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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2日 

發文字號：中選務字第 1113150326號 

 

 

 

 

 

 

 

 

 

 

主旨：公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 1 案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

間、編號、立法院交付複決事項、政府機關針對憲法修正

案公民複決提出之意見書、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

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行

辯論之辦理期間與應遵行之事項等事項。 

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第 130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第 1

項、第 12條，公民投票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8 條、

第 15條第 1項、第 17條第 1項。 

二、立法院111年 9月 29日台立院議字第 1110702949號函。 

公告事項： 

一、投票日期、起止時間及地點： 

(一)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6日（星期六）。 

(二)投票時間：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三)投票地點：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公告之各投票

所。 

二、編號：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 1案。 



 2 

三、立法院交付複決事項：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增訂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案： 

第一條之一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者，有依法選

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參加公民投票之權。

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十八歲

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憲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四、政府機關針對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提出之意見書： 

行政院意見書 

依 111年 3月 28日立法院公告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增訂第 1條之 1條文修正案：「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歲者，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參加公民投票

之權。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 18歲者，有依

法被選舉之權。（第 1項）憲法第 130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 2項）」，基於下列理由，宜予支持： 

(一)青年提早於 18 歲參與公共事務，有助強化民主思辨能

力，落實世代正義：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第 17 條規定，人民有

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明文賦予人民參政權，

使每個公民有參與選舉、決策之權利，分享國家統治權

行使，是為民主價值最重要之體現。為因應我國人口結

構改變及少子女化趨勢，青年世代須較以往承擔更多義

務與責任，提早於 18 歲賦予公民權，能提高青年對公

共議題與事務之關心，養成其對政治參與之責任感，強

化民主思辨能力，促進世代間對話，對於落實世代正義

具有正面積極意義。 

(二)賦予 18歲青年公民權，擴大國民政治參與，與國際潮流

趨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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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年齡，為國民參與政治之積極資

格。我國網路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普及，資訊快速

流通，青年對於公共議題瞭解管道多元，資訊吸收強度、

廣度及思辨能力已較過去有長足進步。調降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年齡，能有效吸引青年參與政治事務，提升國民

政治效能感。依我國目前最新人口數推估，如修憲通過

後，將增加 18 歲至 19 歲之選舉人約 41 萬 1,221 人，

擴大國民政治參與。 

目前民主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選舉

權行使年齡均為 18 歲，鄰近日本、韓國，亦於近年相

繼調降選舉權行使年齡，選舉權行使年齡定為 18 歲，

為民主國家普遍採行，與國際潮流趨勢一致。 

(三)統一法律規範，完善 18歲青年權利與義務： 

年齡作為我國國民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基礎，為

當前各領域法制之原則，對於國人參與政治、社會生活

影響深遠。我國現行「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公投法）

前於 107 年修正時，已將公民投票權之年齡下修為 18

歲；110年修正公布之「民法」亦將成年年齡下修為 18

歲，與應負刑事責任、行政罰責任之完全責任、兵役法

起役年齡均同，是國內法制以 18 歲作為國人權利義務

行使年齡之規範基準，已成為社會各界多數共識。 

我國憲法自 36 年公布以來，依法選舉權規範為 20

歲、依法被選舉權規範為 23歲，迄今已逾 75年，而選

舉權、被選舉權為國民主權行使之基礎，攸關人民參與

國家政治生活之管道，為平等對待國民權利與義務，有

必要將相關選舉權行使年齡下修為 18歲，完善 18歲青

年之權利及義務，使青年世代一起為這個國家付出努

力、同時也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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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通過與不通過之法律效果： 

1.本案通過之法律效果： 

查憲法增修條文第 12條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

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

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公投法第 30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依憲法之複決案，立法院應咨請總統公

布。公民複決通過後，選舉、罷免、憲法修正案、領土

變更案公民複決投票權行使年齡將由 20 歲下修為 18

歲；被選舉權行使年齡，亦應配套進行檢討，以符本案

修憲意旨。 

2.本案不通過之法律效果： 

公投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除憲法另有規

定外，年滿 18歲，未受監護宣告者，有公民投票權。公

民複決如未通過，選舉、罷免、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

案公民複決投票權行使年齡仍維持為 20歲，其他公民投

票投票權行使年齡為 18歲。 

五、公民投票權行使範圍及方式：中華民國有投票權人以普通、

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六、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行

辯論之辦理期間與應遵行之事項： 

(一)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

行辯論之辦理期間：自 111年 11月 12日起至 111年 11

月 22日止。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以舉辦意見發表會為原則，如正反意見

支持代表欲以辯論會方式為之，應於指定期限內提出申

請，經正反意見支持代表雙方同意時，以辯論會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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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時，應遵守全

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主任委員  李 進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