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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國政府機關內服務的公務人員因不同法令的規定而有不同的

名稱與意義）許南雄，民８６年：３４｜３６）：

１．廣義的稱為「公務員」（憲法第二十四條、刑法第十條、國家賠償法第

二條、公務員服

　　務法第二十四條、公務員懲戒法各條），即依法令執行公務之人員。

（註：公務人員基

　　準法草案已擬將「公務人員」界定為廣義意涵）。

２．狹義則為「公務人員」（憲法第八十五十八十六條、公務人員考試法、

公務人員任用

　　法），僅指事務官或常任文官而言。

３．「公職人員」（憲法第十八、一０三條、國籍法施行條例第一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二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等），其涵義與狹義「公務人

員」相類似。．

４．「軍公教人員」（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包括政府機關公

務人員、公營事業

　　機構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

５．「官員、官吏、官」（憲法第四十一、七十五、七十九、八十、一００

條），此等名稱

　　多源自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用之稱法，我國官方文書於清末民初時，

常使用之。

　　以上各種法規所定之名稱眾多，應用範圍、對象不一，因此，本研究

小組在最初的討論過程中即發現，有必要先對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予以

界定，才能在一定的共識基礎上作深入的分析。本研究主題為有關「公務

人員的教育、考試、訓練、任用」制度配合的問題，在研究的對象基本上採

較狹義的「公務人員」，即「公務人員任用法」所適用的對象，亦即一般所

謂的常任文官或事務官，但排除了以另外法律規定的司法、審計、主計、

關務、稅務、外交領事、警察、技術、教育、醫事、交通事業、公營事業等類

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條）。

　　另外，有關考試方面，我國現行考試制度大致可區分為三大類：公



務人員考試（含初定任考試及升等考試）、公職候選人資格考試檢覆、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這三類考試的性質有極大的差異，無法以少數

的理論或原則概括，因此，若依上述「公務人員」所界定之範圍而言，除

第一類外，其餘二類的考試適用對象顯然並非本研究的範圍，當予排除。

依照上述之分析，本研究在研究範圍上做了比較清楚的界定：

１．適用的人員僅針對一般的行政人員。

２．考試僅針對公務人員考試中之高、普考試，及基層特考，而排除其他

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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