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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 

內政部 78.2.1台(78)內社字第 662250號函訂定 

內政部 78.5.30台(80)內社字第 921228號函修正 

內政部 81.7.14台(81)內社字第 812083號函修正 

內政部 83.2.2台(83)內社字第 8376346號函修正 

內政部 84.9.15台(84)內社字第 8488073號函修正 

內政部 89.8.14台(89)內社字第 8977352號函修正 

內政部 94.12.26台(94)內社字第 0940067257號函修正 

內政部 97.1.23台內社字第 0970008600號令修正第 3點 

一、社會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許可。 

發起人戶籍或工作地（以團體為發起人者，其代表之戶籍或工作地）分布於七個直轄市、

縣（市）以上者得向內政部申請籌組全國性團體。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發起人名冊格式如附件二。 

二、發起人（以團體為發起人者，其代表）須年滿二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且無人民團體

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消極資格者。 

發起人應於發起人名冊親自簽名或蓋章，並具結無前項消極資格情事，自負法律責任。 

發起人應設籍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發起人為個人者，應附具足資證明戶籍或工作地之

資料一份（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影本、外僑居留證影本、現職與工作地證明等）；為團

體者，應附具合法立案證明一份（立案證書影本、公司執照影本等）。 

申請團體名稱涉及專門學術者，發起人應檢附具有專門學術之資格證明。 

申請團體名稱、宗旨、任務涉及宗教者，另附下列文件： 

（一）教義及經典。 

（二）教主及其生平事略。 

（三）宗教儀規。 

（四）傳教沿革。 

三、社會團體分類如下： 

(一)學術文化團體：以促進教育、文化、藝術活動及增進學術研究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二)醫療衛生團體：以協助醫療服務，促進國民健康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三)宗教團體：以實踐宗教信仰為目的之團體。  

(四)體育運動團體：以普及全民運動，增進身心健康；發展競技運動，強化運動技術水準；

蓬勃運動產業及運動學術研究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以辦理社會服務及慈善活動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六)國際團體：以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促進我與他國人民間之認識及連繫為主要功能，經

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之國內總會組織或經外交部同意之我與他國

間之對等交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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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濟業務團體：以農業(農林漁牧狩獵業)、工礦業(礦業、製造業、水電燃料瓦斯業、

營造業)、服務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等

經濟業務或相關學術之研究、發展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八)環保團體：以提昇環境品質，從事環境保護，維護環境資源為主要目的之團體。 

(九)宗親會：指姓氏相同者組織之宗親團體。 

(十)同鄉會：指原籍貫或出生地(以省市、縣市區域為準)相同者於他行政區域組織之同鄉

團體，或區域同鄉團體聯合海外同鄉團體組織之世界同鄉總會。 

(十一)同學校友會：以聯絡有正式學籍之國內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已離校肄業)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或研修結業)同學校友情誼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十二)其他公益團體。 

四、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名稱應明確表示其業務性質，並與宗旨、任務、會員及發起人資格相稱。 

(二)宗旨：載明團體之基本目標及本團體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三)組織區域：載明所屬之行政區域名稱。 

(四)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會址得設於其他地區)，會址得

不詳列門牌號碼，須設分支機構 (辦事處等)者，載明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之。 

(五)任務。 

(六)組織：載明內部執行及監察組織(如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之名稱、組成及職

權；如有其他內部組織，載明設置之條款。 

(七)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1.會員類別及名稱：依團體性質擇用個人會員(或正式會員、普通會員、基本會員)、

團體會員、預備會員(或準會員)、永久會員、學生會員、贊助會員、榮譽會員(或

名譽會員)或其他適當名稱。永久會員指其繳納一定數額常年會費後，即不必繳納

常年會費之會員，其出會，再入會時仍須依章程繳納會費。會員(會員代表)之年

齡，除預備會員(或準會員)、贊助會員、榮譽會員(或名譽會員)及法令另有規定

者外，以年滿二十歲者為限。 

2.會員入會之程序及資格、條件、限制。 

3.會員出會、除名之程序及條件。 

(八)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1.會員之權利：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應基於均等原則，會員依法應享之權利，不得於章程任意予以

限制或剝奪。  

2.會員之義務：  

(1)會員有遵守團體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2)載明會員未依規定繳納會費之處理條款(例如停權或除名)。 

(九)會員代表與理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及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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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團體會員(含會員單位及下級團體)者，應推(選)派代表行使會員權利，並載明

其名額。 

2.為下級團體者，載明其選派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任及解任方式。 

3.成立後會員(會員代表)人數有超過三百人以上之情形，並有改開代表大會之必要

者，應載明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並載明會員代表之名額、任期、

選任及解任方式。 

4.理事、監事應包括由其互選之職位(例如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等)。社會

團體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等職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得於章程另定之，其範圍以下列為原則： 

 (1)理事長得稱為會長、社長，副理事長得稱為副會長、副社長。 

 (2)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為一人者，得稱為監事長。 

(十)會議：載明會議種類、召集時間、次數、召集人、主席、召集條件、決議額數及方法。 

(十一)經費及會計： 

1.載明經費來源項目及名稱。 

2.載明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之繳納標準及繳納方式。 

3.載明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4.載明本團體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意旨之文字。 

(十二)章程修改之程序： 

1.載明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2.訂定及變更章程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年月日、屆次及主管機關核備之年月日、

文號得於章程附載之。 

(十三)其他法令規定載明之事項。 

五、申請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國內總會組織之國際團體者，應附國際總會

之章程、簡介、立案證明書（含立案機關、日期、文號及團體性質），及該國際總會同意

其成立之證明書（證明書應經我國駐外館處認、驗證或當地法院、公證人公證）中外文本。 

申請經外交部同意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之國際團體者，應附該國民間團體同意成立對

等團體之承諾書（該承諾書應經我國駐外館處認、驗證或當地法院、公證人公證）中外

文本。 

六、申請許可設立社會團體，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其原本須發還者，應提出繕本或影本，由提

出人簽名或蓋章，證明與原本無異，並由主管機關核對相符後附卷。 

七、社會團體之申請書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認其不合於程式： 

(一) 名稱與其他已許可人民團體之名稱相同者。 

(二)名稱、宗旨、任務、會員及發起人資格顯不相稱者。 

(三)名稱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營利團體有關或有妨害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

有誤導公眾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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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程宗旨、任務之內容，顯有誤導公眾之虞者。 

(五)章程之任務規定未具體條列，或顯不可行者。 

(六)章程任務有違反法令規定，或列有其他公私機關或團體之法定專屬任務者。但得協辦

之任務，列為協辦者，不在此限。 

(七)章程所列宗旨、任務涉及專門學術，而發起人名冊之學歷、經歷及職業資料所示之資

格與該專門學術顯不相稱，或與章程所列會員資格條件顯不相稱，未能推展團體之設

立目的者。 

八、社會團體章程內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認其非以公益為目的： 

(一)以團體收入之全部或一部屬於特定之私人或營利為目的之團體者。 

(二)團體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者。 

(三)允許會員或受益人之繼承人繼承其權益者。 

(四)任務項目有營利事業項目者。 

(五)其他顯然不以公益為目的者。 

九、申請社會團體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予許可： 

(一)非本機關主管者。 

(二)應提出之文件不完備者。 

(三)申請書不合於程式者。 

(四)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公共利益、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 

(五)設立目的違反法令者。 

(六)設立目的違反公共利益、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 

(七)章程內容違反法令或設立目的者。 

(八)設立目的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相違或顯不相容者。 

(九)財務收入之總額，顯不足以達成設立目的及推展業務所必要之活動開支者。 

(十)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者。 

前項不予許可之情事，如屬章程草案內容有關事項，得修正者，主管機關得先行許可籌

組，並於許可籌組文件載明應予修正之內容，或載明章程草案提籌備會及成立大會審議

後再予核備。 

十、主管機關於收受社會團體申請案件後，應即進行審查，在未許可前，審查程序以不公開為

原則。申請案件不予許可者，應附理由通知申請人，可以補正者，應酌定期間命其補正，

逾期不補正者，不予許可。應許可者，通知申請人於六個月內籌備成立，逾期廢止許可。

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之，其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申請案件之駁回應以書面為之，不得以言詞或退件方式拒絕受理。 

申請文件，主管機關得不予發還。 

十一、主管機關審查社會團體申請許可案件，對於章程內容列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主管事

項者，應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必要時得會商其他有關單位，並得設置審議小組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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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主管機關審查社會團體申請案件之決定，自收受申請書之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為之，

其須經會商案件，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不得逾二個月，並通知申請人。 

十三、主管機關先後收受二個以上相同名稱之申請案件時，由先申請者優先取得該名稱，並通

知後申請者變更名稱。 

前項收受之先後順序以主管機關收文日期為準，收文日期相同時，由主管機關通知各該

申請人以抽籤定之。 

十四、社會團體經許可設立後，應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籌備完成後

召開成立大會。 

發起人會議互推籌備委員至少七人，組織籌備會，負責辦理籌備事宜。 

籌備委員應互推一人為籌備會主任委員為召集人。 

籌備會應於理、監事選出前，將檔案、財務及人事等造具清冊一式三份，於第一屆理事

長選出後，當場以一份移交理事長，移交時由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監交，並於十五

日內，由理事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分別於清冊簽章。籌備會於移交後撤銷之。 

移交清冊由籌備會主任委員、理事長及團體各存一份。 

十五、籌備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查章程草案，並提成立大會審議。  

(二)決定籌備期間聯絡地址。  

(三)決定籌備期間工作人員之任免。 

(四)訂定會員申請入會手續、申請書格式並公開徵求會員。 

(五)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格並造具其名冊。 

(六)擬定團體當年度工作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表，並提成立大會審議。 

下半年度(七月至十二月)成立之團體，應增訂次一年度工作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表。 

(七)擬訂成立大會之討論提案及編製大會手冊。 

(八)籌備期間經費收支之收繳及籌墊，並提報成立大會追認。 

(九)決定成立大會召開之日期及地點。 

(十)籌備有關選任職員之選任事宜。 

(十一)籌備工作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十六、發起人會議由發起人代表召集，籌備會議、成立大會及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由籌備會

主任委員召集，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如逾期不為召集時，由得票最多數之理事、監事

或由主管機關指定之理、監事召集，大會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其他會議應於七日前通知，

並均應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會議之通知及報備應說明會議種類、時間、地點及議程。 

成立大會之報備應另附會員名冊。 

會議紀錄應於會後三十日內分發應出席人員，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十七、發起人會議、籌備會議、成立大會及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均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員較多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但訂定章程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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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同意。 

發起人不能親自出席發起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發起人代理，每一發起人以代理

一人為限。 

籌備委員出席籌備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十八、社會團體籌備期間，應公開徵求會員。 

十九、社會團體第一屆第一次理事會應將團體會址處所之決定列入議程。 

前項會址處所應取得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例如租約、借用同意書等)。 

二十、社會團體應於成立後三十日內檢具下列文件各一份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

證書及圖記： 

（一）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二）第一屆第一次理事監事會議紀錄。 

（三）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章程。 

（四）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年度工作計劃。 

（五）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六）選任職員（理事監事）簡歷冊。 

（七）會務工作人員簡歷冊。 

（八）會址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例如租約、借用同意書等)。 

（九）申請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資料表及理事長照片兩張。 

（十）會員名冊。 

立案證書之發給依人民團體立案證書頒發規則辦理；圖記之發給依印信條例規定辦理。 

社會團體領得立案證書及圖記後，應妥為保存並應列入移交。 

主管機關核准社會團體立案時，應將核准文書副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會址所在地

之稅務機關。 

二十一、社會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後，得依法向該管法院辦理法人登記，並於完成法人

登記後三十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備查。 

社會團體辦理法人登記指公益社團法人登記而言。 

主管機關無庸於社會團體申請法人登記之文書驗印。 

二十二、社會團體完成社團法人登記，於團體名稱冠以社團法人後，該社團法人即為團體全名

稱之一部。但主管機關核准團體立案時，原核備之章程及原發給之立案證書、圖記及

其他文書等，無庸於團體名稱上更改冠以社團法人文字。 

二十三、社會團體立案後，應於會址處所對外懸掛名牌，並應於公文封及公文紙內載明立案證

書字號及發給機關名稱，如已辦理法人登記者，應增列法人登記字號及登記機關名

稱，以利識別。 

二十四、主管機關對經許可籌備或核准立案之社會團體，事後發現其申請書有虛偽不實情事者

撤銷其許可，或其設立許可條件變更，致與原有規定不合者，得依法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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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會團體申請書格式： 

社   會   團   體   申    請     書                 年     月    日 

受    文     者 
 

申請組織團體名稱  

 

 

申請團體之緣由 

（含名稱文字釋義） 

 

 

 

 

 

 

 

 

成立大會時預定會員（會員代

表 ） 人 數 
 

 

 

 

附         件 

請依下列順序裝訂成四冊（正本一份、影本三份） 

一、申請書。 

二、章程草案。 

三、發起人名冊。 

四、全體發起人身分證明影本（一份即可）。 

五、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 

發起人代表（一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申請書附註： 

一、「受文者」欄填寫主管機關名稱。 

二、「申請組織團體名稱」欄載明團體之全稱。 

三、申請書由發起人自行依格式印製使用。 



 - 8 - 

附件二： 

個人發起人名冊格式： 

（     團  體   名   稱    ）       發 起 人 名 冊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簡 歷 現 職 學歷（學校科系所） 聯絡電話 

        

戶 籍

（工作）

地 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簽名 

或 

蓋章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簡 歷 現 職 學歷（學校科系所） 聯絡電話 

        

戶 籍

（工作）

地 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簽名 

或 

蓋章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簡 歷 現 職 學歷（學校科系所） 聯絡電話 

        

戶 籍

（工作）

地 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簽名 

或 

蓋章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簡 歷 現 職 學歷（學校科系所） 聯絡電話 

        

戶 籍

（工作）

地 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簽名 

或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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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發起人名冊格式： 

團 體 名 稱 
立案機關及證照

字 號 
負 責 人 姓 名 

團 體 地 址 

（以所在地為準） 
電 話 

     

推 （ 選 ） 派 代 表 
團體蓋章及負責人

簽 名 或 蓋 章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 號 
戶籍（工作）地址 

       

團 體 名 稱 
立案機關及證照

字 號 
負 責 人 姓 名 

團 體 地 址 

（以所在地為準） 
電 話 

     

推 （ 選 ） 派 代 表 
團體蓋章及負責人

簽 名 或 蓋 章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 號 
戶籍（工作）地址 

       

團 體 名 稱 
立案機關及證照

字 號 
負 責 人 姓 名 

團 體 地 址 

（以所在地為準） 
電 話 

     

推 （ 選 ） 派 代 表 
團體蓋章及負責人

簽 名 或 蓋 章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 號 
戶籍（工作）地址 

       

 

發起人名冊格式附註： 

一、發起人名冊之填寫，發起人為個人者，填個人名冊，為團體者，填團體名冊，發起人名冊一式

四份，除一份原本由發起人親自簽名或蓋章外，其他三份得以影印本代之。 

二、發起人名冊由發起人自行依格式印製使用。 

三、發起人於發起人名冊親自簽名或蓋章時，視同亦具結無人民團體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消極資格

並願自負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