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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甲為剛通過公務員考試及格之人員，對於環保議題非常關心，通過考試前，已經為A政治團體之

公關部主任。請問甲是否在通過考試之日起，即無法繼續擔任A政治團體之公關部主任之職？又

其可否於分發任職後，參加由A政治團體轉變而成之A政黨？（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準用對象及兼任政黨或政治團體職務之規定，是傳統中立法的

熱區考點。但需要留意身分上會因為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後，而依據不同條文，分別是準用及

適用本法。所以細心就本題的時間點區分討論，必定會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8、11-12。 

 

答： 
(一)甲並非在通過考試之後，即不得繼續擔任A政治團體之公關部主任： 

1.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第2條規定，適用本法之公務人員，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

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同法第17條復規定，準用本法之人員，其中第7款規定，

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由於未被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然其既已於國家內接

受公務員養成訓練，外觀上係與國家公務員之形象直接連結，實為「準公務人員」，故人民於國家考試

及格後，實施學習或訓練時亦須準用中立法。 
2.又中立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

務。 
3.經查，本題甲既然剛通過公務員考試及格之人員，則其若尚未進入文官學院或有關機關成為實習人員，

則其於此時仍然可以繼續擔任Ａ政治團體公關部主任。然若甲於考試及格後，接受文官學院或有關機關

之訓練，成為實習人員，則此時甲之身分已該當中立法第17條第7款「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

習或訓練人員」，準用中立法，須遵守之。則此時甲應已不得繼續擔任Ａ政治團體公關部主任之職位。 
(二)甲若非法官，則可於分發任職後加入A政黨，但不得繼續擔任黨職：  

1.按中立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已如前述。又法官法第15條規定，法

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加入政黨。 
2.經查，今如甲已獲分發，被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則依中立法第2條規定，其完全適用中立法之規定，已

非準用人員。而甲若非法官，則此時仍可加入A政黨，但不得擔任任何之政黨職務，以免違反中立法第5
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 

 

二、甲於擔任中央A部政務次長期間，擅自於自己之通訊軟體公開表示A部某項政策思慮不周，應重

新檢討，並以粗話評論，引發爭議，重創人民對於A部推動該項政策之信賴。請說明甲之行為是

否違反公務員義務，可能經何種程序，遭受何種處罰？（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結合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員發表談話之義務，須注意2022年服務法修法時，已刪除同條第

2項公務員以私人名義發表與職務有關之談話應經長官許可之規定，故本題需要論及，並假設甲發

表言論究竟是以私人名義或者有使用職稱及代表機關發言，將會導致合法及違法之結果。與公務

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懲戒事由及移送懲戒程序。由於政務次長是比照簡任第14職等，故其移送懲

戒程序，須經監察院彈劾方得為之。這也是懲戒法之考試重點，相信不難作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葛律編撰，頁19-21。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七回，葛律編撰，頁5、24-25。 

 

答： 
(一)甲私自發布有關機關政策之談話，如有使用職稱或代表機關之名義為之，其行為應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

條第2項之規定： 
1.按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以代表機關

（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構）業務職掌有關之言論。而本條之立法理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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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務員經國家選任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其言行在合理範圍內受相關法律之規範，實屬必要。然於

公務員以個人名義進行公共政策之討論，如未使用其職稱，亦未以機關（構）立場發表言論，自應回歸

憲法保障之言論及表意自由。基此考量，2022年服務法修法時，已刪除公務員以私人名義發表與職務有

關之談話應經長官許可之規定。 
2.經查，甲係任職於A部政務次長，雖私自於其通訊軟體公開表示A部某項政策思慮不周，應重新檢討等言

論。然本題未明文表示甲究竟有沒有以其政務次長之名義或者代表機關公開表示上述言論。如果甲未使

用，則甲之言論應回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保護範疇，依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2項之規定，甲之行為不

須經機關許可，一切合法。但若甲有以其政務次長之名義或者代表機關於通訊軟體上公開表示上述言

論，由於甲所為上述言論未經機關許可，則其行為應已違反最新修正之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2項不得任

意代表機關發言之公務員義務。 
(二)若甲有使用職稱或代表機關之名義發布有關機關政策之談話，則其可能經過監察院彈劾後移送懲戒法院： 

1.按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

譽，則可移送懲戒法院審理。又同法第2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

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法院審理。10職等及以上之公務員及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

（市）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則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

監察院審查完畢提出彈劾，監察院再送懲戒法院審理。 
2.經查，甲為A部政務次長，其係比照簡任第14職等任用。依上述懲戒法規定，如甲有使用職稱或代表機關

之名義發布有關機關政策之談話，其違反服務法第5條第2項之規定，為違法行為，又其非執行職務之違

法行為之言論，已經重創人民對於A部推動該項政策之信賴。其行為已該當懲戒法第2條第2款「致嚴重損

害政府之信譽」之行為，該當懲戒之要件。 
3.故而A部若須移送甲懲戒，需先依懲戒法第24條之規定，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監察

院審查完畢提出彈劾，監察院再送懲戒法院審理。懲戒法院審理後，會作成是否對甲為懲戒處分之判

決。 

 

三、甲為A縣B鄉之鄉民代表，甲之配偶乙在甲擔任鄉民代表之前，已經為C公司之負責人，在甲擔

任鄉民代表後，C公司可否參與B鄉公所以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工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傳統爭點，也就是機關與關係人交易禁止與例外許可之規定。

本題相對簡單，無涉及冷僻條文，只要釐清關係人，寫出政府採購之公開評選程序，即可清楚作

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70、84-85。 

 

答： 

C公司仍可承接B鄉公所之政府採購案，理由試述如下： 
(一)甲為公職人員，乙及C公司為甲之關係人：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為本法

之公職人員。又同法第3條第1款規定，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同法

第3條第5款規定，公職人員、第1款與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

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該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本身，

亦為關係人。 
2.經查，本題甲為鄉民代表會之鄉民代表，為利衝法所稱之公職人員。又C公司之負責人為甲之配偶乙，則

乙為甲之關係人。而甲之配偶乙擔任C公司之負責人，則C公司既然為營利法人，則C公司亦為甲之關係

人。 
(二) C公司如依照政府採購法及利益衝突迴避法公開利害關係之規定，仍可參與B鄉公所之政府採購案投標： 

1.按利衝法第14條本文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本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其中但書第1
款及第2款規定，如關係人係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或依依法令規定

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則仍可參加公職人員所

屬機關標案之投標。投標時，依同條第2項規定，公職人員及關係人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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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 
2.經查，雖然C公司為甲公職人員之關係人，B鄉公所係受B鄉民代表會所監督之機關。原則上依利衝法第

14條之規定，C公司不得與B鄉公所為任何交易行為。然若B鄉公所係辦理經公告程序所辦理之公平採

購，或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辦理之緊急採購，則C公司仍可參與B鄉公所之投標。C公司只要在投標時主

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即於投標文件填具並檢附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關係人表單予B
鄉公所。經公平競爭之程序，得標後，B鄉公所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於得標公告上網公開之。則此時C
公司承辦B鄉公所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工程，並無違法之處。 

 

四、請說明各級消防機關，對於加班有何特殊規定？（2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直接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之解釋文、公務員服務法2022年5月30日因應釋字第785號解

釋，對第12條所進行之修正。故再次印證正課時所說的，緊扣當年或前一年度之修法內容，即可

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葛律編撰，頁25-27。 

 

答： 
各級消防機關對於加班之特別規定，辦公日中應給予適當之連續休息時數，且如需輪班時，至少應有連續11小

時之休息時間： 

(一)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認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2日之休

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條第1項規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

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

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

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

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

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二) 是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於2022年5月30日修正，為故及消防機關此種須輪班性質之人員健康，特別對於

加班時數設定上限，及需全年無休輪班時，休息時數之要求，分述如下： 

1.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12條第3項規定，各機關為推動業務需要，得指派公務員延長辦公時

數加班。延長辦公時數，連同第一項每日8小時之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

不得超過60小時。但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週期

性工作等例外情形，延長辦公時數上限，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需以法規命令之。是以，

對於消防機關而言，本次修法建立加班原則上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每月不得超過60小時之框架性規範。

然如消防機關為搶救重大災害（例如依災害防救法規定進駐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

事件或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等例外重要性或緊急性之業務，以上開重大特殊情形須即時回應並隨情

事變更應變，爰規定其延長工作時數不受每日12小時及每月60小時之限制，但需要以法規命令規定之，以

妥善保護消防人員之健康。 

2.又服務法第12條第4項及第5項對於須輪班人員所設之框架性規定，各機關（構）應保障因業務特性或工作

性質特殊而須實施輪班輪休人員之健康，辦公日中應給予適當之連續休息時數，並得合理彈性調整辦公

時數、延長辦公時數及休息日數。及輪班制公務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而消防

人員本身為輪班制人員，故其於加班時而亦有輪班之換班之需要時，消防機關亦須遵守上述之框架性規

範，給予換班及輪班之消防人員有適當之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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