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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一、甲為A直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乙為該局科員，甲與乙若認為長官對其所發之命令違法時，

應如何處理？若其就此與長官有所爭議時，其得否提起救濟？（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員服務法第3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服從義務之內容。須要留意題目是問甲及

乙對於長官命令有爭執時應如何處理，又甲與乙之身分不同，故須分別回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葛律編撰，頁13-15。 

答：
(一)甲與乙若認為長官對其所發之命令違法，應循公務員服務法第3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處理：

1.按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3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17條各規定公務員及公務人員之

服從義務，兩規範除規定之公務員範圍不一樣之外，其餘命令服從之要件皆相同，故一併說明。上述

兩條同時規定，公務員/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該命令需為職務上之

命令。如公務員/公務人員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命令如違反刑法，則該公務員/公務

人員無服從義務。而該管長官如收到屬官之前述報告後，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

公務員/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如該管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

者，公務員/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令。

2.經查，甲與乙若認為長官對其所發之職務命令有違法，首先須依上述規定對長官報告該命令之執行涉

及違法。而職務命令違反刑法，此時甲與乙無服從義務。而職務命令若違反行政法規，則甲與乙應請

求其長官以書面下達。若長官拒絕以書面下達，則視同長官撤回命令；若長官以書面下達，則甲乙對

該違反行政法規之職務命令有服從義務，亦即須執行該命令，但其所生之責任，由長官負責。

(二)甲不得提起任何救濟；乙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以下之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行政訴訟救濟：

1.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適用之範圍包括受有俸給之政務人員，但不包括民選首長。公務人

員保障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

之有給專任人員，並不包括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之政務人員在內。

2.經查，甲為直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而文化局為直轄市政府下轄之一級機關，甲係依照地方制度法第

55條第2項規定任用，職務比照簡任第13職等，由市長任免，為政務人員。故甲依法受有俸給，僅適

用公務員服務法，但其因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所任用，故不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是甲若與其長

官，即市長發生職務命令之衝突，則甲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任何救濟。

3.另查，依保障法第77條規定，公務人員不服非處分之管理措施，則得依申訴、再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本件乙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科長，為常業文官，且本題之職務命令服從問題亦與保障法第17條
有關係。故乙若對於其長官所發之職務命令有衝突，則認為係保障法第77條之管理措施，乙得依申

訴、再申訴提起行政救濟。若乙認為該職務命令違反保障法第17條，則得續行提起行政訴訟救濟之。

二、甲為A直轄市政府B局建築管理處處長，甲之兄長乙欲承攬A直轄市政府某項工程。試問： 
1.乙得否承攬該項工程？

2.若乙違反利益衝突迴避規定而承攬該項工程，應由那一機關處罰之？

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禁止交易之規定。該條向來為國考熱門，尤其是讀者必

須留意該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各種例外允許之狀況。此處就是在考第14條第1項各款之操作，

務必寫出。另外，亦須清楚地認清題目中公職人員與關係人之身分，先確認身分後才能就本題

完整地進行回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87-89。 

答：
(一)乙可以承攬A直轄市政府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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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公職員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第2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建築管理業務之主管為該法所稱

之公職人員。甲為A直轄市政府B局建築管理處之處長，為該法所規範之公職人員。復按同法第3條第

1項第2款規定，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乙為甲旁系血親二親等之兄長，

則依上述規定，乙為甲之關係人。 
2.復按利衝法第14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同條第1項各款情形，即可為之。其中如經依政

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採購或透過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

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廠商即可承攬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之採

購案件。 
3.經查，本題公職人員甲是服務於B局之建築管理處，服務機關為B局，並非A直轄市政府。A直轄市政

府亦非受B局監督管理之機關，而是B局之上級機關。是依上述利衝法第14條規定，乙雖然為甲之關

係人，但乙本可承攬非B局及非受B局所指揮監督之A直轄市政府的工程案件。 
(二)若乙違反利衝法，則應由法務部處罰之，理由如下： 

1.按利衝法第18條規定，違反第14條禁止交易之情形時，則應處以罰鍰。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第16至第18條裁處罰鍰之機關，除監察院、總統副總統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官員、少將以上武官等

及其關係人由監察院裁處外，其餘由法務部裁處之。 
2.經查，甲為B局建築管理處之處長，本題未明文處長之職等，若依實務上對於建築管理處之職等設

計，處長之職等為簡任第11職等，非屬利衝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由監察院裁處之公職人員範圍。是甲

之關係人乙若違反利衝法，則依利衝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由法務部處罰之。 
 

三、公務人員之ㄧ次記一大過與一次記二大過在性質上、法律效果上與法律救濟上有無區別？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考績法平時考核與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之比較，基本上題目不難，只要著重

於一次記兩大過及救濟類型要依最新實務見解寫出，及引用釋字第491及785號解釋，後續的復

審及行政訴訟救濟途徑也建議要寫清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五回，葛律編撰，頁40-43。 

 
答： 
就公務人員之一次記一大過與一次記二大過題目要求之比較，分述如下： 
(一)性質及法律效果之區別： 

1.按公務人員考績法所規定之平時考核中，一次記一大過與一次記兩大過皆得隨時為之。一次記一大過

並不會當然影響公務人員之公務人員身分，僅會影響到年終考績之分數。然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

依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規定，效果為免職。復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1號解釋，公務

人員依考績法所為之免職處分，相當於懲戒處分。 
2.一次記一大過性質上為平時考核，法律效果僅影響年終考績之分數。一次記兩大過性質上相當於剝奪

服公職權之懲戒處分，法律效果為免職。 
(一)兩者之救濟上沒有區別： 

1.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突破支配公務員已久之特別權力關係，該號解釋認為，只要人事行

政行為對於公務員之權利有影響，皆為行政處分，不再採取往昔實務見解之「重大影響說」。進而後

續司法實務見解遞次就記過之性質變更見解，就申誡以上行為之性質，自以前之管理措施變更為行政

處分之性質。因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人是行政行為，將會影響公務人員年終考績之分數，進而影響考

績評定，具有法律效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所訂定之人事行政行為一覽表，亦認為申誡以上

之平時考核之性質為行政處分，記一大過亦包括之。 
2.又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及26條規定，公務人員若不服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得提起復審、行政訴訟

救濟。是在一次記一大過及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免職皆為行政處分之性質下，其救濟途徑應無不

同，即皆可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提起撤銷復審救濟。若對復審決定不服，則應續行提起行政訴訟

法第4條第1項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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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為A縣B鄉鄉民代表會之代表，乙為該鄉鄉長之候選人。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甲

與乙是否須申報財產？若須申報財產，應於何時與向誰申報？又其財產是否須交付信託？請

附具理由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申報主體、申報程序與強制信託等規定。基本上事實簡單，只要

留意乙為鄉長候選人之身分，依申報法是不需要申報財產的，因為縣(市)以上的候選人才需要

申報財產，此處是一個陷阱。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四回，葛律編撰，頁3-4、70。 

答：
(一)甲須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下稱申報法)申報財產，乙不須申報財產：

1.按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9款規定，各級民意代表須要申報財產；同條第3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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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申報財產。

2.經查，甲為A縣B鄉鄉民代表會之代表，為民意代表，故須依申報法申報財產；但乙僅為鄉長候選

人，非縣(市)長層級以上之候選人。故乙不負依申報法申報財產之義務。

(二)若須申報財產，甲須於宣誓就職後3個月內為到職申報及每年定期申報一次；甲不需要將其特定財產強

制信託予信託業者：

1.按申報法第3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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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

法第8條規定，立法委員及直轄市、縣（市）議員於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之第7條前條第1項所列財產，應每年辦理變動申報。經查，本題甲僅為鄉民代表，並非

上述條文縣（市）議員以上之民意代表。故其僅須宣誓就職後3個月內為到職申報及每年定期申報一

次，並不須要每年辦理變動申報。

2.復按同法第7條規定，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

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

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是具有強制信託

義務之公職人員，僅有特定職位，易涉及重大弊端之公職人員適用之。經查，本題甲僅為A縣B鄉鄉

民代表會之代表，不在上述特定公職人員之列，故依甲不須依申報法第7條將其特定財產強制信託予

信託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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