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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動機與目的 

現代民主制度認為多數的投票者能代表大多數

民意，因此民主國家為發揚政治理念，獲取大多數

民意支持，選舉活動就成為重要機制。為贏得選舉

及選票，募集選舉資金就成為運作選舉活動的重要

關鍵。 

我國對於政治獻金的規範，在政治獻金法公布

以前，散見於人民團體法第 51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45 條之 2 以下、正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35

條以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以下、刑法第

120條至第 134條及第 143條至 145條，以及前述各

該法律的相關罰則規定，惟實施結果，弊端叢生，

引人垢病，實無法滿足當時社會對防杜金權政治之

殷切期待。故自民國 80年即有立法委員草擬「政治

獻金法」，惟事涉各機關業務，且對於是否將政治獻

金規範制定專法，亦有不同見解。經內政部參酌外

國經驗、立法例、我國國情及相關法規，邀集有關

機關進行討論、廣徵學者專家意見並召開座談會，

審慎評估、權衡利弊得失後，於 91年 12月 18日提

出「政治獻金管理條例草案」，經行政院審議通過送

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 91年 12月 30日

完成審查，名稱改為「政治獻金法草案」，遲至民國

93 年 3 月 17 日始於立法院完成三讀通過，同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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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經總統公布，成為我國第一部以專法規範政治

獻金之法律。 

政治獻金法公布初期，各界無不寄予厚望，且

為導引政治資金收受的合理化、透明化與公開化，

以避免金權政治對我國民主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明

定監察院為受理政治獻金申報及查核機關，期待藉

由政治獻金法的運作，導引政治獻金公開化、制度

化、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開，

以健全民主政治發展。惟自民國 93年實施以來，已

邁入第 10 年，其間歷經總統以降至里長之選舉多

次，監察院於執行政治獻金法之實務上面臨許多窒

礙難行之處，各擬參選人亦迭有負面反映，顯示政

治獻金法確有修正之必要。然政治獻金法主管機關

係內政部，監察院為全國唯一之執行機關，自辦理

政治獻金業務以來，針對所有違反政治獻金法情

事，具體蒐集法令與實務扞格之處，以維護政治獻

金捐(受)贈雙方權益，及強化政治獻金法公開透明

機制之意旨，歸納出法制面（12 項）及實務面（19

項），共 31項意見，於 101年 5月 23日函送主管機

關內政部，並多次敦促展開修法工作，以落實憲法

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監察院實有必要參照他國

政治獻金等相關實務經驗，對於如何精進政治獻金

之執行、確保所有獻金來源公開化、透明化並接受

全民監督，進而落實相關查核業務，故如何有效執

行及查核政治獻金工作，將是本次考察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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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 1883 年國會通過《潘德頓公務員法》

(The Pendleton Civil Service Act)全面禁止政黨

向公職人員募集政治資金，卻使政黨開始以企業團

體為募款對象，政治獻金就成了企業界操弄選舉的

主要利器。1907年通過《提爾曼法案》（Tilman Act）

禁止公司企業提供政治獻金。1910 年在「全國公開

法制組織」(National Publicity Law Organization, 

NPLO)推動下，國會通過《聯邦貪瀆法》(The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 Act)，為世界第一個規定競選收

支必須公開的法律。1925年制定《聯邦貪瀆反制法》

(The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規定跨州

選舉依季均需將各筆百元（美元）以上之政治獻金

詳列申報。1939年制定《哈區法》(Hatch Act)企圖

彌平《潘德頓公務員法》的漏洞，規定個人捐贈與

政黨組織捐收每年限額及禁止聯邦計劃合約商之捐

贈。1946 年通過《勞工管理關係法》（The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規定工會公款不得用

於政治獻金。為了改正政治獻金各項問題，美國國

會在 1971年通過《聯邦選舉競選法》(The Federal 

Electino Campaign Act, FECA )並於 1974 年起迄

1999 年多次修正，對政治獻金進行全面性的規範，

規定個別選民、政治組織與政治委員會捐款上限，

鼓勵小額捐款，禁止公司與工會捐款，各項選舉開

支必須透明化及訂定公費補助總統選舉辦法，並成

立「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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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為政治獻金的跨黨派管理機構，負責選舉法規

的解釋與選舉經費的稽核，惟為了避免影響選情，

禁止聯邦選舉委員會在選前進行查核。2002 年為了

對政黨經費「軟錢」
1
(soft money)及議題廣告「獨

立支出」
2
(independent expenditure)的限制，通過

《兩黨競選改革法》(The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 BCRA)。 

由上述法令演變可知，美國之政治獻金不但為

舉世各國先河，在實施政治獻金規範之過程中，歷

經許多困難與問題，並為配合潮流演進不斷修改；

其實施時間之長久與修法版本次數之多，亦為各國

之冠，許多各國迄今仍在爭論或討論的課題，如政

黨捐助、查帳方式、軟錢之管理等，在美國不僅早

有定論，司法檢視也最為豐富，堪稱為政治獻金管

理制度的領頭羊，足堪我國政治獻金法修法與監察

院實務經驗之借鏡，爰選定美國進行考察。 

二、 考察議題 

由於本次考察主題係「美國政治獻金制度之考

察」，美國參議院及眾議院議員皆由選舉產生，前者

不分土地面積大小及人口多寡，每州均配屬 2 個名

額，後者則以人口數計算應選名額，爰參訪兩院之

                                                      

1軟錢係指僅運用於地方及各州選舉活動的經費，不屬於聯邦法規限制的範圍，亦不受聯
邦選舉競選法之約束，收支項目無須條列申報，詳細內容請參閱第 31 頁以下。 

2獨立支出係指任何人明顯希望某位特定的候選人 當選或落選所支出的花費，且該項花費
的支出未與任何候選人或候選人之授權委員會、代理人之合作、諮商或協調，亦非由於
上述等人所請求或建議定義請參本報告，詳細內容請參閱第 32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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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係以參選人執行政治獻金申報的角度，瞭解

美國政治獻金相關法規及申報實務面；另因聯邦選

舉委員會與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第四組之政

治獻金查核業務性質雷同，爰參訪該委員會時，則

側重瞭解該委員會之設置目的、功能與查核監督機

制等，俾利做為監察院辦理政治獻金業務之參考。 

為使參訪過程具有效率，並使受訪機關於事先

即能瞭解及掌握監察院此次參訪目的及重點，爰本

次訪問成員經過討論並形成考察議題及具體問題

後，委託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轉交受訪

機關參考及預為準備，俾利屆時能立即切入重點，

使討論及交流得以聚焦。本次考察議題及具體問題

之重點摘要，其英文版詳見附錄一。 

(一) 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1、 聯邦選舉委員會係一獨立管理機關，由 6 位委員

組成，委員如何產生？及內部組織如何分工? 

2、 美國規範政治捐款的相關法令有哪些? 美國聯邦

競選法與兩黨競選改革法規之規範目的為何？ 

3、 聯邦競選法禁止企業、勞工組織捐贈政治獻金的

規範目的為何? 

4、 政治行動委員會
3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3
 係依聯邦選舉競選法准許勞工組織及公司以成立分立基金之方式從事政治活動，此分立
基金之統籌管理機構即為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簡稱 PAC）。通常
在某個問題或一系列問題上有相同的意見，並向國會或總統提供政治宣傳活動所需的資
金。在向聯邦候選人直接提供的資金數量上是有法規限制，但並沒有法規約束其獨立宣傳
自己的理念或宣傳某一位候選人。如今美國已有幾千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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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PAC)在整個競選活動無論是籌募資金、向候

選人捐贈經費或提供選戰服務等各方面助選活

動，對於選情有莫大的影響力。關於政治行動委

員會有哪些管制規範？ 

5、 2010 年 1 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聯合公民

（ Citizens United ） v.s 聯邦選舉委員會

（Federal Campaign commission）訴訟案
4
後，基

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個人或團體應有意見表達自

由，若無法證明該內容曾與候選人有過諮詢、溝

通或協調，便應屬言論自由之範疇，不得透過開

支上限加以限縮。政治行動委員會從個人、企業、

工會以及貿易組織所受捐款金額不再有上限，並

且可以用這些款項來支援或者反對某候選人，聯

邦選舉委員會如何監督政治行動委員會收受捐款

的資金來源?該判決是否導致捐贈上限形同虛

設？有否相關因應措施？獨立支出除了必須向聯

邦選舉委員會申報外，有否其他使用上之限制？

為避免影響選舉，獨立支出應否有使用時間之限

制？ 

6、 依照 FECA第 434條(a)(11)(B)規定
5
，選舉委員會

                                                      

4
 最高法院於 2010年 1月 21日做出判決，認定限制商業機構資助聯邦選舉候選人的兩黨選

舉改革法案的條款違反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原則。 
5
 section 434 (a)(11)(B)：The Commission shall make a designation, statement, report, or 

notification that is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 under this Act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by the 
public in the offices of the Commission and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on the Internet not later 
than 48 hours (or not later than 24 hours in the case of a designation, statement, report, or 
notification filed electronically) after receipt by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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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候選人與政治委員會的報告書後，應於 48小

時內上網公開，方便大眾取得報告內容。關於上

網公開的內容，是否僅公開收入及支出之總額？

是否公開全部的收支明細資料？公開前是否需要

先經審查？ 

7、 候選人如何查證其收到的政治獻金，有無違反應

於 48小時內上網公開之規定？有無公開資料可供

查證？ 

8、 競選經費之申報書係貴機關哪個單位負責查核？

如何查證受贈者所收受之政治資金，有無違反上

開各條之規定？每年需要投入多少資源及人力？

如係抽查，抽查比率為何？相關查核結果是否公

開？ 

9、 聯邦選舉委員會有無辦理競選經費相關法令宣

導？辦理方式及資源（人力、經費等）？有無評

估宣導的成效？ 

10、 政黨之財力是否會影響對候選人之資助金額，進

而影響選舉公平競爭機制？有否相關管理措施？ 

11、 候選人當次選舉如有賸餘之政治獻金，是否會限

制該賸餘政治獻金支出用途或支用年限？ 

12、 個人捐贈每次選舉捐贈不得超過 2,600美元，如

果超過捐贈額度，應如何辦理？是否退還捐贈

者？或全數繳交繳庫？抑或超過部分才需辦理繳

庫？ 

(二) 參議院(The Se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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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候選人逾期申報或支出報告錯誤之處罰規定? 

2、 候選人如何查證其收到的政治獻金？ 

3、 候選人收受外資捐贈，如何處罰? 

4、 個人捐贈每次選舉捐贈超過捐贈額度，候選人應

如何辦理？ 

5、 政治行動委員會之管制規範為何？ 

(三) 眾議院(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 候選人或參眾議員的主要競選委員會收受政治捐

獻，是否需要開立收據?提出支出報告的期限為何?

如果逾期申報，是否有處罰規定?如果支出報告的

內容有誤，是否會受到處罰? 

2、 候選人如何查證其收到的政治獻金，有無違反應

於 48小時內上網公開之規定？有無公開資料可供

查證？ 

3、 如果候選人或政治行動委員會收受外資捐贈，如

何處罰? 

4、 個人捐贈每次選舉捐贈不得超過 2,600 美元，如

果超過捐贈額度，應如何辦理？是否應全數繳交

繳庫？或超過部分才需辦理繳庫？ 

5、 選舉委員會收到候選人與政黨的報告書後，應於

48 小時內上網公開，方便大眾取得報告內容。關

於上網公開的內容，是否僅公開收入及支出之總

額？是否公開全部的收支明細資料？公開前是否

需要先經審查？是否任何人都可影印上開資料？

指定書、陳述書和報告書的保存年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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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整個競選活動無論是籌募資

金、向候選人捐贈經費或提供選戰服務等各方面

助選活動，對於選情有莫大的影響力。關於政治

行動委員會有哪些管制規範？ 

三、 考察行程 

(一) 行程安排及準備 

本訪團成員於本（2014）年 3月 17日接獲奉派

考察函後，經考量每年 6 至 9 月份為立法院休會期

間，多數立法委員易藉休會期間參訪，駐美國台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於該期間亦因須接待國內立法委員

及各機關代表等較為忙碌，爰函請外交部轉駐美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洽詢參、眾二院及聯邦選舉委

員會之適宜參訪時間，經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熱心積極協助，最後確定本次考察日期自同

年 5月 25日起至 6月 1日止，共計 8天。 

為增進雙方機關交流及受訪機關對監察院之認

識，本訪團除已預擬考察議題函請外交部轉交供其

參考外，並準備監察院監察職權等相關英文簡介，

於致贈禮品時併送該等機關參考。 

本次考察除預定參訪機關外，另為感謝我國駐

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對於監察院此次考察之熱

忱協助，考察行程亦安排拜會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 

(二) 行程簡介 

由於美國與臺灣距離頗遠，往返兩國即耗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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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交通時間，且尚需配合受訪機關之時程安排，爰

本次考察行程以配合該國機關上班時間為主，假日

則為本訪團之交通時間，俾利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及參訪機關能彈性運用、妥為安排。 

行程第 1天（週日）及第 7、8（週日及國定假

日）天為搭機時間，經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確認第 4 天（5 月 28 日）上午參訪參議院，並

於參訪前安排參議院之國會建築及歷史簡介，是日

下午參訪聯邦選舉委員會，第 5 天（5 月 29 日）上

午安排行程出發前始確認參訪之眾議院，下午參訪

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其餘時間則於美

國首府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進行市政參訪行程，實

地接觸該國之庶民文化。茲將行程概列如下：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程 住宿地 

1 5/25 日 至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美國聯合航空班機前往舊

金山國際機場，嗣後轉乘美

國聯合航空國內線班機前

往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機上 

2 5/26 一 市政考察：自由參訪美國首

都-華盛頓特區之相關社會

建設。 

華盛頓 

The 
Courtyard 

Hotel 

3 5/27 二 市政考察：自由參訪美國首

都-華盛頓特區之文教建

設。 

華盛頓 

The 
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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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日期 星期 行程 住宿地 

Hotel 

4 5/28 三 參訪美國參議院及聯邦選

舉委員會。 

華盛頓 

The 
Courtyard 

Hotel 

5 5/29 四 參訪美國眾議院及我國駐

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 

華盛頓 

The 

Courtyard 

Hotel 

6 5/30 五 市政考察：自由參訪美國首

都-華盛頓特區之歷史建

設。 

華盛頓 
The 

Courtyard 

Hotel 

7 5/31 六 至美國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搭乘美國聯合航空國內線

班機前往舊金山國際機場。 

機上 

8 6/1 日 自舊金山國際機場轉乘美

國聯合航空國際線班機返

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臺北 

 

貳、 考察機關簡介 

一、 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一) 機關簡介 

1、 組織編制 

聯邦選舉委員會係於 1975 年設立之獨立常設機

構，以健全並落實《聯邦選舉競選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簡稱“FECA”)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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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由 6名委員所組成，每位任期為 6年，採交錯

任期制，每隔兩年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

任命之，且不得有三位以上委員屬同一政黨。委

員互選一人為主席，一人為副主席，主席、副主

席不得屬於同一政黨，任期均為 1年，不得連任。

法律要求對於委員會的決策，均至少經 4 位以上

委員的支持。聯邦選舉委員以下除有資訊長、財

務長、總顧問等外，另設有監察使。監察使辦公

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的任務在於藉

由獨立行使審計、評估及調查聯邦選舉委員會的

管理及運作，加以監督並促使委員會的運作更經

濟而有效率。監察使須每半年撰寫檢討報告，並

將報告分別送交委員會及國會，使國會得以掌握

委員會的運作現況。 

2、 職掌及工作事項 

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職掌及工作內容主要包括：(1)

公開選舉財務資訊。民眾得於公共紀錄辦公室

(Public records office)檢視並影印競選財務資

料、競選財務的統計數據摘要、FEC的建議意見、

已終結的執行案件、總統候選人的個人財務陳

述、審計報告等。(2)教育宣導。為使候選人和委

員會了解並遵守法律，聯邦選舉委員會製作錄影

帶和免費的出版品，並且在主要城市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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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競選工作者、政治委員會
6
和政黨進行法令宣

導。(3)執行 FECA。聯邦選舉委員會會審查所有聯

邦候選人及政治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以確保其有

遵守公開財務的要求及捐獻的限制與禁止規定。

(4)解釋與修訂法律。民眾對於在特定情形下應如

何適用 FECA提出疑問時，聯邦選舉委員會負責回

應並發表諮詢意見(Advisory Opinions，簡稱

AOs)。(5)分配總統選舉補助款。為了完成這五大

任務，聯邦選舉委員會在 2014年編列近 7佰萬美

元預算，其中 70%為人事費用。 

(二) 拜會過程 

1、 拜會時間：2014年 5月 28日下午 4時至 6時。 

2、 接見代表：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 Mr. Lee Goodman。 

3、 拜會實況： 

拜會當日，由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政治組

徐副組長佑典、林秘書呈曦及協助本次行程安排

之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辦事處盧治凱先生陪同。

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 Mr. Goodman 先以深入淺出

的講授方式，介紹美國政治獻金的發展歷程、目

的及 FECA的規範架構，之後由訪團提出疑問，特

別針對外資捐贈之查核方式、近來美國最高法院

裁定廢除個人於 2 年內捐給多位候選人和全國、

                                                      

6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得收受政治獻金者包含擬參選人、政黨及政治委員會，有關

政治委員會之定義請參考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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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團體的政治獻金合計不得超過 12 萬

3,200 美元的限制
7
、公開捐贈者個人資訊是否有

違個人資料保護的疑慮等，雙方互相進行交流，

討論熱烈。 

監察院考察人員與主席辦公室主任 Mr. Peter、聯邦選舉委員

會主席 Mr .Goodman、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徐副組長佑

典及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辦事處盧治凱先生(由左至右)合影。 

 

二、 參議院(The Senate) 

(一) 機關簡介 

1、 組織編制 

                                                      

7
 相關新聞請參閱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407/12151841.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407/12151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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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由 100 名議員組成(每州兩名)，任期為 6

年，無連任限制。基於選舉需要，參議院中存有任

期不等的三組議員，因此每兩年有三分之一的議員

任期屆滿，需重新改選，以確保參議院中始終有一

定比例的資深議員。參議院出現某州議席空缺時，

一般由該州州長任命替補議員
8
。聯邦競選法案制

定通過後，於西元 1972年 4月設立參議院的公共

紀錄辦公室 (The Senate Office of Public 

Records，簡稱 SOPR)，負責收受、處理並保存由

參議院秘書長(Secretary of the Senate)所提交

與遊說法、聯邦競選法等相關的紀錄、報告及其他

文件，以供公眾檢視。起初，該辦公室係負責作成

聯邦選舉競選法中要求參議員提出的競選財務報

告。惟目前該辦公室成為負責保存競選財務報告的

部門，以便民眾及媒體獲取相關資訊。 

2、 職掌及工作事項 

依據聯邦選舉競選法之規定(§432g)，參議員候選

人、及其主要競選委員會，應向參議院秘書長提

出指定書
9
、陳述書及報告

10
，參議院秘書長為上開

文件之保管者，並應使上開文件受到公開檢閱和

影印。另外，參議院秘書長應於收受指定書 、陳

                                                      

8
  資料來源：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PUBS/AmGov/federal.htm。 

9
  聯邦公職候選人於擔任候選人 15 日內，須以書面指定一政治委員會，作為其主要競選委

員會，另外亦得指定若干政治委員會為其授權委員會，該書面及此處所稱之指定書。 
10

  報告包含政治委員會於受候選人指定為授權委員會後，提出的組織報告書、及政治委員

會之司帳提出的支出報告等。 

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PUBS/AmGov/feder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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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書及報告後 2 日內，儘速將其影本送交聯邦選

舉委員會。 

(二) 拜會過程 

1、 拜會時間：2014年 5月 28日上午 10時至 12時 

2、 接見代表：參議院秘書處總顧問 Mr.Adam 

Bramwell及公共紀錄辦公室主任 Ms. Diana 

3、 拜會實況： 

(1) 由於公共紀錄辦公室主任 Ms.Diana 熱情安排

參觀國會行程，因此拜會當日由駐美國台北經

濟文化代表處鍾秘書佳安陪同訪團提早 1 小時

抵達國會。美國國會大廈本身以一個圓形大廳

上的圓頂及兩翼作為標記，每一翼作為一個議

會的所在地，北翼為參議院，南翼則為眾議院，

圓頂之上立有一尊高達 6 公尺的自由女神雕

像，透過其雄偉莊嚴且極具特色之建築，令人

感受到美國民主制度之深化。 

(2) 因兩院大廳和議員辦公室相隔甚遠，國會地下

室闢有專用電車，隨後訪團亦搭乘該電車前往

秘書處總顧問 Mr.Bramwell 之辦公室。拜會過

程，訪團與 Mr.Bramwell及 Ms. Diana就聯邦

選舉競選法對於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管制規範、

對於候選人或政黨所提出的財務報告之審查、

財務報告之公開內容、個人捐贈金額上限等問

題進行討論。會談尾聲，Mr.Bramwell 亦詢及

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遊說法之規範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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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並與訪團相互交換意見。 

參議院秘書處總顧問 Mr.Bramwell(左 2)與公共紀錄辦公室主任

Ms. Diana(左 3)與監察院考察人員合影。 

 

三、 眾議院 

(一) 機關簡介 

1、 組織編制 

眾議院共有 435名議員，各州議員人數按人口比例

確定
11
，由各州按地理區域劃分的國會選區中選

出。眾議員的任期為兩年，無連任限制。眾議院內

                                                      

11
  美國的五個特區或屬地，包含哥倫比亞特區、美屬薩摩亞、關島、波多黎各、美屬維爾

京群島，於眾議院有代表，惟其代表並無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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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 個常設委員會，包含軍事委員會、預算委員

會、財政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司法委員會、

行政委員會等。各常設委員會對其具管轄權部會的

相關法案進行審議、修訂與公告。其中行政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House Administration，簡稱

CHA)主要職權為監督聯邦選舉以及管理眾議院的

運作。 

2、 職掌及工作事項 

早期行政委員會曾負責所有與聯邦選舉相關的立

法事項，包含競選財務的公開、眾議員的資格審

查等。近年來，於「幫助美國投票法
12
」(Help 

America Vote Act，簡稱 HAVA)法案通過及發展之

過程中，行政委員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行政委員

會並獲分配 3 億美元以上的資金改善投票設備、

培訓選務工作人員及改革選舉法令。 

(二) 拜會過程 

1、 拜會時間：2014年 5月 29日上午 10時至 12時 

2、 接見代表：眾議院行政委員會資深選舉顧問  Mr. 

Thomas Hicks 

3、 拜會實況 

(1) Mr.Thomas Hicks自 2003年開始擔任眾議院行

                                                      

12
 2002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幫助美國投票法》，其中的重要規定包括：第一，聯邦政府向

州和地方提供資金，替換過時的打卡投票機和"拉桿"投票機。第二，聯邦政府成立"協助

選舉委員會，向地方選務人員提供技術幫助，並制訂有關投票設備的標準。請參考美國

在台協會網站之介紹 。

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PUBS/ElectionsBrief/procedur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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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員會資深選舉顧問，監督委員會內有關聯

邦選舉競選財務之事項。渠於今年年初甫獲歐

巴馬總統提名擔任「協助選舉委員會
13
」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簡稱 EAC)

之委員。 

(2) 會談過程中，就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每次選舉

個人捐贈給單一候選人之額度上限為 2,600 美

元部分，Mr. Thomas Hicks表示該規定仍然維

持不變，惟近來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就每次

選舉個人捐贈給多位候選人的總金額上限為 4

萬 8,600 美元之規定違反憲法保障之言論自

由，應予取消。又候選人或政治委員會收受超

過個人捐贈額度上限之獻金時，就超過額度部

分，收受者得選擇返還或贈與慈善機構。Mr. 

Thomas Hicks對於訪團所提之考察議題，誠懇

並耐心逐一回覆，著實令人印象深刻。 

 

 

 

 

 

 

                                                      

13
 協助選舉委員會乃一全國交換訊息及資源之機構，提供及查核有關聯邦選舉行政的程序

和資訊，向地方選務人員提供技術幫助，並制訂有關投票設備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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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長 Mr. Kyle Anderson(左 1) 、選舉顧問  Mr. Thomas  

Hick(左 2)及其助理(右 1)與監察院考察人員合影 

 

參、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及實務運作概況 

美國有關政治獻金之規範，主要為 1971年制定之

《聯邦選舉競選法》及 2002年針對軟錢、選舉議題廣

告等問題加以規範並修正而制定之《兩黨競選改革法》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簡稱 BCRA)。以

下即以聯邦選舉競選法及兩黨競選改革法之規範內容

為主，並輔以介紹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對選舉經費之

查核實務。 

一、 得收受政治獻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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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候選人 

聯邦選舉競選法所稱之「候選人」係指：為角逐聯

邦公職選舉
14
而收受捐獻總額超過 5千美元，或其

支出花費超過 5千美元者，或此人允諾他人以其名

義收受捐獻或花費，因而收受捐獻或支出花費總額

超過 5千美元者
15
。 

(二) 政治委員會(Political committee) 

聯邦選舉競選法中所稱之政治委員會
16
包含下列幾

種情形： 

1、一年中收受捐獻或其支出總額超過 3千美元之

委員會、俱樂部、協會或其他團體。 

2、一年中收受捐獻總額超過 5千美元之政黨地方

組織。 

3、勞工組織、公司或協會所成立分立基金之組織

(separate segregated fund)。聯邦選舉競選法

准許勞工組織及公司以成立分立基金之方式從

事政治活動，而此分立基金的統籌管理機構則是

政 治 行 動 委 員 會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簡稱 PAC)。政治行動委員會主要工

作係向勞工組織成員或公司所屬員工募集自願

性的小額捐款，再將捐款轉贈政黨或候選人
17
。 

                                                      

14
 聯邦公職係指總統、副總統、參眾議員或派駐國會代表。 

15
 FECA§431(2)。 

16
 FECA§431(4)。政治委員會乃一上位概念，而政治行動委員會、候選人指定或授權成立之

競選委員會均屬政治委員會的類型之一。 
17

 劉[仁筠，我國政治獻金規制問題之研究－美國、日本與我國之比較分析，東海大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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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黨(Political party) 

政黨則係指以提名聯邦公職候選人，而其候選人

列名於選票上之協會、委員會、或組織
18
。 

二、 捐贈政治獻金主體之限制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不得捐贈政治獻金者如

下： 

(一) 與政府有契約關係者(承包商)
19
。凡是與美國聯

邦政府之任何部門或機構簽訂契約，提供個人服

務、物資、設備或出售土地、建築物與上開部門

或機構之承包商，不得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捐獻

金錢和其他有價物，或明示、暗示地答應要捐助

給任何政黨、政治委員會、競選公職的候選人、

或是有此政治目的的任何人。於契約期間，明知

有上述情形卻仍向承包商要求捐贈政治獻金，亦

屬違法。 

(二) 公司及勞工組織。任何公司或勞工組織，不得

作任何與總統、副總統或參眾議員選舉或提名總

統、副總統、參眾議員的初選會、政治性會議、

政黨幹部會議相關的捐助或支出
20
。任何候選

人、政治委員會，或其他人亦不得明知而接受上

述捐獻。惟公司及勞工組織得成立獨立基金
21
，

                                                                                                                                                           

治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70。 
18

 FECA§431(16)。 
19

 FECA§441(c)。 
20

 FECA§441(b)(a)。 
21

 FECA 對於獨立基金的來源有所限制，包含不得以強暴、脅迫、減薪或停新等方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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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員工或股東參與募集政治獻金。 

(三) 外國人或外資
22
。包含外國政府及政黨、外國組

織、法人或機構或主要營業所位於國外之組織、

機構或法人等，不論係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捐贈

政治獻金均在禁止之列。明知捐贈者為外資或外

國人而仍要求或接受捐贈，亦在禁止之列。實務

上認定明知係指一個人:1、實際上知道所要求或

所接受的資金有可能來自外資；或 2、所認知之

事實會使一般人相信那些收受的資金有可能來

自外資；或 3、所認知之事實會使一般人質疑資

金的來源。例如捐贈者用外國護照、提供外國地

址、捐贈來自外國銀行。 

(四) 教會及慈善機構。  

三、 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及方式 

(一) 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 

美國對於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並無限制。而美國

聯邦選舉競選法中規定，凡是有意角逐聯邦公職

選舉，接受捐助或支出經費超過 5 千美元者即為

聯邦公職候選人，5 千美元的累計係以選舉週期

為計算，即上次選舉投票日之次日起，至本次選

舉投票日止。 

                                                                                                                                                           

員工捐獻、不得要求公司股東、股東家屬、公司職員、職員家屬、工會會員、會員家屬

以外之任何人，對於基金從事各項捐獻，且懇求職員捐獻時，須告知其獨立基金設立之

政治目的。 
22

 FECA§441(e)(a)、BCRA§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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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受政治獻金之方式 

候選人收受捐贈，須成立一個委員會為其主要競

選委員會，並得設立其他政治委員會為其授權委

員會，以書面將委員會之名稱、地址、黨籍、競

選之公職種類、往來銀行名單等向聯邦選舉委員

會提出報告書，並指定一「司帳」treasurer) ，

由司帳負責一切競選經費之收支和申報的工作。 

四、 提出收支報告期間及申報內容 

因美國並未限制政治獻金的收受期間，從而不論是

否為選舉年度，政治委員會均須定期提出收支報

告。且依據聯邦選舉委員會強制規定，個人或政治

委員會如於選舉年度中收受政治獻金或支出超過 5

萬美元者，必須以電子化方式申報，如其以紙本方

式申報，則視為未申報
23
。而聯邦選舉委員會須於

收受收支報告後 48 小時內，將收支報告內容上網

公告供民眾檢視，如政治委員會係以電子化方式申

報者，則聯邦選舉委員會應於收受後 24 小時內將

報告上網公告
24
。有關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之收支

報告申報期間及申報內容如下： 

(一) 申報期間
25
 

如非選舉年度，須每半年申報一次(每年 7 月底及

                                                      

23
 惟參議員候選人之競選委員會或僅捐贈政治獻金予參議員候選人者，因其係向參議院申

報，故不適用此規定。 
24

 FECA§434(a)(11)(B)。 
25

 FECA§434(2)、(3)、(4)。楊泰順，我國政治獻金制度改革之研究，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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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1 月底)。如為選舉年度，則候選人之競選委

員會應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出以下之申報： 

1、 選前與選後的申報：候選人的競選委員會與政

治委員會應在選前 20 日完成收支報告，並在

12 日前提交選舉委員會；選後 20 日內亦應完

成收支報告，並於 30 日內提交聯邦選舉委員

會。 

2、 季報告：競選委員會在每季最後一日應完成每

季的收支報告，並於 15日內提交聯邦選舉委員

會（12月 31日的報告可延至 1月底提交）。 

3、 月報告：總統候選人的競選委員會若一個月累

積收到 10 萬美元以上的捐獻，須另在月底後

20日內提交月報告。 

4、 特別報告：候選人的競選委員會收到 1千美元

以上的捐獻時，應於 20日後報告聯邦選舉委員

會，但不得遲於選前 48小時。 

(二) 收支報告內容 

收支報告須包含下列內容
26
： 

1、 除收入及支出總額外，並須申報源自個人、

候選人、政黨委員會或其他政治委員會等捐

贈的總額，另外其他一切借貸、花費之折扣

或退款、股息、利息等亦須申報。 

2、 如個人於一年內捐贈政治獻金予該委員會
27

                                                      

26
 以下主要介紹收支報告中有關收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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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額超過 200 美元者，需載明捐贈者之身

分、捐助日期及金額。 

3、 捐贈政治獻金給該委員會之其他政治委員

會，連同捐助日期及數額需載明。 

4、 個人於申報期間貸款給該委員會者，需載明

捐贈者之身分、保證人之身分、貸款日期及

貸款金額。 

5、 個人於一年內對該委員會之花費提供折扣、

退款或提供分紅、利息等金額超過 200 美元

者，需載明捐贈者之身分、提供日期及總額。 

五、 捐贈金額之限制 

聯邦選舉競選法對各類捐贈者的捐款金額訂有明

確的累積上限，對個人捐獻者累積計算以每次選舉

週期(兩年)為準；對組織之捐獻則以曆年為基準。

為配合物價波動，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
28
每兩年依

單數年前 12 個月勞工部勞工統計局所公布之物價

指數，調整捐獻金額的上限。調整以 100美元為單

位，不滿該數額則採四捨五入計算。有關 2013 年

與 2014年的金額上限，請參見下列表格
29
： 

 

 

                                                                                                                                                           

27
 此處係指提出報告之政治委員會。 

28
 FECA§441a(c)。 

29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 http://www.fec.gov/ans/answers_ general.shtml 

#How_much_can_I _con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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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以上金額均為美元。 

六、 查核方式及相關罰則 

(一) 查核實務 

2014年聯邦選舉委員會就資訊系統部分編列 6百

多萬美元預算，經費主要運用於資料庫(the data 

 每次選舉 

任一候選人

或其選舉委

員會 

每曆年 

政黨全國

黨部 

每曆年 

州與地方黨

部 

每曆年 

任一非政黨

的政治委員

會 

特別限制 

個人捐

款上限 
$2,600 $32,400 

總額不得超

過$10,000 
$5,000 無上限 

政黨全

國黨部

捐款上

限 

$5,000 無上限 無上限 $5,000 

對參議員候選人每

次選舉捐助經費上

限$45,400 

州與地

方黨部

捐款上

限 

總額不得超

過$5,000 
無上限 無上限 

總額不得超

過$5,000 
無上限 

捐助多

候選人

的政治

委員會 

$5,000 $15,000 
總額不得超

過$5,000 
$5,000 無上限 

非多候

選人的

政治委

員會 

$2,600 $32,400 
總額不得超

過$10,000 
$5,000 無上限 

獲候選

人授權

的競選

委員會 

$2,000 無上限 無上限 $5,000 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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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house) 及 案 件 管 理 系 統 (the Case 

Management System)。資料庫之功能在於方便聯

邦選舉委員會之職員取得已申報之競選財務資

料並分析相關資料數據，俾進行後續之查核。而

案件管理系統的目標在於提供民眾查閱利用，以

提升聯邦選舉委員會相關法令及執行案件情形

的透明度
30
。以下即介紹聯邦選舉委員會查核實

務之運作方式及情形。 

1、 查核案件來源 

(1) 民眾檢舉 

任何人認為有違反聯邦選舉競選法或聯邦選

舉委員會所訂規範的情事發生或即將發生

時，得提出檢舉。檢舉信須註明檢舉人之姓名

及住址並簽名宣誓。內容則須詳述違法之事

實、特定違法之個人、團體，如有相關文件資

料，須一併提供。總顧問辦公室(The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負責審查檢舉信內容是否

符合規定，若未符合上開規定，通知檢舉人。

總顧問辦公室於收受符合規定之檢舉信後 5

日內，將該檢舉信影本寄送被檢舉人，被檢舉

人須於收到後 15日內以書面回應。 

(2) 書面審查 

                                                      

30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 FISCAL YEAR 2014 ，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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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職員會審查所有聯邦公職

候選人及政治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確認其是否

有遵守揭露的要求和捐獻的限制及禁止規

定。對於報告內容有明顯違反規定或缺漏者，

除已藉由要求申報者自行更正或解釋澄清而

獲得改善外，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職員會將違法

之報告提交給委員以利後續執行。 

2、 查核過程及執行 

當聯邦選舉委員會 6 名委員投票結果，有 4 名

委員認為「有理由相信」有違法的情事發生時，

委員會就開始調查該案。如調查結果認有違法

情事，則聯邦選委員會先嘗試以與被檢舉人達

成和解協定的方式解決。聯邦選舉競選法規

定，聯邦選舉委員會調查後如認被檢舉人有違

反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之情事者，得於和解協

定中要求被檢舉人交付 5 千美元以下之民事罰

款或相當於違法捐贈或支出金額之民事罰款。

如認被檢舉人係明知且故意違反聯邦選舉競選

法規定者，則得於和解協定中要求被檢舉人交

付 1 萬美元以下之民事罰款或相當於違法捐贈

或支出金額 2 倍之民事罰款。若無法達成和解

協定，則聯邦選舉委員會經 4 位委員投票決定

後得提起民事訴訟。如達成和解協定後，被檢

舉人違反協定內容者，聯邦選舉委員會亦得逕

行提起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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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逾期申報或未申報之處理 

聯邦選舉委員會為精簡執行過程，對於政治委

員會逾期提出或未提出收支報告者，定有行政

的 罰 鍰 程 序
31

 (Administrative Fine 

Program)。聯邦選舉委員會認為計算罰鍰金額

時，應考量報告所涉選舉之敏感性、逾期申報

或未申報、行為程度及申報者先前之違法次數

等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1) 選舉敏感性(Election Sensitivity)：若該收

支報告之申報截止日為選前，例如十月份的季

報告和十月份的月報告，則認為該報告具選舉

敏感性，其他例如年中或年終所提出的收支報

告則被認為不具選舉敏感性。 

(2) 逾期申報或未申報之認定：上述具有選舉敏感

性的收支報告若於申報截止日後，選舉之日四

日前申報，則認定為遲延申報；若係於選舉之

日前四日內始申報，則為未申報
32
。不具有選舉

敏感性的報告若在申報到期日後 30 日內提

出，則為逾期申報；30日後方提出，則為未申

報。 

(3) 行為程度(Level of Activity)：逾期申報者，

其行為程度之計算是以該報告的總收入加總支

                                                      

31
 此乃 2000 年時，美國國會授權聯邦選舉委員會制定。 

32
 假設申報已逾申報截止日之情形下，而 5 月 18 日為初選之日，若於 5 月 13 日申報，則

視為逾期申報，反之，若於 5 月 14 日申報，則視為未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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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準；如為未申報者，則以該政治委員會於

現在或先前的選舉年度所申報的報告內容為計

算基準。 

(4) 先 前 之 違 法 次 數 (Number of Prior 

Violations)：於計算罰鍰金額時，先前每一次

的違法行為將增加罰鍰數額的百分之 25。 

(二) 相關罰則 

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任何人明知且故意違反聯

邦選舉競選法之規定，且違法金額達 2 萬 5 千

美元者，應處罰鍰或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

科；如違法金額達 2 千美元，但少於 2 萬 5 千

美元者，應處罰鍰或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

科
33
。此外，針對明知且故意違反「不得以他人

名義捐贈或不得故意收受以他人名義所為捐

贈」之規定，且違法金額達 1 萬美元者，如違

法金額未達 2 萬 5 千美元，則處 2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應處違法金額 3 倍以上之罰鍰，惟該

罰鍰不得超過 5萬美元或違法金額之 10倍，或

併科。 

七、 其他特殊議題 

(一) 軟錢(soft money)
34
 

美國於 1979年修訂聯邦選舉競選法時，將州與地

                                                      

33
 FECA§437g(d)。 

34
 楊泰順等，我國政治獻金制度改革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101 年 12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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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黨籌措運用於「黨務發展」（ party 

building）、「選民造冊」（voter registration）、

與「催票活動」（get-out-the-vote activities）

等項目之經費，排除在政治獻金規範之外。因該

經費係用於地方黨部的開銷與活動，不屬於聯邦

法規限制的範圍，亦不受聯邦選舉競選法之約

束，收支項目無須條列申報，故被稱為「軟錢」。

相較於此，所謂硬錢(hard money)係指僅能用於

聯邦公職候選人，且受聯邦選舉競選法規範的政

治獻金。然若各州州法認為捐錢幫助黨務發展並

非「政治意見」的表達，將使營利事業與工會團

體得以透過捐款予地方黨部達到影響聯邦候選人

的目的。為防堵軟錢以捐款地方黨部之名，行影

響聯邦選舉之實，兩黨競選改革法除規定禁止全

國性的政黨委員會籌集和使用任何受聯邦法律規

範以外的資金以外，更規定在選舉前 120 日，地

方黨部的各項催票、綁樁活動，不得與聯邦候選

人產生關聯。 

(二) 獨立支出 

1、 定義 

依據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任何人經由候選人、

候選人授權的政治委員會或其代理人之合作、諮

詢、商議、要求或建議所作的支出，應視為對該

候選人的捐贈，其支出總額受一定金額上限之限

制。惟獨立支出係指任何人明顯希望某位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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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35
當選或落選所支出的花費，且該項花費

的支出未與任何候選人或候選人之授權委員

會、代理人之合作、諮商或協調，亦非由於上述

等人所請求或建議
36
。基於言論自由的保障，獨

立支出相關規範發展迄今
37
，任何人包含非營利

團體、公司、勞工組織或公民組織，均得在事前

未與公職候選人聯絡的前提下，自由參與政治事

務，使用各種途徑，包括廣播、電視廣告等方式，

表達其對特定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候選人亦得

藉由獨立支出的支持者舉辦的活動提升其曝光

度。 

2、 申報要求 

獨立支出雖無額度的限制，惟屬政治性言論，因

此仍須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報經費的支出。如在

年度內與特定選舉相關的獨立支出金額累計達

到 200 美元，政治委員會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

報，並列舉獨立花費的支出。而個人在年度中對

於某個選舉所為的獨立支出金額累計達到 250

美元時，亦須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出報告。申報

的內容則包含
38
：(1)如係個人所為之獨立支出，

                                                      

35
 特定係指：指出候選人的姓名、顯示候選人的照片、畫像或經由其他參考資料顯示候選

人之身分者而言。 
36

 FECA§441(17)。 
37
在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案中，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應該允許公司和

勞工團體為獨立支出，以及提供資金給從事競選活動的組織。但此判決並未影響禁止有

關公司或勞工團體直捐贈予候選人或政黨的規定。 
38

 有關個人為獨立支出時之申報表格，請參考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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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申報個人姓名、電子郵件、職業和其僱主的姓

名；(2)支出者的身分；(3)金額、日期和每項支

出的用途；(4)有關該項獨立支出是否係支持或

反對特定候選人(連同候選人姓名和辦公室)的

陳述。 

(三) 議題廣告（Issue Advocacy Ads） 

議題廣告與獨立支出，兩者皆不得與候選人或政

黨有任何事先的協商，惟與獨立支出之不同之處

在於，議題廣告不得有任何支持或反對特定候選

人的表達，又因未指名候選人，亦無事先的協

商，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此類言論為「議題廣告」

而非「選舉文宣」，應受憲法意見表達自由之保

障，因此無須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報；議題廣告

屬言論自由之範疇，如不得要求登錄或公開皆有

箝制言論之疑慮，故不得加以限制。 

肆、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與我國政治獻金法之比較 

美國國情、文化與政治氛圍固與我國迥異，惟因我

國政治獻金法制定時，亦曾借鏡美國立法例作為立法

之參考，故就政治獻金之規範而言，美國聯邦選舉競

選法與我國政治獻金法有相似之處，亦有相異之處，

以下即根據本報告內容之主軸，比較美國聯邦選舉競

選法與我國政治獻金法規範之異同。 

一、 得收受政治獻金者 

(一) 美國：候選人、政治委員會、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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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政黨、政治團體、擬參選人
39
。 

(三) 說明及比較： 

1、 美國政治獻金屬常年性捐贈，且黨內初選經費

亦納入政治獻金之規範，故其候選人資格的取

得，非以形式上的登記或報備，無法以相關機

構之官方公文書為準，而係以實際收支超過 5

千美元後，再向聯邦選舉委員會填具「候選人

聲明」（Statement of Candidacy）文件，並成

立選舉委員會辦理相關募款及支出事宜。 

2、 我國擬參選人如欲參與選舉，則需於金融機構

開立專戶，並載明金融機構名稱、地址、帳號

及戶名，報受理機關許可後，始得收受政治獻

金；受理申報機關應於許可後立即公告
40
。受理

政治獻金申報之機關為監察院
41
。 

3、 美國法治教育根深蒂固，故能採取候選人視實

際達到收支規定金額後，再依規定辦理參選等

相關事宜。然依我國國情，在政治獻金法實施

前，政治獻金相當不透明，易生金權政治之弊

病，自民國 93年起，我國政治獻金法實施，將

政治獻金檯面化，並以監察院為受理機關，就

是希望藉由監察院獨立及公正之立場，及以官

方公文書暨公告等方式，公開擬參選人政治獻

                                                      

39
政治獻金法§5 及§2。 

40
政治獻金法§10。 

41
政治獻金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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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專戶，獲得社會大眾對政治獻金之信任，我

國政治獻金法規範較符我國國情。 

二、 捐贈政治獻金主體之限制： 

(一) 美國：與政府有契約關係者、公司及勞工組織、

外國人或外資、教會及慈善團體。 

(二) 我國：1.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達 20%之民營企

業。2.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

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3.有累積

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營利事業。4.宗教團體。

5.其他政黨或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6.主要成員

或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外國（包含香

港、澳門及大陸地區）。7.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

業。8.與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有巨額採購契

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42
。 

(三) 說明及比較： 

1、 美國雖規定公司及勞工組織雖不得捐贈，但卻

同意讓公司及勞工組織以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

之方式，進行政治獻金之募集與捐贈，實質上

卻仍是公司及勞工組織之捐贈。 

2、 我國政治獻金法係考量及配合我國國情，雖繁

複詳列 11項不得捐贈之主體，但卻讓人民較有

確切可遵循參照之依據。 

三、 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及方式 

                                                      

42
 政治獻金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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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美國對於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並無限制，

候選人收受政治獻金達規定之額度後，須成立競

選委員會，並指定「司帳」負責競選經費收支及

申報。 

(二) 我國： 

1、 明定各類選舉之擬參選人及政黨、政治團體可收

受政治獻金期間
43
：（1）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

自總統、副總統任期屆滿前一年起，至次屆選舉

投票前一日止。（2）區域及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

員：自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十個月起，至次屆選

舉投票前一日止。（3）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

縣（市）議員、縣（市）長擬參選人：自各該公

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八個月起，至次屆選舉投票前

一日止。（4）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

長、村（里）長擬參選人：自各該公職人員任期

屆滿前四個月起，至次屆選舉投票前一日止。前

項期間之起始日在公告發布之日後者，其收受政

治獻金期間自選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

前一日止。（5）政黨及政治團體經監察院許可其

開立之政治獻金專戶後，全年皆可接受政治獻金

捐贈。 

2、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收受金錢之政治獻

金，應於收受後 15 日內存入經監察院許可之政

                                                      

43
 政治獻金法§12 。 



 

第 38頁(共 50頁) 

 

治獻金專戶
44
。 

(三) 說明及比較： 

1、 美國雖全年可收受政治獻金，但非競選期間所募

集之政治獻金金額較少，大部份之政治獻金金額

皆集中於競選期間。 

2、 我國明定各類選舉之可收受期間，時間較為明確

且集中在競選時期。 

四、 提出收支報告期間及申報內容 

(一) 美國：將申報期間區分為非選舉與選舉年度，如

非選舉年度，須每半年申報一次；如為選舉年度，

候選人之競選委員會除應於選前 12 日與選後 30

日內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報外，並視情況完成季

報告、月報告及特別報告。其收支報告內容應包

含收入、支出、個人捐贈總額超過 200 美元者之

身分、捐贈日期及金額等。  

(二) 我國：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應設收支帳簿，

按日逐筆記載政治獻金之收支時間、對象及其地

址、用途、金額或金錢以外經濟利益之價額等明

細，並據以製作會計報告書
45
，政黨、政治團體於

每年度結束後五個月內，擬參選人於選舉投票日

後三個月內，向監察院申報
46
。 

(三) 說明及比較： 

                                                      

44
 政治獻金法§10。 

45
 政治獻金法§20。 

46
 政治獻金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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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依據聯邦選舉委員會強制規定，個人或政

治委員會如於選舉年度中收受政治獻金或支出

超過 5萬美元者，必須以電子化方式申報，如其

以紙本方式申報，則視為未申報。 

2、 我國：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申報政治獻金

會計報告書，可視其運作狀況，自行決定採用紙

本申報或網路申報。 

3、 我國目前積極推行網路申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

書，期望藉由網路申報方式，達到節能減碳及減

省人工鍵入系統費用，美國強制規定達到限定金

額須以電子化申報，實在值得我國借鏡。 

五、 捐贈金額之限制： 

(一)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對各類捐贈者之捐贈金額

訂有明確累積上限，並配合物價波動，調整捐贈

金額之上限。 

(二) 我國：依個人、營利事業、人民團體之捐贈身分，

並依照渠等對同一或不同之政黨、政治團體及擬

參選人等受贈對象，訂定每年捐贈總額。 

(三) 說明及比較： 

美國與我國對於各類捐贈者，皆分別訂定捐贈總

額，但美國配合物價波動，調整捐贈金額上限，

對於我國殊值參考。 

六、 查核方式 

(一)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運用資訊庫，分析候選人

競選財務資料，以進行後續查核。另運用案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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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提供民眾查閱及利用，以提升案件之透

明度。 

(二) 我國：運用政治獻金網路申報暨案件管理系統，

比對不得捐贈者平臺資料，藉以發現政黨、政治

團體及擬參選人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之異常情

形，俾利進行後續查核工作。另依政治獻金法之

規定，運用上開系統中之政治獻金查調閱功能，

公開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之收支結算表，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將個資作必要遮蔽後，供民眾查

閱收支明細。 

(三) 說明及比較：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藉由強大之資訊系統功能，

將複雜之政治獻金財務資料，進行分析比較，比

對出異常情形後再進行查核。我國目前雖建置多

個政治獻金系統，惟相關系統尚待全面串連與整

合，期能經由整合後系統之完整功能，減省查核

時之大量人工作業。 

伍、 心得及建議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個人為角逐公職候選

人選舉而收受政治獻金超過 5千美元或其選舉開支總

計超過 5 千美元者，應於 15 日內向聯邦選舉委員會

提出「候選人聲明」（Statement of Candidacy）文

件，並成立競選委員會處理收受政治獻金與開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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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由此可知，美國候選人資格的取得無法以相關機

構之官文書為準，係候選人俟收到相當金額後，始填

具候選人聲明文件，方認定為候選人，至於是否達到

相當金額則由候選人自行認定。衡酌我國法治教育尚

未完全根植並普及於全體國民，如比照美國之情辦

理，實讓候選人有操作空間，不符公開透明，難具公

信力。 

反觀我國政治獻金法立法規範目的，為促進國民

政治參與，政治獻金公開透明及合理規範，避免私相

授受，無論已依法完成登記或有意登記參選公職之人

員，均稱為擬參選人，渠等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後，

須向監察院申請許可後，始得收受政治獻金，且相關

之開戶情形，均經監察院公告，民眾因監察院之公信

力，不致遭受詐騙，擬參選人亦得以名正言順地收受

政治獻金開立合法收據，將擬參選人可否收受政治獻

金之實況，攤在陽光下，接受人民檢驗。 

一、 外資層層轉資捐贈之實，以我國現行處理方式較能杜

絕禁止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外國政府及政黨、外國

組織、法人或機構或主要營業所位於國外之組織、機

構或法人等，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捐贈政治獻

金。明知捐贈者為外資而收受捐贈者，亦在禁止之

列。而我國政治獻金法規定外國（含大陸地區及香

                                                      

47
 FECA§432(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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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

員為外國（含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皆不得捐贈。其主要成員，係指擔

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長職務，占本國團體或法人

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等各項

職務總名額超過三分之一以者，及占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東權百分之三十以上或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

公司之股東及一般法人、團體之社員人數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者。對於營利事業之董事長雖為本國人，惟其

係外國法人之代表人，或董事等職務，其所代表法人

為外國公司並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者，依內政部函釋

認為符合我國不得捐贈之對象。 

相較之下，美國對外資捐贈之規定，相對模糊，

解釋及操弄空間頗大，我國對外資捐贈之規定較為明

確，對於外觀具本國國民之董事長或董事，實為外國

公司法人代表之營利事業，亦明示不得捐贈政治獻

金，有效阻絕外資藉層層轉投資捐贈，進而影響選舉

公平之虞，頗值稱許。 

二、 明定政治獻金收受之來源對象、額度及起迄期間，符

合公平公開原則 

美國並未限制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無論是否為

競選期間皆可捐贈政治獻金。相較之下，我國除政黨

及政治團體可常年收受並於每年度結束後 5個月內向

監察院申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外，另明文規範各項

公職之擬參選人可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至投票日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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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並於選舉投票日後 3個月內，向監察院申報政

治獻金會計報告書。此舉不論擬參選人之身分貴賤貧

富，均以法律規定可收受政治獻金之額度及期限，可

有效防止財團意圖藉捐贈政治獻金而影響選舉之公

平性，進而防止捐受雙方有期約及利益輸送情事。 

三、 捐獻金額之上限應定期依照物價指數調整較符實際 

為配合物價波動，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每兩

年依單數年前 12 個月勞工部勞工統計局所公布之物

價指數，調整捐獻金額的上限。我國對政黨、政治團

體及擬參選人亦有年度捐贈總額上限之規定，惟面對

選舉合併舉行之趨勢，又需秉持小額捐贈原則的前提

下，年度捐贈總額上限亟待修法配合提高。考量修法

緩不濟急，建議未來應仿照美國規定，於政治獻金法

內明定，依物價波動指數，調整捐贈金額的上限，並

授權由行政主管機關執行，較能即時配合實況調整。 

四、 建置功能強大之查核系統，減省查核人力與行政成本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 2014 年就資訊系統部分編

列 6百多萬美元預算，經費主要運用於資料庫及案件

管理系統。而監察院為方便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

人查證所收受之政治獻金是否符合政治獻金法規

定，分別建置「政治獻金不得捐贈者資料整合平臺」

與「政治獻金網路申報系統」，供政黨、政治團體及

擬參選人查證及申報資料，並建置「政治獻金查核系

統」，將申報資料與不得捐贈者資料比對並顯示異

常，俾利查核。而今所遇之困難為，各資料持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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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即時於資料更動時，至「政治獻金不得捐贈者資

料整合平臺」鍵入相關異動資料，甚或不配合提供資

料，且政治獻金法亦未有罰則，致使各資料持有機關

之疏失，造成監察院及捐贈者之困擾，但查核為求毋

枉毋縱，爰仍花費相當人力函查。如能補足上述之缺

憾，相信能減省查核人力與行政成本。 

五、 仿效美國將政治獻金資料公開上網，供民眾檢視 

美國政治獻金的透明化被認為是所有管理設計

中最核心的價值，也是美國最足以傲視其他民主國家

的管理成就。一旦認定為捐獻，聯邦選舉競選法第 434

條規定，候選人的政治委員會在收到超過 500美元之

捐款時，必須登錄捐獻者姓名、地址、收款日期與捐

獻金額。聯邦選舉委員會於收到候選人及政治委員會

之報告書後，須於 48 小時內讓大眾可以上網取得報

告內容，並建置案件管理系統，提供民眾查閱利用，

並提升聯邦選舉委員會相關法令及執行案件情形的

透明度。 

我國政治獻金法規定，受理申報機關應於受理申

報截止後三個月內彙整列冊，供人查閱；會計報告書

之收支結算表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

腦網路。另依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查閱辦法(下稱查閱

辦法)規定，申請人查閱資料如以磁碟片、光碟片、

USB 裝置或其他設備，傳輸電腦或其相關設備內之資

料者，監察院得制止之；經制止仍無效果或其情形嚴

重者，並得拒絕其繼續查閱。監察院雖已將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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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告書收支明細鍵入電腦，以電腦並配合紙本列

印供人查閱，且監察院亦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將相關個人資料已作遮蔽，已盡到保護個資的責

任。但對於偏遠地區之查閱人實不便民。 

現今 g0v 政府網站查閱擬參選人政治獻金會計

報告書收支明細後，重置並擬登載於網路，供民眾檢

閱。該行為雖有違現行政治獻金法及查閱辦法之規

定，然亦為反映部分民眾之心聲。政治獻金法規範目

的即在使政治獻金公開透明，接受大眾監督，且上網

供人查閱已為時勢所趨，應修正政治獻金法及查閱辦

法，將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收支明細公開上網，並依

節能減碳之目標，考量僅將重要內容刊登公報，撙節

紙張；另對於上網查閱人之資格及年齡亦應配合作出

限制，以符政治獻金法之精神。  

六、 建議未來我國修法以行政罰規範為主，刪除刑事責任

之規定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規定，明知且故意違反該法

之規定者，除應處罰鍰外，亦有刑事責任。而我國政

治獻金法之罰則，除行政罰外，對於擬參選人收受外

資或未經許可設立專戶而收受政治獻金者，處以刑

罰。惟我國現行實務違反上述規定，經監察院移送檢

察機關偵辦者，因法院難認定其具有明知且故意違反

之情節，判決結果大都處以緩刑或不起訴處分，且違

法收受之政治獻金也未沒收，造成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者之裁罰結果相較由裁處行政罰之罰鍰及沒入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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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有失平衡。建議回歸行政罰，由執行裁罰機關依

違法情節科處行政罰之罰鍰及沒入，刪除刑事處罰之

規定。 

七、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對於遲延申報或未申報之認定

方式值得參考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對於遲延申報或未申報之

認定及裁罰金額之計算，參酌報告所涉選舉之敏感

性、逾期申報或未申報、行為程度及申報者先前之違

法次數等因素後，訂定細緻化之標準。而我國政治獻

金法則未區分逾期申報或未申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

書之罰則，僅對於不為申報者規定，得限期命其申

報，並得按次連續處罰。然逾期申報與未申報之情

節，實有不同程度之違法性，且對於逾期申報日數亦

應有所分別，罰則皆應分別訂定，以符實況。 

八、 獨立支出的規範值得借鏡 

美國法院認為在選舉期間，如果無法證明意見內

容事先曾與候選人有過諮商或協調，便應認屬言論自

由的範疇，不得限制其支出上限，因此獨立支出等於

是對候選人提供沒有上限的實質補助，對獨立支出僅

規範須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報其經費收支。 

我國捐款者考量支持候選人當選後可能的經濟

利益，漸漸使捐款者走向獨立支出一途。但我國政治

獻金法之主管機關內政部 93 年
48
及 101 年

49
函釋認

                                                      

48
內政部 93 年 11 月 12 日台內民字第 093000944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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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個人或團體舉辦之活動所為各項費用支出，是

否屬對候選人之政治獻金捐贈，應視該活動是否以支

持或反對特定候選人為目的而定。如屬以支持或反對

特定候選人為目的，且經候選人同意或事先溝通、協

調所為各項費用支出，則屬政治獻金範疇。至如未經

候選人同意或事先溝通、協調所為各項費用之獨立支

出問題，對此基於我國政治獻金法制定之時，考量政

治獻金管理制度在我國係屬草創，而獨立支出的性質

與態樣不一，不易全面規範，且限制獨立支出，恐有

侵犯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及政治活動自由之虞，故未加

以規範。 

現今我國選舉已有捐款者自行出資於平面媒

體、看板等處，替候選人做大幅廣告，捐款者出錢出

力參與候選人造勢活動等等，俟候選人選後申報會計

報告書未申報渠等費用支出時，對執行查核機關而

言，實難知悉該筆費用支出是否經候選人同意或事先

溝通協調，亦難認定為獨立支出抑或候選人漏未申

報，易造成查核執行之困擾。因我國內政部函釋之不

完整，獨立支出顯已成政治獻金的漏洞。 

我國實與美國皆遇到相同困難，因考量言論自由

範疇而未對獨立支出有所限制，惟美國法至少對獨立

支出已作出仍須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報經費支出之

規範，而我國尚付之闕如，建請應仿效美國，積極建

                                                                                                                                                           

49
內政部 101 年 12 月 24 日台內民字第 101039218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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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關規範，以因應現況並對未來發展預作準備。 

九、 議題廣告與言論自由應取得平衡，建立規範 

基於言論自由保障的重要性，美國法院認為廣告

如未出現任何支持或反對特定候選人的字眼，且未與

候選人或政黨有任何事先的協商，則此類言論即屬議

題廣告而非選舉文宣，享有憲法之言論自由，不得對

其加以限制。 

我國內政部相關函釋
50
認為政治相關活動，係指

涉及政治行為各面向之相關活動，舉凡競選活動、政

治理念之宣傳或其他以直接、間接方法介入政治事務

之行為，皆屬之。我國目前已有許多募資平台網站，

將有創意構想之專案發表於平台上，藉此吸引資金及

販售商品，其中許多創意構想與政治議題相關，如太

陽花學運、割闌尾計劃等等，其形態如同議題廣告，

亦是利用言論自由之名，行政治募款之實。上開募資

平台網站與政治有關之創意構想專案之募資行為，遭

內政部認定為政治相關活動，應受政治獻金法之規

範。但募資平台網站與政治有關之創意構想專案，究

為政治相關活動抑或具言論自由之議題廣告，實有探

討空間，如何取得平衡並加以規範，實值主管機關深

思。 

十、 本次考察已增進監察院與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之友

誼，並開啟我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該委員

                                                      

50
內政部 94 年 12 月 6 日台內民字第 0940008843 號函。 



 

第 49頁(共 50頁) 

 

會交流之契機 

本次拜會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不但獲得該委員

會主席親自授課講解，並進行交流討論，讓其了解監

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亦從事政治獻金申報及查

核工作，拉進彼此距離。本次拜會不但開啟監察院與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友誼之門，亦讓我國駐美國台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能藉著此次拜會，從與聯邦選舉委員

會毫無交集變成日後具聯繫情誼，對於開拓我國良好

的實質外交，頗有助益。 

陸、 附錄 

一、 考察議題英文版 

二、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授權之競選委員會收支申報表 

三、 授權委員會之收支申報表 

四、 非授權之政治委員會收支申報表 

五、 政治委員會以外之個人或法人獨立支出申報表 

柒、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四) 曲家瑜，美國政治獻金管理制度之研究，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02年 1月。 

(五) 政治獻金法研訂實錄，內政部，93年 12月。 

(六) 張世賢譯，美國聯邦競選法規彙編，中央選舉

委員會，79年。 

(七) 楊泰順等，我國政治獻金制度改革之研究，內

政部委託研究報告，10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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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劉仁筠，我國政治獻金規制問題之研究－美

國、日本與我國之比較分析，東海大學碩士論

文，93年 6月。 

二、 英文部分 

(一)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Fiscal Year 2012。 

(二)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iscal Year 

2014，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三)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Laws。 

(四)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 of 2002。 

三、 網路資料(2014年 5月~8月 5日) 

(一) http://www.fec.gov/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網站。 

(二) http://www.ait.org.tw/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三) http://www.house.gov/legislative/美國眾議

院網站。 

(四) http://www.senate.gov/美國參議院網站。 

http://www.fec.gov/
http://www.ait.org.tw/
http://www.house.gov/legislative/
http://www.sen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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