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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洲民主起源甚早，對文化傳承及國家政令推動，向來積極而

主動，因此無論對政府出版品的管理或是公報相關制度的建立，均投

入相當人力做長期的規劃研究，相關業務的推動及發展卓然有成。 

本次歐洲考察之行，參訪英國、瑞士、法國及歐洲聯盟，獲得

相當多的啟示，英國皇家文具署在推動民營化近十年，人員編制精簡

後，仍能致力於政策的推陳出新，其官方網站資訊服務、皇家著作權

標誌系統管理及公報回溯建檔等加值服務，值得進一步研究學習。而

民營化後的文具署公司亦蛻變成功，在出版業務方面，以相當的實力

繼續承接皇家文具署有關國會等法令文件的核心出版作業；在吸引民

間的出版合約方面，則有網路出版服務，並推出數位物件認證網路辨

識系統，成為歐洲數位物件認證中心之一。歐盟面對會員國不同民眾

之需求，提供多語與多元的出版形式，加強資料庫的整合查詢及更新

速度，提供歐洲民眾便捷及時的資訊服務。瑞士聯邦供給室對資訊化

的要求亦很高，針對其出版品及承攬表單，設計數千種電子化版型，

並多仰賴 POD印製。法國在公報法制作業面，確立電子公報的法律

效力，最為先進。 

我國若能借鏡歐洲各國的長處，必能在政府出版品管理或是公

報制度之興革上有所精進，再造傲人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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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目的 

 

本會奉院指定為政府公報制度之規劃機關，負責規劃及

推動統合行政院公報。為求公報發行業務之周延完善，特別

規劃前往歐洲先進國家瞭解其公報制度運行現況及其發展

趨勢，蒐集相關資料，以作為我國公報制度興革的參考。另

本會亦負責政府出版品管理業務，為因應資訊科技環境快速

發展，檢討改進現有管理流程及規劃政府出版品電子化，再

造出版品管理制度，擬借鏡英、法、瑞等國家及歐盟之作法，

以為國內推展相關業務之參考。本次考察目的包括： 

 

（一） 實地考察英、法、瑞三國及歐盟有關公報制度運

作經驗，包括法制化層面、編輯流程、發行流通

情形，作為後續公報發行業務之參考。 

（二） 瞭解英、法、瑞三國及歐盟公報電子化政策及資

訊服務情形，瞭解面臨的問題及最新發展，作為

國內規劃網路資訊系統平台及線上資訊服務的參

考。  

（三）瞭解英、法、瑞三國及歐盟政府出版品管理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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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情形，以作為拓展國內政府出版品銷售業務之

參考。 

（四）瞭解英、法、瑞三國及歐盟政府出版品電子化與

網站運用發展趨勢，以期藉由各國經驗瞭解與掌

握最新資訊運用發展趨勢，作為國內規劃政府出

版品電子化發展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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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程 

日  期 星期 訪     問     行     程 

9月12日 日 台北→英國倫敦 

9月13日 

 

 

一 

 

 

1.英國文具署公司(The Stationery Office Limited) 

2.英國文具署公司直營店(The Stationery Office 

Bookshop—London) 

9月14日 二 英國皇家文具署(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9月15日 三 歐洲聯盟出版局（盧森堡） 

(The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9月16日 

 

 

四 

 

 

1.瑞士聯邦出版中心(Centre des Publication Officielles) 

2.瑞士聯邦出版品及供給室(Eidgenossische 

Drucksachen - und Materialzentrale) 

9月17日 五 整理資料、參觀當地國家圖書館及書店 

9月18日 六 瑞士伯恩→日內瓦 

9月19日 日 整理資料 

9月20日 一 日內瓦→巴黎 

9月21日 

 

二 

 

法國總理府資料局(Direction de Documentation 

Franc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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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三 1.法國國家印刷局(Imprimerie Nationale) 

2. 法國總理府公報局(Direction des Journeaux Officiels)

9月23日 

9月24日 

四 

五 

法國巴黎→台北 

 

 8



壹、 英國 

 

以議會政治為主軸的英國，民主深化程度極高，政府出版品以

議會相關出版品為出版重點，其所出版之倫敦公報已有三百多年歷

史，堪稱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公報，亦是世界最早以報紙形式出版的

印刷品；英國之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起源甚早，相關政策及制度的

研訂，均成為典範，是歐洲各國仿效的對象。諸如早期（1911年）

寄存制度的法源建立，因應資訊自由法研訂出版品著作權版權管

理、出版印刷業務民營化的推動，乃至現今資訊化社會強調電子化

服務措施，俾使民眾確實掌握政府資訊等多項規劃，均能隨時代的

腳步與時俱進，該國對政策與制度研擬的周延程度，值得我國借鏡。

因此，本次出國考察行程第一站即訪問英國，經由我國駐外單位居

中連繫，參訪政府出版品的主管機關皇家文具署（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以下簡稱HMSO），在內閣辦公室拜會女王印刷官

Carol Tullo、出版服務組組長Alan Pawsey及授權部門經理Lesley 

Toru’n，就英國出版品管理制度及公報發行業務進行意見交流。 

 

一、 皇家文具署 

地址：2-16 Colegate Norwich NR3 1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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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hmso.gov.uk 

（一）歷史簡介 

HMSO成立於1876年，隸屬於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早

期以負責議會相關法令及英國政府機構文具用品紙張供應為主，1810

年因承製憲章法案，開始發展印刷業務並印製官方出版品目錄，1883

年成為國會文件的出版者，出版議會相關法令規章，並於1889年成

為女王的印刷官，原有印刷業務漸取代原有之文具供應事業，並設置

國家直營書店銷售出版品。1996年10月面對國營事業民營化潮流之

衝撃，將所有印製發行業務交由文具署公司（The Stationery Office；

TSO）負責，民營化後人員編制由原3,000多人精簡為30人，精簡後

之人力專門負責政策規劃工作，包括執行百年來皇室所賦予有關皇室

著作權之控制與管理，英國國會法令文獻官方出版品之確認管理，以

及順應資訊時代潮流，規劃政府資訊網站ｅ化服務各項工作。目前

HMSO所負責的主要業務範圍說明如下: 

 全權負責英國議會相關文獻及法規命令、規則、辦法等之出版及

授權業務，自2000年開始，法律資訊除紙本型式之出版外亦於

HMSO網站同步公佈。 

 規劃政府核心資訊線上資訊服務，依利用程度等級不同，訂定使

用權限及線上付費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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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及管理皇家著作權。 

 發行政府公報包括倫敦、愛丁堡及比爾費斯特公報。 

 發行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等解釋文件，俾利民眾瞭解法律內容、

法規頒行之主要目的及政策目標。 

 規劃建置專屬政府資訊入口網閘門Inforoute（網址

http://www.inforoute.hmso.gov.uk），此項規劃作業係依據1999年政

策白皮書內容來執行，透過此閘門可檢索登錄政府機關網站的

Information Asset Register（簡稱IAR）資訊系統，此系統由85個

政府部門組成，資料內容以未出版之政府資源為主，IAR目前可

查詢檢索未出版之政府資訊資料集。IAR資訊系統建立標準化之

metadata格式，發展多種電子化版型，由各機關自行登錄建檔來

維護所負責之相關政府資訊，除便利政府機關互通資訊外，民眾

亦能透過此捷徑，查詢或利用所需的各項政府資訊。 

 重新規劃網站建置內容與架構，以民眾使用便利為考量，整合機

關內部異質系統、跨機關資料查詢等服務，提升服務的周延完整

與永久性，強化政府機關網站之服務效能。 

 研擬多種電子化版型服務機制，俾於法規草擬作業時加以套用，

節省法案起草人時間，同時加速行政法規命令以不同形式出版之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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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O為確保品質，涉及印刷部份大多仍以個別合約方式，委託

文具署公司（The Stationery Office）出版發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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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O網站首頁（http://www.hmso.gov.uk） 

英國公報制度 

、 公報歷史簡介 

公報資訊網Gazettes Online；網址

ttp://www.gazettes-online.co.uk。 

英國公報制度歷史悠久，其完整周延的發行制度為世界各

學習仿效的對象。HMSO依據地域不同，分別發行三大公報：

敦公報（London Gazette）以United Kingdom為主（網址

ttp://www.london-gazettes.co.uk/index.asp）、愛丁堡公報（Edinburgh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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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tte）以蘇格蘭為主（網址

http://www.edinburgh-gazettes.co.uk/index.asp）及比爾費斯特公報

（Belfast Gazette）以北愛蘭為主（網址

http://www.belfast-gazettes.co.uk/index.asp），三大公報發行業務皆在

HMSO監督下，授權文具署公司編印發行。 

倫敦公報前身為The Oxford Gazette，1665年因瘟疫大流行，

皇室遷至牛津（Oxford），公報因此命名為The Oxford Gazette，而

後隨皇室遷回倫敦，遂改名為倫敦公報，一直沿用至今，此公報

堪稱世界發行最久最古老的公報，亦是最早以報紙形式刊登國內

重要公告、貿易及商業等資訊的媒體。19至20世紀歐洲烽火頻

繁，公報更傳遞當時官方所載之戰爭訊息及戰爭授予勲章榮譽

榜，為當時的歷史留下重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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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的牛津公報 

 

2、英國公報發行方式 

　現今英國公報仍以刊登商業及重要法令資訊為主，倫敦公

報為日刊，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出刊；愛丁堡公報則每星期二、

五出刊；比爾費斯特公報為每星期五出刊，係以週刊方式出版。 

整體而言，三大公報之刊登範圍大致相同，刊登事項包括： 

 State（including Royal Household）,Parliamentary and Ecclesiastical 

notices；（國家含皇室、國會及與教會相關公告） 

 Implementation of Statutory Instruments；（行政機關法規命令） 

 Corporate and Personal insolvency notices , including petitions for 

 14



winding-up of companies and notices relating to meetings of 

creditors etc.；（公司及個人破產公告） 

 Transport and planning notices;（交通運輸計畫公告） 

 Other public notices; and （其它與公眾權益有關之公告） 

 Trustee Act notices.（信託公告） 

  　除公報的印行外，亦發行補篇，補篇所收錄範圍包括： 

 The Queen’s Birthday and New Year’s Honours Lists 

 Details of Premium Bond prize draws; 

 Armed Forces Promotions and Re-gradings; and  

 Compaines information 

 

 

 

 

 

 

 

 

 

 

 

 

 

 
倫敦公報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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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編印發行作業，係由HMSO委外交由文具署公司承

辦。為配合公報每日出刊之需求，文具署公司設計電子化標準

版型( templated SIs)，加速資料處理流程。有關刊登作業採收費

制，視刊登內容及所占版面而異（刊登項目收費表如下），TSO

資料排版約需兩個工作天，如欲於星期一刊登，資料須於上星

期四上午11:30提供，以利排版作業。倫敦公報一年訂費為390

英鎊，合新台幣約為24,000元。 

刊登項目收費表 

 刊登項目 
exclusive of 

VAT 

inclusive of

VAT 

1 

Notice of Appointment of Liquidator 

[Pursuant to the Insolvency Act 1986, the 

Insolvency Rules 1986 and the Companies (Forms) 

(Amendment) Regulations 1987]. 

(2 - 5 Related Companies will be charged at double 

the single company rate) 

(6 -10 Related Companies will be charged at treble 

the single company rate) 

25.00 29.38 

2 

Winding up Petition 

[Pursuant to the Insolvency Act 1986, the 

Insolvency Rules 1986, No 1925 and the Insolvent 

Partnerships Order 1986, No 2421]  

30.00 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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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tice of Resolution for Voluntary Winding up and 

First Meetings of Creditors 

[Pursuant to the Insolvency Act 1986] 

(2 - 5 Related Companies will be charged at double 

the single company rate) 

(6 -10 Related Companies will be charged attreble 

the single company rate) 

65.00 76.38 

4 

Notice to Creditors and Final and Annual 

Liquidation Meetings of Members / Creditors 

[Pursuant to the Insolvency Act 1986 and the 

Insolvency Rules 1986] 

(2 - 5 Related Companies will be charged at double 

the single company rate) 

(6 -10 Related Companies will be charged at treble 

the single company rate) 

65.00 76.38 

5 All Other Insolvency / Bankruptcy Notices 30.00 35.25 

6 Notice of Change of Name by Deed Poll 30.00 35.25 

7 Notice of Intended Dividend 25.00 29.38 

8 Appointment of Administrative Receiver 30.00 35.25 

9 

Notices under 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ts and 

Industrial Provident Societies Acts 

[Pursuant to 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t, 1974 and 

the Industrial Provident Societies Act, 1965]  

25.00 29.38 

10 Pension Scheme 65.00 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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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ant to the Trustee Act 1925 Section 27]  

11 
Insurance Company Notices 

[Pursuant to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  
65.00 76.38 

12 

Notice of Disclaimer 

[Pursuant to the Companies Act 1985 Ch 6, Section 

656 (5)]  

65.00 76.38 

13 

Notices under the Trustee Act (Deceased　 

Estates) 

[Pursuant to the Trustee Act 1925]  

40.00 47.00 

14 
Deputy Lieutenants Commissions 

[Pursuant to the Reserve Forces Act 1980]  
25.00 29.38 

15 
Marriage Act 

[Places registered for solemnising Marriages]  
30.00 35.25 

16 

Partnership Notices 

[Pursuant to the Partnership Act 1890 and Limited 

Partnership Act, 1907]  

65.00 76.38 

17 
Water Resources Notices 

[Notices Pursuant to the Water Resources Act 1991] 
100.00 117.50 

18 

All Public Notices           Up to 25 lines 

(Including notice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Transport, Planning, Health,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 Fisheries, Energy and Post & 

Telecom) 

70.00 82.25 

19 All other Notices or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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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Applications to Parliament) 

  Up to 10 lines30.00 35.25 

 Additional 5 Lines or Less 12.00 14.10 

 Column Rate 165.00 193.88 

 Page Rate 320.00 376.00 

20 
Proofing - per notice (Copy must be submitted at 

least one week prior to publication date) 
30.00 35.25 

21 
Late Advertisements (Up to 4:30pm of day prior to 

Publication date) 
30.00 35.25 

22 
Withdrawal of Notices after Midday, 2 days prior to 

Publication 
30.00 35.25 

23 
Voucher copy(will be posted on day of publication) 

(post free)pre-payment required  
1.55 

 London Gazette年訂費 
390.00 

（英鎊） 
 

 

　3、回溯資料數位化作業 

　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倫敦公報，極具參考價值，因此在2002

年10月著手規劃以分階段方式將過去出刊之紙本公報56,000期約

二百萬頁的資料予以數位化典藏，進行回溯建檔加值運用，預計2006

年全面完成數位化作業。2004年已開始於倫敦公報網站提供第一階

段數位化資料之檢索服務，查詢資料涵蓋範圍以兩次世界大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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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4、資訊加值服務 

　如前所述，英國公報除刊登法律及法規命令等立法訊息外，尚

提供個人及公司破產等商業資訊，為此TSO遂發展另一資訊加值服

務“Gazettes Direct”，此項服務係將倫敦、愛丁堡及比爾費斯特等三

大公報涉及個人及公司破產之資訊加以重新整理，建置資料庫進行資

料加值，因為此資料為每日更新，系統查詢介面具親合性，使得這項

服務吸引諸多使用者，訂購對象多為銀行、律師事務所及信託等商業

機構，該項服務已成為倫敦公報最重要的歲入來源。 

 

在HMSO與英國皇家印刷官Carol等官員合影 

 

三、HMSO未來發展 

為使政府機關、出版商及民眾瞭解Crown Copyright的意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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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時，有關各類出版品之分類、定義及申請程序等說明規範，HMSO

持續修訂公布Crown Copyright相關應用指引，包括相關使用指引、適

用範例；另外，為因應資訊化的潮流衝擊，發展各類政策白皮書，協

助各機關釐清資訊服務之多元需求及發展方向，並進一步設計各式電

子化版型，強化各機關網站資源的統整與一致性，提供民眾深化、及

時的ｅ化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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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具署公司 

（一） 公司簡史 

地址: 51 Nine Elms Lane  London SW8 5DR 

網址：http://www.tso.co.uk 

 HMSO在1996年進行民營化，將銷售部門含人員設備轉售給The 

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成立文具署公司（The Stationery Office 

Limited）。由於承接HMSO印刷出版業務之優勢，TSO在此利基下遂

成為英國最大的出版公司，尤其擁有編印議會文獻、法律、法規及官

方出版品200年以上的經驗，其編印發行之出版品往往成為相關領域

的專業權威，所出版的工具書亦為世界各大圖書館的採購標的。 

TSO目前員工人數約600多人，年發行量超過15,000種出版刊

物、光碟及電子出版品，經營6家書店（Belfast、Birmingham、Cardiff、

Edinburgh、London及Manchester），另設有網路書店，2002年總營業

額約7,800萬英鎊，盈餘約950萬英鎊。隨著HMSO轉售所附官方合

約到期，為維持在政府資訊出版專業領域的既有優勢，TSO亦不斷積

極轉型蛻變，期以新技術、新設備，新的營運策略，改進出版方式，

提升服務品質，來維繫官方合約（國會出版合約仍為核心出版業務），

並吸引更多民間客戶。 

（二）提升經營績效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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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為維持在出版界的優勢，推出諸多經營策略及服務方式，本

文列舉值得我國借鏡的做法與服務供參，茲說明如下： 

１、 Print Publishing編印發行 

TSO積極投資硬體設備，採購性能極佳的印刷設備，提供

Print on Demand（簡稱POD）服務，以有效減輕出版者的庫存壓

力及滿足少量出版者的需求，據統計，TSO每星期處理約

1,500-2,000筆訂單，此類訂單仍不斷增加中，自POD方案實施以

來，迄今已超過 50萬種書刊採此方式出版。 

２、 Multi-format Publishing多元彈性的出版型式 

由文件提供者將內容傳至TSO網站，經由專人排版產出黃金

版本（golden version），在此版本下，可將排版結果依需求產製至

不同資訊載體，如印刷版本（精裝或活頁裝等）、CD ROM版本、

DVD版本或Web版本，選擇網路發行者，另做內文及書目等超

連結加工）；網路版的維護方式，尚協助出版者申請應用數位識

別碼DI（Digital Identifiers），確保網路資料內容之數位版權，俾

利網路使用者正確迅速連結至該筆資料。無論選擇何種出版型

式，TSO皆可為出版者量身訂作合適的出版方式。 

３、 Web Publishing網路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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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提供完善的數位出版服務，數位資料透過該公司研發內

容管理軟體，控制資料內容的及時及正確性，同時順應HMSO 對

ｅ化政府機關網站建置規範，TSO充分配合其建置原則，遵守其

規定，幫助機關管理並建置網站。為滿足網路發行的需求，機關

資料如政策說明文件、衛生與安全性宣導資料、立法資訊等因有

特殊性，必需紙本與網站同步更新，TSO因而提供主機建構服

務，在資通安全及系統效能保證下，能為機關建置網站同時維護

更新及時資訊，該項服務並通過英國7799的標準認證，目前TSO

已有80個網站管理客戶，這些網站每月有超過2千5百萬的點

閱次數，使用人次極為可觀。 

4、Digital Identifiers 電子資料數位認證 

網際網路是出版極佳的行銷通道，一如傳統出版品需藉由

ISBN、ISSN等國際標準編號，方可行銷全球，有效被利用。在

數位出版時代，其識別代碼能對網上的內容作唯一的命名與正確

辨識，其中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簡稱DOI）

為目前最普及的命名機制，因此被多個資訊服務系統採用，DOI

不僅只是號碼，尚包括編碼、解釋、詮釋資料及與政策結合的系

統。TSO是英國唯一且是歐洲率先辦理數位物件識別碼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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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址為http://www.tsoid.co.uk ，該公司為DOI的註冊中心之一

（全世界有9個註冊中心），提供的DI 服務項目包括分配DOI 

prefixes，註冊DOI，提供設備使註冊者可登錄和維護詮釋資料與

狀態資料。是以加入DI服務，能夠確保網路數位資源再次被利

用並維護其智慧財產權。  

英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以統計資料以及社會

經濟發展領域方面之出版品著稱，該機構擁有5千個長期訂戶，

為使客戶能及時檢索組織所出版之1500本書、19本期刊及40個

互動式資料庫，遂加入TSO的DI服務，希望藉此服務，提升客

戶連結數位內容的正確性，傳遞更好的資訊服務 

訪問TSO，係由Parliamentary & Statutory 部門主任Samantha 

Bestwick為我們進行業務簡報，隨後並有專人帶領我們參觀印刷

廠，解說該公司編印流程，並展示公報編印電子檔metadata格式，

因公報發行業務係接受HMSO委託，且負有法令公信力與時效

性，因此該公司鼓勵刊登單位以使用所規劃的電子版型登錄資

料，加速作業流程，惟此項作業尚在推廣中，仍有不少機關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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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面資料，或不以電子版型登錄者，TSO仍需重新打字排

版，所有刊登資料排版後，仍交由各機關確認無誤後始發佈。 

TSO人員編制在民營化後由2000人精簡為600多人，其中200

多人係由HMSO轉任而來，雖經組織瘦身改造，但人員的數量仍十

分充足，因人力資源充沛，能隨時代腳步的進展對公司願景作長遠規

劃，是以能穩坐英國權威出版者之牛耳，其電子化出版策略，值得我

國詳加研究據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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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 

 

此次歐盟部分，造訪歐盟組織下專責出版業務之「歐盟出版辦公

室(The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地址：2, rue Mercier L-2985 Luxembourg 

網址：http://publications.eu.int 

一、 歐盟出版辦公室簡介 

歐盟出版辦公室 1969年設立於盧森堡，隸屬歐盟理事會秘書處

之下。該機關的前身為歐洲煤鋼共同

體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於1952年所設立的出版

服務單位，原專責出版共同體之官方

公 報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目前出版辦公室有員工人數519

人，主要業務除仍負責歐盟公報之出版外，亦擴及歐盟各個機構之出

版品的編輯印刷與推廣銷售。 

作為一專責出版之機關，歐盟出版辦公室致力於提供歐盟各國與

人民高品質的出版服務，追求最新的發行技術，多數出版品亦具有多

語版本，以符合民眾閱讀需求，目前最多有21種語言版本(含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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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特語)。該辦公室預算係由歐盟支應，2003年預算金額為13億5

千2百萬歐元，當年共計出版6,929種圖書資料，893期的歐盟公報，

共計印出128萬餘頁的資料，年收入達1億1千7百10萬歐元。 

為了讓歐盟各會員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民眾可以簡便獲得歐盟相

關出版品及出版訊息，歐盟出版辦公室在世界各地設置代銷中心，或

與當地政府出版品展售中心合作代銷，全球共計約有144個展銷處。

此外出版辦公室亦積極建置線上展售書店，全球的民眾亦可透過網路

連結至歐盟線上出版品平臺(EU Publications Portal)，網址為

http://europa.eu.int/publications/index_en.htm，查詢取得各式歐盟出版品

資訊、網頁及電子全文資料。 

二、歐盟公報簡介 

歐盟公報(OJ)的刊登內容主要包含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等單位之討論、決議事項記錄與執行政策等。 

為提供該聯盟會員國所有成員最及時與正確的立法與相關資

訊，歐盟公報採行簡便、即時、普及所有人的三項發行原則，在歐盟

出版局(The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的努力下，歐盟公報成為歐盟官方資訊最具權威的來源之一。 

(一)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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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18日比利時、德國、法國、盧森堡、荷蘭以及義大

利等6 國簽訂巴黎條約，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簡稱ECSC)」，該協定於1952年7月23日生效，同

年 12月 30日並創設首版的 ECSC公報(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以德文、法文、義大利文及荷蘭

文4種語言發行，每種語言均有不同的封面顏色。在8頁的ECSC公

報中，記載ESCS最高執委會決議的各種事項。 

ECSC 6國於1957年4月25日另行簽署羅馬條約，在1958年1

月 1日生效，再行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EEC)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簡稱EAEC)。ECSC公報因此改名為歐洲共同體公報(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並自1969年起改為每日

以德、法、義及荷蘭文4種語言版本發行。 

1992年 2月 7日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在荷蘭的馬斯垂克

(Masstricht)簽署「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垂克條約」)，於隔年

11月 1日生效，原共同體依此條約改名成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但歐洲共同體公報並未隨之改名，直到2003年2月1日尼斯

條約(the Treaty of Nice)生效時，才再次改名為歐洲聯盟公報(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OJ)，並確實擔負起有關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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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外交及安全政策、司法判決以及各國事務等決議內容的傳布。 

隨著加入歐盟國家數量的增加，歐盟公報發行的語言版本也不斷

增加，至2004年已經增加到21種官方語言，以便讓所有參與歐盟的

國家人民都可以及時、簡便地取得各種法規資訊。 

(二)公報內容 

歐盟公報(OJ)的刊登內容主要包含三個部分﹕Ｌ系列(L series，

OJ L)、Ｃ系列(C series，OJ C)及附冊Ｓ系列(S series，OJ S)。 

1. L系列(OJ L)﹕ 

刊登歐盟官方經由立法程序制訂的立法文件(Legislation)，包括規

則 (regulations) 、 協 定 (agreements) 、 命 令

(directives)、 決 定 (decisions)、 建 議

(recommendations)與意見(opinions)等。此外，歐

盟公報依規定亦須刊登「歐盟法規指南

(Directory of Community legislation in force)」，該

指南內容範圍為歐盟有效立法文件及後續討論紀錄文件之索引，包

括：（1）歐盟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締訂的條約或協定；（2）對成員

國具有約束力的歐盟二次立法。所謂二次立法，係指歐盟各權利機構

在其立法權限内所制定的法律，主要有規則、命令和决定三種形式；

（3）其他補充性立法，尤其是成員國代表在理事會中通過的決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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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重要的非約束性文件等。該指南每年亦會出版彙編本二卷，卷一

爲分類目錄，卷二爲卷一的索引，分爲編年與按關鍵字字序編排的兩

個部分。 

2. Ｃ系列(OJ C)： 

主要刊登除立法文件外的其他資訊，包含資訊(Information)與通

告(Notices)兩項。資訊該項的刊登範圍主要包括：(1)歐盟法院及原訟

法源審理的判決摘要、判例彙整；(2)歐洲議會與理事會的各式會議書

面資料、行事報導，包含議事錄、決議、書面質詢與答覆、備忘錄等；

(3)歐洲審計院(the Court of Auditors)的報告；(4)歐盟經濟暨社會委員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與區域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Regions)的陳述意見等項。 

 通告一項則主要包括：歐盟的人員招募公告、對歐盟計畫與專

案的意見表示、其他依法必須公開之文件、以及OJ CE系列的目次等。 

C系列中另含一份CE次系列，主要刊登關於立法提案之訊息，

包括委員會提交理事會審議的立法文件草案。目前該系列僅有電子

版，只能透過歐盟的EUR-Lex資料庫或公報月刊光碟版中獲得，並未

發行紙本。  

3.S系列(OJ S)： 

OJ S屬於歐盟公報的附冊(supplement)性質，刊登範圍係有關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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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所有成員國、機構之公共工程標案合約公告，以及歐洲投資銀行、

中央銀行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之財務計畫，有關歐盟 European 

economic interest groups (EEIGs)的通告等。 

(三)發行方式 

歐盟公報係採不定期出版，一般每個工作日出刊1期，但有時1

日可多至數期，全年度約出刊 700至 800期。現以 20種歐盟官方語

言及愛爾蘭語發行，在每日下午4時之前，紙本公報會送到各國首都。 

除了紙本發行外，歐盟公報各系列同時出版電子版，但紙本與電

子版兩者內容並不完全一致，如上述C系列中的CE次系列就只在電

子版公佈；兩者也不一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了網路版外，歐盟公報亦提供L與C系列每月、S系列每周兩

次之彙編光碟版，提供民眾多元的獲取與閱讀管道。由於發行管道多

元，因此定價上也相當多樣，在紙本部分，除了依據訂閱時間不同有

不同之訂費，零售本亦依據頁數多寡訂定不同之定價。此外，訂購的

語言版本數量不同也有不同之計價方式，L與C系列新加入的國家語

言版本年訂費較為便宜，S系列電子認證版之資料則依據單語與多語

而有不同之訂閱價錢。2005年各項發行管道之售價可參見下表。 

OJ L系列、C系列 價格(歐元) 

紙本 年訂費，包括年度彙整版光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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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訂費 100

零售價(按頁數不同計價) 

1–32 頁 6

33–64 頁 12

超過64 頁 依實際頁數計費

年刊合訂本 50

光碟 月刊合訂版，年訂費 
450

OJ S 系列 價格(歐元) 

年訂費，每週2期 300光碟 

單期 6

License TED 每年訂費 

單語版本 3000

雙語版本 3600

電子

認證

版 

三語版本 3900

 

(四)資訊服務 

 

x 

自1999年起，歐盟公報L與C系列的電子版，可透過歐盟法規

資料庫檢索系統

EUR-Lex(http://europa.eu.int/eur-lex)查詢與

瀏覽全文。該資料庫每日早上刊登最新

卷期公

規資料
EUR-Le網頁
33

報內容，並提供各式檢索途徑，免費提供全球民眾查詢相關法

。目前網站上提供HTML格式之目次，可聯結單則訊息PDF



格式全文，但並未提供全份公報PDF格式下載之功能。過期公報部

分，則提供依日期瀏覽或依日期、卷期查詢各期公報內容。EUR-Lex

網除了提供公報全文查詢閱讀外，自2005年起亦整合過去採收費制

的歐盟法律網CELEX各項專業得查詢功能，民眾可透過全新的

EUR-Lex網站獲得關於歐盟相關法規最完整的法令資訊。 

另外公報附冊S系列所刊登的各項採購訊息，則可透過TED 資

料庫 (http://ted.publications.eu.int)免費查詢。系統上目前除了提供最新

的採購招標訊息外，亦保留有最近5年的英文版資料，讓民眾可透過

單一查詢的窗口，選擇適切的語言進行查詢。TED上的資料另可透過

電子認證的方式傳送，有需要的民眾可直接向 TED購買不同語言版

本的認證資料，並作為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 

三、未來發展 

歐盟出版辦公室面對歐盟會員國眾多民眾需求以及繁雜的出版

內容，必須提供多語與多元的出版形式。目前出版辦公室除將大部分

印製業務招標委外辦理，以求透過公開競爭獲得物美價廉之服務品質

外，亦積極強化其電子出版之技術，期望透過線上及時出版傳遞的功

能，縮短提供資訊的時間以及費用。目前規劃採用標準化之電子作業

流程，包括以SGML/XML語法格式作為控管多語言版本內容之一致

性，以及進行電子文件檔案管理作業，並要求委外廠商配合執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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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電子化編輯作業之品質。此外為因應多語化的需求，出版辦公室也

積極發展自動翻譯系統。此外，在提供民眾出版品訂購服務方面，除

了更新各項資料庫的查詢介面，提供整合型的線上檢索平台，另外亦

規劃更新網路書店之功能，加強線上訂購之服務。整體而言，歐盟的

出版業務，因應歐盟體系運作日益複雜以及成員國的增加，必然將朝

向更為便捷的線上服務制度改進，而這點也值得我們持續觀察其演變

的成果，以作為我國未來公報發行以及政府出版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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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瑞士聯邦出版中心(Centre des Publication Officielles) 

地址：Fellerstrasse 21, CH-3003 Bern 

網址：http://www.bbl.admin.ch 

一、機關簡介 

瑞士的湖光山色舉世聞名，此次至瑞士首都伯恩參訪聯邦供給

室，對該國行政機關辦公室井然有序、一塵不染的優質環境，留下深

刻的印象。瑞士聯邦出版中心屬聯邦供給室（Swiss Federal Office for 

Buildings and Logistics；簡稱 SFBL），隸屬財政部（Federal Department 

of Finance）管轄（組織圖如下），經歷政府組織再造後機關重組，SFBL

於 1999年 1月 1日成立，現有員額約 1000人，主要業務為（1）國

有資產之管理分配，建築物工程規劃調查、建物工程興建及維護；（2）

負責聯邦辦公室所需業務之採購、儲備與配送，包括電腦設備、辦公

傢俱及其它事務性採購；（3）負責聯邦政府出版品之編印、提供相關

資訊服務，另自2000年6月起，承接瑞士護照印刷及配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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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BL因業務性質涉及多項採購招標，因此遵循國際貿易組織規

定，凡金額龐大之採購案皆透過公開招標程序完成，且重大採購契約

皆刊登在瑞士官方商業公報，務使納稅者瞭解財務支出情形及所納稅

金是否被有效利用。 

聯邦供給室（Logistics）負責辦公室相關設備（含電腦採購）補

給及政府出版編印發行業務，每年在電腦軟硬體上的預算約為2億4

仟萬瑞士法瑯，辦公設備約為3仟6佰萬瑞士法瑯，傢具採購預算為

8佰萬瑞士法瑯。 

 

 

聯邦供給室網站首頁 

二、政府出版品 

瑞士政府出版品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包括（1）法律、法規等

相關文件；（2）研究報告及政府公報；（3）軍事所需印刷品。主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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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服務的對象為（1）國內及國際大眾；（2）聯邦及官方機關；（3）

國防軍隊士官。 

有關國會立法資料由75個機關提供內容，再由SFBL Logistics 編

排發行，提供資訊服務；有關法規草案預告於三個月前進行刊登，新

的立法資料皆存入資料庫中，以POD方式提供印製需求。 

提供服務項目包括： 

（1）印製瑞士護照並加以配送 

（2）資料產出中心 

 產出印刷型式政府出版品、CD、DVD等 

 Intranet, Internet網站資料維護 

 郵件寄送業務 

聯邦供給室印刷業務量相當多，每年有40萬張訂單(含護照申

請)，年歲入所得約6仟萬瑞士法郎；每年4萬筆採購訂單合約計4

億瑞士法郎；每天郵務量2萬5千封，年歲入所得約1億5仟萬瑞士

法郎。 

值得一提的是，為應付機關大量的各式訂單，供給室設有資訊中

心（MediaCenter Bund），該中心軟硬體設備齊全，有各式資訊系統及

各種應用軟體伺服器，在這些伺服器上規劃有4,000種以上的電子版

型。我們在拜訪過程，該中心主任帶我們通過嚴密的安全檢測，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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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作業環境，瞭解資料編印流程，其中POD設備極多，印刷資料

自數位化排版、封面設計，再以POD方式印刷，顯見該國數位化程

度極高，投注的設備經費亦相當可觀。 

 

資訊中心示意圖 

二、 與歐洲其它國家比較 

瑞士與其他參訪國家相較，在寄存制度，出版品資料維護及民

營化上有顯著不同，茲說明如下： 

（一） 政府出版品未發展寄存制度 

為利民眾瞭解政府施政，同時希望政府出版品能永久典藏，

各先進國家大都對其官方出版品設有寄存制度，俾民眾以免付費

管道取得資料，並有法源支撐，以利機關作業。先進國家有關法

定寄存的法源，以英國為例，早在1911年即規範在著作權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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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opyright Act），並依區域性設有6所法定寄存圖書館，分別

是The British Library、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Edinburgh、The 

librar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Aerystwyth，近來更針對電子資源，草擬新的寄存制度，以符合

時代潮流。法國在1992年亦有法定寄存法（Legal Deposit Act），

法令中明確規範除印刷型式出版品須辦理寄存外，亦配合新科技

的發展將呈繳出版品範圍擴及至電腦程式、資料庫、專家系統等

電子形式。反觀瑞士出版品並未設立寄存制度，公私立圖書館仍

需付費以取得政府出版品。 

（二）線上政府出版資訊尚未完整 

先進國家多能對出版品建立一套管理機制，並建置管理系統

以明確掌握政府出版品，另為促進資訊的流通，還設有國家書

店，將政府出版品集中於一處，便利民眾採購。在英國設有6所

國家書店，法國在巴黎及里昂亦各有出版品的專售書店；瑞士國

家書店則尚未形成，政府出版品資料庫書目控制亦未建置完整。 

（三）民營化腳步仍未到來 

相較於英國或法國採取印刷業務民營化、去任務化，或採遇

缺不補以精簡人事的策略。瑞士基於資料安全性及機密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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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可能亦肩負護照及政府各式財政金融表單之印刷訂單，相關

業務全然未考慮民營化。 

 

與瑞士聯邦供給室主管合影 

 41



肆、法國 

此次法國參訪行程，造訪原隸屬於法國總理府(La Premier Ministre)

下的資料局、公報局、印刷局等三個與政府資訊公開或出版相關的機

關。其中資料局屬於國營企業，其任務為受委託出版一般性質之政府

出版品，但自 1982年權力下放法頒行，法國各省自治之後，地方性

資料則多由地方出版社負責出版，很少再委請資料局辦理；公報局負

責出版政府公報，公告政府相關法律、規章、行政命令等；而印刷局

原為負責印製護照、報稅表格等官方文件為主的官方印製廠，但組織

章程修訂通過後，已改制為民營公司，印行資料的範圍也不再侷限於

官方文件，然因其係由政府機關轉型而成，與政府機關關係密切，使

其成為政府出版品委託出版的重要出版商之一。 

一、 資料局(La documentation Francaise) 

地址：29, quai Voltaire, 75344 Paris Cedex 07 

網址：http://www.ladocfrancaise.gouv.fr/ 

法國資料局於 1942年設立，係隸屬於總理府

下的國營企業，分為行政、資料處理、出版及行銷

等四部門，員工有400人，其中總部約300人，出

版政府機關委託及資料局本身出版計畫下產生之

出版品。其中政府機關委託出版之資料類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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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種官方報告、各機關年報、指引性質的文件等，其中官方報告

包括特定問題政策、政府改革政策、立法前之預備文件等，部分不符

經濟成本但具重要性的出版品，資料局仍會出版。 

法國資料局採混合預算方式經營，營運經費除來自政府預算外，

主要來自委託機關依合約所給付之費用以及銷售出版品之營收，例如

2003年該局預算為3千萬歐元，其中13,500,000歐元來自政府，其餘

的都來自於營收。通常出版品銷售獲利扣除製作及促銷成本後之盈

餘，委託機關與資料局各得50%，資料局所得淨利可用於業務發展，

毋需繳庫。 

法國各行政機關如需出版資料，得委託

資料局辦理，但並無強制性，各機關仍擁有

委託其他私人出版社出版之權利。相對地，

資料局也可拒絕行政機關之委託案，但一般

而言資料局多會接受委託出版。有關出版品

編輯方面，行政機關可自行編輯再委請資料

局印行銷售，亦可由資料局執行整個出版計畫，包括資料蒐集、撰寫

編輯、印刷出版以及售賣促銷等，惟由資料局編輯印行之出版品，其

著作權歸資料局所有。 

資料局對其出版品除依規定申請 ISBN外，另訂有該局專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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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以作為統計及庫存控制之用。資料局每年皆編製出版目錄，供民

眾參考使用，該目錄可顯示一部分政府出版品出版現況。 

民眾可經由郵購、線上訂購或親赴書店選購等方式獲得資料局的

出版品。資料局於公共場所設有電腦查詢站，以遠端撥接(Telnet)方式

提供民眾線上直接訂購出版品。另於巴黎(Paris)及里昂(Lyon)各設有一

家資料局出版品的專售書店，其中巴黎的專售書店，即位於資料局總

部大樓一樓；其餘法國各大書店也代售資料局的出版品，但多未設有

專區，資料局內編制一組特定工作人員負責處理相關書店的銷售事

宜。除此之外，資料局一樓另設有圖書館專門蒐藏該局之出版品，民

眾也可選擇至圖書館使用，如有需要可付費影印，但該館資料並不提

供外借服務。資料局依呈繳規定將出版品呈繳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 

目前該局為因應提供法國國民網路化服務的需求，其業務亦轉型

朝向作為法國政府資訊整合者的角色，負責代表總理府與Civil Service 

and State Reform Ministry共同建制維護法國電子化政府單一入口網

service-public.fr，提供國民線上申辦各項公共服務以及獲取政府資訊。 

 

二、印刷局(The Imprimerie Nationale group) 

地址：27, rue de la Convention, 75732 Paris Cedex 15 France 

網址：http://www.imprimerienationale.fr/impnat.asp?Page=accu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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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印刷局於 1538年創

設，原名 King's Printers for 

Greek，後歷經多次改名，於

1870年 改 為 Imprimerie 

Nationale，原為隸屬總理府之

財政部(Ministcre de Finances)

下的政府機構。1994年該局轉型成為民營企業，改名為 Imprimerie 

Nationale SA，並於1997年加入Saqqarah International， Mizeret(後改名

為 J.Print.)，ISTRA-IN 以及IDC(後改名為INumeric)等三個單位，組成

一個純民營化的公司The Imprimerie Nationale group。員工1,900餘人，

在Paris、Douai、Evry及Strasbourg都設有分部。 

印務局的任務依據法國 1794年法令規定，原係負責政府機關發

行之證照、名錄等官方文件之印製。在轉型為民營化機關後，目前的

業務即跳脫此限，開始接受法國其他政府、非政府機關或外國政府部

門、機構之委託，印製或出版各種出版品。每種出版品皆以合約約定

辦理，可僅負責印刷，或包含印刷及銷售等。目前主要著重於下列幾

項： 

(一) 網路發行，提供各式傳統印刷的線上發行以及線上目錄製

作。如雜誌或圖書等的線上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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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膠版印刷的技術提供，提供各式快速大量印刷品廉價的印

製服務，並確保色彩輸出的精確與品質。例如表單、單據

或電話本的印製。 

(三) 提供圖樣設計以及編輯設計服務，並且具有各式文件防偽

辨識的印刷技術，例如護照以及各式證件的印刷。 

(四) 塑膠卡印製，結合應用防偽辨識之印製技術，提供包含信

用卡、證件等塑膠卡式印製服務。 

目前印刷局已從國營事業轉型至民營企業，共計分為面臨本身收

支平衡以及與其他民營出版商間競爭等挑戰，其積極著手更新設備、

成本控制及提升服務品質，目前該局擁有每年印製超過 45,000,000

冊，70,000噸紙張、40,000,000,000張印製品以及613,000,000的網頁撰

寫發行的技術能利，多汲取民間商界的經驗與作法，方能於民營化後

讓營運績效蒸蒸日上。 

 

三、公報局(La Direction des Journaux officiels) 

地址：26, rue Desaix FR-75015 Paris France 

網址：http:// www.journal-officiel.gouv.fr/ 

法國公報局(The Directorate of the Official Journal)隸屬於總理府之

下，並且受總理府秘書室(Secretariat-general of the Government)的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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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除專責法國公報(Journal Officiel de la Republique francaise，

JORF)紙本與電子版之編印、發行，另負責印製各式官方刊物、採購

公告及行政報告等，如法國資料局即有10%的委託。公報局長亦屬閣

員之一，其下有兩位副局長，員工約1,000人，其中職員約600人。 

法國公報係接受政府的預算所支應發行，其所有出版品之編排印

製則透過該局自有的印刷廠「Societe anonyme de composition et 

d’impression des Journaux officiels」印行，其於1881年創設，屬一員

工合作社式的公司。該廠與公報局位於同一棟建築物中，透過合約承

接法國官方印製業務。目前印刷廠區的作業人員

係分為三班作業負責公報編印工作。 

除了編印法國公報，法國公報局另外也出版

四種官方刊物，分別為：公司企業各式申報及公

告資料(Bulletin officiel des Annonces civiles et 

commerciales，BODACC)、公共工程招標公告(Bulletin des Annonces de 

marches publics，BOAMP)、證券交易所發布有關各企業的法令公告

(Bulletin des Annonces legales，BALO)以及聯盟協會之官方公報(Journal 

officiel des Associations)等，這些官方刊物都具有紙本以及網路版。此

外，公報局亦負責The Bulletin of Decisions of Criminal Court、The Bulletin 

of Decisions of Civil Court的出刊以及每日刊登州法院的判例以及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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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決議事項，法院庭前判例的年度報告則由私人出版商出版。另

依據憲法規定，自 2004年起法國國家會議與參議員(the Assemblee 

nationale and Senat)的討論以及訊問相關資料亦必須由公報局負責彙

整出版，這些文件規定必須由議員自行提供且同步公佈於其網頁上。

公佈後的電子文件會自動透過網路傳輸給公報局編印。 

所有公報局負責編印出刊的官方刊物，包含公報，都可透過網站

提供民眾免費查詢即取得全文。單冊的紙本刊物亦可透過訂閱或是公

報局的門市以及網站購買。 

(一)公報發行方式 

法國公報係接受政府的預算所支應發行，其刊登內容以法規為

主，屬法規公報。除了紙本公報外，亦出版電子公報

(http://www.journal-officiel.gouv.fr)。主要採每日出刊發行，除非遇有緊

急法令需要發布會另出特刊。刊登內容目前由機關提供紙本原始資

料，送經總統府整合確認並決定刊登時間後，再交由公報局作再次確

認，由40位作業人員檢查法規文字(數據、簽署、形式以及正確性等)。

若有錯誤則再送回請總統府確認，無誤則交由出版室進行電子排版

後，經確認無誤印製於隔天出刊公佈。  

法國電子版公報具有與紙本同等之法律效力，其依據係於 2004

年2月20日法國頒布規範法案出版之編號第2004-164命令(Decree)(全

文詳附件)，規定法國所有法規(Law)以及命令(Decree)的發布都必須刊

登於法國公報。該命令第三條並同時賦予電子版公報具備與紙本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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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之法定發布效力，亦即兩者具有同等之法律效力，以因應傳播科

技技術之變革與進展。 

法國公報之刊登係採收費制，計費方式為按則數計費，費用視登

載內容而定，普通訊息一則收費400至500歐元，金融相關訊息一則

收費則為1,000歐元。刊登費收入約佔公報總收入的85%到90%。 

(二)公報流通途徑 

如前所述，法國公報係同時發行紙本與電子版，兩者具備同等法

律效力。目前法國公報出刊時間，紙本公報於每個工作天上午6至8

時出刊，電子版於上午6時發布。 

在紙本發行方面，日刊零售之單本售價為0.8歐元，約為成本之

半價；年刊訂費則為160歐元，現有訂戶約35,000個。 

電子版發行方面，依據2004年修訂之第2004-164命令確認其效

力，惟電子版並不刊登公告及任命，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資料

亦不作電子化公開，換言之，紙本公報與電子版公報的內容並不完全

一致，其篇幅約較紙本少20%。法國公報網

(http://www.journal-officiel.gouv.fr)免費提供點閱當期全文電子檔以及

查詢瀏覽公報電子全文資料庫的服務。法國政府希望透過電子版本的

發行，能夠降低民眾對於紙本公報的閱讀依賴度，一方面因應數位時

代的傳播科技技術，另一方面則是藉此減少紙本的印刷量，降低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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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所需要的人力與時間成本支出，因此在電子版公報發行之後，紙

本定價不降反升，試圖以價制量的措施相當明顯。 

(三)公報資訊服務 

法國公報網 

法國公報網(http://www.journal-officiel.gouv.fr)上提供自2004年6

月1日起迄今所有的公報電子檔，內

容以HTML以及PDF格式提供各天

當期之目次，民眾可直接點選後連結

單則之公報內容之全文PDF檔，此

部分的公報電子版內容具有與紙本

同等之法律效力。惟過期公報僅提供依據日期瀏覽點閱，而沒有全文

或是欄位檢索的功能。1947年至2003年的公報皆已回溯製成光碟片，

其中1990年至2004年5月31日的公報電子檔回溯資料，則同時具

有PDF、TIFF、HTML以及XML等格式，惟回溯資料目前皆未上網。

民眾若需要尋相關法規資料，須另外連結至Legifrance法規資料庫

(http://www.legifrance.gouv.fr/html/frame_jo.html)，該資料庫於2002年9

月16日開放，免費提供民種對於憲法、法律、法規、條約、協定以

及國際條約、歐盟法令、國內外與歐盟之各式判決前置報告與各式官

方出版品等資訊的查詢及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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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報局未來發展 

為了因應政府財源緊縮的趨勢，法國公報局採取許多精簡人力與

工作負擔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變革為自2005年秋天起，將要

求各政府機關配合電子化傳輸作業，依據既定之XML格式版型提供

各式電子公報檔案。公報局預估，採用電子版型作業，將可節省約

20%的作業經費。此外，朝向自動化作業的趨勢亦可協助該局節省傳

統人力，故該局已採取精簡員額、採遇缺不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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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公報發展現況 

（一） 背景說明 

民國 93年以前我國公報發行屬各機關自行辦理業務，但各機關

公報發行方式不一，頻率互異，內容形制不盡相同，資訊刊載多有重

複，民眾取得管道仍欠暢通，無法與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統一發

行的制度相比擬。 

為解決前述體制所帶給人民及業者查檢取用不便之困擾，游前院

長於第 2802次院會審查「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時，指示本會規劃

健全公報制度。本會此次赴歐洲國家考察，主要目的之一係為我國行

政院公報新制催生，希能以歐洲國家的成功經驗為基礎，在基礎之上

規劃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報制度，以促進民眾參與制定公共政策、監督

政府施政作為。 

（二）行政院公報新制人力組織 

依據「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設置要點」成立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以下簡稱編印中心），幕僚作業主辦機關為行政院研考會。編印中

心設督導小組，由院長指定行政院研考會副首長一人為委員兼召集

人；其餘委員九人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兼。編印中心並依任務分工，分

為形制規範（本院法規會主辦）、編印發行（本院新聞局主辦）、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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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及綜合計畫（行政院研考會主辦）等四組；委外編印人力約 20

名。 

（三）刊登範圍及內容重點 

統合型行政院公報刊載範圍係以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涉及人民

權益之事項為主，其他四院及地方政府公報並未納入統合範圍。(係

因考量目前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等機關的公報發行皆已行之有

年，亦有其各自的制度需求與特色，可由其自行設計建構，另為尊重

地方自治的精神及參考各國通例，縣市政府公報亦未納入範圍，以維

持地方自治特性。) 

1、發行頻率 

日刊（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2、刊登內容 

分法規、行政規則、公示及送達、處分、主動公開資訊、其他、

特載、轉載及專載等 9大類，24項，說明如下： 

（１） 法規：中央法規標準法之命令及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 

（２） 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 2項第 2款之行政規則

及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1款之行政規則（限於一

體適用於各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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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公告及送達：公告指法規命令草案之預告、權限委任、委

託之公告、舉行聽證前之公告及依法規應刊登公報之公告

事項；送達指對不特定人之送達、公示送達及一般處分之

送達。 

（４）  處分：法規規定應刊登之處分。 

（５） 主動公開資訊：依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7條規定應刊登公

報。 

（６） 特載：總統文告及院長談話（不定期出刊）。 

（７） 專載：院會院長提示、決定、決議事項（原則每週一出刊）。 

（８） 轉載：經總統公布之條約、法律、緊急命令（原則每週五

出刊）。 

（９） 其他：院長口頭施政報告、施政方針、重要人事命令、二

二八事件受難案件回復名譽處理報告書、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受裁判者回復名譽名冊、勘誤及經簽

院核定刊登公報者。特載、專載及轉載以附冊方式隨公報

發行。 

3、分篇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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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利民眾查閱並提供抽印本之訂閱服務，公報將依政府機關功

能別分為八篇：綜合行政篇；內政篇；外交、國防及法務篇；財政經

濟篇；教育文化篇；交通建設篇；農業環保篇；衛生勞動篇。 

4、彙編制度 

除了年度公報刊登的法規與行政規則進行彙編作業外，並將主動

或授權民間業者利用公報原始資料檔進行加值利用。 

5、售價 

紙本公報日刊每份工本費新台幣 80元，年訂費新台幣 20,000

元，單篇抽印本每篇全年訂費新台幣 3,705元，。 

6、公報電子化 

公報紙本與電子檔於每日下午四時前同步發行，電子檔格式含

PDF及 HTML，並提供免費查詢及下載服務。 

（四）公報管理平台及公報資訊網 

在公報新制推行的前置作業，即著手規劃建置公報管理作業平台

及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以利電子化作業流程

進而便利民眾透過單一入口網查詢公報有資訊。有關公報整體架構，

係針對刊登事項九大類，逐一分析各類型之 metadata，據以設計電子

化版型，作業方式採集中申登（機關申登未收刊登費用），分散審查

制，即由各機關透過電子發文利用網路傳送刊登文件，經編印中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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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後統一申登，再由各機關專責人員確認申登內容，從收件至發布整

體作業流程需時兩個工作天。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首頁（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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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此行考察英、法等國相關業務，收獲甚豐。由於各國均甚重視政

府出版管理，相關制度業已運作多年，且不斷精益求精，甚多措施做

法值得我國借鏡。 

在出版管理方面，由於我國近年來已有全面性的制度再造，無論

在書目管理、寄存服務、銷售管道以及電子化作業方面，均可與西方

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尤其在網路服務方面，我國近年來長足進步，與

各受訪國相比並未遜色。由於公報制度在我國仍屬草創，故有較大借

鏡空間。 

茲將此行出國考察之心得及建議事項，分為出版管理及公報制度

兩層面來探討，敍述如下： 

一、 在出版管理方面 

（一） 專責人力之增強： 

我國政府出版管理雖有專責單位負責，唯近年因為厲行精簡政

策，人力逐年減少，自成立政府出版品管理處以來，人力未增反減，

反觀英、法各國，雖在精簡及民營化政策下，人力仍維持基本的配置，

以維持基本規劃及推動人力所需。英、法各國對於出版管理推動均基

於長期的歷史傳承，也對此項業務的重要性有深切體認，故仍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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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關業務之推展。我國出版管理業務雖已奠定相當基礎，但仍有相

當的發展空間有待開拓，相關人力應予適度支援。 

（二） 有關智財權管理方面： 

英國政府對於出版品的皇家著作權（Crown Copyright）有相當精

緻的管理設計，值得我國加以仿傚，政府出版的宗旨與民間出版迥然

不同，智財權的管理應採取較寬鬆的管理，這也是英國近來的發展趨

勢。有關政府出版品智慧財產權的管理方面，應規劃一套新的做法，

以開放使用作為主軸，利用相當簡易的標誌系統，使民眾很容易瞭解

如何利用政府資訊，不必經過繁瑣的法律程序，仍有待相關單位更進

一步規劃。 

 

二、在公報制度方面 

在參酌歐洲先進國家經驗，及衡量我國實際環境後，本會所規劃

的行政院公報新制如期於94年元月3日上路，本項制度的建立，業

使政府對資訊流通的處理作為，由消極的政令宣導，轉向建立民眾參

與決策機制的積極面，階段性完成政府施政公佈欄的新里程碑，可說

是民主的一大躍進，惟因規劃期程時間倉促，仍有多項作業未能及時

兼顧，仍有改進空間，尚待主管機關深入探討做長遠規劃，使公報制

度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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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責組織建置有其必要： 

英、法、瑞士等國及歐盟均設有專責機關推動出版管理及公報發

行各項業務，且人力資源充沛，由於政府出版在我國已有專責單位負

責，管理制度漸臻充實，而公報制度方面仍以「編印中心」任務編組

方式運作，因公報制度係長期性工作且其性質特殊，關係人民權益至

巨，有必要以專責機關處理，在組織改造過程應將公報專責機構納

入，俾能針對制度與政策進行長遠規劃，以利公報業務持續推動經

營，提升服務品質。 

（二）公報法定效力問題有待解決： 

有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以刊登公報為其生效要件一環，仍有必要修

法或為公報另立專法，再者，隨電子公報平台的建置，公報的產出已

可達電子及印刷同步的境界，惟電子公報目前仍欠缺法律效力，此等

問題有待積極研議，一併解決公報紙本及電子化效力問題，以符合社

會期待及整體資訊發展的趨勢要求。本次參訪法國公報局，該局提供

公報電子效力的法律文件，值得我國在立法時參酌。 

（三）公報內容使用服務尚待加強規劃推動： 

公報為核心的政府資訊，每日更新的法規命令雖暫能滿足民眾需

求，惟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例如英國法規文件的處理，在新法頒行

時提供法規說明文件，以電子或紙本方式出版發行，對立法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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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權益影響程度加以說明，俾民眾充分瞭解立法原由，使民眾更

深度的瞭解政府施政作為。其他如何使民眾更深入了解使用公報相關

資訊的做法，均有待主管單位更進一步地規劃。 

（四）回溯資料的處理與相關資料庫介接服務： 

　　歷史公報重新整理、回溯建檔，以進行數位典藏與加值服務，完

整資料的呈現，亦是資訊服務之趨勢，英國公報發展有三百年以上的

歷史，HMSO授權TSO進行過期公報的回溯處理，建置資料庫提供

查詢服務，歐盟亦設計兩款不同資料庫，以滿足不同民眾對資訊化深

淺不一的資訊需求。我國的公報新制係從行政院新聞局之業務移轉至

研考會重新規劃據以執行，新制雖建置資訊網提供民眾查詢服務，惟

對過去行政院公報第1卷至第10卷的資料仍以超連結方式連結至國

家圖書館進行查詢，屬兩段式查詢，資訊的整合有待更細膩的結合，

以維持資料的完整性。 

另全國法規資料庫亦以提供法規查詢為服務宗旨，內容與現有之

公報資訊網不無重疊之處，以資訊流上游至下游的業務角度考量，應

考慮加以介接，整合相關報表等，以精簡作業人力，強化資訊服務。 

（五）宣傳推廣： 

過去民眾使用公報的習慣，係依個人需求考量，單訂或單查某一

個別公報為主，如財政部公報、交通部公報等，少有跨部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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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實施後所有部會資料全部匯集於一處，民眾的閱讀習慣有待調

整，甚至有些民眾從未瞭解公報的重要性，與民眾權益影響甚鉅，使

用習慣尚待建立，為推廣民眾利用公報，有關單位仍應規劃宣傳方

案，俾利民眾瞭解政府施政美意。 

 

本次出國考察，成果豐碩，對出版管理及公報制度的規劃大有助

益，若相關建議事項能續予落實，則其成就將更往前邁進，追上歐美

先進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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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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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公報電子效力法令文件 

法國編號第2004-164命令 

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 

2004年1月21日頁3512 

 

法令、政令、通函 

一般條文 

 

司法部公告 

 

關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編號第2004-164有關法律及某些行

政命令的形式與效力的總統敕令。 

 

NOR:JUSX0400033R 

 

總統先生， 

授權政府簡化法律的二零零三年七月二日編號第2003-591法律

第四條款已授權政府經由簡化與協調與法律、敕令、命令及其它行政

命令生效實施條件有關規定的條例，以及根據一些形式，這些條文被

發佈並使大眾能認識，藉由資訊及傳播技術提供的可能性。 

現行有關適用的法律己被界定，重要部份是，在十九世紀及至

少兩項強加於上的考量應被重新界定：規範的增加及技術的演進。 

基於已提及授權所做的現行條例回應了法令頒佈規定與生效協

調及簡化的目的。它多半從國務會議在它對應總理要求對相關議題所

做研究提出的建議中獲得啟發。 



首先，可明白確定的是，此地已知的制度既與領土單位及一些

國家地方分權機關的命令無關，也與個別命令無關。 

其它部份，從原則而言，命令之生效是取決於它們的公佈，前

述的安排調和了公佈在官方公報法律生效與發佈一些行政命令的制

度。 

同樣的，現行條例的第一款，針對被編為法典民法的第一條，

接受規範以致根據此一規範一些已被發佈在官方公報的法律及那些

行政命令，符合規章條例的，或是sui generis,在它們確定的日期生效，

如果沒有，則在公佈次日生效。如在法令未明確提及，則採行次日發

佈生效的規定，正如同國務會議在其報告中所建議的一樣。 

此外，除個別法律之外，對法律如同對個別法令以外的行政命

令一樣，目前的條例維持一個立即生效的可能性，也就是發佈的當日

而非發佈的次日。 

依據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五日命令，此一可能性目前開放給政

府，對合乎規章的命令，同時行政判例則明確表達它僅屬於總理，依

據命令行動便宜行事並予以使用。儘管它並未在最近的過去被使用，

一個決定一項法律立即生效實施的對稱的權力造成一些仍有效的規

定，一些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及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的皇室

條例，借助於相關條文內容的公佈。有關前述的可能性，經由現行條

例建議的修正，包括賦予決定一項法律的立即生效實施的權力給共和

國總統，以使此權力與憲法第十條賦予他頒佈法律的權力連接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決定符合依據緊急情況引起抵觸法律效力的法律

立即生效實施的權力，顯然不一定會允許改變一個已由相關法律的一

個快速規定的生效日期。 

鑒於常識上的一種憂慮，現行條例第一條款最後一行使判例規



定系統化並根據此一判例規定，個別命令之外的法律及行政命令的生

效被推遲至必需要使用的措施實施的生效。 

現行條例第二條款決定必須刊登在官方公報上的命令的類別：

認識法律、條例、命令及行政法令，對這些一項特別規定已預見到。

這涉及到已用於法律的現況的刊登義務的恢復。依據已提及的，刊登

某些行政命令的責任可能產生一項法律或是一項特別針對那些必須

刊登在官方公報上的獨立行政機構命令的結果。 

現行條例第三條款說明符合要求的刊登的形式，俾以確保條文

內容的生效。一個同時在紙上及電子網路上的刊登是必需的。兩種版

本的真實與確實怍為也同樣被保證。賦予法令加入與印刷版同時發行

官方公報電子粄的新角色，如同對該新版本被承認做為證明的價值，

說明考慮到技術與傳播變革的意願。 

此外被確認的是提供電子版本是免費及永久的。此一免費明顯

的僅供提供網站的諮詢，而不延伸到進入網路。至於永久的義務，此

一責任將特別導致保留一個進入在現行條例生效後出版的官方公報

所有期號的可能性。 

特別要強調的是，此一線上的發佈，扮演一個對官方公報印刷

版本的類比真實性的角色，應會提供安全性的特別保證。就研究功用

而言，它並不具有如同仍做為司法資訊網站 

Legifrance(www.legifrance.gouv.fr)一樣豐富的內容。 

仍然是有關法令刊登的形式，現行條例第四及第五條款進行兩

項修正。首先，第四條款預期依據資訊及自由國家委員會意見採行的

一項國務會議命令排除某些特別有關個人國籍及情況個別命令經由

電子網路刊登。此一排除回應對風險預告的需要，也就是一些個人性

質的資料不會被做為對象。如它應被放在網路上，自然就被認為是不



正當或是違反道德。然而現行條例如以那種方法編撰，當技術的情況

將允許排除如此的風險，它也許能對電子官方公報這些法令的排除做

一結束。 

其次，對依據其性質、影響及有關公眾命令決定的某些法令，

第五條款允許經由一項電子通路的刊登就足以促使這些法令生效實

施。 

現行條例第六條款廢止有關條文出版及生效的某些條文內容，

其中有某些已過時及那些已被其它條文規定所替代的條文，法律的情

況已簡化。 

第七條款推遲出版新制及法令的生效實施至現行條例在官方公

報刊登後第四個月的第一天。此一推延考慮到官方公報上線系統佈局

的延後。 

此一現行條例不可規劃任何有關海外的規定。依據立法同化的

原則，這是針對對海外司處及地區使用。其它海外行政單位的案例已

被故意保留，俾以它在最終必需適應下能得以受到一些特別法律工具

的處理。 

被現行條例所預期的制度事實上不會被用在特別地位的海外行

政單位，這些單位是Mayotte, La Nouvelle-Caledonie, La Polynesie 

francaise, Saint-Pierre-et-Miquelon,南半球及法國南極的les Terres與依據

一項特別規定的Wallis 及Futuna.對這些行政單位中那些自憲法第七

十四條中排除的行政單位，產生於憲法會議決定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

日（No 2004-490 DC）的制度履行有關具有法屬Polynesie自治地位的

組織法，那些出版的制度及法令的生效從組織法中排除。現時，由特

別立法原則管理的六個海外行政地區單位仍將受到現行條例的一些

先前法令的生效及出版制度的管制，並等待特別規定延續它們的這個



新的制度。 

以上是我們有榮幸呈送給您審批的現行條例的內容。總統先

生，請接受我們無上的敬意。 

-------------------------------------------------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國務會議大會通對法律及某些行政命

令公佈及生效的報告。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編號No 2004-164有關法律及某些行政命

令刊登形式及效力的條例。 

 

NOR:JUSX0300196R 

 

共和國總統，依據總理及國璽大臣，司法部長的報告，鑒於憲

法，特別是它的第三十八條款；鑒於民法，鑒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日

編號第2003-591授權政府簡化法律的法律，特別是它的第四條款；國

務會議同意；部長會議同意，命令： 

條款一 

下列規定取代民法第一條： 

第一條--當法律在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刊登及行政命令在刊登

當日生效，如果沒有，也在刊登的第二天生效。然而，這些法律及行

政命令條文之生效之執行如需實施措施，則延至這些措施生效之日。 

在緊急情況下，頒佈規定的法律及政府由一特別法律之條例規

定的行政命令在一公佈就生效。 

本條款條文不適用於個別條例。 

條款二 

    法律、法令、命令以及當一項法律或法律預見的其它的行



政命令都刊登在法國共和國的官方公報上。 

條款三 

條款二所提及的法令之刊登被確定在同日保證以真實面貌出現

在紙張及電子文件形式。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以電子文件之形式永久

及免費地提供給大眾使用。 

條款四 

依據資訊及自由國家委會會意見採行的一項國務會議命令被視

為是一個別法令，特別是有關個人的清況及國籍，在自由使用的技術

的情況，不應做為以電子文件方式公佈的對象。 

條款五 

鑒於性質、所及範圍及所涉及之人，一項國務會議命令明確規

定行政命令的類別，以電子文件方式刊登在官方公報足以確定它生

效。 

條款六 

下列已被廢止： 

--葡月12an IV 決定限定法律頒佈及傳送方式之法律；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關法律及條例頒佈之敕令；  

--於一八一七年一月十八日追加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

有關法律與法令頒佈之敕令； 

--一八七零年十一月五日有關法律及命令之發佈； 

--一九三零年四月十九日之法律在已被有關規章條例預見所有

情況下以刊登於官方公報取代刊登在公報上的法律及取消法律的公

報。 

條款七 

現行條例在它刊登於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後第四個月的第一天



生效實施。 

條款八 

總理及掌璽司法部長各司其職負責將於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刊

登現行條例之施行。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於巴黎， 

依照法國共和國總統JACQUES CHIRAC買克、席哈克 

總理JEAN-PIERRE RAFFARIN(哈弗林) 

國璽大臣，司法部長DOMINIQUE PERBEN 

 

 



法令、命令、通函 

 

一般條文 

------------- 

總理 

-------------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編號2004-617號有關法國共和國官方

公報的某些法令以電子文件形式發佈之方式及效力。 

                

NOR:PRMX0400087D 

總理 

依據掌璽大臣司法部長之報告， 

鑒於民法，特別是它的第一條款； 

鑒於行政司法，特別是它的R.421-1 條款； 

鑒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編號No 2004-164 修正過的有關國

家公職法定的條文之法律； 

鑒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編號2004-164有關法律及某些行政

命令頒佈之形式及效力之條例，特別是它的第五條款。 

       

國務會議(內政部門)頒佈命令: 

條文一--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條例第五條款所提及在法國共

和國官方公報以電子形式所發佈的一些法令足以確保如下的法令生

效： 

1.除條例之外，與國家行政組織有關，尤其是類似中央行政機構

的命令的有關章程條例的法令，有關國家分權服務機構，及那些在國



家機構及公益機構之中的法令； 

2.除條例外，有關公務員及官員，以及法官與軍人之規章法令； 

3.除條例外，有關國家預算，特別是有關經費的分配、開放、取

消、轉帳或轉移的規章，那些有關比賽基金、國庫會計職位及前置管

理，與預算及會計指令的有關章程條例的法令； 

4.主管經濟部長在競爭領域所做之個別決定； 

5.除涉及全體公民外，被賦予法人資格的獨立的行政當局及獨立

公務機構有關章程條例的法令。 

條文二--個別決定及其它所有缺乏有關章程條例價值的法令，包

括意見及建議，其中一項法律或是法令預見在官方公報刊登為以電子

文件形式刊登的唯一對象，當它指明例舉在現行法令第一條款一、

二、三內容之一或來自於同一條款第五條提及的機構之一。 

條文三--加入行政司法法典R.421-1 條款第五行並被編撰為： 

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以電子文件形式的刊登造成對第三者公開

提出對抗個別決定的延遲； 

1.有關招募及公務人員，法官及軍人的情況。 

2.關於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編號84-16法律第十二條款提及

經由選舉或提名有關國家公務人員法定規章提及諮詢機構人員之任

命。 

3.由主管競爭領域經濟部長所採行。 

4.來自於獨立行政機構或賦予法人資格的獨立公務機構。 

條文四--國務部長、經濟財政暨工業部長、國璽大臣、司法部長，

及公職及國家改革部長各司其務被指派執行將刊登於共和國官方公

報的命令。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於巴黎 

JEAN-PIERRE RAFFARIN(哈弗林)   以總理名義 

國務部長、經濟財政工業部長         NICOLAS SARKOZY 

國璽大臣，司法部長                 DOMINIQUE PERBEN 

公職暨國家改革部長                 RENAUD DUTREIL 

 

-------------------------------------------------------- 

司法部長    --------------------------------------------------------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編號2004-459規定個別法令的命令不

能做為以電子文件形式在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的一個頒佈的對象。 

 

NOR:JUX0407367D 

 

總理，國璽大臣，司法部長， 

鑒於民法； 

鑒於有關那些取得、求助及使承認法國國籍個人姓名法語化被

修正的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編號72-964的法律。 

鑒於有關法律的頒佈及某些行政命令形式與效力的二零零四年

二月二十日編號第2004-164的條例，特別是它的第四條款； 

鑒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七日編號2002-1064有關經由網際網路法律

的傳播的公共服務法令； 

鑒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資訊及自由國家委員會的意見； 

國務會議 (內政部門)頒佈法令 

條文一--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條例第四條款所提及個別法令

被認為不得以電子文件方式在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做任何刊登的對



象如下: 

a)依據民法第六十一條的理由採行涉及改變姓名的法令； 

b)依據民法第21-14-1條的理由採行法國國籍取得的法令； 

c)依據民法第21-15條採行的歸化法令； 

d)依據民法23-4、23-7、23-8條的理由所採行重新恢復法國籍權

利的法令； 

e)依據民法第23-4、23-7、23-8條 的理由採行失去法國國籍的法

令； 

f)依據民法第二十五條理由採行法國國籍失效的法令； 

g)依據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susvisee)編號第72-964法律的

理由採行姓或名字法語化，或給予名字法語化的法令； 

h)與一項屬於先例類別之一法令有關的法令。 

條文二--不能以電子文件方式在官方公報做為任何刊登的對象； 

a)要求改變姓名； 

b)司法上及提及刑法宣判的法律上的公告； 

條文三--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七日法令第二條第二行及第三行之

間加一行，內容如下： 

基於與現行條文第二行的規定相抵觸Legifrance(法國立法)網站

不能連接到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編號2004-459規定佪別法令的

類別不得以電子文件形式做為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刊登對象法令第

一及第二條款提及的法令。 

條文四--現行法令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生效實施。 

條文五--就業勞工暨社會團結部長，以及國璽大臣司法部長各司

其職，被委以執行將刊登在法國共和國官方公報上的現行法令。 

 



二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於巴黎 

依據總理JEAN-PIERRE RAFFARIN(哈弗林) 

國璽大臣，司法部長DOMINIQUE PERBEN 

就業勞工暨社會團結部長EAN-LOUIS BOR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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