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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常見問題 Q&A 

 

涉及法條 問題 回應說明 

第 2條：「..(第 6項)本

法所稱地方性財團法

人，指捐助章程規定

其主要業務或受益範

圍僅及於單一直轄

市、縣（市）行政區

域，並由地方主管機

關許可設立之財團法

人。(第 7項)本法所稱

全國性財團法人，指

捐助章程規定其主要

業務或受益範圍非僅

及於單一直轄市、縣

（市）行政區域，並

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設立之財團法人。」 

本條所稱地方性財團

法人，其主要業務或

受益範圍究可否包含

2個縣市以上，抑或

僅及於 1縣市？又主

要範圍有無明確定

義？ 

依據法務部 108 年 1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803501600 號函釋，按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 2條第 7項及第 8項將財團法人區分為「地

方性財團法人」及「全國性財團法人」，依其「主

要業務」或「主要受益範圍」是否僅及於單一直

轄市、縣（市）行政區域，並應依其「許可設立

之機關」為準（本法第 2 條立法理由參照）。關

於財團法人「主要業務」，指各該財團法人捐 助

章程 所定 業務項 目之中，與其捐助章程所定

目的（宗旨）密切關聯較高之業務事項。關於財

團法人「主要受益範圍」，應依個案事實中各該財

團法人捐助章程所定事物範圍、地域範圍及服務

對象範圍等事項綜合考量所涉主要受益範圍(本

部 107 年 11月 28日法律字第 10703518240 號函

參照)。是以，如財團法人之主要業務或主要受益

範圍非僅及於單一縣市者(亦即涉及 2 以上(含 2)

縣市者)，即應設立為全國性財團法人。 

第 19條 

財團法人財產之保管

及運用，應以法人名

義為之，並受主管機

關之監督；其資金不

得寄託或借貸與董

事、監察人、其他個

人或非金融機構… 

是否允許基金會以其

名義向董事、其他個

人或非金融機構借

款？ 

依據法務部 107 年 8 月 22 日法律字第

10703512330 號函釋，第 19條第 1項規定，其立

法意旨係為貫徹財團法人之財產與董事個人財

產分離之制度，以避免因利益輸送影響財團法人

從事公益，爰參酌醫療法第 37條第 2項、私立學

校法第 45條第 1項及公司法第 15條第 1項等立

法例，明定財團法人之財產應以其名義保管及運

用，並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資金不得寄託或借

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前

揭規定所稱「資金不得借貸與董事、…」，係指財

團法人不得將資金出借與董事等人（即財團法人

為貸與人，董事等人為借用人），至於財團法人向

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等借貸資

金（即財團法人為借用人，董事等人為貸與人），

尚非該條項規定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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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於財團法人

法施行前購買股票已

超過財團法人財產總

額 5%之範圍，或購買

持有單一公司股票並

對該公司持股比率已

超過其資本額 5%之範

圍者，是否適用財團

法人法第 19條第 3項

第 5 款規定？ 

依據法務部108年1月4日法律字第10703519090

號函釋略以，本款條文係於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協

商增訂，立法目的在於避免財團法人運用過多財

產進行購買股票之投資行為，承擔過高風險，以

及避免財團法人過度介入營利事業，藉由大量購

買股票因而變相成為控股公司，影響財團法人自

身公益目的之推行。又本款立法時並無使其溯及

發生效力之立法意旨。鑑於本款規定於立法院審

議過程中協商增訂時，既無使其溯及發生效力之

立法意旨，復經衡酌法律安定性，關於財團法人

於本法施行前財產運用方法，如係購買股票且已

超過財團法人財產總額 5%之範圍，或購買持有

單一公司股票並對該公司持股比率已超過其資

本額 5%之範圍者，毋須調整賣出股票。至於財團

法人於本法施行後購買股票，自有本款規定之適

用。 

第 21條 

財團法人對個別團

體、法人或個人所為

之獎助或捐贈，除有

例外情形，不得超過

當年度支出 10%。 

基金會有長期合作之

捐助對象，若依此規

定，將使捐助金額無

法集中欲捐助之特定

對象。而若透過修改

章程明訂捐助對象亦

頗為突兀，將可能造

成推動社福業務之困

難，是否有其他彈性

作為？ 

1. 基於本條立法意旨之普遍性原則，建議基金

會應依該法立法意旨，將資源分散，落實普

遍性原則，造福更多弱勢民眾。 

2. 基金會仍欲集中捐贈對象，且為常態、常年

性捐助，建議基金會修訂章程。 

3. 另為免限制過嚴，第 21條第 2項第 3款亦訂

明主管機關訂定當年度所為獎助或捐贈在一

定金額以下者，得不受 10%之金額比率之限

制。 

基金會設有附屬機構

者，是否亦受該比例

之限制？ 

基金會有附屬機構，由母基金會提供預算於子

機構者，不在此限。 

第 25條、第 26條 

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

經主管機關備查後一

個月內之資料及前一

年度接受補捐助、捐

贈之名單及捐贈金額

等。公開方式可擇刊

載新聞紙或其他出版

品、網路、提供公開

基金會過去並無主動

公開經本局備查資料

(工作計畫、工作報告

及預決算)之習慣，對

於新制多認為將造成

基金會行政業務之負

擔。 

本於資訊透明原則，該法明訂基金會有主動公

開資訊之義務。財團法人法第 26 條，明訂多元

化的資訊公開方式供選擇。為因應網路普遍使

用之趨勢，建議基金會先從建置臉書等社群網

站，將備查資料進行上傳公開，供大眾線上查

詢，以落實本條文資訊公開透明目的。若無設

置網站，亦可透過該法第 26條規定，選擇刊載

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網路、提供公開閱覽、

抄錄、影印等方式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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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抄錄、影印等 須主動公開前一年度

之接受補助、捐贈名

單清冊及支付獎助、

捐贈名單清冊之規

定，部分捐款人若不

同意公開，還須主管

機關同意？ 

有關提供捐助人名單部分，係財團法人公開徵

信之重要作為，基金會本於權責應主動公開，

惟無須報主管機關備查。除公開將妨礙或嚴重

影響財團法人運作，始須主管機關同意。 

第 39條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

給職 

基金會工作人員是否

可以擔任董事職務？ 

依據法務部 107 年 10 月 29 日法律字第

10703516630 號函釋略以，按財團法人法（下稱

本法）第 39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董事及監察

人均為無給職。但董事長係專職者，得經董事會

決議為有給職。」鑒於財團法人屬公益性質，其

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應使用於辦理

各項設立目的業務，爰於本項本文規定其董事及

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俾免其等巧立名目支領任何

酬勞。又「財團法人之設立，應訂定捐助章程。」、

「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如下：四、董事，其名

額、資格、產生方式、任期及選（解）任事項。」

分別為本法第 7條第 1項本文及第 8條第 1項第

4 款所明定，本案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之工作人員得否擔任董事職務，因涉及董事之資

格、產生方式等事項，仍宜依捐助章程所定。至

於倘由工作人員擔任董事是否與前揭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不符，應依具體事實審認有無支領董事

酬勞（例如：以任何名目支領擔任董事職務之對

價）？由主管機關就個案本於職權審認之。 

第 40條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

董事之任期，每屆不

得逾四年；期滿連任

之董事，不得逾改選

董事總人數五分之

四。 

基金會董事須每年捐

款及負責募款工作，

每次改選董事時常須

拜託董事留任，若有

規定不得連選連任，

將導致基金會找不到

願意接任之董事，可

能使基金會無法順利

改選運作。 

 

 

本條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基金會形成萬年董事

會。爰於法規未修訂之情形下，各基金會亦應

依該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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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條 

民間捐助財團法人董

事長、代理董事長及

監察人資格條件 

有關社團法人是否可

擔任財團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及董事

長？ 

依據法務部 107 年 12 月 12 日法律字第

10703518730 號函釋略以，關於法人可否擔任財

團法人之董事（董事長）問題，於本法未有特別

規定情形下，參照學者見解，法人之董事（董事

長）資格，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解釋上應以自然

人為限，且查本法對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之規

定，例如消極資格條件（本法第 42條、第 51 條

規定），於法人尚無受徒刑宣告或監護、輔助宣

告之可能。是以，本法所稱「董事（董事長）」，

解釋上宜以「自然人」任之，並無得由「法人」

擔任之特別規定，且對於財團法人之「監察人及

執行職務之人」可否由法人擔任問題，亦宜為與

前述董事資格相同之解釋。 

第 43條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

視訊會議為之，其董

事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基金會召開董事會議

若為視訊會議進行，

如何檢附佐證資料？ 

為利主管機關審認董事會議之合法性，基金會函

報董事會議時，援例應檢附該次會議簽到單，以

茲證明董事出席人數達法定會議人數，惟若該次

會議採視訊方式進行者，請於簽到表註明該董事

為視訊會議，並拍照佐證。若無照片佐證者，請

於函報會議紀錄時，應一併檢附切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