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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一、前言

• 為建立公開透明勸募制度，95年4月25日「公
益勸募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5月17
日經 總統令制定公布施行，109年1月15日修
正第4條。

• 「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及「公益勸募許
可辦法」相關子法亦分別於同年12月25日及
27日訂定發布。108年11月5日修正施行細則
第6條。

• 110年9月1日修正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簡化表
單並明定相關勸募活動取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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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勸募條例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38

§公益勸募施行細則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46

§公益勸募許可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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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47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二、具體執行成效(1/3)

1. 強化勸募活動財務責信，辦理公益勸募條例規定應行之法
定審查程序：(勸募許可、專戶備查、成果備查、結案備查等)

• 自99年起至111年底，勸募團體數、案件數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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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本部許可辦理111年勸募活動情形統計(含
110年許可且111年尚在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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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執行成效(2/3)

用途別 金額 占捐款支出總額比

社會福利 16億4,832萬5,100元 30.43%

社會慈善 10億5,530萬8,582元 19.49%

教育文化 1億9,827萬6,442元 3.66%

援外或國際人道救援 21億4,930萬4,351元 39.68%

其他事業 1億2,015萬583元 2.22%

活動必要支出 2億4,480萬6,393元 4.52%

合計 54億1,617萬1,451元 100.00%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二、具體執行成效(3/3)

2. 積極輔導勸募團體踐行法定程序，提升其責信效能

– 加強勸募法令知能：每年定期辦理勸募實務研習班，提
升勸募團體實務工作能力及熟稔公益勸募相關法令。

– 委請會計師進行財務查核：每年委託會計師事務所稽查本
部核准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募得財物數額、使用及流向情
形。101-111每年度查核件數自80件到160件不等，抽查率約
為17%~100%，配合簡化備查作業，加強查核機制。

– 針對違法勸募活動，依法予以警告、裁處：106-112年本
部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裁處案件數及金額計26件、166萬元。

– 簡化公益勸募案件備查作業之審查方式：本部為提升行政效
能，自110年3月31日起，專戶、成果及結案備查作業逕予備
查。各級主管機關可依案件需求辦理勸募案件審查作業。

3. 強化一般民眾對公益勸募管理內涵認識

– 透過各式宣導管道，提醒民眾如何辨識合法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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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三、困境與爭議(1/2)

• 重大災害管理未臻完善：
– 100年日本311震災，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轉捐勸募所得
之時程與方式，引發媒體與社會大眾之議論而檢討修
正。

– 110年0402台鐵408次列車事故，衛生福利部因應民眾
捐款，設置捐款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運用計畫(含基
準)。

• 爭議點簡述：
– 包括未明訂募得款執行年限、規範使用情形公開徵信
頻率過低、勸募團體財務透明度不足、政府因應重大
災害發起勸募之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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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三、困境與爭議(2/2)

• 勸募型態多元發展
– 因社會環境的變遷及近年勸募樣態的多元發展(如臉書
募款、募資平台等)，現有管理方式不足以因應實務需
求。

• 爭議點簡述：
– 網路違法勸募未能有效制止、因應勸募型態差異是否
採不同管理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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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四、策進作為與展望(1/3)

• 公益勸募管理系統功能擴
充建置
– 於104年1月9日上線啟用提
供線上申請勸募許可、備
查作業。

– 107年開發建置勸募活動查
詢QRCode供民眾查詢勸募
計畫與執行情形

– 110年完成簡化備查作業

– 未來規劃分期擴充前台功
能，提高勸募資訊可讀性
及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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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四、策進作為與展望(2/3)

• 公益勸募條例修法作業
– 本部102年將公益勸募條例修正草案送至行政院審查，行

政院於103年函送立法院審議。惟因立法院第8屆未及完
成審議，依屆期不續審之規定，全案退回本部。

– 本部前邀集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提供相關
修法意見，105年共召開3次研商會議，106年續開4次研
商會議。已於107年11月間將條例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議。

– 修法重點：提高財務徵信頻率、會計師專案簽證規範、
明定重大災害勸募之必要支出百分比、勸募財物轉捐、
總執行期限及賸餘款之處理等。

– 109年1月15日修正第4條(主管機關)

– 辦理公益勸募條例修法委託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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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四、策進作為與展望(3/3)

• 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修正作業

–修正重點：

(1)第1項後段增訂遇重大災害或國際人道救援勸

募時，至少每月刊登捐贈人基本資料及辦理情

形。

(2)第2項增訂依第9條規定載明捐贈財物事項。

(3)增訂第3項政府機關(構)應刊登基本資料及

辦理情形，應載明事項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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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公益勸募許可辦法修正作業

• 修正重點:

• (1)第2條簡化勸募活動申請書表，將勸募活動計
畫書及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書之內容項目
併入申請書。

• (2)第2條至第第4、6條，增訂公立學校及特定行
政法人辦理勸募活動、勸募活動計畫變更及活動
取消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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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勸募條例與財團法人法
• §11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不予許可；

一、非以從事公益為設立目的。

• §13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財
團法人名義對外募集財物、辦
理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

•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其募集所
得或無償收受之財物，除依其
他法律規定予以沒入外，應返
還捐贈人；難以返還，經報請
主管機關認定者，應繳交主管
機關，依原募集活動計畫或相
關公益目的執行，並得委託相
關團體執行之。

• §2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公益：指不特定多數人的
利益。

• §2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將
勸募所得財物返還捐贈人：

一、非屬第五條規定之勸募主
體發起勸募。

二、勸募活動未經許可。

• 前項財物難以返還，經報請
主管機關認定者，應繳交主
管機關，依原勸募活動計畫
或相關目的執行，並得委託
相關團體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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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下列資訊，財團法人應主
動公開：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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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僅公開其補助、
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
名或名稱及補（獎）助、捐贈
金額。但補助、捐贈者或受獎
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
對，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
財團法人運作，且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公開之。

• 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

• §14本條例第十八條所定
捐贈人捐贈資料，包括捐
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年
月及捐贈財物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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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實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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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公益勸募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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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公益勸募管理系統
• https://sasw.mohw.gov.tw/app39/

• 本部現以線上系統管理案件申請及備查

• 多數縣市亦同步使用本系統收案及管理

• 受理案件活動區間<至少21天至90天內>

• 每年委請廠商辦理系統操作課程講習

• 提供客服專線02-77515973提供系統諮詢

https://sasw.mohw.gov.tw/app39/


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主管機關及權責分工

• 中央主管機關：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 地方主管機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 權責分工(含系統派案)說明：

• 僅以「網路(網頁)、媒體及文宣寄送」等勸募方式或
「實體活動僅在活動所在地之縣/市辦理」為主要勸募管
道者，則由各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勸募方式如有辦理
「跨縣市實體活動」者，由本部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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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募主體適格性
(公益勸募條例第5條)

原則：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不得募款(被動)

政府機關(構)：

例外：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事件可發起募款(主動)

勸募團體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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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申請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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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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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準備作業

步驟1.參考其他團體同類計畫
步驟2.註冊帳號密碼定期更新
步驟3.備齊資料登入申請活動



「勸募活動申請表」線上填寫

I. 法人登記證書(非立案證書)或學校設立證書
II.議決發起勸募活動之董(理)事或校務會議紀錄
及簽到表(含代理出席委託書)

III.經主管機關要求之其他佐證資料(購置土地或
興建房舍相關資料、廠商開立之估價單※)

※應備文件一覽表，文件掃描整併成PDF文件上傳
※系統另填：公開徵信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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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許可步驟(一)申請書表 許可§ 2



申請許可步驟(二)勸募活動必要支出 施行細則§11

★何謂活動『必要支出』：
辦理勸募宣傳活動期間所需之人事費、業務費及其他辦理活動之相關支出。

★依照公益勸募條例§17-編列(含使用)必要支出之計算方式：

$1000萬以下→15%

預募100萬*15%→15萬

$$超過1000萬未達1億元→150萬+超過1000萬元的8%

預募1500萬：150萬+500萬*8%=190萬

$$$1億元以上→870萬元+超過1億元的1%

預募1億5,000萬：870萬+5,000萬*1%=920萬

★請依實際募得款比例支應必要活動支出，超出需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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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目的
(公益=不特
定多數人
利益)

社會福利
事業

教育文化
事業

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之
事業(環保/能

源)

援外或
國際

人道救援

社會慈善
事業

申請許可步驟(三)財物所得用途 條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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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陳報專戶備查(13)                   ‧規避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21)

‧強制攤派他人勸募行為(14)         ‧違法勸募行為應返還財物未返還(22)

‧未依原定勸募財物計畫執行(19)  ‧犯罪、收據不實、會務疏失 (10)

條例第9條 『應』不予許可

‧違反會務、業務及財務相關法令
‧曾有違法情形限期未改善者
‧勸募所得逾財物使用計畫所載期限
‧賸餘款逾再執行期限
‧辦理國際救援勸募活動不具執行能力或經驗

許可辦法第7條 『得』不予許可

‧負責人或代表人進行勸募涉犯罪嫌疑提起公訴(Ι)

‧開立收據記載不實(П)

‧違反會務、業務及財務相關法令(Ⅲ)

條例第10條 廢止

‧申請許可文件不實

條例第11條 撤銷

不予許可、撤銷、廢止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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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備查作業(一)

專戶備查

•需於許可辦理勸募活動開始後7日內向主管機關陳報金融機構帳戶

•專戶以郵局(含劃撥)及銀行帳戶為限(不得以個人帳戶設置勸募專戶)

•公立學校不以原有公庫帳戶為限

•專戶不得有其他非募得款(例如獎補助款或一般捐款)流入，造成混用

成果備查

•備查重點:募款期間收入情形

•勸募活動期滿後翌日起30日內陳報勸募活動募款成果(募款收入)

•應備資料：捐贈清冊、專戶封面及勸募期間內頁、網路公開徵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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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備查作業(二)

成果結案

併報

•備查重點:募款期間收入及財物支出情形

•適用勸募活動期間與財物使用期間起迄日相同，於財務使用計畫結束

30日內陳報

•應備資料：捐贈清冊、專戶封面及所有內頁、支出明細表、成果報告、

董(理)事會議/校務會議記錄(含簽到表)、公開徵信截圖(捐款徵信及

募得款收支報告)

結案備查

• 備查重點:募款財物使用情形

• 結案備查：財物使用計畫結束後30日內陳報主管機關結案備查作業

(募款支出)

• 應備資料：專戶封面及期間內頁、支出明細表、成果報告(含照片)、

董(理)事會/校務會議記錄、公開徵信截圖

• 結案展延：如有正當事由，可於原定結案期限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結案期限(展延不得超過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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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作業(一)  專戶備查

●法源依據：勸募條例§13、施行細則§8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變更專戶亦同)

●應備文件：1.專戶封面(單位全稱、不得為個人名義或含個人名稱)

2.專戶內頁(原則請歸零、如開戶金或定存孳息，請備註)

●應填欄位：1.郵局(含劃撥帳號)或金融機構名稱

2.分行名稱

3.帳號

●提醒事項：1. 1案1專戶、專戶管理、專款專用。

2.如有尚未結案之他案專戶，無法重複設置於同一帳戶。

3.按月存入募得款並於勸募系統更新累計金額。

4.超過1萬元以上支出，專戶匯款或開立支票，不可使用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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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作業(二)  成果備查

●法源依據：勸募條例§18、施行細則§6、§14、§15

●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成果備查變更：”更正募款收入”需以紙本報部辦理)

● 應填欄位：勸募活動期間所得(勸募所得、利息收入)、勸募活動期間支出

(截至目前實際支出)

● 應備文件：1.專戶資料(存摺封面、勸募活動期間內頁-需補摺至陳報時)

2.捐贈人資料

(1)表頭：單位名稱、活動全稱+捐贈清冊或捐款芳名錄..、

許可文號、勸募活動期間、大小章

(2)表格：含收據編號、捐贈日期、捐贈者名稱或捐贈人姓名、

捐贈金額/物品時價/動產及不動產現值、捐贈用途、

及募得款總金額等欄位

3.公開徵信截圖

●提醒事項：1.勸募活動期間截止後不得再收受捐款(§22)

2.勸募活動期間所生孳息納入募得款

3.捐贈人姓名原則須公開、例外得不公開(事先經捐款人同意)

4.成果備查不得延後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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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作業(三)  結案備查

● 法源依據：勸募條例§20、施行細則§15

●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

● 應填欄位：勸募活動期間所得(募得款及原有利息金額不變、新增利息)、勸募活

動期間支出(全數支出)、財物使用情形(分別填入必要支出及財物支

出欄位等金額，自籌款另填)

● 應備文件：1.專戶資料(存摺封面、勸募活動開始至財物使用完畢期間內頁)

2.支出明細總表及分類帳 (分類帳需有傳票編號:按支出日期登載之流

水帳、經費支出項目請與活動、財物計畫書經費概算項目相符、

請用印：團體關防、負責人、會計、經辦人員章)

3.成果報告(請說明本案實際效益並附執行成果照片) 

4.董/理事會紀錄及簽到表(記錄：討論事項需有本案完整名稱結案及

說明、議決結果、均須有會議屆次及會議之年月日資訊、均需用印)

5.公開徵信截圖(官網公告之本案所得與收支報告)

● 提醒事項：經許可勸募活動，無辦理勸募活動或無募得款，仍須辦理結案備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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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作業(四)  成果結案併報

● 法源依據：同成果及結案備查

●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

● 應填欄位：勸募活動期間所得(新增利息)

勸募活動期間支出(全數支出)

財物使用情形(同結案備查)

● 應備文件：1.專戶資料(存摺封面、活動起訖期間內頁)

2.捐贈人資料(同成果備查格式)

3.支出明細表(同結案備查格式)

4.成果報告(同結案備查格式)

5.董/理事會紀錄及簽到表(同結案備查格式)

6.公開徵信截圖(含捐贈人資料、所得與收支報告)

● 提醒事項：如勸募期間已結束，財物使用期限未到但已支用完畢者，

亦可提前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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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備查作業

申請階段

活動取消

(勸募團體)

活動駁回

(主管機關)

活動階段

專戶變更

(變更他戶)

計畫書異動

(活動/財物)

**成果變更**    

(成果備查有誤)

結案階段

結案展延

(限1個月)

再執行

賸餘財物使用

(需以同類目的計畫

項目為限，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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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募款箱管理
 募款箱資訊：1.募款箱編號(設置地點名稱)及彌封籤(設置年月日)

2.勸募團體全稱

3.勸募活動名稱

4.許可文號(例：衛部救字第1080000000號)

5.許可勸募期間(例：112年2月1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

 注意：如募款箱係登載逾期許可文號，視同逾勸募許可期間仍為勸募行為，違反公

益勸募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款規定，經民眾檢舉及本部查證屬實者，本

部均依規定辦理或移請縣市依法查處。

 募款箱管理：1.定點設置：按月/季回收、至遲次月存入

2.街頭活動：當(日)次回收、建議當月存入

3.建議勸募團體訂定募款箱管理規定

 募款箱收據：1.募款箱以回收日期為捐贈日期

2.募款箱應另行造冊(含：募款箱編號/放置地點及地址 /(每次)開

箱日期/募得款金額/收據編號)

3.捐贈清冊所列捐款人名稱可為”善心人士或無名氏”
依據：內政部101年7月3日內授中社字第1015061094號函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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