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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力學學會

第三十一屆理監事第三次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97年 5月 23日 (星期五) 12：00~14：0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應力所 400會議室(4F)
出(列)席人員：
主席：胡潛濱 理事長

理事及候補理事：王仲宇、王偉中、朱錦洲、江國寧、吳文方(黃美嬌代)、吳光鐘、宋齊有、

宋震國(衛榮漢代)、李世光(郭茂坤代)、胡潛濱、馬劍清、郭茂坤、陳東陽、

趙振綱、劉佩玲、蕭飛賓、謝曉星、楊永斌

監事及後補監事：林見昌、李雅榮、洪宏基

本會主任委員：江國寧、馬劍清、陳東陽、戴昌賢(朱錦洲代)、溫志湧(楊安石代)

秘書處：鄭金祥、楊天祥

列席人員：敖仲寧(國立中正大學機械系)、陳國慶(國立台灣大學應力所)、舒貽忠(國立台灣大學

應力所)、衛榮漢(國立清華大學動機系)

請假人員：

理事及候補理事：曲新生、李國賓、苗君易、黃吉川、林輝政、蕭德瑛

監事及後補監事：李超飛、陳朝光、黃榮鑑、葉銘泉、蔡穎堅

記錄：沈慧娥

壹、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貳、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 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是否考慮增加國中組?
2. 歷屆中學生力學競賽優勝者之追蹤方式是否考慮以學會公文發函至各中學尋求協助亦

或有更好之追蹤建議?
3. 理監事會議請各位理監事們盡量撥空出席，以避免會議無效(附件一)。
4. 請各位理監事踴躍推薦本年度之會士(副會士)、孫方鐸力學獎章、虞兆中力學獎章之候
選人以供會士遴選委員會及諮議委員會進行後續作業。

二、秘書處報告

1.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委員聘函已於 97年 4月 18日寄出。
2. 理事長當選證書已於 97年 4月 25日獲內政部核發。
3. 會址遷移已於 97年 4月 22日獲內政部核可備查。
4. 學會網頁已完成移轉和資料更新。
5. 請各委員會儘量鼓勵委員加入會員。
6. 近期工作為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與兩岸力學交流。

三、各委員會報告

1. 會員暨選務委員會(溫志湧主委，楊安石教授代)：會員資料已再重新整理，另擬定了副

會士及資深會員遴選辦法，待討論。

2. 出版委員會(趙振綱主委)：第 123 期會訊將在六月底出刊，本期專題報導由義守大學電

機系徐祥禎教授撰寫，另外 ACMFMS(10/31-11/3)於日本 Shimane舉辦。

3. 學術委員會(陳東陽主委)：ICTAM2008委由馬劍清教授組團並向國科會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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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普委員會(江國寧主委)：2008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成果報告。

5. 期刊(編輯)委員會(吳光鐘主委)：無。

6. 獎勵委員會(馬劍清主委)：請大家推薦服務獎候選人。

7. 財務委員會(戴昌賢主委，朱錦洲教授代)：募款作業即將啟動。

8. 諮議委員會(胡潛濱主委)：請大家踴躍推薦本年度之會士、孫方鐸力學獎章、虞兆中力
學獎章之候選人。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成立會士遴選委員會(提案單位：理事長)。
擬辦：已徵求葉超雄教授同意續任遴選委員會召集人，同時亦已徵詢部分教授之同意擔任遴選

委員，最後名單將與葉教授討論確定後，再補入本次會議之記錄。

決議：通過葉超雄教授擔任遴選委員會召集人。

第二案

案由：第 32屆中華民國力學年會暨全國力學會議舉辦時間(提案單位：中正大學)。
說明：第 32屆中華民國力學年會暨全國力學會議舉辦時間擬於 97年 11月 28(五)-29(六)日舉行，

提請 通過。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會士遴選辦法(提案單位：會員暨選務委員會)。
說明：擬修訂會士遴選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修訂會士遴選辦法如附件二，修訂條文如下表：

原訂辦法 新修訂辦法

三、會士候選人之基本資格及推薦方式：

1. 具本會會員之會籍至少連續五年以上
者，並獲五位以上本會會員推薦。

三、會士候選人之基本資格及推薦方式：

1. 具本會會員之會籍至少連續五年以上
者，並獲五位以上本會會員(至少含三
位會士以上)推薦。

第四案

案由：新加入會員審查(提案單位：會員暨選務委員會)。
說明：自第 31屆理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起，截至目前申請入會者共有 6位：成大航太系鄭金祥

教授、成大土木系王永明副教授、北科大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楊安石副教授、屏科大

材料系傅龍明副教授、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陳志鏗教授、成大機械系溫昌達助

理教授，提請 通過。

決議：通過。

肆、專案報告

一、ICTAM2008組團籌備報告(馬劍清教授)
二、2008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成果報告(江國寧教授，附件三)
三、2008兩岸力學活動籌備報告(衛榮漢教授，附件四)
四、第 32屆年會暨全國力學會議籌備報告(敖仲寧教授，附件五)
五、葉超雄教授 70大壽學術研討會籌備報告(舒貽忠教授，附件六)

伍、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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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民團體法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十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二十條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五一六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六十七條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三六三九號令修正「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名稱為「人民團體法」；並修正

第二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八條至第六十條及六十二條；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七一一二號令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九一０００七五六００號令修訂第三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０九一００二三九六００號令刪除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訂第五十三條、

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八條至第六十一條條文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本法之適用）

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

第二條（組織與活動之限制）

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

第三條（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及省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

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四條（種類）

人民團體分為左列三種：

一、職業團體。

二、社會團體。

三、政治團體。

第五條（組織區域及分線）

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得分級組織。

前項分級組織之設立，應依本法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辦理。

第六條（會址、分支機構）

人民團體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設於其他地區，並得設分支機構。

第七條（同一區域內之二以上團體）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類之團體。但其名稱不得相同。

第二章 設立

第八條（申請設立程序發起人資格）

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發起人須年滿二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且無左列情事者為限：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一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召開籌備會、成立大會）

人民團體經許可設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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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會會議及成立大會，均應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列席。

第十條（報准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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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選任職員簡歷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

證書及圖記。

第十一條（辦理法人登記）

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後，得依法向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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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章程內容）

人民團體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組織區域。

四、會址。

五、任務。

六、組織。

七、會員入會、出會與除名。

八、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九、會員代表及理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與解任。

十、會議。

十一、經費及會計。

十二、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三、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十三條（會員代表）

人民團體之會員代表係指由會員單位推派或下級團體選派或依第二十八條規定分區選出之代表；其權利之行使與

會員同。

第十四條（會員之除名）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

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五條（會員之出會）

人民團體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六條（會員權利）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四章 職員

第十七條（理、監事之選任及名額）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會員代表）中選舉之，其名額依左列之規定：

一、縣（市）以下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十五人。

二、省（市）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五人。

三、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

四、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五、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候補理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監事名額三分之一。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

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理事就常

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 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

為監事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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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理監事會之執行職務）

人民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應依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及章程之規定，分別執行職務。

第十九條（理監事之越級選派）

上級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當選，不限於下級人民團體選派出席之代表。

下級人民團體選派出席上級人民團體之代表，不限於該團體之理事、監事。

第二十條（理監事任期）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四年，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章程另有限制外，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

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理監事為無給職）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二條（理監事之罷免）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執行職務，如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情事者，除依有關法令及章程

處理外，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罷免之。

第二十三條（理監事之解任）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四條（聘僱人員）

人民團體依其章程聘僱工作人員，辦理會務、業務。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會員大會之種類、召開）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

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會員大會之通知）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會員（會員代表）。但因緊 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

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前項會議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第二十七條（會員大會之決議）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八條（劃分地區合開會員大會）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會員代表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再合開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前項地區之劃分及應選代表名額之分配，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十九條（理監事會議之召開、決議）

人民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並得通知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列席。

前項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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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解任）

人民團體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二個會次者，應由主管機關解除理事長

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改選或改推。

第三十一條（理監事之出席會議義務）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由候補

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三十二條（主管機關代為召開會議）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理事一人召集之；監事會不能依法

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三條（經費來源）

人民團體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

二、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經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應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三十四條（預算、決算之報備）

人民團體應每年編造預算、決算報告，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但決算報告應先送

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第七章 職業團體

第三十五條（職業團體定義）

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

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

第三十六條（上級團體之發起）

上級職業團體須其下一級團體過半數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七條（會員資格）

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

下級職業團體應加入其上一級職業團體為會員。

職業團體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第三十八條（委託代理出席會議）

職業團體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但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八章 社會團體

第三十九條（社會團體定義）

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

或團體組成之團體。

第四十條

社會團體有分級組織者，下級團體應加入其上級團體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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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職員之選任及解任）

社會團體選任職員之職稱及選任與解任事項，得於其章程另定之。但須經主管機關之核准

。

第四十二條（委託代理出席會議）

社會團體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四十三條（理監事會議）

社會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

第九章 政治團體

第四十四條（政治團體定義）

政治團體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

體。

第四十五條（政黨資格）

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者為政黨：

一、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依本法規定設立政黨，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二、已立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者。

第四十六條（政黨之設立）

依前條第一款規定設立政黨者，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及負責人名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並

發給證書及圖記。

前條第二款之政黨，應於選舉公告發布之日前，檢具章程及負責人名冊，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備案。

第四十六條之一（政黨法人之登記）

依前條規定備案之政黨，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法向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一、政黨備案後已逾一年。

二、所屬中央、直轄市、縣（市）民選公職人員合計五人以上。

三、擁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財產。

前項政黨法人之登記及其他事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法關於公益社團之規定。

第四十七條（政黨之行政區域）

政黨以全國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不得成立區域性政黨。但得設分支機構。

第四十八條（政黨推薦公職人員候選人）

依第四十六條規定設立之政黨，得依法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

第四十九條（政治團體之章程內容）

政治團體應依據民主原則組織與運作，其選任職員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解任、會議及經費等事項，於其

章程中另定之。

第五十條（政黨權利）

政黨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共場地及公營大眾傳播媒體之權利。

第五十條之一（黨團組織）

政黨不得在大學、法院或軍隊設置黨團組織。

第五十一條（收受捐助之限制）

政治團體不得收受外國團體、法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體、法人之捐助。

第五十二條（政黨審議委員會）

內政部設政黨審議委員會審議政黨處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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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審議委員會由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其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其組織由內政部定之。

第十章 監督與處罰

第五十三條（違法設立）

申請設立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條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者，不予許可；經許可設立者，廢止其許可。

第五十四條（異動之報核）

人民團體經核准立案後，其章程、選任職員簡歷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十五條（撤銷許可）

人民團體經許可設立後逾六個月未成立者，廢止其許可。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之，其期間以三個月為

限。

第五十六條（合併與分立）

人民團體因組織區域之調整或其他原因有合併或分立之必要者，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定合併或分立。

第五十七條（獎勵）

人民團體成績優良者，主管機關得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八條（處分方式）

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

一、撤免其職員。

二、限期整理。

三、廢止許可。

四、解散。

前項警告、撤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之。但為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

管機關後為之。

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理及解散為限。政黨之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組成

憲法法庭審理之。

前項移送，應經政黨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得為之。

第五十九條（解散事由）

人民團體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散：

一、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

二、破產者。

三、合併或分立者。

四、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者。

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解散者。

前項第四款於政黨之解散不適用之。

第六十條（罰則一）

未經依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解散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鍰。

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解散並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解散者，亦同。

第六十一條（罰則二）

未經依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人民團體，經該管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解散，仍以該團體名義從事活

動經該管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首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解散並

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解散，仍以該團體名義從事活動，經該管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首謀者，亦同。

第六十二條（罰則三）

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收受捐助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捐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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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條（法院強制執行）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後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六十四條（刪除）

第六十五條（刪除）

第六十六條

人民團體選任職員之選舉罷免、工作人員之管理與財務之處理，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七條（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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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會士遴選』辦法

95.9.22第 29屆第四次理事會議通過
97.5.23第 31屆理監事第三次聯席會議修訂

一、中華民國力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表彰本會之會員在力學相關領域之傑出表現，特定本辦
法。

二、會士之定義：本會會員為國內外傑出之學者、研究人員、工程師及管理階層，在力學相關

領域不遺餘力，且對國家或本會有重大貢獻者，經本會遴選出之終身榮銜。

三、會士候選人之基本資格及推薦方式：

1. 具本會會員之會籍至少連續五年以上者，並獲五位以上本會會員(至少含三位會士以上)
推薦。

2. 本會會員或榮譽會員在國內外力學相關領域地位崇高，並有特殊或傑出貢獻者，得由遴

選委員會之委員主動推薦之。

四、會士之產生與名額：

1. 首屆會士採資格陳列自動產生，其方式由附則訂定之。
2. 第二屆起之會士，經由會士遴選委員會遴選之，每年以不超過本會會員總人數的百分之一
為原則。

3. 所有會士候選人皆需經會士遴選委員會全體委員 2/3以上委員同意，始得成為本會之會
士。

4. 會士遴選時間：須於每年年會舉行之一個月前完成會士遴選作業。

五、會士遴選委員會：

委員須為本會會士，人數以 7名為原則，由當年度本會理事長指派委任之。

六、當選之會士，須加入成為力學學會之終身會員。

七、會士當選表揚：每年當選之會士於本會當年度年會中公開表揚，並頒發會士當選證書。

八、本會士遴選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則：首屆會士之產生：

本會首屆會士採基本資格陳列之自動產生方式，本會會員符合上述之會士候選人基本資格

者，且曾任本會理事長、常務監事、秘書長或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具有下列基本條件

之一：

(1)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2)曾獲總統科學獎、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或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者。
(3)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者。
得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成為首屆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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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報告人：江國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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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報告人:衛榮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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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報告人:敖仲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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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報告人：舒貽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