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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滑等防治法 

（昭和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法律第三十號） 

最終修正：平成一七年七月六日法律第八二號 

（最終修正前未施行法令） 

平成十七年七月六日法律第八十二號（未施行） 

 

第一章 總則（第一條～第六條） 

第二章 關於地滑防治區域之管理（第七條～第二十六條） 

第三章 關於地滑防治區域之費用（第二十七條～第四十條） 

第四章 關於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管理等（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 

第五章 附則（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一條之三） 

第六章 罰則（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五條） 

附則 

 

第一章 總則 

(目的) 

第一條  

地滑等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是為排除或減輕地滑及礦碴堆崩塌所造成之災

害，並防治地滑及礦碴堆崩塌，其目的在於保育國土安定民生。 

 

(定義) 

第二條  

本法中之「地滑」指土地之一部分因地下水等原因造成滑動或移動現象。 

2. 本法中之「礦碴堆」指煤或褐煤之廢棄礦石堆積而成之礦堆，且本法施行時

實際存在，惟根據尚未依礦山保安法及經濟產業省設置法部份修正後之法律

（平成十六年法律第九十四號）第一條規定而修正之礦山保安法（昭和二十

四年法律第七十號）第四條或第二十六條之規定，礦業所有權者或視為礦業

所有權者於本法施行時即需採取必要措施者除外。 

3. 本法中之「地滑防治設施」係依下一條文規定所劃定之地滑防治區域內之排   

水設施、擋土牆、壩及其他為防治地滑之設施。  

4. 本法中之「地滑防治工程」係指地滑防治設施之新建、改良及其他依下一條

文規定所劃定之地滑防治區域內為防治地滑所作工程。  

 

（地滑防治區域之劃定）  

第三條  

為達成本法目的而認定有必要時，主管部長在聽取相關都道府縣首長之意見後，

可劃定地滑區域（指正發生地滑或極有可能發生地滑之區域。以下同。）及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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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滑區域鄰接地區中將會或極有可能助長或引發該區域之地滑者(二者以下總稱

為「地滑區域」)。且與公共利害有密切關連之區域列為地滑防治區域。  

2. 前項劃定須為達成本法目的所需要之最小限度者。  

3. 主管部長進行第一項劃定時，須依主管省令規定，公佈該地滑防治區域之同

時，通知相關都道府縣首長。廢止時亦同。  

4. 地滑防治區域之劃定或廢止，經前項公佈後始生效力。  

 

（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劃定）  

第四條  

為達成本法目的而認定有必要時，主管部長於聽取相關都道府縣首長之意見後，

可劃定礦碴堆所在區域且與公共利害有密切關連者列為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  

2. 前條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適用於前項之指定。其中同條第三款之「該地滑

防治區域」可解讀為「該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同條第四款之「地滑防治

區域」可讀為「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  

 

(調查）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之劃定，必要時就該地滑區域之相關地形、地質、降水、地表水或

地下水或土地滑動狀況進行實地調查。  

 

（進入調查）  

第六條  

主管部長或接受其命令之職員或接受其委託者為進行前條之調查，有不得已之必

要時可進入他人佔有之土地，或暫時將無特定用途之他人土地當作材料放置場或

作業場。  

2. 欲依照前項規定進入他人所佔有之土地時，應事先通知該土地佔有者。惟無

法事先通知時，不在此限。 

3. 欲依照第一項規定進入住宅用地或以圍牆、柵欄等圍起之土地時，應事先告

知該土地佔有者。  

4. 除非有佔有者之許可，不得於日出前或日落後進入前項所規定之土地。  

5. 欲依照第一項規定進入土地者，須攜帶身分證件，以備關係人要求時出示。  

6. 欲依照第一項規定暫時將無特定用途之他人土地當作材料放置場或作業

場，須事先通知該土地佔有者及所有者，並聽取其意見。  

7. 土地佔有者或所有者除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或阻止依照第一項規定之進

入或暫時使用。  

8. 中央（政府）對於因依照第一項規定進入或暫時使用而遭受損失者，須賠償

正常情況下所發生之損失。  

9. 中央（政府）與受損者須就前項規定之損失賠償進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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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能依照前項規定達成協議時，中央（政府）需自行估算金額支付給受損者。

於此情況，對該金額有異議者可依政令規定於接受賠償金支付之日起三十天

內，得向徵收委員會申請依照土地徵收法 （昭和二十六年法律第二百十九

號）第九十四條之規定進行裁決。  

11. 第五款規定之證明文件格式及其他證明文件之相關必要事項，依主管省令訂

定之。  

 

第二章 關於地滑防治區域之管理  

（地滑防治區域之管理）  

第七條  

地滑防治工程之施行及地滑防治區域之其他管理事項，由管轄該地滑防治區域所

在地之都道府縣之都道府縣首長為之。  

 

（標示設置）  

第八條  

都道府縣首長於收到依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所劃定之地滑防治區域通知時，需依主

管省令規定於該地滑防治區域內設置標示該區域之標誌。  

 

（地滑防治工程基本計畫）  

第九條  

都道府縣首長於收到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所指定之地滑防治區域通知時，依主事

省令規定，於聽取相關市町村長（含特別區，以下同。）之意見後，製作有關該

地滑防治區域之地滑防治工程基本計畫，並提交予主管部長。計劃有所變更時亦

同。 

 

（主管部長之直轄工程）  

第十條  

下列各款中符合第一項列舉者，並認定該地滑防治工程對保育國土特別重要時，

主管部長可取代都道府縣首長自行施行該地滑防治工程。於此情況，主管部長應

事先聽取該都道府縣首長之意見。  

一、地滑防治工程規模浩大時。  

二、地滑防治工程需要高超技術時。 

三、地滑防治工程需要高度使用機械力量實施時。  

四、地滑防治工程跨越到都府縣區域之邊界時。  

2. 主管部長依前項規定施行地滑防治工程時，依政令規定得代都道府縣首長行

使其權限。  

3. 主管部長依第一項規定施行地滑防治工程時，須依主管省令之規定予以公

告。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8%ea%8b%e3&REF_NAME=%93%79%92%6e%8e%fb%97%70%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8%ea%8b%e3&REF_NAME=%91%e6%8b%e3%8f%5c%8e%6c%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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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長或都道府縣首長以外者所施行之工程）  

第十一條  

主管部長或都道府縣首長以外者欲施行地滑防治工程時，地滑防治工程相關設計

及實施計畫應事先取得都道府縣首長許可。  

2. 中央（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不受前項規定限制，與都道府縣首長就地滑防

治工程相關設計與實施計畫進行協議即可。  

3. 都道府縣首長於第一項許可中可附加防止地滑之必要條件。  

 

（修築等之基準）  

第十二條  

地滑防治設施之種類、配置、構造與規模及水流改道、地滑土塊之清除及其他為

防治地滑之工程須因應相關地滑防治區域內之地滑原因、機構及規模，施以有效

且適切之工程。  

2. 地滑防治設施須依下列各款規定建造。  

一、排水設施必須是能依下列所載並快速將可能造成地滑之地表水及地下水自地

滑防治區域內排除之設施。 

(一)排除地表水須使用明渠、管渠、暗渠、導水管或排水隧道。 

(二)排除地下水須使用暗渠、探鑽排水孔、排水隧道、集水井、地下截水牆、明

渠、管渠或導水管。 

二、擋土牆、木樁及板樁其構造須足以有效抵擋地滑力量。  

三、壩、固床工、護岸、堤防及丁埧等，該構造物尤適用於發生地滑及水流沖蝕

地點。  

 

（兼有其他功能構造物之設施）  

第十三條  

都道府縣首長管理之地滑防治設施與砂防法 （明治三十年法律第二十九號）第

一條規定之砂防設備、森林法 （昭和二十六年法律第二百四十九號）第四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之保安設施事業相關設施、灌溉排水設施及其他設施或構造（以下

總稱為「其他構造」）兼有其功能時，首長可與該構造物管理者協議，令其施行

地滑防治設施相關工程或維護該地滑防治設施。 

 

（工程關係者之工程施行）  

第十四條  

都道府縣長對於所施行之地滑防治工程以外之工程（以下稱「其他工程」）或引

起須施作地滑防治工程之行為（以下稱其他行為），造成必須由其自行施設之地

滑防治工程，得令該其他工程之施工者或其他行為施工之。 

2. 於前項之情況，其他工程為河川工程[指適用河川法 （昭和三十九年法律地

一百六十七號）之河川之河川工程。以下同。]或道路[指依道路法 [昭和二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8d%bb%96%68%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91%e6%88%e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91%e6%88%e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0%58%97%d1%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1%e6%8e%6c%8f%5c%88%ea%8f%f0%91%e6%8e%4f%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1%e6%8e%6c%8f%5c%88%ea%8f%f0%91%e6%8e%4f%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b%e3%96%40%88%ea%98%5a%8e%b5&REF_NAME=%89%cd%90%ec%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b5%96%40%88%ea%94%aa%81%5a&REF_NAME=%93%b9%98%48%96%40&ANCHOR_F=&ANCHOR_T=


 2-5 

十七年法律第一百八十號）之道路。以下同。]相關工程時，該地滑防治工

程適用河川法第十九條 或道路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附帶工程之施行）  

第十五條  

都道府縣首長可將因地滑防治工程或為施設地滑防治工程而造成必要之其他工

程，得與該地滑防治工程合併施設。  

2. 於前項之情況下，其他工程係河川工程、道路相關工程或砂防工程（指依照

砂防法之砂防工程。以下同。）時，其工程施設適用河川法第十八條、道路

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砂防法第八條之規定。 

 

（進入他人土地等）  

第十六條  

都道府縣首長或受命官員或受委託者，為地滑防治區域相關之調查或測量或為地

滑防治工程有不得已之必要時，可進入他人佔有之土地，或暫時將無特定用途之

他人土地當作材料放置場或作業場。  

2. 依前項規定進入他人佔有之土地或暫時使用他人之土地時適用第六條第二

項至第十一款之規定。於此情況下，同條第八款至第十款內之「中央政府」

可解讀為「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  

 

（地滑防治工程所造成之損失賠償）  

第十七條 

除依照土地徵收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情況外，都道府縣首長因施行地滑防

治工程，被認定有必要不得不於與施行該地滑防治工程之地相連之土地上，施設

通道、水溝、圍牆、柵欄及其他設施或進行建物之新建、增建、修繕或遷移或填

方或挖方時，相關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需依必須施行該工程者（以下

於本條稱之為「受損者」。）之請求，賠償工程所需費用之全額或一部分。於此

情況，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或受損者可要求都道府縣首長施行該工程

以替代賠償金之全額或一部分。  

2. 前項規定之損失賠償於該地滑防治工程完成後逾一年者不得求償。 

3. 關於第一項規定之損失賠償，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與受損者須

進行協議。  

4. 未能依照前項規定達成協議時，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或受損者

可依政令規定向徵收委員會申請依照土地徵用法第九十四條之規定進行裁

決。 

 

（行為限制）  

第十八條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b%e3%96%40%88%ea%98%5a%8e%b5&REF_NAME=%89%cd%90%ec%96%40%91%e6%8f%5c%8b%e3%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b5%96%40%88%ea%94%aa%81%5a&REF_NAME=%93%b9%98%48%96%40%91%e6%93%f1%8f%5c%8e%4f%8f%f0%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b%e3%96%40%88%ea%98%5a%8e%b5&REF_NAME=%89%cd%90%ec%96%40%91%e6%8f%5c%94%a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8d%bb%96%68%96%40%91%e6%94%a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8%ea%8b%e3&REF_NAME=%93%79%92%6e%8e%fb%97%70%96%40%91%e6%8b%e3%8f%5c%8e%4f%8f%f0%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8%ea%8b%e3&REF_NAME=%93%79%92%6e%8e%fb%97%70%96%40%91%e6%8b%e3%8f%5c%8e%6c%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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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於地滑防治區域內從事符合下列各行為中之任何一項時須取得都道府縣首長

之許可。  

一、導引地下水或使其停滯而致地下水增加者、妨礙地下水排水設施之機能及其

他阻礙地下水排除之行為（政令所規定之輕微行為者除外）。 

二、排放地表水或使其停滯之行為及其他助長地表水滲透之行為（政令所規定之

輕微行為者除外）。  

三、政令有所規定之開挖邊坡或挖方。 

四、政令有所規定之新建或改良蓄水池、用水路與排水路及其他地滑防治設施以

外之設施或建物（以下稱「其他設施等」）。 

五、前面所載各項以外之妨礙地滑防治或助長或誘發地滑之行為且政令有所規定

者。 

2. 接獲前項許可申請時，如認定該申請許可之相關行為明顯妨礙地滑防治或明

顯助長地滑，都道府縣首長不得准許。  

3. 都道府縣首長於第一項許可中可附上為防治地滑之必要條件。  

 

（暫行措施）  

第十九條  

依照第三條規定指定地滑防治區域時，已於該地滑防治區域內依權利依據設置其

他設施等者（含施工中者），該其他設施之設置依原有條件視為已取得前條第一

項規定之許可。依照第三條規定劃定地滑防治區域時，已於該地滑防治區域內依

權利依據進行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之行為者亦同。  

 

（許可特例）  

第二十條  

依森林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含適用同法第四十四條之情況）或防砂法第四條 

（含適用同法第三條之情況）之規定取得許可者，與該許可有關之行為無須取得

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許可。  

2. 中央（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欲進行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行為時，事

先與都道府縣首長協議即可。  

 

（監督處分及損失賠償）  

第二十一條  

都道府縣首長對符合下列中之任何一款者，可取消許可或變更其條件或中止其行

為，或為防止因改建、遷移或拆除其他設施等或因其他設施本身而造成地滑，得

令其興建必要設施或恢復其原狀。  

一、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許可之附帶條件者。 

三、以偽造及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第十八條第一項許可者。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0%58%97%d1%96%40%91%e6%8e%4f%8f%5c%8e%6c%8f%f0%91%e6%93%f1%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3%af%96%40%91%e6%8e%6c%8f%5c%8e%6c%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8d%bb%96%68%96%40%91%e6%8e%6c%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93%af%96%40%91%e6%8e%4f%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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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道府縣首長於符合下列中之任何一款情況發生時，對取得第十八條第一項

許可者，可作出前項規定之處置或命其採取該項規定之必要措施。  

一、為地滑防治工程而有不得已之必要時。  

二、地滑防治上出現明顯障礙時。  

三、非基於地滑防治理由但為了公益而有不得已之必要時。  

3. 都道府縣首長統轄之都道府縣對於因根據前項規定所作處置或命令而蒙受

損失者須補償其於一般情況下所發生之損失。  

4. 第六條第九款及第十款之規定適用前項賠償。於此情況，同條第九款及第十

款中之「中央（政府）」改解讀為「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  

5. 根據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作出處置或命令而發生損失，且該損失成為第三項規

定之補償原因時，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可令造成第三款相關理由

者負擔該賠償金額。  

 

（關於都道府縣首長以外者所管理之地滑防治設施之監督）  

第二十二條  

都道府縣首長於職務執行上認定有必要時，可要求都道府縣首長以外之地滑防治

設施管理者提出報告或資料，或令該官員進入該地滑防治設施進行檢查。  

2. 依照前項規定進入檢查者，需攜帶身分證件，以備關係人要求時提出。  

3. 第一項進入檢查之權限不可解釋為進行犯罪搜查而被認可之權限。  

4. 第二項證明文件之格式及其他證明文件相關必要事項依主管省令規定。  

 

第二十三條 

都道府縣首長以外者所管理之地滑防治設施符合下列中任何一項，且該地滑防治

設施不適用第十二條規定時，都道府縣首長得命令管理者進行改良、修補及其他

地滑防治設施管理上之必要措施。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進行工程施工時。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許可附帶條件進行工程施工時。  

三、以偽造及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許可進行工程施工時。  

2. 都道府縣首長以外者所管理之地滑防治設施不符合前項所規定之任何一

款，而該地滑防治設施不適用第十二條之規定，且認定在地滑之防治上有明

顯妨礙時，都道府縣首長得命令管理者採取前項規定之措施。  

3. 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須賠償因前項規定之命令而受損者於一般

情況下所發生之損失。  

4. 第六條第九款及第十款之規定適用前項之賠償。於此情況時，同條第九款及

第十款中之「中央（政府）」改解讀為「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  

5. 前面三款規定不適用中央（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所管理之地滑防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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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業計畫）  

第二十四條  

為排除或減輕地滑所造成之災害而認定有必要時，都道府縣首長可考量地滑防治

工程基本計畫，依主管省令規定製作記載下列各款所載事項之計畫（以下稱「相

關事業計畫」）概要，提示予地滑防治區域所在之市町村長，並建議製作該市町

村之相關事業計畫。  

一、房屋及其他設施或建物之遷移或拆除，或經拆除之房屋及其他設施或建物之

替代房屋及其他設施或關於建物之建設事項。  

二、關於農地之整備或保育事項。  

三、關於農道、灌溉排水設施或蓄水池整備之事項。 

四、與前面三款所載事項有直接關係並於地滑防治區域外被認定為有其特別必要

之事項。 

2. 為因應前項建議而欲製作相關事業計畫時，市町村長須依主管省令規定事先

聽取與該計畫事項有利害關係者或其組成之團體之意見。變更時亦同。  

3. 有關前項前段規定，市町村長須事先與都道府縣首長協議。變更時亦同。  

4. 製作或變更相關事業計畫時，市町村長須依主管省令規定公佈其內容。  

 

（避難指示）  

第二十五條  

當地滑造成之顯著危險非常緊迫時，都道府縣首長或受命官員可指示認定有必要

之區域內居民遷出避難。於此情況，都道府縣首長或受命官員須隨即通知管轄該

區域之警察署長。  

 

（地滑防治區域台帳）  

第二十六條  

都道府縣首長須製作地滑防治區域台帳並予以保管。  

2. 都道府縣首長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閱覽地滑防治區域台帳之要求。  

3. 地滑防治區域台帳之記載事項及其他製作及保管相關必要事項依主管省令

規定。 

 

第三章 關於地滑防治區域之費用  

（管理地滑防治區域所需費用之負擔原則）  

第二十七條  

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地滑防治工程之施行與標示設置及地滑防治

區域其他管理上所需費用，由管理該地滑防治區域之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

府縣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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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長之直轄工程所需費用之負擔）  

第二十八條  

主管部長根據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若施設於溪流（包含山

間直流而下之溪水。以下同。）者及為防止土石直接排入溪流而施設之配套工程，

其工程所需費用，由中央（政府）負擔三分之二，都道府縣負擔三分之一。  

2. 主管部長根據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但不屬前項規定之

工程者，由中央（政府）與都道府縣各負擔一半費用。  

3. 前二項情況中，如其他都道府縣由於該地滑防治工程而明顯受益時，主管部

長可依法令規定，令明顯受益之其他都府縣視其受益程度分擔管理該地滑防

治區域之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所須負擔之部分金額。  

4. 主管部長根據前項規定，令明顯受益之其他都府縣分擔費用之一部分時，須

事先諮詢該都府縣之意見。 

  

（都道府縣首長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所需費用之部分負擔）  

第二十九條  

依據法令規定，中央（政府）須負擔都道府縣首長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所需費

用之二分之一。惟關於施工於溪流之地滑防治工程及預防砂土直接排洩至溪流所

作之配套工程，若該地滑防治工程之目的在於對付因災害引發之砂土崩塌等危險

狀況而與緊急地滑對策事業有關，則其費用由中央（政府）分擔三分之二，若該

地滑防治工程之目的乃在於預防引發二度災害，而與對付因災害引發之砂土坍方

等危險狀況之緊急地滑對策事業無關時，則由中央（政府）分擔十分之五・五。 

 

（受益都道府縣之分攤金額）  

第三十條  

由都道府縣首長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使其他都道府縣明顯受益時，該都道府縣

首長得依法令規定與其他都道府縣首長協議，視其受益程度洽其分擔該都道府縣

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所須負擔之部分金額。 

 

（市町村之分攤金額）  

第三十一條  

依據前四條規定，地滑防治工程或該地滑防治工程設施之維護有利於都道府縣轄

區內之市町村時，都道府縣可就其所負擔之費用中，要求相關市町村依其因該工

程或維持而獲益之程度，分擔該工程或維持所需之一部分費用。  

2. 關於前項費用，市町村根據同項規定所應分擔之金額須聽取該市町村之意見

後由都道府縣議會議決之。  

 

（負擔金額之繳納）  

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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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長施設地滑防治工程時，先全額以中央(政府)經費施設，再由管理該地滑

防治區域之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或須分擔部份金額之其他都道府

縣，依政令規定根據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負擔金額繳納國庫。  

 

（共用構造物費用）  

第三十三條  

都道府縣首長所管理之地滑防治設施兼有其他構造物效用時，管理該地滑防治設

施所需費用之負擔，由該都道府縣首長及該構造物之管理者協議後訂定之。  

 

（關係者負擔金額）  

第三十四條  

因其他工程或其他行為而造成必要自行負責施設地滑防治工程時，都道府縣首長

得令其他工程或其他行為者負擔費用，依其造成必要之程度負擔全部或部分費

用。  

2. 於前項情況中，其他工程為河川工程或道路相關工程時，該地滑防治工程費

用適用河川法第六十八條或道路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  

 

（附帶工程所需費用）  

第三十五條  

因都道府縣首長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而須施作之其他工程，或為該地滑防治工

程之施設而須施設之其他工程所需費用，除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許可附帶條件有特

別規定及依據第二十條第二款之協議者外，依其造成必要之範圍內，由該都道府

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負擔其全部或部分費用。  

2. 於前項情況中，其他工程為河川工程、關於道路工程或防砂工程時，其他工

程所需費用適用河川法第六十七條、道路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及防沙法第十

六條規定。  

3. 第一項之地滑防治工程因受其他工程或其他行為而必要需施作時，都道府縣

首長可依其造成必要之程度，令肇事原因之工程或行為須負擔費用者負擔該

其他工程所需費用之全部或部分。  

 

（受益者負擔金額）  

第三十六條  

都道府縣首長因其所施設之地滑防治工程而有明顯受益者時，可依其受益程度要

求負擔該工程所需費用之一部分。  

2. 前項規定，徵收負擔金對象之範圍及其相關徵收方法由該都道府縣首長所統

轄之都道府縣條例訂定之。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b%e3%96%40%88%ea%98%5a%8e%b5&REF_NAME=%89%cd%90%ec%96%40%91%e6%98%5a%8f%5c%94%a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b5%96%40%88%ea%94%aa%81%5a&REF_NAME=%93%b9%98%48%96%40%91%e6%8c%dc%8f%5c%8b%e3%8f%f0%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b5%96%40%88%ea%94%aa%81%5a&REF_NAME=%91%e6%8e%4f%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00000000003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b%e3%96%40%88%ea%98%5a%8e%b5&REF_NAME=%89%cd%90%ec%96%40%91%e6%98%5a%8f%5c%8e%b5%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b5%96%40%88%ea%94%aa%81%5a&REF_NAME=%93%b9%98%48%96%40%91%e6%8c%dc%8f%5c%94%aa%8f%f0%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8d%bb%96%68%96%40%91%e6%8f%5c%98%5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8d%bb%96%68%96%40%91%e6%8f%5c%98%5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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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金之通知及繳納手續等）  

第三十七條  

前三條規定之負擔金額之通知與繳納手續及其他負擔金之相關必要事項以政令

訂定之。  

 

（強制徵收）  

第三十八條  

依據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之負擔金（以下單稱負擔金），若有不繳納者時，都道府縣首長須發催繳書指

定期限催繳。  

2. 前項規定，都道府縣首長依主管省令之規定，可徵收滯納金。惟滯納金金額

須訂為年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四點五之範圍。  

3. 依第一項規定而受催繳者未於指定期限內繳納應付金額時，都道府縣首長可

依國稅滯納處分為例，徵收前二項所規定之負擔金額及滯納金。於此情況，

負擔金額及滯納金徵收優先順位僅次於國稅及地方税。  

4. 滯納金須優先於負擔金。  

5. 負擔金及滯納金之徵收權利未於五年內行使便失去時效。  

 

（收入之歸屬）  

第三十九條  

負擔金及前條第二項之滯納金歸屬該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之都道府縣。  

 

（履行義務所需費用）  

第四十條  

為了履行本法或依據本法所作處分之義務所需費用，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須

由相關義務者負擔。  

 

第四章 關於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管理等  

（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管理）  

第四十一條  

礦碴堆崩塌防治工程之施行及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其他管理，由統轄該礦碴堆

崩塌防治區域所在地之都道府縣之都道府縣首長行之。  

 

（行為限制）  

第四十二條  

於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內欲進行符合下列中任何一項行為者，需取得都道府縣首

長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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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竹、木之採伐（間伐、擇伐及政令所定之其他輕微行為者除外。）或樹根

之採取  

二、立竹、木之滾落或拖曳搬運。 

三、挖邊坡或挖方。 

四、土石之採取或堆積。 

五、挖掘或採掘煤炭和其他礦物並妨礙礦碴堆崩塌防治或助長、引發礦碴堆崩塌

之行為。 

六、非前面所載各項行為之外，妨礙礦碴堆崩塌防治或助長、引發礦碴堆崩塌之

行為且政令有所規定者。 

2. 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適用於前項許可。於此情況中同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中之「地滑」改解讀為「礦碴堆崩塌」。  

 

（暫行措施）  

第四十三條  

依據第四條規定劃定礦碴堆為崩塌防治區域時，已於該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內，

依其權利根據進行前條第一項各款所規定行為者，以原有條件視該行為已取得同

條第一項之許可。  

 

（關於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管理所需費用之負擔原則）  

第四十四條  

施設礦碴堆崩塌防治工程及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其他管理所需費用，除本法及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由管理該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都道府縣首長所統轄

之都道府縣負擔。  

 

（適用規定）  

第四十五條  

自第八條、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自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第二

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及自第三十三條至第四十條之規定適用於礦碴堆崩塌防治

區域相關管理及費用。於此情況下，第八條中「第三條第三項所規定之地滑防治

區域」則解讀為「第四條第二項所適用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礦碴堆崩塌防治區

域」，「其地滑防治區域內」解讀為「其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內」，第十六條第

一項中「地滑防治區域」為「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地滑防治工程」即指「礦

碴堆崩塌防治工程」，第二十條中「森林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含該法第四十四

條適用之情況）」，即為「森林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包含於該法第四

十四條適用這些規定之情況）」，至於「第十八條第一項」即指為「第四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中「第十八條第一項」

可解讀為「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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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前項後段中之規定者外，有關適用同項之必要技術性解讀，另以政令規定

之。  

 

第五章 附則  

（基於相關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者之補助）  

第四十六條  

都道府縣對實施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同款中符合同項第一款之事

項除外。）所列舉工程之市町村及其他政令中有所規定者，就其工程所需費用進

行補助時，政府對該都道府縣可於預算範圍內，依政令規定補助該相關工程所需

費用之二分之一。  

 

（關於房屋搬遷者等之住宅金融公庫等資金貸款）  

第四十七條  

依據第二十四條規定作成或變更之相關事業計畫，搬遷或拆除有住宅部份之房

屋，於搬遷或拆除該房屋時，擁有該房屋者或是租借者、居住於該房屋者，為自

己居住或租予他人，於該相關事業計畫公佈日起二年內，搬遷該房屋或拆除該房

屋另建房屋，或欲取得房屋搬遷或拆除房屋另建房屋時所附帶之土地或租地權

時，依住宅金融公庫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一百五十六號）或沖繩振興開發金

融公庫法（昭和四十七年法律第三十一號）規定，為相關房屋之搬遷或另建房屋，

或為相關房屋之搬遷或另建房屋所附帶之土地或租地權時，可接受住宅金融公庫

或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庫必要之資金貸款。  

 

（關於漁港管理者或是港灣管理者之協商） 

第四十八條  

主管部長或都道府縣首長欲於依漁港漁場整備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一百三十

七號）第二條規定之漁港區域（水域除外）內，施設地滑防治工程時須事先與漁

港管理者協商。  

2. 主管部長或都道府縣首長欲於依港灣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二百十八號）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港灣鄰接地域內，施設地滑防治工程時（符合同項 

各款所規定之行為者除外），須事先與港灣管理者協商。  

 

（要求提出報告）  

第四十九條  

主管部長認定於本法施行上有其必要時，可要求都道府縣首長提出報告或資料。  

 

（申請裁定）  

第五十條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c%dc%96%40%88%ea%8c%dc%98%5a&REF_NAME=%8f%5a%91%ee%8b%e0%97%5a%8c%f6%8c%c9%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6c%8e%b5%96%40%8e%4f%88%ea&REF_NAME=%89%ab%93%ea%90%55%8b%bb%8a%4a%94%ad%8b%e0%97%5a%8c%f6%8c%c9%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6c%8e%b5%96%40%8e%4f%88%ea&REF_NAME=%89%ab%93%ea%90%55%8b%bb%8a%4a%94%ad%8b%e0%97%5a%8c%f6%8c%c9%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c%dc%96%40%88%ea%8e%4f%8e%b5&REF_NAME=%8b%99%8d%60%8b%99%8f%ea%90%ae%94%f5%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c%dc%96%40%88%ea%8e%4f%8e%b5&REF_NAME=%91%e6%93%f1%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c%dc%96%40%93%f1%88%ea%94%aa&REF_NAME=%8d%60%98%70%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c%dc%96%40%93%f1%88%ea%94%aa&REF_NAME=%91%e6%8e%4f%8f%5c%8e%b5%8f%f0%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c%dc%96%40%93%f1%88%ea%94%aa&REF_NAME=%93%af%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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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下列處分有不服者，其不服理由因與礦業、採石業或砂石採取業之調整有關

時，可向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申請裁定。於此情況，無法根據行政不服審查法 （昭

和三十七年法律第一百六十號）提出異議。  

一、依據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批准。 

二、依據第十四條第一項（包含適用於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之情況）規定之工程施

行命令。 

三、依據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批准。 

四、依據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包含適用於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之情況）規

定之處分或依據這些規定之必要處置命令。 

五、依據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必要處置命令。 

2. 行政不服審查法第十八條之規定，適用於處分廳就前項各款處分，作出錯誤

教導，指稱可要求審查或提出異議時。  

 

（主管部長等）  

第五十一條  

地滑防治區域或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劃定及管理，其主管部長分別如下。  

一、依防砂法第二條規定所劃定之土地（包含比照於此之土地）內所存在之地滑

地區或礦碴堆，其主管部長為國土交通部長。 

二、依森林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五條之二之第一項或第二項（不包括於

同法第二十五條之二之第一項後段或第二項後段所適用之同法第二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所劃定之保安林（包含比照於此之森林），或依同法第四十一

條規定所劃定之保安設施地區（包含比照於此之森林或原野和其他土地）內

所存在之地滑地區或礦碴，其主管部長為農林水產部長。 

三、不屬於前二款之地滑區域或礦碴堆之情況時。  

（一）依據土地改良法（昭和二十四年法律第一百九十五號）第二條第二項中規

定之土地改良事業地區，或依同法規定指定實施土地改良事業計畫之地區

（含比照這些地區之地區）內所存在之地滑地區或礦碴堆，其主管部長為

農林水產部長。 

（二）屬於第一款之地滑地區或礦碴堆，其主管部長為國土交通部長。 

2. 地滑防治區域或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之劃定，須經相關主管部長互相協議。  

3. 本法所稱中之主管省令係指主管部長所發布之命令。  

 

（權限委任）  

第五十一條之二  

本法所規定之主管部長權限，可依政令規定將其部分權限委任予地方分部局局

長。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e%b5%96%40%88%ea%98%5a%81%5a&REF_NAME=%8d%73%90%ad%95%73%95%9e%90%52%8d%b8%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e%b5%96%40%88%ea%98%5a%81%5a&REF_NAME=%8d%73%90%ad%95%73%95%9e%90%52%8d%b8%96%40%91%e6%8f%5c%94%a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6%be%8e%4f%81%5a%96%40%93%f1%8b%e3&REF_NAME=%8d%bb%96%68%96%40%91%e6%93%f1%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0%58%97%d1%96%40%91%e6%93%f1%8f%5c%8c%dc%8f%f0%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1%e6%93%f1%8f%5c%8c%dc%8f%f0%82%cc%93%f1%91%e6%88%e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1%e6%93%f1%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1%e6%93%f1%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2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3%af%96%40%91%e6%93%f1%8f%5c%8c%dc%8f%f0%91%e6%93%f1%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3%af%96%40%91%e6%93%f1%8f%5c%8c%dc%8f%f0%91%e6%93%f1%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3%af%96%40%91%e6%8e%6c%8f%5c%88%e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6%40%93%f1%8e%6c%8b%e3&REF_NAME=%93%af%96%40%91%e6%8e%6c%8f%5c%88%e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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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事務）  

第五十一條之三  

依照第七條、第八條（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九條、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十四條第一項（包含於第四十

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十五條第一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

十六條第一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十六條第二項（包含於第

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中所適用之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及第六項、

第十八條（包含於第四十二條第二項所適用之情況）、第二十條第二項（包含於

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適

用於這些規定之情況）、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

適用之情況）、第三十條（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三十一條（包

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三十三條（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

況）、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所適用之情況）、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

所適用之情況）、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包含於第四十五條適用於這些規

定之情況）、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與第四十八條之規定，視為由都道

府縣所處理之事務乃依據地方自治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六十七號）第二條第

九項第一款所規定之第一款法定委託事務（於次項，單稱為「第一款法定委託事

務」。）。  

2. 其他法律及依據該其他法律所作政令規定，關於地滑防治工程之施行與其他

地滑防治區域之管理，及礦碴堆崩塌防治區域工程之施行與其他礦碴堆崩塌

防治區域之管理，視由都道府縣處理之事務即屬第一款法定委託事務。  

 

第六章 罰則  

（罰則）  

第五十二條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以一年以下徒刑或科以十萬

円以下罰款。  

 

第五十三條  

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處以六個月以下徒刑或科以五萬円以下罰款。  

一、違反第六條第七項（包含於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適用之情

況）之規定，拒絕或妨礙土地進入或暫時使用者。 

二、未提出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報告或資料者，或提出偽造報告或資料者。 

三、拒絕、妨礙或迴避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進入檢查者。 

 

第五十四條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3%f1%96%40%98%5a%8e%b5&REF_NAME=%92%6e%95%fb%8e%a9%8e%a1%96%40&ANCHOR_F=&ANCHOR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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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污損、或破壞依據第八條（包含在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適用之情況）規定

所設置之標示者，科以一萬円以下罰鍰。  

 

（連帶處罰）  

第五十五條  

法人代表者或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聘雇者及其他從業者，於其法人或自然

人之業務上犯了第五十二條或第五十三條之違規行為時，除懲罰行為者外對其法

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條罰鍰。  

 

附 則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昭和三十三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第四條之二  

地滑防治工程所須費用以國有林野事業特別會計或治水特別會計支付者不適用

第三十二條中以僅以中央(政府)經費施行之部分規定。  

 

（昭和六十年度之特例） 

第五條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包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適用之情況）

中規定之適用於昭和六十年度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中之「三分之二」應為「十

分之六」，「三分之一」應為「十分之四」，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中之「三分之二」

應為「十分之六」。惟為因應災害所引起之土石崩塌等危險情況所實施之緊急地

滑對策事業之相關地滑防治工程而適用同項規定時不在此限。  

 

（昭和六十一年度、平成三年度及平成四年度之特例） 

第六條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包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適用之情況

時）中規定有關昭和六十一年度、平成三年度及平成四年度之適用，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中之「三分之二」應為「十分之六」，「三分之一」應為「十分之四」，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中之「三分之二」應為「十分之五・五」。惟為因應災害所引

起之土石崩塌等危險情況所實施之緊急地滑對策事業相關之地滑防治工程而適

用這些規定時不在此限。  

 

（昭和六十二年度至平成二年度之特例）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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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包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中所適用之情

況）中規定有關昭和六十二年度至平成二年度各年度之適用、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中之「三分之二」應為「十分之五・五（為防止二次災害所實施之地滑防治工程

且非關附則第七條但書中緊急地滑對策事業者，其所須費用則為其十分之六）」，

「三分之一」應為「十分之四・五（為防止二次災害所實施之地滑防治工程且非

關同條但書中緊急地滑對策事業者，其所須費用為其十分之四）」，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中之「三分之二」應為「十分之五・二五（為防止二次災害所實施之地滑

防治工程且非關附則第七條之緊急地滑對策事業者，其所須費用為其十分之五・

五）」。惟為因應災害所引起之土石崩塌等危險情況所實施之緊急地滑對策事業

相關地滑防治工程而適用這些規定時不在此限。  

 

（中央(政府)之無利息貸款等） 

第八條  

如地滑防治工程之費用依據第二十九條規定由中央(政府)負擔者，且該工程符合

促進社會資本充實相關特別措施法（昭和六十二年法律第八十六號）－有效運用

出售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股票收入－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之工程者，政

府為其所需費用之資金，可於預算範圍內，依據第二十九條規定（有關本規定所

訂之中央(政府)負擔比例，如有不同規定之法令規定，則包括此訂有不同規定之

法令規定。以下同。）於一段時間內無息貸款予都道府縣，其額度相當於中央（政

府）應負擔金額。 

2. 前項中，中央(政府)之貸款金額償還期限為五年（包含二年以內之延期期間）

以內並以政令訂定之。  

3. 除前項規定外，依據第一項規定之貸款，其償還方式、償還期限之提前，及

其他償還相關必要事項以政令訂定之。  

4. 中央(政府)依據第一項規定，貸款予都道府縣時，有關該貸款對象之地滑防

治工程相關之第二十九條規定，由中央(政府)負擔部份，即於該貸款須償還

時交付出相當於該貸款償還金額之款項。 

5. 都道府縣接受依據第一項規定之無息貸款後，若縮短依據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之償還期限（以政令訂定者除外）完成償還時，於前項規定之適用上，視

其償還乃於該償還期限到來時完成。 

 

附 則 （昭和三四年四月二〇日法律第一四八號） 摘錄  

（施行日期） 

1. 本法，自國税徵收法(昭和三十四年法律第一百四十七號)施行日起施行（關

於稅捐優先取得權順位修正之暫行措施）。 

2. 依第二章之規定修正後之各法令（僅限於有關徵收款優先取得權之順位部

分）規定適用於本法施行後依國稅徵收法第二條第十二款規定之強制折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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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開始進行之分配手續。本法施行前相關分配手續已開始者，其相關法令

所規定之徵收款優先取得權順序仍援用先前慣例。  

附 則 （昭和三五年三月三一日法律第三九號） 摘錄  

1.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三五年三月三一日法律第四〇號） 摘錄  

1.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適用於自昭和三十五年度開始之預算。 

 

附 則 （昭和三七年四月四日法律第六八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公佈日起九十天內由政令規定日期開始施行。  

 

附 則 （昭和三七年九月一五日法律第一六一號） 摘錄  

1. 本法自昭和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2. 依本法修正後之規定，除本附則有特別規定者外，亦適用於本法施行前所作

之行政廳處分、施行前關於申請案件行政廳所作之不作為及其他本法施行前

所發生之事項。惟不妨礙本法修改前之規定所產生之效力。 

3. 本法施行前提出之訴願、請求審查、提出異議及其他之不服申訴（以下稱之

為「訴願等」），於本法施行後仍援用先前慣例。本法施行前所作有關訴願

等之裁決、決定及其他處分（以下稱之為「裁決等」），或對於本法施行前

提出之訴願等而於本法施行後所作裁決等，仍有不服而提出之訴願等亦同，

仍援用先前慣例。 

4. 前項規定之訴願等於本法施行後依行政不服審查法作出可提出不服申訴之

處分者，該法以外之法律適用視為依據行政不服審查法所提出之不服申訴。  

5. 依第三項規定於本法施行後提出之請求審查、異議申訴及其他不服申訴之裁

決等，不得依行政不服審査法提出不服申訴。  

6. 於本法施行前所作行為，其適用之懲罰條例仍援用先前慣例。 

7. 除前八項所規定事項外，本法施行之相關必要處置以政令訂定之。 

 

附 則 （昭和三八年六月八日法律第九九號） 摘錄  

（施行日期及適用區別） 

第一條  

本法目次之修正規定（僅限於第三編第四章下增加之一章部份）、第一條之二之

修改規定、第二條第三項第八款之修改規定、第二百六十條之二之下增加一條之

修改規定、第三編第四章下增加一章之修正規定、附則第二十條之二下增加一條

之修正規定，及另表之修正規定，與自附則第十五條至附則第十八條、附則第二

十四條（僅限於地方開發事業團體相關部分）、附則第二十五條（僅限於地方開

發事業團體相關部分）及附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以下稱之為「財務以外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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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等」）自公佈日起施行；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相關會計之區分、預算製作及議

決、持續費、結轉費、債務負擔行為、預算內容、歳入歳出預算之區分、予備費、

追加預算案及暫定預算、地方債與短期借款相關修正規定，與附則第四條、附則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附則第六條第一項與附則第八條之規定（以下

稱之為「預算關係之修正規定」）自昭和三十九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其他修正

規定與附則第二條、附則第三條、附則第五條第三項、附則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附則第七條、自附則第九條至附則第十四條、附則第十九條至附則第二十三

條、附則第二十四條（地方開發事業團體相關部分除外）、附則第二十五條（地

方開發事業團體相關部分除外），與從附則第二十六條至附則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自同年四月一日開始施行。  

 

附 則 （昭和三九年七月一〇日法律第一六八號） 摘錄  

本法、自新法施行日（昭和四十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四五年四月一日法律第一三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四七年五月一三日法律第三一號） 摘錄  

（施行期日） 

第一條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四七年六月三日法律第五二號） 摘錄  

（施行日期等） 

第一條  

本法自公佈日起三十天內由政令規定日期開始施行。  

 

（關於土地調整委員會或中央(政府)公害審査委員會所作處分等之暫行措施） 

第十六條  

本法施行前依本法修正前之法律規定，土地調整委員會或中央(政府)公害審査委

員會已作出之處分及其他行為，除政令另有規定者外，視為公害等調整委員會依

據本法或依本法修改後之法律相關規定所做之處分及其他行為。  

2. 於本法施行時依本法修正前之法律規定，已實際向土地調整委員會或中央

(政府)公害審査委員會提出之申請及其他手續，除政令另有規定者外，視為

依據本法或本法修改後法律之相關規定向公害等調整委員會所提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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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則 （昭和五三年七月五日法律第八七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六〇年五月一八日法律第三七號） 摘錄  

（施行日期等） 

1. 本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六一年五月八日法律第四六號） 摘錄  

1. 本法從公佈日開始施行。 

2. 根據本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第三十四條之規定除外)修正後之法律中，

自昭和六十一年度至昭和六十三年度之各年度特例之相關規定與昭和六十

一年度及昭和六十二年度之特例相關規定適用，自昭和六十一年度至昭和六

十三年度之各年度（昭和六十一年度及昭和六十二年度之特例相關者則於昭

和六十一年度及昭和六十二年度，以下同本項。）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

擔（包含與該中央(政府)負擔有關之都道府縣或市町村之負擔，以下同本

項。）或補助（因昭和六十年度以前之年度中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昭和六

十一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及昭和六十年度以前

之年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昭和六十一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

(政府)負擔或補助者除外。），與因昭和六十一年度至昭和六十三年度各年

度中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昭和六十四年度（昭和六十一年度及昭和六十二

年度之特例相關者則於昭和六十三年度，同本項。）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

央(政府)負擔或補助，因六十一年度至昭和六十三年度各年度之國庫債務負

擔行為而須於昭和六十四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

助，及昭和六十一年度至昭和六十三年度各年度之歲出預算相關之中央(政

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昭和六十四年度以後之年度者。因昭和六十年度以前

之年度中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昭和六十一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

(政府)負擔或補助，因昭和六十年度以前之年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昭

和六十一年度以後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與昭和六十年度以前之歲

出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昭和六十一年度以後之年度

者，則仍援用先前慣例。  

 

附 則 （昭和六二年三月三一日法律第一一號） 摘錄  

（施行日期） 

1. 本法自昭和六十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暫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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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本法修改後之法律規定適用於昭和六十二年度及昭和六十三年度預算

中之中央(政府)負擔及與該中央(政府)負擔有關之都道府縣或市町村之負擔

（於本項中以下稱之為「政府等之負擔」），惟因昭和六十一年度以前之年

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昭和六十二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者除外，而適

用於因昭和六十二年度及昭和六十三年度之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六十

四年度以後之年度支出之中央(政府)等之負擔，及昭和六十二年與昭和六十

三年度歲出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等之負擔而轉入昭和六十四年度以後之

年度者，或轉入昭和六十一年度以前之年度者。國庫債務負擔行為發生於昭

和六十一年度以前之年度而須於昭和六十二年以後之年度支出之中央(政府)

等之負擔及昭和六十一年度以前之年度歲出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等之負

擔而轉入昭和六十二年度以後之年度者，則仍援用先前慣例。 

 

附 則 （昭和六二年九月四日法律第八七號）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依據第六條及第八條至第十二條之規定修正後之國有林野

事業特別會計法、道路整備特別會計法、治水特別會計法、港灣整備特別會計法、

都市開發資金融通特別會計法及機場整備特別會計法之規定，自昭和六十二年度

預算適用之。 

 

附 則 （平成元年四月一〇日法律第二二號） 摘錄  

（施行日期等） 

1.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2. 依據本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第三十四條之規定除外）修正後法律之平

成元年度及平成二年度特例相關規定，與平成元年度特例相關規定，適用

於，平成元年度及平成二年度（平成元年度之特例相關者則於平成元年度，

以下同本項）之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擔（含中央(政府)之負擔相關都道

府縣或市町村之負擔，以下包含本項及下一項相關之都道府縣或市町村之負

擔，以下於本項及下一項中亦同。）或補助（昭和六十三年度以前之年度中

事務或事業之實施因而於平成元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

擔，及昭和六十三年度以前之年度中之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元年度

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者除外。），與因平成元年度

及平成二年度中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三年度（平成元年度之特例相關

者則於平成二年度。以下同本項。）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

因平成元年度及平成二年度之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三年度以後之

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者，與平成元年度及平成二年度之歳出

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平成三年度以後之年度者適用

之。因昭和六十三年度以前之年度中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元年度以後

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因昭和六十三年度以前之年度國庫債務負

擔行為而須於平成元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及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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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十三年度以前之年度歲出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平

成元年度以後之年度者，則仍援用先前慣例。 

 

附 則 （平成三年三月三〇日法律第一五號）  

1. 本法自平成三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2. 依據本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除外）修正後的法律之平成三年度及

平成四年度特例之相關規定，與平成三年度之特例相關規定適用於，平成三

年度及平成四年度（平成三年度之特例相關者則於平成三年度，以下於本項

中亦同。）之預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擔（含中央（政府）該負擔相關都

道府縣或市町村之負擔額，以下於本項中亦同。）或補助（因平成二年度以

前之年度中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三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

府)負擔，及因平成二年度以前之年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三年度

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者除外。）；平成三年度及平成

四年度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五年度（平成三年度之特例相關者則於平

成四年度。以下於本項中亦同。）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及

平成三年度及平成四年度之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五年度以後之年

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平成三年度及平成四年度之歳出預算相

關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平成五年度以後之年度者。平成二年度以

前之年度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三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

負擔；平成二年度以前之年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三年度以後之年

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平成二年度以前之年度歳出預算相關之

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平成三年度以後者，則仍援用先前慣例。 

 

附 則 （平成五年三月三一日法律第八號） 摘錄  

（施行日期等） 

1. 本法自平成五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2. 依本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條之規定除外）修正後之法律規定適用於，平成

五年度以後之年度予算相關之中央(政府)負擔（含中央(政府)該負擔有關之

都道府縣或市町村之負擔額。以下於本項中亦同。）或補助（平成四年度以

前之年度事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五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

負擔，及平成四年度以前之年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五年度以後之

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者除外。）。平成四年度以前之年度事

務或事業之實施而於平成五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出之中央(政府)負擔，及平

成四年度以前之年度國庫債務負擔行為而須於平成五年度以後之年度中支

出之中央(政府)負擔或補助，與平成四年度以前之年度歲出預算相關之中央

(政府)負擔或補助而轉入平成五年度以後之年度者，則仍援用先前慣例。  

 

附 則 （平成一一年七月一六日法律第八七號）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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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平成十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惟下列各款所載規定則自各該款所定之日起

施行。  

一、第一條中地方自治法第二百五十條以下之五條、節名及加上二款與款名之修

正規定[限於同法第二百五十條之九第一項相關部分（限於有關獲得兩議院

同意事宜部分）]，第四十條中自然公園法附則第九項和第十項之修正規定

（限於有關同法附則第十項部分），第二百四十四條之規定（農業改良助長

法第十四條之三修正規定之相關部分除外）和第四百七十二條之規定（市町

村合併特例相關法律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七條修正規定相關部分除外）以

及附則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五十九條但書、第六十條第四項及第

五項、第七十三條、第七十七條、第一百五十七條第四項至第六項、第一百

六十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四條及第二百零二條之規定，其公佈

日期。 

 

（地滑等防治法部分修正而採取之暫行措施） 

第一百三十三條  

地滑防治法分為未依本法第四百二十三條規定進行修正之地滑等防治法（以下於

本條稱之為「舊地滑等防治法」）與修正後之地滑防治法（以下於本條稱之為「新

地滑等防治法」）。於本法施行時已依據舊地滑等防治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實際獲得批准之相關事業計畫，視為已依據新地滑等防治法之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進行協議之相關事業計畫。  

2. 本法施行時，依據舊地滑等防治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實際正進行中之許

可申請，視為依據新地滑等防治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所提出之協議。  

 

（中央(政府)等之事務） 

第一百五十九條  

依本法修正前之各法律所規定者外，於本法施行前，地方公共團體機關依法或依

法頒布之政令所管理或執行之中央(政府)、其他地方公共團體及其他公共團體之

事務（於附則第一百六十一條稱「政府等之事務」），於本法施行後，由地方公

共團體依法或依法頒布之政令視其為該地方公共團體之事務予以處理。 

 

（關於處分、申請等之暫行措施） 

第一百六十條  

本法（有關附則第一條各款所載規定，則依各該規定。以下於本法條及附則第一

百六十三條中，亦同。）施行前，依據修正前之各法律規定作出許可等之處分及

其他行為（以下於本法條稱「處分等行為」），或本法施行時，正依修正前之各

法律規定實際提出許可等之申請及其他行為（以下於本法條稱「申請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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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本法施行之際須執行與以上行為有關之行政事務者有所不同時，就本法施行

後經修正之各個法律適用上，除附則第二條至前條之規定與修正後之各個法律

（含依據該各法律所作命令）之暫行措施相關規定所訂定者外，視為依據修正後

各法律之相關規定所作之處分等行為或申請等行為。  

2. 本法施行前，依修正前之各法律規定須向中央(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機關進

行報告、申報、提繳及其他手續事項而於本法施行日之前尚未辦理手續者，

除本法及依據本法所頒政令另有規定者外，視為未依據修正後之各法律之相

當規定向中央(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之相當機關完成報告、申報、提繳及其

他手續事項，而適用依本法修正後之各法律規定。  

 

（關於異議提出之暫行措施） 

第一百六十一條  

施行日前作出中央(政府)等事務之相關處分，而作出該處分之行政廳（以下於本

法條稱「處分廳」）施行前於行政異議審查法中規定有其上級行政廳（以下於本

法條稱「上級行政廳」）時，於施行日前依據該法提出異議者，於施行日後，該

處分廳視為依舊存在有上級行政廳而適用行政異議審查法之規定。於此情況下，

被視為該處分廳之上級行政廳，在施行前已為該處置廳之上級行政廳機關。  

2. 前項情況中，視為上級行政廳之機關如為地方公共團體時，該機關依行政異

議審查法規定處理之事務屬新地方自治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一款所規定之第

一款法定委託事務。  

 

（關於手續費暫行措施） 

第一百六十二條  

施行日前，依尚未根據本法修正之各法律（含依此所作之命令）規定必須繳納之

手續費，除本法及依本法所頒政令另有規定者外，仍援用先前慣例。  

 

（關於懲罰條例之暫行措施） 

第一百六十三條  

對本法施行前所作行為之懲罰條例仍援用先前慣例。  

 

（對其他暫行措施之政令委任） 

第一百六十四條  

本法於施行上所需要之暫行措施（包括處罰條例相關暫行措施），除本附則所規

定者外，以政令訂定之。  

2. 附則第十八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之適用，其相關必要事項

以政令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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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第二百五十條  

關於新地方自治法第二條第九項第一款所規定之第一款法定委託事務，須儘可能

不再制定新規定，同時須就新地方自治法附表一所載內容及依新地方自治法頒佈

之政令內容，從推動地方分權觀點加以研討予以適當檢視。  

 

第二百五十一條  

政府為使地方公共團體能獨立自主執行事務及事業，必須就如何充實並確保地方

財稅來源以因應中央(政府)與地方公共團體之任務分擔事宜，考量、研討經濟情

勢發展，根據其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第二百五十二條  

隨著醫療保險制度、年金制度等之改革，政府必須從確保被保險人等之方便性、

提升事務處理効率等觀點，就社會保險事務處理體制與從事相關業務之職員應有

職責等進行研討，認定有需要時，應根據研討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附 則 （平成一一年一二月二二日法律第一六〇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第二條及第三條除外。）自平成十三年一月六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一三年六月二九日法律第九二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平成十四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一四年二月八日法律第一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一六年六月九日法律第九四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平成十七年四月一日起施行。惟附則第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自公布日

起，附則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五項及第九項至第十一項、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即

自平成十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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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處分等之暫行措施） 

第二十六條  

本法施行前，依修改前各法律（含基此所作之命令。於本條以下相同。）規定所

作之處分、手續及其他行為，經修正後之各法律規定中有其相當規定者，除本附

則另有規定者外，視為依據修正後各法律之相當規定所作之處置。  

（關於懲罰條例適用之暫行措施） 

第二十七條  

對本法施行前所作行為之懲罰條例仍援用先前慣例。 

 

（政令委任） 

第二十八條  

除本附則規定者外，本法於施行上必要之暫行措施以政令訂定之。  

 

（檢討）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五年後，政府須考量新礦山保安法之施行狀況，認為有必要時，就新礦

山保安法之規定加以檢討，根據其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附 則 （平成一七年七月六日法律第八二號） 摘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平成十九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