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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保障法 

（106.06.14 修正第 3、10、11、17、21、22、26、43、51、71、74、77、78、80、83、

85～88、91、93～95、100～103 條條文；並增訂第 9-1、11-1、11-2、12-1、24-1 條條

文） 

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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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條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

（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第 9-1條 

－ 

第 9-1條 

 公務人員非依法律，不得予以停職。 

 公務人員於停職、休職或留職停薪期

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但不得執行

職務。 

第 10 條 

 公務人員非依法律，不得予以停職。 

 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

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復職；服務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應許其復職，並自受理之日起

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 

第 10 條 

 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

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復職；服務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應許其復職，並自受理之日起

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 

第 11 條 

 受停職處分之公務人員，經依法提起

救濟而撤銷原行政處分者，除得依法

另為處理者外，其服務機關或其上級

機關應予復職，並準用前條第二項之

規定。 

 前項之公務人員於復職報到前，仍視

為停職。 

 依第一項應予復職之公務人員，於接

獲復職令後，應於三十日內報到；其

未於期限內報到者，除經核准延長或

有不可歸責於該公務人員之事由者

外，視為辭職。 

第 11 條 

 受停職處分之公務人員，其停職處分

經撤銷者，除得依法另為處理者外，

其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予復職，

並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前項之公務人員於復職報到前，仍視

為停職。 

 依第一項應予復職之公務人員，於接

獲復職令後，應於三十日內報到，並

於復職報到後，回復其應有之權益；

其未於期限內報到者，除經核准延長

或有不可歸責於該公務人員之事由

外，視為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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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條 

－ 

第 11-1條 

留職停薪原因消滅後或期間屆滿，有

關復職之事項，除法規另有規定者

外，準用第十條之規定。 

第 12-1條 

－ 

第 12-1條 

 公務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除

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

絕之。 

 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於收受辭職

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逾期未為決定者，視為同意辭職，並

以期滿之次日為生效日。但公務人員

指定之離職日逾三十日者，以該日為

生效日。 

第 17 條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

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

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

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

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

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

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

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

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

令。 

第 17 條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

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

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

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

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

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

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

義務。 

 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

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

署名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

回其命令。 

第 21 條 

 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殘廢或死亡者，

應發給慰問金。但該公務人員有故意

或重大過失情事者，得不發或減發慰

問金。 

 前項因公之範圍及慰問金發給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21 條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

傷、失能或死亡者，應發給慰問金。

但該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

者，得不發或減發慰問金。 

 前項慰問金發給辦法，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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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

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

律上之協助。 

 前項情形，其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

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其服務機關應

向該公務人員求償。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22 條 

 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服務

機關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

供法律上之協助。 

 前項情形，其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

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應不予輔助；

如服務機關已支付涉訟輔助費用者，

應予追還。 

 第一項之涉訟輔助辦法，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定之。 

第 24-1條 

－ 

第 2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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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 

（一）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

傷、失能或死亡應發給之慰問

金。 

（二）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輔助之費

用。 

二、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者： 

（一）經服務機關核准實施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檢查之費用。 

（二）經服務機關核准之加班費。 

（三）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 

第 26 條 

 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

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

提起復審。 

第 26 條 

 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

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或予以駁回，認為損害其權利或

利益者，得提起請求該機關為行政處

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復

審。 

第 43 條 

 提起復審應具復審書，載明下列事

項，由復審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復審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

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性別、職業、住居所或

事務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43 條 

 提起復審應具復審書，載明下列事

項，由復審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復審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

分證明文件及字號。有代理人

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職業、

住居所或事務所、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及字號。 



 

5 

第 51 條 

保訓會主任委員得指定副主任委員、

委員聽取前條到場人員之陳述。 

第 51 條 

保訓會得指定副主任委員、委員聽取

前條到場人員之陳述。 

第 71 條 

 復審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復審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

務機關、職稱、住居所、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復審代理人者，

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71 條 

 復審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復審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

務機關、職稱、住居所、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及

字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復審代理人者，

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及字號。 

第 74 條 

 對於無復審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

法定代理人為之。 

 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

向其中一人為送達。 

第 74 條 

 對於無復審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

法定代理人為之。 

 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

向其中一人為之。 

第 77 條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

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

訴、再申訴。 

 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於前項之管理

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 

 公務人員離職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

管理措施或處置者，亦得依前二項規

定提起申訴、再申訴。 

第 77 條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

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

訴、再申訴。 

 公務人員離職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

管理措施或處置者，亦得依前項規定

提起申訴、再申訴。 

第 78 條 

 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不服

服務機關函復者，得於復函送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 

第 78 條 

 申訴之提起，應於管理措施或有關工

作條件之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服務機關為之。不服服務機關

函復者，得於復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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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條 

申訴應以書面為之，載明下列事項，

由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

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服務機關、職稱、官職等。

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職業、住居所或事務

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80 條 

申訴應以書面為之，載明下列事項，

由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

分證明文件及字號、服務機關、

職稱、官職等。有代理人者，其

姓名、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

所或事務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身分證明文件及字號。 

第 83 條 

再申訴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再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

服務機關及職稱、住居所、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有再申訴代理人者，其姓名、出

生年月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第 83 條 

再申訴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再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

服務機關及職稱、住居所、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及字號。 

二、有再申訴代理人者，其姓名、出

生年月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及字

號。 

第 85 條 

 再申訴事件審理中，保訓會得依職權

或依申請，指定副主任委員或委員一

人至三人，進行調處。 

 前項調處，於多數人共同提起之再申

訴事件，其代表人非徵得全體再申訴

人之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第 85 條 

 保障事件審理中，保訓會得依職權或

依申請，指定副主任委員或委員一人

至三人，進行調處。 

 前項調處，於多數人共同提起之保障

事件，其代表人非徵得全體復審人或

再申訴人之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第 86 條 

 保訓會進行調處時，應以書面通知再

申訴人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及有關機

關，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行之。 

 前項之代理人，應提出特別委任之授

權證明，始得參與調處。 

 再申訴人及有關機關無正當理由，於

調處期日不到場者，視為調處不成

立。但保訓會認為有成立調處之可能

者，得另定調處期日。 

第 86 條 

 保訓會進行調處時，應以書面通知復

審人、再申訴人，或其代表人、代理

人及有關機關，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

處所行之。 

 前項之代理人，應提出經特別委任之

授權證明，始得參與調處。 

 復審人、再申訴人，或其代表人、經

特別委任之代理人及有關機關，無正

當理由，於指定期日不到場者，視為

調處不成立。但保訓會認為有成立調

處之可能者，得另定調處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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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條 

 再申訴事件經調處成立者，保訓會應

作成調處書，記載下列事項，並函知

再申訴人及有關機關： 

一、再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服

務機關及職稱、住居所、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前項經調處成立之再申訴事件，保訓

會應終結其審理程序。 

第 87 條 

 保障事件經調處成立者，保訓會應作

成調處書，記載下列事項，並函知復

審人、再申訴人、代表人、經特別委

任之代理人及有關機關： 

一、復審人或再申訴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服務機關及職稱、住居

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及字號。 

二、有代表人或經特別委任之代理人

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

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及字號。 

 前項經調處成立之保障事件，保訓會

應終結其審理程序。 

第 88 條 

再申訴事件經調處不成立者，保訓會

應逕依本法所定之再申訴程序為審議
決定。 

第 88 條 

保障事件經調處不成立者，保訓會應

逕依本法所定之復審程序或再申訴程
序為審議決定。 

第 91 條 

 再申訴事件經調處成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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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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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3 條 

保障事件決定書及其執行情形，應定
期刊登公報。 

第 93 條 

保障事件決定書及其執行情形，應定
期刊登政府公報並公布於機關網站。 

第 94 條 

 復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復審

人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者外，

於復審決定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原處分機關或復審人得向保訓會
申請再審議： 

五、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復審事件

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六、復審之代理人或代表人，關於該

復審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

於決定者。 

十、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

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決定者為限。 

 前項申請於原行政處分、原決定執行

完畢後，亦得為之。 

第 94 條 

 保障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復審

事件復審人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

濟者外，於復審決定或再申訴決定確

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處分機

關、服務機關、復審人或再申訴人得
向保訓會申請再審議： 

五、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保障事件

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六、復審、再申訴之代理人或代表人，

關於該復審、再申訴有刑事上應

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 

十、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

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決定者為限。 

 前項申請於原行政處分、原管理措

施、原工作條件之處置及原決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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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後，亦得為之。 

第 95 條 

 申請再審議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

為之。 

 前項期間自復審決定確定時起算。但

再審議之理由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

起算。 

 再審議之申請，自復審決定確定時

起，如逾五年者，不得提起。 

第 95 條 

 申請再審議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

為之。 

 前項期間自復審決定或再申訴決定確

定時起算。但再審議之理由知悉在後

者，自知悉時起算。 

 再審議之申請，自復審決定或再申訴

決定確定時起，如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 

第 100條 

保訓會認為再審議有理由者，應撤銷

或變更原復審決定。 

第 100條 

保訓會認為再審議有理由者，應撤銷

或變更原復審決定或再申訴決定。 

第 101條 

再審議，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準用第

三章復審程序及第六章執行之規定。 

第 101條 

再審議，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準用第

三章復審程序、第四章再申訴程序及

第六章執行之規定。 

第 102條 

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法定

機關、公立學校編制職缺參加學

習或訓練之人員。 

第 102條 

 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

練之人員，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 

 前項第五款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參加訓練之人員，不服保訓會所為之

行政處分者，有關其權益之救濟，依

訴願法之規定行之。 

第 103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復審事

件，其以後之程序，依修正之本法規

定終結之；尚未終結之再復審事件，

其以後之再復審程序，準用修正之本

法有關復審程序規定終結之。 

 本法修正施行後，對於原依相關法律

審理中之訴願事件，其以後之程序，

應依修正之本法有關復審程序規定終

結之。 

 本法修正施行後，依本法所定程序提

起復審者，不得復依其他法律提起訴

願或其他類此程序。 

第 103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尚未終結之保障事

件，其以後之程序，依修正之本法規

定終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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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訴訟法（107.05.22 修正第 82 條、第 98-6 條） 

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第 82 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

示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

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

生效力；於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

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對同一當

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黏貼牌示處

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 82 條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牌

示處之日起，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

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

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

生效力；於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

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對同一當

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黏貼牌示處

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 98-6條 

 下列費用之徵收，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

費、運送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旅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鑑

定所需費用。 

四、其他進行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必要

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行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

為訴訟行為之食、宿、交通費，不另

徵收。 

第 98-6條 

 下列費用之徵收，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

費、運送費、公告法院網站費及

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旅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鑑

定所需費用。 

四、其他進行訴訟及強制執行之必要

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行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

為訴訟行為之食、宿、交通費，不另

徵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