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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法依學生評議會組織法第十五條制定之。 

第二條 評議委員若遇下列情形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曾參與該評議案件審理前之裁判者或關係人。 

二、依其他情形足認由其執行批辦、調查或審查職務顯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迴避，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陳報學生評議會主席決定之，若有前項情形為

自請迴避者，得由主席為迴避之決定。 

第三條 學生評議會委員在審理案件決議前，不得宣洩處理內容。 

第四條 學生評議會秘書長，應列席學生評議會會議。 

第五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邀請學生會各機構幹部或學生議員列席、調閱學生會各機構

之檔案資料，不得拒絕之。 

前項調查權之行使，應以學生評議會會議受理案件有關，方可行之。 

第六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解釋學生會組織章程之事項如下： 

一、關於組織章程發生疑義之事項。 

二、關於學生會法規有無牴觸組織章程之事項。 

三、關於系學會單行法規、社團單行法規有無牴觸組織章程之事項。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學生會組織章程： 

一、學生會各機構所屬單位於行使職權時，適用組織章程發生疑義，或

因行使職權與其他單位之職權，發生適用組織章程之爭議，或適用

學生會法規有無牴觸組織章程之疑義者。 

二、本校學生會會員超過百分之一連署要求解釋學生會組織章程。 

三、會員於組織章程上所保障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

起申訴，對於確定終於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發生有無牴觸組織章程

之疑義者。 

四、依學生議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組織章程

之疑義，或適用學生會法規發生有牴觸組織章程之疑義。 

五、仲裁會議於會議中若確信當前適用之學生會相關學生自治法規有牴

觸學生會組織章程得暫停仲裁會議並聲請解釋。 

聲請解釋組織章程，不合前項規定者，應不受理。 

第八條 學生會各機構所屬單位就職權上適用之法規所持見解，就該單位與其他單位

適用同一法規所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 

前項規定，若該部會依法應受該部會與其他部會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主解

者，不在此限。 

學生議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所遭遇到適用之法規解

不同部份，得聲請統一解釋。 

聲請統一解釋，不合前項規定者，應不受理。 



 

第九條 聲請解釋法規案件，應以聲請書敘明下列事項向學生評議會為之。 

一、聲請人之姓名、系別、班級、聯絡地址、電話與聲請日期。 

二、聲請解釋相關法規之目的。 

三、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相關法規條文。 

四、聲請解釋相關法規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立場與見解。 

五、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第十條 學生評議會接受聲請解釋案件，應先推定委員審查，除不合本法規定不予解

釋者，應敘明理由報請學生評議會會議決定外，其應解釋之案件，應提報學

生評議會會議討論。 

前項解釋案件於推定委員審查時，得限定提會時間。 

第十一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解釋案件，應參考制定法規、修改法規之相關資料，並得

依請進行通知聲請人、關係人及相關人員說明或調查，必要時得進行言詞

辯論。 

第十二條 提報學生評議會會議討論之案件，應先由學生評議會會議決定原則，推舉

委員起草解釋文，會前印送全體委員，再提學生評議會會議討論議決之。 

第十三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評議、仲裁之事項如下: 

一、行政中心與學生議會間之爭議案件。 

二、校內學生團體與學生會紛爭，經行政程序無法解決者。 

三、學生會選舉訴訟案件之仲裁。 

第十四條 評議仲裁案件之聲請資格如下: 

一、學生會正、副會長及行政中心各部會主管。 

二、學生議會正、副議長及各社團委員會主席。 

三、校內正式成立之學生團體。 

四、學生會選舉訴訟案件之當事人。 

前項學生團體聲請，需經該團體行政決策會議通過後，由該團體負責人以

該團體名義聲請。 

第十五條 聲請評議、仲裁，應以聲請書敘明下列事項，向學生評議會為之: 

一、聲請人之姓名、系別、班級、聯絡地址、電話與聲請日期。 

二、聲請所基於之事實、理由、前一裁判之決定及其希望獲得之救

濟。 

三、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前項聲請人為校內學生團體時，應註明該團體名稱及負責人資料 

第十六條 學生評議會接受評議、仲裁案件，適用本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第十七條 評議、仲裁書應具備下列事項: 

一、評議，仲裁聲請書內容。 

二、案件調查過程。 

三、案件評議、仲裁之理由與決定。 

四、評議、仲裁書之日期。 

五、出席委員簽章。 

第十八條 糾正、彈劾案之提案應由學生議會依法通過，並以書面方式送請學生評議

會，內容應詳敘事實，在未經審查前，學生議會得以書面補充之。 

第十九條 糾正、彈劾案之審查應直接提報學生評議會會議，以全體委員為審查委



 

員。 

第二十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受理彈劾案後，如認為被彈劾人員違法或失職之行為重

大，有急速救濟之必要時，得通知該機構首長為急速救濟之處理，若被彈

劾人為學生會會長或副會長時，應予以停職，並依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十八

條辦理。 

機構首長接到前項通知不為急速救濟之處理者，於被彈劾人員受懲戒時，

應讀失職責任。 

第二十一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審查案件時，對於提案之事實與內容，認為有說明之必

要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二十二條 評議、仲裁書應具備下列事項: 

一、糾正、彈劾人姓名、職稱。 

二、糾正、彈劾案由。 

三、糾正、彈劾案成立或否決理由，連同各委員對該案之協同意見書

或不同意見書。 

四、製訂審查評議書之日期。 

五、出席委員簽章。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會提出之彈劾案，聲請學生評議會審理，經學生評議會判決成立

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後續遞補依相關辦法辦理。 

第二十四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須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達三分之

二同意決之。 

學生評議會會議所做評議對本會具有約束力。 

第二十五條 學生評議會會議決議文，若有委員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一併公布

之，並通知本案聲請人及其關係人。 

學生評議會會議應於決議通過七日內，公布決議文。 

第二十六條 若當事人對於評議、仲裁書有不同意見時，應於收文十日內提出，惟須

附具新的事證及補充資料，且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七條 評議、仲裁書或審查評議書送出十五日內，受文者應將執行情形回覆，

學生評議會應將執行回覆列入學生評議會會議報告事項內，如認為處理

適當，即製作結案報告，否則應即調查或為強制執行之處理，直至學生

評議會會議決議或得執行。 

第二十八條 本法規定事項，有必要另定施行辦法者，由學生評議會會議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於學生會合併前經學生自治會議通過，學生總會總會長簽署公布起

生效，並送學生事務處備查，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校區學生評議會案

件審理法予以廢除。 

本法後續修正須經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學生會會長簽署公布後生效，並

送學生事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