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文者：臺南市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南市教人(一)字第10811516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宣導手冊及電子書」，請

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南市政府108年9月26日府人考字第1081107518號函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108年9月11日

公訓字第1082160312號函辦理。

二、為因應109年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保訓會特製作行政中立

實務案例宣導手冊，請協助宣導並規劃閱讀行政中立電子書、

「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文官e學苑加盟專區「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與實務」課程學習等相關抽獎活動。

三、為強化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對於行政中立之瞭解，隨時提醒同

仁應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嚴守行政中立，旨揭宣導品電子檔業

已上傳至本府人事處網頁「機關業務」區「行政中立/公務

倫理」下載。

四、旨揭宣導手冊因本局獲分配數量有限，請未獲分配之學校鼓

勵同仁踴躍使用行政中立電子書或上網學習，以強化對於行

政中立之瞭解。

五、檢附臺南市政府暨保訓會原函、行政中立數位學習抽獎活動

辦法、實務案例宣導手冊配置表各一份供參。

正本：臺南市體育處、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臺南市政府所屬
各級學校(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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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蘇品妃
電話：06-2991111分機8968
傳真：06-2955811
電子信箱：s09172004@tn.edu.tw



副本：本局局本部、本局督學辦公室、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秘書室、本局課
程發展科、本局永續校園科、本局學輔校安科、本局特幼教育科、本局社會教育
科、本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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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之目的：
在於落實民主政治，確立常任文官政
治活動界線，保障公務人員權益，提
高行政效能，並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
政、執行公正及政治中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於中華民國98年6月10日施行，103
年11月26日修正施行，讓公務人員
之行為分際、權利義務等事項，有
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可資遵循。



2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的規範對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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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
之教師、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
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

例如：政務人員、民選地方
行政首長。

適
用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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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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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3 公務人員參加政黨
或從事政治活動OK篇

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該公務
人員職務上有關事項前提下，可
以只具名不具銜在大眾傳播媒體
廣告，或為該公職候選人站台、
助講、遊行及拜票。

可以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
不可以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
職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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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務人員參加政黨
或從事政治活動NG篇

(1) 不可以兼任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職
務，以及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
職務！

(2) 不可以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
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
其他政治團體、或要求他人參加或
不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
競選活動！

(3) 不可以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
下面這些行為：

 Ⅰ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

、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Ⅱ 在辦公室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

飾！

 Ⅲ 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Ⅳ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公開為公職

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Ⅴ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5 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立法
規定會遭受處罰嗎？

會喔！公務人員如果違反行政中立法，
應視情節輕重，依懲戒法、考績法或其他
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如果有涉及其
他法律責任的話，依有關法律辦理。

曾經有某機關公務人員於上午辦公時間
，利用洽公之便，順道為特定公職候選人
發放競選文宣，被考績會決議予以記1大過
處分呢！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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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遭受不利對待，可以請求
救濟嗎？

絕對可以，要勇敢發聲！公務人員如果
因拒絕從事行政中立法禁止行為而遭受不公
平對待或不利益處分，可以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等相關法令，請求救濟，以維護自身權益
！



實務案例篇

案例 1：甲市政府公務電腦開機連結競選連任之市長粉絲頁案 ................

案例 2：甲市政府允許乙政黨借用該市某行政中心會議廳舉辦黨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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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甲市某區公所舉辦鄰里長研習會，會場出現黨政人士案 .............

案例 4：丁市警察局局長請假出席丁市市長擬參選人參拜廟宇活動案 .....

案例 5：甲市議員或轄區民意代表係公職候選人，到該市某區公所依法

辦理之活動現場致意案 ...................................................................

案例 6：公務人員於奉派出差期間，派遣公務車並陪同政務人員前往參

與某市議員候選人造勢活動案 ........................................................

案例 7：公務人員加入公職候選人粉絲團，或具名留言案 .........................

案例 8：用通訊軟體 (LINE) 轉傳特定公職候選人選舉消息及要求參加連

署之活動案 ........................................................................................

案例 9：下班時間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及拜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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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一：

甲市政府公務電腦開機連結競選連任之市長粉絲頁案

案例描述

103 年 9 月甲市議會議員於議會質詢市府官員，為何最近市府電腦開機時，

自動連結到競選連任之市長粉絲網頁，市府員工須經「按讚或不按讚」鍵盤

動作後，始能進入電腦螢幕之公務畫面。該甲市政府負責該市長粉絲頁之乙

局表示不會強迫員工按讚，認為並無違反行政中立之虞。

案例分析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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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行政資源編

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1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是以，甲市政府乙局此舉應已構成行政不中

立。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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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二：

甲市政府允許乙政黨借用該市某行政中心會議廳舉辦黨務活動
案。

個案描述

乙政黨洽商甲市政府租借該市某行政中心會議廳，為該政黨市議員提名人舉

辦擴大輔選會議。此事引起甲市對手政黨議員及媒體批評甲市政府行政不中

立，惟該甲市政府秘書處表示該行政中心訂有外借辦法，市府係依法辦事，

並收租金，歡迎各政黨前來洽借場地。

案例分析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4 條規定，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不得

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第 12 條規定，公務人員於職務上掌

管之行政資源，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

請之事項，其裁量應秉持公正、公平之立場處理，不得有差別待遇。甲

市政府既已訂定該市某行政中心外借辦法，得裁量允許各政黨申請有償

借用會議廳，未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範。

- 2 -



拜託！

 案例三：

甲市某區公所舉辦鄰里長研習會，會場出現黨政人士案。

個案描述

100 年 8 月下旬，甲市某區公所舉辦鄰里長研習會。研習會開始之前不久，

先有乙政黨籍立法委員及市議員到場致意，不久即離去。中午用餐時間，丙

政黨市黨部主任委員上台致詞，旋即丙政黨立法委員參選人上台拜票，引發

鄰里長正反意見喧鬧相互叫囂。該區公所公務人員對政黨人物蒞臨會場拜會

行為 ( 實為拜票 ) ，未為制止或制止無效。

案例分析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4 條規定，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

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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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

動。該區公所辦理之鄰里長研習會場地及午餐均為公帑負擔，出現非現

任民意代表之公職參選人上台致詞拜票，凸顯門禁鬆散，甚至有意安排

之非議，確有不妥。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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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案例篇

 案例四：

丁市警察局局長請假出席丁市市長擬參選人參拜廟宇活動案。

個案描述

99 月 6 月某日，丁市市長擬參選人在同黨立法委員及縣議員陪同下，前往

丁市某宮廟參拜，丁市警察局長家居該宮廟附近，應地方人士邀請出席。

該市長擬參選人致詞時，該局長雖有上台站立於後，並隨同群眾舉手造勢，

但未發言。該日當晚警政署長立即裁定該局長雖請假前往，但因具有警察身

分，上台舉手行為仍有不妥，予以申誡處分，並重申全國警察於選舉期間，

務必嚴守行政中立。

案例分析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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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依法而論，該警察局長此舉是否違法，似

有模糊空間，因丁市市長提名人當時身分仍為「擬參選人」而非「候選

人」，其確有公開為公職擬參選人站台之事實，但非為公職候選人公開

站台，惟內政部警政署執法較嚴，並為整飭紀律，期生上行下效風行草

偃氛圍，故裁定該局長違反行政中立規定，予以申誡處分。

- 4 -



拜託！

 案例五：

甲市議員或轄區民意代表係公職候選人，到該市某區公所依法
辦理之活動現場致意案。

個案描述

甲市某區公所依法辦理該區里（鄰）長之教育訓練暨重大建設參訪文康活動

或研習活動時，有甲市議員或轄區民意代表到場致意，而該等人員係公職候

選人時，是否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

案例分析

1、區公所區長（包括機要區長）及所屬公務人員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法適用對象，於辦理活動如非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

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目的所為，自不生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規定之疑慮。

2、現任民意代表、參選人或其支持者知悉該等活動而不請自來時，其

未穿戴公職候選人競選徽章、服飾或攜帶旗幟，未有造勢、拜票之

意，即不生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疑義；如其執意參與該活動，

甚或要求上臺致詞，是類活動之承辦單位無從拒絕時，應先行提醒

該等人員不宜有任何造勢、拜票之行為，如仍發生造勢、拜票之情

事時，應婉告該等人員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相關規定，並適時勸

阻，以維行政中立。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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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案例篇

 案例六：

公務人員於奉派出差期間，派遣公務車並陪同政務人員前往參
與某市議員候選人造勢活動案。

個案描述

甲市政府某公務人員，於奉派出差期間，派遣公務車陪同政務人員一同前往

參加某市議員候選人造勢活動，是否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

案例分析

1、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7 條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含

奉派出差）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第 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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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行政資源、公開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2、公務人員於出差期間，如有派遣公務車並陪同政務人員出席立法委

員候選人造勢活動，恐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之虞。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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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七：

公務人員加入公職候選人粉絲團，或具名留言案。

個案描述

公務人員上網連結臉書（facebook）等社交網站、加入公職候選人粉絲團，

或針對討論主題具名留言，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案例分析

1、公務人員得於下班時間，以非公家電腦上網連結臉書等社交網站，

加入公職候選人粉絲團，或支持特定之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

人，但不得具銜（足資辨識個人身分及職務）或具銜且具名方式，

針對討論主題發表言論。

2、另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3 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

公務人員如係任職於特定議題之政策主管機關，即使個人立場與機

關不一致，仍應依法忠實推行機關政策，如未經長官許可，不得以

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於臉書等社交網站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



請各位里長支持X號候選人

實務案例篇

 案例八：

用通訊軟體 (LINE) 轉傳特定公職候選人選舉消息及要求參加連
署之活動案。

個案描述

某區公所之區長以 LINE 通訊軟體，轉傳與特定政黨或公職候選人有關之選

舉消息給所屬里長之聯絡群組，並要求渠等參加某政治團體舉辦罷免特定公

職人員之連署活動，此舉是否違反行政中立？

案例分析

1、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6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款規定，公務

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參加或不參加

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動 ( 包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

罷免活動 ) 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2 項規

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或公職候選人，動用行

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或人力等資源，亦不得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

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2、區長係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2 條所稱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

任人員，為中立法適用對象，因此，倘區長對職務相關人員或職務

對象表達指示，要求所屬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罷

免活動，或轉傳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相

關選舉資訊，均違反行政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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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九：

下班時間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及拜票案。

個案描述

某區公所之機要區長，基於私人情誼，於下班時間公開為其參加立法委員選

舉之大學同學公開站台、助講、遊行及拜票，此舉是否違反中立法相關規

定？

案例分析

1、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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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特定政黨或公職候選人，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

台、助講、遊行或拜票。至於下班時間或請假期間，除非有違反公

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有關公務人員不得從事之政治活動

或行為等各該情形外，可自由參與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2、區公所係法定機關，機要區長如同一般常任區長，均握有行政權力、

資源及政府職銜名器，並為有給專任職務，故機要區長係中立法第

2 條規定所稱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縱其於下班時間，

亦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以避免違反公

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公民投票案例篇

案例 1：某國營事業機構內部網站，對其員工宣傳，對特定議題之公投

票要投同意票 ....................................................................................

案例 2：投票所之工作人員僅發給投票權人特定議題之公投票，而未發

給其他議題之公投票案 ....................................................................

案例 3：某國營事業機構員工在辦公場所，要求其他同事一起連署某公

民投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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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

 案例 1：

某國營事業機構內部網站，對其員工宣傳，對特定議題之公投
票要投同意票

個案描述

某日某國營事業機構內部網站，有員工刊登支持某特定議題公民投票案之訊

息，並要求其他員工對該案公投案投同意票，該行為是否涉有違反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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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案例篇

案例分析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0 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

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依上開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案自有上開規定之適用。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0 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維持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

之政治公平與客觀競爭，如公務人員對於表達公民投票之意見或看法，涉及

使用政府機關 ( 構 ) 內部公告平台、電子布告欄等公家資源，不論是支持或

反對均不妥適，且政府機關 ( 構 ) 之員工依法不應有類似行為。

此等行為似涉有違反行政中立情事，該國營事業機構於媒體批露本案新聞

後，隨即發布新聞稿指出，經查該網站中之公告為該機構工會轄下某分會所

張貼，該公告已經下架，且相關發言也不代表該國營事業機構或工會總會之

看法，該國營事業機構於媒體批露本案新聞後，隨即下架公告，同時要求機

構內各單位加強網站管理及電子公告欄之審查機制，又未來將加強該機構電

子公告欄之審查機制，並將再加強宣導員工嚴格遵守行政中立，切勿使用機

構資源進行非公務活動。由於該國營事業機構對本事件危機處理迅速得宜，

遂順利弭平爭議。

惟針對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依中立法第 17 條第 6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9 條規

定，其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始為準用對象，包括公營事業

機構董事長、總經理、代表公股之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

決策責任等人員。如非屬上述範疇之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則非中立法適用範

圍。

- 2 -



 案例 2：

投票所之工作人員僅發給投票權人特定議題之公投票，而未發給
其他議題之公投票案

個案描述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與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 案至第 16 案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同日舉行投票。網路媒體傳言有部分投票所之工作人員僅發給投

票權人特定議題的公投票，而未發給其他議題的公投票 ( 例如只給第 10、

11、12 案公投票，其餘未發給 )，有誘導或干擾投票權人行使公民投票權，

違反行政中立之情事，網友紛紛轉傳並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投訴。

案例分析

投票所工作人員如有僅發給投票權人特定議題之公投票，而未發給其他

議題之公投票之行為，除可能違反行政中立法第 10 條 ( 公務人員對於公職

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

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尚違反刑法妨害投票罪及公民投票法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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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案例篇

 案例 3：

某國營事業機構員工在辦公場所，要求其他同事一起連署某公
民投票案

個案描述

於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6 個月之連署期間內，據媒體報導，有某國營事業機

構員工在辦公場所，要求其他同事一起連署某特定議題之公民投票案，涉有

違反行政中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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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0 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

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復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本法第 10 條公務

人員對於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行使之規定，包括提案或不提案、連署或不連署之行為。」

依上開規定，公民投票之提案、連署至投票，為整體公民投票權之行使內

容，進行公民投票之連署自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公務人員應本中

立原則，除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外，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強迫他人行使或不行使特定議題公民投票案之提案、連署及

投票。

倘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為公民投票案之提案、連署或

為公民投票案之提案或連署者，除依公民投票法第 35 條規定應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外，公務人員尚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員懲戒法相關罰則予以

懲處或懲戒之適用。

惟針對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依中立法第 17 條第 6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9 條規

定，其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始為準用對象，包括公營事業

機構董事長、總經理、代表公股之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

決策責任等人員。如非屬上述範疇之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則非中立法適用範

圍。

- 4 - - 5 -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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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規範，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或其他法律

另有嚴格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之法律。

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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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條  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

策，服務人民。

第 4 條  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

遇。

第 5 條  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

團體之職務。 

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 

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第 6 條  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

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亦不得要求他人參加或不參加政黨或其他

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動。

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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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上班或勤務時間，指下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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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 



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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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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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 

      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 

      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只具名不具銜者，不在此限。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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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

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款但書之行為，不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

有關之事項。

第 10 條  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第 11 條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

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公務人員依前項規定請假時，長官不得拒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第 12 條  公務人員於職務上掌管之行政資源，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

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其裁量應秉持公正、公平

之立場處理，不得有差別待遇。

第 13 條  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

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

並應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

告示。

第 14 條  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 

長官違反前項規定者，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

長官提出報告，並由上級長官依法處理；未依法處理者，以失職

論，公務人員並得向監察院檢舉。

第 15 條  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權益，不得因拒絕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而遭

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 

公務人員遭受前項之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時，得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請求救濟。

第 16 條  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

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

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第 17 條  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一、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敘之公立學校 

      職員及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職員。 

三、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行政職 

      務之研究人員。 



四、各級行政機關具軍職身分之人員及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軍 

      訓單位或各級學校之軍訓教官。 

五、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六、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 

七、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 

八、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 

九、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第 18 條  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

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 19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20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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