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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

辦法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

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

十七日修正公布施行，因本

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目將

「遺址」之文化資產名稱修

正為「考古遺址」，爰配合

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

訂定之。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中華

民國領土之考古遺址發

掘。 

前項發掘，包括考古

遺址發掘前之試掘、探

勘，及基於學術研究、保

護考古遺址等目的或其他

經主管機關判斷應提送審

議之考古發掘。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中華

民國領土及領海之遺址發

掘。 

前項遺址發掘，包含

遺址發掘之調查、試掘及

探勘。 

一、按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業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九日公布施行，有關我

國領海之考古遺址發

掘，悉依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爰刪除第一項「及

領海」等字。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三、調查、試掘、探勘等措

施於考古工作之應用，

多屬實際發掘前對其文

化內涵之確認，又「調

查」意涵過廣，亦可指

書面資料研究等，尚不

足以特定本辦法所規範

之發掘態樣，故新增「基

於學術研究、保護考古

遺址等目的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判斷應提送審議

之考古發掘」，以符實

益，並刪除「調查」，茲

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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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申請發掘考古遺

址，應經審議會審議及主

管機關核准。 

前項審議，應就申請

人資格、發掘計畫書及考

古遺址保護相關事項為

之。 

第三條 遺址之發掘，應經

主管機關審議及核定。 

前項審議，應就申請

人資格、發掘計畫書及遺

址保護相關事項為之。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二、配合本法第五十一條規

定「考古遺址之發掘，

應由學者專家、學術或

專業機構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經審議會審

議，並由主管機關核

准，始得為之」，修正第

一項文字為「經審議會

審議及主管機關 核

准」。 

第四條 申請發掘考古遺址

之考古學者專家，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考古相關學士學

位，從事考古發掘工

作五年以上，並發表

考古發掘報告二篇以

上。 

二、具有考古相關碩士學

位，從事考古發掘工

作三年以上，並發表

考古發掘報告一篇以

上。 

三、具有考古相關科系博

士學位，從事考古發

掘工作一年以上。 

第四條 遺址發掘之考古學

者專家，應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具有考古相關學士學

位，從事考古發掘工

作五年以上，並發表

考古發掘報告二篇以

上。 

二、具有考古相關碩士學

位，從事考古發掘工

作三年以上，並發表

考古發掘報告一篇以

上。 

三、具有考古相關科系博

士學位，從事考古發

掘工作一年以上。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

目規定，將「遺址」之文化

資產名稱，統一修正為「考

古遺址」，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申請發掘考古遺址

之學術或專業機構，應具

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考古學專業。 

二、置有前條所定資格之

學者專家三人以上。 

三、具備出土遺物保管維

護之設備、場所及人

員。 

第五條 遺址發掘之學術或

專業機構，應具備下列條

件： 

一、具有考古相關碩士以

上學位之專業人員三

人以上。 

二、具備出土遺物維護之

設備、場所及人員。 

三、具備出土遺物整理研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修正條文第一款及

修正現行條文第二款考

古遺址發掘之學術或專

業機構所應具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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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備出土遺物整理研

究之場所。 

五、具備符合安全及保護

條件之文物典藏空

間。 

究之場所。 

四、具備符合安全及保護

條件之文物典藏空

間。 

為具有考古學專業之學

術或專業機構、具有第

四條所定資格考古相關

學士以上學位之學者專

家三人以上。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第三

款及第四款款次遞移。 

第六條 申請發掘考古遺

址，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發掘計畫書、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

意書及符合前二條所定之

資格證明文件，向主管機

關提出。 

由符合第四條之考古

學者專家申請者，應另檢

附符合前條條件之學術或

專業機構同意提供出土遺

物保管維護設備、場所及

人員之合作證明文件。 

第六條 遺址發掘，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發掘計畫

書、土地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之同意書。 

前項發掘計畫書之內

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掘主持人。 

二、發掘遺址之基本資

料。 

三、發掘目的。 

四、發掘期限。 

五、經費來源。 

六、預計發掘位置及面積

規劃。 

七、發掘程序及方法。 

八、連續性發掘，各年度

進行之狀況。 

九、發掘之申請記錄。 

十、出土遺物之保管維護

計畫。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二、於實務上，申請考古遺

址發掘時，即應提出申

請者符合第四條及前條

資格證明文件，以供主

管機關查驗，爰修正第

一項文字，使文意更為

明確。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發

掘計畫書內容之規定，

移列修正條文第七條第

一項。 

四、考量符合申請資格條件

之考古學者專家，雖具

有發掘之意願與能力，

惟對出土遺物之管理，

如無預先尋求符合資格

之學術或專業機構合

作，易於衍生無法妥善

存置或保管等情事，故

新增第二項，定明由考

古學者專家申請者，應

另檢附其與學術或專業

機構合作證明文件之附

加條件。 

第七條 前條發掘計畫書之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具有第四條資格之一

之發掘主持人。 

第六條第二項 前項發掘計

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發掘主持人。 

一、修正條文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二項移列。 

二、修正條文第一款，定明

發掘主持人亦應具備發



5 

二、發掘現場常駐考古人

員。 

三、發掘考古遺址之基本

資料。 

四、發掘目的。 

五、發掘期限。 

六、人力、經費來源及配

置。 

七、預計發掘位置及面積

規劃。 

八、發掘程序及方法。 

九、連續性發掘，各年度

進行之狀況。 

十、發掘之申請紀錄。 

十一、出土遺物之保管維

護計畫。 

十二、發掘申請者近三年

發掘案件執行情

形。 

二、發掘遺址之基本資

料。 

三、發掘目的。 

四、發掘期限。 

五、經費來源。 

六、預計發掘位置及面積

規劃。 

七、發掘程序及方法。 

八、連續性發掘，各年度

進行之狀況。 

九、發掘之申請記錄。 

十、出土遺物之保管維護

計畫。 

掘考古遺址之考古學專

業資格，俾免發掘考古

遺址之申請人應具備專

業資格，而於發掘主持

人卻無相關資格限制之

疑義。 

三、按考古發掘工作除需符

合資格之人員主持外，

工作現場仍需常駐考古

人員及發掘工作者參與

配合，又投入人力之多

寡良窳影響考古發掘成

果甚鉅，以及經費配置

之提供有助於審核過程

檢視工作分配之專業性

與合理性，爰增列修正

條文第二款及修正條文

第六款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二款至第十

款款次遞移。 

五、另於計畫書載明近三年

發掘案件執行情形，可

據以勾稽瞭解發掘申請

者之發掘實績，故增訂

第十二款，定明前述項

目內容。 

第八條 前條發掘計畫書應

於發掘前二個月提出，如

因搶救考古遺址之緊急需

要，並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由申請人先行發

掘，並於開始發掘後一個

月內補提申請。 

第七條 前條發掘計畫書應

於發掘前二個月提出，如

因搶救遺址之緊急需要，

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

由申請人先行發掘，並於

開始發掘後一個月內補提

申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第九條 考古遺址發掘之申

請人，應依發掘計畫書內

容，確保發掘品質及出土

遺物之安全維護。 

考古遺址之發掘，應

於發掘結束一年內，將出

第八條 遺址發掘之申請

人，應依發掘計畫書內

容，確保發掘品質及出土

遺物之安全維護。 

遺址之發掘，應於發

掘結束一年內，將出土遺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三、為使中央主管機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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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遺物造具清冊及原始發

掘紀錄影本報主管機關；

並於發掘結束三年內，完

成發掘報告，公開發表，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期限，得視需

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延長。 

考古遺址發掘之出土

遺物清冊，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發掘主持人姓名、所

屬機構名稱、地址。 

二、發掘考古遺址名稱。 

三、發掘範圍（附地圖）。 

四、發掘之起迄時間。 

五、出土遺物總說明，包

括年代、所屬文化及

類別。 

六、出土遺物清單，包括

類別、遺物名稱、單

位、數量、重量、重

要遺物分級建議及備

註。 

七、保管之必要限制或注

意事項。 

八、其他相關事項。 

物造具清冊及原始發掘紀

錄影本報主管機關；並於

三年內，完成發掘報告，

公開發表，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前項期限，得視需

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延長。 

遺址發掘之出土遺物

清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發掘主持人姓名、所

屬機構名稱、地址。 

二、發掘遺址名稱。 

三、發掘範圍（附地圖）。 

四、發掘之起訖時間。 

五、出土遺物總說明，包

含年代、所屬文化、

類別。 

六、出土遺物清單，包含

類別、遺物名稱、單

位、數量、重量、重

要遺物分級建議、備

註。 

七、保管之必要限制或注

意事項。 

八、其他相關事項。 

並建置國土考古遺址發

掘之全貌，爰於第二項

定明考古遺址發掘，應

於「發掘結束」三年內

完成發掘報告，使文意

明確，並應另送主管機

關備查。 

四、另於第四項第四款至第

六款，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考古遺址發掘有重

大發現者，考古遺址發掘

申請人應即報主管機關處

理。 

第九條 遺址發掘有重大發

現者，遺址發掘申請人應

即報主管機關處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第十一條 外國人與國內學

術或專業機構進行考古遺

址發掘合作者，應由本國

人擔任主持人，出土遺物

等原始資料應妥善維護，

並不得攜出國境。但有攜

至國外進行實驗分析之必

第十條 外國人與國內學術

或專業機構進行遺址發掘

合作者，應由本國人擔任

主持人，出土遺物等原始

資料應妥善維護，並不得

攜出國境。但有攜至國外

進行實驗分析之必要，經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 



7 

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得對考

古遺址之發掘，進行檢查

及監督；如發現有下列情

形之一，得令其停止： 

一、屆滿發掘期限而未獲

准延長者。 

二、逾越發掘範圍者。 

三、違反發掘程序或方法

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必要者。 

第十一條 遺址發掘有下列

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令

其停止： 

一、屆滿發掘期限而未獲

准延長者。 

二、逾越發掘範圍者。 

三、違反發掘程序或方法

者。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實際發掘工作中仍存

有個別考古學者專家對

遺跡、遺構處置方法之

認定差異，如大規模案

件於進行中無賦予主管

機關檢討之機制，且考

古工作有無可回復之特

性，恐對考古遺址肇致

永久性破壞，故新增主

管機關對進行中之考古

遺址發掘實行檢查與監

督之授權。 

四、增列第四款其他情形經

主管機關審認有必要

者，得令發掘停止之裁

量權限。 

第十三絛  疑似考古遺址及

列冊考古遺址之發掘，準

用本辦法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定明疑似考古遺址

及列冊考古遺址發掘之

準用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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