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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某甲為一國民小學教務主任，該校校長某乙於民國107年6月1日因涉及某刑事案件，縣政府調任

其為督學，縣政府教育處並派某甲為代理校長至該學期末縣政府辦理縣內校長調動與遴選時再

派任新校長，107年8月1日某丙接任該校校長，某丙原為縣政府教育處辦理採購業務之體健科科

長，試問某甲代理校長是否應申報財產？又某乙轉任督學時與某丙轉任校長時是否應該就當時

之財產情形辦理申報？（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基本考題，考代理人員、卸職與離職申報規定。注意代理人員代理未滿三個月不用申報。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金盈編撰，頁39-46。

答： 
(一)校長為需要申報職務

參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所規定之適用對象，下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

1.總統、副總統。

2.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3.政務人員。

4.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5.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

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6.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7.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管。

8.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9.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10.法官、檢察官、行政執行官、軍法官。

11.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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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範圍由法

務部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防及軍事單位之人員，由國防部定之。

13.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前項各款公職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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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及

縣（市）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應準用本法之規定，於申請選人登記時申報財產。前三項以外之公職人員，

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其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者，該公職人員所屬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之政風單位，得

經中央政風主管機關（構）之核可後，指定其申報財產。依據第2條的規定，校長為需要財產申報職務。

(二)甲因代理未滿三個月無需申報

參照財報法第2條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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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甲代理

未滿3個月，所以不需申報。

(三)乙於校長卸職後兩個月內辦理卸職申報

參照財報法第3條第2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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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乙必須在卸職兩個月內申報。

(四)丙於接任校長三個月內辦理就職申報

參照財報法第3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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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某甲、某乙與某丙三人為我國駐某非邦交國之使館人員，某甲為特任大使，某乙為簡任十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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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長，而某丙為薦任六職等科員，因辦理與駐在國相關之事務不力，導致該國向我國提出嚴

重之抗議，經新聞報導後舉國譁然，外交部長十分惱怒，遂將三人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

戒，外交部長並建議處以撤職或休職處分。請問外交部長之移送是否合法？又是否得處以撤職

或休職處分？（25分） 

試題評析 
基本考題，考移送公懲會規定與撤職與休職兩個懲戒處法的適用對象，記得政務人員不適用休職

之懲戒處分，注意這小陷阱。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金盈編撰，頁40-45。 

 

答： 
(一)移送原因合法 

參照公懲法第2條，外交部長移送合法。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1.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2.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三人雖未違法，但其行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故外交部長可以移送。 

(二)移送程序（參照公懲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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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二

條所定情事者，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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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 

(三)懲戒處分類型與原則 

參照公懲法第9條，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 

1.免除職務。 

2.撤職。 

3.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4.休職。 

5.降級。 

6.減俸。 

7.罰款。 

8.記過。 

9.申誡。 

前項第三款之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款

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四)案例分析：甲僅可撤職，乙丙可以撤職或休職 

參照公懲法第9條第4項，政務人員不可以給予撤職、降級與記過等懲戒處分，甲為政務人員，僅可給與撤

職處分，而乙、丙為常務人員，故撤職休職皆可。 

 

三、104年公務員懲戒法修正後，懲戒的處分種類新增加了免除職務、罰款以及剝奪、滅少退休

（職、伍）金等三種，請問罰款得與何種懲戒併為處分，又最高裁罰金額為多少？而何種懲戒

處分不適用於行政院秘書長、縣長？（25分） 

試題評析 
基本考題，這題就接續上題繼續考公懲法第9條第3項與第4項規定與第17條罰款的法律效果，哪些

處分可以一併與罰款使用，哪些政務人員不適用。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金盈編撰，頁40-45。 

 

答： 
(ㄧ)除剝奪、減少退休金與減俸處分外，罰款可與其他處分並為處分 

參照公懲法第9條第3項，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除了剝奪減少退休

金與減俸處分外，罰款可以和其他處分合併行使。 
(二)罰款處分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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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公懲法第17條，罰款，其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三)政務人員不適用之處分 

參照公懲法第9條第4項，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 
1.免除職務。 
2.撤職。 
3.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4.休職。 
5.降級。 
6.減俸。 
7.罰款。 
8.記過。 
9.申誡。 
前項第三款之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六款

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也就是說休職、

降級與記過不適用於政務人員。 

 

四、某甲為銓敘部銓審司某科科長，某日接獲檢舉指出某部法規會執行秘書不具備簡任公務員資

格，卻違法任用，請問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應如何處理？（25分） 

試題評析 不難，先帶出任用法第9條規定的積極資格，再帶出第30條的規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金盈編撰，頁20。 

 

答： 
(一)任用的積極資格 

參照任用法第9條，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1.依法考試及格。 

2.依法銓敘合格。 

3.依法升等合格。 

特殊性質職務人員之任用，除應具有前項資格外，如法律另有其他特別遴用規定者，並應從其規定。也就

是說要被任用為公務人員必須符合任用法第9條規定。 

(二)違反任用規定的處理 

參照任用法第30條，各機關任用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銓敘部應通知該機關改正，並副知審計機關，不

准核銷其俸給；情節重大者，應報請考試院逕予降免，並得核轉監察院依法處理。 

因此，該案例違反任用法晉用的規定，銓敘部會要求機關改正，並且不核發俸給，若情節重大可請考試院

逕行降任或免職，並請監察院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