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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司法院釋字785號就「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之解釋對

公務人員保障制度造成若干變化，請就其「保障程序與內容」與「健康權」兩個面向分述其

所發生之影響。(25分) 

答： 
釋字785號影響公務人員保障程序之放寬與救濟標的之變化，另外確立健康權應有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下

依題意說明之：

(一)保障程序與內容的變化

1.解釋文謂，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

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

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

2.是以，保障程序上將不排除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第78條及第84條規定之「申訴再申訴程

序」，於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

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3.此外，所稱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裁字613號以及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9年9月公布之人事行為性質一覽表可知，係指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

利，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為判斷；保障法第25條所稱之「行

政處分」，應與行政程序法第92條規定「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相同之認定。

(二)對健康權保障的影響

785號解釋要求相關機關針對現行規範不足部分，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內，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

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1.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勤休方式應有框架性規範

解釋文謂，公務員服務法第11條第2項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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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超時服勤時數應有適當評價與補償

解釋文並謂，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

外勤消防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另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

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超時服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於此

範圍內，與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 

二、某甲參加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錄取，依現行規定，應經那些程序方可以

取得正式任用資格？何時可以調職？(25分) 

試題評析

四等考銓制度與三等的考題難其實不相上下，主要原因是要做到完整分析應留意制度背景概念

的描述，再加上答題時間較短，對於只求記憶不求理解的備考者，具有殺傷力。不過，整體來

說四等的出題型態只要答題時有觸及到問題重點，應該都會給分，除非閱卷老師狠下心要砍，

分數的甜度還是會比三等給分來得甜許多。

第一題：這兩年的國考生活須知，這次考硬道理，請抱持著敬畏與感恩的心把他寫完。

第二題：跟三等一樣在第二題配置相當實務的題目，也考得很細膩，要記得特種考試6年內的

限制轉調時間分配是用考試規則另定。

第三題：跟三等一樣是送分題，考生應能掌握分數。

第四題：高考已出現過的考題，還不熟就靠行政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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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擬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任用法及考試及格分發辦法等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甲應經過公務人員正式任用之程序

1.依規定期限報到開始訓練

考試錄取人員經分配後，應於報到通知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向用人機關報到，開始進行實務訓練及基

礎訓練。（分發辦法第12條第1項）

2.考試及格分發任用

考試錄取人員經分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由保訓會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由用人機關依

規定派代，完成分發程序。也就是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人員之分發任用。（分發辦法第14條）

3.先予試用

初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驗6個月以上者，應先予試用6個月，

並由各機關指派專人負責指導。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任用法第20條第1項）

4.先派代理及銓敘審定

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經依職權規定先派代理，限於實際代理之日起3個月內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

而經過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即具備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第1項之完整任用資格（任用法第24條）

5.呈請總統任命

各機關初任簡任、薦任、委任官等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任用法第

25條）而依據同法施行細則25條規定，呈請總統任命，指初任各該官等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

後，由銓敘部呈請總統任命。

(二)限制轉調期滿後可調職

主要規定於考試法第6條第2項，服務6年內限制轉調。

1.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保障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行

一、二、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及格人員於服務6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

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2.上述轉調限制6年之分配，依申請舉辦考試機關性質、所屬機關範圍及相關任用法規規定，於各該特

種考試規則中定之。目前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規定前3年不得轉調分發任用之機關，後3年不

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三、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各機關初任簡任及委任官等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

後，呈請總統任命。試論述其理由為何?(25分) 

答： 
(一)呈請任命之規定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5條規定，各機關初任簡任、薦任、委任官等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

後，呈請總統任命。（任用法第25條）而依據同法施行細則25條規定，呈請總統任命，指初任各該官等

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由銓敘部呈請總統任命。

(二)現行制度設計理由

1.源自憲法的基礎

依憲法第41條規定，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故公務人員在形式上均應由總統任命。

2.簡化過去的任命作業

過去規定任用法第25條規定，初任、升任或調任簡任、簡派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經銓敘部審定者，

均簽請總統任派，導致簡任人員於簡任各職等職務異動或晉升職等，即須辦理請任，致實務上產生同

一人員於同一年度中多次辦理請任（如年度中多次調任、機關修編等），或以同一職務多次辦理請任

（如考績升等）之情事。是以，為簡化人事作業，提升行政效能，爰修正目前為簡任人員僅須於初任

簡任官等時請任命。

3.激勵委任公務人員

原任用法第25條規定初任委任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由各主管機關任命。為提升基層

公務人員之尊榮與激勵其士氣，並彰顯總統對委任官等公務人員之重視，爰修正初任委任官等公務人

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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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評述現行公務員懲戒案件的審理機關與審級相關規定。 

答： 
現行公務員懲戒法於109年6月修正改採一級二審制，關於審理機關之組織與名稱，採取「懲戒法院」之法

院體制，審理程序上也具備上訴審制度並參酌行政訴訟法規定，下依題意說明之：

(一)法院體制公開審理

1.依據憲法第77條，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

舊法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公務員之懲戒事項，屬於司法權之行使，理應由憲法上之法官為之，

其機關組織與名稱自應採取法院的體制，因此現行法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改制為懲戒法院，並設懲戒

法庭專司審理公務員懲戒案件。

2.參照懲戒法院組織法第26條，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法院組織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次查法院組織

法第86條，規定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原則上應公開法庭行之。是以，新制配合法院體制，自應

採公開審理為原則。

3.另，懲戒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懲戒法庭審理案件，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當事人聲

請不公開並經許可者，不在此限。

(二)審理程序採一級二審之通常救濟途徑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字第752號解釋文載明，「……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16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為使公務員懲戒案件之當事人於不服懲戒判決時，亦得循上訴程序救

濟，發揮糾錯或權利保護功能，因此將公務員懲戒案件審理制度改採一級二審制。

1.第一審及上訴審

公務員有受懲戒事由，依據懲戒法第23及24條經監察院彈劾或機關送懲戒法庭，開啟第一審程序。同

法第64條，當事人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之終局判決不服者，得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上訴

於懲戒法庭第二審。

2.抗告程序

依據同法第83及84條，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案件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不在

此限。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

變期間內為之。但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此外，抗告，由懲戒法庭第二審裁定。

3.修正再審程序

同法第85條規定，如有再審事由，可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已依上訴

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