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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公務員得否兼職？試依各種情況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基本的法條題，但因公務員服務法已有修正草案，建議考生補充修正草案之內容。

考題命中
1.《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附錄一，頁A-46~A-62。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薛律編撰，頁10~12。

答： 
依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本法）之規定，公務員原則上不得兼職，就其規範內容與類型，說明如下： 

(一)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1.本法第13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

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

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第1項）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

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第2項）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

圖利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者，亦同。（第3
項）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第4項）」依主管機關之函示，第4
項所稱之「撤職」，實為先行停職之意。

2.惟為更明確規範公務員經營商業之行為，本法修正草案規定為：「公務員不得經營商業。（第1項）前項

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令

擔任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類似職務。但經公股股權管理機關（構）指派代表

公股或遴薦兼任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相類似職務，並經服務機關（構）事先核准

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事先核准者，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2項）公務員就（到）職前

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理解任登記者，至遲應於就（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於三個月內完成解

任登記，並向服務機關（構）繳交有關證明文件。但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完成解任登記，並經服務機關

（構）同意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同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惟於

完成解任登記前，不得參與經營及支領報酬。（第3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利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理權

限者，不得取得該營利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第4項）公務員就（到）職前已持有前項營利事業之股份

或出資額，應於就（到）職後三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託予信託業；就（到）職後因其他法律原因當然取

得者，亦同。（第5項）」

(二)公務員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1.本法第14條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

兼領公費。（第1項）依法令或經指派兼職者，於離去本職時，其兼職亦應同時免兼。（第2項）」

2.惟為更明確規範公務員兼任他項公職與業務之行為，本法修正草案規定為：「公務員除法令規定外，不

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令兼職者，不得兼薪。公務員兼任前項公職或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

（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

(三)公務員不得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1.本法第14-2條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

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前項許可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2.惟為更明確規範公務員之行為，本法修正草案規定為：「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利為目的

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但兼任無報

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不在此限。公務員兼任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職務或工作；其申請同意之條件、

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四)公務員不得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1.本法第14-3條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

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2.修正條文之內容已如前述，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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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官等與職等？其如何劃分？各類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以何種官等職等任用？（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然也是法條題，但需結合考試法一併回答。 

考題命中 《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3-14~3-15；3-33~3-35。 

 

答： 
(一)官等與職等： 

1.官等：係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之區分，現行分為簡任、薦任及委任。 
2.職等：係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之區分，現行分為十四職等，以第十四職等最高，第一職等最低。 

(二)公務員考試類型與官等職等任用方式： 
依公務人員考試相關法規之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分為初任考試與升官考試兩大類，而初任考試又再分

為高、普、初考與特考兩種，分別說明如下： 
1.初任考試：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所稱『依法考試及格』，指依

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前考試法規所舉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而言。」各項考試及

格之人員，其取得之任用資格，規定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 
(1)高等考試之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一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九職等任用資格。 
(2)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七職等任用資格。 
(3)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 
(4)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三職等任用資格。 
(5)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 

2.升官等考試：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5條規定：升官等考試及格人員之任用，依左列規定： 
(1)雇員升委任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 
(2)委任升薦任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 
(3)薦任升簡任考試及格者，取得簡任第十職等任用資格。 

 
三、甲為A縣立國民中學教師，在其代理校長期間，某日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

任辦法規定，聘任其配偶乙為學校兼任教師。試問：甲聘任乙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之規定？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應循解題流程，逐一確認公職人員、關係人、利益衝突項目與迴避方式，尤其需要配合任用

法之迴避規定，一併回答。 

考題命中 
1.《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3-29~3-30。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薛律編撰，頁8~9。 

 

答： 
(一)甲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而其配偶乙為本法所稱之關係人： 

1.按各級公立學校校長為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縱使依法代理執行校長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

屬本法之公職人員。再者，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為本法所稱之關係人，本法第2條及第3
條訂有明文。 

2.是以，甲雖僅為代理縣立國民中學校長職務，但依前開規定，亦屬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而其配偶乙為

本法所稱之關係人，自應遵守本法之規定。 
(二)聘任乙為學校兼任教師屬於非財產利益而生利益衝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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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2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學校、法

人、事業機構、部隊（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

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本法第4條第2項及第5條亦有規定。 
2.是以，甲以聘任校長之身分聘任乙為學校兼任教師，已有非財產上利益之利益衝突。 

(三)依本法第6條及第10條第2項之規定，甲應自行迴避且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惟甲

並未停止執行職務，顯已違反自行迴避之規定。而且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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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

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甲亦不得聘任配偶乙為兼任教

師。是以，甲聘任乙之行為已違反本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 
 
四、甲為公務人員，自民國109年6月15日起為A機關辦理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嗣於民國110年11月

18日調任至B機關，主管建築管理業務。試問：甲任職於A機關與B機關期間，是否須依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之規定，申報其財產？若須申報，應於何時申報？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看似實例題，但實際上只要熟悉條文規定即可。 

考題命中 《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7-31。 

 

答： 
(一)按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會計、審計、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融監督暨管理、公產

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監理、環保稽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依法應辦理財

產申報，而該款公職人員，其職務係代理者，亦應申報財產。但代理未滿三個月者，毋庸申報。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下稱本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訂有明文。 
(二)次按，公職人員應於就（到）職三個月內申報財產，每年並定期申報一次。同一申報年度已辦理就（到）

職申報者，免為該年度之定期申報。公職人員於喪失前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起二個月內，應將卸

（離）職或解除代理當日之財產情形，向原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申報。但於辦理卸（離）職或解除代

理申報期間內，再任應申報財產之公職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就（到）職申報，免卸（離）職或解除代理

申報。本法第3條訂有明文。 
(三)經查，甲於A機關係辦理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為本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所稱之主管人員，其應於109年6

月15日起三個月內申報財產，每年並定期申報一次。嗣後，110年甲調任至B機關，故應於二個月內，應將

卸（離）職或解除代理當日之財產情形，向A機關申報。但因甲調任至B機關擔任建築管理業務之主管人

員，亦為本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所稱之主管人員，其應於110年11月18日起三個月內申報財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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