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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之考試，應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內涵為何？又應考人於參加國家考

試時，其有那些情事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檢察機關辦理？（25分） 

試題評析
相較高考考銓第一題的胡鬧程度，今年地特三等第一題則是回歸到傳統考點，把考試法公開競爭

在條文中的規定與第22條違反刑事規定的處理寫出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四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四回，金盈編撰。

答： 
(一)公開競爭的內涵

公開競爭的考試是避免分贓制任用私人的有效方法，有下列三大內涵：

1.考試機關辦理考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為社會所共見共聞。

2.應考人具有法定應考資格，均有參加該項考試之權。

3.考試成績須達標準方予錄取，藉使應考人依據法律均平等參與公開競爭之考試，以取得合法任用之資

格。

(二)公開競爭在相關考試法規的體現

1.憲法第85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並應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

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

2.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條，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其他法律與本法規定不同時，適用本法。

3.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3條，本法第二條所稱公開競爭，指舉辦考試時，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

歲，符合本法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之規定，且無第十二條不得應考情事者，皆得報名

分別應各該考試，並按考試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

(三)違反考試法需交送檢辦之情事

參照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2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考試前發現者，撤銷其應考資格。考試時發現者，予以扣考。考試後榜示前

發現者，不予錄取。考試訓練階段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考試及格後發現者，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

並註銷其考試及格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1.有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情事之一。

2.冒名頂替。

3.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4.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5.不具備應考資格。

二、公務人員職務列等之意義為何？職務列等表在人事行政上之主要作用有那些？其職務列等應考

慮那些因素及原則？試分別闡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基本考題，將職務列等的意涵、作用與設計考量因素依序寫出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五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一回，金盈編撰。

答： 
(一)職務列等的意義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6條：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就其工作職責及所需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職

務列等表。必要時，一職務得列二個至三個職等。亦即職務所應對之職等，作為任務分配與責任指派的依

據，亦為職務升遷與調任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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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務列等表的作用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6條，職務列等表的作用為：各機關組織除以法律定其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者

外，應依其業務性質就其適用之職務列等表選置職稱，並妥適配置各官等、職等職務。 
(三)職務列等表的考慮依據與運作原則 

1.考慮因素：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6條：職務列等表，依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機關層次，由考試院定之。必要時，

得由銓敘部會商相關機關後擬訂，報請考試院核定。各機關組織除以法律定其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

者外，應依其業務性質就其適用之職務列等表選置職稱，並妥適配置各官等、職等職務，訂定編制表。 
2.運作原則：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4條：其工作職責及所需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職務列等表，指各機關組

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按職務說明書所定之職責程度及資格條件，依職等標準訂定適當之職等，並按機

關層次列入職務列等表。所稱必要時，一職務得列二個至三個職等，指一職務除列一個職等外，必要時

並得跨列其上或其下一至二個職等，但合計不得超過三個職等。 
 

三、公務人員俸給之意涵為何？公務人員年功俸最多之俸級是那個職等及其理由為何？初任各官等

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規定如何？請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分別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中規中矩的考點，照題目一一回答即可，重點是在於初任人員的敘俸，除了本俸之外，別忘了把

加給帶入。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八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四回，金盈編撰。 

 

答： 
(一)公務人員俸給的意義 

係指國家對經任用之公務人員，為酬勞其服務，安定其生活及維護其地位，所定期給付之待遇。在人事行

政的各項措施中，公務人員俸給問題最為複雜，最易引起誤解與衝突，也使政府行政首長面臨著互相衝突

的壓力。 
(二)俸級最多的職等與理由 

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第4條，公務人員俸級區分如下： 
1.委任分五個職等，第一職等本俸分七級，年功俸分六級，第二至第五職等本俸各分五級，第二職等年功

俸分六級，第三職等、第四職等年功俸各分八級，第五職等年功俸分十級。 
2.薦任分四個職等，第六至第八職等本俸各分五級，年功俸各分六級，第九職等本俸分五級，年功俸分七

級。 
3.簡任分五個職等，第十至第十二職等本俸各分五級，第十職等、第十一職等年功俸各分五級，第十二職

等年功俸分四級，第十三職等本俸及年功俸均分三級，第十四職等本俸為一級。 
俸級最多的職等為5職等，5職等俸級最多的理由為5職等是委任官最高職等，若欲升到6職等薦任官的職

務，必須經過升官等考試或升官等訓練，並非考績與年資符合就可以升任，故5職等升至6職等是一個門

檻，但是通過考試與訓練不代表馬上就會有6職等職缺，故要保障在5職等但無法升至6職等人員，讓其久

任仍可受到激勵。 
(三)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之敘俸 

1.本俸與年功俸部分 
參照公務人員俸給法第6條與第7條： 
(1)第6條 

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規定如下： 
一、高等考試之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一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九職等本俸一

級；先以薦任第八職等任用者，敘薦任第八職等本俸四級。 
二、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七職等本俸一

級；先以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者，敘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三級。 
三、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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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先以委任第五職等任用者，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 
四、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者，敘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一級。 
五、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敘委任第一職等本俸一級。 

(2)第7條 
升官等考試及格人員初任各官等職務等級之起敘，依下列規定： 
一、簡任升官等考試及格者，初任簡任職務時，敘簡任第十職等本俸一級。 
二、薦任升官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 
三、委任升官等考試及格者，初任委任職務時，敘委任第一職等本俸一級。 

2.加給部分 
參照公務人員加給給予辦法第5條：職務加給、技術或專業加給，除有下列情形者外，均依其銓敘審定職

等支給： 
一、權理人員依權理之職務所列最低職等支給。 
二、銓敘審定職等高於所任職務所列最高職等者，其職務加給依所任職務所列最高職等支給。 

 

四、現行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項目有那些？請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詳述之。再者，為考量公

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傷亡應發給之慰問金等權益保障，此公務人員公法上之請求

權，在請求權時效消滅有何規定？請依民國106年最新法制規定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把保障法中身分上的保障、工作條件的保障與管理措施的保障寫出，最後再考保障法修法後第24
條之一的財產請求權寫出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6年版)》第九回，金盈編撰。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2017年版)》第三回，金盈編撰。 

 

答： 
(一)保障法的保障項目 

1.身分保障 
(1)身分保障（第9條）：公務人員之身分應予保障，非依法律不得剝奪。基於身分之請求權，其保障亦

同。 
(2)停職保障（第9-1條）：公務人員非依法律，不得予以停職。公務人員於停職、休職或留職停薪期間，

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但不得執行職務。 
(3)復職保障（第10條）：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復職；服務機關

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許其復職，並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 
(4)辭職權力保障（第12-1條）：公務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除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絕之。 
(5)官等職等保障（第13條）：公務人員經銓敘審定之官等職等應予保障，非依法律不得變更。 
(6)俸級保障（第14條）：公務人員經銓敘審定之俸級應予保障，非依法律不得降級或減俸。 
(7)法定加給保障（第15條）：公務人員依其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所應得之法定加給，非依法令

不得變更。 
2.工作條件保障 

(1)設備與環境保障（第18條）：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好工作環境。 
(2)執勤安全之防護保障（第19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

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其有關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3)職務暫停執行之情況（第20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或明顯有發生危害之

虞者，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 
(4)國家賠償（第21條）：公務人員因機關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致其生命、身體或健康受

損時，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5)涉訟之辯護及協助（第22條）：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

供法律上之協助。 
3.管理措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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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執行職務（第16條）：公務人員之長官或主管對於公務人員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亦不得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公務人員為非法之行為。 
(2)給予加班費、補休或相當之補償（第23條）：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

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 
(3)墊支費用請求償還（第24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得請求服務機關償還之。 

(二)公法上財產請求之時效 
參照保障法第24條之1：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依本法行之： 
1.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 

(1)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應發給之慰問金。 
(2)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輔助之費用。 

2.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 
(1)經服務機關核准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費用。 
(2)經服務機關核准之加班費。 
(3)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