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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 公務員年終考績被打丙等，若有不服，應循何種程序救濟？（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結合考績法、保障法綜合出題，並點出此次考績法修正草案之主要重點，即對於年終考績丙

等人員之淘汰機制與保障。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薛律師撰，講義第二回第69頁以下，講義第三回第69頁

至70頁。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薛律師撰，補充資料B5、B6 

 
答： 
(一)年終考績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者，年終考績為丙等。再者，年終考績為丙等者，其效果為「留原俸

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7條定有明文。 

(二)再者，釋字第298號解釋謂：「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

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然而，依前開考績法之規定，年終考績為丙等者，其效果僅為

「留原俸級」，並無其他不利效果，更未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是以，參酌最高行政

法院90年度判字第280號判決意旨：「惟按記過處分，並未改變公務人員之身分關係，不直接影響人民服公

職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參照），核屬機關內部之管理措施，對之如有不服，應循申訴、再

申訴之程序尋求救濟，非行政法院所得審究。本件被告認原告八十七年三月九日曠職一日，而予記過二次

之處分，原告對之不服，依前開說明，原應循申訴、再申訴程序請求救濟，乃其於被告為免職處分不服而

提起之行政訴訟中，再對該記過處分當否為爭執，即非本院所得審酌，原告所述，尚非可取。」宜以申

訴、再申訴之程序尋求救濟，而非提起復審或行政訴訟。 

(三)然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之意旨，未來十年內三丙者將遭受強制資遣或退休，對公務員身分將有

重大影響，是以，修正草案認為年終考績丙等者，應給予下列救濟：「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提起復

審；應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其復審決定應經言詞辯論。」其修正理由為：「本條第三

項增列理由，茲以受考人因第六條之二規定而考績考列丙等者，為給予是類人員充分程序保障，乃規定其

可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提起復審，又屬應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其復審決定應經言詞辯論，其後並得進

入行政訴訟救濟程序，以周全受考人之權益保障。」 

 

 
二、 某甲以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及格任用，除另行參加高一等級以上之初任考

試錄取外，可循何種途徑取得薦任第八職等資格？（25 分） 

試題評析 因97年任用法修法部分，至今仍有多數修法重點尚未命題，本題可謂「回顧」97年任用法修法重

點之考題。除現行法之規定外，建議論及大法官解釋與舊法規定。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薛律師撰，講義第一回第128頁至第131頁。 
 
答： 
（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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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

法）第13條第1項訂有明文。是以，題示情形某甲為地方特考四等考試及格者，應取得委任三職等之任

用資格。 

（二）然而，某甲日後縱因考績而升職等者，亦只能升至委任五職等，如要升官等者，需經升官等考試或升官

等訓練，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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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委任升薦任考試及格： 

（1）公務人員官等之晉升，應經升官等考試及格，任用法第17條第1項訂有明文。 

（2）再者，委任升薦任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任用法第15條訂有明文。 

（3）是以，某甲如經委任升薦任考試及格者，即可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之後再依考績逐年升任

薦任第八職等。 

2、例外依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而升薦任官等： 

（1）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且其以該職等職

務辦理之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並已晉敘至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

級後，再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一、經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之銓定資格考試或於

本法施行前經分類職位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考試及格，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三年

者。二、經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十年者，或專科學校畢業，

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八年者，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

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六年者。 

（2）然而，依此一方法而升薦任官等者，以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職務為限。但

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且最近五年薦任第七職等職務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得

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參見同法條第7項） 

（3）此一規定，舊法係規定於任用法施行細則中，但經釋字第611號解釋認定為合憲，解釋意旨

謂：「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晉敘

陞遷之重要內容應以法律定之。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時，為適用相關任用及晉敘

之規定而作補充性之解釋，如無違於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於符合相關憲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

度內，即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

施行細則，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九條授權所訂定，該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本法第

十七條第四項所稱『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者而言」，

乃主管機關就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所為補充性之

解釋，尚在母法合理解釋範圍之內，與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及第二十三條法律保

留原則均無違背。」 

（4）但舊法規定終究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虞，故於97年修法時直接規定「以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

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職務為限」，以避免爭議。 

（三）綜上所述，如某甲欲取得薦任八職等之任用資格者，除另行參加高等考試外，原則上應經過委任升薦任

考試及格。如為依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而升薦任官等者，則需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且最近五年薦任第

七職等職務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得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 

 
 
三、 某市長利用其配偶經營之招待會館作為自強活動之場地，並順便舉辦員工訓練研習，事後以市

政府公費報帳。請問該市長此項作為有無違法？（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然已實例題方式出題，但題目內容並不困難，只要能靈活運用法律規定，應不困難。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薛律師撰，講義第二回第148頁至第175頁。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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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或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均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再者，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本

法第9條亦定有明文。 

（二）又本法之利益衝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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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本法第5條、第6條各定有明文。 

（三）依題示情形，市長為本法第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市長之配偶為本法第3條第1款之關係人，其經營之招

待會館應為本法第3條第4款之關係人。再者，該市政府為市長之服務機關，依本法第9條之規定，市長

或關係人自不得與市政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四）然而，市長明知應迴避而未為迴避，竟然以市府公費報帳，顯已違反本法所定之迴避義務。依本法第15

條之規定，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 

 
 
四、 某縣長任期屆滿，但離職時未將承辦業務應移交之事項交代清楚，請問依現行法律規定，應如

何處理？如其一再逾期，可能受到何種懲戒？（25 分） 
試題評析 首次出現交代條例之考題，以法律規定沉著應答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薛律師撰，講義第三回第87頁至第110頁 
 
答： 
（一）按機關首長應移交之事項如左：一、印信。二、人員名冊。三、交代月份截至交代日止，與月報相同之

會計報告及其存款。四、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五、當年度施政或工作計劃，及截至交代時之實施情

形報告。六、各直屬主管人員主管之財物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誤時，各直屬主管人員應負其

責任。機關首長移交，應於交卸之日將本條例第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項，移交完畢；其第五、

第六兩款規定之事項，應於五日內移交完畢。機關首長移交時，由後任會同監交人於前任移交後五日內

接收完畢，與前任會銜呈報該管上級機關。上級機關對於前項呈報，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分別行知。

各級人員逾期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其上級機關或本機關首長，應以至多不過一個月之限期，責令交代

清楚，如再逾限，應即移送懲戒，其卸任後已任他職者，懲戒機關得通知其現職之主管長官，先行停止

其職務。財物移交不清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並得移送該管法院，就其財產強制執行。公務人員交

代條例（下稱本條例）第4條、第9條、第13條、第17條與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是以，如縣長離職時未將承辦事項交代清楚，依前開規定其上級機關應以至多不過一個月之限期，責令

交代清楚，如再逾限，應即移送懲戒，其卸任後已任他職者，懲戒機關得通知其現職之主管長官，先行

停止其職務。再者，財物移交不清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並得移送該管法院，就其財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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