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總整理

本章作為本研究報告之結論，首先以條列方式，逐一報告本研究所得的各

項成果，用作保訓會在實務上處理公務人員保障救濟程序中停止執行問題時的

參考如下：

1. 我國現行的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中之停止執行，作為暫時權利保護制度之一

環，其實定法上的依據，主要為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89條第 2項及第 90條

之規定；訴願法在此，應排除其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的餘地。不過，除此

之外，鑑於暫時權利保護制度的功能整體性，行政訴訟法上有關停止執行

與保全程序（假扣押及假處分），甚或民事訴訟法上保全程序之規定與理

論等，必要時，非無援引的價值。至於有關保訓會中停止執行之審議程序，

在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不足的情況下，基於法治國之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必要時也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可能，以符合方法論上法

律解釋與續造的合憲性。

2. 我國行政爭訟上的停止執行之設計，深受日本與德國影響；惟鑑於德國相

關法制的理論已相當完整，故在比較法上得用作解決問題主要的借鏡。美

國訴訟法學中的「暫時禁制令」與「緊急限制令」，其實也是一種暫時權

利保護制度；必要時，也有用供與歐陸法系的相關制度比較對照的意義。

3. 含停止執行及保全程序在內的暫時權利保護制度，與本案救濟程序同，均

以實現「有效之權利保護」為目的。惟相對於本案救濟程序的功能，在於

終局釐清涉訟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暫時權利保護則有「保全」與

「暫時止爭」兩項功能。在保全程序方面，「假扣押」與「保全處分」制



度的目的，即在於保全功能的達成；而暫時止爭的功能，主要則歸「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負責。至於在停止執行方面，該制度同時兼具以上兩項功

能。

4. 在法制發展史上，暫時權利保護的暫時止爭功能，常為學說與實務忽略；

近來相關問題點既已釐清，則停止執行准否之決定，除應注意保全功能外，

其是否也能定出一個符合當事人間利益平衡的暫時狀態，而兼具暫時止爭

的功能，更必須同時列入該准否決定時的考慮。

5. 暫時權利保護與「預防性權利保護」（或稱「預行救濟」），是行政爭訟

法上兩種不同的制度，體系上不容相混。在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中，由於停

止執行僅能針對既已作成之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發生效力，因此並不

能同時充作針對尚未作成處分或其他行為前之權利救濟的「預防性暫時權

利保護」。

6. 停止執行程序，為一獨立於本案救濟外完整的權利救濟程序；而一個完整

的權利救濟程序，如屬當事人依法申（聲）請始能發動者，則必須區分該

申（聲）請「合不合法」與「有無理由」的問題。不過鑑於保訓會在停止

執行程序中，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89條第 2項規定，本即得逕依職權停止

執行，而不待申請，因此關於停止執行之准否，保訓會只要依據停止執行

之實質審查標準，亦即「有無理由」問題審查後，即得作出決定，並毋庸

先就停止執行之形式審查標準，亦即申請之合法性問題進行審查。

7. 至於有關停止執行所附麗的本案救濟，亦即復審及申訴、再申訴等本身的

「申請之合法性」，應屬停止執行之實質審查標準中所謂「本案有無勝訴

希望」的問題。因此，本案救濟之申請不合法，如逾越本案救濟期間等，

雖將因本案顯無勝訴可能，不得為停止執行之決定（參見後文第 10點之

「第一階段」），但也僅屬停止執行之實質審查標準問題，而與停止執行

之申請合法性本身無關；二者之間，不容混淆。

8. 由於保訓會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89條第 2項規定，得逕依職權停止執行，

而無申請合法性的問題，因此針對有關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停止執行，依

情形，得分別由行政法院、保訓會及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作成而所造成

的「多重管轄」問題，亦得毋庸過度關心。要之，只要就系爭案件，行政



法院並未作出任何有關停止執行之准否裁定前，保訓會即得依職權作停止

執行之准否決定。不過萬一行政法院事前已為停止執行之准否裁定時，保

訓會受其拘束，原則上不應再就該停止執行之問題置喙，更不得作相反決

定；而當行政法院在保訓會作成停止執行之准否決定後，又另為相關之裁

定時，則保訓會也受該裁定拘束，不得再就系爭停止執行問題復為任何決

定，尤其是相反決定。至於在同一問題點上，保訓會之於原處分機關或服

務機關的關係，猶如行政法院之於保訓會的關係；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

恆受保訓會決定的拘束。只是當保訓會針對停止執行作出否准之決定時，

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基於本身對系爭處分或措施等的處分權，本得自行

決定該處分或措施暫不執行。

9. 停止執行程序之各當事人，如對保訓會基於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89條第 2項

及第 90條所為之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執行等之准否決定不服，一方面基於

前開行政法院之相關決定對於保訓會的拘束力，以及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

第 3項規定，亦得在本案未起訴前，先向行政法院僅針對停止執行之問題

單獨尋求救濟。此一原則，基於保訓會決定對於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的

拘束力等關係，同樣亦適用在就原處分機關或服務機關之決定向保訓會尋

求救濟的情形。

10. 在保訓會的停止執行程序中，停止執行之實質審查標準，原係實務上最具

爭議的問題。不過該審查標準的問題，原則上仍採以下所述之「階段化審

查模式」為宜：

第一階段：先以「略式審查」模式作審查。其中，本案顯有勝訴希望，停

止執行；本案顯無勝訴希望，不停止執行。

第二階段：「略式審查」配合「利益衡量」。當本案之勝訴或敗訴希望，

並非明顯時，則停止執行或不停止執行，原則上仍取決於勝訴

或敗訴希望的「蓋然性」（略式審查）；但是當執行或不執行

之結果，嗣後不能，或至少相當難以回復至未執行或先執行前

的原始狀態時，則此際，停止執行或不停止執行取決於有無

「回復可能性」（利益衡量）。



第三階段：純粹「利益衡量」。當本案勝、敗訴希望均有可能，或完全不

明時，則停止執行之利益或執行利益的輕重程度，決定停止執

行或不停止執行。

11. 不過在此一「階段化審查模式」中，必須同時注意有關「中間決定」的問

題（亦即下列第 15點至第 17點）。

12. 在有關金錢爭訟的停止執行方面，處分相對人之財產將因執行而遭受不利

時，有關「難以回復之損害」的判斷，並非繫諸該財產本身的價額高低，

以及該財產有無回復可能的問題；在此所謂「難以回復之損害」，應指處

分相對人因執行之所失，是否將造成其經濟生活不堪回復而言。處分相對

人因處分之執行而陷於生存困難或高度債信危機時，則即相當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 89條第 2項所稱的「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13. 在有關非金錢爭訟的停止執行方面，實務上最具研究實益者，應屬公務人

員互爭陞遷、職位調動等，而由落敗者攻擊授與勝選者陞遷或職位調動等

行政處分或措施的所謂「第三人權利救濟」類型。在此，吾人若堅持有爭

議之通說所謂的「職務安定性」原則時，則該處分一旦執行而落實，落敗

之公務員即難以再以任何救濟手段，質疑勝選公務員之陞遷的合法性。從

而，系爭陞遷或職位調動的行政處分或措施，其執行也具有「難以回復之

損害」的性質。關於這一點，當然也須在前開階段化審查模式中列入為

「利益衡量」的重要取決因素。

14. 停止執行程序為一完整、獨立之程序。該程序一方面貴在迅速，故強調程

序之機動性，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注意當事人等程序權之保障。保訓會就

此依程序之審議如何進展，有必要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俾資遵循。

15. 停止執行程序之流程，基於機動性要求，得分為「最急迫流程」、「急迫

流程」與「一般流程」三種。其中，前二者，屬於「原則」樣態；最後一

種，則為「例外」。此外，相對於屬原則的「急迫流程」與「一般流程」

之進展，由「審查會」主掌，屬例外的「最急迫流程」，始由「主任委

員」先專責決定。至於「委員會議」在三種流程中，則位居最後控制者的

地位。不過，在前揭「最急迫流程」流程中，由於主任委員之准予停止執

行決定，實僅為一種程序的「中間決定」；相關程序之「最終決定」，仍



須回歸由審查會與委員會議處理的「急迫流程」或「一般流程」機制。在

此，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1規定，及美國聯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第

65條 (b) 項有關「緊急限制令」之作成程序，可供參照。總之，這三種流

程具有以下關係：



 原則：「急迫流程」及「一般流程」— 審查會主導，委員會議控制。

 例外：「最急迫流程」— 主任委員最多僅先作成准予停止執行之

「中間決定」；至於程序之最終決定，仍回歸原則性的「急迫流程」

或「一般流程」。

16. 。在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中，例如有關針對某同為競爭陞遷或職位調動之公

務員取得該陞遷職位的行政處分或其他處置，而由落敗之公務員提起復審，

抑或申訴、再申訴及請求調處的案件，即屬這種案件類型；蓋依據「職務

安定性」原則，該處分一旦執行而落實，落敗之公務員即難再有任何救濟

手段。

17. 在前開「最急迫流程」類型中，偶亦有不立刻停止執行，暫時權利保護尋

求者將即受難以回復之損害，但一旦停止執行，公共利益或其他私益卻也

將立刻遭受難以回復損害的特殊情形；在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中，例如公務

人員不服禁止其於選舉投票日前夕就某一候選人之操守問題公開發表談話

的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而提起保障救濟的問題，即屬這種罕見的案件類

型。由於在這種兩難的案例中，相關處分或措施執行或不執行，均將有一

方利益立刻發生難以回復的損害，所以面臨抉擇的承辦人員，應即報主任

委員，視情形召集臨時審查會，甚或委員會議，緊急針對該案件之系爭處

分或措施本身是否違法，進行審議，以作成適合的相關決定。

18. 停止執行之審議，基於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其等陳述意見的機會仍應維

護。不過該程序既強調機動性，故有關陳述意見，毋庸拘泥形式；只要在

證據保全許可的情況下，書面（含傳真、電子郵件等）、到場言詞、電話

訪談…等，均無不可。至於公務人員保障法中除陳述意見以外之其他程序

規定，在停止執行程序中，當然也有其適用；機動性要求，在此仍應注意。

19. 在停止執行程序中，相對應之本案爭議為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相對

人以外的利害關係人，不服該處分或其他行為而提起復審，抑或申訴、再

申訴及請求調處者，系爭處分或其他行為的相對人本身，保訓會基於該相

對人憲法上聽審權之保障，原則上「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23條，

依職權或依申請，通知其參加停止執行程序。不過，當停止執行程序在流

程上歸屬前開所謂「最急迫流程」時，鑑於高度的時間壓力，有關主任委

員專責決定停止執行之准否階段，毋庸先命原停止執行程序外之利害關係



人參加程序；這個程序參加的步驟，僅應於主任委員作出准否停止執行之

中間決定後，在審查會的決議過程中進行。

20.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90條所規定的「撤銷停止執行程序」，事實上為同法第

89條第 2項之停止執行程序的再開；因此，以上的各原則，基本上在撤銷

停止執行程序中，亦能視具體情形而予以適用。

第二節　立法政策上之建議

至於在立法政策方面，本研究報告認為，我國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將來如

有修正時，得考慮以下幾點原則：

1. 有關停止執行之實質審查標準，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89條第 2項之規定，

雖非完美，但由於現階段相關問題，仍極具爭議，且同時涉及訴願法第 93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之類似規定，牽一髮而動全身，前開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 89條第 2項之規定，目前仍難有修正之餘地。

2. 本研究報告前開所建議之標準作業流程，貴在能因應實務需要，而有隨時

修正之可能；因此相關流程三分法，並不適合直接明定於任何法律（如公

務人員保障法），抑或法律所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如保障事件審議規

則）。

3. 預防性權利保護或預防性暫時權利保護對於行政機關權限之行使，干預頗

深；由於保訓會本身亦屬廣義行政（即：考試權下人事行政）機關之一種，

所以基於行政機關間之權責劃分與相互尊重，縱使在立法政策上，似乎也

不宜逕以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等方式，由保訓會受理預防性權利保護或預

防性暫時權利保護。

4. 現階段在公務人員保障法實際上有修正必要者，或為明文確立主任委員在

停止執行程序中必要的「中間決定」之單獨決定權，以利程序的機動性。

德國行政法院法第 80條第 8項賦予合議制法院審判長的緊急處置權，在此

或可為借鏡。



5. 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欠缺有關「程序參加」之規定，實為無視人民之憲法

上聽審權保障的嚴重法律漏洞，頗有修正的必要。在此，行政程序法第 23

條「因程序之進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規定，簡潔有力，或可在公務人員保

障法修正之際，直接增入，而成為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直接可適用之規定。

6. 停止執行決定之內容，除得類推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 5項，停止原

處分之效力、處分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外，似非不得類推適

用假處分之法理（行政訴訟法第 303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535條第 1項），

附條件、期限，及命申請人提供擔保，以避免造成申請結果全有或全無之

零合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