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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家安

全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條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家安

全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條訂定之。 

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本

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八

日修正公布後，本細則授

權依據條次變更，爰配合

修正。 

第三條 （刪除） 第三條 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所稱現役軍人，係指

軍事審判法第二條及第

三條所列之人。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於一百零二年八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刪除原第八條第二

項，本條已無規範必

要，爰予刪除。 

第三條之一 本法第十八

條第二項、第三項所稱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案件，指犯本法第八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之案件。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本法第十八條係

經權衡國家安全、整

體經濟發展命脈、產

業競爭力與被告審級

利益之保護結果，併

考量審理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案

件之專業性要求，於

第二項規定第八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之案件

，其第一審管轄權屬

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故本法第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所稱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之案件，性質上係

指犯本法第八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之罪之案

件，包括本法第八條

第七項所定法人之代

表人、非法人團體之

管理人或代表人、法

人、非法人團體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雇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一

項至第三項之罪者，

對該法人、非法人團

體、自然人亦科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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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罰金之案件，爰

增訂本條，以資明確

。 

第十九條 本法第五條所

定入出境航空器及其載

運人員、物品之檢查，

依下列規定實施： 

一、航空器：得作清艙

檢查。出境之航空

器於旅客進入後，

須經核對艙單、清

點人數相符，並經

簽署後，始准起飛

。 

二、進出航空站管制區

之人員、車輛及其

所攜帶、載運之物

品，應經檢查，憑

相關證件進出。 

三、旅客、機員：實施

儀器檢查或搜索其

身體。搜索婦女之

身體，應命婦女行

之，但不能由婦女

行之者，不在此限

。 

四、旅客、機員手提行

李：應由其自行開

啟接受檢查。 

五、旅客托運之行李：

經檢查送入機艙後

，如該旅客不進入

航空器時，其托運

行李應予取下，始

准起飛。但經航空

公司具結保證安全

者，不在此限。 

六、空運出口物件：於

航空器出境前接受

檢查。 

過境之旅客，非經

檢查許可，不得會晤境

內人員及授受物品。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

第十九條 本法第四條所

定入出境航空器及其載

運人員、物品之檢查，

依左列規定實施： 

一、航空器：得作清艙

檢查。出境之航空

器於旅客進入後，

須經核對艙單、清

點人數相符，並經

簽署後，始准起飛

。 

二、進出航空站管制區

之人員、車輛及其

所攜帶、載運之物

品，應經檢查，憑

相關證件進出。 

三、旅客、機員：實施

儀器檢查或搜索其

身體。搜索婦女之

身體，應命婦女行

之，但不能由婦女

行之者，不在此限

。 

四、旅客、機員手提行

李：應由其自行開

啟接受檢查。 

五、旅客托運之行李：

經檢查送入機艙後

，如該旅客不進入

航空器時，其托運

行李應予取下，始

准起飛。但經航空

公司具結保證安全

者，不在此限。 

六、空運出口物件：於

航空器出境前接受

檢查。 

過境之旅客，非經

檢查許可，不得會晤境

內人員及授受物品。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

一、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六

月八日修正公布，原

第四條變更條次為第

五條，爰配合修正第

一項序文援引條次，

並酌為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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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件，由各主管機

關核發。 

空運進口貨物於提

領前，必要時得會同海

關人員實施檢查。 

相關證件，由各主管機

關核發。 

空運進口貨物於提

領前，必要時得會同海

關人員實施檢查。 

第二十條 本法第五條所

定入出境船舶、其他運

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

物品之檢查，依下列規

定實施： 

一、船舶及其他運輸工

具：核對證照與艙

單，並得作清艙檢

查。 

二、旅客、船員、漁民

及其行李、物件：

準用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之規

定檢查。 

三、進口之貨櫃：得於

目的地實施落地檢

查。 

第二十條 本法第四條所

定入出境船舶、其他運

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

物品之檢查，依左列規

定實施： 

一、船舶及其他運輸工

具：核對證照與艙

單，並得作清艙檢

查。 

二、旅客、船員、漁民

及其行李、物件：

準用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之規

定檢查。 

三、進口之貨櫃：得於

目的地實施落地檢

查。 

序文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十九條說明一。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五條

所定航行境內航空器及

其載運人員、物品之檢

查，準用第十九條第一

項之規定辦理；旅客於

登機時，並得查驗身分

證明。 

第二十一條 本法第四條

所定航行境內航空器及

其載運人員、物品之檢

查，準用第十九條第一

項之規定辦理；旅客於

登機時，並得查驗身分

證明。 

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八

日修正公布，原第四條變

更條次為第五條，爰配合

修正援引條次。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五條

所定航行境內船舶及其

載運人員、物品之檢查

，準用第二十條規定辦

理；旅客於登船時，並

得查驗身分證明。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四條

所定航行境內船舶及其

載運人員、物品之檢查

，準用第二十條規定辦

理；旅客於登船時，並

得查驗身分證明。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一條說明。 

第二十五條 本法第六條

第一項所定海岸管制區

，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

臺灣地區海岸之海水低

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五

百公尺以內之地區及近

海沙洲劃定公告之。 

第二十五條 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所定海岸管制區

，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

臺灣地區海岸之海水低

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五

百公尺以內之地區及近

海沙洲劃定公告之。 

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八

日修正公布，原第五條變

更條次為第六條，爰配合

修正援引條次。 

第二十六條 前條海岸管 第二十六條 前條海岸管 一、第一項序文之「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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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區，依其性質分為下

列二種： 

一、海岸經常管制區：

為確保海防安全，

經常實施管制之地

區。 

二、海岸特定管制區：

於規定時間內，開

放供人民從事觀光

、旅遊、岸釣及其

他正當娛樂等活動

之地區。 

前項管制區設置檢

查哨，由海防部隊執行

檢查、管制任務。 

制區，依其性質分為左

列二種： 

一、海岸經常管制區：

為確保海防安全，

經常實施管制之地

區。 

二、海岸特定管制區：

於規定時間內，開

放供人民從事觀光

、旅遊、岸釣及其

他正當娛樂等活動

之地區。 

前項管制區設置檢

查哨，由海防部隊執行

檢查、管制任務。 

」修正為「下列」，

以符法制體例。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人民入出海

岸管制區，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無須申請許可

： 

一、在規定開放時間內

，入出海岸特定管

制區。 

二、戶籍設於海岸管制

區或依法得使用之

土地、漁塭或廠場

位於海岸管制區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

件經查驗後入出。 

三、當地漁民入出海岸

管制區之海岸捕魚

、養殖或採收海產

者，得憑身分證明

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 

四、因公務需要入出海

岸管制區者，得憑

各該主管機關之證

明文件連同身分證

明文件經查驗後入

出。 

五、司法、軍法或治安

人員，因公入出海

岸管制區者，得憑

服務證件經查驗後

第二十八條 人民入出海

岸管制區，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無須申請許可

： 

一、在規定開放時間內

，入出海岸特定管

制區者。 

二、戶籍設於海岸管制

區或依法得使用之

土地、漁塭或廠場

位於海岸管制區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

件經查驗後入出。 

三、當地漁民入出海岸

管制區之海岸捕魚

、養殖或採收海產

者，得憑身分證明

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 

四、因公務需要入出海

岸管制區者，得憑

各該主管機關之證

明文件連同身分證

明文件經查驗後入

出。 

五、司法、軍法或治安

人員，因公入出海

岸管制區者，得憑

服務證件經查驗後

序文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說明一，另第

一款酌作文字修正，以符

法制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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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 

六、選務、監察人員及

依法登記之候選人

、助選員、宣傳車

駕駛，於公職人員

競選活動期間，得

憑身分證明文件經

查驗後入出其選舉

區所在之海岸管制

區。 

七、因不可抗力或緊急

情事而有入出海岸

管制區之必要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件

經查驗後入出。 

入出。 

六、選務、監察人員及

依法登記之候選人

、助選員、宣傳車

駕駛，於公職人員

競選活動期間，得

憑身分證明文件經

查驗後入出其選舉

區所在之海岸管制

區。 

七、因不可抗力或緊急

情事而有入出海岸

管制區之必要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件

經查驗後入出。 

第二十九條 本法第六條

第一項所定山地管制區

，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根據維護山地治安需要

，就臺灣地區各山地鄉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行政區內之山地劃定公

告之。 

第二十九條 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所定山地管制區

，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根據維護山地治安需要

，就臺灣地區各山地鄉

行政區內之山地劃定公

告之。 

一、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六

月八日修正公布，原

第五條變更條次為第

六條，爰配合修正援

引條次。 

二、地方制度法於一百零

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增

訂第八十三條之二，

規定直轄市之區由山

地鄉改制者，稱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爰

配合增訂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之規定。 

第三十條 前條山地管制

區，依其性質分為下列

二種： 

一、山地經常管制區：

為維護山地治安，

經常實施管制之地

區。 

二、山地特定管制區：

具有遊憩資源得提

供人民從事觀光、

旅遊及其他正當娛

樂活動，基於維護

山地治安有必要實

施管制之地區。 

前項管制區設置檢

查所，由警察機關執行

第三十條 前條山地管制

區，依其性質分為左列

二種： 

一、山地經常管制區：

為維護山地治安，

經常實施管制之地

區。 

二、山地特定管制區：

具有遊憩資源得提

供人民從事觀光、

旅遊及其他正當娛

樂活動，基於維護

山地治安有必要實

施管制之地區。 

前項管制區設置檢

查所，由警察機關執行

一、第一項序文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六

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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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管制任務。 檢查、管制任務。 

第三十一條 人民入出山

地經常管制區，應向內

政部警政署或該管警察

局、警察分局、分駐所

、派出所，或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派駐國家公園

分隊、小隊申請許可，

經查驗證明文件或查證

確有入出之必要者，得

予許可。 

人民入出山地特定

管制區，應向內政部警

政署或該管警察局、警

察分局、分駐所、派出

所、檢查所或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派駐國家公園

分隊、小隊或指定之處

所申請許可，經查驗身

分證明文件後予以許可

。 

第三十一條 人民入出山

地經常管制區，應向內

政部警政署或該管警察

局、警察分局、分駐所

、派出所，或國家公園

警察隊、小隊申請許可

，經查驗證明文件或查

證確有入出之必要者，

得予許可。 

人民入出山地特定

管制區，應向內政部警

政署或該管警察局、警

察分局、分駐所、派出

所、檢查所或國家公園

警察隊、小隊或指定之

處所申請許可，經查驗

身分證明文件後予以許

可。 

配合國家公園警察隊於一

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納入保

安警察第七總隊編制，爰

將本條之「國家公園警察

隊、小隊」修正為「保安

警察第七總隊派駐國家公

園分隊、小隊」，以符現況

。 

第三十二條 人民入出山

地管制區，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無須申請許可

： 

一、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

件經查驗後入出。 

二、平地人民戶籍設於

山地管制區或依法

得使用之土地或廠

場位於山地管制區

者，得憑身分證明

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設籍或工作之山地

管制區。 

三、因公務需要入出山

地管制區者，得憑

各該主管機關之證

明文件連同身分證

明文件經查驗後入

出。 

四、司法、軍法或治安

人員，因公入出山

第三十二條 人民入出山

地管制區，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無須申請許可

： 

一、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

件經查驗後入出。 

二、平地人民戶籍設於

山地管制區或依法

得使用之土地或廠

場位於山地管制區

者，得憑身分證明

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設籍或工作之山地

管制區。 

三、因公務需要入出山

地管制區者，得憑

各該主管機關之證

明文件連同身分證

明文件經查驗後入

出。 

四、司法、軍法或治安

人員，因公入出山

序文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說明一。 



7 

地管制區者，得憑

服務證件經查驗後

入出。 

五、選務、監察人員及

依法登記之候選人

、助選員、宣傳車

駕駛，於公職人員

競選活動期間，得

憑身分證明文件經

查驗後入出其選舉

區所在之山地管制

區。 

六、因不可抗力或緊急

情事而有入出山地

管制區之必要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件

經查驗後入出。 

地管制區者，得憑

服務證件經查驗後

入出。 

五、選務、監察人員及

依法登記之候選人

、助選員、宣傳車

駕駛，於公職人員

競選活動期間，得

憑身分證明文件經

查驗後入出其選舉

區所在之山地管制

區。 

六、因不可抗力或緊急

情事而有入出山地

管制區之必要者，

得憑身分證明文件

經查驗後入出。 

第三十三條 本法第六條

第一項所定重要軍事設

施管制區，由國防部會

同內政部根據軍事設施

安全需要，就重要軍事

設施所在地及其週邊地

區劃定公告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所定重要軍事設

施管制區，由國防部會

同內政部根據軍事設施

安全需要，就重要軍事

設施所在地及其週邊地

區劃定公告之。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五條說明。 

第三十四條 前條重要軍

事設施管制區，依其性

質分為下列七種： 

一、軍用飛機場。 

二、飛機戰備跑道。 

三、飛彈基地。 

四、永久性國防工事。 

五、具危險性之軍事訓

練、試驗場地或阻

絕設施。 

六、具爆炸危險性之軍

事工廠、倉庫及油

泵站。 

七、軍用固定性重要通

信電子設施。 

前項管制區得設置

檢查哨，由該管軍事機

關執行檢查、管制任務

。 

第三十四條 前條重要軍

事設施管制區，依其性

質分為左列七種： 

一、軍用飛機場。 

二、飛機戰備跑道。 

三、飛彈基地。 

四、永久性國防工事。 

五、具危險性之軍事訓

練、試驗場地或阻

絕設施。 

六、具爆炸危險性之軍

事工廠、倉庫及油

泵站。 

七、軍用固定性重要通

信電子設施。 

前項管制區得設置

檢查哨，由該管軍事機

關執行檢查、管制任務

。 

一、第一項序文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六

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十四條 本法第十七 第四十四條 本法第九條 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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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款軍事審判程序

尚未終結之刑事案件，

於解嚴之日，依下列規

定處理之： 

一、偵查或再議中案件

，移送該管檢察官

。 

二、初審、覆判或抗告

中案件，尚未裁判

或裁判尚未確定者

，移送該管法院。 

三、聲請再審或開始再

審中案件，尚未裁

判或裁判尚未確定

者，移送該管法院

。 

四、聲請非常審判案件

，移送最高檢察署

檢察總長；已提起

非常審判尚未判決

者，移送最高法院

。 

第一款軍事審判程序尚

未終結之刑事案件，於

解嚴之日，依下列規定

處理之： 

一、偵查或再議中案件

，移送該管檢察官

。 

二、初審、覆判或抗告

中案件，尚未裁判

或裁判尚未確定者

，移送該管法院。 

三、聲請再審或開始再

審中案件，尚未裁

判或裁判尚未確定

者，移送該管法院

。 

四、聲請非常審判案件

，移送最高檢察署

檢察總長；已提起

非常審判尚未判決

者，移送最高法院

。 

日修正公布，原第九條變

更條次為第十七條，爰配

合修正序文援引條次。 

第四十五條 解嚴後，對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之

刑事確定裁判，聲請再

審或非常上訴者，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處理。 

解嚴後，軍事檢察

官發見本法第十七條第

二款之刑事確定裁判，

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

因者，應即函請該管檢

察官或最高檢察署檢察

總長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處理。 

第四十五條 解嚴後，對

本法第九條第二款之刑

事確定裁判，聲請再審

或非常上訴者，依刑事

訴訟法規定處理。 

解嚴後，軍事檢察

官發見本法第九條第二

款之刑事確定裁判，有

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

者，應即呈請該管長官

函請該管檢察官或最高

檢察署檢察總長依刑事

訴訟法規定處理。 

一、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六

月八日修正公布，原

第九條變更條次為第

十七條，爰予配合修

正本條援引條次。 

二、依現行軍事審判法規

定，軍事檢察官發現

有再審或非常上訴原

因者，均無呈送該管

長官之規定，爰予刪

除第二項「呈請該管

長官」文字。 

第四十六條 本法第十七

條第三款確定之刑事裁

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

中者，於解嚴之日，移

送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

。 

依前項規定移送執

行中之受刑人時，應將

行刑累進處遇有關文件

第四十六條 本法第九條

第三款確定之刑事裁判

，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

者，於解嚴之日，移送

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 

依前項規定移送執

行中之受刑人時，應將

行刑累進處遇有關文件

，一併移送。受移送之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四十四條說

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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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移送。受移送之

監獄應將受刑人照原級

編列，並適用監獄行刑

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監獄應將受刑人照原級

編列，並適用監獄行刑

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七條 （刪除） 第四十七條 軍事審判機

關審判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但書之刑事案件，於

解嚴之日，其軍事審判

程序尚未終結或刑事裁

判已確定而有再審或非

常上訴之原因者，準用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

條之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於一百零二年八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已刪除原第八條第二

項，且目前已無該等

刑事案件，本條已無

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