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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避與

財產申報） 
考試時間：2 小時 李豪老師 
 
一、試述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人員有那些？又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

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有那些特定事項不適用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基本中的基本，記得加上 111 年修正排除之理由。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第 26 條 
《命中特區》：113 年版次(112.6.13)/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五章任用制度 P5-

5；第十一章服務制度 P11-23 
【答題架構】： 
前言 為契合時代需要及因應社會環境變遷而適當調整公務員之職務上義務，以貫徹憲法保障文

官權利之意旨，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於 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修正內容包

括重行檢討公務員經商投資、兼職限制、服從義務、發表言論等規範以及該法適用對象

等。 
內容 服務法適用對象 

服務法第 2 條規定： 
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 
前項適用對象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 
受有俸給之人員：司法院院解字第 3159 號解釋謂「本條(修正前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

之俸給，不僅指現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所定級俸而言，其他法令所定國家公務員之俸給

亦屬之。又同條所稱之俸給，不以由國家預算內開支者為限，國家公務員之俸給由縣

市或鄉鎮自治經費內開支者亦包括在內」。準此，各級政府之聘僱人員如為受有俸給

之文職人員，自應受公務員服務法之約束。 
排除中研院之理由：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之進用係以學歷及學術能力為考量，其主要工

作著重於學術研究，無上命下從、受長官指揮監督之情形，與一般公務員係執行公

權力之性質截然不同，其職務性質較近似於公立大專校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又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與中央研究院之間為聘約關係，基於中央研

究院為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性質及地位，與其他各機關（構）所屬學術研究

機構並不相同，並考量中央研究院院長、副院長及其他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或

研究技術人員，其行政職務之行使具公權力之性質，且亦涉及行政資源的分配，爰

將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排除本法之適用。 
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不適用之事項：經商、兼職、兼課 
公務員服務法第 26 條： 
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不適用第 14 條及第 15 條規定；其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及兼課、兼職之範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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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人員職務範圍，由各該公營事業機

構主管機關列冊，並送銓敘部備查。 
結論 
延伸 

排除理由 
「公營事業機構」係國家或地方政府基於各種政策目的發揮經濟職能所經營，為發

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並增加國庫收入之事業機構。又公營

事業機構人員本係從事商業營運以充實國庫，其職務性質與一般公務人員本有不

同，為使公營事業機構具有競爭力，應鬆綁人事法規之牽制，以因應公營事業機構

發展之需要；惟公營事業機構中對於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按：如董

事長、總經理等職務），掌控公營事業機構之經營政策方向，為避免渠等因另經營

商業而有利益衝突之虞，或因兼職分心旁騖而影響公營事業經營績效，故其經商禁

止及兼職事項仍有一體適用本法第 14 條、第 15 條規範之必要。為提升公營事業營

運效能，並達公營事業企業化經營目的，以提升市場上之競爭力，有關公營事業機

構之人事管理政策宜儘量採取授權原則，於現行法規體制中，適度鬆綁部分法規之

限制，並基於考試院推動「公教分流」為政策目標之一，以延攬優秀教育、營運人

才進入公部門服務，爰增列條文後段規定。 
「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以政府經費予以維持，且為

維護教育均等之機關，不得以教育以外的原因，而排除入學機會之學校。又司法院

釋字第 308解釋略以，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修正前法第 24條所稱之公務員，

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本法之適用。然公立學校

教師係依學歷及學術能力進用，其工作任務在於教學及研究，不因兼任行政職務後

對其本職應從事之教學及研究有所差異，又教育部訂定之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對於教師從事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教學及研究有關之經商及兼

職，較本法規範寬鬆。是現因兼任行政職務期間須受本法有關經商及兼職限制，已

影響其兼任行政職務之意願，導致現職教師多有不願兼行政職務之情形，不利公立

學校推動學校行政事務，考量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雖另負行政工作職責，惟仍應盡

教學義務與學術研究責任，其從事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教學及研究有關之事

務，允宜回歸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所適用之相關行為準則，或由各級學校主管機關就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及兼課、兼職等相關事宜，因應不同教育

階段及不同學術與教學專長教師之情形，另定辦法予以合理規範。 
授權自訂 
目前各主關機關依服務法第 26 條訂定相關法規，如中央銀行所屬事業機構公務員經

商兼職管理辦法、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

經商兼職辦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屬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事業人員經營商

業及兼職管理辦法、 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從事兼職管理辦

法、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公務員經商

兼職管理辦法等。 
 
二、A 為某直轄市政府人事處處長，其連襟 B 為該市市議員候選人，某日 A 於下班後前往 B 舉辦

之造勢晚會公開為 B 站台；翌日上午 A 因公請假參加該處主辦之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A
利用主持會議之機會，公開呼籲該處同仁可自由樂捐政治獻金給 B。請就 A 之行為分別論述

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其理由各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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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簡單的行政中立禁止規定，注意下班時間及利用職務之便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2、7、8、9 條 
《命中特區》：113 年版次(112.6.13)/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十二章行政中立制

度 P12-15~P12-16 
【答題架構】： 
前言 行政中立的目的在於落實民主政治，促進良性政黨競爭，保障公務人員權益，提高行政效

能。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行政中立法)第 1 條，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

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 
內容 A 於下班後前往 B 舉辦之造勢晚會公開為站台，並未違反行行政中立法第 9 條規定 

A 為行政中立法適用對象 
查地方制度法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之主

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

任免之。 
行政中立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

任人員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 
本題中 A 為直轄市政府人事處處長，屬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適用行

政中立法，須遵守行政中立法之限制。 
A 下班後為 B 站台違反行政中立法 
行政中立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

政治團體之活動。但依其業務性質，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不在此限。 
行政中立法第 9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公職候選人，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

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準此，依中立法規定，公務人員上班時間不可從事政治活動，下班時間亦不可從事

行政中立法所禁止之政治活動，惟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本題

中 A 於下班後前往 B 舉辦之造勢晚會公開為其連襟 B 站台之行為，屬中立法第 9 條

規定許可範圍，故並未違反行政中立法第 9 條規定。 
A 因公請假參加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利用主持會議之機會，公開呼籲該處同仁可自

由樂捐政治獻金給 B 之行為違反行政中立法 
因公請假參加學術研討會仍屬上班時間 
承前，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治活動，所指上班時間依行政中立法

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上班或勤務時間，指一、法定上班時間。二、因業務狀況彈性

調整上班時間。三、值班或加班時間。四、因公奉派訓練、出差或參加與其職務有

關活動之時間。 
本題中 A 因功請假參加研討會，屬上開行政中立法第 7 條所定上班時間，應不可從

事正式活動。 
A 利用主持會議之機會，公開呼籲該處同仁可自由樂捐政治獻金給 B 之行為違反行政

中立法 
行政中立法第 8 條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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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本題中 A 於上班勤務時間，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

求、期約或收受金錢，違反行政中立法第 8 條規定。 
結論 
延伸 

為明確規範公務人員下班時間政治活動限制，主管機關曾研議修正行政中立法，審酌本

法禁止事項為公務人員全時應遵守之規範，並無上下班時間之分。至公務人員從事本法

禁止事項以外之其他政治活動，尚非法所不許；惟為確保公務人員於上班時間忠實執行

職務並保持中立，爰明定公務人員於上班時間，不得從事本法禁止事項以外之政黨、選

舉、罷免或公民投票相關活動。 

 
三、公務人員保障法針對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依據公法上財產權之事項設有不同消滅

時效期間之規定，請分別加以說明之。又該等事項以外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

應適用何法律之規定？其消滅時效期間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時效，加上一點行政法上特別法的概

念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4-1 條 
《命中特區》：113 年版次(112.6.13)/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 10 章保障制度

/P10-19~10-21 
【答題架構】： 
前言 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前於 106 年 6 月 14 日修正，該次修正重點包含強化公務

人員實體保障項目、充實救濟程序，保障當事人救濟權利及擴大保障對象。 
內容 保障法公法上財產請求權規定 

保障法第 24-1 規定，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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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 
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應發給之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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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輔助之費用。 
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 
經服務機關核准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費用。 
經服務機關核准之加班費。 
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 

保障法規定事項以外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適用行政程序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法規對於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

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我國保障法是以人的身分為另外規定之特別法，依上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

定，公務人員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應優先適用保障法，如保障法未規定

者，則回歸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延伸 另於保障法增訂時效規定之理由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474 號及第 723 號解釋，關於時效制度應逕由法律明定，不得授

權行政機關衡情以法規命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定之之解釋意旨。明定公

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應發給之慰問金、依法執行職務涉

訟輔助之費用、經服務機關核准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費用、經服務機關核准

之加班費及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等五種公法上財產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應依

保障法規定辦理。 
考量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應發給之慰問金，及依法執

行職務涉訟輔助之費用，金額較為龐大，且相關事件之進行期間較長，對公務人員權

益影響較為重大，經參酌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

時效期間為 10 年，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請領保險給付之

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為 10 年。於第一款明定上開二種費用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消滅

時效期間為 1 年。 
又鑑於經服務機關核准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費用、經服務機關核准之加班費

及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本應儘速請求機關補助；且其支出與機關當

年度預算編列、執行與核銷相關。為使預算核銷儘早確定，允宜規定短期之請求權消

滅時效期間。爰於第 2 款明定上開三種費用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為 2
年。 

 
四、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公務人員提起復審後，原處分機關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均

得就原行政處分重新加以審查。其審查結果可能認為復審有理由，亦有可能認為復審無理由。

請就此審查結果，分別說明原處分機關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得採取之決定與處置措

施各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復審程序，原處分機關應先重新審查；保訓會的復審決定種類。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44、65、66、89、91 條 
《命中特區》：113 年版次(112.6.13)/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十章保障制度/P10-

28~10-29、P10-51~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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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架構】： 
前言 關於公務人員之權利保障程序，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訂有針對「服務

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第 25 條以下）所提起之復審程序。 
內容 原處分機關之決定與處置措施： 

保障法第 44 條規定略以，復審人應繕具復審書經由原處分機關向保訓會提起復審。

原處分機關對於前項復審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為復審為有

理由者，得自行變更或撤銷原行政處分，並函知保訓會。原處分機關自收到復審書之

次日起 20 日內，不依復審人之請求變更或撤銷原行政處分者，應附具答辯書，並將

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保訓會。 
原處分機關須依保障法第 44 條規定，重新審查原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為復

審為有理由者，得自行變更或撤銷原行政處分，並函知保訓會。 
原處分機關如認復審無理由，應應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保訓會，

並應將答辯書抄送復審人。 
保訓會之決定與處置措施 
依保障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復審就書面審查決定之。同法第 52 條規定，必要時，

得依職權或依復審人之申請，通知復審人或其代表人、復審代理人、輔佐人及原處分

機關派員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論。 
復審決定種類 
不受理決定： 
保障法第 61 條規定，復審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決定： 
一、復審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酌定相當期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二、提起復審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四十六條但書所定期間，補送復審書者。 
三、復審人無復審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復審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者。 
四、復審人不適格者。 
五、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復審事件重行提起復審者。 
七、對不屬復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復審者。 
復審無理由：保障法第 63 條規定 
一、復審無理由者，保訓會應以決定駁回之。 
二、原行政處分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復審為無理

由。 
三、復審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保訓會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

性進行審查決定。 
復審有理由：保障法第 65 條規定 
復審有理由者，保訓會應於復審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

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原處分機關於復審人

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 
保訓會處置措施 
撤銷原處分 
保障法第 65 條規定，保訓會應於復審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

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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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為一定處分 
保障法第 66 條規定，保訓會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

為一定之處分。 
停止執行 
保障法第 89 條規定，原行政處分、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合法性顯有疑

義者，或其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保訓會、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管

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延伸 復審決定之效力(保障法第 91 條) 

保訓會所為保障事件之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其經保訓會作成調處

書者，亦同。 
原處分機關應於復審決定確定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必要時得

予延長，但不得超過二個月，並通知復審人及保訓會。 
服務機關應於收受再申訴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必要時

得予延長，但不得超過二個月，並通知再申訴人及保訓會。 
保障事件經調處成立者，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應於收受調處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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