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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空大學訊第 524 期(104.6.1 出刊)，PP.30-38 

 

 

公務人員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行為分際：紅燈與綠燈 

                                                                賴維堯 

一、前言：「憲法」公民參政權與公務人員行政中立 

  關於人民之論政及參政權利，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利

義務）明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第 17 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第 14 條）、「人民有言論、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第 11 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第 12

條）等重大基本原則，故而人民享有參政及論政的權利，並以具體行

動實踐之，舉其重要者概有：(1)投票選舉各級政府民選首長（總統副

總統、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2)投票選舉各

級民意代表（立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

住民區民代表）和村里長、(3)公民投票、(4)口頭或撰文批評政府官

員和民意代表、(5)參加政黨及政治團體、(6)捐出政治獻金、(7)從事

助選活動、(8)參與社會運動和公民抗爭，最後甚至(9)直接參加公職

候選人選舉，獲勝成為民選首長或民意代表。 

  公務人員是人民公僕，是政府的常任事務官，拿國家薪水辦公家

事，其公民參政權（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權利和行為）的實質範疇，

緣於民主政府執政政黨聯盟不定期政權輪替暨事務官行政中立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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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之考量，雖然無法等同於人民的全部權利，但也不是限縮到只

有投票的極小部分權利，其法律規範就是民國 98 年 6 月公布施行、

103 年 11 月修正部分條文之「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立法宗旨及適用準用人員 

(一)立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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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適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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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部和地方新北市政府之司長、局長、處長、科

長、專員、辦事員，以及國立空中大學之主任、秘書、編審、組長、

組員。 

    換言之，「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範對象係行政學及人事行

政學理上所稱之事務官。至於民選首長和政務官們之行政中立事項，

考試院會同行政院於 94 年首次提出「政務人員法草案」另法規範，

函送立法院審議，並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13 條法案屆期不續

審規定，分別於 98 年、101 年再接再勵送審「政務人員法草案」。此

法草案：(1)目前仍停留於立法院審議階段，尚未完成立法工作，何日

三讀通過遙遙無期，遺憾一也。(2)規範對象為各級政府之政治任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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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例如：行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和政務次長、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和工務局局長）及民選地方首長，但不擬納入中央政府之總統及副總

統，誠屬另項大遺憾！ 

(三)準用人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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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公平交易委員會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專任委員、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2.公立學校校長及公立學校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例如國立空中

大學兼任教務長、學務長、系主任之教師。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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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私立學校改制為公立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留用職員，例

如：74年5月1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公布施行前已遴用之公立學校

編制內未銓敘迄今仍在職職員（注：74年4月30日以前公立學校編制

內職員得按學、經歷進用，不一定需要考試資格。）、私立勤益工商

專科學校81年7月1日捐獻給國家並改制為國立勤益工商專科學校之

未具任用資格迄今仍留用職員（注：該校已升格改制為國立勤益技術

學院，後改名為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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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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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研究人員，例如：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國立台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助理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兼任所長之研究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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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軍訓室教官、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教官室軍訓教官。 

    6.各機關及公立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例如：各地監理處、

戶政地政事務所之聘僱人員。 

    7.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例如：台灣糖

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理。 

    8.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練人員，例如：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地方特考放榜錄取後，接受分配訓練之考

試及格人員。 

  9.行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例如：國家兩廳院（國家戲劇院、國

家音樂廳的簡稱）、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台中國家歌劇院三場

館各設置之藝術總監。 

    10.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例如：台北 101

（台北金融大樓股份有限公司）之官股董事。 

  (四)其他法令規範之準用人員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臨時人員辦理事務維持中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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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及「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理辦法」明訂：各機關

及公立學校之駐衛警察、技工工友（含駕駛）和臨時人員之行政中立

事項準用「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規定，例如：國立空中大學之駐衛

警、專案助理。 

三、公務人員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法定綠燈允許行為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對於公務人員參政權之適度規範，其正

面允許之活動及行為如下： 

    (一)加入政黨 

    例如：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親民黨、新黨、台灣團結聯盟、

台灣建國聯盟、綠黨，以及 104 年 1 月 25 日成立宣稱代表第三勢力

的新興政黨「時代力量」，另外尚有其他名不經傳的小政黨，例如：

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黨、勞工黨。 

  (二)加入政治團體 

    例如：海峽兩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台灣原住民族自治聯盟、台灣

加入聯合國大聯盟、中華愛國同心會。 

  (三)參選公職人員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不必先行辭職，但自候選人名單

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其依規定請假時，

長官不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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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得為親屬公職候選人助選或廣告（公職候選人為公務人員配 

        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者，公務人員得助選或廣告。） 

    公務人員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欲為民服務參選公職

候選人時，公務人員得從事助選（公開站台、助講、遊行或拜票）或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名不具銜廣告。 

四、公務人員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法定紅燈禁止行為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對於公務人員參政權之適度規範，其反

面禁止之活動及行為如下： 

    (一)原則性禁止之活動或行為 

    1.不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政治團體之活動。 

    2.不得兼任政黨或政治團體之職務，亦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

辦事處之職務。 

    3.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1)加入或不

加入政黨或政治團體、(2)參加或不參加政黨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

動、(3)不行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行使。 

    4.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為政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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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妨礙他人為政黨、政治團體或擬參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5.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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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體性禁止之活動或行為 

  公務人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

人，從事下列政治活動或行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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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3.主持集會、發起遊行或領導連署活動。 

4.對職務相關人員或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5.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行或拜票。 

6.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除禁止上述 6 款具體性活動或行為外，

另規定在選舉期間（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各

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不得從事下列第 7、8 款行為： 

7.未禁止（放行之意）政黨、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 

8.未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 

 示。 

    (三)前項第 5、6 款具體禁止活動或行為之但書除外規定 

    第5、6款規定原本不論公務人員之親疏遠近親人（親者配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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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女，稍遠者表兄、叔伯、姑姨）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時，公務人

員一律不得助選及廣告。原規定不符合台灣社會人情義理及互動網絡

的常態需要，故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103年11月修正時，特地

修法放寛為：公職候選人為公務人員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例如：

父母、子女、祖父母、孫子女、兄弟、姊妹）或二親等以內姻親（例

如：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姊夫、弟媳），公務人員得於公餘閒

暇時日，為其從事助選活動（公開站台、助講、遊行或拜票），或在

大眾傳播媒體具名不具銜廣告，惟此二款但書行為不得涉及與該公務

人員職務上有關之事項。 

五、公務人員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其他合法合理綠燈行為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對於公務人員參政權規範，係正面允許

三項行為：「加入政黨、加入政治團體、參選公職人員」。吾人相信有

此興趣且成真者只是少數，絕大多數公務人員既不會加入政黨及政治

團體，更無意願和能力參選公職人員，由行政行業轉換政治職涯。

（註：作者個人估計具有黨籍及政治團體會員者，應不超過公務人員

總數的二成，而親自下海參選公職人員者，更屬寥寥無幾，一千名甚

至一萬名公務人員大概一位有此機會。） 

  公務人員日常生活中，除了前述三項法定允許但較少見之參政行

為外，還有那些較為常見合乎法、理、情的其他綠燈參政行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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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中立法」既未禁止亦未明文允許之灰色地帶行為）？茲以「舉示部

分以明全體」之理則，提示如下： 

(一)行使投票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以及公民投票。 

(二)熱鬧選舉場域：公餘閒暇時日，參加選舉造勢活動及政見發表會， 

   成為熱鬧現場的普通觀眾，但不要上台，也不要接受媒體訪問。 

(三)低調助選：公餘閒暇時日，以志工角色為支持之公職候選人、政 

   黨或政治團體，協助分發文宣品，以及利用個人人際互動場合， 

   順勢自然地幫忙拜票和宣傳行銷。 

(四)網路平台發言：公餘閒暇時日，利用個人所有的網路資通設備， 

   在 Facebook、Line、Google、Twitter、BeeTalk 等當代網路平台，具 

名或別名表達個人對政治及政黨相關議題及事件之意見。例如： 

(1) 我國應否加入中國 2013 年 10 月主導成立之「亞洲基本設施投 

(2) 資銀行（簡稱亞投行）」暨以何名稱加入、(2)民主進步黨的反 

核主張及其兩岸關係論述、(3)中國國民黨的政商關係黨產處理及 

其政治獻金疑義、(4)台灣團結聯盟的台獨鐵桿意識、(5)中華愛國 

同心會和法輪功雙方人馬在台北 101 前庭廣場之互別苗頭主張和 

敵視抗爭衝突，公務人員都可在網路平台表達個人意見，甚至投 

書報刊媒體。 

(五)贈送盆花牌匾（可具名但不具銜），祝賀順利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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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提供政治獻金給政黨、政治團體、公職候選人、民意代表或民選 

首長，以及提供場地等資源供渠等使用。 

六、結語 

公務人員對政治及政黨活動有興趣者，「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係給予相當充裕之合理行為空間，其基本原則概為：(一)視個人能力

和機遇，加入政黨或政治團體，甚而登記參加公職候選人選舉。(二)

不要作出「行政中立法」之法定禁止行為（公開站台、拜票或挹注行

政資源等）。(三)「行政中立法」既未禁止也未明示允許之灰色地帶其

他行為（參加造勢活動、網路發言等），則以低調態度和溫宜方法為

之，避免不必要爭議。 

                                                    （作者為本校公共行政學系專任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