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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績法研修公聽會 

會議資料 

緣起： 

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於民國 75 年 7 月 11 日

制定公布，並經考試院定自 76年 1月 16日起施行，嗣於 79年、

86年、90年修正及 96年修正第 14條刪除原「國民大會」文字，

歷經 4次修正。審酌現行公務人員考績制度尚有更臻精進之空間，

本部前擬具考績法修正草案，經考試院於 91 年、94 年、99 年及

101年 4度函請立法院審議，惟均未能於當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

完成修法。 

為配合立法院就本（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相關決

議，及公務員懲戒法於 105年 5月 2日修正施行，本部前參酌 101

年 10 月 18 日由考試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考績法修正草案（以下

簡稱 101年版本，如附件 1）相關條文，擬具考績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按：新增 2 條條文、修正 6 條條文，如附件 2），於本年 2

月 13 日函陳考試院審議，經本年 4 月 12 日考試院第 12 屆第 183

次會議決定，交全院審查會審查，嗣經本年 4月 19日考試院全院

審查會決定以，請本部辦理公聽會，就 101 年版本可納入部分廣

徵各界意見。為期考績法之研修，更周延完備並符合時需，乃召

開本次會議，徵詢各界意見，俾作為考試院政策決定之參考。 

 

議題： 

一、 考列甲等人數比率及增列優等 

（一） 各機關考列甲等人數比率是否明定？ 

為解決機關考列甲等人數比率攀高問題，自 90 年

起，本部及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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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處）首長每年均以聯名箋函，請各機關首長配合依 90

年 9月總統府及五院秘書長會談共識，考列甲等人數比

率以 50%為原則、最高不超過 75%，各機關均依該共識

辦理，實務執行上尚無窒礙。另查軍職人員、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法官考列甲等（相當）人數比率並

無上限規定。101 年版本將考列甲等人數比率納入規範

（甲等以上為 65%，詳如 101年版本第 9條之 1），如納

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請討論。 

（二） 各官等及主管考列甲等人數比率是否明定？ 

考績法第 9條明定考績應以同官等為比較範圍，又

依近年本部銓敘統計資料顯示，簡任官等考績考列甲等

比率明顯高出薦任官等或委任官等（詳如附件 3），主管

考列甲等人數比率亦高出非主管人員，造成基層公務人

員迭質疑高官等及主管人員考列甲等比率不合理。101

年版本爰增列各官等及主管人員考績考列甲等以上比

率，各以 75%及 85%為上限（詳如 101年版本第 9條之 1），

如納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請討論。 

（三） 增列優等，是否妥適？ 

為鼓勵工作績效表現優良或對機關行政效能提昇

具特殊貢獻人員，101 年版本於現行甲等之上增列優

等，其考績結果晉本（年功）俸 1級，給與 1.5個月獎

金；已敍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 2.5個月獎金，並在

不增加國家整體財政支出之前提下，規定考列優等及甲

等以上（含優等）人數比率各以 5%及 65%為上限（詳如

101年版本第 6條、第 7條及第 9條之 1），如納入本次

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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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體績效評比之可行性 

101年版本為使考績考核扣合機關、內部單位、受考人 3

層次之績效表現，增列主管機關應實施所屬機關間及各機關

應實施內部單位間團體績效評比之相關規定，團體績效評比

結果係作為彈性分配主管機關、所屬機關，以及內部單位考

列甲等以上、丙等人數比率，乃至於單位主管考績等次評擬

之依據。惟亦有意見反應並非所有機關均適合辦理團體績效

評比，主管機關所屬各機關間業務屬性尚非完全相同，機關

內各單位之業務屬性亦有差異，恐難以比較其績效，且主管

機關可調整所屬機關受考人甲等以上及丙等人數比率之幅度

有限，激勵效果不足，又繁複之評比程序加重考績作業負擔，

未必符合經濟效益，是如將團體績效評比機制（詳如 101 年

版本第 9 條之 3）納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或有無

其他較具彈性之作法建議？請討論。 

 

三、 調整乙等年終考績之晉級及升職等規定 

（一） 乙等晉敘緩慢化，是否妥適？ 

查考績法於 90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前，考列乙等

人員已敘本俸最高俸級或年功俸級者，次年仍考列乙等

始得晉敘年功俸，立法委員為改變實務上機關長官憑一

己好惡辦理考績之情形及阿諛奉承之機關文化，爰提案

修正考績法第 7條規定。修法後年終考績考列甲等及乙

等之獎勵差距縮小，受考人不論考列甲等或乙等，亦不

論敘本俸或年功俸，均得晉敘，惟如未再調陞其他職

務，數年後即可達年功俸最高級，而產生無級可晉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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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亦造成績效表現差異甚大之人員，於退休時所得領

取之退休金數額相差不大，實難激勵公務人員勇於任

事。101 年版本為重新合理配置考績之獎勵差距，爰規

定已敘本俸最高級或年功俸級者年終考績考列乙等

時，須次年考列乙等以上時，始可晉敘年功俸。惟亦有

意見反應相較於現行受考人考績考列乙等得逐年晉

敘，變幅過大徒增爭訟，是如將乙等晉敘緩慢化（詳如

101 年版本第 7 條）納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

請討論。 

（二） 乙等不得升職等，是否妥適？ 

現行考績法第 11 條規定，受考人任本職等年終考

績，2 年列甲等，或 1 年列甲等 2 年列乙等者，取得同

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又依考績運作現況，一般公

務人員約 2至 3年即可晉陞同官等高一職等，故部分職

等人員，將可能因前後職等俸級跳空 4級以上，而造成

跳空之俸級實際未運用。101 年版本為明確區辨受考人

之工作績效表現，明定受考人考列甲等以上等次考績，

始得作為考績升職等之依據（即乙等考績將不再作為考

績升職等依據，詳如 101年版本第 11條），如納入本次

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請討論。 

 

四、 丙等人數比率及退離機制 

（一） 明定考列丙等人數比率，是否妥適？ 

現行考績法對於工作績效不佳或不適任人員，已有

考績丙等、丁等或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等規定，惟依

近年來本部銓敘統計資料顯示，受考人考績考列乙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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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數比率高達 99.6%以上，考列丙等占不到 0.4%，考

列丁等趨近於零，故 101 年版本除訂定 10 款應考列丙

等及 1款得考列丙等條件外，明定考列丙等人數比率不

得低於 1%至 3%，期使各機關客觀評擬出受考人之績效

排序，找出績效較差者，予以輔導改善。惟各界多認為

丙等考績將使受考人蒙受標籤化傷害，另主管機關雖可

依據所屬機關績效分配丙等比率，惟各機關業務特性不

同，實務上如執行強制分配丙等人數比率恐有困難，亦

可能造成受考人輪流考列丙等之不合理現象，故應明定

考列丙等條件而非強制規定丙等人數比率。如除丙等條

件入法外，另將丙等人數比率規定（詳如 101年版本第

9條之 1）納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請討論。 

（二） 增訂丙等退離機制，是否妥適？ 

101 年版本規定績效表現不佳經機關考評為丙等

者，除第 1次應留原俸級並接受輔導改善外，第 2次考

列丙等者，應降 1級改敍（無級可降時，比照每級俸差

減俸）並輔導改善，第 3次則應辦理資遣或依規定退休，

即修法後，考績淘汰機制除現有之「汰劣」（按：考績

丁等免職或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免職，所謂條件說）

外，另增加「汰弱」之功能，惟因丙等考績將作為受考

人退離依據，雖有後功可抵前過機制之設計，各界仍質

疑可能成為機關首長整肅異己之工具。如將丙等退離機

制（詳如 101年版本第 7條）納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

否妥適？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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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管課責機制之可行性 

101 年版本為鼓勵主管人員積極任事，並課予主管人員

績效管理之責，明定主管人員考績 1 年列丙等或任同一陞遷

序列主管職務連續 3 年列乙等者，應於考績核定之日起 2 個

月內，調任非主管職務（詳如 101年版本第 7條第 4項）；另

主管人員如未覈實辦理屬員平時考核或未確實執行面談或辦

理考績徇私偏頗，致屬員依保障程序提起救濟經撤銷考績案

確定者，此主管人員當年度考績即不得考列甲等以上（詳如

101年版本第 6條之 1第 2項），以期主管人員有擔當、不徇

私，能確實依據屬員績效表現公正評擬考績。如將上開主管

課責機制納入本次考績法研修，是否妥適？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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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文編號：1010005680 

                             議案編號：10110180701003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年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1年10月24日印發 

 

院總第 11 號 政府 提案第 13415 號
 

案由：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十七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考試院函 

受文者：立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8 日 

發文字號：考臺組貳一字第 1010008967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修正草案、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7 條、第 40 條修正草案，以及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21 條修正草案各 1 份，請 查照審議。 

說明： 

一、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綜覈名實、公正公平，作準確客觀之考核，為充分發揮考績獎勵、培

育、拔擢、輔導及懲處之功能，爰擬具考績法修正草案，旨揭修正草案前經本院於民國 99

年 4 月 6 日函請貴院審議（以下簡稱 99 年版本），並經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及朝野

黨團協商竣事，惟未於貴院第 7 屆委員任期屆滿前完成三讀程序，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13 條規定法案屆期不續審，爰重新函請貴院審議。 

二、本次考績法修正係以 99 年版本為基礎並參酌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結果重新研議，相

較 99 年版本，計再修正 12 條，修正重點為，增訂連續任職為受考人得否辦理考績之基本

要件及其例外情形；丙等人數比率參酌前開委員會之審查結果，由原百分之三修正為百分

S222424226
Text Box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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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至百分之三；配合法官法之公布施行刪除法官及檢察官適用考績法等規定。另配合修

正任用法及陞遷法相關條文。 

三、考績法、任用法及陞遷法相關條文之修正內容，詳如各該修正草案總說明。 

正本：立法院 

副本：銓敘部、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均含附件） 
 

院 長 關       中 



立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政 7 

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七十五年七月十一日總統令制定公布，並經考試院七十

六年一月十四日（七六）考台秘議字第○一二一號令自七十六年一月十六日起施行；其後，於七十

九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八十六年六月四日、九十年六月二十日及九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四次修正公

布在案。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綜覈名實，公正公平，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又考績之目的旨在拔擢優秀

人才，並對績效不佳人員予以輔導、訓練，藉由獎勵優秀及輔導表現不佳者之機制，以提昇政府績

效。鑒於考績實務存在功能不彰問題，為期落實公務人員考績意旨，發揮績效管考之積極功能，爰

檢討修正本法。本次本法係全文修正，計修正十六條，新增八條（第六條之一、第六條之二、第六

條之三、第九條之一、第九條之二、第九條之三、第十三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刪除條文一條

（第十三條），修正後條文共計三十三條（含二條保留條次，但內容已刪除者）。本法修正重點如

次： 

一、配合本次修正內容，將績效管考功能納入考績宗旨。（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列因公傷病請公假等事由，其實際任職期間未符辦理年終考績或另予考績之規定者，不得辦

理考績。（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增訂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調任人員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在限制轉調機

關、職系或年限內，以另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轉調者，以及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政務人員

再任者，當年年資併計辦理年終考績相關規定；並增列任不同官等人員、限制轉調人員、公

營事業人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轉任或再任當年合併計算不滿一年之年資，得比照辦理另

予考績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修正平時考核項目；考核細目由各主管機關視整體施政目標及業務特性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以及主管機關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考績等次增列優等，以激勵工作績效特別優秀人員之工作士氣。（修正條文第六條） 

六、將本法施行細則有關不得考列甲等條件酌作修正，同時提昇法律位階於本法規定。（修正條文

第六條之一） 

七、增訂應及得考列丙等條件。（修正條文第六條之二） 

八、修正考列丁等條件。（修正條文第六條之三） 

九、增訂年終考績列優等之獎懲規定；修正年終考績及另予考績考列乙等及丙等之獎懲規定；增訂

十年內一年考列優等或連續三年考列甲等時，得抵銷丙等一次規定；考績考列丙等者得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提起復審，其中應辦理資遣或退休者，其復審決定應經言詞辯論；增訂

主管人員考績不佳者調任非主管之機制，以及另予考績人員不得考列優等。（修正條文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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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八條） 

十、增訂各機關考列優等、甲等以上及丙等人數比率限制；各官等及主管人員考列甲等以上人數比

率限制；授權由本法施行細則規定受考人數較少機關考績等次人數比率之彈性調整機制；各

機關未組設考績委員會者，其受考人總數併入上級機關受考人總數統籌計算，以及所稱上級

機關之界定；人事、主計、政風人員考列甲等以上及丙等人數比率限制等依照一般人員相關

規定，由各該系統人員之主管機關或機構統籌辦理。（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十一、增訂各機關受考人考績等次人數比率，得每三年由考試院會商其他院，視國家整體行政績效

檢討結果彈性調整，調整後之比率以命令定之。（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二） 

十二、增訂主管機關應視業務特性實施所屬機關間，以及各機關應視其業務特性實施內部單位間之

團體績效評比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三） 

十三、修正公務人員任本職等年終考績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之條件；並將本法施行細則有

關以原任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併資辦理之年終考績，得作為取得同官等高一

職等任用資格年資之規定，以及受懲戒處分人員在不得晉敍期間辦理之年終考績，不得作為

升等任用資格之規定，均提昇法律位階於本法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四、修正平時考核獎懲用語；並明定嘉獎、記小功或警告、記小過之標準，由主管機關自行訂定

或授權所屬機關視業務情形自行訂定，以及記一大功、記一大過之標準及平時考核獎懲案件

之程序，應於本法施行細則中明定之規定；增列涉及性侵害行為且經查證屬實者應一次記二

大過免職，並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三號解釋增列懲處處分之懲處權行使期間。（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十五、將重大平時考核獎懲作為考列等次限制之規定予以刪除，改納為考列等次之條件。（現行條

文第十三條） 

十六、增訂實施面談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十七、增列常務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考績評擬規定，以及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考績

評擬、初核、覆核、核定及報送銓敍審定作業程序，依各該人員專屬法規或其主管機關或機

構規定辦理之。（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八、明列授權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事項，以符授權明確性；將本法施行細則有關考績委員會

對於考績案件得調閱考核紀錄及查詢有關人員之權限，提昇法律位階於本法規定，以及增列

考績委員會對考列丙等人員，於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機會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十五條） 

十九、增列考績結果應辦理退休或資遣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行；未確定前，應先行停職。（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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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修正辦理考績人員對考績過程所涉考核相關事宜，應嚴守秘密，並增列對考績結果在核定前

亦應嚴守秘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二十一、增訂公務人員相關激勵辦法之授權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二十二、增列適（準）用本法之各類人員，均不得於專屬特種人事法律或其他相關法律訂定違反本

法考績等次人數比率限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二十三、修正本法修正條文施行日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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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公務人員之考績，依

本法行之。 
第一條 公務人員之考績，依

本法行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

綜覈名實、公正公平，作準

確客觀之考核，充分發揮考

績獎勵、培育、拔擢、輔導

及懲處之功能，以落實績效

管理，提高行政效能及服務

品質。 

第二條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

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

，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 
二、本條係規定考績之宗旨，

各機關辦理考績時，應依受

考人考績年度內之具體工作

績效及服務貢獻，本於綜覈

名實、公正公平之意旨，作

準確客觀之考核，對表現績

優者予以獎勵、培育、拔擢

；表現不佳者予以輔導、懲

處，以充分發揮獎優、激勵

、輔導、發展等人力資源管

理功能，期能落實績效管理

，提高機關行政效能及服務

品質，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三條 公務人員考績區分如

下： 
一、年終考績：指各官等人

員，於每年年終辦理其當

年一至十二月連續任職期

間之考績。 
二、另予考績：指各官等人

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

任職不滿一年，而連續任

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

績。但有特殊情形者，得

不以連續為必要；特殊情

形之範圍，應於施行細則

中明定之。 
三、專案考績：指各官等人

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

隨時辦理之考績。 
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

請延長病假、因考績免職（

退休、資遣）先行停職或因

其他法律原因停職，嗣後復

第三條 公務人員考績區分如

左： 
一、年終考績：係指各官等

人員，於每年年終考核其

當年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

之成績。 
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

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

，任職不滿一年，而連續

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

考績。 
三、專案考績：係指各官等

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

，隨時辦理之考績。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訂第二項。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 

(一)配合立法體例將「如左

」二字修正為「如下」

，「係指」二字修正為

「指」。 
(二)自本法施行以來，「連

續任職」係銓審實務審

酌受考人得否辦理年終

考績之基本要件，為期

規範明確並避免爾後爭

議，爰於第一項第一款

增列「連續」等文字。

(三)公務人員配合或響應國

家政策，如因應少子化

及高齡化等國安議題等

，如有公務人員為養育

三足歲以下子女辦理育

嬰留職停薪者、奉養其

或配偶老邁之直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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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者，其實際任職期間未符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

，不得辦理年終考績或另予

考績。 

尊親屬者，與其他考績

年資因故中斷之情形宜

有所區別，爰增訂第二

款但書。 
三、本條第二項增訂理由： 

(一)回歸考績覈實考評精神

，年終考績或另予考績

應以受考人考績年度內

實際工作績效表現為考

核之基準。茲以因公傷

病請公假、因病請延長

病假、因考績免職先行

停職或因其他法律原因

停職（按：如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三條及第四條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一條

等規定之停職）嗣後復

職者，如其於一至十二

月均請假或停職而無實

際任職事實，自無工作

績效可資考評，不宜再

予辦理年終考績，而同

一年度未連續任職達六

個月者，亦同。又第七

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十

八條明定，經第三次考

列丙等者應予資遣或辦

理退休，未確定前亦應

先行停職，如是類人員

嗣後復職而停職期間逾

相當期間未符辦理考績

規定者，亦不辦理考績

，爰增訂本項規定。 
(二)至請延長病假或因公傷

病請公假者，依本項規

定雖不辦理考績，惟是

類人員請假期滿仍不能

銷假者，即應予留職停

薪，且留職停薪期滿仍

未痊癒者，即應依規定

辦理退休或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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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公務人員任現職，經

銓敍審定合格實授至年終滿

一年者，予以年終考績；不

滿一年者，如係升任高一官

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敍審定

有案之低一官等職務合併計

算，辦理高一官等之年終考

績；如係調任同一官等或降

調低一官等職務，得以前經

銓敍審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

官等職務合併計算，辦理所

敍官等職等之年終考績。但

均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

。 
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

限制調任之人員、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

例轉任之人員，在限制轉調

機關、職系或年限內，如依

另具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轉

調者，其轉調當年得以前經

銓敍審定有案之各官等職務

合併計算，辦理所敍官等職

等之年終考績。但均以繼續

任職者為限。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之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經銓敍審定

合格實授者，其轉任當年未

辦理考核及未採計提敍官職

等級之年資，得比照第一項

經銓敍審定合格實授之年資

，合併計算辦理年終考績。

但均以繼續任職者為限。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之政務人員退職當日再任公

務人員，經銓敍審定合格實

授者，其再任當年未採計提

敍官職等級之年資，得比照

第一項經銓敍審定合格實授

之年資，合併計算辦理年終

考績。 

第四條 公務人員任現職，經

銓敍審定合格實授至年終滿

一年者，予以年終考績；不

滿一年者，如係升任高一官

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敍審定

有案之低一官等職務合併計

算，辦理高一官等之年終考

績；如係調任同一官等或降

調低一官等職務，得以前經

銓敍審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

官等職務合併計算，辦理所

敍官等職等之年終考績。但

均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

。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之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公

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

經銓敍審定合格實授者，其

轉任當年未辦理考核及未採

計提敍官職等級之年資，得

比照前項經銓敍審定合格實

授之年資，合併計算參加年

終考績。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

項，原第二項移列至第三項

。 
二、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查

九十七年一月十六日修正公

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三條

規定：「（第一項）公務人

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

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高

等考試按學歷分為一、二、

三級。及格人員於服務一年

內，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

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

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第二項）為因應特殊性質

機關之需要及照顧身心障礙

者、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

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行

一、二、三、四、五等之特

種考試，除本法另有規定者

外，及格人員於服務六年內

，不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

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

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復查公務人員任用法（

以下簡稱任用法）第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考試及格人

員得予調任之機關及職系等

範圍，依各該考試及任用法

規之限制行之。」第三十三

條之一規定：「中華民國八

十年十一月一日公布之技術

人員任用條例（以下簡稱該

條例）廢止後，原依該條例

銓敍審定有案之人員，除適

用醫事人員人事條例規定辦

理改任者外，依左列規定辦

理：……二、原依該條例第

五條第三項規定銓敍審定有

案之人員，仍繼續任用。但

不得轉調其他職系及公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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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項合併計算辦理考

績年資，不滿一年，而連續

任職已達六個月者，得比照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另予考績。 

療機構以外之醫療行政職務

。……」再查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第

四條規定：「（第一項）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應以轉任與其考試等

級相同、類科與職系相近之

職務為限。（第二項）前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得轉任

公務人員之考試類科、考試

等級及適用職系，由銓敍部

與考選部依近年公務人員相

關考試錄取情形及用人機關

需要會同定之。（第三項）

轉任人員於調任時，以適用

前項所定得適用之職系或曾

經銓敍部依本條例銓敍審定

有案之職系為限。……（第

七項）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

六年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施

行後，依本條例進用之各機

關轉任人員於實際任職三年

內，不得調任其他機關任職

。……」鑒於上開各該法規

對於依考試或任用法規進用

人員其限制轉調機關、職系

或年限已有規定，又實務上

對渠等人員如以另具之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轉調時，如受

考人於以特種考試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三等考試及格資格

任職限制轉調期間，再以原

具普通考試銓敍審定有案資

格轉調其他機關，考量其轉

調前之任職事實，其轉調當

年均得以前經銓敍審定有案

之特考特用年資，併計轉調

後之年資，辦理所敍官等職

等之考績，故予增列本項規

定。 
三、本條第三項修正理由，除

由原第二項移列外，以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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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雖已明定原已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教育人員或公

營事業人員得比照第一項現

職公務人員併資考績規定，

合併計算轉任當年度轉任前

後兩段任職年資辦理年終考

績，惟實務上，上開二類人

員如係因退休、資遣或辭職

等退離事由，於退離當日再

任為公務人員者，其再任前

後兩段年資並不能併資辦理

年終考績。是以，為期明確

，爰配合第一項規定，除將

「參加年終考績」之「參加

」二字修正為「辦理」外，

並於本項末段增列「但均以

繼續任職者為限」等文字，

以強調是類人員於考績年度

內轉任前後兩段任職年資須

符合繼續任職之要件，始得

併資辦理年終考績。 
四、本條第四項增列理由，以

政務人員係經政府任命，參

與國家政策、行政方針之決

策或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其

任免等事項不同於常任文官

，茲以政務人員退職後，以

原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再任

時，其年資得併資辦理年終

考績之情形，與第三項所定

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得併資辦理年終

考績之情形不同，爰將原第

二項中之政務人員得併資辦

理年終考績規定移列本項。

又基於一資不得二用原則，

乃比照第三項有關教育人員

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前年資

須未經採計提敍官職等級之

要件，明定須再任當年之政

務人員年資未經採計提敍官

職等級，始得合併計算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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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當年年終考績。復以政

務人員未辦理考核，並未將

再任當年未辦理考核增列為

併資年終考績之要件。又第

四項規定政務人員退職當日

以其原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再任公務人員，實已將「連

續任職」之精神納入其中，

故不比照第三項增訂但書規

定。 
五、本條第五項增列理由，以

現行對於現職教育人員與公

營事業人員轉任為公務人員

，以及政務人員再任為公務

人員，僅明定得併計原職與

現職前後兩段連續任職年資

辦理年終考績。至於同一年

度內，任職未滿一年，連續

任職已達六個月者，可否比

照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辦理另予考績，並未規範。

是以，在不違背併資考績之

立法原意下，增列本項規定

，使考績年度內教育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

或政務人員再任公務人員前

後兩段任職年資，如其任職

不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

六個月規定者，得比照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另

予考績，而依第一項不同官

等併資及第二項限制轉調併

資辦理考績等情形亦同，爰

併予納入規範。 

第五條 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

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

作績效與工作態度行之。 
前項考核之細目，由各

主管機關視整體施政目標及

業務特性訂定或授權所屬機

關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 

第五條 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

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

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

。 
前項考核之細目，由銓

敍機關訂定。但性質特殊職

務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要，

由各機關訂定，並送銓敍機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三項。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 

(一)鑒於考績本即以受考人

考績年度內之工作績效

為考核重點，爰將現行

考核項目之「工作」修

正為「工作績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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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中

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及縣（市）

議會。 

關備查。 現行考核項目中之學識

及才能，係屬公務人員

為成就所任職務工作績

效所應具備之基本能力

，應含括在工作績效中

併予考量，爰予以刪除

。 
(二)依銓敍部於九十八年四

月至六月間辦理之本法

研修方向專家學者及企

業界座談會部分與會人

員建議，工作態度乃是

公務人員最重要之考核

項目，亦是公務人員成

就其工作績效重要因素

之一，另銓敍部及考試

院分別於九十八年八月

及十一月委託辦理之民

意調查結果，亦作相同

建議，爰將「工作態度

」納為考核項目之一。

又本法所稱之工作態度

除屬執行職務或完成任

務之態度外，尚包括受

考人對其公務人員身分

所應恪遵之廉能官箴在

內，爰將現行考核項目

「操行」部分納入工作

態度併予規範，未來公

務人員如有未達一次記

二大過之品德操守上之

瑕疵，或行為如違反誠

實清廉損及公務人員廉

能官箴，經查證屬實者

，機關仍得依平時考核

獎懲規定予以課責。 
(三)有關工作績效及工作態

度之比重，將配合於本

法施行細則中明定。 
三、本條第二項修正理由： 

(一)為改善過去各機關均一

體適用銓敍部訂定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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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考核項目及細目，致

未能符合各機關實際依

其施政目標與業務特性

考核受考人考績及平時

工作表現之需要，並考

量考績核定係屬主管機

關之人事管理權限，而

依第九條之三規定，主

管機關應視所屬各機關

業務特性，辦理所屬機

關之團體績效評比，則

主管機關應基於所屬各

機關考核標準之衡平性

，對其考核細目作通盤

性之審究，爰規定由各

主管機關視整體施政目

標及業務特性訂定所屬

機關共同性之考核細目

，或授權由所屬機關依

主管機關之整體施政目

標及其業務特性擬訂專

屬之考核細目，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 
(二)未來受考人平時考核細

目，將作為考核受考人

個人績效目標達成度之

評價基準，並期透過機

關團體績效目標與公務

人員個人績效目標相結

合方式，使公務人員清

楚知悉其年度所應達成

之績效目標，當機關每

位受考人均瞭解其考績

年度內所應努力之重點

，齊心努力，對機關年

度績效表現之提昇，自

有助益。 
(三)為便於各機關訂定考核

細目時有所參循，銓敍

部將於本法完成修正後

訂定一般機關得一體適

用之考核細目，以及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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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相關主管機關訂定各

類型機關（如工程機關

、財稅機關、教育機關

、訓練機構等）之考核

細目函送各機關參考。

未來各主管機關訂定或

核定所屬機關陳報之考

核細目時，可參考銓敍

部所擬考核細目範本辦

理。 
四、本條第三項增列理由，以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之定義，

原係於第十四條第四項中規

範，惟本條第二項、第六條

之二第十一款、第九條之一

第五項、第九條之三第一項

、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四

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十八

條及第十九條等條文，亦訂

有主管機關一詞，其中除第

九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十四條

第三項所稱之主管機關，已

於各該條中明定係指人事、

主計、政風人員之主管機關

外，其餘條文中之主管機關

定義一致，為符體例，爰將

原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移列

至本項規範。又參酌中央行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定中央

機關之層級區分及相當二級

機關之用語，以及公務人員

訓練進修法第二條所定「中

央二級以上機關」之體例，

將「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五院、各部（會、處、局

、署與同層級之機關）、省

政府、省諮議會」修正為「

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

關」，以應實際需要。 

第六條 年終考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分優、甲、乙、丙、

丁五等，各等分數如下： 

第六條 年終考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分甲、乙、丙、丁四

等，各等分數如左：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將原第二項及第三項分別移

列第六條之一及第六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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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 
四、丙等：六十分以上，未

達七十分。 
五、丁等：未達六十分。 

甲等：八十分以上。 
乙等：七十分以上，不

滿八十分。 
丙等：六十分以上，不

滿七十分。 
丁等：不滿六十分。 
考列甲等之條件，應於

施行細則中明定之。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非有

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考列

丁等： 
一、挑撥離間或誣控濫告，

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

有確實證據者。 
二、不聽指揮，破壞紀律，

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

有確實證據者。 
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

造成重大不良後果，有確

實證據者。 
四、品行不端，或違反有關

法令禁止事項，嚴重損害

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

據者。 

規範。 
二、鑒於現行公務人員考績等

次分為四等次，實務上因多

數公務人員考績考列甲等，

難以真正發揮考績獎優功能

，故為激勵工作績效表現卓

著或對機關行政效能提昇具

特殊貢獻人員，並給予更優

之實質獎勵，進而促成機關

內部良性競爭，爰於現行甲

等之上增列優等及明定其分

數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

另配合立法體例將序文「如

左」二字修正為「如下」。

第六條之一 考列甲等以上之

條件，應於施行細則中明定

之。但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

，有下列情形之一，不得考

列甲等以上： 
一、平時考核獎懲相互抵銷

後或無獎懲抵銷而累計達

警告處分者。 
二、有曠職紀錄者。 
三、工作態度不佳，影響機

關聲譽，經查證屬實者。 
四、故意洩漏公務機密，經

查證屬實者。 
五、違反行政中立或其他公

務人員有關法令禁止規定

，經查證屬實者。 
六、參加公務人員相關考試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第一項增列理由，除

由原第六條第二項移列外，

並配合考績增列優等酌作修

正，授權甲等以上條件於本

法施行細則中訂定。又受考

人考績不得考列甲等之消極

條件，對受考人而言，係屬

與其考績有關之重要事項，

允宜由現行本法施行細則第

四條第三項規定，提昇至本

法明定，以符法律保留原則

，爰以增列但書方式予以規

範，並配合部分不得考列甲

等條件移至第六條之二，作

為應考列丙等條件，且基於

公務人員不得考列甲等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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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升官等訓練之測驗，經

扣考處分者。 
主管人員未覈實辦理屬

員平時考核或未確實執行面

談或辦理考績徇私偏頗，致

屬員依保障程序提起救濟經

撤銷考績案確定者，該被撤

銷之考績案所屬年度，其考

績不得考列甲等以上。其當

年度已辦理考績列甲等以上

者，應予撤銷並重行辦理。 

列丙等所具條件之衡平性考

量，酌予修正本條不得考列

甲等以上條件，茲說明如下

： 
(一)考量各機關受考人平時

考核功過相互抵銷後，

仍有懲處者，代表受考

人考績年度表現欠佳，

參酌現行本法施行細則

第四條第三項第三款規

定，並與第六條之二第

二款「平時考核獎懲相

互抵銷後或無獎懲抵銷

而累計達記小過一次以

上未達二大過者」應考

列丙等條件作衡平性比

較，爰明定有第一款情

形者，其考績不得考列

甲等以上。 
(二)公務人員有服勤之義務

，是如受考人具曠職情

事者，其考績自不得考

列甲等以上，爰於第二

款規定。 
(三)第三款係由現行本法施

行細則第四條第三項第

六款不得考列甲等條件

移列，並配合本法第五

條第一項考核項目之修

正，將「服務態度」修

正為「工作態度」；又

本法所稱受考人之工作

態度，係包括受考人對

其公務人員身分所應恪

遵之廉能官箴在內，是

以，受考人如係品德操

守瑕疵，影響機關聲譽

，經查證屬實者，自符

合第三款不得考列甲等

以上之條件。 
(四)茲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十八條規定：「政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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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屬於下列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限制公開或不

予提供之：一、經依法

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

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

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

公開者。……三、政府

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

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

準備作業。……」檔案

法第十八條規定：「檔

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

請：一、有關國家機密

者。……六、依法令或

契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是以，受考人如

洩漏業務上或法令明文

規定（如第二十條規定

辦理考績人員，對考績

過程應嚴守秘密，違者

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負有保密義務之公務

機密，即屬第四款規定

情形，又機關首長依權

責核定屬公務機密者，

亦包括在內。 
(五)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以下簡稱中立法）業於

九十八年六月十日制定

公布，公務人員自應遵

守行政中立相關規範，

若受考人違反中立法或

其他公務人員有關法令

（按：如公職人員利益

衝突迴避法），且違失

情節經機關客觀判斷尚

屬輕微者，限制其當年

度考績不得考列甲等以

上，已足資警惕，爰增

列本條第五款規定。又

上開所稱「法令」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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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及法規命令，且為

免此條件成為機關首長

整肅異己之工具而任意

入人於罪，乃明定須「

經查證屬實」。 
(六)第六款條件，係由現行

本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

三項第二款不得考列甲

等條件移列。 
(七)茲考量本法修正後，考

績係以受考人之工作績

效為主要之評擬準據，

為回歸考績綜覈名實之

意旨，故不再以受考人

請事假或病假天數作為

考績等次限制條件，爰

將現行本法施行細則第

四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

，事、病假合計超過十

四日者，考績不得考列

甲等條件刪除。惟受考

人是否因請假而影響其

工作績效，應由各機關

於辦理考績時，覈實認

定之。 
三、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為

課予主管人員覈實辦理屬員

平時考核、確實執行面談，

以及因其辦理考績不公，致

考績案經受考人依法提起救

濟而經撤銷之責任，爰於本

項明定主管人員未覈實辦理

上開事項有具體事證者，該

屬員被撤銷之考績案所屬年

度，其考績不得考列甲等以

上。其當年度已辦理考績列

甲等以上者，應予撤銷並重

行辦理。但上開規定不包括

屬員考績經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

會）以考績委員會組設不合

法等程序瑕疵而撤銷之情形



立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政 23 

。另上開所稱「主管人員」

除指對受考人具監督考核權

之一級、二級單位主管外，

亦包括應對屬員實施面談或

評擬考績之機關首長在內。

第六條之二 受考人在考績年

度內有下列第一款至第十款

情形之一，應考列丙等；有

第十一款情形，得考列丙等

： 
一、因故意犯罪受刑事確定

判決或受懲戒處分者。 
二、平時考核獎懲相互抵銷

後或無獎懲抵銷而累計達

記小過一次以上未達二大

過者。 
三、曠職繼續達二日以上未

達四日，或一年內累計達

五日以上未達十日者。 
四、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

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五、挑撥離間或誣控濫告，

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

者。 
六、不聽指揮或破壞紀律，

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

者。 
七、稽延公務，造成人民權

益損害，影響機關聲譽，

經查證屬實者。 
八、負責業務，處置失當，

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或負擔國家賠償責任者。 
九、故意洩漏公務機密，情

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違反行政中立或其他公

務人員有關法令禁止規定

，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

者。 
十一、工作績效經機關各單

位主管評擬考績後，提經

考績委員會考核，為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係配合第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增列有關退休或資遣

等改變公務人員身分規定，

對公務人員而言，影響重大

，於本法明定丙等條件，將

部分不得考列甲等條件移作

「應」考列丙等條件，並參

酌各機關考績實務辦理情形

，增列本條「應」考列丙等

條件，並以工作績效較差者

作為「得」考列丙等條件，

茲說明如下： 
(一)現行本法施行細則第四

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

公務人員於考績年度內

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其考績不得考列甲等

，惟為強化公務人員之

工作績效考核，並加強

對公務人員品德操守及

恪遵廉能官箴等工作態

度之要求，爰將上開情

形改列應考列丙等條件

之一；又考量受考人如

因車禍致他人受傷而受

刑事判決，倘車禍係過

失非屬故意，應考列丙

等，似過於嚴苛，是以

，乃於受刑事判決等文

字前增列「因故意犯罪

」為要件。另參酌銓敘

部八十三年一月十八日

八三台華甄三字第○九

四七四二九號書函規定

略以，本法施行細則第

四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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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受考人排序最末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或為主

管機關依機關團體績效表

現彈性調整之丙等人數比

率範圍者。 

所稱「曾受刑事處分」

係指經刑事確定判決而

言，並非專指某一層級

之判決；又刑法第三十

三條規定：「主刑之種

類如下：一、死刑。二

、無期徒刑。三、有期

徒刑：……四、拘役：

……五、罰金：……。

」準此，公務人員在考

績年度內，受有罪之刑

事確定判決者（包括上

開罰金及有期徒刑或拘

役）應不得考列甲等；

而緩刑依現行刑法僅係

暫緩刑之執行，並非暫

緩刑之宣告，刑事確定

判決雖經同時為緩刑之

諭知，惟於緩刑期滿而

未受撤銷前仍不失為曾

受刑事判決，故該考績

年度內，仍應不得考列

甲等，以及八十八年五

月十二日（八八）臺法

二字第一七五四九八九

號函釋規定略以，本法

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三項

第一款規定所稱公務人

員在考績年度內曾受懲

戒處分，係指經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作成懲戒處

分之議決，至其於事實

發生或發覺之年度內移

付懲戒並非所稱「曾受

」懲戒處分，故尚無該

款之適用。爰明定公務

人員於考績年度內因故

意犯罪受刑事確定判決

或懲戒處分者，當年考

績應考列丙等。 
(二)現行本法施行細則第四

條第三項第三款有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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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在考績年度內平時

考核獎懲抵銷後，累積

達記過以上處分者，考

績不得考列甲等之條件

，業移列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予以規定，並修正

為「平時考核獎懲相互

抵銷後或無獎懲抵銷而

累計達警告處分者」，

是以，基於等次限制條

件之衡平性考量，並配

合第十二條有關平時考

核獎懲種類用語之修正

，將其中「記過」二字

配合修正為「記小過」

，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

平時考核獎懲相互抵銷

後或無獎懲抵銷而累計

達記小過一次以上未達

二大過者，考績即應考

列丙等。又上開所稱「

達記小過一次以上」係

指受考人平時考核獎懲

相互抵銷後或無獎懲抵

銷所餘之懲處，為記小

過一次以上或警告（按

：原為申誡）三次以上

等同記小過一次以上之

情形在內，關於不同獎

懲額度應如何折算之規

定，將於本法施行細則

中明定。 
(三)原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八

款規定，受考人有曠職

繼續達四日或一年內累

積達十日之情事者，機

關應予以一次記二大過

免職，故基於考績等次

限制條件之衡平性考量

，爰將「曠職繼續達二

日以上未達四日，或一

年內累計達五日以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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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十日者」列為應考列

丙等條件之一。 
(四)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雇

主應防治性騷擾行為之

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

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

所公開揭示。」以公務

人員應留意其言行舉止

，品德亦應端正，爰規

定對他人為性騷擾，情

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其考績應考列丙等。

又性騷擾之範圍係依性

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規定

：「本法所稱性騷擾，

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

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

為，且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一、以該他人順服

或拒絕該行為，作為其

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練、服務

、計畫、活動有關權益

之條件。二、以展示或

播送文字、圖畫、聲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

言行，或以他法，而有

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

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

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

或不當影響其工作、教

育、訓練、服務、計畫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

行。」認定之。 
(五)參酌第六條之三第一款

及第二款考列丁等條件

，在未達情節重大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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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績免職之程度，應

為考列丙等條件之一，

爰於本條第五款及第六

款增列相關規定。又受

考人具上開二款情事者

，機關給予疏導必先經

過查證有具體事證存在

，故在經疏導無效之前

加註「有具體事證」等

文字。 
(六)機關能否提供優質便捷

之行政服務，係民眾判

定政府服務績效是否提

昇之重要指標，為免受

考人無故稽延公務，造

成人民權益損害，致影

響政府機關聲譽，爰於

第七款明定受考人如有

上開情事經查證屬實，

其考績應考列丙等，俾

課予受考人善盡職責之

義務。 
(七)考量受考人執行業務因

處置失當，造成人員傷

亡、機關財物損失或負

擔國家賠償責任者，機

關雖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二條或審計法等有關法

規規定，對受考人進行

部分求償，惟受考人仍

應擔負行政責任，爰於

第八款明定有上開情形

者，考績應考列丙等。

(八)本條第九款、第十款增

列理由，同前條說明二

之(四)、(五)，惟違失

情節重大且經查證屬實

者，其考績應考列丙等

。 
(九)為有效提昇機關公務績

效，爰於本條第十一款

增列績效管考條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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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受考人得考列丙等

之條件，而此條件具動

態特性，係隨主管機關

依團體績效評比結果彈

性調整各機關丙等人數

比率而定，例如甲機關

團體績效特優，主管機

關核定其無丙等人數比

率，則其機關受考人自

無本款規定之適用，乙

機關丙等人數比率經主

管機關調整後為百分之

二，實務執行上即以「

受考人工作績效屬機關

全體受考人排序最末百

分之二者」為準，又丙

機關績效特差，丙等人

數比率經主管機關調整

後為百分之六，實務執

行上則以「受考人工作

績效屬機關全體受考人

排序最末百分之六者」

為準，得考列丙等。又

如機關未經主管機關納

為實施團體績效評比或

主管機關未實施機關間

團體績效評比者，則以

工作績效排序最末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三作為得

考列丙等條件。 

第六條之三 受考人除平時考

核獎懲相互抵銷後或無獎懲

抵銷而累計達二大過，年終

考績應考列丁等者外，須有

具體事證，足認有下列情形

之一，始得考列丁等： 
一、挑撥離間或誣控濫告，

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者

。 
二、不聽指揮或破壞紀律，

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者

。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除由原第六條第三項

移列外，並將原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後段有關「平時

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

懲抵銷而累積達二大過者，

年終考績應列丁等」等規定

，移列本條序文並酌作文字

修正。另配合第五條將工作

績效列為平時考核項目之一

，爰於本條第三款增列「績

效不彰」，作為考列丁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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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或

績效不彰，造成重大不良

後果者。 
四、執行公務不力，或負責

業務，處置失當，造成重

大之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或負擔高額國家賠償責任

，足以影響機關公務推動

者。 

件之一，惟受考人是否確屬

工作績效不彰造成重大不良

後果而年終考績得考列丁等

，則由機關覈實予以認定；

又考量年終考績主要係就公

務人員年度工作績效予以考

評，如公務人員有品行不端

，或違反有關法令禁止事項

等工作態度上之重大違失，

且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

有確實證據者，應予以立即

處置，非留待年終考績時，

始予以考績丁等免職，故將

原第六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

，移列第十二條第五項第七

款作為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

績條件，並將原第十二條第

三項第二款有關執行國家政

策不力，致政府遭受重大損

害者之處分條件，移列本條

第四款規定，並參酌第六條

之二第八款應考列丙等條件

之違失輕重，酌增相關規定

。另為使本條文字更臻精簡

，爰將各款「有確實證據」

等字刪除，並於本條序文增

列「具體事證，足認有」等

字；以及將序文中「非有…

…不得……」修正為「須有

……始得……」之正面表述

方式，並酌作文字修正，使

文義更臻明確。 

第七條 年終考績獎懲依下列

規定： 
一、優等：晉本俸一級，已

達所敍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敍年功俸級者，晉年

功俸一級，均給與一又二

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金；已敍年功俸最高

俸級者，給與二又二分之

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

第七條 年終考績獎懲依左列

規定： 
一、甲等：晉本俸一級，並

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金；已達所敍職等本

俸最高俸級或已敍年功俸

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

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金；已敍年功俸最高

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二項至第四項，原第

二項遞移為第五項。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 

(一)配合第六條第一款增列

優等，且為突顯受考人

考績考列優等之價值，

並給予較高之實質獎勵

，進而促使公務人員勇

於任事，追求更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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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二、甲等：晉本俸一級，已

達所敍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敍年功俸級者，晉年

功俸一級，均給與一個月

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

敍年功俸最高俸級者，給

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

獎金。 
三、乙等：晉本俸一級，已

達所敍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敍年功俸級者，不予

晉級，次年仍考列乙等者

，晉年功俸一級，其餘類

推，晉敍至年功俸最高俸

級為止，均給與二分之一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已敍年功俸最高俸級第

二年仍考列乙等而無級可

晉者，給與一又二分之一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 
四、丙等：留原俸級，並輔

導改善；第二次降一級改

敍，無級可降時，比照每

級俸差減俸，並輔導改善

；第三次應辦理資遣或依

規定退休。 
五、丁等：免職。 

考列丙等人員經輔導改

善後，十年內一年考列優等

或連續三年考列甲等時，得

抵銷丙等一次，不計列前項

第四款丙等次數；考列丙等

之年度已逾十年者，亦不計

列丙等次數。但扣除不計列

之丙等後仍有丙等者，距離

該丙等十年內再次考列丙等

時，視為第二次考列丙等。 
因第六條之二規定考績

考列丙等者，得依公務人員

保障法之規定提起復審；應

總額之一次獎金。 
二、乙等：晉本俸一級，並

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金；已達所敍職等本

俸最高俸級或已敍年功俸

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

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金；已敍年功俸最高

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

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三、丙等：留原俸級。 
四、丁等：免職。 

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

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

、年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爰明定各等次考績獎

金均以相差半個月之獎

金。另參照公務人員退

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

）之立法體例，將給與

「半」個月俸給總額，

修正為給與「二分之一

」個月俸給總額。 
(二)按公務人員俸給法制之

本旨，本俸係依受考人

服務年資逐年晉敍，年

功俸則係依受考人考績

績效表現之良窳，決定

晉級與否。惟現行規定

考績考列乙等除給與考

績獎金外，無論受考人

係敍本俸或年功俸均得

晉敍，致服務年資相同

但績效表現差異甚大之

人員，於退休時所得領

取之退休金數額相差不

大，實難激勵受考人戮

力從公、勇於任事之動

力。故修正考列乙等已

敍本俸最高級或年功俸

級者，採隔年晉敍年功

俸方式予以規範，以合

理區辨受考人之工作績

效表現。 
(三)至於考績考列乙等之考

績獎金部分，考量已敍

年功俸最高俸級考列優

等或甲等而無級可晉者

，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得加發一個月俸給

總額之一次獎金，基於

衡平性考量，爰明定受

考人已敍年功俸最高俸

級無級可晉者，給與二

分之一個月俸給總額之

一次獎金，第二年再考

列乙等而無級可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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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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人員考績一年列丙

等或任同一陞遷序列主管職

務連續三年列乙等者，應於

考績核定之日起二個月內，

依各該人員任用法律之規定

，予以調任非主管職務。 
本法所稱俸給總額，指

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

（年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 

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月

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四)現行考績法制對於工作

表現欠佳考績考列丙等

、丁等、一次記二大過

專案考績人員，雖分別

施以留原俸級及免職之

懲處處分，惟依銓敘部

一百年銓敘統計資料（

九十九年考績顯示，全

國公務人員受考人計二

十七萬三千零八人中，

考列丙等人數（含因公

受傷請公假或請延長病

假及免職或停職案被撤

銷補辦考績者）為三八

六人，僅占百分之○．

一；考列丁等人數為二

人，其百分比趨近於○

；一次記二大過人數為

六人，可知公務人員甚

少因考績結果而離開公

部門。又現行對工作表

現不佳考績考列丙等人

員，僅施以留原俸級之

懲處，且未予以輔導或

訓練，難達警惕與改進

之作用。故為有效運用

公務人力資源，並提昇

行政效率，對於考績考

列丙等者，機關應施以

適當之輔導，以促其改

善，俾發揮考績發展性

之功能。又現代文官制

度係基於功績原則予以

設計，對於第一次考列

丙等者，已施以輔導而

未見改善，第二次（非

以連續第二年為必要）

再考列丙等者，即予以

降一級改敍，無級可降

時，比照每級俸差減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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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三次再考列丙等

時，機關既給予相當期

間之改善機會，仍無法

改善其績效不佳之情況

，即予以資遣。另顧及

是類人員如已任職相當

長一段時間，在適度兼

顧公務人員權益及機關

績效管理之目的，復增

列第三次考列丙等者如

符合退休規定，亦可依

退休法相關規定辦理退

休。至有關受考人考績

考列丙等應如何施以輔

導改善之相關配套措施

，銓敍部將於配合研修

本法施行細則時，會商

相關機關周妥規劃；並

對於第二次考列丙等無

級可降比照每級俸差減

俸者，其後年度考績考

列乙等以上時如何晉敍

（復俸），併於本法施

行細則中明定。 
(五)配合立法體例將序文中

「左列」二字修正為「

下列」；以及配合增列

第一款優等獎懲結果，

將原第一款以下款次依

序遞移為第二款至第五

款。 
三、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以

本次修正丙等獎懲結果之目

的，係為提昇個人績效，如

受考人於考績考列丙等經輔

導後，考績曾考列一年優等

或連續三年甲等，顯見其績

效已有所改善，已符本法研

修之目的，參照平時考核獎

懲均得相互抵銷之規定，爰

明定一年考列優等或連續三

年考列甲等者，得抵銷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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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不計列第一項第四款

丙等次數。又考量因三次丙

等考績應予資遣或辦理退休

人員，實已改變其公務人員

身分，該等結果與受考人考

列丁等及受一次記二大過專

案考績免職處分之效果相同

，為維護公務人員權益，並

基於機關懲處權行使期間衡

平性之考量，乃參酌司法院

釋字第五八三號解釋及第十

二條第六項規定，將十年懲

處權行使期間條件，併納入

丙等獎懲結果中予以規範。

又丙等獎懲規定加入考績抵

銷及十年年限後，對於第一

次丙等經抵銷或因年限不計

入丙等次數計算者，為避免

產生第二次丙等考績應如何

界定疑義，且為利實務作業

上有所依循，爰併予明定第

二次考績之界定方式，例如

某甲一百零三年第一次考績

考列丙等後，相隔五年（一

百零八年）及十二年（一百

十五年）再分別考列丙等，

以其第一次考列丙等隔五年

（一百零八年）再考列之丙

等，屬十年內第二次考列丙

等，於考列丙等時已予以降

一級改敍，嗣其距第一次考

列丙等十二年（一百十五年

）後再考列丙等，其第一次

考列之丙等得不計列第一項

第四款之丙等次數，其相隔

五年（一百零八年）所考列

之丙等即變成第一次，距離

十二年（一百十五年）後再

考列之丙等，則變成最近十

年內第二次考列丙等，應再

予降一級改敍，如其於一百

十七年以前再考列丙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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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以資遣或辦理退休。至

如有抵銷第二次丙等之情形

者，其原降敍之俸級不再予

以回復，將於本法施行細則

中予以明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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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條第四項增列理由，參

酌考試院九十八年文官制度

興革規劃方案對不適任主管

之規劃，機關首長對於績效

表現較差或不適任之主管，

雖有隨時予以調任非主管之

權限，惟為使此調任非主管

機制更加明確，並提醒主管

自我警惕，爰參酌任用法第

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後段「

主管人員不得調任本單位之

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

員不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

。」規定，並考量適用或準

用本法辦理考績人員之相關

任用規定，增列第四項主管

考績不佳者，應依各該人員

任用法律予以調任非主管職

務之規定。又為期連續三年

考列乙等之條件明確，乃明

定「主管人員考績一年列丙

等或任同一陞遷序列主管職

務連續三年列乙等者，……

」始得依各該人員任用法律

之規定，予以調任非主管職

務。另本項所稱之考績，係

包括年終考績及另予考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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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第八條 另予考績人員不得考

列優等。 
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

列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給

總額之一次獎金；列乙等者

，給與二分之一個月俸給總

額之一次獎金；列丙等及丁

等者，與年終考績列丙等及

丁等者同。 

第八條 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

，列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

給總額之一次獎金；列乙等

者，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

一次獎金；列丙等者，不予

獎勵；列丁等者，免職。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一項，原第一項遞移

為第二項。 
二、本條第一項增列理由，以

另予考績人員因任職不滿一

年，為合理區分年終考績與

另予考績績效之不同，並期

公允，故明定另予考績人員

不得考列優等。至辦理另予

考績人員於任職期間具優良

事蹟表現，機關仍可透過獎

勵肯定其工作表現。 
三、本條第二項係配合第七條

第一項獎懲結果予以修正。

第九條 公務人員之考績，除

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

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

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第九條 公務人員之考績，除

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

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

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之一 除第九條之三第

一項另有規定者外，各機關

受考人考列優等人數比率，

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五；考

列甲等以上人數比率，最高

不得超過百分之六十五；考

列丙等人數比率，不得低於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但計

算結果人數尾數未達一人者

，均不予進整。 
除第九條之三第一項另

有規定者外，各機關簡薦委

任各官等受考人考列甲等以

上人數比率，最高不得超過

百分之七十五；主管人員考

列甲等以上人數比率，最高

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五。但

機關全體受考人考列甲等以

上人數比率，仍以前項規定

為限。 
前二項等次人數比率因

機關受考人數較少之彈性調

 一、本條新增。 
二、茲以原第二條雖已明確揭

示，考績應綜覈名實、信賞

必罰，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然各機關公務人員考績考列

甲等人數比率仍逐年攀升，

不少機關考列甲等人數比率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有

高達百分之百者。為解決各

機關考列甲等人數比率攀高

問題，並減少各機關考列甲

等人數比率標準不一之不合

理情形，自九十年起，即由

銓敍部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按：現為行政院人事行政

總處）首長聯名箋請各機關

首長配合依九十年九月總統

府及五院秘書長會談共識，

以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最高

不超過百分之七十五之原則

辦理考績。九十一年本法修

正草案函送立法院審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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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機制，應於施行細則中明

定之。 
各機關未組設考績委員

會者，其受考人總數併入上

級機關受考人總數統籌計算

；所稱上級機關指與下級機

關間具上下隸屬關係之機關

。但鄉（鎮、市）公所、鄉

（鎮、市）民代表會之上級

機關為縣政府。 
各機關人事、主計、政

風人員之考績，均不列入前

四項各機關受考人考列優等

、甲等以上及丙等人數比率

計算。但其考績辦理原則及

等次人數比率限制，仍應依

照前四項及前條規定，由各

該人員之主管機關或機構統

籌辦理。 

已將考績等次人數比率納入

規範，於九十二年五月間立

法院相關委員會審查時，立

法委員除就丙等人數比率高

低有不同意見外，對於考績

等次人數比率法制化，尚持

肯定看法。嗣九十四年考試

院重送立法院審議之本法修

正草案版本，仍維持明定考

績等次人數比率之相關規定

。故為落實考績應以同官等

為比較範圍，並配合第六條

增列優等規定，爰就考績等

次人數比率訂定具體規範。

三、本條第一項增列理由： 
(一)茲考量民眾對政府行政

績效滿意度始終與公務

人員考列甲等人數比率

存在落差，又為鼓勵受

考人爭取更好之績效表

現，在衡酌優等所增加

之考績獎金，且不增加

國家整體財政支出，又

避免日後優等淪為輪流

或其考列人數比率偏高

等因素考量下，乃訂定

考列優等人數比率為最

高百分之五，考列甲等

以上（含優等）人數比

率最高為百分之六十五

。如實務上各機關優等

人數比率未達百分之五

，所餘百分比額度，係

併入甲等人數比率計算

。 
(二)為對績效表現不佳者採

取適當輔導措施，藉以

提昇機關整體績效，並

落實考績獎懲功能，爰

明定考列丙等人數比率

，不得低於各機關受考

人總數百分之一至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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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又所稱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三涵攝之意旨

，將於本法施行細則中

明定。 
(三)另考量各機關依考列丙

等人數比率以不低於百

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為原

則規定，計算結果人數

可能出現尾數，如強制

規定予以進整，對受考

人數較少機關而言，影

響較大（按：例如受考

人數分別為三十八人及

一百五十二人之機關，

依百分之三比率計算並

予以進整，其考列丙等

人數應分別為二人及五

人，而實際考列丙等人

數比率則分別為百分之

五．二六及百分之三．

二九），以及各機關依

優等及甲等以上人數比

率計算結果人數亦不得

予以進整（按：計算尾

數如予以進整，即超過

人數比率上限），爰為

本項但書規定；至人數

較少且非屬未組設考績

委員會之機關，其考列

丙等人數如因此未達一

人時，則依本條第三項

機制辦理。 
(四)第九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各主管機關應視業務特

性辦理所屬機關間之團

體績效評比，並於每年

辦理考績前，依評比結

果決定其所屬各機關考

列甲等以上及丙等人數

比率，必要時，主管機

關考列甲等以上及丙等

人數比率亦可併入上開



立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政 38 

調整機制辦理，係屬本

項規定之例外情形，爰

併為除外規定。 
四、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 

(一)本法自七十六年一月十

六日施行以來，有關公

務人員考績應以機關內

同官等人員之工作表現

為比較範圍之規定未曾

改變，然以往各機關均

未能落實上開規定，致

有低官等人員考績考列

乙等較高之情形，爰明

定各官等人員考列甲等

以上人數比率，最高不

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二)鑒於主管人員於機關內

係擔任承上啟下之關鍵

性角色，其工作績效表

現之優劣，深切影響機

關整體行政績效，其考

列甲等以上人數比率略

高於非主管人員，實屬

合理，惟主管人員工作

職責雖較為繁重，然主

管間之績效表現仍有優

劣之別，故為落實考績

覈實考評之精神，並鼓

勵主管人員積極任事，

進而提昇機關或單位之

工作績效，同時打破主

管人員考績永遠考列甲

等之迷思，乃配合機關

考列甲等以上人數比率

規定，酌定本項。又上

開所稱主管人員與第六

條之一第二項所稱主管

人員範圍相同。 
(三)茲簡薦委任各官等受考

人及主管人員考列甲等

以上人數比率上限，係

扣合本條第一項規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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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以第九條之三

第一項規定各主管機關

應視所屬各機關業務特

性，並於每年辦理考績

前，依評比結果決定其

本機關及所屬各機關考

列甲等以上人數比率，

則本項所定之各官等受

考人及主管人員考列甲

等以上人數比率上限，

允宜保留些許彈性調整

之空間。以此等調整機

制，顯屬本項之例外情

形，爰併為除外規定。

五、本條第三項增列理由，考

量部分機關簡薦委任各官等

受考人數或單位主管人數較

少，又或者機關受考人總數

較少，如強制規定是類機關

應依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定之等次人數比率辦理，恐

生窒礙，亦未合理，例如機

關簡任人員或主管僅有二人

，如依本條第一項甲等以上

人數比率限制計算，此二人

考績僅有一人得考列甲等以

上，則實質考列甲等以上人

數比率僅為百分之五十，顯

低於機關整體考列甲等以上

人數比率以百分之六十五為

上限之規定，或部分機關受

考人數較少依優等或丙等人

數比率規定計算結果之人數

未達一人（按：此與第一項

但書規定，計算所得「人數

尾數未達一人」之情形不同

），倘是類機關因此無庸執

行相關規定，亦未合理，爰

授權於本法施行細則訂定彈

性調整機制，以符實需。 
六、本條第四項增列理由，茲

各機關如未組設考績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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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受考人總數多數甚少

，經參酌銓敍部九十三年七

月二十八日部法二字第○九

三二三七○七四七號令規定

：「……各鄉（鎮、市）公

所所屬之托兒所、圖書館或

清潔隊之考績考列甲等人數

比例，應併各鄉（鎮、市）

公所統籌計算。……」之精

神，上開機關之受考人總數

應可併入上級機關受考人總

數統籌計算。又就考績辦理

程序而言，未組設考績委員

會之機關，其受考人考績併

入上級機關統籌辦理，則該

機關首長即視同受考人之單

位主管，辦理考績時，即應

就受考人年度績效表現予以

評擬，復經上級機關考績委

員會初核，上級機關首長覆

核後，再由核定權責機關予

以核定，此作業程序於本法

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

規程中將配合明定。又本法

所稱上級機關除指與下級機

關間具上下隸屬關係之機關

外，參酌銓敍部九十三年七

月二十八日部法二字第○九

三二三七○七四七號令：「

……各鄉（鎮、市）民代表

會公務人員考績案，仍應由

縣政府統籌辦理。」規定，

爰界定本法所稱之上級機關

，俾可同時確認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為何機關。 
七、本條第五項增列理由，以

各機關之人事、主計及政風

人員雖屬各機關人員，且依

本法及本法施行細則相關規

定辦理考績，惟其任免、獎

懲、考績等相關事宜，係由

各該專責人事管理系統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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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或機構辦理，爰配合

第十四條第三項增列各機關

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考

績評擬、初核、覆核、核定

及報送銓敍審定作業程序，

依各該人員專屬法規或其主

管機關或機構規定辦理，明

定上開三類人員考績人數比

率均不列入各機關受考人優

等、甲等以上及丙等人數比

率計算，但為期衡平，上開

三類人員考列優等、甲等以

上及丙等人數比率限制，以

及辦理考績原則，仍應依照

本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及前條

規定，由各該人員之主管機

關或機構統籌辦理。 

第九條之二 前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所定各機關受考人考績

等次人數比率，得每三年由

考試院會商其他院，視國家

整體行政績效檢討結果彈性

調整，調整後之比率以命令

定之，並送立法院備查。 

 一、本條新增。 
二、茲公務人員考績法制改革

後，如國家整體行政績效因

全體公務人員努力而提升，

國家本應給予公務人員正向

肯定，為避免考績等次人數

比率以法明定過於僵化，須

透過修法始能變更相關規定

，爰為期彈性，建立得每三

年視國家整體行政績效檢討

結果彈性調整，調整後之比

率，由考試院會商其他院以

命令定之，並送立法院備查

。所稱「其他院」範圍將於

本法施行細則中明定。 

第九條之三 主管機關應視所

屬各機關業務特性，辦理所

屬機關間之團體績效評比，

並於每年辦理考績前，依團

體績效評比結果，彈性分配

所屬各機關受考人考列甲等

以上及丙等人數比率，必要

時，各官等與主管人員考列

甲等以上人數比率及主管機

關受考人考績等次人數比率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第一項增列理由： 

(一)各主管機關之所屬機關

間業務性質雖不盡相同

，惟對行政績效之要求

尚無不同，且各機關業

務質量、人員配置、軟

硬體設備等相關條件，

均與機關團體績效高低

有關，可作為機關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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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併入上開調整機制辦

理。但甲等以上人數比率以

增減百分之十；丙等人數比

率以增減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三為限，且主管機關及所屬

各機關考列甲等以上及丙等

人數比率總計，仍以第九條

之一第一項所定之人數比率

為限。 
各機關應視其業務特性

，辦理內部單位間之團體績

效評比，評比結果應作為評

定單位人員考列甲等以上及

丙等人數比率之依據。 
各機關辦理團體績效評

比之範圍、標準、程序及有

關事項，由考試院會同行政

院以辦法定之。 
研究發展考核業務主管

機關得定期公布各機關執行

業務之民意調查結果，供考

核評比之參考。 

互比較條件之一，故為

促成主管機關其所屬機

關間之良性競爭，乃明

定主管機關應視其業務

特性，辦理所屬機關間

之團體績效評比，並以

評比結果作為分配所屬

各機關考列甲等以上及

丙等人數比率高低之準

據，且甲等以上及丙等

人數比率於百分之十及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額

度內調整均可，增減數

額尚不以整數百分比為

限。例如甲機關績效特

優，其甲等以上人數比

率為百分之六十五加上

百分之十等於百分之七

十五，丙等人數比率為

百分之三減去百分之三

等於零；乙機關績效排

序次之，其甲等以上人

數比率為百分之六十五

加上百分之三等於百分

之六十八，丙等人數比

率為百分之三減去百分

之二等於百分之一；丙

機關績效欠佳，其甲等

以上人數比率為百分之

六十五減去百分之三等

於百分之六十二，丙等

人數比率維持百分之三

，丁機關績效排序最末

，其甲等以上人數比率

為百分之六十五減去百

分之十等於百分之五十

五，丙等人數比率為百

分之三加上百分之三等

於百分之六，依此類推

；惟主管機關及所屬各

機關考列甲等以上及丙

等人數比率總計，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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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百分之六十五上限及

以不低於百分之一至百

分之三為原則規定辦理

。又所稱增減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三之意旨，舉

例而言，主管機關如係

決定其及所屬各機關受

考人考績考列丙等人數

比率係百分之二，則所

屬各機關依團體績效評

比結果調整之丙等人數

比率可界於零（百分之

二減百分之二）至百分

之四，且調整幅度尚不

以整數為限，而為求周

妥並避免產生實務執行

上之爭議，本法施行細

則中將明定相關規定。

(二)考量主管機關雖不與所

屬機關進行團體績效評

比，惟主管機關業務確

實較繁重，如排除主管

機關受考人考列甲等以

上及丙等人數比率得適

用彈性調整機制之規定

，則主管機關之考績等

次人數比率，將完全受

限於第九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無調整之可能，

如此對主管機關受考人

行政績效之提升，恐生

負面影響。是以，對於

主管機關考績等次人數

比率是否併入所屬各機

關彈性調整，係以授權

由主管機關視其實際業

務需要而定。各機關各

官等及主管人員考列甲

等以上人數比率亦得併

入本項調整機制辦理。

但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考績考列甲等以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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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等人數比率，仍以第

九條之一第一項所定之

人數比率為限。 
三、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藉

由實施內部單位團體績效評

比，給予組織適度之競爭壓

力，督促組織努力達成目標

，進而提昇機關整體行政績

效，爰明定各機關應視其業

務特性實施內部單位之團體

績效評比。 
四、本條第三項增列理由，為

使各機關辦理團體績效評比

時有相關規定可資遵循，爰

明定實施團體績效評比之範

圍、標準、程序等相關規定

，以辦法定之。 
五、本條第四項增列理由，審

酌現行研究發展考核業務主

管機關常就各部會表現，或

某項政策民眾支持度進行例

行性調查，該等定期公布各

機關執行業務之民意調查結

果，亦可作為主管機關衡量

所屬機關年度績效表現之優

劣參據之一，爰增列本項規

定。 

第十條 年終考績應晉俸級，

在考績年度內已依法晉敍俸

級或在考績年度內升任高一

官等、職等職務已敍較高俸

級，其以前經銓敍審定有案

之低官等、職等職務合併計

算辦理高一官等、職等之年

終考績者，考列乙等以上時

，不再晉敍。但專案考績不

在此限。 

第十條 年終考績應晉俸級，

在考績年度內已依法晉敍俸

級或在考績年度內升任高一

官等、職等職務已敍較高俸

級，其以前經銓敍審定有案

之低官等、職等職務合併計

算辦理高一官等、職等之年

終考績者，考列乙等以上時

，不再晉敍。但專案考績不

在此限。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各機關參加考績人

員任本職等年終考績，二年

列甲等以上者，取得同官等

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前項所稱任本職等年終

第十一條 各機關參加考績人

員任本職等年終考績，具有

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取得

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三項至第五項。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配

合公務人員考績等次修正，

以及明定考列甲等以上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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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指當年一至十二月任

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理之

年終考績。另予考績及以不

同官等職等併資辦理年終考

績之年資，均不得予以併計

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但以不同官等職等併資辦

理年終考績之年資，得予以

併計取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

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依第四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併資辦理之年終考績，如

其轉任（調）或再任前原職

與現職職等相當或較高者，

得作為第一項取得同官等高

一職等任用資格之年資。 
經懲戒處分受休職、降

級、減俸或記過人員，在不

得晉敍期間辦理之年終考績

，不得作為升等任用資格之

年資。 
公務人員於本法中華民

國○年○月○日修正施行前

辦理之年終考績，尚未取得

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者

，得併計本法修正施行後二

年內辦理之年終考績，適用

本條修正施行前規定辦理。 

一、二年列甲等者。 
二、一年列甲等二年列乙等

者。 
前項所稱任本職等年終

考績，指當年一至十二月任

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理之

年終考績。另予考績及以不

同官等職等併資辦理年終考

績之年資，均不得予以併計

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但以不同官等職等併資辦

理年終考績之年資，得予以

併計取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

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比率，復鑒於過去考績升職

等條件較寬鬆，致受考人績

效表現優劣難分，故為區辨

受考人間工作績效表現之差

異，考績升職等條件爰配合

修正，明定受考人任本職等

年終考績二年考列甲等以上

者，始可取得同官等高一職

等之任用資格，刪除乙等可

為考績升職等之依據。 
三、本條第三項增列理由，查

現行本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

之一規定：「依本法第四條

第二項併資辦理之年終考績

，如其原任職務與現任職務

職等相當或較高者，得作為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取得同

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之年

資。」以上開規定涉及公務

人員考績升職等之重大權利

事項，爰予提昇本法規範。

又第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併

資辦理之年資，均得作為升

職等年資，爰併予規範，並

依體例及參酌第四條用語作

文字修正。 
四、本條第四項增列理由，現

行本法施行細則第十條規定

，經懲戒處分受休職、降級

、減俸或記過人員，在不得

晉敍期間考列乙等以上者，

不能取得升等任用資格。茲

以是項限制規定係影響受考

人升職等任用資格，允宜提

昇法律位階移列至本法加以

規範，爰將文字酌作修正後

，移列至本項規定。 
五、本條第五項增列理由，於

第一項升職等條件修正後，

為保護依現行規定已取得（

或將取得）升職等條件人員

之信賴利益，並配合本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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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施行日期由考試院另定特

定日施行，爰作以下規定：

(一)茲以本條第一項有關考

績升職等條件由現行二

年列甲等或一年列甲等

二年列乙等，修正為二

年列甲等以上始得升任

高一職等，因修正後之

規定較為嚴格，為保障

本法修正施行前已辦理

年終考績，尚未取得同

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

者之權益，爰參酌司法

院釋字第五二五號及第

六○五號解釋意旨，訂

定是類人員得以已辦理

之年終考績與本法修正

施行後二年內辦理之年

終考績，適用本條修正

施行前規定辦理升職等

。 
(二)於本法修正施行前已取

得考績升職等資格，惟

尚未占較高職等職缺人

員（如薦任第六職等至

第七職等科員，已有薦

任第七職等三年年終考

績一年列甲等二年列乙

等，取得升任薦任第八

職等資格，惟尚未占薦

任第八職等以上職缺）

，參據任用法施行細則

第八條在升官等條件修

正前，已依原有規定取

得較高官等任用資格者

予以保障之處理方式，

將於本法施行細則明定

，是類人員仍適用本法

修正前之規定。 

第十二條 各機關辦理平時考

核紀錄及獎懲，應為考績辦

理之重要依據。公務人員平

第十二條 各機關辦理公務人

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

別依左列規定：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原

第一項細分為二項，並增列

第二項及第六項，原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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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考核，獎勵分嘉獎、記小

功、記大功；懲處分警告、

記小過、記大過。平時考核

獎懲得相互抵銷。 
前項嘉獎、記小功或警

告、記小過之標準，由各主

管機關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

視業務情形訂定，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記一大功、記一

大過之標準及各機關辦理公

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案件之

程序，應於施行細則中明定

之。但各主管機關得依業務

特殊需要，另訂記一大功、

記一大過之標準，函送銓敍

部核備。 
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

過時行之；其獎懲依下列規

定： 
一、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

俸一級，已達所敍職等本

俸最高俸級或已敍年功俸

級者，晉年功俸一級，均

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

次獎金；已敍至年功俸最

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

給總額之一次獎金。但在

同一年度內再因一次記二

大功辦理專案考績者，不

再晉敍俸級，改給二個月

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二、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 
前項第一款一次記二大

功之標準，應於施行細則中

明定之。專案考績不得與平

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公務人員除曠職繼續達

四日、曠職一年累計達十日

或涉及性侵害行為，經查證

屬實，應予一次記二大過者

外，須有具體事證，足認有

一、平時考核：獎勵分嘉獎

、記功、記大功；懲處分

申誡、記過、記大過。於

年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

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

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

累積達二大過者，年終考

績應列丁等。 
二、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

過時行之；其獎懲依左列

規定： 
(一)一次記二大功者，晉

本俸一級，並給與一

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

；已達所敍職等本俸

最高俸級或已敍年功

俸級者，晉年功俸一

級，並給與一個月俸

給總額之獎金；已敍

至年功俸最高俸級者

，給與二個月俸給總

額之獎金。但在同一

年度內再因一次記二

大功辦理專案考績者

，不再晉敍俸級，改

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

一次獎金。 
(二)一次記二大過者，免

職。 
前項第二款一次記二大

功之標準，應於施行細則中

明定之。專案考績不得與平

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非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為一次記二大過處分：

一、圖謀背叛國家，有確實

證據者。 
二、執行國家政策不力，或

怠忽職責，或洩漏職務上

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

損害，有確實證據者。 
三、違抗政府重大政令，或

及第三項分別遞移為第四項

及第五項。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 

(一)茲以「平時成績紀錄及

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

數之重要依據。」等訓

示性規範，原係於第十

三條前段規定，惟配合

刪除該條等次限制之規

定，上開文字爰移列本

項前段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原本項第一款「於年終

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

總分」規定部分，以受

考人平時獎懲功過相互

抵銷之結果，已作為考

績等次條件；另「，無

獎懲抵銷而累積達二大

過者，年終考績應列丁

等」規定部分，已移至

第六條之三序文規定，

均予以刪除。 
(三)以公務員懲戒法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公務員之

懲戒處分分為撤職、休

職、降級、減俸、記過

及申誡。其中「記過」

及「申誡」用語，與本

法有關平時考核獎懲之

「記過」及「申誡」用

語相同，是以，為避免

實務執行上混淆，爰將

本項有關平時考核懲處

種類之「記過」及「申

誡」分別修正為「記小

過」及「警告」。另獎

勵種類之「記功」亦配

合修正為「記小功」。

三、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 
(一)現行平時考核記一大功

、記一大過之標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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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情形之一，始得為一次

記二大過之懲處： 
一、圖謀背叛國家者。 
二、洩漏職務上之機密，致

政府遭受重大損害者。 
三、違抗政府重大政令或嚴

重傷害政府信譽者。 
四、涉及貪污案件，其行政

責任重大者。 
五、圖謀不法利益或言行不

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

務人員聲譽者。 
六、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

長官，情節重大者。 
七、品行不端、有違誠實清

廉損及公務人員廉能官箴

或違反有關法令禁止事項

，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

者。 
八、挑撥離間、誣控濫告、

不聽指揮或破壞紀律，情

節重大，有立即處理之必

要者。 
公務人員之懲處自違法

失職行為終了之日起，已逾

下列期間，不得為之： 
一、屬一次記二大過之行為

者，十年。 
二、屬記一大過之行為者，

五年。 
三、屬記小過、警告之行為

者，三年。 

嚴重傷害政府信譽，有確

實證據者。 
四、涉及貪污案件，其行政

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 
五、圖謀不法利益或言行不

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

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

者。 
六、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

長官，情節重大，有確實

證據者。 
七、挑撥離間或破壞紀律，

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 
八、曠職繼續達四日，或一

年累積達十日者。 

於本法施行細則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並於同

條第二項規定，各主管

機關得依業務特殊需要

，另訂標準報送銓敍部

核備；至嘉獎、記功及

申誡、記過之標準，則

係於現行本法施行細則

第十三條第三項授權由

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行

訂定，報請上級機關備

查，為符法制，上開授

權規定均宜提昇至本法

規定，同時考量平時考

核獎懲與考績核定權同

屬主管機關權限，實務

上主管機關訂定之平時

考核獎懲標準，亦有含

括其所屬機關一體適用

之嘉獎、記功、申誡及

記過標準者，故明定嘉

獎、記小功、警告及記

小過之獎懲標準由各主

管機關訂定或授權所屬

機關視業務情形訂定，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以平時考核獎懲案件適

用本法各條文之考績程

序規定未臻明確，致實

務執行上常造成困擾，

爰明定應於本法施行細

則中訂定平時考核獎懲

案件之程序，俾利各機

關執行。 
四、本條第三項修正理由，係

將原第一項專案考績獎懲移

列本項規定，並配合文字體

例及第七條第一項獎懲用語

酌作文字修正。 
五、本條第五項除由原第三項

遞移外，修正理由如下： 
(一)考量受考人有「曠職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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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達四日或一年累計達

十日」之情事發生，即

成就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之條件，機關尚無裁量

空間，是以，為區辨上

開條件與其他各款條件

之不同，爰將原第三項

第八款移列於序文以除

外方式規定。 
(二)參酌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不得為教育人員；

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

，予以解聘或免職：…

…七、行為不檢有損師

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或涉及性侵害之行

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調查屬實。…

…」公務人員如對他人

有性侵害行為，並經查

證屬實者，實損及公務

人員官箴及尊嚴，亦影

響機關聲譽甚鉅，自不

應繼續任職，爰明定公

務人員如有上開情事者

，機關應即予一次記二

大過免職。又所稱「性

侵害行為」係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本法所稱性

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

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

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

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

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

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

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

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

款及其特別法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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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之。 
(三)序文部分，配合本法立

法體例修正，另將序文

中「非有……不得……

」反面表述方式，改以

「須……始得……」正

面表述方式予以規範。

(四)為使本項之文字更臻精

簡，爰將各款之「有確

實證據」等字刪除，於

序文增列「具體事證，

足認有」等字。 
(五)為使本項「處分」與本

條第一項中之「懲處」

文義一致，爰將本項「

處分」修正為「之懲處

」。另本項第二款前段

「執行國家政策不力，

或怠忽職責」已移列第

六條之三第四款為年終

考績考列丁等事由之一

，爰配合予以刪除。又

第三款酌作標點符號修

正，使文義更臻明確。

(六)審酌公務人員如發生重

大違失或品德操守之重

大瑕疵，為避免造成國

家社會重大傷害或損害

政府機關形象，影響社

會大眾對公部門之信任

及觀感，應立即以專案

考績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方式處理此等不適任人

員，爰將原第六條第三

項第四款之「品行不端

，或違反有關法令禁止

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

員聲譽」條件，移列本

項第七款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七)對於受考人有挑撥離間

、誣控濫告、不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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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破壞紀律等情事發生

，且情節重大，經機關

衡酌後認為有立即處理

之必要者，即應予以專

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免

職，爰於本項第八款明

定。 
六、本條第六項增列理由，為

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三號

解釋意旨，爰參照公務員懲

戒法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之懲

戒權行使期間規定，增列本

項規定，公務人員之懲處自

違法失職行為終了之日起，

屬一次記二大過之行為者，

已逾十年，即不得再為懲處

處分；至於違失行為相較於

一次記二大過為輕，屬記一

大過之行為者，其懲處權之

行使期間為五年；屬記小過

及警告之行為者，則均為三

年，以合理區分不同懲處種

類之懲處權行使期間，俾貫

徹憲法上對公務人員權益之

保障及法秩序安定。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三條 平時成績紀錄及獎

懲，應為考績評定分數之重

要依據。平時考核之功過，

除依前條規定抵銷或免職者

外，曾記二大功人員，考績

不得列乙等以下；曾記一大

功人員，考績不得列丙等以

下；曾記一大過人員，考績

不得列乙等以上。 

一、本條刪除。 
二、茲第六條之一及第六條之

二已明定受考人不得考列甲

等以上、應或得考列丙等條

件，第九條之一定有各機關

考績考列優等及甲等以上人

數比率，未來本法施行細則

亦將配合明定得考列優等之

條件，並修正現行考績得考

列甲等之條件。是以，為避

免本條等次限制規定與上開

規定未合，或滋生法條競合

問題，除本條前段規定移列

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者

外，對於平時功過獎懲相互

抵銷後，累計達相當數額功

績者，將移列本法施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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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得考列優等及甲等

條件之一。至平時功過抵銷

後所餘懲處部分規定，已被

應考列丙等條件吸納，爰刪

除本條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 考績年度中，

一級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之人

員，應與受考人就平時考核

結果進行面談二次。面談執

行方式、授權範圍及有關事

項，由考試院以辦法定之。 
機關依其組織法規規定

未設置內部單位者，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之人員仍應依前

項規定與受考人進行面談。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第一項增列理由： 

(一)參酌銓敍部於九十八年

四月至六月間辦理之本

法研修方向專家學者及

企業界座談會與會人員

所提建議，一級單位主

管與受考人於年度中間

適時面談，可即時就受

考人績效目標完成進度

予以檢討，進度落後者

，主管人員即應給予適

當協助或指導，藉由面

談促成主管與屬員間之

良性互動，並以此作為

主管與部屬溝通，進而

檢討工作指派及人力調

度之妥適性，以提昇機

關整體之行政效能，並

使績效考核之評擬更具

公正及客觀性。又為避

免受考人數眾多之機關

，因實施面談造成一級

單位主管工作負擔，爰

明定面談得由一級單位

主管授權之人員實施。

另面談尚包括受考人自

我考評在內，於考績評

擬前增列受考人自我考

核機制，給予受考人就

自我績效表現檢視之機

會，對考績作業民主化

程度之提升，具實質效

益，爰明定各機關每年

應辦理二次面談。至面

談執行方式、授權範圍

及有關事項等細節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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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由考試院以辦法

訂定，俾利各機關有所

遵循。 
(二)各機關一級單位主管以

上人員，雖非本項明定

應實施面談之對象，惟

機關首長仍可基於管理

上之需要，對上開人員

施以面談。本法施行細

則將就上開規定予以明

定。 
三、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以

部分機關依其組織法規規定

未設置內部單位，故其受考

人之面談即應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之人員為之，爰予明

定。 

第十四條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

員之考績，應由一級單位主

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

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首長

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

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敍部

銓敍審定。但非於年終辦理

之另予考績，除考列丙等或

丁等，應送考績委員會考核

外，得逕由機關首長考核。 
各機關常務副首長、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考績之

評擬，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

之人員為之。 
各機關人事、主計、政

風人員之考績評擬、初核、

覆核、核定及報送銓敍審定

作業程序，依各該人員專屬

法規或其主管機關或機構規

定辦理之。 

第十四條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

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

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

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

，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

屬機關核定，送銓敍部銓敍

審定。但非於年終辦理之另

予考績或長官僅有一級，或

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核

准不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

考績免職人員應送經上級機

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

由其長官考核。 
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

件，認為有疑義時，得調閱

有關考核紀錄及案卷，並得

向有關人員查詢。 
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

績列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

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

述及申辯之機會。 
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為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會、處、局、署

與同層級之機關）、省政府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刪除原第二項至第四項，另

增列第二項及第三項，原第

二項、第三項分別移列第十

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範。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本

項原但書規定中，除受考人

另予考績得由機關首長逕予

考核情形外，尚包括各機關

是否須組設考績委員會之條

件，致實務作業上，各機關

對於在何等情況下，受考人

考績始得由機關首長逕予考

核之法條解讀不同，而滋生

考績法制適用上之疑義，爰

將本項原但書有關各機關是

否組設考績委員會之規定，

移列第十五條第一項授權訂

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中

規範，並配合刪除「應送經

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

等文字，僅保留另予考績除

考列丙等或丁等應送考績委

員會考核外，得逕由機關首

長考核。又配合本法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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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諮議會、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 

將「機關長官」修正為「機

關首長」。另實務上，部分

機關對於「主管人員就考績

表項目評擬」所稱之主管人

員，究係意指何層級主管時

有疑義，故為期法規範更臻

明確，爰將「主管人員」修

正為「一級單位主管」；又

對於機關之派出單位，實務

上係將其視為一級單位，故

派出單位主管亦屬上開所稱

之一級單位主管。 
三、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茲

考績法制向來對於一級單位

主管以上人員考績如何辦理

評擬未有明確規範，以受考

人為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職務

者，包括如參事及常務副首

長等層級長官在內，為利實

務作業，並覈實辦理常務副

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

員之平時考核及考績，爰明

定本項規定；至何種人員方

屬本項所稱一級單位主管以

上人員，應依各機關組織法

規覈實認定之。另各機關人

事、主計、政風主管人員，

其考績係依本條第三項規定

辦理，故上開一條鞭單位主

管依其所在機關組織法規規

定，雖屬一級單位主管，惟

非本項之適用對象，併予敘

明。 
四、本條第三項增列理由，以

各機關之人事、主計及政風

人員雖屬各機關人員，且依

本法及本法施行細則相關規

定辦理考績，惟渠等係分別

適用「人事管理條例」、「

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

事人員設置管理要點」、「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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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例」等相關規定，由各該專

責人事管理系統之主管機關

（構）辦理其任免、獎懲、

考績等相關事宜。又查各機

關辦理公務人員考績（成）

作業要點第十八點規定略以

，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

考績（成），其送核程序暨

有關規定，循各該系統規定

辦理，且實務上，渠等考績

並未列入各機關受考人總數

計算。是以，允宜於本法中

明定人事、主計及政風人員

之考績，依各該人員專屬法

規或其主管機關或機構規定

之程序辦理，較為周延。 
五、本條第四項刪除理由，以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之定義，

業於第五條第三項統一規範

，爰刪除本項規定。 

第十五條 各機關考績委員會

之組設條件、組成、票選委

員比例、職掌、委員任期及

未組設考績委員會機關受考

人考績之辦理程序等有關事

項，由考試院以組織規程定

之。 
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

件，認為有疑義時，得調閱

有關考核紀錄及案卷，並得

向有關人員查詢。 
考績委員會對擬予考列

丙等、丁等或一次記二大過

人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

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第十五條 各機關應設考績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考試

院定之。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二項及第三項。 
二、本條第一項修正理由： 

(一)本法雖授權考試院訂定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規

定，惟其授權內容未能

明確，為符合授權明確

性原則，爰明列授權組

織規程訂定事項。 
(二)依現行本條規定，各機

關均應組設考績委員會

，而原第十四條第一項

但書規定：「……長官

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

形報經上級機關核准不

設置考績委員會時……

」，顯為現行本條之例

外情形，而實務上各機

關因須否組設考績委員

會，以及其考績委員會

組設不合法致原考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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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經保訓會撤銷之情形

十分常見，是以，為釐

清考績委員會之組設條

件及未組設考績委員會

機關受考人考績之辦理

程序，俾利各機關有所

遵循，爰併予納入授權

範圍中規範。 
三、本條第二項係由原第十四

條第二項移列。 
四、本條第三項除係由原第十

四條第三項移列外，以本法

第七條及第八條修正受考人

十年內第三次考列丙等者，

應予辦理資遣或依規定退休

，因考績結果影響受考人公

務人員身分之變更，允宜在

處分前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

辯之機會，是以，併予增列

納入「考列丙等、」等文字

，以保障是類人員權益；又

受考人陳述及申辯機會得以

書面或言詞為之，至上開陳

述或申辯能否委託他人代理

，未來本法施行細則將併予

明定。 

第十六條 公務人員考績案，

於核定或送銓敍部銓敍審定

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

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

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

處分。 

第十六條 公務人員考績案，

送銓敍部銓敍審定時，如發

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

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

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一、本條依原條文修正。 
二、以第十四條第一項業明定

各機關之考績由主管機關或

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是以

，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

關於核定時，如發現有違反

考績法規情事，應照原送案

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

適法之處分，爰修正本條規

定。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七條 （刪除）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八條 年終辦理之考績結

果，應自次年一月起執行；

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及非

於年終辦理之另予考績，自

第十八條 年終辦理之考績結

果，應自次年一月起執行；

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及非

於年終辦理之另予考績，自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 
二、本條修正理由： 

(一)以第十四條第一項明定

各機關之考績由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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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

核定之日起執行。但考績結

果應予辦理退休、資遣或免

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行

；未確定前，應先行停職。 

主管機關核定之日起執行。

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

定之日起執行；未確定前，

應先行停職。 

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

定，爰將本條中「自主

管機關核定之日起執行

」修正為「自主管機關

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

之日起執行」。 
(二)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受考人因三次丙等

考績應予資遣或依規定

退休，影響受考人公務

人員身分之變更。是以

，於受考人得提起考績

救濟期間，應比照考績

應予免職人員，自處分

確定之日起執行，未確

定前，先行停職之規定

辦理，方符衡平性原則

，爰作左列規定。 

第十九條 各機關辦理考績人

員如有不公或徇私舞弊情事

時，其主管機關應查明責任

予以懲處，並通知原考績機

關對受考人重加考績。 

第十九條 各機關辦理考績人

員如有不公或徇私舞弊情事

時，其主管機關應查明責任

予以懲處，並通知原考績機

關對受考人重加考績。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條 辦理考績人員，對

考績評擬、初核、覆核及核

定等考績辦理過程所涉考核

相關事宜，均應嚴守秘密，

並不得遺漏舛錯；對考績結

果在核定前亦應嚴守秘密，

不得洩漏，違者按情節輕重

予以懲處。 

第二十條 辦理考績人員，對

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不

得遺漏舛錯，違者按情節輕

重予以懲處。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 
二、配合第十四條第一項及九

十八年五月二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七條規定，將考績評擬、初

核、覆核及核定等考績過程

範圍，納入本條予以規範，

並酌作文字修正，使法條文

字更臻周延。另現行本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上

級機關於核定下級機關考績

時，如發現該機關考績有違

反考績法規之情事時，即應

退回原機關另為適法之處理

。是以，考績結果在核定前

，仍屬考績應嚴守秘密範疇

，爰併予明定。至一級單位

主管或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

人員，於面談時，就受考人



立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政 58 

工作績效表現不佳所給予之

預告，係屬考績評擬前之作

業，非屬本條所稱「考績辦

理過程所涉考核相關事宜」

範疇，故不生因考績預警機

制而有違反本條規定之虞。

第二十條之一 為提昇公務人

員品德修養、激勵工作熱忱

，以提高服務品質及工作績

效，應訂定獎勵或表揚相關

規定。 
前項獎勵或表揚之適用

對象、種類、條件、方式、

額度及有關事項，由考試院

以辦法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新增理由，以公務人

員激勵相關法規訂定之目的

，原為提昇機關所屬人員品

德修養，並激勵其工作熱忱

，以提高服務品質及工作績

效，其與考績目的相同，且

現行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

作潛能激勵辦法第八條消極

條件中，平時考核受「記過

」以上之處分者不得選拔為

模範公務人員之規定，亦將

配合本法修正為「記小過」

，兩者間互為相關連，爰於

本法訂定激勵辦法之授權依

據。 

第二十一條 派用人員之考成

，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派用人員之考成

，準用本法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不受任用資格限

制人員及其他不適用本法考

績人員之考成，得由各機關

參照本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不受任用資格限

制人員及其他不適用本法考

績人員之考成，得由各機關

參照本法之規定辦理。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三條 教育人員及公營

事業人員之考績，均另以法

律定之。 
適用及準用本法之各類

人員，均不得於專屬特種人

事法律或其他相關法律訂定

違反本法考績等次人數比率

限制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教育人員及公營

事業人員之考績，均另以法

律定之。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增

列第二項。 
二、本條第二項增列理由，查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三十二

條規定：「警察人員之考績

，除依本條例規定者外，適

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復查關務人員人事條例第

十七條規定：「關務人員之

考績，除依本條例規定者外

，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

定。」再查醫事人員人事條

例第十三條規定：「醫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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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考績獎懲，除本俸、年功

俸之晉級以醫事職務級別為

準外，餘均適用公務人員考

績法規定。」以上開規定明

定警察、關務、醫事等三類

人員考績適用本法之規定；

另派用人員考成依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準用本法之規定

，為避免上開三種特種人事

法律或其他相關法律透過修

法各別突破本法考績等次人

數比率之限制，爰增列本項

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行細則，

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行細則，

由考試院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法施行日期，

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年○月

○日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

考試院以命令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法施行日期，

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行。 

一、本條係修正第二項。 
二、本條第二項修正理由，查

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

略以：「……行政法規公布

施行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

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

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

賴利益之保護。……其因公

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

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

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利益

受損害，應採取合理之補救

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

款，俾減輕損害，方符憲法

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

」茲以年終考績係考核考績

當年度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

之成績，為免造成爭議，本

次修正條文施行日期，允宜

配合考績年度之起迄日期予

以明定，考量本法修正後之

相關人事法制研修，以及各

機關所應配合辦理之各類訓

練及準備工作均需時完成，

爰明定本次修正之條文施行

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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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法修正施行前之考績，

仍適用修正前之本法規定，

未來本法施行細則將配合予

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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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本法）前於九十九年七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為因應公務人員考

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六條增列優等，考績等次分為優、甲、乙、丙、丁五等，以及考績乙等

不再作為升職等依據之規定，爰配合修正本法第十七條升官等及經由薦任升官等訓練合格者，得擔

任職務列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之條件。又因上開條件修正後較修正前之規定嚴格，爰除

對修正前已符合該二項之考績條件人員，予以保障依修正前規定辦理外，為保護現職人員於修正前

已辦理之考績，原得依修正前規定之考績條件辦理之利益，故參照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號及第六○

五號解釋意旨，訂定得與考績法修正施行日起二年內辦理之考績，依本法第十七條修正施行前之規

定辦理。另配合考績法第二十五條增訂其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爰於本法第四

十條增訂第十七條條文施行日期亦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俾能同時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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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七條 公務人員官等之晉

升，應經升官等考試及格。 
經銓敍部銓敍審定合格

實授現任薦任第九職等主管

或相當職務人員，具有下列

資格之一，且其以該職等主

管或相當職務辦理之年終考

績最近三年列甲等以上，並

已晉敍至薦任第九職等本俸

最高級後，再經晉升簡任官

等訓練合格者，取得升任簡

任第十職等任用資格，不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或公務人

員薦任升官等考試、薦任

升等考試或於本法施行前

經分類職位第六職等至第

九職等考試或分類職位第

六職等升等考試及格，並

任合格實授薦任第九職等

職務滿三年者。 
二、經大學或獨立學院以上

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

薦任第九職等職務滿六年

者。 
前項公務人員如有特殊

情形或係駐外人員，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得先予調派簡

任職務，並於一年內或回國

服務後一年內補訓合格，不

受應先經升官等訓練，始取

得簡任任用資格之限制。 
前項應予補訓人員，如

未依規定補訓或補訓成績不

合格，應予撤銷簡任任用資

格，並回任薦任職務，不適

用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第十七條 公務人員官等之晉

升，應經升官等考試及格。

經銓敍部銓敍審定合格

實授現任薦任第九職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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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敍至薦任第九職等本俸最高

級後，再經晉升簡任官等訓

練合格者，取得升任簡任第

十職等任用資格，不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一、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或公務人

員薦任升官等考試、薦任

升等考試或於本法施行前

經分類職位第六職等至第

九職等考試或分類職位第

六職等升等考試及格，並

任合格實授薦任第九職等

職務滿三年者。 
二、經大學或獨立學院以上

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

薦任第九職等職務滿六年

者。 
前項公務人員如有特殊

情形或係駐外人員，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得先予調派簡

任職務，並於一年內或回國

服務後一年內補訓合格，不

受應先經升官等訓練，始取

得簡任任用資格之限制。 
前項應予補訓人員，如

未依規定補訓或補訓成績不

合格，應予撤銷簡任任用資

格，並回任薦任職務，不適

用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修正，並

增列第十項及第十一項。 
二、本條第二項與第六項修正

及第十項增列理由： 
(一)茲為激勵工作績效表現

卓著或對機關行政效能

提昇具特殊貢獻之人員

，並給予更優之實質獎

勵，進而促成機關內部

良性競爭，公務人員考

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

）爰於甲等之上增列優

等，以公務人員升官等

條件本為擇優拔擢人才

而予以規範，故配合考

績法增列優等，修正本

條第二項及第六項升官

等之考績年資條件。 
(二)考量現行升官等條件較

寬鬆，致許多已符合簡

任升官等條件卻尚未任

主管職務人員，亦得參

加簡任升官等訓練，與

公務人員職務逐級陞遷

之概念相違且浪費訓練

資源，又參酌考試院文

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亦

建議：「應修正公務人

員任用法有關升簡任官

等之基本條件，增設曾

任薦任第九職等主管職

務滿二年以上之經歷等

條件，以陞遷歷練結合

簡任升官等訓練，提昇

簡任文官人力素質」，

爰將現任「主管職務」

納為第二項升簡任官等

條件之一。另以部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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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且均不得再依前項規

定調派簡任職務。 
薦任第九職等職務人員

經參加晉升簡任官等訓練不

合格或廢止受訓資格，須至

第九項辦法所定得再參加該

訓練之年度時，始得依第三

項規定調派簡任職務。 
經銓敍部銓敍審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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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考績最近三年列甲等以上

，並已晉敍至委任第五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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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升任薦任官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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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考績均列甲等以上者，得

擔任職務列等最高為薦任第

規定，且均不得再依前項規

定調派簡任職務。 
薦任第九職等職務人員

經參加晉升簡任官等訓練不

合格或廢止受訓資格，須至

第九項辦法所定得再參加該

訓練之年度時，始得依第三

項規定調派簡任職務。 
經銓敍部銓敍審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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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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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升任薦任官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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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之薦任第九職等職務

雖非屬法定主管職務，

惟具有相當主管職務之

性質；或部分機關之職

務結構於簡任官等職務

與薦任第九職等非主管

職務間，並未置薦任第

九職等主管職務者，實

際上亦得由該等薦任第

九職等非主管職務人員

陞任該機關之簡任職務

；以及薦任跨列簡任官

等之非主管職務，現職

人員本得於取得簡任任

用資格後原職升等任用

，故併將現任相當薦任

第九職等主管職務者納

為升簡任官等條件範圍

，並增列第十項，授權

相當薦任第九職等主管

職務之範圍，應於本法

施行細則中明定之。 
三、以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練

所需之考績條件，既已修正

為三年列甲等以上，則經晉

升薦任官等訓練合格人員欲

擔任薦任官等更高職等職務

之條件，自應較為嚴格，爰

將現行第七項有關是類人員

具有碩士以上學位得擔任職

務列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

以下職務，所需最近五年任

薦任第七職等職務之考績年

資，予以修正為均列甲等以

上。 
四、本條第十一項增列理由，

以本次修正後升官等條件較

嚴，爰除依現行規定已符合

升官等考績條件人員，予以

保障依現行規定參加升官等

訓練外，為保護經銓敍部銓

敍審定合格實授現任薦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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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職等以下職務。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

法規規定不得作為晉升職等

及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

務仍以原職等任用之考績、

年資，均不得作為第二項及

第六項規定之考績、年資。 
第二項及第六項晉升官

等訓練期間、實施方式、受

訓資格、名額分配與遴選、

成績考核、延訓、停訓、免

訓、廢止受訓資格、保留受

訓資格、訓練費用及有關事

項之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項所稱相當薦任第

九職等主管職務之範圍，應

於施行細則中明定之。 
經銓敍部銓敍審定合格

實授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委

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其於

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

之本條施行前以該官等職等

職務辦理之年終考績，得與

該施行日起二年內以該官等

職等職務辦理之年終考績，

適用本條修正施行前之規定

，取得升官等任用資格。依

第六項升任薦任官等人員，

於中華民國○年○月○日修

正之本條施行前任薦任第七

職等職務辦理之年終考績，

得與該施行日起二年內以該

官等職等職務辦理之年終考

績，適用本條修正施行前之

規定，擔任職務列等最高為

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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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

法規規定不得作為晉升職等

及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

務仍以原職等任用之考績、

年資，均不得作為第二項及

第六項規定之考績、年資。

第二項及第六項晉升官

等訓練期間、實施方式、受

訓資格、名額分配與遴選、

成績考核、延訓、停訓、免

訓、廢止受訓資格、保留受

訓資格、訓練費用及有關事

項之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九職等或委任第五職等職務

人員，於本法修正前以該官

等職等職務辦理之年終考績

，原可適用現行升官等條件

規定之利益，乃參照司法院

釋字第五二五號及第六○五

號解釋意旨，訂定得與考績

法修正施行日起二年內辦理

之考績年資，適用本條修正

前之升官等規定。又基於相

同法理，並規定經由薦任升

官等訓練合格升任薦任官等

人員，於考績法修正施行前

任薦任第七職等職務辦理之

年終考績，得與考績法修正

施行日起二年內辦理之年終

考績，適用本條修正施行前

之規定，擔任職務列等最高

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

另因本條第二項、第六項及

第七項，係分別以「最近三

年」、「最近五年」規定升

官等及得擔任職務列等最高

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之

條件，故適用上開保障或保

護措施人員，於依本條修正

施行前之規定辦理時，其考

績仍須受「最近三年」或「

最近五年」之限制，即考績

法修正施行第四年起，均不

得再適用本條修正施行前之

規定，例如，考績法於一百

零二年一月一日施行，則現

職人員得併一百零二年及一

百零三年之考績適用本條修

正施行前之規定，至一百零

四年之考績，因最近三年之

考績均屬考績法修正施行後

所辦理，不再予以保護，則

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起即應

適用本條修正施行後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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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本法施行日期，由

考試院以命令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

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

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

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

七月十三日修正之第二十九

條條文，自一百年一月一日

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年○月

○日修正之第十七條條文施

行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

之。 

第四十條 本法施行日期，由

考試院以命令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

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

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

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

七月十三日修正之第二十九

條條文，自一百年一月一日

施行。 

一、本條增訂第五項。 
二、茲審酌本法第十七條係配

合考績法相關規定修正，而

考績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係

規定其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

考試院以命令定之，是為與

考績法同時施行，爰增訂第

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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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本法）前奉 總統於九十八年四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茲以公務

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六條增列「優等」等次之規定，爰予配合修正本法第十一條各機

關公務人員得優先陞任要件，以資適用，第十二條並配合第十一條款次變更酌作文字修正。另配合

考績法第二十五條增訂其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爰於本法第二十一條增訂第十

一條、第十二條條文施行日期由考試院以命令定之之規定，俾能同時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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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下列人員無

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且具有陞任職務任用資

格者，得經甄審委員會同意

優先陞任： 
一、最近三年內曾獲頒功績

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

章。 
二、最近三年內經一次記二

大功辦理專案考績（成）

有案。 
三、最近三年內連續二年考

績（成）列優等。 
四、最近三年內曾當選模範

公務人員。 
五、最近五年內曾獲頒勳章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六、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分

發，先以較所具資格為低

之職務任用。 
合於前項得優先陞任條

件有二人以上時，如有第六

款情形應優先陞任，餘依陞

任標準評定積分後，擇優陞

任；其構成該條件之事實，

以使用一次為限。同時兼具

有兩款以上者亦同。 
第一項第一款之專業獎

章不含依服務年資頒給者。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下列人員無

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且具有陞任職務任用資

格者，得經甄審委員會同意

優先陞任： 
一、最近三年內曾獲頒功績

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

章。 
二、最近三年內經一次記二

大功辦理專案考績（成）

有案。 
三、最近三年內曾當選模範

公務人員。 
四、最近五年內曾獲頒勳章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五、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分

發，先以較所具資格為低

之職務任用。 
合於前項得優先陞任條

件有二人以上時，如有第五

款情形應優先陞任，餘依陞

任標準評定積分後，擇優陞

任；其構成該條件之事實，

以使用一次為限。同時兼具

有兩款以上者亦同。 
第一項第一款之專業獎

章不含依服務年資頒給者。

一、本條增訂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其餘款次遞移；第二項

配合第一項款次變更，酌作

文字修正。 
二、配合公務人員考績法（以

下簡稱考績法）第六條增列

「優等」等次之規定，增訂

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使

工作績優人員，得快速拔擢

陞遷。 

第十二條 各機關下列人員不

得辦理陞任： 
一、最近三年內因故意犯罪

，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

定者。但受緩刑宣告者，

不在此限。 
二、最近二年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降

第十二條 各機關下列人員不

得辦理陞任： 
一、最近三年內因故意犯罪

，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

定者。但受緩刑宣告者，

不在此限。 
二、最近二年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降

本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六款第

三目，配合考績法體例及第十

一條第一項款次變更，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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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處分者。 
三、最近二年內曾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 
四、最近一年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

分者。 
五、最近一年考績（成）列

丙等者，或最近一年內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曾受累計

達一大過以上之處分者。

但功過不得相抵。 
六、任現職不滿一年者。但

下列人員不在此限： 
(一)合計任本機關同一序

列或較高序列職務，

或合計曾任他機關較

高職務列等或職務列

等相同之職務年資滿

一年。 
(二)本機關次一序列職務

之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一年且無前目之情形

。 
(三)前條第一項第六款之

情形。 
七、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全

時訓練或進修六個月以上

，於訓練或進修期間者。 
八、經機關核准留職停薪，

於留職停薪期間者。但因

配合政府政策或公務需要

，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或借調其他公務機關、公

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

服務，經核准留職停薪者

，不在此限。 
九、依法停職期間或奉准延

長病假期間者。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於各機關辦理外補陞任時

，亦適用之。 

級之處分者。 
三、最近二年內曾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 
四、最近一年內曾依公務員

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

分者。 
五、最近一年考績（成）列

丙等者，或最近一年內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曾受累積

達一大過以上之處分者。

但功過不得相抵。 
六、任現職不滿一年者。但

下列人員不在此限： 
(一)合計任本機關同一序

列或較高序列職務，

或合計曾任他機關較

高職務列等或職務列

等相同之職務年資滿

一年。 
(二)本機關次一序列職務

之人員均任現職未滿

一年且無前目之情形

。 
(三)前條第一項第五款之

情形。 
七、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全

時訓練或進修六個月以上

，於訓練或進修期間者。

八、經機關核准留職停薪，

於留職停薪期間者。但因

配合政府政策或公務需要

，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或借調其他公務機關、公

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

服務，經核准留職停薪者

，不在此限。 
九、依法停職期間或奉准延

長病假期間者。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於各機關辦理外補陞任時

，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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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行。 
本法中華民國○年○月

○日修正之第十一條及第十

二條條文施行日期，由考試

院以命令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行。 
一、本條新增第二項。 
二、明定本法第十一條及第十

二條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考

試院以命令定之之規定，俾

與考績法相關規定之修正同

時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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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5年各官等主管及非主管人員考績等次統計

考績年度 甲 乙 百分比 丙 百分比 丁 百分比

主管 4,006 97.28% 112 2.72% 0 0% 0 0% 4,118 2.48%

非主管 3,597 88.97% 440 10.88% 6 0.15% 0 0% 4,043 2.43%

主管 24,025 88.22% 3,188 11.71% 19 0.07% 0 0% 27,232 16.38%

非主管 57,621 74.00% 20,115 25.83% 129 0.17% 0 0% 77,865 46.85%

主管 761 85.31% 130 14.57% 1 0.11% 0 0% 892 0.54%

非主管 35,196 67.62% 16,726 32.13% 131 0.25% 0 0% 52,053 31.32%

主管 28,792 89.30% 3,430 10.64% 20 0.06% 0 0% 32,242 19.40%

非主管 96,414 71.97% 37,281 27.83% 266 0.20% 0 0% 133,961 80.60%

125,206 75.33% 40,711 24.49% 286 0.17% 0 0% 166,203 100%

主管 4,118 97.68% 98 2.32% 0 0% 0 0% 4,216 2.52%

非主管 3,686 89.71% 412 10.03% 11 0.27% 0 0% 4,109 2.46%

主管 24,330 87.70% 3,398 12.25% 15 0.05% 0 0% 27,743 16.59%

非主管 58,642 74.21% 20,253 25.63% 123 0.16% 0 0% 79,018 47.26%

主管 702 85.09% 122 14.79% 1 0.12% 0 0% 825 0.49%

非主管 34,539 67.35% 16,603 32.38% 141 0.27% 0 0% 51,283 30.67%

主管 29,150 88.92% 3,618 11.04% 16 0.05% 0 0% 32,784 19.61%

非主管 96,867 72.07% 37,268 27.73% 275 0.20% 0 0% 134,410 80.39%

126,017 75.37% 40,886 24.45% 291 0.17% 0 0% 167,194 100%

主管 4,134 97.71% 96 2.27% 1 0.02% 0 0% 4,231 2.53%

非主管 3,723 90.12% 403 9.76% 5 0.12% 0 0% 4,131 2.47%

主管 24,625 88.20% 3,280 11.75% 14 0.05% 0 0% 27,919 16.67%

非主管 59,919 73.93% 21,003 25.91% 131 0.16% 0 0% 81,053 48.39%

主管 643 85.62% 107 14.25% 1 0.13% 0 0% 751 0.45%

非主管 33,166 67.10% 16,139 32.65% 120 0.24% 0 0% 49,425 29.51%

主管 29,402 89.37% 3,483 10.59% 16 0.05% 0 0% 32,901 19.64%

非主管 96,808 71.92% 37,545 27.89% 256 0.19% 0 0% 134,609 80.36%

126,210 75.34% 41,028 24.49% 272 0.16% 0 0% 167,510 100%

考績年度 甲 乙 百分比 丙 百分比 丁 百分比

主管 319 100% 0 0% 0 0% 0 0% 319 0.43%

非主管 97 100% 0 0% 0 0% 0 0% 97 0.13%

主管 10,770 93.14% 783 6.77% 10 0% 0 0% 11,563 15.54%

非主管 29,010 78.75% 7,704 20.91% 126 0.34% 0 0% 36,840 49.53%

主管 45 81.82% 10 18.18% 0 0% 0 0% 55 0.07%

非主管 15,870 62.21% 9,495 37.22% 146 0.57% 0 0% 25,511 34.30%

主管 11,134 93.27% 793 6.64% 10 0.08% 0 0% 11,937 16.05%

非主管 44,977 72.02% 17,199 27.54% 272 0.44% 0 0% 62,448 83.95%

56,111 75.43% 17,992 24.19% 282 0.38% 0 0% 74,385 100%

主管 320 100% 1 0.31% 0 0% 0 0% 321 0.43%

非主管 93 96.88% 3 3.13% 0 0% 0 0% 96 0.13%

主管 10,874 93.56% 732 6.30% 16 0.14% 0 0% 11,622 15.71%

非主管 28,379 78.67% 7,572 20.99% 124 0.34% 0 0% 36,075 48.76%

主管 47 88.68% 6 11.32% 0 0% 0 0% 53 0.07%

非主管 16,106 62.40% 9,582 37.12% 124 0.48% 0 0% 25,812 34.89%

主管 11,241 93.71% 739 6.16% 16 0.13% 0 0% 11,996 16.22%

非主管 44,578 71.92% 17,157 27.68% 248 0.40% 0 0% 61,983 83.78%

55,819 75.45% 17,896 24.19% 264 0.36% 0 0% 73,979 100%

主管 317 99.69% 1 0.31% 0 0% 0 0% 318 0.43%

非主管 103 98.10% 2 1.90% 0 0% 0 0% 105 0.14%

主管 10,857 93.99% 683 5.91% 11 0.10% 0 0% 11,551 15.46%

非主管 27,380 79.43% 6,989 20.27% 102 0.30% 1 0.003% 34,472 46.15%

主管 45 81.82% 10 18.18% 0 0% 0 0% 55 0.07%

非主管 17,589 62.39% 10,493 37.22% 109 0.39% 0 0% 28,191 37.74%

主管 11,219 94.09% 694 5.82% 11 0.09% 0 0% 11,924 15.96%

非主管 45,072 71.81% 17,484 27.85% 211 0.34% 1 0.002% 62,768 84.04%

56,291 75.36% 18,178 24.34% 222 0.30% 1 0.001% 74,692 100%

105

警監 99.29%

警正 83.08%

警佐 62.43%

小計
75.36%

合計

104

警監 99.04%

警正 82.30%

警佐 62.45%

小計
75.45%

合計

103

警監 100%

警正 82.18%

警佐 62.25%

小計
75.43%

合計

警察人員 考績等次
合計 百分比

官等 百分比

105

簡任(派) 93.96%

薦任(派) 77.58%

委任(派) 67.38%

小計
75.34%

合計

104

簡任(派) 93.74%

薦任(派) 77.72%

委任(派) 67.63%

小計
75.37%

合計

103

簡任(派) 93.16%

薦任(派) 77.69%

委任(派) 67.91%

小計
75.33%

合計

一般人員(含派用人員) 考績等次
合計 百分比

官等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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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年度 甲 乙 百分比 丙 百分比 丁 百分比

主管 21 95.45% 1 4.55% 0 0% 0 0% 22 0.08%

非主管 454 94.39% 27 5.61% 0 0% 0 0% 481 1.81%

主管 112 96.55% 4 3.45% 0 0% 0 0% 116 0.44%

非主管 2,679 86.67% 406 13.13% 6 0.19% 0 0% 3,091 11.62%

主管 24 88.89% 3 11.11% 0 0% 0 0% 27 0.10%

非主管 11,142 72.97% 4,095 26.82% 32 0.21% 0 0% 15,269 57.39%

士(生)級 非主管 4,580 60.26% 60.26% 2,993 39.38% 27 0.36% 0 0% 7,600 28.56%

主管 157 95.15% 8 4.85% 0 0% 0 0% 165 0.62%

非主管 18,855 71.31% 7,521 28.44% 65 0.25% 0 0% 26,441 99.38%

19,012 71.46% 7,529 28.30% 65 0.24% 0 0% 26,606 100%

主管 23 100% 0 0% 0 0% 0 0% 23 0.09%

非主管 455 93.05% 34 6.95% 0 0% 0 0% 489 1.81%

主管 108 90.76% 11 9.24% 0 0% 0 0% 119 0.44%

非主管 2,681 87.10% 391 12.70% 6 0.19% 0 0% 3,078 11.38%

主管 23 92.00% 2 8.00% 0 0% 0 0% 25 0.09%

非主管 11,471 73.29% 4,148 26.50% 33 0.21% 0 0% 15,652 57.89%

士(生)級 非主管 4,614 60.31% 60.31% 3,019 39.46% 18 0.24% 0 0% 7,651 28.30%

主管 154 92.22% 13 7.78% 0 0% 0 0% 167 0.62%

非主管 19,221 71.53% 7,592 28.25% 57 0.21% 0 0% 26,870 99.38%

19,375 71.66% 7,605 28.13% 57 0.21% 0 0% 27,037 100%

主管 23 100% 0 0% 0 0% 0 0% 23 0.09%

非主管 457 93.65% 31 6.35% 0 0% 0 0% 488 1.81%

主管 116 96.67% 4 3.33% 0 0% 0 0% 120 0.44%

非主管 2,583 85.93% 419 13.94% 4 0.13% 0 0% 3,006 11.14%

主管 25 86.21% 4 13.79% 0 0% 0 0% 29 0.11%

非主管 11,517 72.75% 4,285 27.07% 29 0.18% 0 0% 15,831 58.69%

士(生)級 非主管 4,524 60.50% 60.50% 2,936 39.26% 18 0.24% 0 0% 7,478 27.72%

主管 164 95.35% 8 4.65% 0 0% 0 0% 172 0.64%

非主管 19,081 71.19% 7,671 28.62% 51 0.19% 0 0% 26,803 99.36%

19,245 71.34% 7,679 28.47% 51 0.19% 0 0% 26,975 100%

資料來源：本部銓審資料庫

105

師(一)級 93.93%

師(二)級 86.34%

師(三)級 72.77%

小計
71.34%

合計

104

師(一)級 93.36%

師(二)級 87.24%

師(三)級 73.32%

小計
71.66%

合計

103

師(一)級 94.43%

師(二)級 87.03%

師(三)級 73.00%

小計
71.46%

合計

醫事人員 考績等次
合計 百分比

級別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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