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同意辦法總說明 

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規定：

「……(第二項)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不得以代表機關(構)名義或

使用職稱，發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構)業務職掌有關之言論。(第三項)

前項同意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係考量公務員經國家選任代表國家執行公權

力，其言行在合理範圍內受相關法律之規範，實屬必要，對於公務員代表

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職務言論，等同代表機關(構)發言，本應踐

行經同意程序。是就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同意之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予以規範。本辦法條文計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及與其他法規適用順序。(第一條) 

二、發表職務言論之定義。(第二條) 

三、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同意之程序。(第三條) 

四、各機關(構)同意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之審酌因素。(第四條) 

五、各機關(構)事先指定發言人等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視為服務

機關(構)已同意之情形。(第五條) 

六、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視為已同意之情形。(第六條) 

七、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後得作成紀錄存查之規定。(第七條) 

八、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之限制。(第八條) 

九、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免經同意之人員範圍。(第九條) 

十、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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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同意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除其他法

規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及

與其他法規適用順序。 

二、茲為應其他法律就公務員發表職務

言論事項另為特別規定，或就相同

事項明確授權法規命令加以規範之

情形，爰於第二項規定除其他法規

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發表，指以發行、

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傳

輸或透過各種媒介，使不特定人或多

數人得以共見共聞方式，提示言論內

容。 

      本辦法所稱職務言論，指以代表

服務機關(構)名義或使用服務機關

(構)職稱，所發表與公務員個人職務

或服務機關(構)業務職掌有關之言

論。 

一、本條規定發表及職務言論之定義。 

二、第一項規定理由：公務員服務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

定：「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

不得以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

稱，發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構)

業務職掌有關之言論。」是為利機

關(構)人事實務運作之順遂，爰參

據上開規定立法說明，對於發表一

詞加以定義。又所稱各種媒介，包

含以個人、電話、平面媒體(含報

紙、雜誌、書籍)、廣播媒體、網

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等

方式表達言論。 

三、第二項規定理由：基於司法院釋字

第五○九號解釋意旨，言論自由為

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

限度之維護，但為兼顧對個人名

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

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

為合理限制。本項係就公務員發表

與職務有關之言論作合理限制規

範，且明定與職務有關之言論限於

公務員以機關(構)名義或使用服務

機關(構)職稱發表之，於第二項規

定本辦法所稱「職務言論」之定

義。又上開所稱「代表機關(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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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使用職稱」係指「代表機關

(構)名義」、「使用服務機關(構)

職稱」二種態樣，是於本辦法明定

為代表服務機關(構)名義或使用服

務機關(構)職稱，其中使用服務機

關(構)職稱，指以服務機關(構)名

稱及職稱為之。 

第三條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應依本

辦法經服務機關(構)同意。 

      公務員因正當事由，無法或不及

事先經服務機關(構)同意，且其職務

言論未影響服務機關(構)之信譽或利

益者，得事後同意之。 

一、本條規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應

經服務機關(構)同意之程序。 

二、第一項規定理由：基於本法第五條

第二項明定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

意，不得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

職稱發表與其職務或服務機關(構)

業務職掌有關言論，是公務員有上

開情事者，當應經服務機關(構)同

意始得為之，爰就公務員發表職務

言論應遵循之程序，於本條明定公

務員發表職務言論應經服務機關

(構)同意。 

三、第二項規定理由：為利實務運作之

順遂，對於有事實上不可能事先同

意之情形，例如發生緊急突發事件

而須立即對外發表職務言論，雖未

能事先徵得機關(構)同意，但公務

員仍不得發表對於機關(構)形象、

聲譽或利益造成負面影響之言論，

爰於第二項規定公務員因正當事

由，無法或不及事先經服務機關

(構)同意者，其職務言論未影響服

務機關(構)之信譽或利益者，得事

後同意之。 

第四條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服務機

關(構)得審酌發表之原因、方式、對

象、時間、場所、主要內容、可能影

響或其他相關事項之適當性後予以同

意。 

一、本條規定各機關(構)同意公務員發

表職務言論之審酌因素。 

二、茲以公務員除事先經服務機關(構)

指定於權責範圍內發表職務言論，

抑或經奉派或奉准參加與職務有關

之會議或活動外，考量實務運作可

能有其他偶發性、一次性之其他情



3 

形需發表職務言論，例如接受訪

談，爰規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

服務機關(構)得就其所發表職務言

論之原因、方式、對象、時間、場

所、主要內容、可能影響及其他相

關事項綜合判斷是否符合適當性，

再作成同意與否之決定。 

第五條 各機關(構)事先指定發言人、

副發言人及其他所屬公務員於權責範

圍內發表職務言論者，視為服務機關

(構)已同意。 

一、本條規定發言人等公務員發表職務

言論，視為服務機關(構)已同意之

情形。 

二、公務員依法令執行職務時有與各界

溝通聯繫之需要，上至以機關(構)

名義對外宣導或澄清政策，下至於

職務權限內對外說明法令適用或解

釋相關疑義，是基於良善政府治理

奠基於完備之公民參與機制，為促

進與民眾雙向交流，並加強與各種

媒體之聯繫及溝通，以有效推動各

項公共政策，爰規定各機關(構)得

事先指定發言人、副發言人及其他

所屬公務員於權責範圍內發表職務

言論。 

三、又各機關(構)指定發言人、副發言

人及其他所屬公務員之方式，尚不

以書面形式為限，口頭或通訊軟體

方式亦屬之；至權責範圍內發表職

務言論之界定，實務運作上得參酌

機關(構)業務之分層負責明細規定

建立各層級公務員職掌事項發表職

務言論範圍，例如：法制主管機關

承辦人得就原有解釋進行說明，主

管人員得分別依層級就業管法規之

立法意旨加以闡述及說明未來修法

方向等；或各機關(構)得依其業務

特性及實務運作需要，指定公務員

發表職務言論之範圍，例如：機關

(構)副首長得統籌向新聞媒體說明

或澄清施政措施，一級單位主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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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輿論關注與其業管有關之事項向

媒體或大眾說明等，均符本條規

定。 

四、基於各機關(構)事先指定之公務

員，本係代表機關(構)於權責範圍

內發言，其發表與服務機關(構)業

務職掌有關之言論，實際已概括同

意其於權責範圍內發表職務言論，

爰明定各機關(構)事先指定之發言

人、副發言人及其他所屬公務員於

權責範圍內發表職務言論者，視為

服務機關(構)已同意。 

第六條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係依法

令為證人、鑑定人或因個人職務關係

受調查、約談(詢)、訊(詢)問、申辯

及陳述意見，或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

請，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

各項會議或活動者，視為服務機關

(構)已同意。 

一、本條規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視

為服務機關(構)已同意之情形。 

二、基於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如係配合

刑事偵查或彈劾審查，由檢察機關

實施之偵查程序、司法警察(官)所

為協助偵查之調查程序，或監察機

關就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為之詢問

程序等，當依各該法令於上開程序

中據實陳述，本應視為服務機關

(構)已同意之情形。又各機關(構)

就所屬公務員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

各項會議或活動，於實務運作上業

具相關行政作業流程或人事管理措

施等規範，是公務員經奉派或奉准

參加該等會議或活動，乃已事先循

內部作業程序及規定並經服務機關

(構)簽奉核可指派，以代表服務機

關(構)名義或使用服務機關(構)職

稱發表職務言論；換言之，即服務

機關(構)已同意公務員參與該次會

議或活動並發表職務言論，爰公務

員於會議或活動時，對於未事先簽

准之提問做適當回應，亦應屬為服

務機關(構)同意範圍；至公務員既

係經服務機關(構)奉派或奉准參加

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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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當謹慎為之，避免因發表不當職

務言論而影響國家之威信、損害公

務之推動，或違反本法規定。 

第七條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後，服務

機關(構)得就其發表情形、所生影響

或其他相關事項，作成紀錄存查，以

資周全。 

一、本條規定服務機關(構)於公務員發

表職務言論後得作成紀錄存查。 

二、茲為避免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後滋

生爭議，並利實務運作之順遂，爰

規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後，服務

機關(構)得就其發表情形、所生影

響或其他相關事項，作成紀錄存

查，以資周全。 

第八條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不得有

下列情事之一：  

一、有損公務員名譽。 

二、有損政府、機關(構)信譽。 

三、洩漏公務機密。 

四、未經同意或逾越機關(構)同意範

圍。 

五、明知內容為虛偽不實。 

六、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一、本條規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之限

制。 

二、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理由：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

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之義務，對

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

均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第

六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

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

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以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當不得違反

上開規定，爰予以明定。 

三、第四款規定理由：本法第五條第二

項明定公務員未經機關(構)同意，

不得代表機關(構)名義或使用職稱

發表職務言論，是公務員發表職務

言論當經服務機關(構)同意，並於

同意範圍內為之，爰規定公務員發

表職務言論不得未經同意或逾越機

關(構)授權。 

四、第五款規定理由：公務員發表職務

言論，係經服務機關(構)同意代表

服務機關(構)對外發言，其言行自

應格外謹慎，當不得有明知內容為

虛偽不實而為之，爰就公務員發表

職務言論不得有明知內容為虛偽不

實之情事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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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六款規定理由：公務員發表職務

言論，不應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情

事，例如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十

條規定，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

除發言人或受指定人員外，對偵查

中之案件，不得公開、揭露或發布

新聞。 

第九條 下列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免經

同意： 

一、機關(構)首長。 

二、機關(構)首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或請假時之職務代理人。 

三、政務人員。 

一、本條規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免經

同意之人員範圍。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理由： 

（一）以機關(構)首長係對外代表機

關，且其發表與其首長職務或該

機關業務職掌事項有關之談話，

屬其首長權限範圍，代表機關

(構)名義或使用職稱發表言論，

尚無需再經機關(構)同意；機關

(構)首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或請

假時，其職務代理人發表職務言

論時應有相同規範。是明定上開

人員發表職務言論免經同意。 

（二）所稱機關(構)首長包含民選行政

首長。 

三、第三款規定理由：以政治考量而定

進退之政務人員，係政治性任命，

其進退取決於任命者個人之政治考

量，須隨政黨或政策成敗同進退，

是渠等發表職務言論如有不當之情

事，自得由任命者予以免職；憲法

或法律訂有任期者、任命程序及獨

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依司法院

釋字第五八九號解釋，明示憲法對

特定職位為維護其獨立行使職權而

定有任期保障，應確保其依法獨立

行使職務之目的，爰規定政務人員

發表職務言論免經同意。又本款所

稱政務人員包含「依政治考量而定

進退之人員」及「依憲法或法律定

有任期、任命程序及獨立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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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員」(如考試委員、監察委

員、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等)。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