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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 

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3年11月21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1會議室 

參、主 持 人：鄧副主任委員民治                   記錄：宋佩容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會前以 101 年 10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391340 號函（公開

於本會網站）通知各機關，於發現廠商有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

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其裁處權時效之起算，仍應

就採購個案情狀及所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所定要件，綜

合判斷之。惟各機關尚有判斷之疑義，並發生若干處理不一致情

形，在採購法該條文修正草案完成立法前，本會認有建立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之判斷原則，並尋求各

機關共識之必要。 

二、103 年 6 月 10 日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

會議決議略以：「……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

情形，機關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生

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示一定期間內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

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為不利處分，具有裁罰性，其適用行

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之 3 年裁處權時效，除經機關於開標

前發現不予開標之情形外，應自開標時起算。」 

三、本會前於 103 年 10 月 20 日召開學者諮詢會議，研擬完成判斷原

則草案，為求周延，爰召開本次會議，邀請各相關機關會商建立

共識，俾利各機關爾後執行之參據。 

陸、發言摘要：（略） 

柒、會議結論：有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

原則草案，依各機關發言所獲共識，修正如附表，請函各

機關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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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臨時動議： 

一、新北市政府： 

審計部亦針對押標金追繳時效部分提出問題，建請工程會併擬訂

原則供各機關參考。 

二、臺北市政府： 

追繳押標金及拒絕往來之時效起算時點不同。押標金係以「可得

知悉」為請求權時效起算之基準，惟機關與廠商對於「可得知悉」

之起算時點意見不一致，故建請工程會函請法務部提供起訴書予

各機關，俾利機關執行。 

三、結論： 

（一）採購法第 31 條追繳押標金，其請求權時效適用行政程序法第

131 條之規定，惟行政程序法並未規定請求權時效之起算時

點，102 年 11 月 5 日最高行政法院 102 年 11 月份第 1 次庭長

法官聯席會議決議二：「……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理

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惟因屬行

政程序法之領域，工程會曾就採購法第 31 條之時效起算疑義

函詢法務部，法務部 103 年 9 月 29 日法律字第 10303511210

號函復：可合理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乃事實問題，應依具體

個案情形分別審認。 

（二）政府採購事項除依據採購法辦理外，另涉及多種法律（域），

各有其主管機關，工程會將正視此問題，並研議如何處理追繳

押標金之請求權時效問題。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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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 

背景說明 

一、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立法時尚無明定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

處權時效之起算，且有無行政罰法之適用，以往行政法院間之見解

互有不同，直至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 6 月 12 日 101 年度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機關因廠商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

各款情形，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生同

法第 103條第 1項所示於一定期間內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為不利之處分，其適用或類推適用行政罰

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 3 年裁處權時效。 

二、本會前以 101 年 10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391340 號函通知各機

關，於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其裁處權

時效之起算，仍應就採購個案情狀及所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

款所定要件，綜合判斷之。惟各機關尚有判斷之疑義，並發生若干

處理不一致情形，本會認有建立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裁處權

時效起算時點判斷原則之必要，並已於 103 年 11 月 21 日邀集主要

部會及各地方政府召開研商會議。 

三、本判斷原則之立論基礎及相關規定： 

（一）103 年 6 月 10 日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略以：「……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情形，機關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

生同法第 103條第 1項所示一定期間內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為不利處分，具有裁罰性，其適用

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之 3 年裁處權時效，除經機關於開

標前發現不予開標之情形外，應自開標時起算。」 

（二）行政罰法第 1 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

類行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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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行政罰之裁處權，因 3 年期

間之經過而消滅（第 1 項）。前項期間，自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

行為終了時起算。但行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

算（第 2 項）。」 

（四）行政罰法第 4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本法施行前違反行政法上義

務之行為應受處罰而未經裁處，於本法施行後裁處者，除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8 條第 2 項、第 20 條及第 22 條規定外，均適

用之（第 1 項）。前項行政罰之裁處權時效，自本法施行之日起

算（第 2 項）。……」廠商於行政罰法 95 年 2 月 5 日施行日前有

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依行政罰法第 45 條規定，其

裁處權時效自行政罰法施行之日起算，經 3 年期間至 98 年 2 月

4 日屆滿。 

（五）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但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

行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採

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屬行政罰法

第 2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所稱「其他種類行政罰」，不因該項本文

及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經司法機關之刑事案件確定，機關即得裁

處，且非屬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情形。 

（六）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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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 

款次 第 101 條第 1 項 
各款 

起算時點 說明 

1 容許他人借用本

人名義或證件參

加投標者。 

除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

不予開標之情形外，自開

標時起算。屬分段開標

者，依相關段之開標時起

算。無開標程序者，以文

件達到機關時起算。 

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 10
日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 

2 借用或冒用他人

名義或證件，或

以偽造、變造之

文件參加投標、

訂約或履約者。 

一、屬參加投標者：除經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

不 予 開 標 之 情 形

外，應自開標時起

算。屬分段開標者，

依相關段之開標時

起算。無開標程序

者，以文件達到機關

時起算。 

二、屬訂約者： 
（一）無需廠商行為介

入，機關以廠商投

標文件完成訂約

者：自開標時起

算。屬分段開標

者，同上。 
（二）涉廠商延續行為介

入，由廠商製作契

約文件後提送予

機關方完成訂約

者：自訂約文件達

到機關時起算。 
（三）訂約時廠商始提出

偽造、變造文件：

自訂約文件達到

機關時起算。 
三、屬履約者：自最後相

關履約文件達到機

關或其指定之人員

或處所時起算。 

一、關於參加投標，參照最高行政

法院 103 年 6 月 10 日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

決議。 
二、屬訂約者，就左列項次二說明

如下： 
（一）有關二（一）之情形：例如

機關採用工程會訂定之「招

標投標及契約三用文件」辦

理採購，無需廠商行為介

入。機關以廠商投標文件用

印完成後即完成契約簽約手

續。 
（二）有關二（二）之情形：例如

機關未採用工程會訂定之

「招標投標及契約三用文

件」辦理採購，廠商投標文

件即屬偽造、變造，並由廠

商接續製作契約，其行為延

續至訂約。 
（三）有關二（三）之情形：例如

廠商投標時，文件無偽造、

變造情形，製作契約時始提

出偽造、變造文件。 
三、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

定，以廠商行為終了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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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 第 101 條第 1 項 
各款 

起算時點 說明 

3 擅自減省工料情

節重大者。 
一、尚未發生不良結果

者：自行為終了時起

算。 
二、發生不良結果者：結

果發生時起算。 

以採購標的是否發生不良結果，分

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行為終

了時」或「結果發生時」起算時效。

4 偽 造 、 變 造 投

標、契約或履約

相關文件者。 

同第 2 款。 同第 2 款。 

5 受停業處分期間

仍參加投標者。 
自開標時起算。無開標程

序者，以文件達到機關時

起算。 

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 10
日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 

6 犯第八十七條至

第 九 十 二 條 之

罪，經第一審為

有罪判決者。 

第一審判決發生效力

時，有宣示者，自宣示時

起算；無宣示者，自判決

書送達廠商時起算。 

 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 

7 得標後無正當理

由而不訂約者。 
依招標文件或機關最後

所定訂約期限屆滿時起

算。 

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以

廠商行為（不作為）終了時起算。

8 查驗或驗收不合

格 ， 情 節 重 大

者。 

當次查驗或驗收程序終

結時起算。 
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 

9 驗收後不履行保

固責任者。 
依契約或機關最後所定

催告期限屆滿時起算。 
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以

廠商行為（不作為）終了時起算。

10 因可歸責於廠商

之事由，致延誤

履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 

一、屬政府採購法施行細

則第 111 條第 2 項第

1 款尚未完成履約

者：依契約或機關最

後限期改善期限屆

滿時起算。 
二、屬政府採購法施行細

則第 111 條第 2 項第

2 款已完成履約而逾

履約期限者：自廠商

完成給付之準備且

最後通知達到應驗

收之機關時起算。 

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 

11 違反第六十五條

之規定轉包者。 
以其他廠商代為履行之

最終行為時起算。 
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以

廠商行為終了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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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 第 101 條第 1 項 
各款 

起算時點 說明 

12 因可歸責於廠商

之事由，致解除

或終止契約者。 

解除或終止契約通知達

到廠商時起算。 
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 

13 破產程序中之廠

商。 
法院破產裁定宣告或送

達生效時起算。 
一、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 6 月 12 日

101年 6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聯

席會議決議，第 13 款事由，乃

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量，

無違反義務之行為，其不利處

分並無裁罰性，應類推適用行

政罰裁處之 3 年時效期間。 
二、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

14 歧視婦女、原住

民或弱勢團體人

士 ， 情 節 重 大

者。 

歧視行為終了或結果發

生時起算。 
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以

廠商行為終了或結果發生時起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