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主要針對私立學校法有關董事會職權行使之相關規定及實務上應注意事項為本刊讀者

做進一步之說明與闡述。期能有助於私立學校董事會之運作。

一、董事會職權行使：
（一）董事會職務：

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訂定準則
第4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定董事會之職權，包括下列事項：

一、捐助章程之變更。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職。
四、監察人之選聘及解聘。
五、校長之選聘、監督、考核及解聘。
六、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為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
七、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八、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為學校附屬機構之設立。
九、學校籌設、停辦、改制、合併、解散，或改辦理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或聲請破產之決定。
十、校務報告、校務計畫、重要規章之審核及執行之監督。
十一、經費之籌措及運用。
十二、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十三、財團法人變更登記資料之審核。
十四、學校法人設立基金之管理。
十五、所設私立學校基金管理之監督。
十六、財務行政之監督。
十七、其他不違反本法第二十九條所定校長職權下，經董事會決議增列之職權。
前項第五款之內容，包括選聘及解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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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會召集
第31條 董事會議應依捐助章程規定召開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人主管機關得依二人以上現任董事之申請或依職權，指定董事

召開董事會議：
一、董事會議連續兩學期未經召集。
二、董事長未能推選產生，或董事長經選出後因故出缺，致不能召集董事會議。
三、董事會議未能依章程規定召集，致學校法人運作產生問題。

●提醒：現行法不再規定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改為「依捐助章程規定召集之」，有關召集程序及查核，改由捐助章程規定
第10條 捐助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法人之目的。
二、捐助之財產。
三、辦學之理念。
四、創辦人推舉事項。
五、董事總額、資格及董事加推候選人與選聘、解聘、連任事項。
六、董事長推選及解職事項。
七、董事會之組織、職權、開會次數、召集程序、會議主席之產生、決議方法、董事有利害關係時之迴避等運作事項。
八、監察人總額、資格、職權及選聘、解聘事項。
九、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管理方法事項。
十、訂立捐助章程之年、月、日。
前項捐助章程應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始得許可設立學校法人；其捐助章程之變更，亦應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第一項捐助章
程訂定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三）董事會之決議
第32條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董事之改選、補選。
二、董事長之選舉、改選、補選。
三、校長之選聘或解聘。
四、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五、學校停辦、解散或聲請破產之決定。
前項但書各款重要事項之決議，經召開三次會議均因出席之董事未達三分之二而流會，於第四次會議如出席之董事仍未達
董事總額三分之二且已達二分之一，得以實際出席董事開會，並以董事總額過半數決議之。
前二項董事總額，依捐助章程之規定。但董事死亡、辭職、經法院裁定假處分而不得行使職權或依法停職、解職者，應予
扣除。

●提醒：關於董事總額之計算，在第32條第3項予以明訂，以杜爭議
董事總額固然會因為第3項規定而減少，但不因此排除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適用的機會(參台北地院104年法字第149號裁定、106年法
字第32號裁定)
第49條 (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

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
不動產者，亦同。
前項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動產之處分，以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進行為限。
二、不動產以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建築物為限，始得設定負擔。
依其他法律之規定，於學校法人之不動產具有法定抵押權者，依其規定。

●提醒：◆處分、設定負擔、購置、出租均應有「必要性」，價格應有「合理性」評估，此時都會請估價師「鑑價」，金額較大時，甚至
不只一份鑑價報告。董事會決議程序如果涉及關係人交易，尤應注意迴避之要求。

◆主管機關都有審核不動產處分之「檢核表」，學校在有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時，應參考檢核表的要求，逐項檢討是否符合規
定。
◆請注意「教育部促進學校財團法人辦理不動產活化實施原則」之規定

（四）議事錄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25條：董事會議如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無法主持議事，或所議事項有關董事長本身必須迴避時，由出席
董事互推一人為臨時主席。董事會議每次開會時，董事應在會議紀錄上親自簽名；其於開會時未親自出席簽名者，視同缺席。
前項董事會議採視訊會議進行者，其出席方式之認定，應於捐助章程中定之。

●提醒：1.會議務必要「出席」，且會議紀錄要「親自簽名」。
2.董事會舉行可以採用視訊會議，但應在捐助章程中明定出席方式之認定。一般會用錄音或錄影等方式加以紀錄，並在書面紀錄
上載明。

（五）決議之無效或撤銷
第33條 董事會議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者，無效。

董事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者，董事得於決議後一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董事對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
法人主管機關知悉董事會議有前項情形者，應依職權或申請，指明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情事，限期
命董事會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自決議後六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其決議。

（六）職權行使之限制：
第29條 董事會、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應依本法及捐助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並應尊重校長依本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

職權。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不得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及校內其他行政職務。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2項：學校法人應訂定董事會、監察人及校長間之權責劃分規定，以明確校長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得執行職務之範圍及其權責。

●提醒：個別董事、監察人非有特殊情形，應避免直接加入特定的校務團隊，或甚至直接指揮特定校務團隊，以免被認為「不尊重校長的
行政權」。換言之，董事會對學校宜採「事後監督」，且以一般性(監督)為原則，避免個案介入(臺教高（一）字第 1020087680 號函)。

●問題：1.有關私立學校董事擔任校內委員會委員，是否有違私立學校法第 29 條不得兼任校內其他行政職務之規定疑義。教育部在某大
學之個案中曾函釋如下(臺教高 (一)字第 1030182175號函)。

2.現行法雖未明定董事不得擔任校內委員會之委員，惟考量大學為教學研究或校務運作需求，所涉任務編組或會議組織，其作成
之決議常直接或間接影響學校整體運作。為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29 條之立法意旨，學校應自行衡酌各委員會之性質及功能等，
如有必要，應於校內相 關 章 則 中 明 定 委 員 會 之 消 極 迴 避 資 格 (包含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等)， 以 落 實董事會經營權
與學校行政權分離之原則

（七）董事應就學校教師薪給未依聘約支給與學校負連帶責任：教師待遇條例第24條：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給教師薪給時，其所屬學校
財團法人全體董事應就未支給部分與學校負連帶責任。

《黃旭田律師介紹》

學歷：台灣大學法律系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現任：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景文科技大學董事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董事

曾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

◆學校如果因為財務困難確實無法依照聘約全額支給薪給，應取
得學校老師書面同意。

◆司法實務上已經有判決命董事就任職期間內與學校就教師薪資
連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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