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補助人員自治條例 

制定條文總說明及制定條文對照表 

總說明： 

  為規範本會學生法院之經費運用，建立完整補貼制度，獎勵學生法院人員增進自我法學

素養與職能、減輕人員負擔，特制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補助人員自治條例全

文共 29條。本條例制定之重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與立法宗旨（第一條）。 

（二）本條例規範對象（第二條）。 

（三）本條例規範可提供補貼之事由（第三條）。 

（四）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與受領補貼應繳納學生會會費（第四條）。 

（五）依本條例編列之預算應優先編列（第五條）。 

（六）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補貼應繳交之資料（第六條）。 

（七）學生法院人員應自行申請（第七條）。 

（八）不得重複請領補貼（第八條）。 

（九）可以科技方式代替實體進行者，不得申請補貼（第九條）。 

（十）審核申請補貼與核發補貼事務由學生法院書記處主責，以及書記處審核補貼申請

之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第十條）。 

（十一）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事務應與學生法院直接相關（第十一條）。 

（十二）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應受學生法院院務會議指定（第十二條）。 

（十三）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應精簡人力（第十三條）。 

（十四）與法律科目非直接相關之學術活動類型（第十四條）。 

（十五）禁止申請參與政黨主辦、協辦或指導之學術活動之補貼（第十五條）。 

（十六）學生法院人員選修法律科目課程補貼之條件（第十六條）。 

（十七）法律科目課程名稱認定（第十七條）。 

（十八）非法律科目之其他相關課程（第十八條）。 

（十九）學生法院人員選修相關課程不予補貼之條件（第十九條）。 

（二十）本條例之補貼類型（第二十條）。 

（二十一）交通費之類型與運用（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住宿費之類型與運用（第二十二條）。 

（二十三）雜費之類型與運用（第二十三條）。 

（二十四）課程補貼費之計算標準（第二十四條）。 

（二十五）學生法院人員每學期受領各種補貼上限額度（第二十五條）。 

（二十六）二人以上同時動支費用應均分（第二十六條）。 

（二十七）補貼之申請程序、文件格式、審核標準，由學生法院訂之。（第二十七條） 

（二十八）其他施行細項，由學生法院以自治規則訂定（第二十八條）。 

（二十九）施行日期（第二十九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補助人員自治條例制定條文對照表 

制定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本章名稱。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

院組織自治條例（以下簡稱組織條例）第四條

之一與第四條之二制定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以下簡

稱學生法院）人員申請及領取補貼之權利義

務，均依本法之規定。 

一、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以下簡稱組織章程）第 46條第 2項規

定：「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補

貼……非以自治條例，不得限制之。」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法規標準條例）第 5條第

1款與第 2款規定，須由自治條例位階規

範之事項如：「一、學生會組織章程有明

文規定，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二、關於

學生會會員之權利、義務者。」學生法院

人員仍屬本會會員，其申請及領取補貼

之權利義務，應屬於組織章程與法規標

準條例明文須以自治條例規定之事項。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組織

自治條例（以下簡稱組織條例）第 4條之

1 規定：「前條第四款補貼事項，應以自

治條例定之。前條補貼，見習學生法官與

書記官準用之。」及同法第 4 條之 2 規

定：「學生法官、見習學生法官與書記官，

因公奉派國內出差，或自主參與法學相

關研習進修，應由學生法院補貼其旅費。

前項補貼，應以自治條例定之。」學生法

官、見習學生法官與書記官赴外出差、參

與學術活動、修習法律科目課程，均應享

有旅費或相關補貼，並依前述二條文規

定，由自治條例統一規範學生法院人員

之前述事項。 

三、鑒於經費補貼事項涉及每學期學生會會

費運用規劃，本宜由行政部門制定統一

標準。惟考量學生法院自有不同於行政

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需求，並已由組織條

例為相關事項之法源依據，不必受制於

行政機關，自可制定更為妥適之規定。故

以本條例規範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



參與學術活動、修習法律科目課程之補

貼事務。本條例屬預算經費運用事務之

特別法，應優先適用。 

第二條 

學生法院人員指依組織條例編制內之下列人

員： 

一、學生法官。 

二、見習學生法官。 

三、書記官。 

四、秘書 

一、本條例規範之對象為學生法院現有之編

制內人員，即學生法官、見習學生法官、

書記官與秘書。 

二、編制內人員不包含學生法院依組織條例

第 3 條之 2 規定聘任之顧問，學生法院

顧問不得依本條例申請與受領補貼。 

第三條 

本條例對學生法院人員之補貼，須以學生法

院人員從事下列事項之一為限： 

一、受學生法院指派赴外出差。 

二、前往參與學術活動。學術活動類型如下： 

（一）學術研討會。 

（二）工作坊。 

（三）演講。 

（四）論壇。 

（五）研習。 

（六）其他經學生法院院務會議（以下

簡稱院務會議）決議認定之學術

活動。 

三、選修組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法律

相關科目課程或本條例規定可補貼之相

關科目課程（以下簡稱相關課程）。 

前項各款事務，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內發

生者為限。 

一、本條源自組織條例第 4條第 3項、第 4條

之 2 第 1 款規定。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與

受領補貼，僅限受學生法院指派赴外出

差、參與學術活動、選修組織自治條例第

4條第 2項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以及本

條例規內可供補貼之相關科目課程（以

下統稱相關課程）。 

二、學術活動類型繁多，本條列舉學術研討

會、工作坊、演講、論壇、研習等五種為

學術活動之形式。惟學術活動進行形式

非侷限於列舉之五種類型，對於其他形

式之學術活動，授權學生法院院務會議

議決，由其認定該等活動是否為學術活

動。 

三、鑒於學生會會費資源有限，為避免補貼

支出過大，排擠其他經費使用，僅補助學

生法院人員於特定地區內之活動。 

四、鑒於兩岸政治局勢現狀，對於我國疆界

範為屢有爭議，為免去爭議，以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

岸關係條例）第 2條第 1款規定：「臺灣

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

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補貼據以發生

之事務，須以該條所列之範圍內為限。 

第四條 

依本條例申請或核發之補貼，申請人或受領

人未繳納當學年度學生會會費者，應否准其

申請；因奉派出差而生補貼所需，應自補貼數

一、為避免過度消耗學生會會費資源，限制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與受領補貼，必須在

當學期繳交學生會會費。如未繳納學生

會會費，應否准申請人之申請；學生法院



額中，先扣除學生會會費數額，再核發賸餘部

分。 

前項後段之扣除數額，每學年內以該學年之

學生會會費數額為上限。 

繳納學生會會費，嗣後又以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學生會會費收取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申請

退費者，視為未繳納。 

因指派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致有核

發補貼需求者，考量奉派出差非完全自

願行為，若仍不予以補貼，或有過於苛刻

之嫌，就補貼數額之中扣除學生會會費

數額後，以賸餘之部分予以補貼即可。 

二、第一項後段之扣除規定，應以當學年度

之學生會會費數額為上限，避免過度限

制學生法院人員權益，違反比例原則。 

三、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會費收取自

治條例第 7 條規定，本會會員於學期間

可依學期經過比例退費。該條規定僅以

學期完成比例為條件，學生法院人員即

有可能於繳納學生會會費後，再申請退

費。為去除法規漏洞，嗣後申請退費者，

應視為未繳納，並依第一項規定，不予補

貼或應扣除補貼數額。 

第五條 

依本條例對學生法院人員核發補貼院內經

費，學生法院於編列預算時應優先編列。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補貼，是以履行公務、增進

個人法學素養為目的，對學生法院運作影響

重要，關於補貼之預算經費使用，自應優先考

量，避免因其他支出項目而排擠補貼經費之

使用。 

第六條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本條例第三條前二款規定

之補貼，均須提交支出證明。 

支出證明僅須可明確辨認下列內容，不限制

類型： 

一、支出項目。 

二、支出期日與時間。 

三、支出數額。 

選修相關課程之補貼，應提交修習課程之證

明。 

一、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與受領本條例第 3 條

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之補貼，應準備支

出之證明，如電子（紙本）發票、收據、

購票證明、轉帳紀錄等，不得浮濫申請補

貼，學生法院亦不得給予高於實際支出

數額之補貼，補貼數額須以提交支出證

明為依據。除數額外，支出證明須包含支

出之期日與時間，其必須與據以申請補

貼之事由有直接關聯。 

二、修習法律科目課程之補貼，除至其他學

系或於本校校區之間移動，幾無本條例

第 20條第 1款至第 3款所列之支出。又

修習相關課程屬長時間連續且反覆執行

之事務，非以一次或少數次數即可完成

者，補貼其交通費或住宿費，將使有限之

資源受到較大耗損，故不對其補貼，自不



必準備支出證明，但另需準備修習課程

證明及其他本條例規定所列文件。 

第七條 

本條例規定之補貼，須由學生法院人員自行

申請。 

考量學生法院人員個人意願，如有受領補貼

之需求，應自行申請，非由學生法院直接給予

補貼。 

第八條 

學生法院人員有本條例以外之管道，可取得

補貼者，不得依本條之規定申請或受領。但其

他管道提供之補貼數額低於實際支出數額

者，其差額依本條例補貼之。 

一、學生法院人員據以申請補貼之事由，可

能有其他管道可提供其補貼，如參與政

府舉辦之學術活動，或有政府提供之交

通、住宿及餐飲服務，不必由學生法院提

供補貼。故有其他管道可使用時，不得申

請或受領補貼。 

二、若其他管道可提供之補貼少於實際支出

數額，學生法院人員仍得就短差部分，申

請並受領部分補貼。 

第九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與第二款列舉之各種事

由，如有可使用科技方式代替實體進行者，不

得補貼其交通費。但以實體進行較合適者，不

在此限。 

前項所稱科技方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一、本條第 1 項前段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訂

定公告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以下

簡稱報支要點）第 3點第 1項規定：「各

機關對公差之派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

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文、電

話、傳真、視訊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

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該項規定之

各種通訊工具及本條所稱之科技方式，

自不以上述報支要點之規定為限。 

二、本條第 1 項前段雖僅規範出差事項，惟

學術活動亦有以線上會議室等科技方式

舉行者，不以實體進行為限。學生法院人

員若能以科技方式執行，自應採取科技

方式。然而，考量實際參與經驗，若以實

體進行較為合適，仍可申請與受領補貼。 

第十條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補貼，應於完成事務後十

工作日內，製作報告書，並附帶支出證明文

件，繳交至學生法院書記處（以下簡稱書記

處）。 

前項報告書，有其他文件可資證明者，不以報

告書形式為限。 

書記處審核補貼之申請，應就下列事項審核

是否無誤，並於審核無誤後，立即核發補貼： 

一、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補貼，應於限定時限

內繳交報告書。時限定於十工作日，提供

合適期間，使學生法院人員製作報告書。 

二、審核各種補貼之申請，由學生法院書記

處為主管單位。 

三、書記處應審核申請人提交之申請資料，

並確認申請人是否為現職之學生法院人

員、申請人之申請事由與實際進行之活

動是否相符、支出項目與各種支出之數



一、申請人資格是否正確。 

二、申請之支出項目與數額是否與證明文件

相符。 

三、是否繳交申請文件與報告書。 

四、報告書之內容是否為其進行之事務。 

前項審核之詳細流程，由學生法院訂之。 

額與總數額是否與證明文件及報告書內

所載之數額相同、是否繳交申請文件與

報告書、報告書內所載內容與真實進行

之活動是否相符等。完成上述審核後，即

應立即核發補貼。 

四、報告書應記載之內容，由學生法院訂定。 

第二章 赴外出差 本章名稱。 

第十一條 

學生法院人員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申

請補貼者，其出差事務，應與學生法院事務直

接相關。但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

者，不在此限。 

對事務是否直接相關，由院務會議決議之。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其出差之事務必須

與學生法院事務直接相關，不得將間接關係

指稱為直接關係。如不得以本會名義出席校

外活動或會議，並指稱代表本會爭取利益，亦

有利於學生法院，即稱與學生法院直接相關。

除此例外，其餘相關狀況，凡不能直接與學生

法院事務相關者，均不得依本條例申請與受

領補貼。對於事務是否與學生法院直接相關，

由院務會議決議認定。 

第十二條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應有院務會議指定。

但情況緊急或事務已有專責人員者，得由院

長直接指派。 

學生法院人員非僅代表學生法院赴外出差，

不論狀況，均應得院務會議同意。 

一、本條例第 3條第 1款規定：「一、受學生

法院指派赴外出差。」即表示學生法院人

員必須受學生法院指派赴外出差，不得

自行赴外，復申請與受領補貼。 

二、考量事務若較為緊急，或已有專門負責

之人，毋須由院務會議指定，僅由學生法

院院長指定即可。 

三、學生法院人員因非與學生法院直接相

關，甚至完全不相關之事務，不分事務重

要程度、輕重緩急等各種狀況，均須獲得

院務會議同意，方得因赴外出差而申請

或受領補貼。 

第十三條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處理公務，不得指派

過多人力。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因考量處理事務所

需人力，不得派遣過多人力，以免徒耗經費資

源。 

第三章 學術活動 本章名稱。 

第十四條 

學術活動之內容，應與法律科目有關。但與下

列學術領域相涉並經院務會議許可者，不在

此限： 

一、憲政體制與權力分立。 

二、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 

一、學生法院人員參與學術活動，該學術活

動須與組織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法

律科目有關，不得以參與無相關之學術

活動而申請與受領補貼。 

二、考量學生法院職權相涉之事務非侷限於

法律學門，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



三、學生自治運作與經營。 學生法官審理案件自治條例第 1 條第 1

款及第 2款規定：「一、章程疑義案件。

二、機關爭議案件。」學生法院行使職權

時，有審理關乎政府體制、權力分立、府

際關係案件之可能，學生法院人員參與

以政府體制與權力分立為主題之學術活

動，仍屬正當考量。 

三、本會與其他學校之學生會之間，偶有互

相聯絡、合作，亦有發生衝突可能，學生

法院人員參與以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為

主題之學術活動，有助於學生法官審理

相關爭議之案件。 

四、學生法院屬於學生自治一環，參與、提升

本會學生自治成效，自有其理。關注學生

自治運作與經營，非行政機關或立法機

關之專屬任務，學生法院人員有此意願，

亦應保障其參與相關學術活動之權利。 

第十五條 

學術活動之主辦者、協辦者或指導者為政黨，

學生法院人員禁止申請補貼，書記處應否准

其申請。 

學生法院人員參加前項學術活動而受領補

貼，書記處嗣後查明，應向受領者追回。 

一、依組織章程第 46 條規定：「學生法官須

超出黨派以外，依據自治法規獨立行使

職權，不受任何干涉。」旨在確保學生法

官之公平與獨立，鞏固正常行使職權之

能力。學生法院人員若參與由政黨擔任

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指導單位之學術

活動，則有削弱學生法院中立地位疑慮，

為免爭議，故禁止學生法院人員參與此

種活動復申請與受理補貼。 

二、學生法院人員若有本條第 1 項規定之事

由，學生法院書記處應於受理申請時，作

成否准之處分；若於核發補貼後證實曾

有此一情事，應向申請人追回全數補貼。 

第四章 選修課程 本章名稱。 

第十六條 

學生法院人員所屬系（所）已於最近四學期

內，未開設欲修習之法律科目，而須前往本校

其他系（所）或其他學校之系（所）修習者，

得申請補貼。 

學生法院人員修習法律科目課程，必須為所

屬系（所）於近四學期內未開設申請人欲申請

之法律科目課程，而必須至其他本校系（所）

或其他學校之系（所）修習，方准予申請與受

領補貼。 

第十七條 組織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

為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



法律科目若與組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列不

完全相同，由院務會議依課程性質及實際授

課內容，決議是否認定為法律科目。 

商事法、行政訴訟法，但各開課單位或有各自

訂定之名稱，如冠以「專題研究」、「實務」、

「實例」等名稱，或分「上」、「下」、「（一）」、

「（二）」、「（三）」等順序。為避免文義解釋紛

爭，授權學生法院院務會議，依課程性質與授

課內容，決議認定是否為法律科目。 

第十八條 

學生法院人員除修習組織條例規定之法律相

關科目課程外，修習下列課程，亦得申請與受

領補貼： 

一、預（決）算與財政法。 

二、議事規則與公文製作。 

三、憲政體制與權力分立。 

四、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 

一、為提升學生法院人員之素質與處理事務

能力，對於學生法院人員修習非組織條

例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課程時，應可予

以補貼，以茲鼓勵。 

二、由本條例規定之其他科目課程，乃根據

下列理由而定：（一）秘書需負責編製學

生法院預（決）算並管理經費收支出納事

項，宜修習關於預（決）算與財政相關法

律課程。（二）學生法院人員修習議事規

則與公文製作科目課程，有助於提升每

位成員審理案件、維持公務運作之能力。

（三）關於補貼學生法院人員修習與憲

政體制與權力分立、國際政治與國際公

法相關之課程，其理由同本條例第十九

條立法理由之第三項、第四項。 

第十九條 

學生法院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補貼： 

一、有本條例第四條規定情事者。 

二、修習課程之學期成績不及格。 

三、於學期間退選據以申請補貼之課程。 

四、曾修習申請法律科目之課程並及格者。

但修習時，就讀五專或高中以下者，不在

此限。 

一、學生法院人員修習法律科目課程，如有

特殊事由，應不予補貼。 

二、學生法院人員有違反本條例第 4 條規定

者，為避免過度耗費學生會資源，應不予

補貼。 

三、修習法律科目課程不及格者，給予補貼

亦屬浪費，故不予補貼。於學期間退選法

律科目課程者，與不及格之結果無異，均

為未完成課程，亦不補貼。 

四、於過往教育階段（大學、碩士班、博士班）

曾修習相關科目並及格，代表已完成修

習，毋須補貼。惟五專後 2年期間，雖等

同大學前 2年，但五專仍與大學有異，屬

於例外情況，高中亦同。 

第五章 補貼項目與數額 本章名稱。 

第二十條 

依本條例申請補貼之項目如下： 

本條例提供之補貼種類，包含交通費、住宿

費、雜費與課程補貼費。 



一、交通費。 

二、住宿費。 

三、雜費。 

四、課程補貼費。 

第二十一條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

舶、公民營客運汽車、火車、捷運、自用汽（機）

車等費用。 

凡公民營客運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

經院務會議決議許可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

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同路

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申請者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

交通費。 

一、本條參考報支要點第 5點規定。 

二、為符合學生法院運作實務經驗，修改前

述要點部分內容。 

第二十二條 

因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無法於當日返

回彰化市，得動支住宿費。 

學生法院人員在外住宿，無正當理由，住宿房

間提供床數僅得與住宿人數相同。 

一、由於本校設有進德校區與寶山校區，且

多數同學皆居住於彰化市內，而學生法

院亦無辦公處所可供實體報到，故以返

回「彰化市」全境之任一處為返程之終

點。 

二、學生法院人員在外住宿，除非住宿地點

提供之房間類型有限，且無其他可替代

之住宿場所，或有其他可替代之住宿場

所但其住宿費用過高，否則不得有單人

居住雙人房、雙人居住三人房或四人房、

雙人居住於單人房等情形。 

第二十三條 

學生法院人員因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

選修相關課程，而有支出小額費用者，得動支

雜費。 

因選修相關課程而申請補貼者，不得申請餐

飲補貼。 

一、雜費支出以應付餐飲費與手續費等小額

支出為主，但修習相關課程為長期活動，

不同於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性質，

不得因餐飲而動支雜費。 

二、因修習相關課程，而產生交通費之支出，

如至其他學校進行申請手續，印製申請

表等，仍可依此事由申請補貼。 

第二十四條 

修習相關課程，應依課程開課單位或其隸屬

單位所定之學分費標準，以每學分之學分費

數額乘以課程單週節數，為對該課程之補貼

數額。 

學生法院人員修習相關課程，其所享有之課

程補貼費，依開課單位或其上級單位訂定之

學分費標準乘以課程單週節數，為補貼之數

額。以本校社科體院為例，每學分為新臺幣

960元，若課程以 2學分，則至該學院大學部



修習相關課程，可享有補貼數額為 960乘以 2

即新臺幣 1920元。 

第二十五條 

各學期，學生法院人員之補貼數額上限，以下

列規定為限： 

一、各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交通費，

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二、書記官長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為限。 

三、各書記官與秘書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一

千元為限。 

四、各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住宿費，

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五、各書記官與秘書之住宿費，以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為限。 

六、所有學生法院人員之雜費，以新臺幣八

百元為限。但每次申請，以新臺幣四百元

為上限。 

七、所有學生法院人員修習相關課程之課程

補貼費無上限。 

參考報支要點附表 1，對學生法院人員可享有

之各種補貼數額設定上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條前三款之支出費用，如有二人以上

共同使用，其報支之數額、補貼數額、每學期

上限數額均應平分。 

交通費、住宿費、雜費等支出，若為二人以上

共同使用，如交通套票、多人房、餐飲套餐等，

則其報支十，應將有共同使用之支出數額均

分，其補貼及每學期賸餘補貼額度，亦應各自

平均分攤計算。 

第六章 附則 本章名稱。 

第二十七條 

申請程序、文件格式、審核標準，除本條例已

明定者外，由學生法院訂之。 

申請補貼之程序與所需文件格式，屬於技術

性、細節性事項，毋須由本條例直接規定，授

權學生法院自行訂定即可。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之施行細項，除本條例已特別授權者

外，由學生法院另以自治規則訂定。 

授權學生法院訂定施行本條例規定之細則、

辦法或綱要等自治規則位階法規範。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自民國一百十三學年度起施行。 

本條例之修正或廢止，由學生會會長公布日

起施行。 

一、本條例之施行規定。 

二、本條例規範之補貼事項，對於學生法院

事務運行有重大影響，於學期間施行，將

造成不便。諸如每學期補貼數額上限、詳

細之技術性行政命令制訂時程等，均對

學生法院造成壓力。為使學生法院事務



運作順暢，本條例之施行，自民國一百十

三學年度施行，往後之修正或廢止，則自

學生會會長公布之日起施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補助人員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學生議會議員大會審議通過全文 29條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全文 29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組織自治條例（以下簡稱組織條例）第四條之

一與第四條之二制定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以下簡稱學生法院）人員申請及領取補貼之權利義務，

均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條 

學生法院人員指依組織條例編制內之下列人員： 

一、學生法官。 

二、見習學生法官。 

三、書記官。 

四、秘書。 

 

第三條 

本條例對學生法院人員之補貼，須以學生法院人員從事下列事項之一為限： 

一、受學生法院指派赴外出差。 

二、前往參與學術活動。學術活動類型如下： 

（一）學術研討會。 

（二）工作坊。 

（三）演講。 

（四）論壇。 

（五）研習。 

（六）其他經學生法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院務會議）決議認定之學術活動。 

三、選修組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課程或本條例規定可補貼之相關科目課

程（以下簡稱相關課程）。 

前項各款事務，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內發生者為限。 

 

第四條 

依本條例申請或核發之補貼，申請人或受領人未繳納當學年度學生會會費者，應否准其申

請；因奉派出差而生補貼所需，應自補貼數額中，先扣除學生會會費數額，再核發賸餘部

分。 



前項後段之扣除數額，每學年內以該學年之學生會會費數額為上限。 

繳納學生會會費，嗣後又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會費收取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申請退費

者，視為未繳納。 

 

第五條 

依本條例對學生法院人員核發補貼院內經費，學生法院於編列預算時應優先編列。 

 

第六條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本條例第三條前二款規定之補貼，均須提交支出證明。 

支出證明僅須可明確辨認下列內容，不限制類型： 

一、支出項目。 

二、支出期日與時間。 

三、支出數額。 

選修相關課程之補貼，應提交修習課程之證明。 

 

第七條 

本條例規定之補貼，須由學生法院人員自行申請。 

 

第八條 

學生法院人員有本條例以外之管道，可取得補貼者，不得依本條之規定申請或受領。但其他

管道提供之補貼數額低於實際支出數額者，其差額依本條例補貼之。 

 

第九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與第二款列舉之各種事由，如有可使用科技方式代替實體進行者，不得

補貼其交通費。但以實體進行較合適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科技方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第十條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補貼，應於完成事務後十工作日內，製作報告書，並附帶支出證明文件，

繳交至學生法院書記處（以下簡稱書記處）。 

前項報告書，有其他文件可資證明者，不以報告書形式為限。 

書記處審核補貼之申請，應就下列事項審核是否無誤，並於審核無誤後，立即核發補貼： 

一、申請人資格是否正確。 

二、申請之支出項目與數額是否與證明文件相符。 

三、是否繳交申請文件與報告書。 

四、報告書之內容是否為其進行之事務。 

前項審核之詳細流程，由學生法院訂之。 

 



第二章 赴外出差 

 

第十一條 

學生法院人員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申請補貼者，其出差事務，應與學生法院事務直接

相關。但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者，不在此限。 

對事務是否直接相關，由院務會議決議之。 

 

第十二條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應有院務會議指定。但情況緊急或事務已有專責人員者，得由院長

直接指派。 

學生法院人員非僅代表學生法院赴外出差，不論狀況，均應得院務會議同意。 

 

第十三條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處理公務，不得指派過多人力。 

 

第三章 學術活動 

 

第十四條 

學術活動之內容，應與法律科目有關。但與下列學術領域相涉並經院務會議許可者，不在此

限： 

一、憲政體制與權力分立。 

二、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 

三、學生自治運作與經營。 

 

第十五條 

學術活動之主辦者、協辦者或指導者為政黨，學生法院人員禁止申請補貼，書記處應否准其

申請。 

學生法院人員參加前項學術活動而受領補貼，書記處嗣後查明，應向受領者追回。 

 

第四章 選修課程 

 

第十六條 

學生法院人員所屬系（所）已於最近四學期內，未開設欲修習之法律科目，而須前往本校其

他系（所）或其他學校之系（所）修習者，得申請補貼。 

 



第十七條 

法律科目若與組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列不完全相同，由院務會議依課程性質及實際授課內

容，決議是否認定為法律科目。 

 

第十八條 

學生法院人員除修習組織條例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課程外，修習下列課程，亦得申請與受領

補貼： 

一、預（決）算與財政法。 

二、議事規則與公文製作。 

三、憲政體制與權力分立。 

四、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 

 

第十九條 

學生法院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補貼： 

一、有本條例第四條規定情事者。 

二、修習課程之學期成績不及格。 

三、於學期間退選據以申請補貼之課程。 

四、曾修習申請法律科目之課程並及格者。但修習時，就讀五專或高中以下者，不在此限。 

 

第五章 補貼項目與數額 

 

第二十條 

依本條例申請補貼之項目如下： 

一、交通費。 

二、住宿費。 

三、雜費。 

四、課程補貼費。 

 

第二十一條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公民營客運汽車、火車、捷運、自用汽

（機）車等費用。 

凡公民營客運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院務會議決議許可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

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申請者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 

 

第二十二條 



因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無法於當日返回彰化市，得動支住宿費。 

學生法院人員在外住宿，無正當理由，住宿房間提供床數僅得與住宿人數相同。 

 

第二十三條 

學生法院人員因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選修相關課程，而有支出手續費等小額費用者，

得動支雜費。 

因選修相關課程而申請補貼者，不得申請餐飲補貼。 

 

第二十四條 

修習相關課程，應依課程開課單位或其隸屬單位所定之學分費標準，以每學分之學分費數額

乘以課程單週節數，為對該課程之補貼數額。 

 

第二十五條 

各學期，學生法院人員之補貼數額上限，以下列規定為限： 

一、各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二、書記官長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限。 

三、各書記官與秘書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一千元為限。 

四、各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住宿費，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五、各書記官與秘書之住宿費，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限。 

六、所有學生法院人員之雜費，以新臺幣八百元為限。但每次申請，以新臺幣四百元為上

限。 

七、所有學生法院人員修習相關課程之課程補貼費無上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條前三款之支出費用，如有二人以上共同使用，其報支之數額、補貼數額、每學期上

限數額均應平分。 

 

第二十七條 

申請程序、文件格式、審核標準，除本條例已明定者外，由學生法院訂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之施行細項，除本條例已特別授權者外，由學生法院另以自治規則訂定。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自民國一百十三學年度起施行。 



本條例之修正或廢止，由學生會會長公布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