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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公務人員考績的意義是什麼？我國公務人員的考績結果和俸給、陞遷、獎懲制度之間的關係為

何？請分別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考績制度的基本題，但在有限的時間內要處理考績與其他人事管理制度的關聯會很挑戰，因為幅

員廣大。於是技術上來說可以依據考績法規定順勢而為，分別說明第7條、第11條及第12條之重點

即可。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25-5～25-8，考點25。 

 

答： 
(一)公務人員考績的意義 

1.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

客觀之考核。可知考績需綜覈公務人員於從業上之名實，就其表現優劣，進行考評。 
2.因此，為達到人事行政追求獎優汰劣，提昇機關效率與效能之目標，可藉由考績結果之優劣等第為依

據，調升人員待遇激勵同仁、拔擢績優人才，並依考評結果實施獎懲。 
(二)考績結果和俸給、陞遷、獎懲制度之間的關係 

以下茲依據本法規定分別說明之： 
1.俸給：考績為晉敘及發給獎金之依據 
本法第7條第1項規定，年終考績甲等發給1個月俸給總額獎金，乙等發給半個月獎金，考列甲等及乙等皆

可晉俸級一級。如已晉至年功俸最高級者，不再晉敘俸級，改發給2個月或1個半月之俸給總額之一次獎

金。 
2.陞遷：考績為升職等之基礎 
本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二年列甲等者，或一年列甲等二年

列乙等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3.獎懲：考績結果影響公務人員榮譽及懲罰 
本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

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獎勵除影響等第發給獎金、晉敘及升遷以外，亦為公務人員之榮譽。而無獎懲

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係工作表現不佳之懲罰。 
 
二、請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的相關規定，說明公務員「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倫理事項之內涵，

並就這些內涵提出個人見解。（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本題須說明公務員服務義務中「應作為義務」和「不應作為義務」之內容。題旨中提出「個人見

解」，並非要考生抒發心得，而是需要論述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應積極作為與有所節制的

倫理行為標準之背後理據。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46-8～46-16，考點46。 

 

答：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中所謂「有所為」之倫理是項，係指公務員只基本「應作為義務」；而

「有所不為」則指「不應作為之義務」，茲依題意說明如下： 
(一)「有所為」之倫理事項 

身為公務員，在憲政層次應重視對國家忠誠與公平正義之維護，在社會層次則應重視社會關懷與工作之專

業化，於個人自我層次則重視人民意識與職業倫理、行為互動之規範等，即為「有所為」之倫理事項，本

法主要有以下規定： 
1.忠實職務並努力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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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1條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2.服從命令 
本法第3條規定，公務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

務。但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員無服從之義務。 
3.嚴守機密 
本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

務，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 
4.保持品位義務 
本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二)「有所不為」之倫理事項 
公務員因職務關係，享有一定之公權力，為避免公務員利用職權，發生違法舞弊情事；或從事妨礙公務員

關係特性的活動，故本規定公務員於在職期間，不得為之的行為，即是「有所不為」之倫理事項，本法主

要有以下規定： 
1.經商之限制 
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 

2.兼職須經同意或備查 
本法第15條規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

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

工作者，不在此限；惟仍應報經服務機關（構）備查；機關（構）首長應報經上級機關（構）備查。 
3.利益迴避 
本法第19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親（家）屬之利害關係者，應依法迴避。另本

法第22條規定，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 
4.離職就業迴避 
本法第16條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

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參考資料】 

1.劉昊洲（2001）。公務員義務與權利概述。三民主義學報，第22期，頁133-149。 

2.蔡良文（2006）。公務人員核心價值與行政倫理。考銓季刊，第 47期，頁 16-43。 

 
三、何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的「利益衝突」？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人和機關團體三者，

知有利益衝突的處置方式為何？請分別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本題是110年地特三等考古題。因內容簡單，若為避免答題內容單薄，可以運用迴避法第1條及第

10條補強版面。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48-4～48-5，考點48。 

 

答：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條（以下簡稱本法）第1項規定，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係為有

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而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人和機關團體三者，知有利益衝突時的處置方式，分

別為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職權迴避。以下依本法規定分別說明之： 
(一)利益衝突的定義 

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二)知有利益衝突時的處置方式 

1.公職人員自行迴避 
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2.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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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7條第1項規定，利害關係人認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向該公職人員所屬機

關、上級機關團體、指派、遴聘或聘任機關等申請迴避。 
3.機關團體職權（命令）迴避 
本法第9條規定，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或聘任機關之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

而未迴避情事者，應依職權令其迴避。 
此外，按本法第10條規定，依上開規定迴避者，如係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

決；如係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必要時，由各該機關團體指定

代理執行該職務之人。 
 

【參考資料】 

楊戊龍（2021）。公務員法要義〔第二版〕，頁 228-229。台北：翰蘆。 

 
四、假設您是某鄉公所的人事室主任，為提升公所員工的數位治理職能，您認為這些職能應該包含

那些面向？您會採取那些進修或終身學習的方式，鼓勵員工提升這些職能？（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本題以廖興中教授於委託研究中所提及之「共通數位職能」的五項職能內涵來回答，但亦可以110
年原特四等之考古題為基礎說明，以訓練需求分析及計畫執行之概念論述。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40-9～40-11，考點40。 

 

答： 
因鄉區公所同仁職務列等大多為8職等以下為主，故提升數位治理職能應首重「共通性職能」為主，並可

適度結合「共享的學習社群」概念規劃進修及終身學習活動。 
(一)區公所同仁之數位治理職能面向 

共通的數位職能指涉全體公務人員均須具備的數位治理能力，這部分的能力包含五大區塊： 
1.資訊與資料素養 
能清楚表達資訊的需求，並具蒐集、檢索、存取、管理、組織數位資料、資訊與內容的能力。能夠辨識

資料的品質及其間的關聯性，並加以運用。 
2.數位溝通與合作 
能考量到文化與世代差異，適度透過數位科技與他人互動、溝通及合作、實踐社會參與。同時能與來自

不同背景的對象連結合作，具有同理心與協商的能力。 
3.數位內容產製 
能夠創作與編輯數位內容，並瞭解版權與執照等數位資料運用的相關規定，並整合資訊與內容到既有公

務的知識體系。 
4.數位安全 
在數位環境中維護設備、內容、個人資料與隱私，並且維護身心健康；關心數位科技相關之社會福祉與

社會包容，以及數位科技應用對環境的影響。 
5.運用數位途徑解決問題 
能辨識工作環境中的問題，並能針對相關數位科技運用之解方評估其價值、風險與運用。 

(二)培育數位職能的進修及終身學習活動 

1.善用學術資源進行進修活動 
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之規定，本法所稱進修，指為配合組織發展或促進個人自

我發展，由各機關（構）學校選送或由公務人員自行申請參加學術或其他機關（構）學校學習或研究，

以增進學識及汲取經驗之過程。故可留意鄰近大專院校或他機關是否有開設與上開職能有關之課程，並

鼓勵同仁參加。 
2.建立「共享的學習社群」 
又依據該細則第24條規定，本法第十七條所稱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機會，指各主管機關得主動或協

調國內外學術或其他機構，結合公私部門辦理有關終身學習活動。故可參考澳洲政府打造「共享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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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經驗，由區公所辦理，聚集來區域內中，特定數位工作領域的人們，與公務同仁相互學習成功或

失敗的經驗，以持續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參考資料】 

1.廖興中（2022）。公務人力數位治理核心職能的建構與培訓。國家人力資源論壇，第20期。 

2.廖興中、賴怡樺、蔡雅琄（2021）。公務人員數位治理職能培訓之研究—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法定

訓練對象為例，頁 134-151。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0年度專案委託研究，未出版。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