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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由於本國公務員懲戒制度與懲處制度雙制併行甚久，其間滋生許多問題，二者已各自發展出一套處理及救濟程序

。惟主管長官對於違法失職之所屬人員，應如何適當選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予以懲處或依公務員懲戒法移請懲戒問題，因

現行法令並無規範，全憑主管長官之決定，致公務員權利欠缺保障，而一直為各界關注與詬病。 現行公務員懲戒法自民國

七十四年五月三日修正公布至今已十餘年，我國不論政治、經濟甚至社會結構均有重大轉變，有關公務員與國家關係之法

理基礎亦有所突破，由原來典型的「特別權力關係」，公務員身分所受處分不得爭訟，轉變為公務員與國家間係公法上職

務關係，公務員的權利與義務應受到同等的重視與保障，已突破特別權力關係不得爭訟之籓籬。而公務員身分所受處分不

得爭訟業已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二六六、二九八號等解釋予以放寬。繼之，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更明示

懲戒機關應採法院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予被付懲戒人以充分之程序保障。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於八十六年四月間，組成公務員懲戒制度研究修正委員會進行公務員懲戒法之研修。本研究以送立法院審議之公

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為例，探討我國公務人員懲戒與懲處制度。 　　本論文計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就本文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方 法與範圍先予敘明。第二章公務員之涵義、權利、義務與責任，分別 針對公務員之涵義、權利、義務與責任

加以闡述。第三章則分別敘述 我國公務人員懲戒與懲處之概況。第四章我國公務員懲戒與懲處之比 較與併行問題探討，

分別從懲戒（處）機關、懲戒（處）對象、懲戒 （處）原因、懲戒（處）種類、懲戒（處）程序及救濟方式等方面予 以

比較，並探討兩制併行之相關問題。第五章建議與結論，本章將 綜合前章節之比較、問題與檢討，提出建議。 關鍵字：

，，

關鍵詞 : 公務員 ; 懲處 ; 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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