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行政契約係將私法的契約概念導入公法領域，使國家機關得

以彈性之作為達成公共任務，而成為行政行為的方式之ㄧ。我國

將其納入正式法制之時程，雖晚於同為歐陸法系之德、法二國，

但應用於實務上，因國內政治氛圍經由民主轉型後而趨於熱絡。

諸如：稅務協談、行政和解、委託外包、公害防治⋯等，皆有其

應用之餘地。 

  
自民國 86年精省修憲後，隨之配合制定之地方制度法，明確

將地方自治團體所從事之任務二分為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經由

自治事項之確立，冀望地方自治團體於落實「分權化」之理念，

使各地方政府在權能授與下發揮因地制宜之在地特色。然而，由

於地方制度法第 21、24條對於跨域自治事項之規範密度不足，僅
就管轄權稍加提及，並未明確規範得以何種具體模式處理跨區域

事務。 

 
經由上述之問題意識，部分學界與實務界皆肯認應用行政契

約處理跨區域事務，為兼顧自主性與效能之較佳模式。故本文之

研究將完成以下三個研究目標： 

 
1.行政契約與跨區域域事務之本質探討 
2.解決跨區域問題得採行模式之探討 
3.以行政契約模式進行跨域合作之法理探討 

 

本文之研究屬政治學領域中之「正式－法制研究途徑」，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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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法與比較分析法。首先，本文於第二章與第三章就行政

契約與跨區域事務進行本質上之探討，對於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

蒐集，將相關理論與法制規範進行分析，並援引國外制度之發展

經驗，以探討其適用於我國之可行性。 
 
其後，於本文第四章與第五章就行政契約應用於跨區域事務

處理之法律效力與行政契約本身於締約或履約中之問題加以探

討，對於得以行政契約處理跨區域事務之情形予以列舉並將其類

型化，並就現行我國法律所規範之條件中，探討跨域合作契約之

效力所及與其限制。另外，就行政契約締約當事人、契約標的、

債務履行、債權取得與締約責任分擔等相關問題，於我國法制基

礎下，說明實務應用上可能面臨之限制。 

 
最後，於本文第六章將導出研究結論，對於研究過程中發現

之其他相關問題，與未來相關學術後續研究或實務發展上之建議

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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