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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主 旨 ：關於大院為大法官審理當事人聲請解釋案，請本部就公務 

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7條第1項第4款及第12 

條第1項第1款規定相關疑義提供意見一案，復請查照。

f 說 明 ：

! 一 、復貴秘書長民國109年5月15日秘台大二字第1090014674號

線

函 。

二 、有關考績法第7條第1項 規 定 ：「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 

：……四 、丁 等 ：免 職 。」同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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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獎懲抵銷後而累積達一 

定程度作為免職之要件，其立法理由為何？以及外國有無 

相 同 、類似或相關立法例可資參考一節：

(一）查前開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 規 定 ，自考績法76年1 

月1 6曰施行以來未曾修正，依當時立法院審查之立法說 

明 所 載 ，該 條係參照原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原考 

績法）第8條及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分類 

職位考績法）第12條之規定擬訂。以下分別就上開2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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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沿革說明如下：

1 、原考績法第 8條相關規定沿革：

( 1 ) 5 1年4月9 日修正公布之原考績法第 8條 規 定 ： 「（

第1項 ）各機關長官對所屬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 

須 嚴 密 執 行 ，…… （第2項 ）前項考核之獎勵，分 

嘉 獎 、記 功 、記 大 功 ；懲 處 分 申 誡 、記 過 、記大過 

; 記功 3次作為記大功1次 ，記過 3次 ，作為記大過1 

次 ，功過得互相抵銷，記大功大過人員，應報验敘 

機 關 備 案 ，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内，……記大過達 

兩 次 ，未依照規定抵銷者，應 即 予 免 職 ，但被免職 

人 員 ，得於免職後 3 0日内向上級機關申請復核，… 

… 」次查考試院於50年4月1 3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考 

績法修正草案總說明一： 「……查機關主管長官對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非依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 

法 ）及 考 績 法 規 定 ，能否逕予免職，法無明文規定 

，而公務人員平時有重大過失，必須俟年終考績時 

，始 能 予 以 免 職 ，亦嫌懲處逾時，本院針對此項事 

實 ，故擬規定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内曾記大過兩次 

者 ，即 予 免 職 ，以期加強機關主管長官對屬員行政 

監督權之行使。」嗣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於審查上開 

條 文 時 ，將 考 試 院 原 擬 「曾記大過兩次，並未依照 

規 定 抵 銷 者 ，應予免職」文 字 ，修 正 為 「記大過達 

兩 次 ，未依照規定抵銷者，應即予免職」 ，並附加 

免職人員得申請復核之但書規定。復查51年11月21 

曰修正發布之原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2條 規 定 ：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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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記大過累積達大過兩次，因 而 免 職 者 ，得就累積 

記過記大過之事實，依本法第 8條第2項之規定申請 

復 核 。」

( 2 )59年8月2 8曰修正公布之原考績法第 8條第2項規定 

: 「前 項 考 核 之 獎 勵 ，分 嘉 獎 、記 功 、記 大 功 ；懲 

處 分 申 誠 、記 過 、記 大 過 。最獎 3次作為記功1次 ， 

記功 3次作為記大功1次 ；申誡3次作為記過1次 ，記 

過 3次 ，作為記大過1次 ，獎懲得互相抵銷。記大功 

大 過 人 員 ，應報銓敘機關備案。公務人員在考績年 

度 内 ，…… 記大過兩次或累積達兩次，未依照規定 

抵 銷 者 ，應 予 免 職 。…… 」其於立法院審查時之修 

正 說 明 ： 「……二 、為加強機關首長之指揮監督考 

核 權 ，原已將1次記大功或大過兩次之獎懲，於58年 

8月1 2日修正考績法施行細則中有規定（按上開考 

績法施行細則第12條 規 定 ： 『記大過兩次或記過、 

記大過累積達大過兩次，因 而 免 職 者 ，得就累積記 

過 、記 大 過 之 事 實 ，依本法第 8條第2項之規定申請 

復 核 』） ，茲為強化執行，擬將之增訂入本法。三 

、擬將嘉獎 3次 ，作為記功1次 ，申誡3次 ，作為記過 

1次 ，以 便 計 算 。」

( 3 )69年12月3 曰修正公布之原考績法第 8條第2項規定 

: 「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列規定：一 、 

平 時 考 核 ，其獎勵分嘉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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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獎懲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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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其 年 終 考 績 ，應 列 丁 等 。……

」其於立法院審查時之修正說明： 「本條修正之原 

因 ，係為與分類職位考績法修正後對於獎懲標準一

致 ，故將本條文修正，其 要 點 如 左 ：....二 、明定

平時 考 核 結 果 ，彙至年終考績時，併 計 成 績 ，增減 

總 分 ，獎懲抵銷後而累積違（按 應 為 『達 』）2次大

過 者 ，年 終 考 績 ，應 列 丁 等 ，俾 免 迴 護 。....」

2 、原分類職位考績法第 8條相關規定沿革：

( 1 )58年8月2 5日修正公布之分類職位考績法第12條第 1 

項 規 定 ： 「各機關對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得 予 嘉 獎 、記 功 、申 誡 、記 過 、於 年 終 考 績 時 ，併 

計 其 成 績 。其有重大功過者，應 列 入 專 案 考 績 ，分

別予以記大功、記大過之獎懲。....1年内記大過1

次 者 ，年終考績扣減其總分；記大過2次或達2次者 

，免 職 。大 功 、大過得互相抵銷。」經檢索相關法 

規查詢資料系統及本部檔存資料，尚查無當時之修 

正 說 明 。

( 2 )67年11月2 0日修正公布之分類職位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 規 定 ： 「各機關辦理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平時考 

核 及 專 案 考 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 、平 時 考 核 ： 

其獎勵分嘉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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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 

過 者 ，其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其於立法院審 

查時之修正說明： 「一 、將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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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分 款 列 舉 ，以 期 明 晰 。二 、明定平時考核結 

果 ，彙至年終考績時，併 計 成 績 ，增 減 總 分 ，獎懲 

抵銷後而累積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俾免 

迴 護 。....」

3 、綜 上 ，現行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有關平時考核獎 

懲抵鎖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之規定 

，係參照原考績法第 8條及分類職位考績法第12條規 

定 所 訂 。又原考績法第 8條於51年 修 正 時 ，即有記大過 

達2次未依照規定抵銷者，應即予免 職 之 規 定 ，分類 

職位考績法第12條於 58年 修 正 時 ，亦有記大過達2次者 

免 職 之 規 定 ，惟上開記大過達2次 免 職 之 規 定 ，似與 

現行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免職之性質較為接近。分 

類職位考績法第12條係於 67年 修 正 時 ，始將平時考核 

及專案考績之規定分款列舉，並明定平時考核獎懲抵 

銷後而累積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俾免迴護 

; 而原考績法第 8條為與分類職位考績法之獎懲標準一 

致 ，於 69年 配 合 修 正 。

(二）另查本部尚無以獎懲抵銷後而累積達一定程度作為免職 

要件之相關外國立法例可資提供。

三 、關 於 如 各 獎 懲 「原因事實」雖發生於不同年度，但於同一 

年度始發現有應獎懲之事實而分別獎懲；或作為累積之各 

獎 懲 「原因事實」發 生 於 不 同 年 度 ，且於不同年度即發現 

有 應 獎 懲之事實，但於同一年度内始予獎懲者，得否適用 

上開累積之規定？ 一 節 ：

( 一 ）前開疑義所涉相關法規及函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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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 規 定 ： 「…… （第4項 ）各機 

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 

，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 關 長 官 覆 核 ，由主管機 

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 （第5項 ）機關長官對公務 

人員平時考核獎懲結果有意見時，得 簽 註 意 見 ，交考 

績委員會復議。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仍 不 同 意 時 ， 

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第6項 ）各機關平時考核獎 

懲 之 記 功 （過 ）以 下 案 件 ，考績委員會已就相同案情 

核議有案或已有明確獎懲標準者，得先行發布獎懲令

，並於獎懲令發布後 3個月内提交考績委員會確認；考 

績委員會不同意時，應依前2項程序變更之。受考人 

於 收 受 獎懲令後，如 有 不 服 ，得 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 

以下簡稱保障法）提 起 救 濟 。」

2 、 本部58年9月9 日5 8台為登二字第17207號 函 略 以 ，功 

過 之 抵 銷 ，應以有權核定發布之各級主管機關或本機 

關長官在同一年度内核定發布者生效，不以功過事實 

發生之年度為準。

3 、 本部 97年12月3 1日部法二字第0973008101號電子郵件 

略 以 ，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 之 適 用 ，應於辦理年 

終 考 績 時 ，先將平時考核之獎勵與懲處相互抵銷，於 

獎 懲 抵 銷 後 ，積餘之懲處得以累積，累積至2大 過 ，

即應考列丁等。

(二）公務人員受獎懲原因事實如發生於不同年度，嗣經權責 

機關知悉而於同一年度核予平時考核獎懲，依前開本部 

58年9月9 曰函意旨，該等獎懲均係於權責機關獎懲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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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核定發布時生效，尚非以受獎懲原因事實發生之年度 

為 準 。是 以 ，機關於年終辦理所屬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時 

，如有受考人當年度所受平時考核獎懲經抵銷後，積餘 

之懲處累積至2大 過 ，縱其部分受獎懲原因事實係發生 

於 不 同 年 度 ，仍應適用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而 

予 考 列 丁 等 。

四 、關於是否會因人為因素，經由懲處作業程序之快慢，而影 

響是否須於同一年度累積，而應否依前開規定予以免職之 

結 果 ？有無相關措施或法令，得以避免或供受懲處人事後 

救 濟 ？等 節 ：

( 一 ）前開疑義所涉相關函釋規定 ：

1 、 本部106年 3月2 1日部法二字第1064206886號 函 略 以 ， 

考績法第14條第 3項 規 定 ，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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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擬予考績考列丙等或平時考 

核 懲 處 人 員 ，為強化考核之公平與公正，各機關參酌 

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及第103條等有關陳述意見之規定

，得給予受考人陳述及申辯機會。

2 、 本部106年 3月2 7日部法二字第1064209183號 令 略 以 ， 

各機關依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2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 

為之一次記二大過處分，無懲處權行使期間限制；依 

同條項第1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自違失行 

為 終 了 之 日 起 ，屬記 1大 過 之 行 為 ，已逾5年 者 ，即不 

予 追 究 ；屬記過或申誡之行為，已逾3年 者 ，即不予追 

究 ；上開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人員應受懲處行為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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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之 日 ，但應受懲處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人員所 

屬服務機關知悉之曰。

3 、本部109年4月2 7日部法二字第1094924997號 函 略 以 ， 

為落實考績竅實考評之旨，並維護公務人員之廉能官 

箴 ，各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考績年度内  

具違法失職行為，原則上宜於知悉當年度，對於受考 

人尚在懲處權行使期間之違失行為核予適當之平時考 

核 懲 處 。

(二）茲依考績法第13條 規 定 ，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 

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是各機關辦理受考人之平時考 

核 獎 懲 ，基於獎當其功、懲 當 其 過 、即獎即懲原則，自 

當 即 時 辦 理 ，俾準確考核受考人各該年度考績。又各機 

關辦理受考人平時考核獎懲作業，應遵循前開考績法施 

行細則第13條所定考績委員會初核、機 關 長 官 覆 核 、核 

定機關核定等程序，惟各機關考績委員會開會頻率不一 

，且考績委員會初核平時考核獎懲案件時如認有疑義， 

得依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4條第 3項 規 定 ，調閱有關資 

料並於必要時通知相關人員備詢，另核定機關如於核定 

下級機關平時考核獎懲案件，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 

時 ，參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2項及第22條 規 定 ，

應先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基於以上處理受 

考人平時考核獎懲案件過程中可能之程序，實務上的確 

可能發生機關當年度知悉受考人有應受懲處行為，而就 

其平時考核懲處案件完成法定作業程序，經權責機關核 

定發布懲處令時已為次一考績年度之情形。又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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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考人平時考核懲處案件，仍應受懲處權行使期間規定 

限 制 ，如逾懲處權行使期間，即無法再核發懲處令，是 

機關亦無法恣意無期限延遲辦理。

( 三 ）另為強化考核之公平與公正，本部以前開106年3月2 1曰 

函請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轉知所屬略以，各 

機關對於擬予平時考核懲處人員，得給予其陳述及申辯 

機 會 。又受考人如認為機關未依規定竅實辦理其平時考 

核 獎 懲 而 有 不 服 ，得依保障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以維 

個 人 權 益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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