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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民國九十四年起推動公文書橫式書寫，對案

卷整理檔、公文製作、印鑑之使用、信紙及

公文表格之規格、信件之摺疊、信封之書寫

等公文程式似未經完整規劃。對數字之使用

以阿拉伯數碼或是文字夾雜，紊亂不一。另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附錄中之「法律統一用

語表」及「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對於法規條項之使用即不相同。對於公文橫

式書寫推行工作內容及施行是否完妥?認有

深入瞭解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一、公文橫式書寫推動變革迄今已逾十年，行政院允應適

時通盤檢討，俾使該政策及相關配套更臻周延： 

(一)按公文之書寫方式，修正前之公文程式條例第七條
1
原規定略以：「公文得分段敘述，冠以數字，除會

計報表、各種圖表或附件譯文，得採由左而右之橫

行格式外，應用由右而左直行格式。」 

(二)惟迄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時任之行政院院長游

○堃於該院第 2823 次會議中提示：「由於國際間

交往日愈密切，文書資料來往頻繁，歐美文字都是

由左至右橫式排列，國內目前直式書寫如遇引用外

文或阿拉伯數字時，往往形成扞格。鑑於我們正積

極推動華英雙語，慢慢英語會越來越擴大使用，因

此文書的一致性確有其必要，我們可以由官方文書

方面開始推動，請研考會召集新聞局和本院秘書處

                                      
1
 九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公文程式條例第 7 條：「公文得分段敘述，冠以數字，

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九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行政院院臺祕字第  0930086166 號令發布第

七條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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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辦。」研考會乃按上述指示，邀集相關機關擬定

「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於九十二年五月七

日函頒各機關積極推動：採全面推動，分階段執行

策略；工作要項區分為無須修法立即採行措施、法

規研修及公文資訊系統修正等三階段推動執行；並

訂於九十四年一月一日全面更改公文書為橫式書

寫格式。 

(三)綜上可知，公文書寫由直書改為橫書格式，從九十

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推動變革開始，迄今已逾

十年，系爭變革之良窳業據相當時間之檢驗，行政

院暨有關機關，允應就該方案執行之具體成效及其

不足事項，建立全盤檢討機制，俾使該政策及相關

配套措施更臻周延。 

二、公文橫書政策一昧追求與國際接軌，未能適當兼顧我

傳統文化之主體性，容有檢討改善空間： 

(一)有別於西方語系之拼音文字，漢字為方塊文字，一

字一義，性質上可橫書也可直書，且不必限定書寫

方向，由右至左、由左至右，均無不可，此乃方塊

字語文的一大特色。而傳統的漢文、甚至受其影響

的日文及朝鮮文都是「右起直書」，先由上至下書

寫，一行寫完再向左方發展；至於十額、石碑、牌

坊、題字等由右至左橫排書寫的特殊情形，則其實

是「一字一行」，本質上仍為直書。此一右起直書

之書寫特色，歷經數千年之遞嬗，實已成為中華文

化極為重要之一環。 

(二)查行政院推動公文左起橫式書寫方式，無非係以「

利於與國際接軌」、「便捷電腦作業與資料轉檔」

、「建制文書標準化」等事項為由，惟依該院查復

資料，全世界的文字書寫習慣，常見的至少四種：

左起橫書(如英文)，右起橫書(如阿拉伯文)，右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BE%E9%A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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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書(如傳統漢文)，左起直書(如滿文、內蒙古文)

等，可知左起橫書並非各國文字書寫之一致標準；

今縱基於國際化需求，避免相關文書因漢文與英文

書寫習慣不同所造成的排版、閱讀及電腦處理之不

便，而有配合統整公文書書寫方式之必要，惟就部

分具高度傳統性、文化性、紀念性意涵，或代表國

家意識表達之公文書類，如國書、任命狀、旌忠狀

、褒揚令…等等，維持我傳統文字右起橫書之呈現

方式應更能彰顯其價值性與特殊意義，且能在積極

推動國際化過程中，仍適當維持我既有文化之主體

性，相關變革未慮及此，顯有不周。 

(三)本案諮詢委員，前行政院長、現任中華文化總會會

長劉○玄先生亦表示：「很正式的證書，真的還是

比較莊嚴，如總統就任的文書、勳章的證書等等，

這些很有傳統、文化意義的文書，還是維持傳統較

好…當然哪些是屬於這類的文書，可以再討論…我

國相對於大陸的優勢在文化，文化是我們的根…若

從傳統中有文化性、藝術性的部分，仍維持直書，

可有別於大陸盲目的全改為橫書。」相關見解，頗

值卂考，允宜納入未來公文橫書政策檢討之一大重

點。 

三、行政院函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未能卂

考其他國家之作法，致公文書中大量出現以數碼取代

數字之情形，核有怠失： 

(一)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條規定：「（第一項）法規

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

項、款、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目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並應加具標點符號。（第二項）前項所定之目再

細分者，冠以１、２、３等數字，並稱為第某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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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法律統一用語表並有：「第九十八

條」不寫為：「第九八條」、「第一百條」不寫為

：「第一００條」、「第一百十八條」不寫為：「

第一百『一』十八條」、法律條文中之序數不用大

寫，即不寫為「壹、貳、卂、肆、伍、陸、柒、捌

、玖、佰、仟」、法律條文中之數字「零、萬」不

寫為：「０、万」等相關內容。 

(二)惟為配合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行政院另於九

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函頒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

原則供各機關卂考使用，該原則第四點規定：「數

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款目之統計數據者

，以及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時，使用阿拉伯數

字；但屬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案之法制作業者，

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法律統一用語表』等

相關規定辦理。」 

(三)行政院函頒之上開數字使用原則，雖就違反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八條及法律統一用語表等部分，予以除

外之規定，使該原則形式上與既有之法規範不相扞

格，惟實質上卻仍生兩套不同作法之結果；其以是

否為「法制作業」作為不同作法之區分標準，更是

不知其所憑法理何在，並造成國家公文書內容紊亂

之不當後果。尤有甚者，上開數字使用原則，使公

文書中大量出現以數碼取代數字之情形，是否有當

，容非無疑。本於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與國

際接軌」之初衷，行政院允應卂考其他國家之作法

，就本議題，確實研究檢討。 

四、現行民間，甚至官方文書多有將「○」此一符號，用

作文字「零」之替代寫法，因而引發相關疑義，惟行

政院迄未能督促所屬確實妥處，核有怠失： 

(一)本案調查另發現，總統府一百零一年元旦祝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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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華民國一○一年」之文字內容，另官方、民

間亦多有「幻象二○○○戰機」、「超級三○一條

款」、「三○一條款」、「一一○」等文字表達；

將「○」用作文字「零」之替代寫法，音亦同「零

」。 

(二)惟查「○」之另一通用意義，乃作為隱匿文書某部

分內容之用，如人名「張三」、「李四」於需要隱

匿其名之文書場合，可寫為「張○」、「李○」；

此時「○」音同「圈」字。 

(三)現行官方、民間多有將符號「○」用作文字「零」

之替代寫法，已如前述，惟查依文字主管機關教育

部之正式定義，阿拉伯數字之「０、１、２、３、

４、５、６、７、８、９」，其相對應之國字數字

大寫為：「零、壹、貳、卂、肆、伍、陸、柒、捌

、玖（、拾、佰、仟）」；惟相對應之國字數字小

寫僅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百、千）」，欠缺對應「０」、「零」字

之國字數字小寫文字；換言之，民間通用之「○」

的寫法，尚未獲教育部正式肯認。 

(四)詢據教育部表示：「○」這個字，據考於武則天時

代即有，唐代武則天曾頒布通行十二個「則天文字

」，其中「○」字即代表「星」字，惟今日看來這

些字應屬於異體字
2
；大陸《現代漢語規範字典》、

《現代漢語詞典》已收錄「○」，其注音均為 ling

，釋義為「數的空位，同零，多用於書面語」
3
、「

數的空位，同零，多用於數字中」
4
；該部《重編國

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亦收錄「幻象二○○○戰

                                      
2
 「異體字」是指音同義同而形不同的字，例如「黃」也有人寫成「黄」，但皆念「厂ㄨㄤˊ」 

3
 《現代漢語規範字典》  

4
 《現代漢語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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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超級三○一條款」、「三○一條款」、「

一一○」等詞云云。研考會則表示：「○」這個字

所產生的問題，將來或可回歸純文字之寫法或造字

解決。本案諮詢委員，前行政院長、現任中華文化

總會會長劉○玄先生亦有：「或許可考慮造字，讓

『○』正式成為一個漢字」之相關見解。 

(五)綜上所述，有關符號「○」之相關疑義，如：是否

將其正式定義為「０」、「零」字之對應國字數字

小寫文字、其與隱匿文書內容之用的符號「○」如

何調和適用…等問題，行政院允應督促所屬確實通

盤檢討，釐清並解決相關爭議。 

 

調查委員：李復甸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二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