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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教學區

壹、公務員之概念

一、公務員之基本定義

所謂公務員是指經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任用並與其發生公法上職務與忠實

關係之人員。一般人民與國家機關之間的法律關係，學理上稱為一般統治（法

律）關係，而人民依法經國家考試及銓敘合格並經任用為公務人員後，即與國

家發生特別法律（權力）關係。

二、公務員概念之區分

公務員之概念因不同法規而有不同的定義，其中國家賠償法對公務員之概

念採最廣義之界定，而公務人員任用法對公務員之概念採最狹義（最嚴格）之

界定。公務員制度法制化後，公務員屬上位概念涵義較廣，包括政務人員與事

務人員，而公務人員之概念範圍較小，乃專指定有官等與職等之事務人員。

三、最廣義概念之公務員

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之規定：「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之人員。」所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不論其係因考試或選舉而來，或為

任用、派用、聘用或雇用，抑或有無俸給、文職或武職，政務官或事務官均屬

之，其不以具備公務人員資格為限，因此屬於最廣義公務員之概念。

四、廣義概念之公務員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之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
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例如，衛生署長、經濟部國貿局長、

國防部參謀總長或中油公司總經理。

五、狹義概念之公務員

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是指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職人員，官等為特

任、簡任、薦任、或委任之文職人員，包括事務官與政務官在內。

六、最狹義之公務員

專指定有官等與職等之文職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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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

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中所定義的公務員範圍，學理上

認為係指最狹義的公務員概念，性質上屬於事務人員（常任文官）之範圍。

七、刑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公務員

（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
關之公共事務者。

八、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所稱之公務人員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

務支領俸（薪）給之人員；但不包括軍職人員及公立學校教師。

試題焦點  申論與簡答題部分

一、 何謂「公務員」？請就公務員服務法、刑法、公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
說明之。

試題焦點  測驗題部分

(　　) 1. 下列何種法律所適用之公務員，為最狹義之公務員概念？
(A)國家賠償法 (B)公務人員保險法
(C)公務員懲戒法 (D)公務人員任用法

(　　) 2. 下列何種法律所適用之公務人員，為最廣義之公務人員概念？
(A)國家賠償法法 (B)公務員服務法
(C)公務員懲戒法 (D)公務人員任用法

(　　) 3. 下列何種法律所規範之公務人員範圍最廣？
(A)國家賠償法 (B)公務員服務法 
(C)公務人員考績法 (D)公務人員保險法

(　　) 4. 有關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員服務法及國家賠償法上公務員概念，
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為廣義概念
(B)公務人員任用法之公務員為最狹義概念
(C)公立學校教師為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懲戒法之公務員概念 
(D)國家賠償法上公務員為最廣義之概念

1.(D)　2.(A)　3.(A)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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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關 鍵 概 念 補  充

法規名稱 適用對象

公務人員任用法

施行細則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

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公務員服務法
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

適用之。

公務員懲戒法修

正草案

本法所稱公務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政務人員。

二、法定機關任用或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三、公立學校校長、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四、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公立社會教育機構
專業人員。

五、 公營事業機構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該機構代表其執行職務
之人員。

六、民選地方首長。

七、軍職人員。

國家賠償法 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刑　法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
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公務人員保障法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

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職員。

前項公務人員不包括政務人員及民選公職人員。

公務人員陞遷法
本法以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機要人員

外，定有職稱及依法律任用、派用之人員為適用對象。

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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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協會法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

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給之人員。但不包括下列人

員：政務人員、各級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首長及副首長、公立學校教

師、各級政府所經營之各類事業機構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

以外之人員、軍職人員。

公務人員基準法

草案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

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給之人員。

前項規定不包括軍職人員及公立學校教師。

性騷擾防治法 本法所稱公務員者，指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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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務員之分類

公務員依其區分標準之不同，約可分位四類，分別為「任命人員與民選

人員」、「文官與武官」、「行政官與司法官」、「政務官與事務官」，茲就 
公務員各類型之概念分析如下：

一、任命人員

指依法經總統任命之公務人員，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例如，經濟部 
部長、教育部高教司長。

二、民選人員

指經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例如，總統、立法委員與縣市議員（民意代

表）、縣市長等地方各機關首長。

三、軍職人員（武官）

指擔任戰鬥職務之公務員。例如，陸軍司令部司令、各級軍事機關之部隊

長官。

四、文職人員（文官）

指軍職人員以外之公務員均屬於文官。

五、行政官

指隸屬於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之公務員，職掌行政權之行使。例如，內

政部長、衛生署長。檢察官本質上屬於行政官，隸屬於法務部最高檢察署之下

的各級檢察署，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之規定，檢察官有實施偵查、提起公訴、
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等職權。因此檢察官非

屬憲法上依法獨立審判之法官，但因其考試與訓練與法官相同，故稱為廣義之 
司法官。

六、司法官

指依法獨立審判，隸屬於各級法院的法官，又稱為狹義的司法官。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62號解釋文認為，行政法院評事（法官）與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委員，就行政訴訟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分別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或審議

之職權，不受任何干涉，均應認係憲法上所稱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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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務官

指機關政策之決定與策劃者，參與國家大政方針之制定，並隨政策或政黨

而進退之公務員。例如，行政院長、國防部長、經濟部政務次長等。

八、事務官

指機關政策之執行者，常任文官須經國家考試及格與任用，身分與基本權

利受到法律的保障。例如，內政部的常務次長、總務司長或教育部國教司長。

九、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有關公務員之分類規定

公務人員分為政務人員、常務人員、法官與檢察官、公營事業人員、民選

地方行政首長。

（一）政務人員：指各級政府機關政治性任命之人員。

（二） 常務人員：指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
法官與檢察官、民選地方行政首長外，定有職稱及依法律任用之 
人員。

（三） 公營事業人員：指於各級政府所經營之各類事業機構中，對經營 
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

（四） 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指直轄市市長、縣（市）長、鄉（鎮、市）
長。

參、政務人員（政務官）與事務人員（事務官）之區分？

一、 政務官與事務官不論其性質與適用之法律均有明顯的差異，政務官主要是
擔任機關的正、副首長，負責統率機關與施政的決策，具有動的要素，須

向民意機關負責，並隨政策或政黨輪替而進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8條
之規定，政務官只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中有關「迴避」與「消極任用資

格」之規定，即該法第26條、第26條之1及第28條。
二、 機關內各層級之公務員多屬事務官之性質，負責各項政策與業務之執行
者，具有靜的要素，事務官為常任文官須經國家考試及格與任用，身分與

基本權利受到法律的保障，且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全部之規定。公務人員

任用法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

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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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區別，茲區分如下：

（一） 任務性質不同：政務人員是制定政策或參與決策之公務員，事務 
人員是執行已制定政策之公務員。

（二） 任用資格不同：政務人員之任用是以才能或黨籍為任用要件，事務
人員之任用是經考試、銓敘取得法定任用資格。

（三） 職等高低不同：政務人員之職等為特任或比照簡任，事務人員之 
職等分為簡任、薦任、委任。

（四） 身分保障不同：政務人員是隨政黨進退或對政策民意負責，事務 
人員依法任免，其身分受法律保障。

（五） 升遷制度不同：政務人員無升遷制度之適用，事務人員依公務員 
任用法規定升等。

（六） 懲戒種類不同：政務人員之懲戒種類只有撤職與申誡兩種；事務人
員之懲戒種類有六種，分別為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 
申誡。

（七） 退休制度不同：政務人員無任職之保障，得令其隨時去職或免職，
故無退休制度，事務人員身分受到保障，一定年齡即可辦理退休。

試題焦點  申論與簡答題部分

一、何謂政務人員？就公務員法制觀之，政務人員與常任文官有何區別？

二、政務人員（政務官）之任用及懲戒，與常任文官（事務官）有何不同？

試題焦點  測驗題部分

(　　) 1. 下列人員，何者為學理上所稱之政務官？
(A)交通部政務次長 (B)大法官
(C)臺北市長 (D)審計長

(　　) 2. 下列何者非政務官？
(A)常務次長 (B)行政院院長
(C)行政院各部部長 (D)政務委員

(　　) 3. 下列人員中何者非屬公務人員任用法之適用對象？
(A)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定有職稱、官等、職等之人員
(B)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定有職稱、官等、職等之人員
(C)公營事業機構定有職稱、官等、職等之人員
(D)政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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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下列何者非政務官具有之特性？
(A)原則上無任用資格限制 (B)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
(C)原則上得隨時命其去職 (D)不適用公務人員年度考績規定

(　　) 5. 下列對於事務官特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A)無任用資格之限制
(B)無任職之保障，得令其隨時去職
(C)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
(D)懲戒方法僅撤職及申誡兩種

(　　) 6. 關於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區別，下列何者正確？
(A)政務官應經高等考試及格
(B)政務官之年終考績由上級機關主管考評
(C)政務官之懲戒僅有撤職與申誡兩種
(D)政務官於退職後，皆可領月退休金

(　　) 7. 政務官與事務官在行政實務上有明顯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政務官係隨政黨同進退，其任用無須依照常業公務員之資格予
以任命

(B) 事務官係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所任命之常業公務員，原則上只
負責依既定方針及法規執行

(C) 政務官既然負政治責任，其任職不受公務員之保障，亦無公務
人員考績法及公務人員退休法之適用

(D) 政務官不負行政責任，只受民、刑事追訴，無公務員懲戒法之
適用

(　　) 8. 政務官申報財產不實者，由下列何機關科處罰鍰？
(A)行政執行處 (B)高等行政法院
(C)監察院 (D)法務部

1.(A)　2.(A)　3.(D)　4.(B)　5.(C)　6.(C)　7.(D)　8.(C)

肆、政務人員之法制

一、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8條之規定，政務人員只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
「迴避」與第28條「消極任用資格」等規定。

二、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之規定，對於政務官作成懲戒處分之種類，僅適用撤
職與申誡兩款處分。

三、 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之規定，所謂政務人員包括下列有給之人員：
（一） 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及特任、特派之人員。依中華民國憲

法增修條文第3條之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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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依中華民國憲
法增修條文第5條至第7條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
員及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之院長及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之。

（三） 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依憲法第56條規
定，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

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四） 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
人員。依地方制度法第56條之規定，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
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總數二分之一得列政務職，其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二職等。

四、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所稱之「政務人員」，指各級政府機關政治性任命之
人員，此定義與學理上「政務官」之定義並不一致。為顧及現況並避免引

起爭議，特別採用政務人員用語，所謂「政治性任命」人員，係指人員之

任命係以政治性之需要為主要考量因素。例如，必須隨政黨進退，或隨 
政策變更而定去留，或以特別程序任命等。

五、 依政務人員法草案所稱「政務人員」，指各級政府機關依據憲法、中央 
機關組織法律或地方制度法規定進用之下列人員：

（一）隨政黨進退、政策變更而定去留之人員。

（二）憲法或法律定有任期及任命程序之人員。

六、政務人員法草案總說明：

（一） 觀諸民主先進國家之政治制度，在政府機關任職之文官大體區分為
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兩類，依不同管道及方式延攬人才進入政府

系統服務，分別扮演不同角色。所謂政務人員乃指經政府任命，參

與國家大政方針之決策，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而常務人員

則係遵循既定之方針或政策，依法執行職務之永業性公務人員， 
原則上在政府機關中除政務人員以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均屬之。

（二） 我國現行文官制度，仍如同民主先進國家，亦有政務人員與常務人
員之分，惟在體制上並不盡明顯。揆諸現行公務人員法制有關公務

人員考試、任用、俸給、考績、退休、撫卹等法律，均以常務人員

為適用對象，而政務人員適用之法律，則僅有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

例一種，專為政務人員退職撫卹事項詳作規定，其餘如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宣誓條例、公務員懲戒法與公務員服務法等之規定事項



公務員法

1-10

固亦有其適用，惟政務人員之範圍、任免、行為規範、權利與義務

等事項，或尚付闕如，或散見於相關法令中，迄無統一完整之法律

規範，遂致適用上輒有困擾。

七、政務人員法草案草案，具有下列四項特點：

（一） 內容完整，體系明晰：本草案分就政務人員定義、職務級別、範
圍、任命、行為規範、免職、懲處、俸給、福利，以及離職、離職

後之行為規範等，政務人員必須適用之事項，均予有系統之條列，

另為適度規範政務人員行政中立，有關政務人員之政治活動及行為

限制，亦予納入本法；並明定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準用本法有關政治

活動及行為限制之部分規定；規劃周延，脈絡分明。

（二） 他律自律，雙重併行：政務人員之去留問題，涉及倫理義務與複雜
之政治考量，自宜取自律、他律雙重併行；按政務人員之進退，每

取決於任命者個人之政治考量，得隨時免職；其因個人因素考量，

認為以不繼續任職為宜，提議辭職者，則屬倫理義務，而非法律上

之義務，此種決定係取決於個人內在之省思，不宜以法律規定強制

之；本法第21條規定政務人員得隨時請辭，並明定因決策錯誤、或
主管政務發生重大失誤；對部屬執行政策疏於監督；因言行重大瑕

疵影響國家形象；以及因健康或其他原因難以行使職權等情事之一

者，應辭職以示負責，第22條規定政務人員得隨時免職，即本乎 
自律、他律之旨而設。

（三） 納入利益衝突迴避規範：政務人員或參與國家政策及行政方針之 
決定，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權責重大，自不宜經營商業，或與各

種團體或個人從事不法利益之交易活動，或兼任營利事業之職務；

本草案就此作明確規範，旨在使政務人員於社會大眾監督下能知所 
自制，避免觸法，影響政府形象。

（四） 明定政務人員行政中立規範：政務人員多為政治性任命，須隨執政
者進退，其參加政治活動，理所當然；惟為維護政黨間或選舉時之

公平競爭，宜適度規範政務人員之某些政治行為，以達行政中立，

諸如：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或罷免，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助選或要求

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至於憲法或法律明定須超出黨

派以外及基於主管業務特殊性之政務人員，如考試委員、監察委

員、法務部部長等則更予嚴格規定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

或為公職候選人助選，俾能達成超然獨立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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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務員法概論

伍、公務員之法制

一、公務員法之主管機關

（一）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之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掌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公務人員任免、

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二） 考試院就其掌理或全國性人事行政事項，得召集有關機關會商解決
之。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三）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二、考試院之組織

（一） 依考試院組織法之規定，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
19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
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六年。

（二）考試院下設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三） 考試院內設考試院會議，以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考選部、 
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首長組織之，決定憲法所定職

掌之政策及其有關重大事項。

三、考選部職掌

考選部掌理全國考選行政事宜。考選部對於承辦考選行政事務之機關有

指示監督之權。考選部之內部單位計有：考選規劃司、高普考試司、特種考試

司、專技考試司、題庫管理處、總務司、資訊管理處、秘書室。

四、銓敘部職掌

銓敘部掌理全國公務員之銓敘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理事項。銓敘部之內

部單位計有：法規司、銓審司、特審司、退撫司、人事管理司、地方公務人員

銓敘司、總務司、秘書室。「銓敘」具有審定及衡量的含義，銓敘業務指公務

人員的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事項。銓敘部負責審查公務人員之任

用資格、等級薪俸、資歷功績及定其官職等第和升貶等。

五、公務人員保訓會之職掌

關於公務人員保障與培訓政策、法制之研擬、訂定及其執行事項。關於公

務人員身分、工作條件、官職等級、俸給與其他公法上財產權等有關權益保障

之研議及建議事項。關於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審議、查證、調處及決定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