課

徵範圍。 

三、合併前區漁會所有之土地隨同移轉

時，經依土地稅法審核確定其現值

後，即予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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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由

合併後區漁會於該項土地再移轉時一

併繳納之；其破產或解散時，經記存

之土地增值稅，應優先受償。 

四、合併前區漁會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三

條準用銀行法第七十六條規定承受之

土地，因合併而隨同移轉予合併後區

漁會時，免徵土地增值稅。 

五、因合併產生商譽，於申報所得稅時，

得於十五年內攤銷之。 

六、因合併產生之費用，於申報所得稅時，

得於十年內認列。 

七、因合併出售不良債權所受之損失，於

申報所得稅時，得於十五年內認列損

失。 

省漁會組織變更為全國漁會，其登記費用

之免繳及相關稅賦之免徵，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四章 會員 

第 15 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

組織區域內，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經審查合

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或乙

類會員： 

一、甲類會員。  

（一）遠洋漁民。 

（二）近海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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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沿岸漁民。 

（四）淺海養殖漁民。 

（五）魚塭養殖漁民。 

（六）湖泊及河沼漁民。 

二、乙類會員。  

（一）僱用他人從事漁業經營之漁船主、

魚塭主。 

（二）水產學校畢業或有漁業專著或發

明，現在從事漁業改良，推廣工

作者。 

（三）從事漁業勞動，而不合於甲類會

員資格之兼業漁民。 

年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實際從事合於甲

類會員之漁業勞動者，經其法定代理人之允

許，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會員。

    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加入鄰近之區

漁會為會員。 

    遠洋、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地區漁

會為會員。 

    漁民不得參加二個以上區漁會為會員。 

    第一項各款人員申請加入漁會會員資格之

認定、應備書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會員入會未滿六個月或年齡未滿二十

歲者，無本法所定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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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之 1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

組織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事漁業相關事

業者，得加入漁會為個人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得加入當地漁

會為團體贊助會員。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助

會員，除得當選監事外，無選舉權及其他被選

舉權。但其他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同。

    漁會信用部對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助會

員授信及其限額之標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6 條 上級漁會以其下級漁會為會員。下級漁會

參加上級漁會之代表，由該漁會會員（代表）

大會選舉；其名額由主管機關定之。下級漁會

理事長為其上級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代表。

    各級漁會會員代表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為甲類會員。會員代表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

任。 

    會員代表不得兼任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

及漁會聘、雇人員。 

    各級漁會會員代表，應於選舉前辦理候選

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 16 條 

  之 1 

漁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

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登記；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

業推廣經費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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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九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

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四、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

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者。受其他

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者。 

五、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貪污罪、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六、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投票行賄、收

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

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或方法犯侵

占、詐欺、背信或偽造文書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但受緩

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不在

此限。 

七、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者。但受緩刑宣告或受刑處有期徒刑

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第 17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為漁會會員：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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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第 18 條 漁會會員有違反本法行為，或不遵守章程

或代表大會決議，直接危害漁會情節重大者，

應予除名。 

第 19 條 漁會會員除第二項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有第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四、住址或船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 

五、除名。 

符合下列條件致有前項第四款所定住址遷

離原漁會組織區域情形者，視為未出會。但住

址再次遷離者，依前項規定出會：  

一、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計畫。 

二、原住所因徵收而拆除，且經政府列冊

有案。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

二日施行。 

第五章 職員 

第 20 條 漁會置理事、監事，分別組成理事會、監

事會。理事、監事由會員（代表）選任之，其

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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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漁會理事九人至十五人。 

二、全國漁會理事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三、漁會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其理事名額三

分之一。 

四、漁會置候補理事、監事，其名額不得

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漁會理事、監事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甲類

會員。 

    漁會理事、監事應分別互選一人為理事長

與常務監事。 

    上級漁會理事、監事不得兼任下級漁會理

事、監事。 

第 21 條 漁會理、監事之候選人，以其所屬基層漁

會會員為限；上級漁會理、監事之候選人，不

限於下級漁會出席之代表。 

    漁會應於理、監事選舉前辦理候選人登

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 21 條 

  之 1 

漁會會員合於左列規定，得登記為漁會理

事、監事候選人： 

一、入會滿二年以上。 

二、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國民小學畢

業並曾任漁會理事、監事、會員代表、

總幹事、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一任

以上。 

三、實際從事漁業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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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

事漁業資格之認定、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之 2 

漁會會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

漁會理、監事候選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

廢止，其已當選者，亦同：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

業推廣經費；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在漁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之借

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

納之紀錄；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經

通知其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至第八款情形

之一者。 

三、曾於擔任漁會選任或聘、僱人員期間，

因受刑之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未滿

四年者。 

四、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破產

終結未滿五年者。 

第 22 條 漁會理、監事均為無給職，不得兼任漁會

聘、雇人員、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魚市場

承銷人及其聘、雇人員，或其他與漁會有競爭

性團體或企業之職務，並不得經營與漁會有競

爭性之營利事業。 

第 23 條 漁會理、監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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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理、監事名額二分

之一。 

    漁會理、監事任期屆滿改選完成後，應於

七日內將理、監事簡歷冊，連同會員增減名冊，

報請主管機關備案。 

第 23 條 

  之 1 

漁會選任人員應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漁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

職。重行選舉或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能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任期仍應自規定

之日起算。 

第 24 條 漁民小組置組長、副組長各一人，由會員

選任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小組組長出

缺時，由副組長繼任；其任期至原任小組組長

任期屆滿為止。 

    漁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

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候選人。但有第十六條

之一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

應予撤銷或廢止。 

    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應於選舉前辦理

候選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 24 條 

  之 1 

漁會二種以上選任人員選舉同時辦理時，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以登記一種為限。同時

為二種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無效。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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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登記期間截止

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同一種候選人登

記。 

第 25 條 漁會選任職員因違背法令、章程或有其他

損害漁會權益或信譽行為者，得經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罷免之。 

第 26 條 漁會置總幹事一人，由理事會就中央或直

轄市主管機關遴選之合格人員中聘任之。 

    總幹事之聘任，應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日

內為之；屆期未能產生時，得由上級漁會逕行

遴派合格人員代理。全國或省（市）漁會總幹

事，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遴派合格人員代理之，

其派代期間至新任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漁會總幹事之聘任，須經全體理事二分之

一以上之決議行之；其解聘須經全體理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第 26 條 

  之 1 

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

選人： 

一、全國及省（市）漁會總幹事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

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

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

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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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

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五

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

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

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

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

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漁業

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

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四

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

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

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

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

前項限制。 

第 26 條 

  之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漁會總幹

事候聘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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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者，亦同： 

一、無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

業推廣經費；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在漁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之借

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

納之紀錄；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經

通知其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者。 

三、有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至第八款情形

之一者。 

四、有第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

者。 

五、曾於擔任漁會選任或聘、僱人員期間，

因受刑之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者。

六、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破產

終結未滿五年者。 

第 26 條 

  之 3 

漁會總幹事應於受聘之日起十日內，檢具

有不動產之保證人二人以上保證書或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向漁會保證。 

    前項不動產或保險之額度，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27 條 漁會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

漁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督導全國或省（市）漁會統一考訓之。 

22



第 28 條 （刪除） 

第 29 條 漁會總幹事及聘雇人員均為專任，不得兼

營工商業或兼任公私團體任何有給職務或各級

民意代表。如有競選公職，一經當選就職，視

同辭職，予以解任。 

第 29 條 

  之 1 

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

親關係者，不得同時擔任同一漁會之理事長、

常務監事或總幹事。 

    有前項情形者，後當選或聘任者，無效。

第六章 權責劃分 

第 30 條 漁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依會員（代

表）大會之決議策劃業務，監事會監察業務及

財務。 

第 31 條 漁會會員（代表）、理、監事之行使職權，

應限於會議時為之。 

第 32 條 漁會會員（代表）、理、監事出席法定會

議，每人有一表決權；其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

程，致損害漁會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表

決時提出異議，經會議紀錄記明者，免其責任。

    漁會會議對重大事件之表決，應以書面記

名行之。 

第 33 條 漁會總幹事秉承理事會決議，執行任務，

向理事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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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漁會總幹事執行任務，如有違反法令、章

程，致損害漁會時，應負賠償責任。 

    漁會收受與保管之財物，非因不可抗力致

生損害時，總幹事及有關職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七章 會議 

第 35 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

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全國漁會每二年、省（市）以下各級漁會

每年召開定期會議一次；經會員（代表）三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於

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以命令召集之。 

    區漁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會確

有困難時，得劃分選區由會員選任代表，改開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第 36 條 漁會理事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監事會議由

常務監事召集，並各為會議之主席。其開會次

數，於漁會章程定之。 

第 37 條 漁民小組應舉行小組會議，每年至少一

次，由組長召集，並為會議之主席。 

第 38 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議，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須有各該會議應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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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及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前項會議除聘任總幹事外，第二次召集

時，出席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即得開會。

但應出席人數在三人以下時不適用之。 

第 39 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對左列事項，須經

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人三分之二以上決議行之： 

一、章程之通過或變更。 

二、會員之處分。 

三、選任人員之罷免。 

四、經費之募集。 

五、財產之處分。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

項。 

第八章 經費 

第 40 條 漁會經費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納之，

其標準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二、常年會費：由會員按年依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標準

繳納之。但下級漁會應以其常年會費

收入百分之二十提繳上級漁會。 

三、事業資金：限於舉辦各種事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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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籌集、運用辦法，應經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案。 

四、漁業改進推廣經費：限用於漁業指導

及改良，按年或按漁期由漁船主、魚

塭主繳納。但設有專用漁業權之漁

會，得向入漁會員收繳。其收費標準

及辦法，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報由主管機關核准。 

五、農業金融機構提撥款：公營農業金融

機構，應就每年度所獲純益撥出百分

之四以上，充作各級漁會輔導及推廣

事業經費。 

六、事業盈餘提撥款：依漁會事業損益決

算辦理。 

七、政府補助費：在中央及地方預算中，

應編列漁會事業補助費。 

八、其他收入。 

第 41 條 漁會各類事業之會計分別獨立，並應編造

年度預、決算，報告會員（代表）大會，及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42 條 漁會年度決算後，各類事業盈餘，除彌補

各該事業累積虧損及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

應撥充為漁會總盈餘。漁會總盈餘，依左列規

定分配之： 

一、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不得分配。 

二、公益金百分之五，須經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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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動支。 

三、漁業改進推廣、訓練及文化、福利事

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六十二。 

四、聯合訓練及互助經費百分之八。 

五、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不得超

過百分之十。 

    前項第一款法定公積、第二款公益金及第

四款經費之保管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各類事業盈餘提撥各該事業公積之

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 43 條 （刪除） 

第九章 監督 

第 44 條 漁會怠忽任務、妨害公益或逾越其任務範

圍時，主管機關得予以警告。 

第 45 條 漁會之決議，有違反法令、妨害公益或逾

越其宗旨、任務時，主管機關得再予警告或撤

銷其決議。 

第 46 條 漁會違反其宗旨及任務，其情節重大者，

主管機關得予以解散或廢止其登記。 

    漁會經解散或廢止登記後，應即重行組織。

第 47 條 下級主管機關為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

處分時，應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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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 漁會廢弛會務或有其他重大事故，主管機

關認為必要時，得經上級主管機關之核准，停

止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職權，並予整理。

整理完成，應即辦理改選。其整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漁會理、監事及總幹事如有違反法令、章

程，嚴重危害漁會之情事，主管機關得報經上

級主管機關之核准，或逕由上級主管機關予以

停止職權或解除職務。 

第 49 條 

  之 1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因刑事案件被羈

押或通緝者，應予停止職權。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判決確定者，應解除其職務。但漁會選任

及聘、僱人員受緩刑宣告或經判處六個月以下

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本條修正施行前，依修正前之規定而停止

職權之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自本條施行之

日起，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職權之人員，經停止羈

押或撤銷通緝者，在其任期屆滿前，得申請恢

復其職權。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任職期間，喪失其

候選或候聘資格者，由主管機關或其上級主管

機關予以解除職務。 

第 50 條 漁會解散時，應由主管機關指派清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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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人有代表漁會執行清算事務之權。 

    漁會受破產宣告時，信用部存款人就信用

部資產有優先受償權。 

第 50 條 

  之 1 

漁會之選舉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一、有選舉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選

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

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三、對於候選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四、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

之競選活動者。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財物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50 條 

  之 2 

漁會聘任總幹事，自辦理理事候選人登記

之日起，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一、理事或理事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聘任或

不聘任者。 

二、對於理事或理事候選人行求、期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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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為

聘任或不聘任者。 

三、對於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員行

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放棄接受聘任者。 

四、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員要求、期

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放棄接受聘任者。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交付或收受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繳其價

額。 

第 50 條 

  之 3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

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選

舉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

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總幹事

之登記、遴選或聘任者，亦同。 

    前二項未遂犯罰之。 

第 50 條 

  之 4 

候選人犯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或前條第一

項之罪者，廢止其候選人資格；已當選者，其

當選為無效。 

    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犯第五十條之二

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之罪者，廢止其候聘資

格；已聘任者，廢止其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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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犯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五十條之二

第一項或第五十條之三之罪者，不得為漁會選

舉之候選人或總幹事候聘人員。 

    前三項有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但書之情

形者，不在此限。 

第 50 條 

  之 5 

漁會辦理信用部業務，違反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本法授權所定命令中有關強制或禁

止規定或應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 

第十章 附則 

第 51 條 （刪除） 

第 51 條 

  之 1 

漁會選舉或罷免訴訟及總幹事聘、解任程

序，除有關假處分之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 

第 51 條 

  之 2 

各級漁會人事管理辦法、財務處理辦法、

總幹事遴選辦法、選舉罷免辦法及考核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及範圍如下： 

一、人事管理辦法：人事評議、編制員額、

職等與聘僱資格、薪給、就職、離職、

考核獎懲、資遣、退休、撫卹與服務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二、財務處理辦法：會計處理、預決算編

審、財產管理、財務檢核、會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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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三、總幹事遴選辦法：總幹事候聘登記、

資格審查、遴選程序、評審項目與計

分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四、選舉罷免辦法：選舉罷免之種類、候

選登記、資格審查程序、投開票、選

舉結果與罷免成立要件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 

五、考核辦法：考核項目、計分標準、成

績評定、獎懲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 52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3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條

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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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法施行細則 
沿革 
中中華民國十九年元月二十八日農礦部訂定發布全文二十二條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實業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六五九三一三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六十

六條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九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六八○三二一號令修正第十三條、第十五

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六十條條文，並刪除第十條

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二九七四五七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六四三七四九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八八九○四四七號令修正發布增訂第二

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八八九一六五三號函令修正發布第

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四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一一二一五一五三號

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九六○一五六二○六號令

修正第四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11341395 號令修正第十一

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漁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

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三條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漁會

之指導、監督，應各就其主管業務會同主管機

關為之。  

第二章  任務 

第 3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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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漁業法令或調解漁業糾紛事項，應指定專人

為之；其為辦理調解漁業糾紛事項，並得成立

專案小組。  

第 4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漁

業改進與推廣，第十款所定漁村文化、醫療衛

生、福利、救助與社會服務、第十一款所定倡

導漁村副業、輔導漁民增加生產、第十三款所

定協助漁村建設與接受委託辦理會員住宅輔建

及第十四款所定配合漁民組訓事項，得視實際

需要組織漁事研究班、四健會及其他有關組織

推行之。  

第 5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報

導漁汛、漁業氣象及漁船通訊業務，得設置漁

業廣播電臺及漁業電臺。但應報經主管機關轉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第 6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漁

船通訊及第十四款所定配合漁民組訓事項，得

設置單位或人員；其人事、經費，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7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七

款所定各項業務，得設立各類加工廠、製造廠、

冷藏庫、製冰廠、漁船修造廠及門市部。  

第 8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定協

助設置、管理國外漁業基地，得輔導在各基地

作業之漁船主，組織各該基地營運小組，策劃

36



營運事宜，並得選派專人駐各遠洋漁業基地服

務。  

第 9 條 漁會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八款所定

漁村、漁港旅遊及娛樂漁業，得設立漁業休閒

旅遊部門。  

第 10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

定特准漁會辦理相關事項，應報上級主管機關

備查。  

第三章  設立及合併 

第 11 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劃分漁區時，應

會同有關單位組成勘查小組，依下列規定辦理

之：  

一、依各漁港之漁業經濟條件，單獨或聯

合劃設一個漁區。  

二、漁港與其附近之魚塭區，劃設一個漁

區。 

三、魚塭集中地區附近無漁港者，劃設一

個漁區。  

第 12 條 區漁會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合併後，應辦理

改選；其理事、監事之任期，應重新計算。  

    不同縣(市)區漁會合併後，其主管機關，

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 13 條 依本法第九條規定劃設之漁民小組，其會

員人數除贊助會員外，不得少於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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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民小組劃設後，因漁業類別或村、里行

政區域變更或會員人數減少至未滿五十人，得

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後重新劃設。但漁會改選前六個月內，不得為

之。  

第四章  會員 

第 14 條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團體贊助會

員，以各該團體之法定代理人為代表人。  

第 15 條 下級漁會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參加上級漁

會會員代表，除理事長為當然代表外，其選任

代表之名額，應依下列規定：  

一、會員人數在三千以上未滿九千者，一

人。  

二、會員人數在九千以上者，二人。  

前項會員，不包括贊助會員。  

第一項選任之代表以甲類會員為限。  

第五章  職員 

第 16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區漁會理事名

額，應依下列規定設置：  

一、區漁會會員人數除贊助會員外，未滿

三千者，置理事九人；三千以上未滿

六千者，置理事十一人；六千以上未

滿一萬者，置理事十三人；一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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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置理事十五人。  

二、全國漁會會員數未滿三十者，置理事

十五人；三十以上未滿五十者，置理

事十七人；五十以上未滿八十者，置

理事十九人；八十以上者，置理事二

十一人。  

第 17 條 漁會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理事一人召開理事會議，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其職務，如不為或不能指定或推定者，由主管

機關指定之。  

    前項經指定召開會議之理事，或經推定、

指定為理事長之代理人，於指定或推定後仍無

法召開理事會議時，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

八條或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指定召開之理事會議，不為或不能

推定理事長之代理人時，自該會議之翌日起至

理事長代理人產生前，依理事選舉當選名次為

序，暫行代理理事長職務，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準用前三

項規定辦理。  

第 18 條 漁會理事、監事出缺，應於出缺日起三十

日內，由候補理事、監事依次遞補。無候補理

事、監事而仍足出席會議法定人數者，不另辦

理選舉。不足出席會議法定人數或遞補後理

事、監事人數不足出席會議法定人數時，應於

出缺日起六十日內，辦理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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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出缺時，應依前項

規定遞補或補選理事、監事後，再互選理事長、

常務監事。  

第 19 條 漁會理事、監事有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定不

得兼任、經營情事者，漁會應通知其在三十日

內自行選擇；屆期不作決定時，由該漁會報請

主管機關或逕由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解除其理事、監事職務。  

第 20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屆期未能產

生，係指未能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天內，完成

理事會合法聘任決議、發給聘任通知書及總幹

事受聘人報到就職。  

    總幹事之聘任屆期未能產生時，主管機關

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  

    總幹事任期屆滿或出缺時，應就漁會員工

歸級表由秘書、會務部門主管之順序暫行代

理，其代理期間，至新任總幹事依法聘任或遴

選合格人員依法派代時為止。  

第 21 條 全國漁會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漁會聘任職員統一訓練，應組設聯合訓練機

構為之。  

第六章  權責劃分 

第 22 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及出席上級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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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會員代表。  

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及事業資金之

金額。  

三、議決會務、事業計畫與報告及年度預、

決算。  

四、議決各種章則。  

五、議決漁業改進推廣費之收繳及運用。

六、議決對外借款及放款之最高額。  

七、議決漁會財產之處分。  

八、議決會員之處分。  

九、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 23 條 漁會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入會及出會。  

二、召集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聘任及解聘總幹事。  

四、審查會務、業務實施計畫、預、決算

及各種章則。  

五、提出有關書類送監事會審查。  

六、陳報主管機關及上級漁會之法定書類。

七、提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八、其他依職權應辦事項。  

第 24 條 漁會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案。  

二、監察理事會各種會務、業務及財務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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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察理事會年度決算及會計報告。  

四、監察漁會財務及財產。  

五、其他依職權應監察事項。  

第 25 條 漁會總幹事之職責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之決議。  

二、聘、僱及解聘、僱所屬員工。  

三、指揮監督所屬職員推行會務及業務。

四、訓練、考核、獎懲所屬員工。  

五、提報理事會審議之事項。  

六、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 26 條 漁民小組組長之職責如下：  

一、召開小組會議。  

二、指導會員異動申報。  

三、協助推動漁會業務。  

四、反映小組會員意見。  

五、宣達政令。  

第 27 條 漁會理事會或監事會之決議，由理事長或

常務監事分別監督執行之。  

第 28 條 漁會與理事、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 29 條 監事會為監察漁會財務，得委託會計師協

助查核漁會年度財務及會計帳冊。  

第 30 條 漁會對外行文，其為召開各種法定會議、

總幹事之聘任、解聘及獎懲事項，由理事長簽

署；其為對外行使權益、修改章程、處分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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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改組、改選、補選、法定會議紀錄、會務、

事業計畫、工作報告及預、決算之報備等事項，

由理事長簽署，總幹事副署；其依理事會決議

執行業務或會務及其他日常事務，由總幹事簽

署；並各依權責負其責任。如理事長或總幹事

為當事人時，由總幹事或理事長單獨簽署。  

第七章  會議 

第 31 條 區漁會會員除贊助會員外，人數在二百人

以下者，應舉行會員大會，超過二百人者，得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劃分選區，由會

員選任代表，改開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第 32 條 區漁會會員代表之選舉，依漁民小組劃分

選區，漁民小組人數不足產生一名會員代表

時，應與鄰近之漁民小組合併為一選區；選區

劃定後，非經理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變更。  

    會員代表應按改選前選舉人名冊公告確定

後之會員人數產生之。  

第 33 條 區漁會會員代表名額規定如下：  

一、會員在二百人以上未滿二千人者，為

十七人至二十五人。  

二、會員在二千人以上未滿四千人者，為

二十五人至三十三人。  

三、會員在四千人以上未滿六千人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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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人至四十一人。  

四、會員在六千人以上未滿一萬人者，為

四十一人至五十一人。  

五、會員在一萬人以上者，為五十一人至

六十一人。  

前項會員，不包括贊助會員。  

第 34 條 漁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

會議，除公假及有正當理由外，不得請假。  

第 35 條 漁會各種法定會議，應於開會七日前將召

集事由及提議事項通知出席人，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但屬於緊急事項者，得縮短通知日程。

    漁會各種法定會議紀錄，應於會後七日

內，報主管機關備查；其屬於本法第三十九條

各款所定之決議，並應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始得執行。  

    前二項報請備查及核准事項，均應副知上

級漁會。  

第八章  經費 

第 36 條 漁會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為會計年度。  

第 37 條 本法第四十條第三款所定事業資金之籌募

對象、方法、標準、金額及用途，應訂入年度

事業計畫及預算。  

第 38 條 區漁會依本法第四十條第四款規定收繳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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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改進推廣經費，得參照漁船噸位、漁業種類

及魚塭面積等，擬訂收費標準，提經會員（代

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收繳之。 

區漁會收繳之漁業改進推廣經費，應納入

年度事業計畫及預算，並以百分之五提撥全國

漁會。  

第 39 條 本法第四十條第五款所定農業金融機構提

撥款，農業金融機構應於每年決算核定後，撥

交全國漁會專戶儲存；其運用管理實施要點，

由全國漁會訂定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九章  監督 

第 40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為漁會整

理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主管機關指定具有理事、監事候選

人資格之會員五人至九人為整理委

員，其中一人得為贊助會員，組織整

理委員會，代行會員代表、理事、監

事之職權，負責整理。整理委員因故

出缺或不能勝任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指定，並另行指定之。  

二、漁會原任理事、監事，不得為整理委

員。  

三、整理委員應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為

漁會整理期間之法定代理人。  

四、漁會整理期間對外行文，以漁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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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主任委員名義行之。  

五、漁會整理時，應由原任理事長、總幹

事辦理移交，並由整理委員會盤點接

收。整理委員會得指定具有總幹事候

聘人資格者一人為執行秘書，其職責

準用第二十六條規定。原有聘、雇人

員除擇優留任外，一律解聘、僱。  

六、漁會整理期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由

主管機關延長之，整理完成，由整理

委員會辦理改選會員代表，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改選理事、監事，重新組

織理事會、監事會補足原屆任期，並

將整理及改選結果，層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整理委員會於理事會、監事

會成立後解散之。其無法如期完成整

理者，得依本法第八條或第四十六條

規定辦理。  

第 41 條 主管機關為監督漁會財務處理及財產管

理，得派員檢查漁會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資料。

    主管機關為前項檢查時，得視需要聘請會

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協助辦理。  

第 42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職權或解除職務

之處分，自送達相對人起，依送達之內容對其

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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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則 

第 43 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之有關書、卡、表、冊

等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4 條 各級漁會章程範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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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選舉罷免辦法 
沿革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內政部（七七）台內社字第六四三七五一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五十條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八一九○九八五號令修正發布第十八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八八八六五二四號令修正發布第六

條、第四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六日農授漁字第０９８１２８２３０８號令修正發布第２１條條

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二日農漁字第 1011341258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6 條、第 26 條、第 49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11341658 號令修正

發布第 16 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除漁會法及漁會法施

行細則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漁會之選舉、罷免，係指各級

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監事、會員代

表及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之選舉、罷免。  

第 4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事務，由各該漁會辦理，

並由各級主管機關指導之。  

第 5 條 漁會選舉事務應於選任人員任期屆滿前九

十日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開始辦理，並於任

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

屆期仍未完成者，由主管機關依法核辦。  

第 6 條 漁會選任人員任期屆滿之改選，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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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統一指定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會員

代表之選舉（以下簡稱漁民小組選舉）投票日，

在省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進度；在直轄市由直

轄市主管機關擬訂進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  

第 7 條 漁會選舉之選舉人、候選人入會年資之計

算，以漁民小組選舉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但理

事、監事選舉，其候選人入會年資之計算，以

候選人登記截止之日為準。  

第 8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辦理方式如左：  

一、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監事及出

席上級漁會會員代表之選舉，以集會

投票方式為之。 

二、漁民小組選舉以分區投票方式為之。

三、各種選任人員之罷免，以集會投票方

式為之。 

第 9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以集會投票方式辦理

者，其選舉、罷免得移列於討論事項之前舉行。

第 10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以集會投票方式辦理

者，應於投票日七日前將選舉、罷免種類、時

間、地點、應選出名額及議程，以書面通知應

出席人員，並於投票日在投票處所張貼。  

    漁會之選舉以分區投票方式辦理者，應於

投票日七日前將選舉種類、時間、地點及應選

出名額在漁會及各辦事處或各漁民小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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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書面通知選舉人。  

    前二項之選舉、罷免應報請主管機關指派

指導員列席指導。  

第 11 條 漁會辦理選舉應依會員會籍檔案及會員名

冊編造選舉人名冊，載明編號、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入會年月日、會員種類及戶籍地

址，並得按漁民小組分別編訂，加蓋漁會圖記。

投票日前六十日之前已登錄會員會籍檔案

及會員名冊，依規定有選舉人資格者，應一律

編入選舉人名冊。 

投票日前六十日之後，選舉人有戶籍異

動，遷出原漁民小組，而未遷出漁會組織區域

者，仍應按選舉人名冊之漁民小組行使選舉權。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除漁會及主管機關依

法使用外，不得以抄寫、複印、攝影、錄音或

其他任何方式對外提供。  

第 12 條 漁會應於漁民小組選舉投票日前六十日在

漁會與其辦事處、信用部分部及各漁民小組公

告，敘明選舉人名冊於漁會及其辦事處、信用

部分部公開陳列供閱覽七日，當事人發現錯誤

或遺漏時，或會員種類及戶籍地址於公告日之

前有異動者，應於公告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

向漁會申請更正。 

漁會應於申請更正截止之日起三日內將更

正結果通知申請人。經確定之選舉人名冊應編

造三份，一份報主管機關備查，一份函送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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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一份存查。 

前項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於投票前發現選

舉人有漁會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情形之一者，由

漁會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逕予更正或於投票日

經指導員同意後更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13 條 漁會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均應自公告受

理候選人登記之日起七日內，填具候選人登記

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證件向各該漁會辦理登記。

其登記為上級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者，並應

檢附所屬基層漁會出具之資格證明。 

前項登記，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應繳驗

申請人及受託人國民身分證，並附委託書。 

第 14 條 漁會選舉候選人於登記期間截止前撤回候

選人登記者，應檢具撤回登記申請書，向原受

理登記之漁會申請撤回登記，逾時不予受理。

前項撤回，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應繳驗

申請人及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並附加蓋原申

請登記時所用印章之委託書。  

第 15 條     漁會選舉候選人之資格審查，應由左列人

員組織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辦理之：  

    一、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 

    二、上級漁會指派之代表一人。 

    三、主管機關聘請之人員三人。 

    資格審查小組由漁會理事長召集之，主管

機關應派員指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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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應於候選人登記截

止之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查工作；經審查不合格

者，應書明理由通知其本人，如有異議，應於

接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內以書面檢附有關證件，

向漁會申請複審，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候選人資格審查確定後，應抽籤排定合格

候選人先後次序，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並由漁會於投票日七日前公告，及書面通

知候選人。 

    漁會為審查選任人員候選登記資格，應洽

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票據交換所及

司法、檢察、調查、警察、戶政等相關機關（構）

依法提供候選登記人之債信、刑案、素行及戶

籍等資料，並副知主管機關；相關機關（構）

應予協助。 

第 17 條     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之選舉，由理事、

監事分別互選之，不適用第十一條至第十六條

之規定。  

第 18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辦理方式如左：  

一、漁民小組選舉，採用無記名單記投票

法行之。 

    二、漁會理事、監事及出席上級漁會會員

        代表之選舉，採用無記名連記投票法。

        但經全體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之

        主張，得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

        ，其連記人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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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為限。 

三、理事長及常務監事之選舉，採用無記

名單記投票法行之。 

第 19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應依左列規定置監票

員、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辦理投票及開

票事宜： 

一、以分區投票方式辦理者，每一投票所

置監票員、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

各一人。監票員由漁會聘請當地公正

人士擔任。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

由漁會之聘任職員擔任，聘任職員不

足時，得由漁會聘請當地公正人士擔

任。 

二、以集會投票方式辦理者，置監票員二

人、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各一人。

監票員由選舉人或罷免案之投票人互

推，無法互推時，得由主席指定。發

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由漁會之聘任

職員擔任。 

漁會聘請當地公正人士辦理前項第一款選

舉事務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第 20 條 漁會之選舉票、罷免票，應由各該漁會依

規定格式自行印製，並蓋用各該漁會圖記及指

導員印章。  

第 21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選舉人或罷免案之投

票人應親自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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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並在選舉人名冊或投票人名冊上簽名或蓋

章。  

    前項簽名或蓋章，以按指印代之者，應由

指導員及發票員簽名證明。 

第 22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應設置投票匭，經指

導員、監票員會同檢查後當場密封。  

第 23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以集會投票方式辦理

者，自開始發票時起，立即停止辦理報到。以

分區投票方式辦理者，投票人應於規定之投票

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

可投票。  

第 24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投票人應親自在指定

場所秘密圈選選舉票或圈定罷免票後，投入票

匭，投票人圈選或圈定後，不得將內容出示他

人。但不識字或身體殘障不能親自圈投而能表

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指導員及監票員依

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第 25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投票所，除投票人外，

非佩帶各該漁會製發標識之人員不得進入。漁

會以集會投票方式辦理選舉、罷免開始時，會

議主席得宣布與選舉、罷免無關之在場人員離

開會場。 

第 26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出席人員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會議主席經指導員之同意或逕由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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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予以警告；不服警告時，應令其退出，並得

按情節輕重，當場宣布取銷其選舉權、被選舉

權、罷免權或禁止其出席該次會議之權利，並

在紀錄中敘明： 

一、妨礙會場秩序或會議之進行者。 

二、在旁監視、勸誘或干涉其他選舉人或

罷免案之投票人圈投者。 

三、將選舉票、罷免票攜出指定之圈選場

所圈選者。 

四、未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圈投者。 

五、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六、其他妨害選舉、罷免工作之進行者。

漁會之選舉、罷免，出席人員不得攜帶手

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 

第 27 條 選舉票、罷免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漁會製發之選舉票、罷免票者。

二、不用漁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三、單記投票法圈選二人以上或連記投票

法圈選人數超過規定之連記人數者；

或在罷免票圈「同意罷免」及「不同

意罷免」兩種者。  

四、簽名、蓋章、按指印或加入任何文字

或劃寫符號者。  

五、圈選位置不能辨別為所選何人或所圈

為「同意罷免」或「不同意罷免」者。

六、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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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污染致不能辨別者。

八、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撕破不完整者。  

九、不加圈完全空白者。  

十、選舉票、罷免票未加蓋漁會圖記及指

導員印章者。  

選舉以連記投票法圈選者，如僅部分有前

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情形，以該部分為無效。

    第一項無效票及第二項無效部分，應由指

導員當場認定之，並在紀錄中敘明。  

第 28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開票完畢後，選舉票、

罷免票應集中包封，並在封面書明漁會名稱、

屆次、種類、選舉票、罷免票張數及年月日等，

由監票員會同會議主席、指導員驗簽後，交由

漁會妥為保管，俟下次改選完畢後焚燬之。  

第 29 條 漁會之選舉，除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選

舉以得票數最多者為組長，次多者為副組長

外，按其應選出名額，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

得票數相同時，當場以抽籤決定之。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監事之當選名次

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前二項之抽籤，候選人未在場或雖到場經

唱名三次後仍不抽籤者，由指導員代為抽定。

第 30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經截止投票後，應即

當眾唱名開票，並由會議主席或指導員當場宣

布開票結果。但發現有舞弊或違背法令情事

時，會議主席經指導員同意或逕由指導員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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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完畢後，宣布將票匭加封，並報主管機關核

辦。  

    會議主席未於當場宣布開票結果時，得由

指導員代為之。  

第 31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在開票結果宣布後，

如有異議，應於七日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辦，逾期提出者，不予受理。但分區投票選

舉者，應於當場以口頭或書面向指導員申請核

辦，事後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應於接受前項申請之日起十五日

內，予以核復。  

第 32 條 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會員代表之選舉、

罷免結果，應於選舉、罷免投票完畢之當日，

由指導員編造選舉、罷免情形紀錄二份，分送

漁會及主管機關，並由漁會於選舉、罷免投票

完畢之日起七日內造具當選人簡歷冊或被罷免

人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案。  

    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監事及出席上

級漁會代表之選舉、罷免結果，應由漁會於選

舉、罷免投票完畢之日起七日內編造當選人簡

歷冊、候補理事、監事名冊或被罷免人名冊，

報請主管機關備案，並副知上級漁會。  

第 33 條 漁會選舉之當選人，先後當選上下級漁會

理事、監事時，應於當選上級漁會理事、監事

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分別向各該漁會自行擇任

一職，並報主管機關備查。逾期未擇定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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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其上級漁會理事、監事之當選資格，由主

管機關逕予註銷，依候補順序遞補，並通知各

該漁會。  

第 34 條 選舉當選人由漁會發給當選證書。 

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監事得由漁會

申請主管機關發給當選證明書。  

第 35 條 漁會漁民小組選舉改選後之首次會員（代

表）大會，由原任理事長召集，以出席會議之

會員（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選舉理事、監

事。逾期不召集或原任理事長無法行使職權

時，由主管機關指定原任理事一人召集之。  

    基層漁會依前項召集之會員（代表）大會，

應於漁民小組選舉投票完畢之日起十五日內為

之。  

第 36 條 漁會改選後之首次理事、監事會，應於會

員（代表）大會選舉投票完畢之日起十日內，

分別由原任理事長、常務監事召集，由出席會

議之理事、監事互推一人為主席，互選理事長、

常務監事。逾期不召集或原任理事長、常務監

事無法行使職權時，由主管機關指定原任理事

或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 37 條 漁會選任人員因故辭職，應以書面向漁會

提出，辭職書送達漁會時即生效力。漁會應向

主管機關備案，並向原選出單位或會議提出報

告。  

    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監事或會員代

表辭職後，不得在原任期內再行參加原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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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選。  

第 38 條 漁會選任人員之罷免，由原選出單位或會

議之選舉人提出之。但就任未滿一年者，不得

罷免。  

第 39 條 罷免案之提議人應擬具罷免申請書，敘述

事實及理由，經原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方得向漁會提出，並副知主管機關。  

第 40 條 漁會查明罷免申請書連署人有不實者，或

於向漁會提出罷免申請書之日起三日內，經原

連署人申請撤回連署後，不足法定人數者，應

於收到該申請書之日起五日內退還之，並副知

主管機關。  

第 41 條 漁會應於收到罷免申請書之日起十五日

內，將申請書副本通知被罷免人，被罷免人在

收到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得向漁會提出答辯

書，逾期視為放棄答辯權利。被罷免人為理事

長者，由漁會總幹事通知之。  

    前項答辯書應副知主管機關。  

第 42 條 罷免申請書副本送達被罷免人時，應以郵

局回執或送件回單為憑。  

第 43 條 漁會之罷免案，在未提出會議前，得由原

連署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撤回之，提出會議

後，除應得原連署人全體同意外，並應由主席

徵詢全體出席人無異議，始得撤回。  

第 44 條 漁會因罷免案舉行集會投票時，應將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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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及答辯書同時分發各出席人，並當場宣

讀。  

第 45 條 漁會在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截止之日起十

五日內，由理事長、常務監事或漁民小組組長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或漁

民小組會議。  

    理事長、常務監事或漁民小組組長本人為

被罷免人或不依前項規定召集會議時，由主管

機關指定理事、監事或會員（代表）一人召集

並為會議之主席。  

第 46 條 會員代表、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理事、

監事之罷免案，經全體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同意罷免票達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者為通過罷免，未達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

    理事長、常務監事之罷免案，經全體應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同意罷免票達全體

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通過罷免，未達

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  

    漁會之罷免案，經召集會議，其出席人數

未達前二項規定者，視為否決罷免。  

第 47 條 漁會之罷免案，經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

同一任期內，不得再以同一事實及理由提出罷

免。  

第 48 條 辦理漁會選舉、罷免事務之工作人員或指

導員，如有妨害選舉或罷免之情事者，應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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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懲處；如涉及刑事責任者，由主管機關

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第 49 條 本辦法所定公告、票、冊、書、表等格式

及圖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64



 

 

 

 

 

 

肆、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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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內政部（77）台內社字第 643634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0 

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內政部（88）台內社字第 8894192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行政院農委會農授漁字第 093132157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4～8、14、15、18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 0931322012 號令修正

發布第 7、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十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11341282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20 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11341663 號令修正

第 3 條、第 6 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十一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遴選，指主管機關於漁會屆

次改選或漁會總幹事中途出缺所辦理總幹事

候聘人登記公告、受理登記、審查登記人資

格、評定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成績、面談、

評定合格人員及造具合格人員名冊之作業程

序。 

第 3 條     合於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資格，且

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登

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二各款所定情形。

二、曾犯本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第

五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五十條之三

之罪，且未有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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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但書之情形。 

    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所定漁會總幹事候聘人經歷年資及第三

款所定年齡之計算，以算至主管機關公告之

登記起始日為準。 

第 4 條 主管機關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人登記，

應於登記起始日十四日前公告，除登載於中

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網站首頁外，

並應將公告文書檢送所轄各該漁會張貼至登

記截止日為止。 

第 5 條 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者，應於

規定之登記期間內，親自向下列機關辦理登

記，逾期不予受理： 

一、區漁會為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 

二、全國漁會為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登記期間為五個工作日。 

第 6 條     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

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二、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

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

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無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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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意主管機關委請相關機關（構）

查詢申請登記人之債信、刑案、素

行及考核資料之同意書。 

    前項各款文件應於登記時備齊，交付受

理登記機關。文件不齊者，不予受理登記；

其需增補資料者，應於登記截止日前交付受

理登記機關，逾期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為審核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資

格，應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票

據交換所及司法、檢察、調查、警察等相關

機關（構）依法提供債信、刑案、素行及考

核等資料；相關機關（構）應予協助。 

第 7 條 受理登記機關為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

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應組成審查評定

小組；其成員七人至九人，由中央主管機關

首長、直轄市長或縣（市）長就漁政、金融

（財政）、戶政、教育、警政、法制等相關

機關（單位）代表、學者專家派聘之，並自

成員中指派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前項審查評定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

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登記截止之日起二十

個工作日內完成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

查；經審查結果不符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

定或有第三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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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其本人，有異議者，應於通知送達之次

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檢附有關資料，向

受理登記機關申請復審，並以一次為限；逾

期申請者，受理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 

受理登記機關對申請復審案件，應於受

理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審查評定小組會議

完成復審。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

無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完成准予

登記者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之成績評定，並

造具名冊，報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面談。 

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

評定，在全國漁會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區漁會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

審查評定小組對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所為

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之資料，以候聘登記人

於登記截止日前所檢送之證明文件為限。 

第 8 條 各級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之面談，由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

人之面談，應組成遴選小組；其成員七人至

九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就相關機關(單位)

代表、學者專家派聘之，並自成員中指派召

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其中學者專家人數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前項遴選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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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代理之。 

    遴選小組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面

談時，應邀請各該漁會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登記機關依第七

條第五項規定，將資格審查名冊及准予登記

者成績評定名冊等資料送達之日起二十個工

作日內完成面談及計算總分；經依第十六條

第三項規定不予面談或評定不合格者，應敘

明理由函請受理登記機關轉知其本人。有異

議者，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復審，以一次為

限，並不得以增補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文件為

由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不予受理。 

    中央主管機關對申請復審案件，應於受

理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遴選小組會議完成

復審。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復審之審理，僅以查

對成績計算之正確性為限。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

無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評定合格人

員，並造具合格人員名冊，送請受理登記機

關於文到三個工作日內轉送各該漁會辦理聘

任。 

第 10 條 漁會理事會召開聘任總幹事會議，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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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敘

明聘任總幹事之議程，以書面通知理事，並

報請主管機關派指導員列席。 

    主管機關應指派指導員列席漁會聘任總

幹事之理事會會議。 

    漁會應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聘任總幹事

表決票，蓋用各該漁會圖記，並於開會當日

交予指導員查驗無誤後，由指導員於聘任總

幹事表決票上簽名或蓋章，並點交漁會保管。

    漁會召開聘任總幹事理事會會議時，出

席理事應親自領取聘任總幹事表決票，並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表決票上以記

名行之。 

    漁會應於前項聘任總幹事表決票開票完

畢後，集中包封並於封面書明漁會名稱、屆

次、種類、表決票張數及年、月、日，由指

導員會同會議主席驗簽後，交由漁會妥為保

管，並於次屆總幹事完成聘任後焚燬之。 

   漁會完成總幹事之聘任後，應將受聘總幹

事名單函報該管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

機關及其上級漁會。 

第 11 條 漁會辦理選任人員任期屆滿改選時，中

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定漁民小

組選舉投票前完成總幹事遴選作業。 

第 12 條 主管機關應於漁會選任人員任期屆滿改

選前，辦理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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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由主管機關依其

當屆任內之各年度漁會考核成績平均計算，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造具名冊函報

中央主管機關。但中途接任之總幹事，其當

屆任內之漁會年度考核次數未達二次者，不

予辦理屆次考核成績。 

    前項屆次考核成績之所有評分核算至小

數點第一位，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第 13 條 現任漁會總幹事依前條辦理屆次考核成

績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

之績優者，申請登記為原漁會總幹事候聘

人，主管機關應予優先評定為合格人員，除

其他候聘人依第十六條評定總分達九十分以

上者外，不再遴選其他人員。 

第 14 條 現任漁會總幹事之屆次考核成績未達七

十分或依主管機關辦理漁會年度考核成績最

近二年均未達七十分者，申請登記為次屆漁

會總幹事候聘人，應不予評定為合格人員。

    現任漁會總幹事登記為總幹事候聘人

者，如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屆齡退休，

應不予遴選。 

    前項任期之認定，以計算至該現任總幹

事退休生效日期為止。於一月至六月間出生

者，至遲以七月十六日為退休生效日；其於

七月至十二月間出生者，至遲以次年一月十

六日為退休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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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現任漁會總幹事於該屆次中途接任，年

度考核次數未達二次者，不適用第十三條及

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 16 條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其評審項目

規定如下： 

一、學歷。 

二、經歷。 

三、品德操守。 

四、工作表現。 

五、面談表現。 

    前項評審項目之計分基準如附表。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依前項所定

基準計算總分，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歷、經歷、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

合計分數未達四十分者，不予辦理

面談程序。 

二、總分未達七十分者，不予評定為合

格人員；七十分以上者，評定為合

格人員。 

第 17 條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依第十三條

或前條之規定，未能評定出合格人員者，應

重行辦理，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第 18 條 漁會總幹事於該屆中途出缺時，主管機

關應於出缺之日起十五日內重新辦理總幹事

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理

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合格人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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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送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

任。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不辦理遴選，

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順序

暫行代理。 

未能依前項前段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

聘任時，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重行辦理，

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第 19 條 本辦法所定公告、書、表、冊、聘任總

幹事表決票等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遴選評審項目 

項目及配分 說  明  及  計  分  基  準 

一、學歷 
（二十五
分） 

1.獲碩士以上學位者二十一分。 

2.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及格者十九分。 

3.獲學士學位者十七分。 

4.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者十五分。 

5.二年或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者十四分。 

6.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及格者十二分。 

7.高中（職）畢業或現任總幹事初（中）職以下學校畢

業者十分。 

前七目學歷或考試，屬於漁業科系者，按原標準另加四

分，屬於農、法、商或管理科系者，按原標準另加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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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歷 
（二十五

分） 

1.按漁會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應採之年資，每年以
一•八分計算，以十年為限。 

2.前目年資屬漁會編制內人員者，每年另加０•五分；
屬機關、學校或漁業、金融機構或其他漁民團體編制
內人員之漁業經歷者，每年另加０•三分。 

3.登記前五年內曾參加機關、學校或漁業、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舉辦之漁會業務有關之專業訓練累計達八
十小時以上持有證書者，另加一分；累計達一六０小
時以上持有證書者，另加二分。（訓練係以週、日記
載者，一日以七小時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計）。 

九分以上
八•九分~六

分
五•九分以

下

三、品德操
守 

（十分） 

有具體優良
事蹟 

守法守分

在檢警調單
位有不良紀
錄或行為失
檢事實 

九分以上
八•九分~六

分 
五•九分以

下 

四、工作表
現 

（十分） 
 
 

經服務單位
出具有記大
功具體事蹟

工作條理
負責盡職

曾受服務單
位紀錄有違
失或懲戒處
分之事實 

一、 核給分數
如九分以上或
五•九分以下
者，應檢具具體
證件並在備註
欄詳加敘明具
體事蹟。 
二、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
給分數九分以
上或五.九分以
下，而未檢具具
體證件並在備
註欄詳加敘明
具體事蹟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
就其評定九分
以上，以八.九分
計；五.九分以
下，以六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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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談表
現 

（三十分） 

1.表達能力及儀態：包括言辭有無條
理、言語是否清晰及體態是否端
正、健康，最多給五分。 

2.專業知識：包括漁業及漁會有關知
識，最多給十五分。 

（1）漁業知識：指對漁業生產、運
銷、加工、休閒、金融等知識及
漁村問題之瞭解。 

（2）漁會知識：指對漁會法規、金
融法規、會務、業務及財務之瞭
解。 

3.工作抱負：包括工作意願及創見，最
多給五分。 

（1）工作意願：指對服務漁民之熱
忱，或擔任漁會工作之抱負。 

（2）創見：指對有關問題之改進創
新、有無新穎構想及見地。 

4.判斷能力：就其言談、構思，研判其
是否具有判斷能力，最多給五分。 

核給分數如高
於二十七分或
低 於 十 八 分
者，遴選委員應
將具體事實紀
錄之。 

附註： 

一、所有評分核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二、經歷年資未滿一年之計算，按其足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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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考核辦法 
沿革 
中華民國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７５２７７５號令訂定發布全文１４條 

中華民國８９年１月２６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８９７６０９２號令修正發布第４條條文 

中華民國９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０９４１３２２０５９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１３條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訂定

之。 

第 2條     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邀請有

關機關及上級漁會辦理漁會會務、業務及財務

年度考核，並評定成績。 

第 3條     區漁會與上級漁會考核之考核項目及計分

標準，如附表一、二。 

第 4條     漁會年度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並以評

定成績列等，九十分以上列優等，八十分以上

未滿九十分列甲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列

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列丙等，未滿六

十分列丁等。 

第 5條     主管機關應將年度考核評定成績以書面送

達受考核漁會；漁會如有異議應於送達之日起

十五日內，以書面檢附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

請復評，逾期不予受理；申請復評以一次為限。

    主管機關應將年度考核評定成績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並分送有關機關及上級漁會。

第 6條     漁會年度考核成績評定結果，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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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規定予以獎懲： 

一、列優等者頒給獎狀。  

二、列甲等者予以獎勵。  

三、列乙等者不予獎懲。  

四、列丙等及丁等者予以警告。 

第 7條     年度考核評定成績列丙等之漁會，應就其

缺失事項研提改進措施提報理事會作成決議，

並列管追蹤。 

    年度考核評定成績列丁等之漁會，除依前

項規定辦理外，主管機關應輔導其檢討其缺失

及訂定計畫，並督導其改進。 

第 8條     辦理漁會考核人員，有不實情事，應依有

關法令規定追究其責任。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有提供不實資料或

以不正當方法，影響漁會考核評定成績者，亦

同。 

第 9條     漁會屆次考核應於改選前，由主管機關以

該漁會當屆已評定成績之年度考核分數平均計

算，依第四條規定列等。 

第 10 條     屆次考核列優等之漁會理事長及常務監

事，得由主管機關予以獎勵。 

第 11 條     屆次考核列優等之漁會總幹事，除由主管

機關予以獎勵外，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登記為

績優總幹事，依漁會法及相關規定據以辦理次

屆總幹事遴選。 

82



第 12 條     任期內最後兩年考核成績連續列丙等以下

之漁會總幹事，次屆不予遴選。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但九十三年度區漁

會與上級漁會考核之考核項目及計分標準，依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修正前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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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

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

及審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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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

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

辦法 

沿革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三一三二二○一六號

令訂定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漁會甲類會員實際從事漁業合於下列各款

資格情形之一者，得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

選人： 

一、遠洋漁民最近一年實際出海從事遠洋

漁業勞動達三個月以上，持有海上勞

動經歷證明文件者。 

二、近海漁民最近一年實際出海從事近海

漁業勞動達三個月以上，持有海上勞

動經歷證明文件者。 

三、沿岸漁民最近二年每年實際出海從事

沿岸漁業勞動達四個月以上，持有海

上勞動經歷證明文件者；其漁業勞動

不使用船筏者，應提出超過基本工資

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或魚貨交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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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組組長出具

之證明文件。 

四、淺海養殖漁民最近二年每年實際從事

淺海養殖勞動達六個月以上，持有海

上勞動經歷證明文件者；其漁業勞動

不使用船筏者，應提出超過基本工資

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文件。 

五、魚塭養殖漁民： 

（一）自有或使用他人魚塭土地面積

○•二公頃以上之魚塭養殖漁

民，最近二年每年實際從事魚塭

養殖勞動達六個月以上，持有魚

貨交易資料及養殖漁業登記證

者。 

（二）最近二年每年受僱從事養殖勞動

達六個月以上之受僱魚塭養殖

漁民，持有超過基本工資之漁業

勞動所得證明文件者。 

六、湖泊、河沼漁民最近二年每年實際從

事湖泊、河沼漁業勞動達六個月以

上，持有魚貨交易資料併同村、里長

或漁民小組組長出具之證明文件者。

第 3 條     漁會乙類會員實際從事漁業合於下列各款

資格情形之一者，得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

選人： 

一、僱用他人從事漁業勞動且持有二十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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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動力漁船漁業執照之漁船主，或

持有漁業權執照之漁業權人，實際從

事漁業經營滿二年以上者。 

二、僱用他人從事魚塭養殖勞動之魚塭主，

自有或使用他人魚塭土地面積一公頃

以上，實際從事魚塭養殖經營滿二年

以上，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者。 

三、水產學校畢業，或持有經主管機關或

學術機構認定在漁業上有利用價值之

專著或發明，並現在從事漁業改良、

推廣工作，經主管機關、學校出具證

明文件。 

第 4 條     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之資格審查，由下

列人員組成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辦理之：  

一、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 

二、有上級漁會者，上級漁會指派之代表

一人。 

三、主管機關指派之人員三人。 

    資格審查小組由漁會理事長召集之，開會

時，主管機關應派員列席。 

第 5 條     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

之審查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漁會會務單位，應將審查資料文件彙

整，就法令規定先行審核，敘明具體

意見，並造具名冊，送資格審查小組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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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格審查小組審查時，應依法令規定

條件個別審查，審查結果並應當場作

成記錄。 

第 6 條     資格審查小組於審查時，如認有必要，得

指派人員至現場進行查證。 

第 7 條     資格審查小組，應於理事、監事候選人登

記截止之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查工作；經審查不

合格者，漁會應敘明理由通知其本人，如有異

議，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日內以書面檢附

有關證件，向漁會申請復審，並以一次為限，

逾期申請者，漁會應不予受理。  

    候選人資格審查合格後，應定期抽籤排定

合格候選人先後次序，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由漁會於投票日七日前公告，並以

書面通知候選人。 

第 8 條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漁會理事、監事改選，

遠洋漁民最近一年實際出海從事遠洋漁業勞動

達二個月以上，持有海上勞動經歷證明文件

者，得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不受第

二條第一款之限制。沿岸漁民、淺海養殖漁民、

魚塭養殖漁民及湖泊、河沼漁民在本辦法施行

前之漁業勞動證明得以村、里長或漁民小組組

長出具之證明代之。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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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 

認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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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

定辦法 

沿革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二一三二一八四五號

令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二一三二二○○五

號令修正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三一三二○三四九號令

修正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三一三二○九六四號令

修正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區漁會甲

類會員，係指每年直接從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

以上者；其證明文件如下： 

一、遠洋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明文件。

二、近海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明文件。

三、沿岸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明文件；

其漁業勞動不使用船筏者，應提出超

過基本工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或

魚貨交易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

組組長出具之證明。 

四、淺海養殖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明文

件；其漁業勞動不使用船筏者，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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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超過基本工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

明。 

五、魚塭養殖漁民：魚貨交易資料及養殖

漁業登記證明文件，或應提出超過基

本工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 

六、湖泊、河沼漁民：魚貨交易資料併同

村、里長或漁民小組組長出具之證明。

    年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加入區漁會為甲

類會員者，應提出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第 3 條     已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會員屆滿十五年以上

且年滿五十歲者，不受前條第一項每年直接從

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以上之限制。 

第 4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區漁會乙

類會員，證明文件如下： 

一、僱用他人從事漁業經營之漁船主及漁

業權人應領有漁業執照；魚塭主應領

有養殖漁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水產學校畢業或有漁業專著或發明，

現在從事漁業改良、推廣工作者，應

有足以證明其學歷、著作或發明及從

事有關改良、推廣工作之證明文件。

三、從事漁業勞動，其漁業勞動時間不合

於甲類會員資格之兼業漁民，應持有

可供查證之漁業勞動收入證明文件。

第 5 條     申請加入區漁會會員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第二條或第四條所定之證明文件，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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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區漁會申請。但第二條第一項所定須實際從

事漁業勞動時間之證明文件，得於入會後六個

月內補送；屆期未補送者，廢止其會員資格。

第 6 條     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區漁會應設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小組，

由總幹事召集之。 

二、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小組應將會員入會

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彙整，並就法令規

定與個案事實條件審查，並敘明具體

意見，造具審查名冊，提報當次理事

會。 

三、理事會審查會員資格時，應依法令規

定及事實條件個別審查之；審查結果

應當場作成紀錄，供漁會編造會員名

冊。 

    前項第三款之審查，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

指導監督，並請有關單位列席指導。 

第 7 條     區漁會應將會員資格審查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申請人如有不服，應自通知送達之

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區漁會申請復審，逾

期不予受理；申請復審以一次為限。 

第 8 條     區漁會會員資格異動時，該會員應填具會

員異動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件，向所屬區漁

會申請異動登記。 

第 9 條     區漁會平時應辦理會員會籍清查及異動登

95



記。會員之資格變更者，區漁會應先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自通知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提出書

面意見，送請理事會審查，當事人屆期不提出

者，由區漁會逕送理事會審查。 

    本辦法發布前，已加入之會員，由區漁會

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10 條     區漁會應每年至少一次派員前往戶政事務

所查對會員戶籍資料，並將查對結果提報理事

會；其涉及會員資格之得喪變更者，應依本法

及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11 條     區漁會應設置會員會籍檔案及會員名冊；

會員名冊應按漁民小組為單位，分甲類、乙類、

贊助會員三類編造一式二份，一份由區漁會存

查，一份送所屬漁民小組。會籍檔案應指定專

人保管，永久保存。 

第 12 條     區漁會會員退會時，應以書面向區漁會提

出，並以書面送達區漁會之日起生效；區漁會

並應列冊提報理事會。 

    前項會員退會前應對區漁會應履行之義務

尚未履行者，仍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履行。 

第 13 條     區漁會會員因提供不實之證件、資料或以

不正當之方法，取得會員資格者，經區漁會查

證及理事會審查後，撤銷其會員資格，其自區

漁會所獲得之不當利益，區漁會應依有關法令

規定予以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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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漁會會員入會後有未符合第二條第一項

及第四條所定資格者，經區漁會及理事會審查

後，廢止其會員資格。 

    區漁會會員不服前二項審查結果者，得準

用第七條規定程序救濟。 

第 14 條     區漁會理事、總幹事或會務人員辦理會員

資格審查事務，有提供不實之資料或以不正當

之方法影響審查作業者，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追

究其責任。 

第 15 條     本辦法施行前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會員，現

仍從事漁業勞動者，不受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規定之限制。 

第 16 條     區漁會審查會員資格對本法及本辦法未規

定事項，得擬定會員資格審查作業要點，提經

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 

第 17 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表、冊等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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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漁會人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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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人事管理辦法 
沿革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一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六九一六一二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九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七九五六二四號令修正發布第二十四條條

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一五二九○號令修正發布第四十三條

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一○一七三七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七五二五八四號令修正發布第一

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三條、第

五十一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八四八五九七○號令修正發布第三十

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八九七二七○三號令修正發布第八條、

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第五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０９６１３２３３６７號令修正

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01340571 號令修正第 9 條、

第 10 條、第 45 條、第 56 條之 1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三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11341013 號令修正第 9

條、第 15 條、第 23 條及第 7 條附表一、第 13 條附表四。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漁會及其附屬單位聘僱員工（以下簡稱員

工）人事之管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

法辦理。 

第 3 條     漁會應設人事管理單位或置人事管理人員

辦理人事管理工作。 

第二章  人事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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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漁會設人事評議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一

人，除總幹事為當然委員外，委員每滿三人，

應有非主管職員一人，由員工票選產生，其他

委員由總幹事就主管或較高級人員中指定

之。但主管人員不足時，得報主管機關同意指

定非主管人員擔任或減少委員人數。 

    人事評議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總幹事擔

任，並於開會時擔任主席。 

    人事評議小組委員之任期一年，自當年七

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 5 條     漁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事項如左︰ 

一、員工之聘僱、職等及薪點。 

二、員工之解聘及解僱。 

三、員工之考核、獎懲及升遷。 

四、員工之退休、資遣及撫恤。 

五、復議案件之處理。 

六、其他由總幹事交議之有關人事評議事

    項。 

    評議小組開會時，出列席人員遇評議事項

涉及本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者，應予迴避。 

第 6 條     漁會人事評議小組評議結果，經總幹事核

定後行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漁會員工對於有關其個人權益之評議結

果有異議時，應於通知送達十五日內，以書面

檢具理由向漁會申請復議，並以一次為限。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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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復議案件之答復，應自受理復議之日起

十五日內為之。 

第三章  編制員額 

第 7 條     漁會應依其總收益比率設置員額，其最高

設置員額依附表一之漁會最高設置員額及提

撥用人費比率表及附表二之漁會年度總收益

核算表計算之。 

第 8 條     漁會依業務需要及員額，得設組、部、場

(廠)、辦事處、課、股，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組課（股）： 

       （一）未滿三十人，得分股辦事；但每

             股不得少於四人。 

       （二）三十人以上者，始得分課（組）

             辦事。課（組）以下得設股。

             但每課（組）不得少於二股，

             每股不得少於四人。 

    二、漁會依其興辦事業需求得設部、場

        (廠)。 

    三、漁會為服務轄區偏遠地區漁民得設辦

        事處。 

    漁會設有辦事處者，每設一辦事處，得增

置員額一人。 

第 9 條     漁會員工職等占最高設置員額之比率規

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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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設置員額未滿三十人者，其第六

職等以上人員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五；最高設置員額三十人以上者，其

第六職等以上人員不得超過百分之

二十。但辦事處主任不計入第六職等

以上員額。           

二、全國漁會第六職等以上人員不得超過

百分之三十。 

三、幹事（技術員）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助理幹事（助理技術員）不得超過百

分之三十五，雇員不得超過百分之三

十五。 

    四、技工、工友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第 10 條     漁會應按前三條規定，依前一年度決算之

總收益，計算漁會設置員額及提撥用人費，據

以擬訂員額調整表及每一薪點換發金額，並應

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主管機關核定；於核定

前，漁會得暫依前一年度核定之員額調整表及

每一薪點換發金額辦理人員聘僱及薪資核發

事宜。 

    漁會為配合漁業繁忙季節，得僱用臨時員

工，其員額不得超過最高設置員額百分之十；

臨時員工之工資、工作時間、管理、福利及聘

僱期間等，應參考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訂定書

面契約，並應提撥百分之六退休金，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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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定臨時員工之僱用期間每次不得

超過六個月。 

第 11 條     漁會應在最高設置員額範圍內聘僱員

工，其實際用人超過最高設置員額時，在員額

未降至規定標準前，遇有員工離職不得聘僱新

進員工。 

第四章  職務、職等及聘僱資格 

第 12 條     漁會應依其需要設置各種職務，分別掌理

各部門工作。 

    漁會員工職務劃分表如附表三。 

第 13 條     前條所定員工之職務區分十二等級，各種

職務應具等級，依職務歸級表之規定辦理。 

    漁會員工職務歸級表如附表四。 

第 14 條     漁會各職等員工應具各該職等資格。 

    漁會員工各職等應具資格標準表如附表五。

第 15 條     漁會統一考試分為新進職員考試及在職

員工升等考試，由中央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漁會

辦理。 

    漁會新進職員，除總幹事由理事會依法聘

任外，應就公開考選之合格人員中聘任；在職

員工符合規定資格者得予提升。但技工、工友

晉升職員，應經升等考試及格；第七職等晉升

第六職等人員，應經升等考試及格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訓練機構辦理訓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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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會各部門主管職務出缺時，應由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機構辦理之主管儲備培

訓合格人員中優先任用之；無合格人選時，得

專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由低於該職務二職

等以內之人員暫行代理。 

第 16 條     漁會新進員工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第 17 條     漁會除總幹事外，初任漁會工作之新進員

工，應先試用六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優良者，

予以正式聘僱，試用期間品德不良或工作不力

者，應即解聘或解僱；不適任其職務者，應重

行調整職務。 

    前項試用期間之年資應列於服務年資計

算。 

第 18 條     漁會總幹事不得聘僱其本人、配偶或現任

理、監事之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漁會員

工。但已在任者，不在此限。各級主管亦不得

有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單位服務；已在

任者應予改調其他單位。 

第 19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漁會員工︰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

患、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

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

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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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禁治產

宣告尚未撤銷。 

四、在漁會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或

利息返還，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

未繳納；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經通

知限期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 

五、經主管機關處分解除職務未滿四年。

六、配偶或直系血親在任職漁會之區域範

圍內經營與漁會業務有競爭關係之

行業。 

第五章  用人費、薪給 

第 20 條     漁會應依附表一及附表二之規定提撥總

用人費。 

    漁會設有辦事處者，得按增加設置員額比

率增加提撥用人費。 

第 21 條     漁會用人費包括薪給、退休資遣撫卹準備

金、休假旅遊補助費、不休假獎金、考核獎金

等一切直接、間接人事費用。 

第 22 條     漁會用人費按實際用人發放後，於年度終

了仍有剩餘時，應併同各機關、團體發給漁會

之各種獎金，提撥為員工績效獎金，並依漁會

員工績效獎金核給要點辦理。 

    前項所定漁會員工績效獎金核給要點應

經人事評議小組審查，並提理事會審定，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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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備查。 

    漁會員工績效獎金之核給，不得因總幹事

或主管職務而予優惠待遇，且當年度漁會綜合

決算虧損、當年度漁會考核列丙等以下或未訂

定員工績效獎金核給要點之漁會，不得發給員

工績效獎金。 

第 23 條     漁會實施單一俸給制，除薪給外，不得支

領任何津貼。員工薪給以薪點計算之。員工升

點至本職務等級最高薪點時，得繼續升五薪點

之年功點，已支年功點者，升等後按其已支薪

點支薪。 

    漁會員工薪點表如附表六。 

第 24 條 漁會每年度每一薪點實支金額，應經理事會審

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 25 條     漁會總幹事得依其薪給數額按月報支特

支費，秘書及依法設置之各部門主管得依其薪

給數額百分之十按月支領主管特支費。但漁會

上年度決算發生虧損或財務因難累積虧損尚

未彌者，應由理事會降低其支給數額。 

第 26 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酬勞

金之分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工作人員按薪點比例分配。 

二、理事、監事比照總幹事薪點計算。但

其分配總額不得超過酬勞金總額百

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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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就職、離職 

第 27 條     漁會聘僱員工，應發給聘僱通知書，並載

明職務、等級、薪點及到職期限。總幹事之聘

任通知書應載明比照本屆理事會任期之聘

期，受聘僱員工應於收到聘僱通知書後十日

內，填具到職報告單，檢具履歷表、體格檢查

表、戶籍資料，向漁會報到就職；屆期無故未

報到就職者，原聘僱決定及通知書失其效力。

第 28 條     漁會員工因解除職務、停職、解聘、解僱、

資遣、退休或核准辭職而離職者，應發給離職

通知書，並載明生效日期。 

    前項離職員工應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

職手續，並完成業務移交，移交不清者除扣發

其退休、資遣等費用外，發現其經管財物短少

者，應即依法追訴，不為追訴者，應由總幹事

負責賠償。 

第 29 條     漁會總幹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總幹事

應就秘書及會務部門主管等順序，指定代理人

兼代總幹事職務，並報理事會及主管機關備

查。 

    總幹事不依前項規定指定或無法指定

時，由理事長指定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30 條     總幹事之辭職，應提理事會審定，並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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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停止或

解除總幹事職務，或依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規

定停止、解除或恢復其職權，由理事長負責依

法令規定執行，事後向理事會報備；理事長不

執行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解

除理事長之理事職務。 

第 32 條     漁會員工之支薪，均以實際在職日數計

給。 

    前項所定支薪之起止或變更，應由人事管

理人員登記，並通知會計單位。 

第 33 條     漁會員工應於到職之日起十日內檢具有

不動產之保證人二人以上之保證或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向漁會保證，其保費由員工自行負

擔。 

    前項不動產或保險之額度，由漁會定之。

但不得超過各該漁會總幹事之保證額度。 

第 34 條     漁會人事管理人員，對員工檢具之保證，

應隨時辦理對保，每年至少一次，如認為有換

保必要時，應通知限期換保，經通知換保後逾

一個月仍未辦妥換保手續者，簽報總幹事予以

解聘。 

第七章  服務 

第 35 條     漁會聘僱員工之服務，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盡忠職守，公正和藹，依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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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執行職務。 

二、應保守秘密，未得上級許可，不得發

表有關職務上之言論。 

三、應敦品勵行，潔身自愛，不得有奢侈、

放蕩、冶遊、賭博及其他有害漁會聲

譽之行為。 

四、應勤奮努力工作，不得有畏難、規避、

推諉、積壓之行為。 

五、因公出差，不得有藉故遲延，或私自

回籍，或假辭旅遊之行為。 

六、非因疾病或必要事故不得請假。 

七、不得利用職權收受餽贈或為自己圖

利，或為他人圖利。 

八、應節省公款及善盡保管漁會財物責

任。非因業務需要，不得動用公物，

支用公款，並不得損毀變換，或轉借

他人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者，視其情節予以適當處

分，其涉及財物者，並責令賠償。 

第 36 條     漁會為管理查核員工之差勤，應辦理下列

事項： 

一、設置簽到（退）設備，供總幹事以外

之員工辦理簽到、簽退。 

二、人事管理人員應管理員工出勤及差假

紀錄。 

三、總幹事應督同人事管理人員，隨時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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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考核員工勤惰。 

    漁會得視業務實際情形，採行彈性上班時

間，在每日上班八小時與不影響業務及服務之

原則，自行訂定上下班時間，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37 條     漁會員工之差假，應分別填具公差單或請

假單，並覓妥代理人代理其職務，簽經總幹事

核准行之。但非主管人員請假在一日以內者，

得由各該直屬主管人員核准。 

    總幹事請假在三日以上時，須由理事長核

准。 

第 38 條     漁會員工之給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日。超過

五日者，應按日扣除薪給。 

二、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

假，每年准給二十八日。女性員工因

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

理假一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

算；超過者，以事假抵銷。患重病非

短時間所能治癒者，需檢具合法醫療

機構或醫師證明書，經總幹事核准得

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

病假 之首日起算，二年內合併計算

不得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

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請病假

已滿延長期限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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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其留職停薪已逾一年期限

者，予以辦理退休或資遣。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並自結婚

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但有特殊事由

經總幹事核准者，得延後給假。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

並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

五個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十二

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

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三

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

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 

五、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二日，得分

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

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六、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

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

給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兄

弟姐妹、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

母死亡者，給喪假五日。除繼父母、

配偶之繼父母，以漁會員工或其配偶

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

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外，其餘

喪 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

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喪假得分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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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

假並應一次請畢。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任職未滿

一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比例計算後未

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

一日計。 

    第一項所定事假、病假及產前假，得以時

計。婚假、陪產假及喪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

日。 

    第一項所定給假，得扣除例假，按時請假

者，以八小時為一日。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三日以上病假

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

構或醫師證明書。 

第 39 條     漁會員工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依實際

需要給予公假： 

一、奉派參加政府或漁會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政府或漁會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

試。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之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

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

二年以內。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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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講習。 

七、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八、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與其職

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經總幹事

核准。 

九、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 

十、因法定傳染病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

強制隔離。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而罹

病者，不給予公假。 

第 40 條     漁會員工至年終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七日；滿三年者，第四年

起，每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五年者，第六年

起，每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年者，第十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四年者，

第十五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三十日。 

    新進員工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

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一月起核給休

假，第三年一月起，依前項規定給假。 

    前二項休假日數之計算應扣除例假。 

    休假得依業務需要由總幹事分配輪休，每

年至少應休假十四日，未達休假十四日資格

者，應全部休畢；應休假期間漁會得視財務狀

況酌予發給旅遊補助費。前述應休假日數以外

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之日數，應按薪給核發不

休假獎金。 

    休假期間漁會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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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銷假，並保留其休假權利。 

第 41 條     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假期已滿仍未

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 

    前項所定曠職以時計算，累積滿八小時以

一日計。曠職者，應扣發薪給，一年內曠職七

日以上者，應予解聘、解僱。 

第 42 條     漁會值勤分假日值勤及夜間值勤，由漁會

訂定值勤規定並排定輪值次序。但已委請合格

保全業服務之漁會，經理事會審定後，免予值

勤；設有信用部者，其信用部與分部之值勤，

應依農業金融主管機關訂定之安全維護相關

規定辦理。 

第八章  考核獎懲 

第 43 條     漁會員工之考核獎懲由總幹事為之；總幹

事之考核獎懲由理事會為之。 

    總幹事之工作考核應以漁會年度考核評

定結果為準。 

第 44 條     漁會員工之考核，分為平時及年度考核。

平時考核每四個月辦理一次；年度考核於每年

年終依據平時考核成績辦理，並依下列規定評

定等級予以獎懲： 

一、優等：年度考核九十分以上者，其人

數不得超過百分之二。經考核列優等

者，加三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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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等：年度考核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

分者。經考核列甲等者，加二薪點。

三、乙等：年度考核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

分者。經考核列乙等者，加一薪點。

四、丙等：年度考核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

分者。經考核列丙等者，不加薪點。

五、丁等：年度考核未滿六十分者。經考

核列丁等者，應予解聘或解僱。 

    漁會新進員工服務滿六個月以上，始得參

加年度考核。 

    漁會該年度決算虧損者，其總幹事及員工

之年度考核，均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第 45 條     漁會員工之年度考核，應有下列情形之

一，始得評列優等： 

一、獲一次記一大功，或累積達記一大功

以上之獎勵。 

二、對本職業務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

創新，其成果獲主管機關或聲譽卓著

之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團體，評列為

最高等級，並頒給獎勵。 

三、主辦業務經主管機關評定成績特優。

四、對所主持或交辦重要專案工作，規劃

周密，如期圓滿達成任務有具體績

效。 

五、對主管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

法，經採行確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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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負責盡職，承辦業務均能於限期內完

成，績效卓著，有具體事蹟。 

七、擔任主管職務領導有方，績效優良。

八、辦理漁民服務業務，工作績效及服務

態度良好，有具體事蹟。 

    漁會員工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一、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二、無故未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訓練或講

習。 

三、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

上處分。 

四、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或曠職達一日。

五、辦理漁民服務業務，態度惡劣，影響

漁會聲 譽，有具體事證。 

    前項第四款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

扣除請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 

第 46 條     漁會員工之年度考核擬列丁等者，以受考

人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並有具體事

證： 

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

疏導無效。 

二、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情節重大。 

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

後果。 

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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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嚴重損害漁會聲譽。 

第 47 條     經考核應加薪點超過本職最高年功薪點

時，每加一薪點改發半個月薪給之考核獎金。

第 48 條     漁會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獎勵：

一、業務上有重大改進或發明，貢獻漁會。

二、防止損害揭發弊端，消弭或減輕漁會

損害。 

三、處理特殊艱難事件，有功於漁會。 

四、領導推行工作有成效。 

五、遇意外事故，應付得宜或奮勇搶救，

減少漁會損失。 

六、維護漁會財務，減少浪費有顯著成效。

第 49 條     漁會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懲戒：

一、利用職權營私舞弊，或挪用公款、公

物。 

二、貽誤重要公務或擅離職守。 

三、不依規定處理公務，致生損害於漁會。

四、疏於防範或管理不善，致漁會損失或

釀成意外災害。 

五、行為不檢，賭博冶遊，品行不端。 

六、態度傲慢，行為粗暴，不服調遣。 

七、參加訓練或講習成績不及格。 

八、有其他業務上失職行為。 

    漁會員工有前項各款情形，致漁會發生損

害時，有關人員應負賠償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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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條     漁會員工之獎懲應依功過輕重，按下列規

定辦理： 

一、獎勵：嘉獎、記功、記大功。 

二、懲戒：申誡、記過、記大過、降級、

解聘或解僱。 

    前項所定獎懲以同一漁會所為者為依

據，平時獎懲並為年度考核之主要依據。 

    嘉獎三次換算記功一次，記功三次換算記

大功一次，申誡三次換算記過一次，記過三次

換算記大過一次。同一年度累計大過二次者，

應予解聘或解僱，功過得以相抵。但犯有重大

過失，經專案考核或一次記大過二次者，不得

相抵。 

第 51 條     漁會員工違法失職，涉及民事或刑事責任

者，應即依法訴究，如有延誤，由總幹事負責；

其為總幹事者由理事長負責。 

第九章、資遣、退休、撫恤 

第 52 條     漁會應在用人費中，按員工每人每年一．

五個月薪給標準，提撥準備金，並設專戶存

儲，以備支付員工資遣費、退休金或撫卹金。

    前項資遣費、退休金或撫卹金之支付，應

以提存準備金及其孳息為限。 

第 53 條     漁會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資遣：

一、漁會整理、解散、合併或編制縮減無

法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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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屬單位裁撤、業務減少或停頓，無

法調派其他工作。 

三、身心障礙或體弱多病不能勝任工作。

    未繼續遴聘之總幹事或任總幹事職務滿

四年以上者，得比照前項規定資遣。 

第 54 條     漁會員工之退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限齡退休。 

二、服務漁會滿二十年或年滿五十五歲服

務漁會滿八年者，得申請退休。 

三、服務漁會滿十二年，其最後四年擔任

總幹事者，得申請退休。 

第 55 條     漁會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給與一次

撫卹金： 

    一、因公死亡。 

    二、在職病故。 

第 56 條     資遣費、退休金或撫卹金之核定，以其在

職最後三年之平均月薪給為計算基準，按服務

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一點五個月薪給之一次資

遣費、退休金或撫卹金。服務年資之計算未滿

一年之剩餘月數，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

者，以一個月計。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依每年一個月薪

給提撥者，應分別其服務年資計算之。 

    前項所定資遣費、退休金或撫卹金總數最

高不得超過五十三個月薪給基數。但因公死亡

者，應另加發二十個月薪給之一次撫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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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會積存之準備金及孳息不敷發給時，在

準備金積存總額範圍內，得由漁會降低發給基

準或訂定次序辦理之。 

    前項所定次序，應以撫卹金為優先。 

    漁會員工轉任其他漁會時，原任漁會應將

其依第五十二條規定所提撥之準備金悉數轉

交新任漁會專戶儲存，俟其申請資遣、退休、

撫卹時，將該準備金及孳息一次發給。 

第 56 條 

之 1 

    漁會為因應組織變更、精簡員額、減少用

人費用開支或為強化人力素質提昇競爭力，並

於提存之準備金充足時，得依下列規定訂定優

退處理要點： 

一、實施期間：以辦理員工優退之當年度

內為限。 

二、申請資格：符合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資

格者。但核准優退員額，不得超過當

年度核定之員額調整表百分之十。 

三、給與基準： 

（一）基本給與：依前條規定發給之

退休金。 

（二）加發給與：以申請優退人員退

職後，其同年度剩餘月份之薪

給範圍內支付。 

    漁會於訂定優退處理要點時，應檢討現有

員額，訂定精簡人數，並考量業務之銜接，同

時應提出整體經營及效益之分析報告，經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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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議決，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漁會依前項規定辦理員工優退，每屆次至

多辦理一次。 

第 57 條     漁會員工辭職、解聘、解僱或解除職務

者，均不發給資遣費、退休金。 

第 58 條     漁會員工之資遣、退休或撫卹，應依第六

條第一項規定經總幹事核定後，通知會計單

位。 

    總幹事之資遣、退休或撫卹，應向理事會

報告，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章  附則 

第 59 條     本辦法應用之書、卡、表、冊等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0 條     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各級漁會聯合組織之

共同經營機構之人事管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 6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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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  

漁 會 最 高 設 置 員 額 及 提 撥 用 人 費 比 率 表  
 

提撥總用人費 最高設置員額 

組
別 

上年度總收益
金額 

（萬元） 
費率（﹪）

累進差額
（萬元）

每 100 萬
元 收 益 設
置 員 額
（人） 

累進差額

1 九 00 以下 七二.0 0 二.0 0 

2 
超過九 00 至

一,六 00 
七 0.五 ㄧ五 ㄧ.九 0.六 

3 
超過一,六 00
至二,三 00 

六九.0 三九 ㄧ.八 ㄧ.七 

4 
超過二,三 00
至三,一 00 

六七.五 七四 ㄧ.七 三.一 

5 
超過三,一 00

至四,000 
六六.0 ㄧ二 0 ㄧ.六 五.一 

6 
超過四,000 至

五,000 
六四.五 ㄧ八 0 ㄧ.五 七.八 

7 
超過五,000 至

六,一 00 
六三.0 二五五 ㄧ.四 ㄧㄧ.一 

8 
超過六,一 00
至七,三 00 

六一.五 三四七 ㄧ.三 ㄧ五.一 

9 
超過 七,三 00
至 八,六 00

六 0.0 四五六 ㄧ.二 二 0 

10 
超過 八,六 00
至一 0,000

五八.五 五八五 ㄧ.一 二五.七 

11 
超過一 0,000
至一一,五 00

五七.0 七三五 ㄧ.0 三二.三 

12 
超過一一,五
00 至一三,ㄧ

00 
五四.五 ㄧ,0 二三 0.九 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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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超過一三,一
00 至一四,八

00 
五二.0 ㄧ,三五 0 0.八 四八.七 

14 
超過一四,八
00 至一六,六

00 
四九.五 ㄧ,七二 0 0.七 五八.五 

15 
超過一六,六
00 至一八,五

00 
四七.0 二,一三五 0.六 六九.六 

16 
超過一八,五
00 至二 0,五

00 
四三.五 二,七八三 0.五 八一.九 

17 
超過二 0,五
00 至二二,六

00 
四 0.0 三,五 00 0.四 九五.五 

18 
超過二二,六
00 至二四,八

00 
三六.五 四,二九一 0.三 ㄧㄧ二.六

19 
超過二四,八
00 至二七,一

00 
三三.0 五,一五九 0.二 ㄧ三四.一

20 
二七,一 00 以
上 

二九.五 六,一 0 八 0.一 ㄧ六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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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一）設置員額 

1.設置員額換算比率結果依四捨五入至小數一位原則處理，
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 
漁會設置員額=[ 上年度總收益金額(萬元) /一百(萬元) * 
每百萬元收益設置員額(人) ＋ 累進員額(人) ] 

2.漁會因精減編制致現有六職等以上人數發生超編者，除代
理人員應即解除外，得專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暫維持現
狀。但非至編制有出缺，不得提升遞補。 

3.漁會設置員額核定後，現有人員如有超編時，除合於退休
者應即辦理退休，不合退休而工作不力者應予以資遣外，
暫准維持現有人員，如有退休、資遣或離職者，非至編制
有缺，不得新雇人員。 

4.凡本表所列員額未滿一人者，均以一人計。 

（二）用人費計算 

1. 漁會提撥用人費=[ 上年度總收益金額(萬元)*提撥用人
費率(%)+累進差額(萬元) ] 

2. 漁會凡經核准有案之辦事處者，每設一辦事處，得增置
員額一人，增置員額所增加之提撥用人費計算公式如
下：(提撥金額) / (最高設置員額)*(增加設置員額)=增加
提撥用人費 

3. 漁會提撥用人費=基本用人費+增加提撥用人費。 
4. 依本法計算提撥用人費，若因漁會財務欠佳而發生虧損

時，各漁會應自動降低支給標準。 
5. 全國漁會如因業務特殊需求得在百分之六內增加提撥用

人費。 

（三）漁會員工每一薪點換發金額 

1. 每一薪點換發金額=漁會總用人費 /（漁會上年度決算時
員工總薪點 *十六個月）。 

2. 每一薪點換發金額超過五百元者，以五百元計算。但上年
度結束時，經試算退休資遣撫卹準備金，足以支付所有在
職員工退休資遣者，每一薪點換發金額最高為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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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漁會年度總收益核算表                    單位元 

收入 應扣除數 
扣除後實得
收益（收入）

金額 
說明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一、經濟
事業收入 
 

 供運銷成本（含
物資供銷、共同
運銷、購物中
心）、財務支出、
製造成本（包括
原料、物料、材
料、直接人工、
水電等直接費
用）、專案計畫及
補助收入、借款
利息支出。 

   

二、金融
事業收入 

 存款利息支出、
借入款利息支出

   

三、服務
事業所入 

 補助協助所入、
專案計畫所入、
其他捐贈所入、
撥補所入、上年
度盈餘分配、上
年度結餘所入。

   

年度總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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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員工職務劃分表 

附表三 

類別 一、 企劃管理：設計監督、考核。 
二、 會務管理：議事、選舉、會籍登記及會

員福利。 
三、 人事管理：人事登記、考核、獎懲及遷

調。 
四、 事務管理：文書、檔案、印信、庶務、

出納及財產管理。 
五、 財務管理：預決算編造控制、單據審核

及帳務登記。 
六、 資訊業務：資訊系統建立及管理。 
七、 改進推廣業務：漁業、四健、家政及漁

村福利。 
八、 供運銷業務：水產品冷凍加工及共同運

銷、漁業生產資材與會員生活用品之供
銷及服務。 

九、 市場業務：生產地及消費地魚市場之經
營。 

十、 加工製造業務：附設工廠之經營管理。
十一、信用業務：會員存款、放款及漁貸轉

放。 
十二、稽核業務：各項業務之稽核。 
十三、漁業休憩業務：漁業旅憩及漁村休閒
      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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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會 員 工 各 職 等 應 具 資 格 標 準 表 

附表五 

職等 應     具     資     格 

一 合於漁會法規定總幹事資格者（限總幹事適用）。 

二 合於漁會法規定總幹事資格者（限總幹事適用）。 

三 (一) 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四等職位四年以上者（總幹事不適

用）。 

(二) 獲得博士學位者。 

(三)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取得八職等職位或有關機關相關

職務相當於薦任職務九年以上者 

(四) 合於漁會法規定總幹事資格者（限總幹事適用）。 

四 (一) 曾任漁會相關職務五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 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取得七職等職位或有關機關相關

職務相當於薦任五年以上者。 

五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六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取得六職等職位或曾任機關學校

或漁業機關或漁民團體相關職務，相當薦任三年以上

者。 

六 (一) 曾任漁會相關職務七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 具有第七職等第一、二項學經歷並各增經歷三年者。

(三) 獲有相關類科碩士以上學位或高等考試相關類科及格

並曾任主管職務一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七 (一) 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八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 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相關學系畢業。 

(三) 專科學校相關學科畢業或普通考試相關類科及格，並

曾任機關學校或漁業機構或漁民團體相關職務相當委

任以上職務三年以上，高中（職）學校相關學科畢業，

相當委任以上職務六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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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九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相關學科畢業或普通考試相關類科及

格者。 

(三)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相關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機構或漁民團體相關職務相當委任以上職

務二年以上者，高中（職）學校相關學科畢業，相當委

任以上職務四年以上者。 

九 (一) 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十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 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相關學科畢業者。 

(三) 高中（職）學校相關學科畢業，曾任機關、學校或漁

業機構或漁民團體相關職務相當委任以上職務二年以

上者。 

十 (一) 曾任漁會十一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 高中（職）學校畢業者。 

(三) 國中（初職）學校畢業，曾任相關工作三年以上者。

十一 (一) 曾任相關工作或漁會十二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 國中（初職）學校畢業。 

十二 國民小學畢業 

備註： 
（一）表內各職等所列應具資格第一款，限漁會員工內部升

遷、升等考試、轉任及離職後再受聘漁會服務時適用。 

（二）表內第一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所列應具資格第二款以後
之各款，限辦理漁會新進職員考試之應考資格時適
用。 

（三）表內所稱相關學科系與相關職務，係指與附表三擬聘
任之職務性質相關者。 

（四）各職務應自最低薪點起薪。 
（五）總幹事之聘任及其資歷，不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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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漁會員工薪點表

     

年 功 

  

點

  

昇

  

給

  

薪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ㄧ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ㄧ五 0 ㄧ五一 ㄧ五二 ㄧ五三 ㄧ五四 ㄧ五五 ㄧ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ㄧ五九 ㄧ六 0 ㄧ六一 ㄧ六二 

二 ㄧ四二 ㄧ四三 ㄧ四四 ㄧ四五 ㄧ四六 ㄧ四七 ㄧ四八 ㄧ四九 ㄧ五 0 ㄧ五一 ㄧ五二 ㄧ五三 ㄧ五四 

三 一三四 ㄧ三五 ㄧ三六 ㄧ三七 ㄧ三八 ㄧ三九 ㄧ四 0 ㄧ四一 ㄧ四二 ㄧ四三 ㄧ四四 ㄧ四五 ㄧ四六 

四 ㄧ二六 ㄧ二七 ㄧ二八 ㄧ二九 ㄧ三0 ㄧ三一 ㄧ三二 ㄧ三三 一三四 ㄧ三五 ㄧ三六 ㄧ三七 ㄧ三八 

五 一一八 一一九 ㄧ二 0 ㄧ二一 ㄧ二二 ㄧ二三 ㄧ二四 ㄧ二五 ㄧ二六 ㄧ二七 ㄧ二八 ㄧ二九 ㄧ三 0 

六 一一 0 ㄧㄧㄧ ㄧㄧ二 ㄧㄧ三 ㄧㄧ四 ㄧㄧ五 ㄧㄧ六 ㄧㄧ七 一一八 一一九 ㄧ二 0 ㄧ二一 ㄧ二二 

七 一 二0  ㄧ 三0  ㄧ 四0  ㄧ 五0  ㄧ 六0 ㄧ 七0 ㄧ 八0  ㄧ 九0 一一 0 ㄧㄧㄧ ㄧㄧ二 ㄧㄧ三 ㄧㄧ四 

八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ㄧ 00 ㄧ ㄧ0 一 二0  ㄧ 三0  ㄧ 四0  ㄧ 五0  ㄧ 六0  

九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 0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十 七八 七九 八 0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 0 

十一 七 0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 0 八一 八二 

十二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 0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職等

 

薪點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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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漁會總幹事檢具不動產

或保險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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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漁會總幹事檢具不動產或 

保險之額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1.7.31 農授漁字第 0911321053 號令 

 

 
依據「漁會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二項，訂定漁會總幹事取

具保證所提保證人兩人以上之不動產金額或員工誠實保險

之保險金額，按漁會設置員額及提撥用人費比率表之組別，

第一組五百萬元，每增一組遞增五十萬元；理事會認為有必

要時，得酌予提高，最高不得超過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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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漁會各類事業盈餘提撥 

    各該事業公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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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各類事業盈餘提撥 

各該事業公積比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2.10.31 農授漁字第 0921232123 號令、財政部 92.10.31 台財融（三）

字第 0923000807 號令 

 
依據漁會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漁會金融事業盈餘

提撥事業公積之比率為至少百分之五十，漁會經濟事業盈餘

提撥事業公積之比率為至少百分之四十。 

 

 

 

 

 

 

 

 

138



 

 

 

 

 

拾壹、漁會法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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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法釋義 
第 2 條  漁會為法人。 

關於漁會究為營利法人或非營利法人案。 

查漁會成立之性質係為服務漁民而設（並非以營利為目

的），另漁會法第 2 條明定漁會為法人，應係指公益社團法

人 而 言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3.8.9 農 授 漁 字 第

093122243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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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之 1 

省漁會變更組織為全國漁會後，其

原任選任人員之任期，得繼續至該屆任

期屆滿為止。 

省漁會組織變更為全國漁會，仍係同一法人，爰組織變更為

全國漁會後，選任人員之任期應受連選一任之限制。（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101.3.23.農授漁字第 101120725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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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區漁會應按漁業類別或村、里行政

區域劃設漁民小組，為漁會業務基層推

行單位。 

有關漁會漁民小組組長懸缺，是否須辦理選舉案，按漁會法

第 9 條規定，漁民小組為漁會業務基層推行單位，並由漁

民小組組長依同法第 37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召

開小組會議、指導小組會員異動，協助推動漁會業務及反映

小組會員意見，為利漁會業務推動，漁民小組組長出缺不宜

久懸，應即辦理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選舉。（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95.6.12 農授漁字第 095121502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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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

漁會組織區域內，合於左列資格之一

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

之區漁會為甲類或乙類會員： 

一、甲類會員。 

（一）遠洋漁民。 

（二）近海漁民。 

（三）沿岸漁民。 

（四）淺海養殖漁民。 

（五）魚塭養殖漁民。 

（六）湖泊及河沼漁民。 

二、乙類會員。 

（一）僱用他人從事漁業經營

之漁船主、魚塭主。 

（二）水產學校畢業或有漁業

專著或發明，現在從事

漁業改良，推廣工作者。 

（三）從事漁業勞動，而不合

於甲類會員資格之兼業

漁民。 

年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實際從事

合於甲類會員之漁業勞動者，經其法定

代理人之允部，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

漁會為甲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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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加入鄰

近之區漁會為會員。 

遠洋、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

地區漁會為會員。  

漁民不得參加二個以上區漁會為

會員。 

第一項各款人員申請加入漁會會

員資格之認定、應備書件、審查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漁會會員入會未滿六個月或年齡

未滿二十歲者，無本法所定之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 

一、牡蠣養殖業者之剝取蚵肉家屬（女）可為漁會甲類會

員。（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漁會會員當選為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後，其會員資格，

以原來其入會之甲類或乙類會員資格為準。（內政部

70.2.10 台內社字第 5396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 101.7.31 檢討） 

三、因傷（病）長期無法出海作業之漁船船員，可否保留

其會籍，以利治療傷病案，漁民於取得甲類會員資格

後，其因傷病不能出海作業從事漁業勞動者，應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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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情形以為斷，如傷病經治療可得復原，亦無變更

其他職業，得保留其會籍，以照顧漁民。（內政部 72.6.1

台內社字第 156781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四、關於我國籍漁船員受僱於我國漁業合作之非國籍漁

船，是否能依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加入居住地漁

會為甲類會員。又該等船員可否因其與漁業公司合作

而依同條文第 4 項之規定加入區漁會為會員乙案，按

漁會會員，須為年滿 20 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居住於漁

會組織區域之內，具備一定資格，經審查合格後，始

得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或乙類會員。遠洋（現行漁會法

第 15 條第 4 項已增列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地

區漁會為會員，此為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4 項

所明定。本件我國籍漁船船員受僱於與我國漁業合作

之非國籍漁船，縱令具有漁民身分，但其本人與船籍

既均不在中華民國漁會組織區域之內，即無上開規定

之適用。（內政部 73.6.3 台內社字第 233527 號函，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五、淺海養殖漁民同時具有漁會甲類會員及農會會員資格

者，應如何處理乙案，按一人同具農會法第 12 條、同

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即現行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

認定辦法第 2 條）農會會員資格與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同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即現行區漁會會員

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漁會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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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格之農、漁民，其得分別加入農、漁會為會員

者，應以其資格之能獨立分別存在為要件。如兩者不

能分別獨立，而有相互依存關係，則僅得擇一加入，

此於淺海養殖漁民並無不同。（內政部 74.2.11 台內社

字 第 291813 號 函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漁 業 署

101.7.31 檢討） 

六、會員因長期傷病無法出海作業是否仍可保留會員資格

案，由漁會理事會依「基層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

要點」(即現行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規定，

就事實認定之。（內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七、遠洋漁民回航後，離開船籍地，返回原戶籍地休息期

間，其會員資格是否喪失案，應由漁會理事會依「台

灣省基層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要點」(即現行區漁

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規定，就事實認定之。（內

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八、依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漁會之甲類或乙類會員

均須年滿 20 歲，惟同條第 2 項規定年滿 15 歲之未成

年人，實際從事合於甲類會員之漁業勞動者，經其法

定代理人之允許，得加入漁會為甲類會員。至於未滿

20 歲之國民，雖經政府核發給漁業執照，或經其代理

人之允許，依同法條規定，仍不得為乙類會員。但如

合於前述甲類會員資格者，仍得為甲類會員。(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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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22 台內社字第 813996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九、關於戶籍設於高雄區漁會組織區域內而受僱於小港籍

漁船從事漁撈勞動之漁民，可否申請加入高雄區漁會

會員案，查有關漁會會員之入會資格，漁會法第 15 條

訂有明文。高雄區漁會為使會員權利與義務相當，由

理事會決議；凡近海、沿岸漁民申請入會者其戶籍及

所服務之漁船船籍均須在該會組織區域內乙節，與上

開條文規定不合。（內政部87.6.3台內社字第8717754

號函） 

十、有關漁會屆次改選理監事、會員代表、正副小組長之

候選人資格疑義案。 

(一)現任村里長是否具候選人資格部分：按村里長如合

於漁會法各項之規定，而取得會員資格者，自應享

受會員之權利。 

(二)會員遷入另 1 小組轄區未達 6 個月是否具選舉資格

部分：按漁會法第 15 條第 6 項所定選舉權與被選

舉權資格，係指同 1 漁會組織區域內，無涉小組

轄區。 

(三)兼具遊艇公會會員之漁會會員是否可擔任理、監事

案部分：按遊艇公會與漁會是否構成競爭性團體，

係屬事實認定問題，應由貴府逕依漁會法第 22 條

規定為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9.11.09 農漁字第

89123220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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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有關○○股份有限公司從業員工當選漁會會員代表

後是否須擇一擔任案，按該員若符合漁會法第 15

條、第 16 條規定，並無同法第 16 條之 1 情形，其

會員代表資格即無疑義，至須擇一擔任一節，請貴

府查明該員是否具公務員身分後本諸權責逕予核

處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0.4.20 農 漁 字 第

901209770 號函) 

十二、有關鄉、鎮、縣轄市長是否不得加入漁會為會員及

擔任會員代表、理、監事及其除名、出會一案，查

鄉、鎮、縣轄市長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之

公務員，不得再兼任漁業從業人，故不得加入漁會

為會員及擔任會員代表、理、監事。漁會會員之入

出會應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規定辦

理，故漁船船員手冊註銷與否與會員資格並無必然

直接關係，應視實際狀況予以個案判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94.1.17 農授漁字第 0941201202 號函） 

十三、有關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否跨縣市加入鄰近區

漁會為會員及區漁會會員入會得否依漁民實際從事

漁業勞動場所為主要依據疑義案，依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設籍於直轄市、縣（市）之漁民，

欲加入漁會為會員，除遠洋、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

籍所在地區漁會為會員外，餘均應向其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轄內之漁會申請入會。又同條

第 3 項「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加入鄰近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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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為會員。」，該所稱「鄰近」之範圍，應以其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轄區為限；惟若該直

轄市、縣（市）轄區無漁會者，始得加入與其相鄰

接之縣（市）轄區之漁會為會員。（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6.1.10 農授漁字第 0951237263 號函） 

十四、有關漁會甲類會員請領老年給付後得否仍保有甲類

會員資格，並以漁會為全民健康保險人之投保單位

為其投保疑義案，漁民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係分別依據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規

定，是以，漁民加入漁會為甲類會員、參加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應依各該法法令規定辦理。至於

函詢有關漁會甲類會員請領老年給付後得否仍保有

會員資格，請依漁會法第 15 條及區漁會會員資格

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規定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6.8.10 農授漁字第 0961221010 號函） 

十五、近海漁民會員之戶籍未設於船籍地漁會組織，其漁

民小組可否按漁船主或船籍地編組疑義案，漁會法

第 9 條，第 15 條第 4 項分別規定「區漁會應按漁

業類別或村、里行政區域劃設漁民小組」、「遠洋、

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地區漁會為會員」；準

此，如近海漁民係依船籍所在地加入漁會者，自應

依船籍漁民小組納入編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8.2.20 農授漁字第 098123192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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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 

之 1  籍漁會組織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

事漁業相關事業者，得加入漁會為個人

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得加

入當地漁會為團體贊助會員。個人贊助

會員及團體贊助會員，除得當選監事

外，無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他

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同。 

漁會信用部對個人贊助會員及團

體贊助會員授信及其限額之標準，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法第 15 條之 1 有關「從事漁業相關事業」之涵蓋範圍

包括何項相關事業乙案，按漁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之所

謂從事漁業相關事業，應就其個人身分認定之，以其所從事

之事業與第 15 條第 1 項甲、乙類會員從事之事業有直接關

係者為要件；同條第 2 項之所謂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

則係指與第 4 條第 1 項所定漁會任務之直接相關之漁業事

業而言。（內政部 74.10.24 台內社字第 359084 號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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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上級漁會以其下級漁會為會員。下級

漁會參加上級漁會之代表，由該漁會會

員（代表）大會選舉；其名額由主管機

關定之。下級漁會理事長為其上級漁會

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代表。 

各級漁會會員代表中，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為甲類會員。會員代表任期為四

年，連選得連任。 

會員代表不得兼任漁民小組組

長、副組長及漁會聘、雇人員。 

各級漁會會員代表，應於選舉前辦

理候選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

選。 

 

一、會員代表無候補。(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關於甲、乙類會員現任村長、鄉民代表、縣議員者，是

否具有選舉權及被選舉為漁民小組組長、會員代表、

理事、監事案，有關選舉權部分，渠等如合於漁會法

各項之規定，而取得會員資格者，自應享受會員之權

利；至被選舉權部分，現行法律尚無禁止規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89.12.16 農漁字第 891237035 號函) 

三、會員代表不得兼任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及漁會聘、雇

人員，另漁會理、監事不得兼任漁會聘、雇人員、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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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組組長、副組長、魚市場承銷人及其聘、雇人員，

或其他與漁會有競爭性團體或企業之職務，並無規定

上級漁會理事或監事不得兼任區漁會會員代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8.8.6.農授漁字第 098124151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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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漁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 

之 1  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予撤

銷或廢止：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

金、漁業推廣經費或對漁會有

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九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

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者。 

四、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

流氓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

未執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

未滿五年者。受其他保安處分

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者。 

五、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貪污

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

經判刑確定者。 

六、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投票行

賄、收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

罪、包攬賄選罪，或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或方法犯侵占、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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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背信或偽造文書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但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者，不在此限。 

七、犯前四款以外之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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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或受刑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以

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

滿者。 

一、漁會會員向所屬漁會貸款，屆期依約尚未清償，經向漁

會提出申請獲准展期者，是否仍屬積欠？又積欠漁會之

漁業改進推廣費，經漁會核准同意緩期繳交者，是否仍

算積欠案： 

(一)漁會會員向所屬漁會貸款，係屬私法上契約行為，

如屆期尚未清償，經向漁會提出申請獲准展期，應

不屬積欠。 

(二)會員積欠漁會之改進推廣費，既經漁會會員代表大

會同意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緩期繳交者，應不屬積

欠。（內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漁會法第 40 條之事業資金，若因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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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經漁會通知補足，而尚未補足者，是否算是積欠案，

倘確已通知會員，於登記時仍未補足者，仍應視為積

欠。（內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三、現任市議員兼任台電技術員，具有會員代表及理、監事

候選人資格，可否參選案，查漁會會員代表、理、監事

候選人資格，漁會法第 16 條之 1、第 21 條之 1、第

21 條之 2 暨漁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之資格

(即現行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

審查辦法)等法規已訂有明文，凡符合該有關規定之漁

會會員，即具有登記為各該候選人之資格，惟仍應受同

法第 24 條之 1 之限制。至於其現(兼)職之身分問題，

應另視當選後有無構成如漁會法第 22 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26 條(即現行第 19 條)等之情事而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90.3.12 農漁字第 901205365 號函) 

四、有關漁會理事、監事、會員代表及漁民小組組長(副組

長)之消極資格疑義案，按漁會法第 16 條之 1 第 8 款

所指「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者」，係指個人（自然人）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者，至以公司名義(法人)簽發票

據，應由公司負發票人之責任。故以公司為發票人且為

銀行拒絕往來戶，不應解釋為個人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

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0.4.4 農漁字第 901207046

號函) 

五、漁會選任人員可否擔任鄉公所臨時約僱管理員及積欠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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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信用部借款疑義案，查漁會法僅規範理、監事不得兼

任與漁會有競爭性團體或企業之職務，理事擔任鄉公所

臨時約僱管理員是否與其申請加入漁會會員資格相

容，請依台灣省基層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要點(即

現行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規定，就事實判

斷之。另會員代表在漁會之積欠借款紀錄，如非於登記

會員代表候選人時之債務紀錄，應無漁會法第 16 條之

1 第 1 款之適用，惟擔任省漁會代表，其身分屬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後段，具備區漁會理事長之當然代表者，

適用同法第 21 條之 2 第 1 款之規定，但如要件符合

時，仍可依同法第 49 條之 1 第 5 項之規定辦理。(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92.2.7農授漁字第092120141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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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漁會會

員：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三、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一、所稱「尚未復權」、「尚未撤銷」及如已「復權」或「撤

銷」應如何採認案，以法院之法定文書為依據。（內政

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是否永久性喪失會員資格，

又可否到他漁會申請入會案，除名會員不得再行入會。

（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三、漁會候補理事經刑事判決褫奪公權，是否具候補理事資

格案，漁會候補理事經刑事判決褫奪公權，已符合漁會

法第 17 條第 1 款及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已喪失會員

資格，自不得擔任候補理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1.1.28 農授漁字第 0911200913 號函) 

四、經法院判決褫奪公權執行期間可否為漁會會員案，如判

決屬確定之判決，請依照漁會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辦

理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2.1.29 農 授 漁 字 第

092120244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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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區漁會會員因案入監並致出會，目前假釋出獄，可

否重新申請加入漁會為會員疑義案，本案應依漁會法第

17 條之規定辦理，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不得為漁會

會員；至未褫奪公權者，假釋期間申請加入漁會為會

員，現行法並無限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12.17 農

授漁字第 096123298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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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漁會會員有違反本法行為，或不遵守

章程或代表大會決議，直接危害漁會情

節重大者，應予除名。 

 

漁會法第 18 條有關對漁會會員之除名處分，應由理事會以

提案方式敘明事實、理由、相關事證及當事人之陳述意見，

依同法第 39 條規定辦理；漁會為上開提案，應敘明除名之

事實及理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應載明當事人如有異

議，應於通知送達 7 日內以書面向漁會陳述意見，逾期視

為放棄陳述意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2.1 農漁字第

0951238094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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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漁會會員除第二項規定外，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有第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

形之一。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四、住址或船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

域。 

五、除名。 

            符合下列條件致有前項第四款所 定

住址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情形者，視為未

出會。但住址再次遷離者，依前項規定出

會：  

一、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計畫。 

二、原住所因徵收而拆除，且經政

府列冊有案。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二十二日施行。 

一、關於區漁會監事戶籍遷出漁會組織區域，復又遷回原組

織區域內，均未經該漁會辦理出會及重行入會之審查程

序，應否視為出會乙節，依漁會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

其住址或船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者，即為出會，是漁

會會員之出會，自應以其戶籍或船籍上登記之遷離原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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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區域之日為準。至漁會理事會之審定僅為事實之

確認而已。漁會會員一旦出會，即喪失會員資格，縱令

於理事會審定其出會前已遷回，亦不能恢復其會員資

格。（內政部 76.9.21 台內社字第 536569 號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按漁會會員出會之情形，漁會法第 19 條已有明定。漁

會會員欠繳勞工保險費，係屬另一法律關係，應另予檢

討改進，不得作為出會之要件。（內政部 80.6.13 台內

社字第 935175 號函） 

三、有關區漁會會員住址遷離漁會組織區域後，是否得於漁

會出會通知送達 15 日內，再遷回漁會組織區域，以保

有會員資格疑義案，查漁會法第 19 條第 4 款對漁會會

員法定之出會條件已有明訂，區漁會會員住址遷離漁會

組織區域者，除符合同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

情事者外，應予出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4.6 農授

漁字第 0941208905 號函） 

四、有關區漁會會員戶籍遷出組織區域外相關疑義案，查漁

會法第 19 條各款之出會規定，依事實發生之日為準，

應無疑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4.18 農授漁字第

0941210245 號函） 

五、有關以漁船主身分加入漁會為乙類會員者，倘因漁船滅

失，其乙類會員資格喪失之日疑義案，查漁會會員之入

出會係屬漁會理事會職權，除漁會法第 19 條之出會係

依發生日期辦理外，餘應依漁會理事會之決議辦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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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農業委員會 95.6.1 農授漁字第 0950129117 號

函） 

六、有關漁會甲類會員戶籍遷離漁會組織區域，復於清查前

遷入，其會員資格如何認定案，依「漁會法」第 15 條

規定，除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加入鄰近之區漁

會，或遠洋、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地區漁會為會

員外，均應以其戶籍於漁會組織區域內為要件。另依同

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其住址或船籍遷離原漁會組織

區域者，即為出會。是以漁會會員之出會，自應以其戶

籍或船籍上登記之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之日為準；至漁

會理事會之審定僅為事實之確認而已；漁會會員一旦出

會，即喪失會員資格，縱令於理事會審定其出會前已遷

回，亦不當然恢復其會員資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2.19 農授漁字第 0971202260 號函） 

七、漁會會員其住址或船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者，即為出

會。是以漁會會員之出會，自應以其戶籍或船籍上登記

之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之日為準；至漁會理事會之審定

僅為事實之確認而已；漁會會員一旦出會，即喪失會員

資格，縱令於理事會審定其出會前已遷回，亦不當然恢

復其會員資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2.19.農授漁字

第 0971202260 號函） 

八、漁會甲類會員戶籍遷離漁會組織區域，可否以停權會員

方式處理案，戶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者，其會員資格

即已喪失，並無停權會員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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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9.農授漁字第 100123002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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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漁會置理事、監事，分別組成理事

會、監事會。理、監事由會員（代表）

選任之，其名額依左列之規定： 

一、區漁會理事九人至十五人。 

二、全國漁會理事十五人至二十一

人。 

三、漁會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其理事

名額三分之一。 

四、漁會置候補理、監事，其名額

不得超過理、監事名額二分之

一。 

漁會理、監事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為甲類會員。 

漁會理、監事應分別互選一人為

理事長與常務監事。 

上級漁會理、監事不得兼任下級

漁會理、監事。 

一、候補理、監事名額中，甲類會員是否仍應占三分之二以

上案，無限制，但出缺遞補時，應保持甲類會員占三分

之二之限額。（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

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漁會與農會係屬宗旨任務不同之法人，且農會或漁會之

會員代表大會，為農會或漁會之最高權力機構。農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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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或理、監事，不得兼為區漁會會員代表。（內政

部 74.5.21 台內社字第 31520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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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漁會會員合於左列規定，得登記為 

之 1 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 

一、入會滿二年以上。 

二、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國民

小學畢業並曾任漁會理事、監

事、會員代表、總幹事、漁民

小組組長、副組長一任以上。 

三、實際從事漁業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之資格。 

前項第三款漁會理事、監事候選

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之認定、審查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關於漁會現任理事喪失會員資格，應如何處理案，按漁

會會員資格之取得，漁會法第 15 條定有一定要件。漁

會理監事，依同法第 21 條規定由會員（代表）於所屬

基層漁會會員中選任之。是漁會會員資格喪失者，當然

喪失會籍，其已當選為理監事之職務，自應予以註銷。

（內政部 67.6.15 台內社字第 795038 號函，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有關漁會法第 21 條之 1 第 2 款之「一任以上」疑義，

釋示如后：漁會現任理監事、會員代表、總幹事、漁民

小組組長、副組長在次屆理、監事候選人登記時，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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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計，但如在該任期屆滿前，因故未能任滿全部任期

者，應撤銷其理、監事候選人資格，如已當選者，其當

選無效。（內政部 82.1.5 台內社字第 8276024 號函） 

三、關於漁會贊助會員於 2 年前加入漁會，又於漁會改選

前 6 個月變更為乙類會員，擬登記為漁會監事候選人，

其年資應如何認定疑義案，查依據漁會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漁會會員入會滿 2 年以上得登記為漁會理監事候

選人，因此，漁會贊助會員依法變更為乙類會員擬登記

為漁會理監事候選人，其會員年資可合併計算。本案該

員既已依法變更為乙類會員，欲登記為漁會理監事候選

人，必須依漁會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辦理。（內政部

86.2.24 日台內社字第 8605609 號函） 

四、有關漁會甲類會員因涉嫌妨害他人自由被法院一審判刑

1 年 4 月，是否具有登記理、監事候選人資格案，按會

員登記為理、監事候選人在受判刑確定前，尚無構成漁

會法第 21 條之 2 情形，若符合漁會法第 21 條之 1，

且無同法第 21 條之 2 情形，應准予登記。(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90.3.15 農漁字第 901206304 號函) 

五、「國民小學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是否符合漁會

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之「國民小學畢業」案，

如取得教育行政機關學力鑑定及格證書者，具有理、監

事候選人資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0.3.15 農漁字第

901206496 號函) 

六、有關漁會甲、乙類會員入會年資是否得合併計算於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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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年資內，登記理監事候選人案，漁會甲類會員因故

辦理異動登記為乙類會員，如符合漁會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款及第 2 款資格，其第 3 款規定部分，應依「漁

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基準」 (即現行漁會

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 

第 2 點各款情形之 1 登記為漁會理監事候選人。(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3.8.26 農授漁字第 0931223433 號函) 

七、漁會甲類會員持有考試院考選部特種考試佐級及格證書

可否視同國中畢業登記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案，查參加

考選部特種考試及格者，取得考試類科之任用資格，並

不視同取得國中畢業之學歷，不符合漁會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得登記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3.3 農授漁字第 0941204992

號函） 

八、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國中

補校入學須具國小畢業或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或同等學

力資格」，漁會理監事候選登記人，如持「國民中學補

習學校肄業證書」或「在學證明」，得視同符合漁會法

第 21 條之 1 第 2 款所定「國小畢業」學歷。（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8.1.21.農授漁字第 098123059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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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漁會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之 2   登記為漁會理、監事候選人；已登記

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其已當選者，亦

同：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

金、漁業推廣經費；或（自民

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在漁會

或其他金融機構之借款有一

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

繳納之紀錄；或對漁會有保證

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一年

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至第八

款情形之一者。 

三、曾於擔任漁會選任或聘、僱人

員期間，因受刑之宣告確定，

被解除職務未滿四年者。 

四、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

人，破產終結未滿五年者。 

一、漁會會員入會滿 4 年(現為 2 年)以上者，得為理、監事

候選人，其入會日期是否以申請或理事會通過之日期為

準案，凡已取得會員資格者，其入會年資應自申請入會

之日起算。（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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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先後為甲、乙類會員其會籍之年資可合併計算。（內政

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三、漁會未按規定發給理、監事費用，經主管機關查核糾正

應追回而尚未清償者，是否視為積欠漁會財務案，應屬

積欠漁會財務。（內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四、有關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及理、監事候選人所

需檢附之個人綜合信用報告書相關疑義案。請比照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農輔字第０九三

０一五五七０三號函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93.12.03 漁二字第 0931234468 號函) 

註：有關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四條第四款規定，農會總幹

事候聘登記人申請登記時所需檢附之個人綜合信用報

告書，係作為農會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定總幹事消極資

格，有關金融授信紀錄之佐證資料，應以主管該事項權

責機關或其委託機構、團體所出具之文件為依據，未於

法令中明訂機關或機構、團體，係避免主管權責機關

（構）因組織變革更名而修正，按目前金融監督主管機

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委託個人綜合信用

資料之通報與彙整事項之辦理，係由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執行，因此，該項報告書得由個人逕向該中心

臨櫃或郵寄方式申請辦理。至加入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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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心之農會或其他金融機構對於相關個人信用報告

資料之處理，係內部業務需求之運用與管理。另農會會

員代表、理事、監事候選登記時金融授信紀錄之佐證資

料，亦參照農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所需檢附資料辦理，

或逕由農會辦理選舉時，提供資格審查之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3.11.30 農輔字第 0930155703 號函) 

五、有關漁會理事、監事檢具不實之出海時數證明登記候

選，其當選後之資格疑義案，有關漁會理事、監事候選

人實際從事漁業之資格於「漁會理事監事實際從事漁業

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業已明定，亦為漁會法第 21 條

之 1 應具之積極條件之一，漁會會員檢具不符該辦法

所定之資格文件應不得登記，已登記者，縱令當選，其

當選亦屬當然無效，應由次高票者依序計列當選，不發

生出缺遞補問題；又依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7 條規

定，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之選舉，由理事、監事分別

互選之，依同辦法第 18 條第 3 款規定，漁會理事長、

常務監事之選舉，採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行之，是以，

雖部分理事、監事之當選無效，原經選舉產生之理事

長、常務監事仍無需重新辦理選舉；至總幹事之聘任係

以書面記名表決，應扣除當選無效理事之表決票後，若

符合漁會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者，無需重新辦理。（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96.5.17 農漁字第 0961210808 號函） 

六、漁會理事長之父因生前有保證債務逾期未清償，該理事

長已向法院聲請限定繼承，是否違反漁會法第 21 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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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定疑義案，繼承人如為限定繼承，其責任僅限於遺

產，並以繼承所得遺產償還債務後，無庸負擔因繼承所

得遺產數額以外之責任。本案應依漁會法第 21 條之 2

規定，另行通知繼承人清償該項保證債務後，使始其確

知有法律上因繼承而來之保險債務應予償還，經通知後

仍不清償者，始評價具該條規定債信不良之要件及處

理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8.3.3. 農 授 漁 字 第

098010288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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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漁會理、監事均為無給職，不得兼任

漁會聘、雇人員、漁民小組組長、副組

長、魚市場承銷人及其聘、雇人員，或

其他與漁會有競爭性團體或企業之職

務，並不得經營與漁會有競爭性之營利

事業。 

 

一、漁會理、監事可兼任會員代表。（內政部 65.3.23 台內

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漁會現任理、監事參加競選農事小組長，如當選後，可

否再繼續參加漁會理、監事改選案，按農漁會理監事不

得兼任農漁會農漁事小組長或副組長。分為農會法施行

細則第 35 條（即現行農會法第 21 條）、漁會法施行細

則第 33 條（即現行漁會法第 22 條）所明定。是漁會

理監事參加農會農事小組長當選後，如再競選漁會理監

事當選，自應擇一辭職，其於農會亦然。（內政部 74.1.11

台內社字第 276452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三、漁會會員任職政黨、農、漁、工、商會等社團，為專職

員工者，是否具有選舉權或被選舉為漁民小組組長、會

員代表、理事、監事疑義案，有關選舉權部分，渠等如

合於漁會法各項之規定，而取得會員資格者，自應享受

會員之權利；至被選舉權部分，現行法律尚無禁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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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惟當選後就職前若有牴觸漁會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者，應擇一就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0.1.5 農漁字第

891238303 號函) 

四、區漁會理事長可否擔任鄉民代表會主席疑義案，查漁會

理事長兼任鄉民代表會主席，現行法律尚無禁止規定。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5.3.20 農 授 漁 字 第

095011373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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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漁會理、監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

連任一次。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理、監

事名額二分之一。 

漁會理、監事任期屆滿改選完成後，

應於七日內將理、監事簡歷冊，連同會

員增減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案。 

一、漁會原任理、監事當選為候補理、監事時，其遞補應否

受二分之一之限制案，漁會原任理、監事當選為候補

理、監事，其遞補仍應受連任不得超過半數之限制。（內

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補選之理、監事雖其任期未滿 4 年，仍視為 1 個任期

而受連任之限制。（內政部 65.5.4 台內社字第 682164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三、區漁會選任人員因任期延後，無法配合省漁會新任代表

改選，建請保留該會名額參加選舉案，按各級漁會會員

代表任期與理監事同為 4 年，於任期屆滿改選，漁會

法第 16 條第 2 項、第 23 條規定至明。此為法律強制

規定，主管機關與漁會均有遵守之義務。漁會會員代表

任期依上開法律規定應為 4 年，其在任期內自得依法

律規定行使其代表，凡此均非行政命令可得變更。（內

政部 74.4.17 內祕組字第 4267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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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是以現任名額或以下屆應

選出名額為計算標準案，依內政部 74.3.21 台內社字第

300354 號函釋：「按漁會理、監事任期均為 4 年，但

連選連任人數不得超過理、監事名額二分之一，漁會法

第 2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此所謂二分之一，應以上屆

理、監事名額計算，次屆因會員人數增加之理、監事名

額不受此限制。」。（內政部 78.3.2 台內社字第 681779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五、某區漁會第 3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選舉結果，

經司法機關判決，某甲等 4 人，其曾任第 3 屆理事資

格及經歷，是否採計疑義乙案，按民事訴訟法上確認之

訴，係在確認私法上法律關係之成立或不成立，其經法

院判決確定者，自應受該確定判決之拘束。本案某區漁

會某甲等 4 人，既經最高法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2407

號判決確定，選任關係不成立，則某甲等 4 人，自非

該會第 3 屆理事及候補理事，渠等係現任第 4 屆理事，

如欲再登記為下屆（第 5 屆）理事候選人，尚無漁會

法第 2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漁會理、監事任期均為

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之適用問題。其執行理

事職權之經歷，應不予採計。（內政部 81.10.28 台內社

字第 826839 號函） 

六、漁會連任之理事，如因故未能任滿現任任期，能否再登

記參選下屆理事，而不受漁會法第 23 條第 1 項前段「漁

會理、監事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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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乙案，依上開法條規定，應仍受該法條規定之限

制。（內政部 89.6.13 台內社字第 8916315 號函） 

七、有關區漁會第 13 屆設理事 13 人，第 14 屆理事應選

11 人，按漁會法第 23 條第 1 項漁會理、監事連任人

數不得超過理、監事名額二分之一，其二分之一名額應

依第 13 屆或第 14 屆名額計算疑義案，應依第 13 屆理

事或監事名額計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4.6 農授漁

字第 0941209008 號函） 

八、漁會理事、監事於任期中因故辭職，如再當選下屆理事、

監事時，仍應受漁會法第 23 條之限制。（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95.12.22 農授漁字第 0951237392 號函） 

九、因故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原任理監事人

員續任至新任理監事第 1 次會議日期前 1 日卸任，總

幹事任期比照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8.7.28.農授

漁字第 098014383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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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漁會置總幹事一人，由理事會就中

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遴選之合格人員

中聘任之。 

總幹事之聘任，應於理事會成立後

六十日內為之；屆期未能產生時，得由

上級漁會逕行遴派合格人員代理。全國

或省（市）漁會總幹事，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遴派合格人員代理之，其派代期間

至新任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漁會總幹事之聘任，須經全體理事

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行之；其解聘須經

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一、漁會現任總幹事職務應於新理事會成立後當然解除。（內

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漁會總幹事年終考核，經理事會評定丁等，其解聘是否

須經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乙案，漁會總幹

事經理事會考核丁等時，仍應依照漁會法第 26 條規定

解聘程序辦理。（內政部 76.10.1 台內社字第 542467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179



第 26 條    合於左列規定者，得登記為漁會總 

 之 1  幹事候選人： 

一、全國及省（市）漁會總幹事應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左列資格之

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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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

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

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一、關於各機關正式編制雇員，可否視為「相當委任」職人

員計算年資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72.8.24 局貳字第

23672 號書函轉銓敘部 72.8.22 台楷甄一字第 35941

號簡便行文表釋復以：「雇員係由各機關依照雇員管理

規則之規定自行雇用，其服務年資不能視為「相當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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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計算。」（內政部 72.9.6 台內社字第 182203 號

函，） 

二、曾任漁會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其經歷可否比照漁民團體

相當委任職務之年資，參加總幹事登記遴選案，曾任漁

會理事長、常務監事之年資，得視為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三十四條第二款（現為 77.6.24 修正之漁會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二款）區漁會總幹事應具資格中「相當委任職

務」之年資，至其他選任人員不能援引。（內政部

72.11.22 台內社字第 2734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三、曾任漁會理、監事之年資，可比照理事長、常務監事，

視為漁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第二款（現為 77.6.24

修正之漁會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款）區漁會總幹事應

具資格中「相當委任職務」之年資，至其他選任人員不

能援引。（內政部 74.1.28 台內社字第 288635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四、按農、漁會雖同為農民團體之一，但二者組織基礎不同、

宗旨任務各異，是農會推廣股長、秘書、信用部主任或

供銷部主任其經歷不能視為漁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四

條各項（現為 77.6.24 修正之漁會法第二十六條之一各

項）所謂之「與漁會有關之機構」，要其經歷，即難資

採認。（內政部 74.2.25 台內社字第二九三○五三號及

78.2.7 台內社字第 677756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 101.7.31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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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之專職人員，其服

務年資可視同農會法第二十五條之一有關總幹事候聘

人之經歷年資予以採計。按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

訓練協會係依農、漁會法及相關法規，由農、漁會自籌

經費、自辦訓練所成立，可視同農會法第二十五條之一

（漁會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之農業機構，從而其對

職人員之服務年資，得視為有關農會（漁會）總幹事之

經歷年資予以採計。（內政部 77.12.28 台內社字第

661930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

討） 

六、按漁會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關於漁

會總幹事候聘人積極資格規定「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委）任職職務

三、五、七（二、四、六）年以上」，考其意旨，乃由

於漁會總幹事必須具備漁業專業知識及經驗，方克服任

（見立法院院總第 972 號議案關係文書）；本案如係任

職水產學校，但所教授之科目為漁業無關之普通科（國

文、公民、體育等），難謂與前述意旨相符，從而不具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資格；至如任職於普通高中教授漁

撈、養殖科目之經歷，則得予採計。（內政部 78.3.2 台

內社字第 681779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七、漁會現任理事長或理事，如經遴選為該漁會總幹事合格

之候聘人，在理事會聘任時，應否迴避乙節，查現行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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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令並無明文須為迴避之規定。（內政部 85.3.15 台

內社字第 8574055 號函） 

八、有關漁會乙類會員、海洋大學漁業學系畢業、鄉民代表，

是否具備區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資格案，依據漁會法第

26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

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

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 2 年以上得登記為區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民意代表（包括省（市）縣（市）

議員、鄉、鎮民代表）之資歷，並不適用上開法條有關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之

資歷。（內政部 89.5.8 台內社字第 8912881 號函） 

九、登記區漁會總幹事候聘人時，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

尚未期滿者，於登記截止至審查期間，再行解除票據拒

絕往來紀錄，是否仍具有候聘人資格案，按漁會總幹事

遴選辦法第 6、7、8 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漁會總幹

事候聘人登記後，應辦理總幹事候聘登記人之資格審

查，如於登記截止日時，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

期滿者，應不准予登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1.25

農授漁字第 0941202314 號函） 

十、曾任濱海地區鄉、鎮長 2 屆之年資是否符合漁會總幹

事候聘人積極資格案，查濱海地區鄉、鎮（市）公所因

均有辦理漁業相關業務，其鄉、鎮（市）長之年資得視

為符合漁會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1、2 款各目所規

定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之服務經歷。（行政院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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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94.7.14 農授漁字第 0941219450 號函） 

十一、有關擔任大學、獨立學院之兼任講師經歷年資，得參

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折半計

算，視為漁會法第 26 條之 1 相當委任職務年資。（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95.8.17 農授漁字第 0951221326

號函） 

十二、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積極資格疑義案，漁會法第 26 

條之 1 所稱漁民團體係指下列團體：（一）農業發展

條例第三條第七款之漁會、漁業合作社。（二）中華

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三）依農業財團

法人監督準則設立之漁業財團法人。（四）依人民團

體法、商業團體法設立之漁業團體。前述服務年資應

為專任職務領有俸給，且該機關（構）、學校或團體

定有人事編制，並應由該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

體出具服務證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8.1.7 農授漁

字第 097125660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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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漁會總幹事及聘、雇人員均為專任，

不得兼營工商業或兼任公私團體任何

有給職務或各級民意代表。如有競選公

職，一經當選就職，視同辭職，予以解

任。但國民大會代表不在此限。 

一、有關現任農會總幹事倘利用公餘從事漁業勞動，可否加

入漁會為漁會甲類會員疑義案，查農會總幹事及聘、雇

人員均為專任，不得兼營工商業，農會法第 27 條定有

明文，揆諸其立法意旨及目的，即要求上開人員能專任

一職，本案農會總幹事仍應依規定專任一職，不得兼營

漁業。（內政部 88.4.29 台內社字第 8814337 號函） 

二、有關漁會聘、雇人員可否擔任無給職地方公益之義消、

義警職務疑義案，由於義警、義消人員等，係志願協助

地方執行一般警察勤務、防竊防盜及災害救助等任務，

應非屬上開「有給職務」，漁會員工如於非上班時間，

擔任無給職之義消、義警，參與地方公益服務，應無違

反漁會法第 29 條「專任」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5.8.4 農授漁字第 095121915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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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 

之 1  親等姻親關係者，不得同時擔任同一漁

會之理事長、常務監事或總幹事。 

有前項情形者，後當選或聘任者，

無效。 

 

漁會總幹事直系血親，是否可同時擔任同一漁會之理事(非

理事長)職務案。查現行漁會法尚無此限制。(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0.3.7 農漁字第 90120553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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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漁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

機構。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理

事會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策劃業

務；監事會監察業務及財務。 

有關會員代表大會可否推派駐會代表及該代表可否於參加

理、監事選舉時，免除其出海紀錄之規定案，按漁會會員代

表、理、監事之行使職權，應限於會議時為之，此為漁會法

第 31 條所明定。至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策劃業務，監事會監察業務及財務；

總幹事秉承理事會之決議執行任務向理事會負責；漁會理事

會或監事會之決議，由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分別監督執行，同

法第 30 條、第 33 條及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均已有明

文規定極為明確，故會員代表大會無須於體制外再推派「駐

會代表」。漁會會員參加漁會理監事選舉時，應依照「漁會

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之資格」(即現行漁會理事監事

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規定辦理。(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1.11.8 農授漁字第 091123012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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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漁會會員（代表）、理、監事之行使職

權，應限於會議時為之。 

 

一、關於漁會理事會在開會中審查會務業務實施計畫及年度

預算，理事會可否查看會計憑證帳目，按「漁會法施行

細則」第 29 條 (即現行第 23 條) 規定，漁會理事會負

有「審查會務業務實施計畫、預決算及各種章則」之職

權，理事會議如對執行中之業務計畫有疑問時，查看會

計帳目應屬行使職權，至「年度預算」因尚未執行，並

未發生會計憑證帳目，自無查看之需要。（內政部 84.5.1

台內社字第 8410252 號函） 

二、漁會理事於理事會議中，可否審閱漁會各項收支憑證乙

案，按漁會法第 31 條規定：「漁會會員（代表）、理、

監事之行使職權，應限於會議時為之。」，另依同法施

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提出有關書類送監事會審查」

為理事會之職權，是以，漁會理事對漁會業務執行有了

解之必要時，自得於理事會議中，查閱相關帳冊憑證及

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9.11 農授漁字第

0950149973 號函） 

三、上級漁會會員代表列席區漁會會員代表大會可否發給車

馬費案，依漁會法第 31 條規定：漁會會員（代表）、

理事、監事之行使職權，應限於會議時為之。是以漁會

法定會議出席費，應限於依法出席該法定會議並行使職

權之人員始得支領，上級漁會之會員代表受邀列席區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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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員代表大會，僅屬觀禮性質，自不得支領任何費

用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5.10.16 農 授 漁 字 第

0950153216 號函） 

四、漁會理事於理事會議中，未經理事會決議及理事長批准

情形下，可否查閱漁會各項收支憑證案，有關漁會理事

於理事會議中，可否審閱漁會各項收支憑證，本會 95

年 9 月 11 日農授漁字第 0950149973 號函業已釋示

在案；至理事會議中理事要求查閱漁會各項收支憑證，

應限於理事會行使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之職

權，而有查閱各項收支憑證之必要時為之，並循會議程

序依會議主席裁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10.31

農授漁字第 095122985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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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

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全國漁會每二年，省（市）以下各

級漁會每年召開定期會議一次；經會員

（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理事

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

長不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

主管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區漁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

大會確有困難時，得劃分選區由會員選

任代表，改開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一、所稱「十日內召開」係指申請開會文書到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召開。（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

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二、所稱「申請主管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係指命令理事

長限期召開會議。（內政部 65.3.23 台內社字第 673145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三、關於漁會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未經會員代表三分之

一之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即召開，依法是否有效等

節： 

(一)漁會會員（代表）大會臨時會議，須經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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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始得召

開之，漁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已為明定。此所謂理

事會認為必要，自應依理事會之決議，未經決議，

會議之召開，即非合法，其所為決議，當然無效。 

(二)漁會會員（代表）大會係定期大會，其臨時會議，

則係基於特別原因所召開，兩者有異，是以臨時會

議不發生視為定期會議之延續問題。（內政部

73.5.15 台內社字第 227548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四、漁會會員代表大會主席應由理事長或與會會員代表推選

案，請依該漁會章程規定由理事長擔任主席主持會員代

表大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2.14 農授漁字第

0941203800 號函） 

五、漁會召開之法定會議（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除會議應出、列席人員外，其餘人員（一般會員）是否

可要求列席會議旁聽及發言案，查漁會法定會議之出席

人員，漁會法已有明定，列席人員亦屬與會議議事有關

人員，應無疑義，至於其餘人員（一般會員）是否得列

席會議旁聽及發言，應依漁會章程辦理，章程未訂定

者，得由會議主席在不妨礙會議進行原則下，徵詢出席

人員意見後決定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4.6 農授漁

字第 0951208178 號函） 

六、關於漁會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有否提案權利及可否

議決未經理事會審查之案件疑義，按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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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規定，漁會理事會有提案送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之職權；復參酌會議規範第 20 條，出席人有提案之

權利，是以漁會會員代表於漁會會員代表大會有提案之

權 利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6.11.30 農 漁 字 第

0960157262 號函） 

七、漁會預、決算等倘未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得否得逕予提

送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案，按漁會理事係由會員（代

表）選舉產生，並依漁會法第 30 條規定，於理事會議

中行使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所定職權，漁會倘因理

事出缺、停職、解職或其他因素致人數不足無法召開理

事會議時，該理事會職權方得由會員（代表）大會代為

行 使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7.2.5 農 漁 字 第

0960171917 號函） 

八、有關漁會總幹事可否依「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之

「其他依職權應辦事項」規定，提案會員（代表）大會

審議案，因各部門間權責應清楚，以免造成有權無責現

象，故本案按同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提報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事項係屬理事會之職權，非屬總幹事職

權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7.4.29 農 授 漁 字 第

097012040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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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漁會理事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監事會

議由常務監事召集，並各為會議之主

席。其開會次數，於漁會章程定之。 

漁會監事會可否由每 3 個月變更為每 2 個月召開 1 次會議

案，按漁會監事會之職權，係屬業務執行後之內部監督事

項，一般較無急迫性質，倘遇有緊急事項，不及於每 3 個

月舉行 1 次之定期會議召開，得以臨時監事會議方式行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11.21 農授漁字第 0951230770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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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

會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須有各該會

議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

得開會，及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方得決議。 

前項會議除聘任總幹事外，第二次

召集時，出席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

即得開會。但應出席人數在三人以下時

不適用之。 

一、漁會法第 38 條規定之會員代表「應出席人數」及同法

第 39 條規定之「全體會員代表」係指同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即現行第 33 條）由主管機關核定之會員代表

名額而言，不因會員代表出缺無候補人而變更。（內政

部 74.5.15 台內社字第 311758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二、第 2 次召集時，如其人數未達三分之一，是否可再召

集第 3 次案，漁會法第 38 條第 2 項既規定第 2 次召集

時，其出席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即可開會，如其人數

未達三分之一，自得再召集第 3 次會議。另其決議事

項是否仍應以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部份，查決議

事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仍應以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內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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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銷或廢止部分會員代表候選人登記資格，造成不足產

生法定應選名額，應否辦理補選案，會員代表並無候補

規定，會員代表之缺額如未影響行使會員代表大會職權

時，得不辦理補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0.3.23 農漁

字第 901206682 號函) 

四、漁會屆次改選，理事、監事不足額參選，可否再辦理候

選人登記公告案，倘理事、監事不足額參選，其人數在

不影響行使理事及監事職權時，不辦理補登記。但理

事、監事人數倘不足漁會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定名額三

分之二、漁會法第 38 條所定開會規定、或甲類會員之

人數未達漁會法第 20 條第 2 項所定之比例者應辦理補

登 記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8.8.26. 農 授 漁 字 第

098015187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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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漁會漁會會員（代表）大會對左列

事項，須經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決議

行之： 

一、章程之通過或變更。 

二、會員之處分。 

三、選任人員之罷免。 

四、經費之募集。 

五、財產之處分。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

重大事項。 

財產之處分，是否包含財產之賣出及承購疑義一案，處分行

為乃直接使權利發生變動的法律行為，經由處分行為使現存

權利直接發生移轉、變更或消滅的結果。因此，財產之處分

應包括「承購」及「出售」。本案財產之購置應依漁會法第

39 條規定，提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行之。並依該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應專

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7.4.農授漁字第 100121527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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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漁會經費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

納之，其標準由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之。 

二、常年會費：由會員按年依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報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標準繳納之。但下

級漁會應以其常年會費收入

百分之二十提繳上級漁會。 

三、事業資金：限於舉辦各種事業

之用。其籌集、運用辦法，應

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

報主管機關備案。 

四、漁業改進推廣經費：限用於漁

業指導及改良，按年或按漁期

由漁船主、魚塭主繳納。但設

有專用漁業權之漁會，得向入

漁會員收繳。其收費標準及辦

法，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報由主管機關核准。 

五、農業金融機構提撥款：公營農

業金融機構，應就每年度所獲

純益撥出百分之四以上，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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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漁會輔導及推廣事業經

費。 

六、事業盈餘提撥款：依漁會事業

損益決算辦理。 

七、政府補助費：在中央及地方預

算中，應編列漁會事業補助

費。 

八、其他收入。 

 

會員代表大會可否依漁會法第 40 條第 8 款議決向委辦會員

及非會員收取服務工本手續費及該條文之適用範圍案，按漁

會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接受政府或公私團體委

託事項。」為漁會任務之一，如漁會執行事項屬委託代辦業

務、其他法令規定或漁會法定應配合辦理事項，在法無明文

規定下，漁會不宜另向申請者收取手續費，但非屬上開規範

之代辦事項，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由漁會斟酌衡量其額外

服務之成本，酌予收取工本費，並無不可。(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2.8.28 農授漁字第 092122440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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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  漁會年度決算後，各類事業盈餘，除

彌補各該事業累積虧損及提撥各該事

業公積外，餘應撥充為漁會總盈餘。漁

會總盈餘，依下列規定分配之： 

一、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不得分

配。 

二、公益金百分之五，須經主管機

關核准方得動支。 

三、漁業改進推廣、訓練及文化、

福利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

六十二。 

四、聯合訓練及互助經費百分之

八。 

五、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

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前項第一款法定公積、第二款公益

金及第四款經費之保管運用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各類事業盈餘提撥各該事

業公積之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法第 42 條第 1 項第 5 款酬勞金之分配，有關理、監事

部分應如何辦理案，漁會理、監事及工作人員之酬勞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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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薪點比例分配，理、監事比照總幹事薪點計算，但其分配

總額不得超過酬勞金總額百分之 30－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26 條之 1（即現行第 26 條）定有明文，應無疑義。（內政

部 80.5.7 台內社字第 92378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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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因刑事案 

之 1  件被羈押或通緝者，應予停止職權。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二審判決者，應解除其職

務。但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受緩刑宣

告或經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

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本條修正施行前，依修正前之規定

而停止職權之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

自本條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之規

定。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職權之人員，經

停止羈押或撤銷通緝者，在其任期屆滿

前，得申請恢復其職權。 

漁會選任及聘、僱人員任職期間，

喪失其候選或候聘資格者，由主管機關

或其上級主管機關予以解除職務。 

 
 
有關漁會理事，向該會信用部申請中期擔保貸款延滯繳

納本息已達 1年 4個月案，漁會理事、監事既已違反漁

會法第 21 條之 2第 1款規定，請逕依漁會法第 49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核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7.16 農授

漁字第 093122024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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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漁會法施行細則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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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法施行細則釋義 
 

第 13 條   依本法第九條規定劃設之漁民小

組，其會員人數除贊助會員外，不得少

於五十人。 

漁民小組劃設後，因漁業類別或

村、里行政區域變更或會員人數減少至

未滿五十人，得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重新劃設。但

漁會改選前六個月內，不得為之。 

 

漁民小組只限於因漁業類別或村、里行政區域變更或會員人

數減少至未滿 50 人，始得重新劃設，並提經會員代表大會

通過，報請至所屬機關核定之。另改選前 6 個月之起算部

份，應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日為起算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7.11.17.農授漁字第 097125394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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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漁會理事、監事出缺，應於出缺日

起三十日內，由候補理事、監事依次遞

補。無候補理事、監事而仍足出席會議

法定人數者，不另辦理選舉。不足出席

會議法定人數或遞補後理事、監事人數

不足出席會議法定人數時，應於出缺日

起六十日內，辦理補選。 

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出缺時，應

依前項規定遞補或補選理事、監事後，

再互選理事長、常務監事。 

一、理、監事出缺，候補理、監事遞補後其任期是否視同 1

屆案，遞補後之理、監事其任期應視為 1 任。（內政部

78.1.25 台內社字第 662927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101.7.31 檢討） 

二、有關區漁會理事長當選鎮長，未就職前，辭去理事長職

務，保留理事資格，是否牴觸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

規定案，查漁會法及其相關法令，並無辭去理事長職務

同時喪失理事資格之規定；至於漁會法施行則第 18 條

第 2 項之規定，係指理事長出缺並同時不再具理事之

身分而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12.21 農授漁字第

094123658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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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屆期

未能產生，係指未能於理事會成立後六

十天內，完成理事會合法聘任決議、發

給聘任通知書及總幹事受聘人報到就

職。 

總幹事之聘任屆期未能產生時，主

管機關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

公告。 

總幹事任期屆滿或出缺時，應就漁

會員工歸級表由秘書、會務部門主管之

順序暫行代理，其代理期間，至新任總

幹事依法聘任或遴選合格人員依法派

代時為止。  

 

一、未符合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資格之漁會員工，得否依漁

會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代理總幹事職務案，

查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3 項已明確規定總幹事任

期屆滿或出缺時，應就漁會員工歸級表由秘書、會務部

門主管之順序暫行代理，並無需符合漁會總幹事候聘登

記資格之限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3.1 農授漁字第

0941204993 號函） 

二、有關暫代總幹事之指定疑義案，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30 條（即現行第 29 條）有關漁會總幹事代理問題，

係指總幹事因差假或因案停職，至於總幹事任期屆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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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缺時，應依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4.3.25農授漁字第0941207573

號函） 

三、有關漁會總幹事限齡退休，其職務代理疑義案，若漁會

秘書及各部門主管均為代理，為使該會業務順利推動，

擬由代理秘書人員代理總幹事職務，本代理案既經該會

依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30 條（即現行第 29 條）規定

提經理事會備查，可由代理秘書人員暫行代理。（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6.1.12 農授漁字第 0950171971 號函） 

四、漁會總幹事代理疑義案，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暫行

代理順序應屬法定職責，非有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代理

原因，不宜變更，……另代理現象究非常態，仍應責請

漁會依法辦理總幹事聘任作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4.11 農授漁字第 097010922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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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   漁會理事會或監事會之決議，由理事

長或常務監事分別監督執行之。 

 

有關各級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之月額出席費及理、監事、

會員代表出席費支領標準在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

後，其適法性疑義案，可由主管機關輔導各農會視財務狀況

自行訂定，至漁會部分請參照辦理。（內政部 89.6.27 台內

社字第 891637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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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漁會對外行文，其為召開各種法定

會議、總幹事之聘任、解聘及獎懲事

項，由理事長簽署；其為對外行使權

益、修改章程、處分財產，辦理改組、

改選、補選、法定會議紀錄、會務、事

業計畫、工作報告及預、決算之報備等

事項，由理事長簽署，總幹事副署；其

依理事會決議執行業務或會務及其他

日常事務，由總幹事簽署；並各依權責

負其責任。如理事長或總幹事為當事人

時，由總幹事或理事長單獨簽署。 

漁會授權課室主管代為決行之公文書，其對外行文能否加註

「授權課室主管代為決行」字樣案，按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規定：「漁會對外行文，其為召開各種法定會議、總幹

事之聘任、解聘及獎懲事項，由理事長簽署；其為對外行使

權益、修改章程、處分財產，辦理改組、改選、補選、法定

會議紀錄、會務、事業計畫、工作報告及預、決算之報備等

事項，由理事長簽署，總幹事副署；其依理事會決議執行業

務或會務及其他日常事務，由總幹事簽署；並各依權責負其

責任。如理事長或總幹事為當事人時，由總幹事或理事長單

獨簽署。」基於權責劃分原則，凡漁會對外行文應依前述規

定辦理，不得加註「授權課室主管代為決行」字樣。（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8.1.23 農授漁字第 098010131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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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區漁會會員代表之選舉，依漁民小

組劃分選區，漁民小組人數不足產生一

名會員代表時，應與鄰近之漁民小組合

併為一選區；選區劃定後，非經理事會

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會員代表應按改選前選舉人名冊

公告確定後之會員人數產生之。 

 

有關會員代表名額應如何產生？又各選區之會員代表名額

應如何計算案，漁會會員代表應按改選前選舉人名冊公告確

定後之會員人數產生之，此為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2

項所明定，又同細則第 33 條對區漁會會員代表規定之名額

應依選舉人名冊公告確定後之會員人數計之，並送主管機關

核定；至會員代表是否為一定數，法無明定，為維公平合理，

宜就該會員人數所列不同級距依比例產生。又各選區會員代

表數之計算方式宜由主管機關本於權責妥為規範。（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4.1.31 農授漁字第 094132017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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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區漁會會員代表名額規定如下： 

一、會員在二百人以上未滿二千人

者，為十七人至二十五人。 

二、會員在二千人以上未滿四千人

者，為二十五人至三十三人。 

三、會員在四千人以上未滿六千人

者，為三十三人至四十一人。 

四、會員在六千人以上未滿一萬人

者，為四十一人至五十一人。 

五、會員在一萬人以上者，為五十

一人至六十一人。 

前項會員，不包括贊助會員。 

一、漁會會員人數發生變動，致與漁會章程所訂之會員人數 

（漁民小組）不符合時，同意依縣（市）政府所核定之

會員代表名額為準，再由會員代表大會修改漁會章程追

認後辦理理、監事選舉。（內政部 82.1.5 台內社字第

8276024 號函） 

二、漁會會員人數異動，致漁會章程所定之選任人員名額不

符漁會法施行細則規定一案，同意依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之選舉人名冊人數決定其應置理事、會員代表名額，並

於事後修正其章程交由新屆次之會員代表大會追認。另

會員代表名額之計算，可依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會員人數比例間距而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97.11.6 農授漁字第 097125335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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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漁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 

            事、監事會議，除公假及有正當理由 

外，不得請假。 

 

一、漁會會員代表或理、監事均應親自出席代表大會或理、

監事會，因故不能出席時，不得以書面委託出席。（內

政部 78.1.16 台內社字第 662820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二、按漁會理事當選人是否參加宣誓，法無明文。至參加理

事會議雖曾親自到會，但未簽到並於中途離席，是否視

為缺席乙節，查漁會理事會開會之法定出席人員，應以

簽到人數為準計算之，中途離席如發生數額問題，應依

會議規範有關規定辦理。（內政部 78.5.2 台內社字第

695974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

討） 

三、漁會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即現行第 34 條）所稱「正

當理由」疑義案，其請假原因是否屬於正當理由，應就

事實予以衡量認定，如係出於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

致無法出席會議者，應可視為具有「正當理由」。(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1.1.28 農授漁字第 0911200913 號函) 

四、漁會現任理事因病長期請假，是否影響其理事資格案，

查病假為請假之正當理由之一，本案核與漁會法施行細

則第 34 條規定並無不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2.26

農授漁字第 09312040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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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條   漁會各種法定會議，應於開會七日前

將召集事由及提議事項通知出席人，並報

主管機關備查。但屬於緊急事項者，得縮

短通知日程。 

漁會各種法定會議紀錄，應於會後

七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其屬於本法

第三十九條各款所定之決議，並應專案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執行。 

前二項報請備查及核准事項，均應

副知上級漁會。 

 

一、會議紀錄之簽署應依會議規範第 11 條第 2 項辦理，必

要時可由會議主席當場宣讀紀錄，公認無誤後由主席與

紀錄人共同簽署即可，無須另推紀錄簽署人。（內政部

66.6.17 台內社字第 739592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101.7.24 檢討） 

二、人民團體會議紀錄，應報主管機關，其會議紀錄所為之

決議，須報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辦或核備

者應分別專案處理。主管機關對報備性質之會議紀錄，

可不予核復，惟如會議紀錄中應專案處理而未報核，或

其決議案有不合法令規定者，應即函復該團體撤銷或改

正，俾免違反法令，影響會員之權益。（內政部 67.6.26

台內社字第 782016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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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漁會選舉罷免辦法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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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選舉罷免辦法釋義 
 

第 12 條    漁會應於漁民小組選舉投票日前

六十日在漁會與其辦事處、信用部分部

及各漁民小組公告，敘明選舉人名冊於

漁會及其辦事處、信用部分部公開陳列

供閱覽七日，當事人發現錯誤或遺漏

時，或會員種類及戶籍地址於公告日之

前有異動者，應於公告之日起七日內，

以書面向漁會申請更正。 

               漁會應於申請更正截止之日起三

日內將更正結果通知申請人。經確定之

選舉人名冊應編造三份，一份報主管機

關備查，一份函送上級漁會，一份存查。 

               前項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於投票

前發現選舉人有漁會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情形之一者，由漁會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逕予更正或於投票日經指導員同

意後更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選舉人名冊應於漁民小組選舉投票日前 60 日公告，且

該名冊經公告確定後，於投票前發現選舉人有漁會法第

19 條情形之一者得予更正，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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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既已明定，除具上項情形外，不應再辦理會員資格之

異動（如甲類會員變更為乙類會員）。（內政部 78.2.23

台內社字第 679014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二、有關漁會會員於選舉人名冊公告期間戶籍由甲選區遷移

至乙選區，又於名冊公告截止後由乙選區再遷回甲選

區，其會員代表及漁民小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是否有

效，應以何選區為準案，按會員戶籍未遷離同一漁會組

織區域，並不影響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至應以何選區

為準乙節，應以公告確定之名冊為準。(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0.3.1 農漁字第 901204958 號函) 

三、漁會選舉人名冊公告期間，漁會發現選舉人之小組別記

載錯誤，漁會可否主動逕予更正案，漁會可主動逕予更

正並通知該選舉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1.31 農授

漁字第 094132017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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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應於候選人

登記截止之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查工

作；經審查不合格者，應書明理由通知

其本人，如有異議時，應於接到通知之

日起三日內以書面檢附有關證件，向漁

會申請複審，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

理。 

候選人資格審查確定後，應抽籤排

定合格候選人先後次序，造具名冊，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由漁會於投票日七

日前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候選人。 

 

漁會選舉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依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6

條規定，僅能對候選人資格進行審查，故在未依法提經理事

會審查准予變更會員資格前，漁會選舉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

不得逕予變更。（內政部 78.2.23 台內社字第 678014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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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辦理方式如左： 

一、漁民小組選舉，採用無記名單

記投票法行之。 

二、漁會理事、監事及出席上級漁

會會員代表之選舉，採用無記名

連記投票法。但經全體應出席人

數三分之一以上之主張，得採用

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其連記

人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二分        

之一為限。 

三、理事長及常務監事之選舉，採

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行之。  

漁會會員代表選舉理事、監事及出席上級漁會會員代表，可

否以書面連署方式辦理疑義案，選舉投票方式，應以出席之

會員代表於尚未進行投票前，始得在會場中主張，未出席之

會員代表不得以書面連署方式主張投票方式。（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98.3.20 農授漁字第 09812335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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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應依左列規定置

監票員、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辦

理投票及開票事宜： 

一、以分區投票方式辦理者，每一

投票所置監票員、發票員、唱

票員及計票員各一人。監票員

由漁會聘請當地公正人士擔

任。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

由漁會之聘任職員擔任，聘任

職員不足時，得由漁會聘請當

地公正人士擔任。 

二、以集會投票方式辦理者，置監

票員二人、發票員、唱票員及

計票員各一人。監票員由選舉

人或罷免案之投票人互推，無

法互推時，得由主席指定。發

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由漁會

之聘任職員擔任。 

漁會聘請當地公正人士辦理前項

第一款選舉事務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 

 

漁會聘任職員人手不足暨應實際作業之需要，發票員得兼唱

票員或計票員。但指導員仍不可兼任監票員。（內政部 82.1.5

台內社字第 827602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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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漁會之選舉、罷免，在開票結果宣

布後，如有異議，應於七日內以書面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辦，逾期提出者，不予

受理。但分區投票選舉者，應於當場以

口頭或書面向指導員申請核辦，事後提

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應於接受前項申請之日

起十五日內，予以核復。 

 

漁會理事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於抽籤前遞交辭職書放棄權益

者，是否仍具候補理事資格疑義一案，漁會將選舉結果函報

主管機關備查後，已告定案；選舉結果既經核定，該候選人

當時未列入候補理事名冊中，故無候補理事資格。（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9.4.19 農授漁字第 099012189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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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    漁會選任人員因故辭職，應以書面

向漁會提出，辭職書送達漁會時即生效

力。漁會應向主管機關備案，並向原選

出單位或會議提出報告。 

理事長、常務監事、理事、監事或

會員代表辭職後，不得在原任期內再行

參加原任職務之補選。 

 

漁會會員代表、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及理、監事當選後，

當場聲明放棄者，應如何遞補案？ 

(一)由漁民小組選出之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會員代表及

下級漁會選出之出席上級漁會會員代表於宣布開票結

果後向所屬漁會書面聲明放棄當選時，因無候補之規

定，應予從缺；漁民小組組長出缺後，由副組長繼任。 

(二)理、監事於宣布開票結果後，向所屬漁會書面聲明放棄

當選者，得由同類候補者依次遞補。(內政部 78.1.16

台內社字第 662822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7.24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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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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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釋義 

 
第 18 條    漁會總幹事於該屆中途出缺時，主 

管機關應於出缺之日起十五日內重新

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

選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評定之合格人員名冊送達漁會之日

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但其所

遺任期不足一年者，不辦理遴選，並依

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順

序暫行代理。 

              未能依前項前段所定期限完成總

幹事之聘任時，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

重行辦理，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 18 條規定，對於漁會總幹事中途出

缺，「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不辦理遴選」之規定，該「其

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應自出缺之日起算。（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7.4.11 農授漁字第 097010922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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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 

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

及審查辦法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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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

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

釋義 
 

第 2 條   漁會甲類會員實際從事漁業合於

下列各款資格情形之一者，得登記為漁

會理事、監事候選人： 

一、遠洋漁民最近一年實際出海

從事遠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

以上，持有海上勞動經歷證明

文件者。 

二、近海漁民最近一年實際出海

從事近海漁業勞動達三個月

以上，持有海上勞動經歷證明

文件者。 

三、沿岸漁民最近二年每年實際

出海從事沿岸漁業勞動達四

個月以上，持有海上勞動經歷

證明文件者；其漁業勞動不使

用船筏者，應提出超過基本工

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或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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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交易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

民小組組長出具之證明文件。 

四、淺海養殖漁民最近二年每年

實際從事淺海養殖勞動達六

個月以上，持有海上勞動經歷

證明文件者；其漁業勞動不使

用船筏者，應提出超過基本工

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文件。 

五、魚塭養殖漁民： 

（一）自有或使用他人魚塭土

地面積○•二公頃以上

之魚塭養殖漁民，最近

二年每年實際從事魚

塭養殖勞動達六個月

以上，持有魚貨交易資

料及養殖漁業登記證

者。 

（二）最近二年每年受僱從事

養殖勞動達六個月以

上之受僱魚塭養殖漁

民，持有超過基本工資

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

文件者。 

六、湖泊、河沼漁民最近二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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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實際從事湖泊、河沼漁業勞

動達六個月以上，持有魚貨交

易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

組組長出具之證明文件者。 

 

一、現任漁會理事長、常務監事若登記為下屆理、監事候選

人時，是否不受「漁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之資

格」(現行為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認

定及審查辦法)限制案，請依內政部 70 年 2 月 10 日台

內社字第 5396 號函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 90.2.16 漁二字第 901202906 號函) 

二、有關自有或使用他人之魚塭養殖漁民，須持有魚貨交易

資料及養殖漁業登記證明文件，其養殖漁業登記證明文

件，是否可由村里長出具案，該項證明文件係指政府機

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不得以村里長出具之證明替

代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3.5.28 農 授 漁 字 第

0931214298 號函) 

三、有關魚塭養殖漁民及近海或沿岸漁民登記漁會理監事候

選人疑義案，係指經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不得

以土地所有權狀替代之。……以近海或沿岸漁民身分加

入漁會甲類會員者，得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

法第 8 條、第 9 條規定辦理。會籍異動登記為湖泊、

河沼或其他漁民，在未辦理異動登記前，仍應依原登記

漁業勞動種類提出證明文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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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10 農授漁字第 0931216196 號函) 

四、有關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

辦法第 2 條所稱「最近 2 年」，得否由辦理候選人登記

時為基準日向前推算 2 年或最近整年度兩案並行採計

疑義案，查該辦法所稱「最近 2 年」係指受理登記漁

會理監事截止之日起，向前推算 2 年。（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4.3.9 農授漁字第 0941206230 號函） 

五、有關受僱從事魚塭養殖之漁民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選

人應檢具證明文件疑義案，依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

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5 款第 2 目規

定，受僱從事魚塭養殖之漁民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選

人，應檢具最近 2 年每年受僱從事養殖勞動達六個月

以上，並持有超過基本工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文件，

又該證明文件應由雇主出具，且應載明該勞動期間每月

實際從事漁業勞動之金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3.31

農授漁字第 09712041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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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

業資格之審查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漁會會務單位，應將審查資料文件

彙整，就法令規定先行審核，敘明

具體意見，並造具名冊，送資格審

查小組審查。 

二、資格審查小組審查時，應依法令規

定條件個別審查，審查結果並應當

場作成記錄。甲類會員實際從事漁

業合於下列各款資格情形之一

者，得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選

人： 

 

一、受僱從事魚塭養殖之漁民登記為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

應檢具最近二年每年受僱從事養殖勞動達六個月以

上，並持有超過基本工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文件，又

該證明文件應由雇主出具，且應載明該勞動期間每月實

際從事漁業勞動之金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3.31

農授漁字第 0971204160 號函） 

二、原以「近海漁民」身分加入漁會為甲類會員，日後申請

變更為「沿岸漁民」，其身分資格為何部分，選舉人名

冊公告前若已完成變更為近海或沿岸漁民身分，自應依

變更後之身分，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8.1.17 農授漁字第 098123048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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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漁會理事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漁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

第 2 條第 5 款規第 1 目規定略以：「自有或使用他人魚

塭土地面積 0.2 公頃以上之魚塭養殖漁民，最近二年每

年實際從事漁塭養殖勞動達六個月以上，持有魚貨交易

資料及養殖漁業登記證者。」其中養殖登記證應為登記

日前 2 年起，迄今仍有效之登記證。（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8.3.6 農授漁字第 09812327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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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 

      認定辦法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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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 

認定辦法釋義 
 

第 2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區漁會甲類會員，係指每年直接從事漁

業勞動達三個月以上者；其證明文件如

下： 

一、遠洋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

明文件。 

二、近海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

明文件。 

三、沿岸漁民：海上勞動經歷證

明文件；其漁業勞動不使用船

筏者，應提出超過基本工資之

漁業勞動所得證明，或魚貨交

易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

組組長出具之證明。 

四、淺海養殖漁民：海上勞動經

歷證明文件；其漁業勞動不使

用船筏者，應提出超過基本工

資之漁業勞動所得證明。 

五、魚塭養殖漁民：魚貨交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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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及 養 殖 漁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或應提出超過基本工資之

漁業勞動所得證明。 

六、湖泊、河沼漁民：魚貨交易

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組

組長出具之證明。 

年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加入區

漁會為甲類會員者，應提出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書。 

 

一、有關「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村里長出具證明文件暨第 4 條第 3

款漁業勞動證明文件執行疑義案，本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村里長出具之證明文件，經查內政部已將從事漁業勞

動證明納入村里辦公室核發證明事項（內政部 92 年 1

月 15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20001175 號函各縣市政

府），以利漁民取得加入區漁會會員之資格；漁民向村

里長申請漁業勞動經歷證明，其申請程序如下：(一)由

本人攜帶印章、國民身分證提出申請。(二)村里長應查

訪敘述申請者之作業地點、時間、漁具、漁法、漁獲物

種類、銷售管道、每年作業期間、年收入及是否有其他

專業職業等資料出具證明書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1.7 農授漁字第 0921238644 號函) 

二、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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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魚塭養殖漁民之魚貨交易資料，可否由一般魚販

出具證明案，查該辦法所稱「魚貨交易資料」，已極為

明確，並未限定內容格式或由何人出具，惟依據漁會法

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審定區漁會會員入會及出會係

理事會之職權，各區漁會可依本辦法第 16 條規定，自

行訂定會員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作為審查入會及出會之

依 據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3.3.19 農 授 漁 字 第

0931207806 號函) 

三、漁會會員原從事漁撈工作，後更改為專營娛樂漁業工

作，其會員資格是否變更為贊助會員案，查娛樂漁業亦

屬漁業法所稱漁業之一，專營娛樂漁船船員持有海上勞

動經歷證明文件者，符合「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

辦法」第 2 條第 2 款或第 3 款漁會甲類會員之規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93.10.8 農授漁字第 0931228468 號

函) 

四、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 條所稱「每年直接從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以上」之規

定已極為明確，且其核計勞動時間與「漁船船員管理規

則」第 14 條有別。至於再僱在船期間達 5 個月以上者，

如未達實際出海從事漁業勞動達 3 個月以上時，仍不

符合該辦法第 2 條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10.19 農授漁字第 0931229556 號函) 

五、有關沿岸舢筏從業人員及早出晚歸或晚出早歸漁業從業

人員，其漁業勞動時間認定疑義案，區漁會會員資格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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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有關漁業勞動時間之認定，因漁

業種類、漁場、天候海象等等因素有異，而未予以統一

明確規範，惟早出晚歸或晚出早歸漁業從業人員因其出

海作業時間，其漁業勞動時間以 1 日計算（跨日者以 2

日計算）應無疑義。有爭議者多屬報關出海即返未實際

從事漁業勞動者，除因機器故障等特殊因素外，出港即

返者及可認定其出海未實際從事漁業勞動者，均不符合

實際從事漁業勞動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12.1

農授漁字第 0931233930 號函) 

六、有關區漁會會員資格認定疑義案，「區漁會會員資格審

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所稱「每年」直接從事漁業勞

動達 3 個月，係指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從

事漁業勞動達 3 個月，並未限定於 1 年中之特定期間，

故區漁會辦理之會籍清查時，從事漁業勞動達 3 個月

之標準應按年度核算之；至於初次從事漁業之新進會

員，得於入會日起計算，在 6 個月內補送實際從事漁

業勞動時間之證明文件，其勞動時間得折半計算之。區

漁會辦理會員會籍清查時，應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

及認定辦法」第 9 條規定辦理，不得依該辦法第 5 條

規定廢止其會員資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3.11 農

授漁字第 0941204499 號函） 

七、有關區漁會會員入會及出會資格審查相關疑義案，從事

遠洋漁業之甲類會員，因情況特殊，其 2 年內之在岸

候船期間，可保留會籍之用意係為保障在特殊情況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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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權益（如服役、長期傷病等原因），如已受僱於設

籍其他縣市漁船，可加入當地區漁會，自無需保有貴轄

漁會會員資格，至於已從事其他行業者，既非漁民，自

然不得為漁會甲類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漁會最高權力

組織，其依法所作決議，漁會理事會應遵照辦理，惟其

決議不得違背相關法令之規範；又會籍清查時所檢附之

身分證是否得以影本替代一節，查漁會辦理會員會籍清

查時，應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9 條、

第 10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至於是否檢附身分證正本或

影本，應由漁會依實際需要自行決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4.3.25 農授漁字第 0941207573 號函） 

八、有關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第 3 條

與第 15 條疑義案。 

(一)按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第 3 條

及第 15 條之規定意旨，係指在 92 年 11 月 14 日

以前入會之現有漁會甲類會員，持續從事漁業勞動

者，不受該辦法第 2 條每年應直接從事漁業勞動

達 3 個月以上之限制。但在該辦法 92 年 11 月 14

日施行以後入會者，仍應依該辦法第 2 條規定辦

理，且其入會後每年需直接從事漁業勞動達 3 個

月以上，連續滿 15 年以上且年齡滿 50 歲，同時

仍在從事漁業勞動者，始有該辦法第 3 條「不受

第二條第一項每年直接從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以

上之限制」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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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漁會甲類會員出（退）會後，於旨揭辦法 92 年

11 月 14 日施行之後再次申請入會者，應視為重

新入會，其入會時之會員資格審查認定，應依旨揭

辦法第 2 條規定辦理，即必須檢具每年直接從事

漁業勞動達 3 個月以上之證明文件。另出會情形

係因漁會法第 19 條第 4 款所定「住址或船籍遷離

漁會原組織區域」者，其在轉換漁會期間仍持續以

從事漁業工作為本業，且未以其他身分投保勞工保

險，入會後，得將其前後漁會之會員年資合併計

算，合併計算後符合同辦法第 3 條所定加入區漁

會為甲類會員屆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50 歲者，例

外認其有該條不受第 2 條第 1 項每年直接從事漁

業勞動達 3 個月以上限制之適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97.4.18 農漁字第 096123457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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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已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會員屆滿十

五年以上且年滿五十歲者，不受前條第

一項每年直接從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

以上之限制。 

 

一、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3 條之已加入區漁

會為甲類會員屆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50 歲者，是否仍

應受本辦法第 15 條「．．．，現仍從事漁業勞動者，．．．」

之規範案，查漁會法第 15 條已有明定具有漁民之資格

始能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會員，故區漁會甲類會員應均為

從事漁業勞動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4.2 農授漁字

第 0931209379 號函) 

二、漁會甲類會員之首要條件需符合「實際從事漁業勞動」

之規定，本辦法第 3 條之規定適用於本辦法施行後加

入漁會甲類會員者，故從事漁業勞動證明部分依第 2

條各款規定辦理；基於本辦法第 3 條立法原意係為體

恤長年從事漁業工作者年長後恐無法達到每年實際從

事漁業 3 個月之規定，予以放寬不受第 2 條漁業勞動

期間之限制，得由漁會依該辦法第 16 條自行從寬訂定

之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3.10.19 農 授 漁 字 第

093122955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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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申請加入區漁會會員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第二條或第四條所定之證

明文件，向設籍區漁會申請。但第二條

第一項所定須實際從事漁業勞動時間

之證明文件，得於入會後六個月內補

送；屆期未補送者，廢止其會員資格。 

 

一、入會起算日期，仍應以申請之日期為準。（內政部 76.4.30

台內社字第 498666 號函） 

二、「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5 條規定廢止會

員資格疑義案，查「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

第 5 條但書規定，係考量初次從事漁業者，無法即時

取得實際從事漁業勞動證明之事實，為保障其權益所為

設計之條文，其廢止生效日應為 6 個月期間屆滿之翌

日。如屬心存僥倖鑽營法令漏洞，藉取得漁會甲類會員

資格享受加入勞、健保資格者，應依實際個案情況，從

嚴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11.21 農授漁字第

0941233278 號函） 

三、有關漁會新加入甲類會員因未能於入會後 6 個月內補

送實際從事漁業活動時間之證明文件經理事會審查出

會，可否於出會之申復期間申請變更為乙類會員免重新

申請入會案，本案漁民於申請加入甲類會員後 6 個月

內，未能提出實際從事漁業勞動時間之證明文件，依規

定應予廢止其會員資格，倘欲加入漁會為乙類會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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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提出入會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11.6 農授

漁字第 0961230957 號函） 

四、有關「區漁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5 條規定入

會後 6 個月內未補送實際從事漁業勞動證明文件者，

廢止其會員資格之效力，其效力自廢止之日生效。（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96.12.18 農授漁字第 0961231924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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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應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區漁會應設漁會會員資格審查

小組，由總幹事召集之。 

二、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小組應將會

員入會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彙

整，並就法令規定與個案事實

條件審查，並敘明具體意見，

造具審查名冊，提報當次理事

會。 

三、理事會審查會員資格時，應依

法令規定及事實條件個別審

查之；審查結果應當場作成紀

錄，供漁會編造會員名冊。 

前項第三款之審查，應報請主管機

關派員指導監督，並請有關單位列席指

導。 

 

一、關於區漁會漁民小組長列席理事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複

審，得否比照理事領取出席費，或由理事會議議決通過

發給出席費案，經查依法無據。（內政部 88.11.17 台內

社字第 8837906 號函） 

二、有關區漁會理事會審查會員資格之相關疑義案，按漁會

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漁會審定會員入會及出會為

248



 

 

理事會之法定職權，又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

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漁會理事會審查會員資格應報

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監督，是以漁會理事會審查及複審

會員資格，主管機關自宜依職權派員指導；至若主管機

關因故未克派員列席指導監督，其會員資格審查結果之

紀錄如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有案者，不影響其審查效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11.8農授漁字第096016095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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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區漁會平時應辦理會員會籍清查

及異動登記。會員之資格變更者，區漁

會應先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自通知送達

之日起十五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送請理

事會審查，當事人屆期不提出者，由區

漁會逕送理事會審查。 

              本辦法發布前，已加入之會員，由

區漁會依前項規定辦理。 

 

漁會甲類會員長期出境，經戶政機關逕予登記遷出，其出會

日期究應溯自出境日或以戶政機關登記遷出日為準一案，漁

會會員資格異動，若係漁會經清查知悉者，漁會即得據以辦

理；惟若係因戶政單位逕予登記遷出後，漁會係於年度清查

時，始知其戶籍遷出而不符甲類會員資格，則應依戶政單位

登記遷出之日期起，據以辦理出會事宜。（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9.10.29 農授漁字第 09912285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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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區漁會會員退會時，應以書面向區

漁會提出，並以書面送達區漁會之日起

生效；區漁會並應列冊提報理事會。 

              前項會員退會前應對區漁會應履

行之義務尚未履行者，仍應依有關法令

規定履行。 

 

漁會要求漁民簽署退出漁會會員資格聲明書，是否符合

「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2 條規定疑義

一案，按「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2 條

規定：「區漁會會員退會時，應以書面向區漁會提出，

並以書面送達區漁會之日起生效」；準此，簽署退出漁

會會員資格聲明書，係符上開退會規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 101.7.13 漁四字第 1011221028 號函） 

251



 

 

第 15 條   本辦法施行前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會

員，現仍從事漁業勞動者，不受本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區漁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5 條所稱「本辦法施行前」

係指 92 年 11 月 14 日；係為保障本辦法施行前已依原規

範加入漁會為甲類會員者之權益，故其勞動時間及漁業勞動

證明，亦得由漁會依本辦法第 16 條自行從寬訂定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93.10.19 農授漁字第 093122955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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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區漁會審查會員資格對本法及本辦

法未規定事項，得擬定會員資格審查作

業要點，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一、有關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作業要點可否從嚴規定

設籍漁會組織區域之沿海村里及一定期間疑義案，按區

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6 條係授權區漁會於

審查會員資格時，對本法及本辦法未規定之細節性、技

術性事項，得擬訂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作業要點。○○

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作業要點第 2 條沿岸漁民

之資格，從嚴規定設籍漁會組織區域之沿海村里及一定

期間，已逾越增加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凡中華民國

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區域內，合於左列資

格之一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

為甲類或乙類會員」規定限度，請輔導該漁會針對沿岸

漁民之特性重行研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3.2 農授

漁字第 0931205700 號函) 

二、有關漁會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6

條規定訂定之會員資格審查作業要點，對於申請加入漁

會為會員者所須實際從事漁業之證明文件得於 6 個月

內補送之規定，可否修正為 1 年內補送案，依「區漁會

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6 條規定，區漁會審查

會員資格對漁會法及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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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定之事項，始得擬定會員資格審查作業要點，提經

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至於該法及該辦法已明定之事項，區漁會應不得另訂審

查作業規定，且所訂審查作業要點亦不得與漁會法及認

定辦法相牴觸，如若相牴觸者無效，主管機關並得依漁

會法第 45 條規定予以警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10.12 農授漁字第 0950156181 號函） 

三、有關區漁會訂（修）定之會員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疑義案，

按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16 條規定，區漁

會審查會員資格對本法及本辦法未規定事項，得擬定會

員資格審查作業要點，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是以各區漁會訂定其會員

資格審查作業要點，僅得依該辦法所定之原則，訂定審

查作業之規範，對於該辦法已明文規定之事項不得任意

修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10.15 農授漁字第

096015354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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