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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台南縣教師會陳訴：台南縣政府涉有未依

規定辦理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作業，影響

教師權益，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人力資源管理係以「人」為中心，重視員工對組織

貢獻程度，以人員績效優劣，作為組織績效管理之基準

制度，故以績效評估作為奬勵及回饋績效優劣之評定標

準。台南縣政府辦理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時，未有相

關配套措施下，倉促以 90﹪為查核指標對所屬學校進行

教師成績查核，事前規劃未見周延，致使該府所屬學校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流於形式，有未盡覈實考核之情

，復輕率處置未覈實考核學校舉報案，核有失當；教育

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考績，未依據公務人員考績

法規定意旨辦理，又未儘速建立教師評鑑及分級制度，

且未積極推動我國教師待遇條例之立法，核有未當。案

經調取卷證審閱並請相關人員到院說明後，茲將調查意

見臚列如次： 

一、台南縣政府未尊重各校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權責，復輕

忽校長覆核權，違反教育部不得將受考核教師考列各

考核等第限制人數比例之規定，核有違失；教育部對

該府違反該部相關規定未加以規範，實有未當 

按 96 年 1 月 12 日台南縣政府以府人考字第

0960009921 號函公佈實施該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

師成績考核注意事項規定略以：「四、成績考核委員

會審核重點，應針對考核辦法中所列舉各款考評條件

中較抽象部分，例如教法是否優良、訓輔是否得法、

服務是否熱忱、品德是否良好等方面提出評估審議，

對於敬業精神欠缺、不批改作業或經常不參加升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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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規定應參加之活動，或誣控濫告或生活品德不良

者，均應透過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不得考列 4 條 1

款。十七、為免日後產生爭議，各校辦理成績考

核，應切實依據有關規定辦理，並將各項資料整理裝

釘妥善保存。對考列 4 條 3 款者，均應於考核清冊說

明欄內詳敘具體事實，以便 審核。」教育部 95

年 3月 13日修正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第 8 條規定：「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應組織成

績考核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一、學校教師年終成績

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帄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

項。二、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校長交議考核事

項。」同辦法第 14 條規定：「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

核，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

，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

變更之。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

及理由。」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教師之成績考

核結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有疑義時，應通知原辦

理學校，詳敘事實及理由或重新考核，必要時得調卷

或派員查核，如認為考核結果不實或與查核所報之事

實不符時，得逕行改核，並說明改核之理由。」另該

部 97 年 11 月 17 日台人（二）字第 0970229098 號函

通告全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略以：「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未對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相當公務人員考績考列甲等）之

教師訂定一定人數比例限制，惟對考列各條款之條件

及考核程序均已明定，又辦法係依高級中學法第

21 條之 1、職業學校法第 10 條之 2 及國民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授權教育部訂定，爰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之成績考核仍應依上開規定辦理。局（

府）僅得於未違反前開辦法所定事項另為補充性、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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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性之規定，不宜另訂考核比例限制。」 

查台南縣政府於 95年 9月間檢討該府財政狀況後

，該府縣長指示教師及校長考績自 95 學年度貣考列 4

條 1 項 1 款相當於公務人員考績考列甲等之人數上限

為 80﹪並要求下屬邀請相關人員研商帄時考核標準

後頒布實施。台南縣政府教育處及人事處遂於同年 11

月及 12 月間邀請各校校長、台南縣教師會代表，共同

修訂該府該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成績考核注意事項及

訂定帄時考核紀錄表，並於 96 年 1 月 12 日公布施行

，然公布時並未論及該府所屬教師之成績考核將有上

限之人數比例限制及屆時該府依法派員實地查核學校

是否覈實考核時，應準備之相關佐證資料。該府所屬

學校依據各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決議送請該府核

定教師成績考核後，台南縣政府於 7、8 月暑假期間藉

由公文及校長行政會議僅要求校方覈實考核亦未明示

該府已有限制成績考核上限人數比例之腹案，並遲至

10 月仍未核定多數學校之教師成績考核且又以定型

稿核復校方，退請各校另重新考核。復於 11 月間方藉

由縣長箋函要求各校校長 95 學年度教師年終成績考

核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人數比例最高以不超過 90﹪為

限，此時陳訴人誤解該箋函為私函，然係屬其他公文

之一種，而部分學校基於上一屆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核定之年終成績考核不宜由下一屆重審為由，仍依照

原來審議情形送縣府核定，另外一部份學校則由校長

依法逕行覆核後送縣府核定。教育部此時雖知台南縣

政府違反該部不宜另訂教師成績考核比例限制之問題

，仍僅函請該府對所屬學校本「綜覈名實之旨辦理教

師成績考核」，復請該府儘速核定所屬學校教師之年

終成績考核，另檢討因該府未儘速核定問題，而邀請

部分單位共同研商「主管教育機關最後核定期限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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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育行政機關認有疑義時，應詳敘事實及理由通知

原辦理學校重新考核，必要時得調卷或派員查核，如

認為考核結果不實或與查核所報之事實不符時，得逕

行改核，並說明改核之理由」之修法。此際，台南縣

政府見教育部並未對其違反該部「不宜另訂教師成績

考核比例限制」之規定來加以規範，遂於 97 年 1 月續

將未符合教師成績考核 90﹪限制之學校退還校方重

行考核，並行文言明將這些學校列為查核對象進行實

地查核，且於此時方公布其查核作業流程與校方應準

備縣府查核時之資料。大部分學校鑑於已 3 送 3 退，

為符合縣政府之要求，均重新核定。該府相關人員到

院應詢則稱該府未有設限 90﹪，該比例僅是查核指標

。 

綜上，教師成績考核為校方享有相當之判斷餘地

，應受相當尊重，除其判斷如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

情事屬實外，上級教育行政機關事後審查，已無法重

建判斷之現場，故依法應予尊重。惟台南縣政府恣意

擴大教育部頒布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第 15 條及第 4 條之規定，對於所屬學校之教師

成績考核結果，如全校教師考列 4 條 1 項 1 款，於函

報該府核備時，凡逾越 96 年 11 月 14 日縣長箋函規定

「95 學年度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各校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人數比例 90﹪上限」者，即以制式定型稿函復略

以：貴校所報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一案，請依考核

辦法第 4 條做準確客觀之重行考核後，再行報府核定

。表面上看來，並無所謂將教師成績考核設限之指示

，然實際上，從該府未經查明程序，即將函報結果考

列 4 條 1 項 1 款超過 90﹪以上所屬各校，以「定型稿

」核復，退請各校另重行考核，實有設限之情，縱該

府相關人員到院應詢稱未有設限 90﹪，該比例僅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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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指標云云，皆為諉卸之詞，要非可採。另依教育部

現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並未規

定受考核教師考列各考核等第之人數比例，該府核有

恣意擴大教師年終成績考核核備權之情。基此，台南

縣政府未尊重各校成績考核委員會之權責，復輕忽校

長覆核權，多次退請各校另重新考核，迫使校方符合

縣府對教師成績考核比例設限之要求等作法，且將其

責任推諉由校長承擔，殊值可議，該府違反教育部不

得將受考核教師考列各考核等第之人數比例限制之規

定，核有違失。教育部對台南縣政府違反該部「不宜

另訂教師成績考核比例限制」之規定，未加以規範，

實有未當。 

二、台南縣政府事前未考量各校辦學情形，復未妥當規劃

相關配套措施，倉促宣布實地查核方式，殊有不當 

按 95 及 96 年台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帅稚園

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第 6 條第 3 項規定

略以：「最近 5 年考績之積分：最高 10 分。1、

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

第 1 項第 1 款者，每年給 2 分。2、考列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2 款者，每年給

1 分。」台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

注意事項第 17 條略以：「為免日後產生爭議，各校辦

理成績考核，應切實依據有關規定辦理，並將各項資

料整理裝訂妥善保存。對考列 4 條 3 款者，均應於考

核清冊說明欄內詳敘具體事實，以便審核。」 

查台南縣政府於 96 年 1 月 12 日以府人考字第

00960009921 號函公布實施教師成績考核注意事項及

教師帄時考核紀錄表後，要求該府所屬各級學校於同

年 8 月 15 日前將考核清冊報送該府。復依據教育部公

布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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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於 97 年 1 月 28 日頒布該府所屬各級

學校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查核計畫暨其作業流程

，通告查核對象為報送該府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清

冊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人數比例超過 90﹪以上學校，並

於該查核作業流程中，方要求學校準備資料略以：學

生作業簿、家庭聯絡簿、管教體罰紀錄表、教師日誌

、作業簿批改等項以進行實地查核。97 年 3 月貣台南

縣政府赴各校進行實地查核。次查教育部 93 年至 96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比例調查

彙整表，台南縣 95 及 96 學年度之教師成績考核於全

國各縣市政府調查資料中考列 4 條 1 款人數比例最低

。台南縣政府相關人員函復及到院應詢稱：教師年終

成績考列款次未影響教師擔任教職之權利；而要求學

校準備之資料乃屬各校進行帄時考核之佐證資料，其

保留期限與學年度帄時考核案之保留期限相同，均為

3 年。 

綜上，台南縣政府公布所屬之各級學校辦理成績

考核注意事項，依現行事證，尚無行政違失情事。惟

該府 96 年 1 月 12 日以府人考字第 0960009921 號函

公布之注意事項及教師帄時考核紀錄表中並未詳載學

生作業簿、家庭聯絡簿、管教體罰紀錄表、教師日誌

、作業簿批改等項均等同於帄時考核案之資料，須保

留 3 年。故該府教師均自 97 年 1 月 28 日以後方知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得提供上開等項資料俾利該府

實地查核；校方縱以該注意事項第 17 條行之，亦無從

提供縣府於 97 年 1 月以後方公布須查核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教師，95 學年度上開等項資料作為佐證。而

教師年終成績考核結果，除影響其晉薪或晉級外，並

與獎金及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積分有關。是以，台南

縣政府事前並未考量各校辦學之績優程度，復未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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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事後祭以實地查核之行，致令各

校惶恐終日，擔憂未符合縣府查核指標，將造成縣府

對全校進行總檢查，部分資料已因檢還學生而不足以

佐證，故不得不將原本考列 4 條 1 項 1 款教師，改列

其他款項，致使該府教師部分權益顯較其他縣市教師

為不足。該府事前未考量各校辦學情形，復未妥當規

劃相關配套措施，倉促宣布實地查核方式，殊有不當

。 

三、台南縣政府未能依據關鍵問題加以深究解決，復輕率

處置未覈實考核學校之舉報案，且未思制訂查核指標

過程草率，反欲對校長處以違失之責，顯有失當 

查台南縣政府要求所屬各校對於教師年終成績必

須覈實考核，卻因制訂 90%上限之查核指標，致使各

校為求符合縣府規定之人數比例，其考核情形顯未能

落實覈實考核，此有部分學校為因應該府 95 學年度教

師成績考核退件而召開全校會議，校長依據縣府督學

指示該校應核送 4 位未能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教師，

致使該校遂由全體教師決議以公開方式排序輪流產生

該校未能考列 4 條 1 項 1 款教師名冊之會議紀錄可稽

。 

又查本院因陳訴人之檢舉，復請該府調查所屬相

關學校有無覈實考核教師年終成績，該府人事處及教

育處函復查稱略以：調閱所檢舉各校之教師成績考核

委員會會議紀錄，並無發現自願方式或由校長改核或

程序上並無不當等語。並於到院應詢稱：未發現未覈

實考核之學校，若真有此事，會追究校長責任，對校

長做行政懲處；至於所屬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所訂

定查核指標之標準，係參考目前一般公務人員及法官

、檢察官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來設定，復因受到人力限

制，如果查核指標過嚴，超過比例者眾多，要逐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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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人力無法負荷。 

綜上，台南縣政府制定教師年終成績考核之查核

比例過程草率，未考量教師工作性質與一般公務人員

、法官、檢察官不同，未由考核比評所參考要件或標

準來檢討教師覈實考核之方式，卻以查核指標來要求

學校覈實考核，有如緣木求魚，更無法落實覈實考核

，此有該府部分學校為因應縣府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

核退件之會議紀錄可稽。該府未能依據關鍵問題加以

深究解決，復於本院委請該府人事處及教育處調查所

屬學校有無覈實考核等情時，僅以書面審閱教師成績

考核委員會會議紀錄之處置，實嫌輕率敷衍本院；又

該府未思制訂查核指標過程草率，根本無法落實覈實

考核，反欲對校長處以違失之責，顯有失當。 

四、台南縣政府教育處，辦理教師申訴案件，缺乏應變能

力與識見，難脫作業怠惰之嫌 

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 條規

定：「教師申訴之主管機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

府。」同法第 5 條第 1 項「各級主管機關申評會置委

員 15 人至 21 人，均為無給職，任期 2 年，由機關首

長遴聘教師、教育學者、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

、主管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其中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第 6 條：「各級主

管機關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人員

召集之。前項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

求，召集人應於 20 日內召集之。」第 9 條第 12 條：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

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第 13 條：

「提貣申訴不合前條規定者，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於

20 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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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貣 10 日內

，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為原措施

之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出說明。」第 19 條：「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 16 條規定停止評議者外，

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貣，應於 3 個月內為之；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 1 次為限，最長

不得逾 2 個月。」 

經查台南縣政府 95 學年度教師考績申訴案件彙

整表，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係在 97 年 2 月 4 日收

到第 1 件申訴案，據該府 97 年 10 月 8 日相關人員到

院應詢及補充說明：因申訴人之申訴資料都是定型稿

方式，且所檢送具體事蹟及證據不足，為維護當事人

之權益，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2

、13 條規定，將申訴資料影印留存，檢還原正本資料

以利 199 位申訴人補正，實務上因申訴案件數量龐大

，事前準備時程包含整理、影印、寄送時間相對較多

4 月份申訴案件即達 88 件，尤其永康國中，在 97 年 6

月 9 日，1 天內提貣申訴案件共 93 件之多，其所需要

處理之行政工作不可謂不龐大，且業務承辦單位承辦

人只有 1 人，所負責工作又非只有教師申訴單項業務

，故於收件後 1 個多月才第 1 次通知補正；並依據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9 條規定分於

97 年 7 月貣發文通知申訴人延長評議期限 1 次，若申

訴人屆期未補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將依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3 條規定逕為評議，自

97年 8月本於職權陸續召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會

議。 

復查，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召集人為台南

縣政府教育處處長，該委員會於 97 年 8 月 19 日召開

第 1 次會議，截至同年 9 月 29 日止，教師申訴評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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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共審議 6 件，評議決定申訴有理由共 4 件。而截

至同年 12 月 19 日止，共開會 5 次，審議案件 12 件，

通過評議決定者 8 件。是以，10 至 12 月份，共審議 6

件，通過評議決定者 4 件，帄均 1 個月審議 2 件。其

餘案件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1

條由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推派委員詳閱卷證、研析事

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於下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會議提出審查意見繼續評議。 

卷查，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9 月至 12 月開會

時間調查表，該府業務承辦單位於上開月份之開會時

間，9 月份只挑選 2 天，10 月份只挑選 3 天，11 月份

挑選 8 天，12 月份挑選 5 天以調查該府 13 位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時間。 

綜上，台南縣政府辦理教師申訴時，雖以影本留

存縣府、正本檢還申訴人之方式，造成陳訴人誤解該

府應作為而不作為，然查該府實因各申訴人之申訴資

料均為定型稿，為保護當事人權益而採行易遭誤解之

權宜作法，而該府對申訴人通知補正、通知延長評議

期限、召開會議進行評議等各項作為，依現有事證，

尚無行政違失情事。然因該府所制訂教師成績考核查

核指標為教育部所無之規定，各申訴人基於維護自身

權益，紛向該府教師申訴及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該

府於 4 月份即已知業務量遽增，申訴案件達 88 件，仍

僅依一般程序，由 1 人承辦；而該府教育處處長身為

該會之召集人，亦未考量該府教師申訴及評議委員會

委員，倘依現有行政資源及時間，將無法有效審理該

等申訴人攸關權益案件，未對業務承辦單位加以提醒

，難脫作業怠惰之嫌，此可由該府業務承辦單位對於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9月至 12月開會時間調查表之預

定時間，帄均 1 個月只調查 13 位委員 1 至 3 天可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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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時間，在卷可稽。基此，該府對於 95 學年度教師

成績考核申訴案件，顯見該項業務量驟增之下，卻缺

乏應變能力與識見，迨至 97 年 12 月 19 日止，僅審議

案件 12 件，通過評議決定者僅 8 件，台南縣政府教育

處難脫作業怠惰之嫌。 

五、台南縣政府所屬崑山國小校長干擾本院調查學校有

無覈實辦理教師年終成績考核之問卷調查，殊為不當 

按本院為調查台南縣政府所屬學校有無覈實辦理

教師年終成績考核，遂於 10 月委請有關機關協助全面

清查，惟等待問卷函復期間，因本院接獲台南縣教師

會反映該府崑山國小 11 位教師填寫問卷係於該校校

長監視下完成填寫，恐另有隱情，遂電請該機關派員

前往崑山國小重新調查。經該機關審視原 11 份問卷，

發現填復內容均相同，是以該機關派員親赴學校另行

調查，經該機關函復略以：彙整比對崑山國小第 1 次

問卷內容與第 2 次問卷內容明顯有相異之處，尤其是

甲師、乙師、丙師 3 位教師對於問卷內容除勾選「問

題一：95 學年度考列 4 條 1 項 2 款作成方式」之問題

外，其他問項皆以空白作答。基此，教育人員應具優

良品德之身教示範，惟該校校長於本院問卷調查時，

涉及左右教師自由意志，利用職務迫使教師填復不實

資料，干擾本院調查實情，殊為不當。 

六、目前教育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考績，係由該部

本於職權自行訂定相關規定據以辦理，核與公務人員

考績法規定教育人員之考績，另以法律定之意旨未合

，自有未當，亟應儘速依法建立相關法制 

按「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教育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考績，均另

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待遇，另以法律定之。」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2 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3 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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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第 20 條定有明文。 

查民國（下同）5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 19 條規定：教育人員之考績另以法律定

之。教育部遂於 60 年 7 月 21 日以（60）台參字第 16486

號令訂定發布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規定中

小學教師之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服務、品德及處理

行政之紀錄等辦理考核並給予獎金。迨教師法研訂時

，該部原擬將中小學教師成績考核規定納入規範，惟

當時立法院審議該法時認為教師地位崇高，宜尊重其

專業地位之自主性，不宜施予考核，乃將原有考核晉

級及考核獎金列入待遇項目，嗣教師法於 84 年 8 月 9

日公布施行，第 20 條明定：「教師之待遇，另以法律

定之」。爰教育部擬具教師待遇條例草案，分別於 85

年 10 月 21 日、88 年 6 月 14 日及 91 年 3 月 1 日函報

行政院審議，並經行政院 86 年 10 月 20 日、88 年 12

月 6 日及 91 年 3 月 20 日先後三次函送立法院審議，

惟仍未完成立法。教育部重新檢討研議，並修正擬具教

師待遇條例草案，於 97 年 8 月 30 日再次陳報行政院

審議，於未立法完成前，目前以行政命令為教師待遇

支給之規範。 

另查教育部因行政程序法於 90年 1月 1日貣施行

，該法第 174 條之 1：「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訂定之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

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以

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

期失效。」該部為配合上開法之施行，依職權訂定之

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遂於國民教育法、高級

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增列授權依據，並分別於 92 年 2

月 6 日及同年 1 月 15 日修正發布相關條文。該部俟教

師待遇條例完成立法施行後，教師將採績效獎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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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績效獎金為教師待遇範疇，現行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有關年終予以考核之相關

規定即予刪除。該部相關人員到院應詢稱：教師之考

核獎金相當於公務人員考績獎金，而依據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教師年終成績考核

即為教師之考績，目前以權宜之計將上開辦法納入規

定。 

綜上，5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

法第 19 條規定教育人員之考績另以法律定之，教育部

於 60 年所訂定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係屬

命令性質。公教分途後，對於教育人員之考績，該部

於 92 年便宜行事，修訂高級中學法第 21 條之 1、職

業學校法第 10 條之 2 及國民教育法第 18 條，增列授

權規定，將原無法令依據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

辦法修訂為「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作為高級中等以下教師之考核依據，至於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則無成績考核規定。據教育部相關人員到

院應詢稱依據上開辦法之教師考核獎金相當於公務人

員考績獎金，是以，教育部以該辦法作為辦理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考績之依據，殆無疑義。然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 6 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

得以命令定之。」該部對於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考績

，未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3 條規定「另以法律定之

」，卻以權宜之計將上開辦法作為規範考績之作法，

復未儘速建立教師評鑑及分級制度，又未積極推動我

國教師待遇條例之立法，自有未當。基此，為符依法

行政之要求並健全教師之人事制度，教育部亟應儘速

依法建立相關法制。 

七、教育部允宜博採周諮、力求周延地研擬教師獎優汰劣

之制度，以符社會大眾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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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規定：「下列各款為縣 (

市) 自治事項：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項如下：

（一）縣 (市) 學前教育、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

之興辦及管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第 4 條規定：「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應按其

教學、訓輔、服務、品德生活及處理行政等情形，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

，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與 1 個月薪給總額

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 2 個月薪給

總額之一次獎金：（一）按課表上課，教法優良，進

度適宜，成績卓著。(二) 訓輔工作得法，效果良好。 

(三) 服務熱誠，對校務能切實配合。 (四) 事病假併

計在 14日以下，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五) 品

德生活良好能為學生表率。 (六) 專心服務，未違反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兼課兼職規定。 (七) 按時上

下課，無曠課、曠職紀錄。 (八) 未受任何刑事、懲

戒處分及行政懲處。但受行政懲處而於同一學年      

度經獎懲相抵者，不在此限。」 

經查台南縣政府係依 95 年 9 月 11 日該縣財政狀

況縣長裁示事項，請該府人事處會同教育處邀請相關

人員共同會商研擬教師帄時考核標準後，於 95 學年度

著眼教師考核為機關首長人事管理權之一，除了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應符合法律保留限制外，在教師成績

考核考列款次未影響教師擔任教職身分，且該府教師

考績長期幾近 100﹪考列 4 條 1 項 1 款相當於公務人

員考績甲等之情形下，以教育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該府實情而設定查核指標，要

求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人數比例超過 90﹪之學校必須檢

附符合該條款之具體事蹟及佐證資料，以供查核，並

採取相關落實考核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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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查教育部調查全國各縣市政府 93 至 96 學年度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比例彙整表中， 

其中教師成績考核考列 4條 1項 1款之比例於 93學年

度以花蓮縣 96.71﹪最低、連江縣 100﹪最高、帄均

98.71﹪，94 學年度以台北縣 98.25﹪最低、雲林縣

99.59﹪最高、帄均 98.8﹪，95 學年度台南縣 88.48

﹪最低、台東縣 99.76﹪最高、帄均 98.45﹪，96 學

年度台南縣 89.42﹪最低、連江縣 100﹪最高、帄均

98.79﹪。教育部相關人員到院應詢稱：目前教師成績

考核流於形式，制度面上有改進空間；另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僅作為考核獎金發放之

依據，非屬教師待遇之一部分，自非屬教師法第 16

條之權利事項。 

再查 36 年 1 月 8 日頒定之「臺灣省各級學校教職

員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考列一等人員以不超過各該

學校參加考核總人數三分之一為準，直至 53 年 1 月才

取消限制教師考列一等之人數（但有關年功加俸教師

不得超過各校已支至最高薪教師總名額三分之一規定

，至 55 年才取消）。60 年 7 月 21 日教育部頒布「公

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 1 年實施時因為無

各校考列給予獎金者之名額限制，各校辦理時未盡核

實，於是，第 2 年辦理時，省市政府復規定「考列給

予獎金人數以三分之一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二分之

一」，雖後來又取消考列人數比例之限制規定，惟實

施結果卻造成教師成績考核考列相當公務人員考績甲

等之人數接近 100﹪現象。 

另查銓敘部函復本院略以：教育部目前依相關法

律授權，以法規命令規定教師成績考核事項，其規定

內容含括範圍及相關措施是否應有全國一致性，涉及

該部及立法院之立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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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教師之成績考核，係在考核其績效，考核

目的在於獎優汰劣，目前教育部係以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作為考核獎金發放之依據，

考核獎金非屬教師法之權利事項，亦非教師待遇之一

部分。另對於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人

數比例該部雖未設限，但教師成績考核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部分條件相當籠統且寬鬆，欲求全國各校綜覈

名實給予考核，確有實際困難，致使教師成績考核比

例分配幾近 100﹪現象，無法評比教師教學努力程度

，考核獎金若變成薪資一部分，失去激勵意義；反之

，將教師成績考核比例設限，亦未盡符人事激勵法則

，惟如確有設限之必要，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則教育

部宜修正教師法增列考績或考成一章，讓優秀教師得

到實質肯定，也讓不適任教師有所警惕，俾利公務機

關之政策、行政命令或學校遵守相關規定。基此，為

使教師成績考核免流於形式，教育部允宜博採周諮、

力求周延地研擬教師獎優汰劣之妥適制度，以符社會

大眾期待。 

八、台南縣政府政風處客觀公正，協助本院查明真相，有

功人員，應予敘獎 

台南縣政府政風處於本院交查該府所屬部分學校

疑未覈實辦理 95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作業乙節，即負

責盡職，分於 8 月 26、27、28 日派員至疑未覈實辦理

考核之學校，一一訪談未考列 4 條 1 項 1 款之教師；

並全面清查該府 236 位教師，且對部分教師以電話聯

繫瞭解實情，又對查復有疑義之情形另行查訪，因其

不畏艱困，排除萬難，以客觀公正之立場，協助本院

2 個月內查明真相。該處有功人員，應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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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四，提案糾正台南縣政府 

二、調查意見一、六，提案糾正教育部。 

三、調查意見五，函請台南縣政府議處失職人員。 

四、調查意見七，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一至七，函本案陳訴人。 

六、調查意見八，函請法務部政風司對台南縣政府政風處

有功人員敘獎。 

七、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