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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人員定期(每年或間年)，以及

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公務

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具

結書)」，自行檢視(具結)有無違

反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

情。

第2項
第1項

公務員就（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
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至
遲應於就（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
於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服
務機關（構）繳交有關證明文件。
但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完成解任登
記，並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或機
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同
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以
三個月為限，惟於完成解任登記前，
不得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

第3項

第5項
公務員就（到）職前已
持有前項營利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應於就
（到）職後三個月內全
部轉讓或信託予信託業；
就（到）職後因其他法
律原因當然取得者，亦
同。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 經商之禁止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現
為第14條)相關解釋彙整
表

經營商業相關疑義：

兼任樣態、認定標準及是否違反公務
員服務法第14條：

依銓敘部111年11月29日部法一字第1115505030號函略以：銓敘
部104年8月6日及106年11月17日函就違反服務法有關經營商業限
制之11種態樣，僅為原則性歸納，作為各機關(構)衡處個案之參考，
非謂公務員違反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僅以該2函列舉者為限，無
論是否符合該認定態樣或其餘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之情事，仍應
由權責機關(構)本於權責依法審認及處理。

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

服務限制篇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 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
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擔
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
或相類似職務。但經公股股權管理機關
（構）指派代表公股或遴薦兼任政府直
接或間接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相
類似職務，並經服務機關（構）事先核
准或機關（構）首長經上級機關（構）
事先核准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4項

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
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
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
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規定之認定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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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兼任態樣 認定標準 是否違法

(一)
機關（構）學校合法指派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如代表政府兼任營
利事業之官股代表）。

1. 依法。
2. 代表官股。

不違法。

(二)

兼任歇業中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
察人。

歇業係指公司（商號）無意繼續經營而欲終止營業，自行
向權責機關申請登記，或由行政機關依法令撤銷或廢止公
司（商號）之登記。

不違法。

(三)

機關（構）學校違規指派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如兼任營利事業之
董事長或獨立董事）。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1. 不違法。
2. 應立即解除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之身分。
3. 應追究權責機關違失責任。

(四)

於不知情之情況下遭盜（冒）用兼任公司
（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1. 公務員負舉證責任（未支領報酬、檢具足資證明之證
明文件）或由公司（商號）出具證明或由公務員主動
提告，以釐清責任。

2. 服務機關覈實認定。

1.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與左列標準相符，不違法。
2.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與左列標準不符，即違法。

(五)

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
察人。

1. 任公職前即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左列職務。
2. 任公職期間該公司（商號）均為停業狀態，且無營業

事實。
3. 積極辦理解任登記中。

1.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未具左列標準者，違法。
2.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同時具有左列標準，且完成解任登

記者，不予停職移付懲戒，惟仍應予以行政懲處。

(六)
兼任未申請停業，惟查無營業事實之公司
（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七) 
知悉並掛名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
察人，惟未實際參與經營及未支領報酬。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八)
明知並兼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
察人，且實際參與經營或領有報酬。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九)
兼任非營利事業團體職務(如：員工消費合作
社、大廈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職務等)。

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
機關許可。

不違法。

(十) 依法令設立營業稅籍並無經營商業事實。 例：兩造合建房屋或財產信託等，依個案情形認定。 不違法。

(十一) 獨資或合夥。 請依態樣(四)至(八)標準認定，獎懲原則亦比照辦理。

註1：依懲戒法第20條規定，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懲戒法院之日止，已逾10年者，不得予以休職之懲戒。已逾五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另依銓敘部109年6月18日部法二字第1094946775號令，各機關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屬記1大過、記過或申誡之行為，已逾5年者，即不予追究。註2：違法但經服務機關認屬情節輕微者（如
公司〈商號〉無營業事實、公務員未參與實際經營或未支領報酬等），應於移送函（書）敘明事由，俾供監察院及懲戒法院審查（議）參考。註3：非現職人員如於任職期間具有上開情事時，毋須停職，惟仍應由最後任
職機關參照現職人員認定標準辦理。

銓敘部106年11月17日部法一字第10642836631號函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兼職查核之認定標準表(僅為原則性歸納，仍應視個案情形認定)



是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將自有房屋出

租並收取租金是否違

反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單純將自有房屋出租並收取租金，並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第14條第1項規定。惟如有從事前開經營不動產出租等商業行為

之情形時，自與該項規定有違。

公務員依法停(休)職期

間是否得於民間機構

任職領證職業？

公務員依法停(休)職期間得於民間機構任職，上開任職範圍包括公

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5條第2項所稱「領證職業」，且

毋須經權責機關(構)同意或備查；惟各該專業管理法律另有禁止規

定者，仍應依其限制為之，亦不得違反服務法第5條、第6條、第

7條、第14條及第16條等相關規定。

銓敘部112年3月1日部法一字第11255416671號令

銓敘部110年3月19日部法一字第1105334767號函



公務員不得從事薦證代言等商業宣傳行為，

不論有無收取報酬，均有違服務法禁止經

營商業之規定。

公務員自行運用或一次性明確授權他人使

用其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所獲取之合理對

價，係包括其從事薦證、代言、宣傳或行

銷等商業活動而獲致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

正常利益。

惟不得違反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及第15條

第7項規定；又上開授權得委任自然人或

法人處理其授權相關事宜。

公務員是否能
從事薦證代言
等行為？

是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TIPS

1.視公務員所為事務涉及商業行為程度與性質，就整體目的、時間頻率及所得利益等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綜合判

斷是否屬薦證代言等商業宣傳行為。

2.因日常消費而單純分享自身經驗、心得及使用社群平臺打卡、主題標籤等功能，或因消費而參加商品或服務之活

動、填寫消費問卷或評價等衍生事務，均與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無涉；又如單純轉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資訊、

取得優惠券及轉讓折扣碼等行為，則尚難謂違反同項規定。

銓敘部112年10月24日部法一字第11256279311號函 銓敘部112年1月19日部法一字第11255291302號函



公務員就其已形成之智慧財產權及個人肖像權等權利之行使：

以自己名義運用者，得參與該智慧

財產權及肖像權成品相關之薦證代

言等商業活動。

例如：公務員個人出版著作、製作影像、音樂、貼圖；將個人肖像自行做成人

像公仔、或印製於筆記本、衣服等各種物品上，該公務員得參與上述書籍、影

音、貼圖、公仔或衣服等成品所舉辦見面會或發表會等活動。

公務員於公餘時間為他人業務配合拍攝影片或撰寫文章，

是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形成其智慧財產或運用個人

肖像之方式，不得違反服務法第14

條第1項規定，包括不得從事薦證代

言等商業活動

例如：公務員與他人約定為他人商品拍攝業務配合影片或撰寫業務配合文章

若涉及「領證職業」、「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教學」、「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之情事，仍須依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例如：公務員拍攝個人「教學」影片，應依服務法第15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經權責機關（構）同意或備查。並得就其所有上開教學影片之智慧財產權等權利，

依同條第6項及前開本部113年5月10日令規定辦理。

以一次性明確授權予他人使用者，

得參與被授權人於授權範圍內就該

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成品所進行之

薦證代言等商業活動。

例如：公務員一次性明確授權他人使用其著作、影像、音樂、貼圖；或將個人肖

像做成人像公仔、印製於筆記本、衣服等各種物品上之權利，並具體約定載明上

述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等權利授權範圍及內容，包括被授權人為該書籍、影音、

貼圖、公仔或衣服等成品所舉辦見面會或發表會等活動，公務員得參與該等相關

活動。

銓敘部113年5月10日部法一字第11357028452號函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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