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10 月 11 日 

 
 

第 1 條
 

本規則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認為復審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

補正者，應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通知復審人，載明於文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第 3 條
 

1  原處分機關收受之復審書未具復審理由者，應於二十日內移由保訓會審理。

2  復審書具復審理由者，由原處分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理。

3  原處分機關答辯欠詳者，保訓會得函請補充答辯。必要時並得函請有關機關表示意見及

提供資料。
 

第 4 條
 

1  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提出選定、更換或增減代表人之文書證明，應經全體復審人簽

名或蓋章，並通知保訓會。

2  共同復審人之代表人經更換、刪減後，不得再代表全體復審人為復審行為。
 

第 5 條
 

保訓會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認為復審代理人不適當，禁止其代理者，應以書

面通知復審人，並副知受任人。
 

第 6 條
 

復審人或其代理人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錄復審卷

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者，應以書面向保訓會為之。
 

第 7 條
 

保訓會應於受理前條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分別依下列各款規定處理：

一、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日、時到達指定處所閱覽、抄錄、影印或攝錄復審卷內文書。

二、付與請求之文書繕本、影本或節本。

三、拒絕請求者，應敘明拒絕之理由。
 

第 8 條
 

復審事件經依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撤回者，應即終結審理程序，並函知復審人及副知有

關機關。
 

第 9 條
 

對於復審事件，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其無應不受理之情形者，再進而為實體上之審查

。
 

第 10 條
 

1  復審人依本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備具書狀敘明理由向保訓會申請迴避者，準用行政程

序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2  對保訓會審理保障事件人員申請迴避者，由保訓會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委員會議）決議



；對協助辦理保障事件人員申請迴避者，由主任委員決定。
 

第 11 條
 

1  復審事件應由保訓會承辦單位擬具處理意見，依序分案送請專任委員初審。

2  專任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核提初審意見，供保障事件審查

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

3  保訓會承辦單位應按審查會決議，擬具復審決定書稿，提送委員會議審議。
 

第 12 條
 

1  審查會由保訓會副主任委員一人及專任委員組成。

2  審查會由副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副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得指定專任委

員一人代理之。

3  審查會審查時，須有應出席人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對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列入紀錄，以備查考。
 

第 13 條
 

1  委員會議由保訓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組成之。

2  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指定副主任委員

一人代理之。副主任委員亦不能代理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3  委員會議須有應出席人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出席人對於決議有不同意見或協同意見者，得提出不同意

見書或協同意見書。

4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審理保障事件應行迴避及無表決權之人員，不計入審理該事件之出席

人數。
 

第 14 條
 

1  保訓會審理復審事件，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進行之陳述意見及第五十二條規定進行之言

詞辯論，得於審查會進行之。

2  前項言詞辯論，應經審查會決議。

3  陳述意見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得由專任委員一人至二人聽取之，並製作紀錄要旨

，提報審查會。
 

第 15 條
 

1  依前條進行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時，保訓會得通知有關人員或機關派員到場說明或備詢

，每一機關指派人數以三人以下為原則。

2  復審人、有關人員或機關所在處所與保訓會間有聲音及影像同步傳輸之科技視訊設備者

，保訓會得依申請或依職權運用該設備進行視訊陳述意見。

3  復審事件經陳述意見者，保訓會應另行製作陳述意見要旨附卷，並得以錄音或錄影輔助

之。
 

第 16 條
 

委員會議或審查會依第十四條規定進行之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後，主席應告知到場人員

退席，宣布進行審理，並作成決議。
 

第 16-1 條
 

保訓會對復審人申請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經審議認無正當理由或顯無必要者，得予拒

絕，並於決定理由中指明。
 

第 17 條
 

復審人未受合法通知或因不可抗力事由，致未於指定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者



，得於委員會議審議決定前，敘明理由續行申請。
 

第 18 條
 

1  依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二條規定通知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者，保訓會應於開會前

五日以書面送達復審人、有關人員或機關；必要時，得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知

之，並應作成紀錄附卷。

2  非前項受通知之人，未經許可不得進場。

3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視訊陳述意見進行前，保訓會得確認可配合之視訊處所後，通

知列席陳述意見之人員。如無可配合之視訊處所，保訓會仍得通知到場陳述意見。
 

第 18-1 條
 

1  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人員，未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時，會議主席得不准其進入會場

。

2  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人員進入會場後，不得錄音、錄影或攝影。
 

第 18-2 條
 

1  到場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訓會得禁止其進入會場；已進入

者，得令其離開：

一、酒醉、服用迷幻藥或精神狀態異常。

二、攜帶有危險性或其他不適合在會場持有之物品。

三、攜帶具有錄音、錄影或攝影功能之器材。

四、其他足認有擾亂會場秩序之虞。

2  到場人員攜帶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物品者，得交由保訓會代為保管後進入會場，至其離

開會場時返還。
 

第 18-3 條
 

1  復審人或其代理人得檢具書面敘明理由，經保訓會之許可，於期日偕同輔佐人到場。

2  前項輔佐人除有正當理由外，其人數不得逾二人。
 

第 19 條
 

1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製作之言詞辯論要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言詞辯論之處所及年、月、日。

二、出席委員及承辦人員姓名。

三、復審事由。

四、到場之復審人或其代表人、代理人、輔佐人、原處分機關人員或其他經通知到場人

員之姓名。

五、言詞辯論進行之要旨。

2  言詞辯論於審查會進行者，應將言詞辯論要旨併案提委員會議審議。
 

第 20 條
 

保訓會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認有留置文書或其他物件之必要時，應以書面通知

其持有人。
 

第 21 條
 

保訓會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實施檢驗、勘驗或鑑定之結果，除復審人曾到場

陳述意見或參加言詞辯論已知悉者外，非以書面通知其於一定期限內表示意見，不得採

為對復審人不利之復審決定之基礎。
 

第 22 條
 

保訓會對復審人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請求自行負擔費用實施檢驗、勘驗或鑑定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拒絕，並於決定理由中指明：

一、請求檢驗、勘驗或鑑定事項非屬專門性或技術性者。

二、相同事項於另案已實施檢驗、勘驗或鑑定，復審人未提出新事實或新理由者。

三、原處分機關已實施檢驗、勘驗或鑑定，復審人未提出新事實或新理由者。

四、申請檢驗、勘驗或鑑定事項與復審標的無關或顯無必要者。
 

第 23 條
 

1  保訓會囑託鑑定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

一、送請鑑定事項。

二、完成期限。

三、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之內容。

四、鑑定所需費用及支付方式。

2  保訓會囑託檢驗、勘驗時，準用前項規定。
 

第 24 條
 

復審人或其代理人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原處分機關據以

處分之證據資料或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者，準用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
 

第 25 條
 

1  復審書不合法定程式逾第二條所定期間未補正，復審人於委員會議審議決定前，已向保

訓會補正者，仍應予受理。

2  復審書不合法定程式並不影響復審要件者，雖未依限補正，仍不影響提起復審之效力。
 

第 26 條
 

1  復審事件無本法第六十一條所定應為不受理之情形，經實體審查結果，其復審理由雖非

可取，而依其他理由認為原處分確屬違法或顯然不當者，仍應以復審為有理由。

2  原處分機關答辯欠詳或逾期不答辯者，保訓會得依職權查究事實逕為決定。
 

第 27 條
 

復審人於延長復審決定期限後再補具理由者，決定期限自收受補具理由之次日起算，不

得逾二個月。
 

第 28 條
 

1  復審事件經提送委員會議審議決定後，保訓會承辦單位應即製作決定書原本，送主任委

員判行作成正本，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送達復審人及原處分機關。

2  復審決定書應記載參與決定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姓名；其有不同意見書或協

同意見書者，併同決定書發送及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公布於機關網站。

3  復審決定書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得依申請或依職權更正之；其正本

與原本不符者，亦同。
 

第 29 條
 

復審事件文書之送達，採用郵務送達者，應使用保障事件文書郵務送達證書；派員或囑

託原處分機關、公務人員服務機關送達者，應由執行送達人作成送達證書。
 

第 30 條
 

保訓會復審決定經司法機關撤銷者，保訓會承辦單位應即分析檢討並簽提意見，供改進

業務之參考。
 

第 31 條
 

保訓會對未經提起申訴而逕行提起再申訴之事件，應即函移服務機關依申訴程序辦理



，並副知提起人。
 

第 32 條
 

再申訴人於延長再申訴決定期限後再補具理由者，決定期限自收受補具理由之次日起算

，不得逾一個月。
 

第 33 條
 

再申訴除本法及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準用第二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

條之規定。
 

第 34 條
 

復審人或再申訴人依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申請調處者，應以書面為之。
 

第 35 條
 

復審人或再申訴人申請調處，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保訓會得拒絕之：

一、依調處事由之性質、復審人或再申訴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經審慎評估後，可認為不

能調處或顯無調處之必要或調處顯無成立之望者。

二、曾依其他調處（解）程序經調處（解）不成立者。
 

第 36 條
 

1  保訓會審理保障事件，依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進行調處，應經審查會決議，並簽

報主任委員指定人員進行之。

2  前項調處之結果，應向委員會議提出報告。
 

第 36-1 條
 

1  復審人或再申訴人依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停止原行政處分、管理措施或有關

工作條件之處置之執行者，承辦單位應儘速提送審查會審議，並簽報主任委員核定。

2  申請停止執行經許可者，應即函知申請人及相關機關，並提委員會議報告；未經許可者

，應於保障事件決定書敘明理由。
 

第 37 條
 

再審議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第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第 38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