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353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世昌                                     

            陳明暉  律師

            陳佳鴻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鍾樹明（司令）

訴訟代理人  謝承哲             

複 代理 人  劉熹緯                             

訴訟代理人  謝文健                                     

複 代理 人  孔祥維                                 

訴訟代理人  柯育旻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

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字112年決第0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徐衍璞，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鍾樹明，業據被

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7-8

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憲兵訓練中心（下稱憲訓中心）勤務連二等士官長

副排長。原告於民國111年4月28日凌晨1時30分時許，與同

單位排長宋姓中尉、孫姓中士及張姓上士等3員，未經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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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自翻牆離營（下稱翻牆離營行為），經該中心以111年5月

17日憲將校人字第11100406591號令（下稱系爭懲罰令）核

定大過2次懲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111年決字

第227號決定訴願駁回。嗣經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於1

12年9月28日以111年度訴字第1008號判決（下稱本院111訴1

008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再經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5月23日以112年度上字第820號判決（下稱112

上820判決）上訴駁回。

二、憲訓中心分別於111年5月18日及6月6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

評審會（下稱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再審議人評

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並經被告以111年6月15日國

陸人勤字第1110104903號令（下稱前退伍處分），核定原告

不適服現役退伍。

三、原告不服前退伍處分，提起訴願，經憲訓中心重新審查，以

本案尚有不符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

（下稱考評具體作法）第5點第1款第3目召開人評會權責之

程序瑕疵為由，於111年9月22日分別作成憲將校人字第1110

138367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註銷前退伍處分

予原告、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1號函（下稱111年9月22

日註銷函2）註銷前退伍處分予被告及陸軍司令部。嗣憲兵

指揮部（下稱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及同年月25日召開

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

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後，以111年10月28日

國憲人整字第1110148978號令（下稱111年10月28日令）通

知原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考評結果，並經被告以111年11

月9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212251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其

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11年11月16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原

處分及111年10月28日令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決字第

33號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就原處分部分訴願駁回；其餘部

分訴願不受理。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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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張要旨：

　㈠原告因「翻牆離營」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處分，固為人評會

發動不適服現役考評之要件，但評鑑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

並非僅著眼於原告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所生影響，而

應就原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所顯示之服役品德、能力，是否

影響國軍戰力等，一併均納入考量範圍，以判斷原告是否仍

具備軍職適格性。從法理而言，原告「翻牆離營」業遭「記

大過2次」之處罰，若不考慮其他因素，再據以考評「不適

服現役」而令退伍，不啻違反「一行為不二罰」，有違法治

國之基本原則（參司法院釋字第503、604、754號解釋）。

另外，原告自92年4月1日起入伍，至111年11月16日退伍，

服役期間長達19年7月16天，從二等兵陸續晉升至二等兵士

官長，並曾在憲兵學校、陸軍後勤學校接受預備士官班、特

種車輛駕駛班、高級班、士官長正規班等之教育，資歷完

整，而服役期間除了本次「翻牆離營」事件遭記大過2次

外，19年來累計記功24次、嘉獎24次，僅於103年3月間因

「遺失國軍智慧卡」記申誡1次；原告之考績自92年起至110

年度每年均為「甲等」或「甲上」，甚至於111年度之考績

仍為「甲等」，可見原告於服役期間之表現相當優異，為國

軍之堅實棟樑，若僅因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行為）之違

失，而貿然否定原告繼續擔任軍人之適格性，顯屬對原告於

服役中長期所積累忠誠義務等履行全然抹煞，對原告服軍職

權所相應取得之制度性保障，亦構成相當之損害，並與所欲

達成之國軍優質人力需求、戰力提升等公益目的間，顯失均

衡。　

　㈡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對照單位主官之報

告，與委員所發表之意見，顯見委員針對「不適服現役」之

討論過程中，雖討論意見分為「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

「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處或事實發生所生影

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四項，然針對各該事項或僅著重

於翻牆離營之單一行為予以審認，或有未將有利原告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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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及憲訓中心詹鈞凱少校意見有關原

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應屬良好、工作上良好表現部分等）

納入審酌之情形，且亦未針對各該事項予以適體深入討論，

討論意見有偏頗、違反公平、公正之情形，且有出於資訊不

完全之違法，足認其等「同意」考核不適服現役，有欠妥

適。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觀諸被告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111年1

0月12日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

（含主席1員）、111年10月25日再審議人評會編組及出席委

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

之規範相符；與會委員於會中充分討論，針對原告：（1）

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如：平時考核正常，於單

位同仁相處和睦融洽，但自制能力不足、幹部說明原告前一

年考績甲等及獎點僅有勞積點3點，均反映其生活考核

等）；（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如：原告車修技術熟

稔，但在文書及值星業務有所疏漏或鬆散、對後勤程序步驟

要領及紀律上是有瑕疵及疏失等）；（3）受懲罰或事實發

生所生影響（如：原告說詞不一逃避問題、官兵私底下有所

議論，導致士氣低迷、更對於部隊的領導統御有所影響

等）；（4）其他佐證事項（如：任務及工作方面，並非不

可取代、原告對車修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特殊事蹟、原告

法紀觀念淡薄，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行為更是斲傷軍譽

等）等4大面向實施綜合考評，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事項均已

納入考量，並詳實記錄在案，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兩

次人評會之判斷皆無違法或恣意濫用等情，均合法且妥適。

　㈡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亦即

審酌原告「一年內」之生活考核，以不適服人評會召開時間

往前推算1年為基準。是以，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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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12日至111年10月12日，應扣除111年6月16日退伍至111

年10月4日回役之間，共計3.5個月，復憲指部於111年10月1

2日召開人評會時，時任連長詹鈞凱少校（110年11月16日至

111年5月15日）為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期

間相處6個月之直屬長官，其到場陳述內容自屬原告1年內平

日生活考核事項即「近期之表現」，另110年10月12日至110

年11月16日（1.5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徐偉豪

少校（109年1月1日至110年11月15日）及111年5月15日至6

月15日（1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陳立展少校（1

11年5月16日至111年10月31日）有關上開期間之平日生活考

核事項亦有書面資料供佐。憲指部於111年10月25日召開系

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25日至

111年10月25日，前述3位直屬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詹鈞凱

少校及陳立展少校均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

　㈢綜上，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

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

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提升國軍人員素質及部隊之精

良。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

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項目綜合，考評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

會議投票結果，人評會委員過半數及再審議人評會係全數同

意原告不適服現役，被告爰依會議決議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

退伍，均已為公平、公正考評決議，與法無違，應予維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本院111訴1008判決（本院卷第139

-165頁）、112上820判決（本院卷第203-209頁）、前退伍

處分（本院卷第353-357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

函1（本院卷第361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

（本院卷第363-364頁）、憲指部111年10月11日國憲人整字

第1110143290號函（原處分卷第77頁）、系爭人評會編組表

（原處分卷第76頁）、系爭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86

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87-98頁）、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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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99-103頁）、系爭人評會其他會

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04-118頁）、憲指部111年10月13日國

憲人整字第1110144490號函（原處分卷第67-68頁）、憲指

部111年10月2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6956號函（原處分卷

第126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125

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134頁）、系

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135-163頁）、系爭

再審議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164-168頁）、系爭再審

議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69-185頁）、憲指部1

11年10月28日令（原處分卷第7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

-58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59-67頁）等在卷可稽，復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陸、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或法理

　㈠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

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

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

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

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

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

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

此，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

上，所隸單位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

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始由該單位層報國防部或

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

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

鑑，經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

素質，提升戰力，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

參照）。依行為時該作法第3點第1款、第2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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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㈠個人違失行為時：就違失行為事實受一次記大過兩

次以上懲罰命令發布後，即時考評辦理。㈡年度考評時：就

全年平時考核評鑑，結合年度考績作業辦理。」第4點第3款

規定：「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

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

兩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第5

點第2款第3目規定：「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

中、少校級軍官、尉級軍官、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

（管）。」第6點規定：「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

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

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

位主管及適當階級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

席。但副主官（管）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

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委員中單位主管1人，指定為主席。

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

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

（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

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

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㈡召開人

評會時，應於1日前（不含例假日）以書面通知受評人陳述

意見，如受考人無意願到場得以書面陳述意見，及原服務單

位亦應由正、副主官（管）依前款各目考評事項，提供書面

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

依第五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

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第7點

規定：「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

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

審議，並以1次為限。惟放棄再審議者，應以書面方式為

之。㈡為期使再審議制度之公平、客觀性，各考評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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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再審議人評會時，考評權責主官（管）指定再審議人評

會主席及委員時，應適時調整委員編組，其委員組成2分之1

不得與初審委員相同，並應依原評審結果保留不同意見委員

相同比例人數，以確保官兵權益。……㈣受考人對國防部或

各司令部核定退伍、適服現役、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

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依法提起訴

願。……」、第8點規定：「其他事項：（一）各人評會委

員應就受考人全案資料，依第六點第一款各目事項翔實綜合

考評，以留優汱劣。」，前揭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

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

無之限制，則所隸單位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

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

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包括「個

人違失行為時」及「年度考評時」可知，不適服現役考評制

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

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

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

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

的。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

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

「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

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

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

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

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

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是以就同

作法第6點第1款第2目至第4目所應參酌因素其考量期間為

何？於考評具體作法未明文規定情形下，基於受考人是否

「適服現役」具高度屬人性，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

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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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

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翔實綜合考評，人

評會就此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最高

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1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

人評會於考核時，應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

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

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

而詳實綜合考評。

　㈣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及考評具體作法規定所稱「不適

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須考量受考人考評前1年

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

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因素後，為綜合的評價，

事關國軍人力素質是否適於繼續在軍中盡保家衛國、服從軍

紀、指令之責的合理性考量，具高度屬人性判斷，基於尊重

此屬人性判斷的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的專屬性，

應承認軍事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司法

審查應採較低的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的判斷有恣意濫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予以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的情形

包括：⑴判斷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⑵

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⑶對法律概

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⑷

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標準。⑸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

無關的考量，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⑹判斷是否違反法

定的正當程序。⑺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

有判斷權限。⑻判斷是否違反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

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理由書、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78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504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因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核定大過2次

之系爭懲罰令部分，原告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其向本院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訴1008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且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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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法院以112上820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為原告所不

爭執，且有懲罰令及上開判決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已屬

明確。　　

三、另原告上開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以系爭懲罰令核定大

過2次後，經憲指部分別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

會編組，情形如下：

　㈠系爭人評會部分：111年10月12日系爭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

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

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人評會

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

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

四項考評項目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前

述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

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

生活考核部分：「為單位重要幹部，漠視自己的職責，發現

問題未能妥處，未能以身作則」、「平日生活正常，休假多

回家陪家人，但發生此事，可見平時對上級交付、宣達內容

並未放在心上，漠視營務營規致肇生軍紀案件，實難作官兵

表率」、「身為資深幹部，未有自制力，未能作學弟妹表

率，見其違法犯紀行為，也未能制止，管控能力不足」、

「平時表現無異狀，近年獎勵均為職務上本就會有的獎勵，

並不是因為表現好才獲得」、「自制力不足，該員任職19年

為資深幹部卻無法遵守最基本的要求，對其平日考核持否定

的態度」；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單位內業務需要再

三督處，賦予工作都能完成，但工作業務上其他人可代替其

職務」、「身為資深幹部，未能主動協助他人，且自身業務

有拖延，似有倚老賣老」、「工作無異狀，行為明顯違反營

規，可見平時部隊要求的重要事項並未放在心上，且身為資

深幹部卻知法犯法，賦予其職責未能貫徹執行，未來很難信

期能完成交付任務」、「工作表現一般，身為職業軍人應把

負責任務完成，身為士官此部分應更加要求自己，以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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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能作學弟妹榜樣」；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

「明知營務營規，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身為資深幹部，沒

及時阻止，會議上說詞避重就輕，甚且否認，顯見無積極悔

改」、「考量該員雖獲得緩起訴處分，但其行為後續將影響

軍譽」、「違犯營規前應之事發之嚴重性，卻未能制止，任

由事情發生，並參與其中」、「違犯營規，難以自述未來如

何面對學弟妹的質疑，聞其敘述，難認有悔改之意」、「發

生軍紀案件，僅說單純的肚子餓吃飯，未能考量行為的後

果，也未能勇於承擔自身行為的後果，犯後態度及未來可能

對全體憲兵及單位之傷害，不可輕忽」；⑷其他佐證事項：

「以其19年經歷，對軍紀應有更深認識，車修調度業務並非

不可取代」、「其敘述多有推卸之嫌，未能善盡職責，且後

續影響甚大」、「其行為明顯違背職務，犯後態度未有明顯

改進」、「身為資深幹部，自己犯錯面對質疑，自己不法立

足」、「身為資深士官幹部，自制力薄弱，未能以身作則，

發生此事件後，很難想像其如何面對部隊同仁，如何讓學弟

妹信服，對其所下達之命令、要求會否存疑，單位內事務的

推動會受影響」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

全數認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

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

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

第76-118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

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

之規定。綜上，系爭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

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

考評事項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

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

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

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

佐證事項後，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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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

之規定。

　㈡系爭再審議人評會：111年10月25日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

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

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

再審議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

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

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

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

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

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雖平時考核正常，但漠視紀錄，且

跟隨別人一起外出，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顯現對自己的自

制能力不足」、「在單位相處和睦融洽，休假多回家，有跟

朋友外出小酌的習慣，修車能力能夠勝任，但在值星或文書

方面，狀況較差」、「該員發現單位安全漏洞，沒有及時反

映，身為19年經歷的副排長，這是失職，心態上因為覺得沒

有嚴重，就沒有反映也有問題」、「平時表現無異狀，擔任

值星時，對如何宣導遵守軍紀等要求，只說要官兵理解或傳

送案例，顯見自身不知道未來怎麼領導部分，怎麼實施軍紀

宣教，怎麼要求部隊紀律」、「該員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及

服從性有問題，明知不該翻牆仍為之，自制力不足」；⑵就

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上雖沒有其他異狀，在長官賦

予的任務，僅完成自己該有的內容，實際執行上，也沒有程

序和規定的觀念，在值星方面，也未能豎立標竿，其工作態

度，稍顯敷衍」、「只有顯現在後勤維修工作方面的表現，

在單位19年的幹部應該可以領導弟兄更多對單位更好的事情

或工作上的付出，但僅專注於後勤，或照顧自己排組的弟

兄，應該可以發揮更多的價值，另外文書業務上的拖延，工

作能力及態度是否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後勤工作有規

定的程序步驟，其常自己拿料自己維修，後勤紀律上有瑕

疵，甚至可能牽涉到法的問題，如果不當可能移送法辦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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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故後勤車修可肯定維修技術，但方法要檢討」、「擔任

值星沒有該有的標準，對於能力及工作態度有待商榷」；⑶

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曾有弟兄問原告怎麼會回

來，顯見這行為的處分容易受到各種質疑，若這行為沒有達

到應該有的處分，會導致官兵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產生質

疑，將導致部隊管理上產生重大的危害」、「身為排長，也

是單位資深幹部，肇事當下沒有即時制止其他同仁，官兵私

下對這個案件是有所議論的，士氣低迷，也花了很長時間去

處理及修復，可見這次的案件對單位的負面影響是非常重大

的」、「造成單位負面影響，但他卻自述可以和弟兄正常相

處，顯示他對自己行為產生的影響沒辦法正視，也無法說明

往後要怎麼正確教育官兵，身為19年又長期領導職的士官

長，應知道不假離營等違法犯紀行為是不可觸犯的規定」、

「林員似乎要將懲罰扛責部分推給主官，追問當下怎麼沒有

阻止，甚至提醒排長等等，只用沒有想到、沒有想過回應，

就是沒有悔意、逃避問題」、「行為對憲兵影響甚大，如果

還在憲兵服務的話，對現職人員是一種負面教材，更對部隊

的領導統欲都有所影響」；⑷其他佐證事項：「就其職務經

歷，應該要有相當的表現，也是單位器重的對象，但19年經

歷卻自制力不足，法紀觀念淺薄」、「會中林員描述修車技

術有貢獻，而無其他事蹟，綜上，身為資深幹部，未能發揮

影響，以身作則，說詞前後不一，多有推卸，看不出犯後的

檢討悔意，未能深刻體認自己行為所肇生的影響」、「後勤

修車確實有相當的貢獻，但事件後，除了當下沒有發揮19年

資深幹部應有的態度，對單位影響重大」、「身為資深幹

部，無法以身作則，補保作業程序不熟稔，將扛責問題推給

主官，態度尚未有明顯悔意」、「林員對營務營規的服從心

態及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其行為更是傷害軍譽」等情，經

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為原告已不適服

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人

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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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125-18

5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

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

綜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

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

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

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

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

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

其他佐證事項後，再審議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

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

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㈢綜上，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提報資料及前揭

會議紀錄內容，均明載原告之基本資料（級職、學歷、經

歷、最大服役年限、近5年考績、近1年奬懲紀錄等），另分

別就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

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詳載其考核情形。系爭

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之進行，由承辧單位先行報

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

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

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以記名

投票方式表決，系爭人評會5票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5票均全

數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經核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

會所參酌資料及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確實依行為時考評

具體作法第6點規定之考評程序，就原告之平日生活考核、

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

為綜合考評，且係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為審查，已踐行正

當程序，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無基於不完全資訊、及與本

案事項無關之考量；所為不適服現役之考評結果，亦無判斷

恣意或濫用情形，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比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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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情事，本院對此判斷自應予尊重，故原處分之適法性應可

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所為不適服現役之

判斷，多僅針對擅自離營行為之單一事件進行審酌，未針對

各事項內容予以深入具體討論，且多數委員討論意見多見偏

頗、未納入主官對於原告所為正面之評價，有失公平之處云

云。惟：

  ㈠按憲法第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然並未授

予人民有服兵役之權利。由於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

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

人民不同，不能與文官等同視之，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

務」此等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

徹，事涉國家安全，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爭或承平時

期、以及士官兵服役單位或所擔任職務種種因素，於解釋人

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格之標準，留優汰

劣，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此種必要嚴格之標準，於憲法所

保障之基本權並無妨礙。因此，如前所述，軍方對於服役條

例第15條第5款規定「不適服現役」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

用，只須適用之際，並非基於錯誤之事實或與事件無關之考

量、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程序，或顯然違反平等原則

及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者外，行政法院採取低密度審查

標準，如前所述，先此敘明。

　㈡經查，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個別委員於會議

中，針對「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

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

佐證事項」等均已逐一各別表示意見，縱原告認各考評項目

尚有部分討論未更深入針對各該事項具體論述者，惟上開人

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與會委員之討論內容既已包括上開各考

評項目，且進行過程中，均由原告先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

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

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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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程，已確實針對四項考評內容予以深入詢問、討論，

則衡情與會之各別委員已足經由其他委員於會議中就上開各

該考評項目之整體發言，供做其等思辯之資訊，並基於充足

討論下而為表決。縱最終會議紀錄於紀錄個別委員最終發言

意見較為簡省，然綜觀卷附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

所有討論過程之記載，已足呈現委員對於四個考評事項均已

踐行充足、完整之討論。從而，原告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

再審議人評會並未充分針對各該因素深入予以討論而據以做

出結論有失公平、且有偏頗等情，係與事實不符，並無足

取。

　㈢至有關原告主張有關主官有利於原告之陳述意見未經納入會

影響結論云云，然縱主官陳述過程中，部分意見或為有利於

原告之陳述，然其等綜合四項考評事項後所為之建議均為

「考核不適服」（見原處分卷第94、152、154頁），由該等

主官建議可見，該等有利因素已納入考量且不影響認定原告

狀況已達不適服之程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此外，原告主張舉其過往軍旅生活紀錄及表現，認其過往紀

錄優良應納入考量云云，然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

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

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

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

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且考評具

體作法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

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

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

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

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

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

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

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故原告過往表現雖得納入輔助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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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惟仍應以考評前1年內之事蹟為主要判斷範圍，原告此

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對原告所為不適

　　服現役退伍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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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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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353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世昌                                      
            陳明暉  律師
            陳佳鴻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鍾樹明（司令）
訴訟代理人  謝承哲              
複 代理 人  劉熹緯                             
訴訟代理人  謝文健                                     


複 代理 人  孔祥維                                 
訴訟代理人  柯育旻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字112年決第0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徐衍璞，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鍾樹明，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7-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憲兵訓練中心（下稱憲訓中心）勤務連二等士官長副排長。原告於民國111年4月28日凌晨1時30分時許，與同單位排長宋姓中尉、孫姓中士及張姓上士等3員，未經核准逕自翻牆離營（下稱翻牆離營行為），經該中心以111年5月17日憲將校人字第11100406591號令（下稱系爭懲罰令）核定大過2次懲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111年決字第227號決定訴願駁回。嗣經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於112年9月28日以111年度訴字第1008號判決（下稱本院111訴1008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再經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13年5月23日以112年度上字第820號判決（下稱112上820判決）上訴駁回。
二、憲訓中心分別於111年5月18日及6月6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稱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再審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並經被告以111年6月15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104903號令（下稱前退伍處分），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
三、原告不服前退伍處分，提起訴願，經憲訓中心重新審查，以本案尚有不符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第5點第1款第3目召開人評會權責之程序瑕疵為由，於111年9月22日分別作成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註銷前退伍處分予原告、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1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註銷前退伍處分予被告及陸軍司令部。嗣憲兵指揮部（下稱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及同年月25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後，以111年10月28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8978號令（下稱111年10月28日令）通知原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考評結果，並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212251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11年11月16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原處分及111年10月28日令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決字第33號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就原處分部分訴願駁回；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原告因「翻牆離營」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處分，固為人評會發動不適服現役考評之要件，但評鑑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並非僅著眼於原告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所生影響，而應就原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所顯示之服役品德、能力，是否影響國軍戰力等，一併均納入考量範圍，以判斷原告是否仍具備軍職適格性。從法理而言，原告「翻牆離營」業遭「記大過2次」之處罰，若不考慮其他因素，再據以考評「不適服現役」而令退伍，不啻違反「一行為不二罰」，有違法治國之基本原則（參司法院釋字第503、604、754號解釋）。另外，原告自92年4月1日起入伍，至111年11月16日退伍，服役期間長達19年7月16天，從二等兵陸續晉升至二等兵士官長，並曾在憲兵學校、陸軍後勤學校接受預備士官班、特種車輛駕駛班、高級班、士官長正規班等之教育，資歷完整，而服役期間除了本次「翻牆離營」事件遭記大過2次外，19年來累計記功24次、嘉獎24次，僅於103年3月間因「遺失國軍智慧卡」記申誡1次；原告之考績自92年起至110年度每年均為「甲等」或「甲上」，甚至於111年度之考績仍為「甲等」，可見原告於服役期間之表現相當優異，為國軍之堅實棟樑，若僅因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行為）之違失，而貿然否定原告繼續擔任軍人之適格性，顯屬對原告於服役中長期所積累忠誠義務等履行全然抹煞，對原告服軍職權所相應取得之制度性保障，亦構成相當之損害，並與所欲達成之國軍優質人力需求、戰力提升等公益目的間，顯失均衡。　
　㈡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對照單位主官之報告，與委員所發表之意見，顯見委員針對「不適服現役」之討論過程中，雖討論意見分為「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處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四項，然針對各該事項或僅著重於翻牆離營之單一行為予以審認，或有未將有利原告之意見（如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及憲訓中心詹鈞凱少校意見有關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應屬良好、工作上良好表現部分等）納入審酌之情形，且亦未針對各該事項予以適體深入討論，討論意見有偏頗、違反公平、公正之情形，且有出於資訊不完全之違法，足認其等「同意」考核不適服現役，有欠妥適。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觀諸被告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111年10月12日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111年10月25日再審議人評會編組及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之規範相符；與會委員於會中充分討論，針對原告：（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如：平時考核正常，於單位同仁相處和睦融洽，但自制能力不足、幹部說明原告前一年考績甲等及獎點僅有勞積點3點，均反映其生活考核等）；（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如：原告車修技術熟稔，但在文書及值星業務有所疏漏或鬆散、對後勤程序步驟要領及紀律上是有瑕疵及疏失等）；（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如：原告說詞不一逃避問題、官兵私底下有所議論，導致士氣低迷、更對於部隊的領導統御有所影響等）；（4）其他佐證事項（如：任務及工作方面，並非不可取代、原告對車修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特殊事蹟、原告法紀觀念淡薄，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行為更是斲傷軍譽等）等4大面向實施綜合考評，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事項均已納入考量，並詳實記錄在案，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兩次人評會之判斷皆無違法或恣意濫用等情，均合法且妥適。
　㈡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亦即審酌原告「一年內」之生活考核，以不適服人評會召開時間往前推算1年為基準。是以，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12日至111年10月12日，應扣除111年6月16日退伍至111年10月4日回役之間，共計3.5個月，復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召開人評會時，時任連長詹鈞凱少校（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為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期間相處6個月之直屬長官，其到場陳述內容自屬原告1年內平日生活考核事項即「近期之表現」，另110年10月12日至110年11月16日（1.5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徐偉豪少校（109年1月1日至110年11月15日）及11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1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陳立展少校（111年5月16日至111年10月31日）有關上開期間之平日生活考核事項亦有書面資料供佐。憲指部於111年10月25日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25日至111年10月25日，前述3位直屬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詹鈞凱少校及陳立展少校均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
　㈢綜上，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提升國軍人員素質及部隊之精良。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項目綜合，考評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會議投票結果，人評會委員過半數及再審議人評會係全數同意原告不適服現役，被告爰依會議決議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均已為公平、公正考評決議，與法無違，應予維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本院111訴1008判決（本院卷第139-165頁）、112上820判決（本院卷第203-209頁）、前退伍處分（本院卷第353-357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本院卷第361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本院卷第363-364頁）、憲指部111年10月1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3290號函（原處分卷第77頁）、系爭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76頁）、系爭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86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87-98頁）、系爭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99-103頁）、系爭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04-118頁）、憲指部111年10月13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4490號函（原處分卷第67-68頁）、憲指部111年10月2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6956號函（原處分卷第126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125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134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135-163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164-168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69-185頁）、憲指部111年10月28日令（原處分卷第7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59-67頁）等在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陸、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或法理
　㈠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單位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始由該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依行為時該作法第3點第1款、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㈠個人違失行為時：就違失行為事實受一次記大過兩次以上懲罰命令發布後，即時考評辦理。㈡年度考評時：就全年平時考核評鑑，結合年度考績作業辦理。」第4點第3款規定：「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兩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第5點第2款第3目規定：「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中、少校級軍官、尉級軍官、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第6點規定：「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適當階級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但副主官（管）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委員中單位主管1人，指定為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㈡召開人評會時，應於1日前（不含例假日）以書面通知受評人陳述意見，如受考人無意願到場得以書面陳述意見，及原服務單位亦應由正、副主官（管）依前款各目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五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第7點規定：「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惟放棄再審議者，應以書面方式為之。㈡為期使再審議制度之公平、客觀性，各考評權責單位召開再審議人評會時，考評權責主官（管）指定再審議人評會主席及委員時，應適時調整委員編組，其委員組成2分之1不得與初審委員相同，並應依原評審結果保留不同意見委員相同比例人數，以確保官兵權益。……㈣受考人對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適服現役、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依法提起訴願。……」、第8點規定：「其他事項：（一）各人評會委員應就受考人全案資料，依第六點第一款各目事項翔實綜合考評，以留優汱劣。」，前揭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則所隸單位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包括「個人違失行為時」及「年度考評時」可知，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是以就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2目至第4目所應參酌因素其考量期間為何？於考評具體作法未明文規定情形下，基於受考人是否「適服現役」具高度屬人性，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翔實綜合考評，人評會就此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1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人評會於考核時，應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詳實綜合考評。
　㈣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及考評具體作法規定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須考量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因素後，為綜合的評價，事關國軍人力素質是否適於繼續在軍中盡保家衛國、服從軍紀、指令之責的合理性考量，具高度屬人性判斷，基於尊重此屬人性判斷的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的專屬性，應承認軍事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司法審查應採較低的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的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予以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的情形包括：⑴判斷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⑵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⑶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⑷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標準。⑸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⑹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⑺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⑻判斷是否違反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78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5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因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核定大過2次之系爭懲罰令部分，原告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其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訴1008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且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2上820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為原告所不爭執，且有懲罰令及上開判決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已屬明確。　　
三、另原告上開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以系爭懲罰令核定大過2次後，經憲指部分別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情形如下：
　㈠系爭人評會部分：111年10月12日系爭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項目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前述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為單位重要幹部，漠視自己的職責，發現問題未能妥處，未能以身作則」、「平日生活正常，休假多回家陪家人，但發生此事，可見平時對上級交付、宣達內容並未放在心上，漠視營務營規致肇生軍紀案件，實難作官兵表率」、「身為資深幹部，未有自制力，未能作學弟妹表率，見其違法犯紀行為，也未能制止，管控能力不足」、「平時表現無異狀，近年獎勵均為職務上本就會有的獎勵，並不是因為表現好才獲得」、「自制力不足，該員任職19年為資深幹部卻無法遵守最基本的要求，對其平日考核持否定的態度」；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單位內業務需要再三督處，賦予工作都能完成，但工作業務上其他人可代替其職務」、「身為資深幹部，未能主動協助他人，且自身業務有拖延，似有倚老賣老」、「工作無異狀，行為明顯違反營規，可見平時部隊要求的重要事項並未放在心上，且身為資深幹部卻知法犯法，賦予其職責未能貫徹執行，未來很難信期能完成交付任務」、「工作表現一般，身為職業軍人應把負責任務完成，身為士官此部分應更加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未能作學弟妹榜樣」；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明知營務營規，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身為資深幹部，沒及時阻止，會議上說詞避重就輕，甚且否認，顯見無積極悔改」、「考量該員雖獲得緩起訴處分，但其行為後續將影響軍譽」、「違犯營規前應之事發之嚴重性，卻未能制止，任由事情發生，並參與其中」、「違犯營規，難以自述未來如何面對學弟妹的質疑，聞其敘述，難認有悔改之意」、「發生軍紀案件，僅說單純的肚子餓吃飯，未能考量行為的後果，也未能勇於承擔自身行為的後果，犯後態度及未來可能對全體憲兵及單位之傷害，不可輕忽」；⑷其他佐證事項：「以其19年經歷，對軍紀應有更深認識，車修調度業務並非不可取代」、「其敘述多有推卸之嫌，未能善盡職責，且後續影響甚大」、「其行為明顯違背職務，犯後態度未有明顯改進」、「身為資深幹部，自己犯錯面對質疑，自己不法立足」、「身為資深士官幹部，自制力薄弱，未能以身作則，發生此事件後，很難想像其如何面對部隊同仁，如何讓學弟妹信服，對其所下達之命令、要求會否存疑，單位內事務的推動會受影響」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76-118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㈡系爭再審議人評會：111年10月25日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雖平時考核正常，但漠視紀錄，且跟隨別人一起外出，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顯現對自己的自制能力不足」、「在單位相處和睦融洽，休假多回家，有跟朋友外出小酌的習慣，修車能力能夠勝任，但在值星或文書方面，狀況較差」、「該員發現單位安全漏洞，沒有及時反映，身為19年經歷的副排長，這是失職，心態上因為覺得沒有嚴重，就沒有反映也有問題」、「平時表現無異狀，擔任值星時，對如何宣導遵守軍紀等要求，只說要官兵理解或傳送案例，顯見自身不知道未來怎麼領導部分，怎麼實施軍紀宣教，怎麼要求部隊紀律」、「該員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及服從性有問題，明知不該翻牆仍為之，自制力不足」；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上雖沒有其他異狀，在長官賦予的任務，僅完成自己該有的內容，實際執行上，也沒有程序和規定的觀念，在值星方面，也未能豎立標竿，其工作態度，稍顯敷衍」、「只有顯現在後勤維修工作方面的表現，在單位19年的幹部應該可以領導弟兄更多對單位更好的事情或工作上的付出，但僅專注於後勤，或照顧自己排組的弟兄，應該可以發揮更多的價值，另外文書業務上的拖延，工作能力及態度是否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後勤工作有規定的程序步驟，其常自己拿料自己維修，後勤紀律上有瑕疵，甚至可能牽涉到法的問題，如果不當可能移送法辦的程度，故後勤車修可肯定維修技術，但方法要檢討」、「擔任值星沒有該有的標準，對於能力及工作態度有待商榷」；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曾有弟兄問原告怎麼會回來，顯見這行為的處分容易受到各種質疑，若這行為沒有達到應該有的處分，會導致官兵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產生質疑，將導致部隊管理上產生重大的危害」、「身為排長，也是單位資深幹部，肇事當下沒有即時制止其他同仁，官兵私下對這個案件是有所議論的，士氣低迷，也花了很長時間去處理及修復，可見這次的案件對單位的負面影響是非常重大的」、「造成單位負面影響，但他卻自述可以和弟兄正常相處，顯示他對自己行為產生的影響沒辦法正視，也無法說明往後要怎麼正確教育官兵，身為19年又長期領導職的士官長，應知道不假離營等違法犯紀行為是不可觸犯的規定」、「林員似乎要將懲罰扛責部分推給主官，追問當下怎麼沒有阻止，甚至提醒排長等等，只用沒有想到、沒有想過回應，就是沒有悔意、逃避問題」、「行為對憲兵影響甚大，如果還在憲兵服務的話，對現職人員是一種負面教材，更對部隊的領導統欲都有所影響」；⑷其他佐證事項：「就其職務經歷，應該要有相當的表現，也是單位器重的對象，但19年經歷卻自制力不足，法紀觀念淺薄」、「會中林員描述修車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事蹟，綜上，身為資深幹部，未能發揮影響，以身作則，說詞前後不一，多有推卸，看不出犯後的檢討悔意，未能深刻體認自己行為所肇生的影響」、「後勤修車確實有相當的貢獻，但事件後，除了當下沒有發揮19年資深幹部應有的態度，對單位影響重大」、「身為資深幹部，無法以身作則，補保作業程序不熟稔，將扛責問題推給主官，態度尚未有明顯悔意」、「林員對營務營規的服從心態及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其行為更是傷害軍譽」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為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125-185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再審議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㈢綜上，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提報資料及前揭會議紀錄內容，均明載原告之基本資料（級職、學歷、經歷、最大服役年限、近5年考績、近1年奬懲紀錄等），另分別就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詳載其考核情形。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之進行，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系爭人評會5票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5票均全數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經核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參酌資料及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確實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規定之考評程序，就原告之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為綜合考評，且係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為審查，已踐行正當程序，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無基於不完全資訊、及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所為不適服現役之考評結果，亦無判斷恣意或濫用情形，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比例原則情事，本院對此判斷自應予尊重，故原處分之適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所為不適服現役之判斷，多僅針對擅自離營行為之單一事件進行審酌，未針對各事項內容予以深入具體討論，且多數委員討論意見多見偏頗、未納入主官對於原告所為正面之評價，有失公平之處云云。惟：
  ㈠按憲法第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然並未授予人民有服兵役之權利。由於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不能與文官等同視之，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爭或承平時期、以及士官兵服役單位或所擔任職務種種因素，於解釋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格之標準，留優汰劣，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此種必要嚴格之標準，於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並無妨礙。因此，如前所述，軍方對於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不適服現役」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只須適用之際，並非基於錯誤之事實或與事件無關之考量、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程序，或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者外，行政法院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如前所述，先此敘明。
　㈡經查，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個別委員於會議中，針對「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均已逐一各別表示意見，縱原告認各考評項目尚有部分討論未更深入針對各該事項具體論述者，惟上開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與會委員之討論內容既已包括上開各考評項目，且進行過程中，均由原告先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故討論過程，已確實針對四項考評內容予以深入詢問、討論，則衡情與會之各別委員已足經由其他委員於會議中就上開各該考評項目之整體發言，供做其等思辯之資訊，並基於充足討論下而為表決。縱最終會議紀錄於紀錄個別委員最終發言意見較為簡省，然綜觀卷附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有討論過程之記載，已足呈現委員對於四個考評事項均已踐行充足、完整之討論。從而，原告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並未充分針對各該因素深入予以討論而據以做出結論有失公平、且有偏頗等情，係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㈢至有關原告主張有關主官有利於原告之陳述意見未經納入會影響結論云云，然縱主官陳述過程中，部分意見或為有利於原告之陳述，然其等綜合四項考評事項後所為之建議均為「考核不適服」（見原處分卷第94、152、154頁），由該等主官建議可見，該等有利因素已納入考量且不影響認定原告狀況已達不適服之程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此外，原告主張舉其過往軍旅生活紀錄及表現，認其過往紀錄優良應納入考量云云，然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且考評具體作法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故原告過往表現雖得納入輔助參考，惟仍應以考評前1年內之事蹟為主要判斷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對原告所為不適
　　服現役退伍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353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世昌                                      
            陳明暉  律師
            陳佳鴻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鍾樹明（司令）
訴訟代理人  謝承哲              
複 代理 人  劉熹緯                             
訴訟代理人  謝文健                                     

複 代理 人  孔祥維                                 
訴訟代理人  柯育旻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
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字112年決第0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徐衍璞，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鍾樹明，業據被
    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7-8
    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憲兵訓練中心（下稱憲訓中心）勤務連二等士官長
    副排長。原告於民國111年4月28日凌晨1時30分時許，與同
    單位排長宋姓中尉、孫姓中士及張姓上士等3員，未經核准
    逕自翻牆離營（下稱翻牆離營行為），經該中心以111年5月
    17日憲將校人字第11100406591號令（下稱系爭懲罰令）核
    定大過2次懲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111年決字
    第227號決定訴願駁回。嗣經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於1
    12年9月28日以111年度訴字第1008號判決（下稱本院111訴1
    008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再經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
    法院於113年5月23日以112年度上字第820號判決（下稱112
    上820判決）上訴駁回。
二、憲訓中心分別於111年5月18日及6月6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
    評審會（下稱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再審議人評會
    ），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並經被告以111年6月15日國陸
    人勤字第1110104903號令（下稱前退伍處分），核定原告不
    適服現役退伍。
三、原告不服前退伍處分，提起訴願，經憲訓中心重新審查，以
    本案尚有不符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
    （下稱考評具體作法）第5點第1款第3目召開人評會權責之
    程序瑕疵為由，於111年9月22日分別作成憲將校人字第1110
    138367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註銷前退伍處分
    予原告、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1號函（下稱111年9月22
    日註銷函2）註銷前退伍處分予被告及陸軍司令部。嗣憲兵
    指揮部（下稱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及同年月25日召開
    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
    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後，以111年10月28日
    國憲人整字第1110148978號令（下稱111年10月28日令）通
    知原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考評結果，並經被告以111年11
    月9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212251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其
    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11年11月16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原
    處分及111年10月28日令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決字第
    33號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就原處分部分訴願駁回；其餘部
    分訴願不受理。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原告因「翻牆離營」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處分，固為人評會發
    動不適服現役考評之要件，但評鑑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並
    非僅著眼於原告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所生影響，而應
    就原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所顯示之服役品德、能力，是否影
    響國軍戰力等，一併均納入考量範圍，以判斷原告是否仍具
    備軍職適格性。從法理而言，原告「翻牆離營」業遭「記大
    過2次」之處罰，若不考慮其他因素，再據以考評「不適服
    現役」而令退伍，不啻違反「一行為不二罰」，有違法治國
    之基本原則（參司法院釋字第503、604、754號解釋）。另
    外，原告自92年4月1日起入伍，至111年11月16日退伍，服
    役期間長達19年7月16天，從二等兵陸續晉升至二等兵士官
    長，並曾在憲兵學校、陸軍後勤學校接受預備士官班、特種
    車輛駕駛班、高級班、士官長正規班等之教育，資歷完整，
    而服役期間除了本次「翻牆離營」事件遭記大過2次外，19
    年來累計記功24次、嘉獎24次，僅於103年3月間因「遺失國
    軍智慧卡」記申誡1次；原告之考績自92年起至110年度每年
    均為「甲等」或「甲上」，甚至於111年度之考績仍為「甲
    等」，可見原告於服役期間之表現相當優異，為國軍之堅實
    棟樑，若僅因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行為）之違失，而貿
    然否定原告繼續擔任軍人之適格性，顯屬對原告於服役中長
    期所積累忠誠義務等履行全然抹煞，對原告服軍職權所相應
    取得之制度性保障，亦構成相當之損害，並與所欲達成之國
    軍優質人力需求、戰力提升等公益目的間，顯失均衡。　
　㈡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對照單位主官之報告
    ，與委員所發表之意見，顯見委員針對「不適服現役」之討
    論過程中，雖討論意見分為「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對
    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處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
    「其他佐證事項」等四項，然針對各該事項或僅著重於翻牆
    離營之單一行為予以審認，或有未將有利原告之意見（如單
    位主官徐偉豪少校及憲訓中心詹鈞凱少校意見有關原告近一
    年平日生活考核應屬良好、工作上良好表現部分等）納入審
    酌之情形，且亦未針對各該事項予以適體深入討論，討論意
    見有偏頗、違反公平、公正之情形，且有出於資訊不完全之
    違法，足認其等「同意」考核不適服現役，有欠妥適。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觀諸被告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111年10
    月12日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
    含主席1員）、111年10月25日再審議人評會編組及出席委員
    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之
    規範相符；與會委員於會中充分討論，針對原告：（1）考
    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如：平時考核正常，於單位
    同仁相處和睦融洽，但自制能力不足、幹部說明原告前一年
    考績甲等及獎點僅有勞積點3點，均反映其生活考核等）；
    （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如：原告車修技術熟稔，但
    在文書及值星業務有所疏漏或鬆散、對後勤程序步驟要領及
    紀律上是有瑕疵及疏失等）；（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
    影響（如：原告說詞不一逃避問題、官兵私底下有所議論，
    導致士氣低迷、更對於部隊的領導統御有所影響等）；（4
    ）其他佐證事項（如：任務及工作方面，並非不可取代、原
    告對車修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特殊事蹟、原告法紀觀念淡
    薄，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行為更是斲傷軍譽等）等4大面
    向實施綜合考評，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事項均已納入考量，並
    詳實記錄在案，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兩次人評會之判
    斷皆無違法或恣意濫用等情，均合法且妥適。
　㈡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亦即
    審酌原告「一年內」之生活考核，以不適服人評會召開時間
    往前推算1年為基準。是以，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
    0月12日至111年10月12日，應扣除111年6月16日退伍至111
    年10月4日回役之間，共計3.5個月，復憲指部於111年10月1
    2日召開人評會時，時任連長詹鈞凱少校（110年11月16日至
    111年5月15日）為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期
    間相處6個月之直屬長官，其到場陳述內容自屬原告1年內平
    日生活考核事項即「近期之表現」，另110年10月12日至110
    年11月16日（1.5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徐偉豪
    少校（109年1月1日至110年11月15日）及111年5月15日至6
    月15日（1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陳立展少校（1
    11年5月16日至111年10月31日）有關上開期間之平日生活考
    核事項亦有書面資料供佐。憲指部於111年10月25日召開系
    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25日至
    111年10月25日，前述3位直屬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詹鈞凱
    少校及陳立展少校均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
　㈢綜上，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
    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
    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提升國軍人員素質及部隊之精
    良。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
    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項目綜合，考評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
    會議投票結果，人評會委員過半數及再審議人評會係全數同
    意原告不適服現役，被告爰依會議決議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
    退伍，均已為公平、公正考評決議，與法無違，應予維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本院111訴1008判決（本院卷第139
    -165頁）、112上820判決（本院卷第203-209頁）、前退伍
    處分（本院卷第353-357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
    函1（本院卷第361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
    本院卷第363-364頁）、憲指部111年10月11日國憲人整字第
    1110143290號函（原處分卷第77頁）、系爭人評會編組表（
    原處分卷第76頁）、系爭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86頁）
    、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87-98頁）、系爭人評
    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99-103頁）、系爭人評會其他會議資
    料（原處分卷第104-118頁）、憲指部111年10月13日國憲人
    整字第1110144490號函（原處分卷第67-68頁）、憲指部111
    年10月2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6956號函（原處分卷第126
    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125頁）、系
    爭再審議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134頁）、系爭再審議
    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135-163頁）、系爭再審議人
    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164-168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
    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69-185頁）、憲指部111年10月
    28日令（原處分卷第7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
    、訴願決定（本院卷第59-67頁）等在卷可稽，復為兩造所
    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陸、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或法理
　㈠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
    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
    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
    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
    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
    ，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
    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單位
    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
    決議不適服現役者，始由該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
    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
    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
    ，經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
    質，提升戰力，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
    照）。依行為時該作法第3點第1款、第2款規定：「辦理時
    機：㈠個人違失行為時：就違失行為事實受一次記大過兩次
    以上懲罰命令發布後，即時考評辦理。㈡年度考評時：就全
    年平時考核評鑑，結合年度考績作業辦理。」第4點第3款規
    定：「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
    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兩次
    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第5點第2
    款第3目規定：「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中、少校級
    軍官、尉級軍官、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
    第6點規定：「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
    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
    ，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適當
    階級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但副主官（
    管）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
    長官就委員中單位主管1人，指定為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
    ，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
    ，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
    ，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
    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
    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㈡召開人評會時，應於1日前（不含
    例假日）以書面通知受評人陳述意見，如受考人無意願到場
    得以書面陳述意見，及原服務單位亦應由正、副主官（管）
    依前款各目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
    詢。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五點之考評權責，檢附
    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
    常備兵現役作業。……」第7點規定：「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
    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
    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惟放棄再審
    議者，應以書面方式為之。㈡為期使再審議制度之公平、客
    觀性，各考評權責單位召開再審議人評會時，考評權責主官
    （管）指定再審議人評會主席及委員時，應適時調整委員編
    組，其委員組成2分之1不得與初審委員相同，並應依原評審
    結果保留不同意見委員相同比例人數，以確保官兵權益。……
    ㈣受考人對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適服現役、解除召
    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
    30日內，依法提起訴願。……」、第8點規定：「其他事項：
    （一）各人評會委員應就受考人全案資料，依第六點第一款
    各目事項翔實綜合考評，以留優汱劣。」，前揭考評具體作
    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
    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則所隸單位辦理強化國軍志願
    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包括「個人
    違失行為時」及「年度考評時」可知，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
    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
    」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
    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
    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
    。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
    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
    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
    ，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
    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
    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
    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
    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是以就同作法第6
    點第1款第2目至第4目所應參酌因素其考量期間為何？於考
    評具體作法未明文規定情形下，基於受考人是否「適服現役
    」具高度屬人性，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
    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
    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
    「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翔實綜合考評，人評會就此享
    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
    年度上字第51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人評會於考
    核時，應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
    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
    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詳實綜合
    考評。
　㈣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及考評具體作法規定所稱「不適
    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須考量受考人考評前1年
    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
    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因素後，為綜合的評價，
    事關國軍人力素質是否適於繼續在軍中盡保家衛國、服從軍
    紀、指令之責的合理性考量，具高度屬人性判斷，基於尊重
    此屬人性判斷的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的專屬性，
    應承認軍事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司法
    審查應採較低的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的判斷有恣意濫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予以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的情形
    包括：⑴判斷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⑵法
    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⑶對法律概念
    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⑷判
    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標準。⑸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
    關的考量，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⑹判斷是否違反法定
    的正當程序。⑺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
    判斷權限。⑻判斷是否違反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
    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理由書、最
    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78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504號
    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因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核定大過2次
    之系爭懲罰令部分，原告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其向本院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訴1008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且經最
    高行政法院以112上820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為原告所不
    爭執，且有懲罰令及上開判決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已屬
    明確。　　
三、另原告上開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以系爭懲罰令核定大
    過2次後，經憲指部分別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
    會編組，情形如下：
　㈠系爭人評會部分：111年10月12日系爭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
    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
    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人評會時
    ，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
    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
    項考評項目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前述
    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
    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
    考核部分：「為單位重要幹部，漠視自己的職責，發現問題
    未能妥處，未能以身作則」、「平日生活正常，休假多回家
    陪家人，但發生此事，可見平時對上級交付、宣達內容並未
    放在心上，漠視營務營規致肇生軍紀案件，實難作官兵表率
    」、「身為資深幹部，未有自制力，未能作學弟妹表率，見
    其違法犯紀行為，也未能制止，管控能力不足」、「平時表
    現無異狀，近年獎勵均為職務上本就會有的獎勵，並不是因
    為表現好才獲得」、「自制力不足，該員任職19年為資深幹
    部卻無法遵守最基本的要求，對其平日考核持否定的態度」
    ；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單位內業務需要再三督處，
    賦予工作都能完成，但工作業務上其他人可代替其職務」、
    「身為資深幹部，未能主動協助他人，且自身業務有拖延，
    似有倚老賣老」、「工作無異狀，行為明顯違反營規，可見
    平時部隊要求的重要事項並未放在心上，且身為資深幹部卻
    知法犯法，賦予其職責未能貫徹執行，未來很難信期能完成
    交付任務」、「工作表現一般，身為職業軍人應把負責任務
    完成，身為士官此部分應更加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未能作
    學弟妹榜樣」；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明知營務
    營規，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身為資深幹部，沒及時阻止，
    會議上說詞避重就輕，甚且否認，顯見無積極悔改」、「考
    量該員雖獲得緩起訴處分，但其行為後續將影響軍譽」、「
    違犯營規前應之事發之嚴重性，卻未能制止，任由事情發生
    ，並參與其中」、「違犯營規，難以自述未來如何面對學弟
    妹的質疑，聞其敘述，難認有悔改之意」、「發生軍紀案件
    ，僅說單純的肚子餓吃飯，未能考量行為的後果，也未能勇
    於承擔自身行為的後果，犯後態度及未來可能對全體憲兵及
    單位之傷害，不可輕忽」；⑷其他佐證事項：「以其19年經
    歷，對軍紀應有更深認識，車修調度業務並非不可取代」、
    「其敘述多有推卸之嫌，未能善盡職責，且後續影響甚大」
    、「其行為明顯違背職務，犯後態度未有明顯改進」、「身
    為資深幹部，自己犯錯面對質疑，自己不法立足」、「身為
    資深士官幹部，自制力薄弱，未能以身作則，發生此事件後
    ，很難想像其如何面對部隊同仁，如何讓學弟妹信服，對其
    所下達之命令、要求會否存疑，單位內事務的推動會受影響
    」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原告已
    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人評會人員編
    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
    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76-118頁）
    ，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
    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
    ，系爭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
    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詢問
    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
    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
    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
    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
    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
    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㈡系爭再審議人評會：111年10月25日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計
    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
    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再
    審議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
    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
    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
    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
    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
    平日生活考核部分：「雖平時考核正常，但漠視紀錄，且跟
    隨別人一起外出，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顯現對自己的自制
    能力不足」、「在單位相處和睦融洽，休假多回家，有跟朋
    友外出小酌的習慣，修車能力能夠勝任，但在值星或文書方
    面，狀況較差」、「該員發現單位安全漏洞，沒有及時反映
    ，身為19年經歷的副排長，這是失職，心態上因為覺得沒有
    嚴重，就沒有反映也有問題」、「平時表現無異狀，擔任值
    星時，對如何宣導遵守軍紀等要求，只說要官兵理解或傳送
    案例，顯見自身不知道未來怎麼領導部分，怎麼實施軍紀宣
    教，怎麼要求部隊紀律」、「該員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及服
    從性有問題，明知不該翻牆仍為之，自制力不足」；⑵就任
    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上雖沒有其他異狀，在長官賦予
    的任務，僅完成自己該有的內容，實際執行上，也沒有程序
    和規定的觀念，在值星方面，也未能豎立標竿，其工作態度
    ，稍顯敷衍」、「只有顯現在後勤維修工作方面的表現，在
    單位19年的幹部應該可以領導弟兄更多對單位更好的事情或
    工作上的付出，但僅專注於後勤，或照顧自己排組的弟兄，
    應該可以發揮更多的價值，另外文書業務上的拖延，工作能
    力及態度是否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後勤工作有規定的
    程序步驟，其常自己拿料自己維修，後勤紀律上有瑕疵，甚
    至可能牽涉到法的問題，如果不當可能移送法辦的程度，故
    後勤車修可肯定維修技術，但方法要檢討」、「擔任值星沒
    有該有的標準，對於能力及工作態度有待商榷」；⑶受懲罰
    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曾有弟兄問原告怎麼會回來，顯見
    這行為的處分容易受到各種質疑，若這行為沒有達到應該有
    的處分，會導致官兵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產生質疑，將導致
    部隊管理上產生重大的危害」、「身為排長，也是單位資深
    幹部，肇事當下沒有即時制止其他同仁，官兵私下對這個案
    件是有所議論的，士氣低迷，也花了很長時間去處理及修復
    ，可見這次的案件對單位的負面影響是非常重大的」、「造
    成單位負面影響，但他卻自述可以和弟兄正常相處，顯示他
    對自己行為產生的影響沒辦法正視，也無法說明往後要怎麼
    正確教育官兵，身為19年又長期領導職的士官長，應知道不
    假離營等違法犯紀行為是不可觸犯的規定」、「林員似乎要
    將懲罰扛責部分推給主官，追問當下怎麼沒有阻止，甚至提
    醒排長等等，只用沒有想到、沒有想過回應，就是沒有悔意
    、逃避問題」、「行為對憲兵影響甚大，如果還在憲兵服務
    的話，對現職人員是一種負面教材，更對部隊的領導統欲都
    有所影響」；⑷其他佐證事項：「就其職務經歷，應該要有
    相當的表現，也是單位器重的對象，但19年經歷卻自制力不
    足，法紀觀念淺薄」、「會中林員描述修車技術有貢獻，而
    無其他事蹟，綜上，身為資深幹部，未能發揮影響，以身作
    則，說詞前後不一，多有推卸，看不出犯後的檢討悔意，未
    能深刻體認自己行為所肇生的影響」、「後勤修車確實有相
    當的貢獻，但事件後，除了當下沒有發揮19年資深幹部應有
    的態度，對單位影響重大」、「身為資深幹部，無法以身作
    則，補保作業程序不熟稔，將扛責問題推給主官，態度尚未
    有明顯悔意」、「林員對營務營規的服從心態及未能發揮該
    有的價值，其行為更是傷害軍譽」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
    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為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
    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
    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
    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125-185頁），符合行
    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
    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再
    審議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
    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
    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
    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
    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
    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
    ，再審議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
    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
    定。
　㈢綜上，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提報資料及前揭
    會議紀錄內容，均明載原告之基本資料（級職、學歷、經歷
    、最大服役年限、近5年考績、近1年奬懲紀錄等），另分別
    就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
    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詳載其考核情形。系爭人
    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之進行，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
    ，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
    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
    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以記名投
    票方式表決，系爭人評會5票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5票均全數
    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經核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
    所參酌資料及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確實依行為時考評具
    體作法第6點規定之考評程序，就原告之平日生活考核、對
    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為
    綜合考評，且係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為審查，已踐行正當
    程序，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無基於不完全資訊、及與本案
    事項無關之考量；所為不適服現役之考評結果，亦無判斷恣
    意或濫用情形，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比例原則
    情事，本院對此判斷自應予尊重，故原處分之適法性應可認
    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所為不適服現役之
    判斷，多僅針對擅自離營行為之單一事件進行審酌，未針對
    各事項內容予以深入具體討論，且多數委員討論意見多見偏
    頗、未納入主官對於原告所為正面之評價，有失公平之處云
    云。惟：
  ㈠按憲法第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然並未授
    予人民有服兵役之權利。由於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
    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
    人民不同，不能與文官等同視之，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
    務」此等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
    徹，事涉國家安全，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爭或承平時
    期、以及士官兵服役單位或所擔任職務種種因素，於解釋人
    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格之標準，留優汰
    劣，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此種必要嚴格之標準，於憲法所
    保障之基本權並無妨礙。因此，如前所述，軍方對於服役條
    例第15條第5款規定「不適服現役」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
    ，只須適用之際，並非基於錯誤之事實或與事件無關之考量
    、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程序，或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
    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者外，行政法院採取低密度審查標
    準，如前所述，先此敘明。
　㈡經查，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個別委員於會議中
    ，針對「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
    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
    證事項」等均已逐一各別表示意見，縱原告認各考評項目尚
    有部分討論未更深入針對各該事項具體論述者，惟上開人評
    會及再審議人評會與會委員之討論內容既已包括上開各考評
    項目，且進行過程中，均由原告先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
    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
    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故討
    論過程，已確實針對四項考評內容予以深入詢問、討論，則
    衡情與會之各別委員已足經由其他委員於會議中就上開各該
    考評項目之整體發言，供做其等思辯之資訊，並基於充足討
    論下而為表決。縱最終會議紀錄於紀錄個別委員最終發言意
    見較為簡省，然綜觀卷附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
    有討論過程之記載，已足呈現委員對於四個考評事項均已踐
    行充足、完整之討論。從而，原告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
    審議人評會並未充分針對各該因素深入予以討論而據以做出
    結論有失公平、且有偏頗等情，係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㈢至有關原告主張有關主官有利於原告之陳述意見未經納入會
    影響結論云云，然縱主官陳述過程中，部分意見或為有利於
    原告之陳述，然其等綜合四項考評事項後所為之建議均為「
    考核不適服」（見原處分卷第94、152、154頁），由該等主
    官建議可見，該等有利因素已納入考量且不影響認定原告狀
    況已達不適服之程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此外，原告主張舉其過往軍旅生活紀錄及表現，認其過往紀
    錄優良應納入考量云云，然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
    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
    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
    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
    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且考評具
    體作法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
    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
    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
    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
    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
    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
    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
    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故原告過往表現雖得納入輔助參考
    ，惟仍應以考評前1年內之事蹟為主要判斷範圍，原告此部
    分主張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對原告所為不適
　　服現役退伍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353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世昌                                      
            陳明暉  律師
            陳佳鴻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鍾樹明（司令）
訴訟代理人  謝承哲              
複 代理 人  劉熹緯                             
訴訟代理人  謝文健                                     


複 代理 人  孔祥維                                 
訴訟代理人  柯育旻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字112年決第0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徐衍璞，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鍾樹明，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7-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憲兵訓練中心（下稱憲訓中心）勤務連二等士官長副排長。原告於民國111年4月28日凌晨1時30分時許，與同單位排長宋姓中尉、孫姓中士及張姓上士等3員，未經核准逕自翻牆離營（下稱翻牆離營行為），經該中心以111年5月17日憲將校人字第11100406591號令（下稱系爭懲罰令）核定大過2次懲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111年決字第227號決定訴願駁回。嗣經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於112年9月28日以111年度訴字第1008號判決（下稱本院111訴1008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再經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13年5月23日以112年度上字第820號判決（下稱112上820判決）上訴駁回。
二、憲訓中心分別於111年5月18日及6月6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稱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再審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並經被告以111年6月15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104903號令（下稱前退伍處分），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
三、原告不服前退伍處分，提起訴願，經憲訓中心重新審查，以本案尚有不符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第5點第1款第3目召開人評會權責之程序瑕疵為由，於111年9月22日分別作成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註銷前退伍處分予原告、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1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註銷前退伍處分予被告及陸軍司令部。嗣憲兵指揮部（下稱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及同年月25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後，以111年10月28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8978號令（下稱111年10月28日令）通知原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考評結果，並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212251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11年11月16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原處分及111年10月28日令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決字第33號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就原處分部分訴願駁回；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原告因「翻牆離營」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處分，固為人評會發動不適服現役考評之要件，但評鑑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並非僅著眼於原告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所生影響，而應就原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所顯示之服役品德、能力，是否影響國軍戰力等，一併均納入考量範圍，以判斷原告是否仍具備軍職適格性。從法理而言，原告「翻牆離營」業遭「記大過2次」之處罰，若不考慮其他因素，再據以考評「不適服現役」而令退伍，不啻違反「一行為不二罰」，有違法治國之基本原則（參司法院釋字第503、604、754號解釋）。另外，原告自92年4月1日起入伍，至111年11月16日退伍，服役期間長達19年7月16天，從二等兵陸續晉升至二等兵士官長，並曾在憲兵學校、陸軍後勤學校接受預備士官班、特種車輛駕駛班、高級班、士官長正規班等之教育，資歷完整，而服役期間除了本次「翻牆離營」事件遭記大過2次外，19年來累計記功24次、嘉獎24次，僅於103年3月間因「遺失國軍智慧卡」記申誡1次；原告之考績自92年起至110年度每年均為「甲等」或「甲上」，甚至於111年度之考績仍為「甲等」，可見原告於服役期間之表現相當優異，為國軍之堅實棟樑，若僅因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行為）之違失，而貿然否定原告繼續擔任軍人之適格性，顯屬對原告於服役中長期所積累忠誠義務等履行全然抹煞，對原告服軍職權所相應取得之制度性保障，亦構成相當之損害，並與所欲達成之國軍優質人力需求、戰力提升等公益目的間，顯失均衡。　
　㈡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對照單位主官之報告，與委員所發表之意見，顯見委員針對「不適服現役」之討論過程中，雖討論意見分為「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處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四項，然針對各該事項或僅著重於翻牆離營之單一行為予以審認，或有未將有利原告之意見（如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及憲訓中心詹鈞凱少校意見有關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應屬良好、工作上良好表現部分等）納入審酌之情形，且亦未針對各該事項予以適體深入討論，討論意見有偏頗、違反公平、公正之情形，且有出於資訊不完全之違法，足認其等「同意」考核不適服現役，有欠妥適。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觀諸被告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111年10月12日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111年10月25日再審議人評會編組及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之規範相符；與會委員於會中充分討論，針對原告：（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如：平時考核正常，於單位同仁相處和睦融洽，但自制能力不足、幹部說明原告前一年考績甲等及獎點僅有勞積點3點，均反映其生活考核等）；（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如：原告車修技術熟稔，但在文書及值星業務有所疏漏或鬆散、對後勤程序步驟要領及紀律上是有瑕疵及疏失等）；（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如：原告說詞不一逃避問題、官兵私底下有所議論，導致士氣低迷、更對於部隊的領導統御有所影響等）；（4）其他佐證事項（如：任務及工作方面，並非不可取代、原告對車修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特殊事蹟、原告法紀觀念淡薄，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行為更是斲傷軍譽等）等4大面向實施綜合考評，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事項均已納入考量，並詳實記錄在案，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兩次人評會之判斷皆無違法或恣意濫用等情，均合法且妥適。
　㈡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亦即審酌原告「一年內」之生活考核，以不適服人評會召開時間往前推算1年為基準。是以，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12日至111年10月12日，應扣除111年6月16日退伍至111年10月4日回役之間，共計3.5個月，復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召開人評會時，時任連長詹鈞凱少校（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為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期間相處6個月之直屬長官，其到場陳述內容自屬原告1年內平日生活考核事項即「近期之表現」，另110年10月12日至110年11月16日（1.5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徐偉豪少校（109年1月1日至110年11月15日）及11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1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陳立展少校（111年5月16日至111年10月31日）有關上開期間之平日生活考核事項亦有書面資料供佐。憲指部於111年10月25日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25日至111年10月25日，前述3位直屬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詹鈞凱少校及陳立展少校均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
　㈢綜上，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提升國軍人員素質及部隊之精良。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項目綜合，考評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會議投票結果，人評會委員過半數及再審議人評會係全數同意原告不適服現役，被告爰依會議決議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均已為公平、公正考評決議，與法無違，應予維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本院111訴1008判決（本院卷第139-165頁）、112上820判決（本院卷第203-209頁）、前退伍處分（本院卷第353-357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本院卷第361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本院卷第363-364頁）、憲指部111年10月1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3290號函（原處分卷第77頁）、系爭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76頁）、系爭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86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87-98頁）、系爭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99-103頁）、系爭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04-118頁）、憲指部111年10月13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4490號函（原處分卷第67-68頁）、憲指部111年10月2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6956號函（原處分卷第126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125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134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135-163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164-168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69-185頁）、憲指部111年10月28日令（原處分卷第7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59-67頁）等在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陸、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或法理
　㈠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單位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始由該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依行為時該作法第3點第1款、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㈠個人違失行為時：就違失行為事實受一次記大過兩次以上懲罰命令發布後，即時考評辦理。㈡年度考評時：就全年平時考核評鑑，結合年度考績作業辦理。」第4點第3款規定：「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兩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第5點第2款第3目規定：「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中、少校級軍官、尉級軍官、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第6點規定：「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適當階級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但副主官（管）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委員中單位主管1人，指定為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㈡召開人評會時，應於1日前（不含例假日）以書面通知受評人陳述意見，如受考人無意願到場得以書面陳述意見，及原服務單位亦應由正、副主官（管）依前款各目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五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第7點規定：「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惟放棄再審議者，應以書面方式為之。㈡為期使再審議制度之公平、客觀性，各考評權責單位召開再審議人評會時，考評權責主官（管）指定再審議人評會主席及委員時，應適時調整委員編組，其委員組成2分之1不得與初審委員相同，並應依原評審結果保留不同意見委員相同比例人數，以確保官兵權益。……㈣受考人對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適服現役、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依法提起訴願。……」、第8點規定：「其他事項：（一）各人評會委員應就受考人全案資料，依第六點第一款各目事項翔實綜合考評，以留優汱劣。」，前揭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則所隸單位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包括「個人違失行為時」及「年度考評時」可知，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是以就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2目至第4目所應參酌因素其考量期間為何？於考評具體作法未明文規定情形下，基於受考人是否「適服現役」具高度屬人性，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翔實綜合考評，人評會就此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1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人評會於考核時，應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詳實綜合考評。
　㈣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及考評具體作法規定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須考量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因素後，為綜合的評價，事關國軍人力素質是否適於繼續在軍中盡保家衛國、服從軍紀、指令之責的合理性考量，具高度屬人性判斷，基於尊重此屬人性判斷的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的專屬性，應承認軍事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司法審查應採較低的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的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予以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的情形包括：⑴判斷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⑵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⑶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⑷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標準。⑸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⑹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⑺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⑻判斷是否違反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78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5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因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核定大過2次之系爭懲罰令部分，原告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其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訴1008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且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2上820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為原告所不爭執，且有懲罰令及上開判決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已屬明確。　　
三、另原告上開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以系爭懲罰令核定大過2次後，經憲指部分別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情形如下：
　㈠系爭人評會部分：111年10月12日系爭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項目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前述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為單位重要幹部，漠視自己的職責，發現問題未能妥處，未能以身作則」、「平日生活正常，休假多回家陪家人，但發生此事，可見平時對上級交付、宣達內容並未放在心上，漠視營務營規致肇生軍紀案件，實難作官兵表率」、「身為資深幹部，未有自制力，未能作學弟妹表率，見其違法犯紀行為，也未能制止，管控能力不足」、「平時表現無異狀，近年獎勵均為職務上本就會有的獎勵，並不是因為表現好才獲得」、「自制力不足，該員任職19年為資深幹部卻無法遵守最基本的要求，對其平日考核持否定的態度」；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單位內業務需要再三督處，賦予工作都能完成，但工作業務上其他人可代替其職務」、「身為資深幹部，未能主動協助他人，且自身業務有拖延，似有倚老賣老」、「工作無異狀，行為明顯違反營規，可見平時部隊要求的重要事項並未放在心上，且身為資深幹部卻知法犯法，賦予其職責未能貫徹執行，未來很難信期能完成交付任務」、「工作表現一般，身為職業軍人應把負責任務完成，身為士官此部分應更加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未能作學弟妹榜樣」；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明知營務營規，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身為資深幹部，沒及時阻止，會議上說詞避重就輕，甚且否認，顯見無積極悔改」、「考量該員雖獲得緩起訴處分，但其行為後續將影響軍譽」、「違犯營規前應之事發之嚴重性，卻未能制止，任由事情發生，並參與其中」、「違犯營規，難以自述未來如何面對學弟妹的質疑，聞其敘述，難認有悔改之意」、「發生軍紀案件，僅說單純的肚子餓吃飯，未能考量行為的後果，也未能勇於承擔自身行為的後果，犯後態度及未來可能對全體憲兵及單位之傷害，不可輕忽」；⑷其他佐證事項：「以其19年經歷，對軍紀應有更深認識，車修調度業務並非不可取代」、「其敘述多有推卸之嫌，未能善盡職責，且後續影響甚大」、「其行為明顯違背職務，犯後態度未有明顯改進」、「身為資深幹部，自己犯錯面對質疑，自己不法立足」、「身為資深士官幹部，自制力薄弱，未能以身作則，發生此事件後，很難想像其如何面對部隊同仁，如何讓學弟妹信服，對其所下達之命令、要求會否存疑，單位內事務的推動會受影響」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76-118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㈡系爭再審議人評會：111年10月25日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雖平時考核正常，但漠視紀錄，且跟隨別人一起外出，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顯現對自己的自制能力不足」、「在單位相處和睦融洽，休假多回家，有跟朋友外出小酌的習慣，修車能力能夠勝任，但在值星或文書方面，狀況較差」、「該員發現單位安全漏洞，沒有及時反映，身為19年經歷的副排長，這是失職，心態上因為覺得沒有嚴重，就沒有反映也有問題」、「平時表現無異狀，擔任值星時，對如何宣導遵守軍紀等要求，只說要官兵理解或傳送案例，顯見自身不知道未來怎麼領導部分，怎麼實施軍紀宣教，怎麼要求部隊紀律」、「該員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及服從性有問題，明知不該翻牆仍為之，自制力不足」；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上雖沒有其他異狀，在長官賦予的任務，僅完成自己該有的內容，實際執行上，也沒有程序和規定的觀念，在值星方面，也未能豎立標竿，其工作態度，稍顯敷衍」、「只有顯現在後勤維修工作方面的表現，在單位19年的幹部應該可以領導弟兄更多對單位更好的事情或工作上的付出，但僅專注於後勤，或照顧自己排組的弟兄，應該可以發揮更多的價值，另外文書業務上的拖延，工作能力及態度是否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後勤工作有規定的程序步驟，其常自己拿料自己維修，後勤紀律上有瑕疵，甚至可能牽涉到法的問題，如果不當可能移送法辦的程度，故後勤車修可肯定維修技術，但方法要檢討」、「擔任值星沒有該有的標準，對於能力及工作態度有待商榷」；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曾有弟兄問原告怎麼會回來，顯見這行為的處分容易受到各種質疑，若這行為沒有達到應該有的處分，會導致官兵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產生質疑，將導致部隊管理上產生重大的危害」、「身為排長，也是單位資深幹部，肇事當下沒有即時制止其他同仁，官兵私下對這個案件是有所議論的，士氣低迷，也花了很長時間去處理及修復，可見這次的案件對單位的負面影響是非常重大的」、「造成單位負面影響，但他卻自述可以和弟兄正常相處，顯示他對自己行為產生的影響沒辦法正視，也無法說明往後要怎麼正確教育官兵，身為19年又長期領導職的士官長，應知道不假離營等違法犯紀行為是不可觸犯的規定」、「林員似乎要將懲罰扛責部分推給主官，追問當下怎麼沒有阻止，甚至提醒排長等等，只用沒有想到、沒有想過回應，就是沒有悔意、逃避問題」、「行為對憲兵影響甚大，如果還在憲兵服務的話，對現職人員是一種負面教材，更對部隊的領導統欲都有所影響」；⑷其他佐證事項：「就其職務經歷，應該要有相當的表現，也是單位器重的對象，但19年經歷卻自制力不足，法紀觀念淺薄」、「會中林員描述修車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事蹟，綜上，身為資深幹部，未能發揮影響，以身作則，說詞前後不一，多有推卸，看不出犯後的檢討悔意，未能深刻體認自己行為所肇生的影響」、「後勤修車確實有相當的貢獻，但事件後，除了當下沒有發揮19年資深幹部應有的態度，對單位影響重大」、「身為資深幹部，無法以身作則，補保作業程序不熟稔，將扛責問題推給主官，態度尚未有明顯悔意」、「林員對營務營規的服從心態及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其行為更是傷害軍譽」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為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125-185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再審議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㈢綜上，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提報資料及前揭會議紀錄內容，均明載原告之基本資料（級職、學歷、經歷、最大服役年限、近5年考績、近1年奬懲紀錄等），另分別就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詳載其考核情形。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之進行，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系爭人評會5票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5票均全數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經核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參酌資料及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確實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規定之考評程序，就原告之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為綜合考評，且係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為審查，已踐行正當程序，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無基於不完全資訊、及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所為不適服現役之考評結果，亦無判斷恣意或濫用情形，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比例原則情事，本院對此判斷自應予尊重，故原處分之適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所為不適服現役之判斷，多僅針對擅自離營行為之單一事件進行審酌，未針對各事項內容予以深入具體討論，且多數委員討論意見多見偏頗、未納入主官對於原告所為正面之評價，有失公平之處云云。惟：
  ㈠按憲法第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然並未授予人民有服兵役之權利。由於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不能與文官等同視之，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爭或承平時期、以及士官兵服役單位或所擔任職務種種因素，於解釋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格之標準，留優汰劣，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此種必要嚴格之標準，於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並無妨礙。因此，如前所述，軍方對於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不適服現役」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只須適用之際，並非基於錯誤之事實或與事件無關之考量、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程序，或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者外，行政法院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如前所述，先此敘明。
　㈡經查，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個別委員於會議中，針對「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均已逐一各別表示意見，縱原告認各考評項目尚有部分討論未更深入針對各該事項具體論述者，惟上開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與會委員之討論內容既已包括上開各考評項目，且進行過程中，均由原告先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故討論過程，已確實針對四項考評內容予以深入詢問、討論，則衡情與會之各別委員已足經由其他委員於會議中就上開各該考評項目之整體發言，供做其等思辯之資訊，並基於充足討論下而為表決。縱最終會議紀錄於紀錄個別委員最終發言意見較為簡省，然綜觀卷附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有討論過程之記載，已足呈現委員對於四個考評事項均已踐行充足、完整之討論。從而，原告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並未充分針對各該因素深入予以討論而據以做出結論有失公平、且有偏頗等情，係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㈢至有關原告主張有關主官有利於原告之陳述意見未經納入會影響結論云云，然縱主官陳述過程中，部分意見或為有利於原告之陳述，然其等綜合四項考評事項後所為之建議均為「考核不適服」（見原處分卷第94、152、154頁），由該等主官建議可見，該等有利因素已納入考量且不影響認定原告狀況已達不適服之程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此外，原告主張舉其過往軍旅生活紀錄及表現，認其過往紀錄優良應納入考量云云，然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且考評具體作法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故原告過往表現雖得納入輔助參考，惟仍應以考評前1年內之事蹟為主要判斷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對原告所為不適
　　服現役退伍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353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世昌                                      
            陳明暉  律師
            陳佳鴻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鍾樹明（司令）
訴訟代理人  謝承哲              
複 代理 人  劉熹緯                             
訴訟代理人  謝文健                                     

複 代理 人  孔祥維                                 
訴訟代理人  柯育旻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字112年決第0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原為徐衍璞，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鍾樹明，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7-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一、原告原係憲兵訓練中心（下稱憲訓中心）勤務連二等士官長副排長。原告於民國111年4月28日凌晨1時30分時許，與同單位排長宋姓中尉、孫姓中士及張姓上士等3員，未經核准逕自翻牆離營（下稱翻牆離營行為），經該中心以111年5月17日憲將校人字第11100406591號令（下稱系爭懲罰令）核定大過2次懲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111年決字第227號決定訴願駁回。嗣經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於112年9月28日以111年度訴字第1008號判決（下稱本院111訴1008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再經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13年5月23日以112年度上字第820號判決（下稱112上820判決）上訴駁回。
二、憲訓中心分別於111年5月18日及6月6日召開不適服現役人事評審會（下稱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再審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並經被告以111年6月15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104903號令（下稱前退伍處分），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
三、原告不服前退伍處分，提起訴願，經憲訓中心重新審查，以本案尚有不符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考評具體作法（下稱考評具體作法）第5點第1款第3目召開人評會權責之程序瑕疵為由，於111年9月22日分別作成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註銷前退伍處分予原告、憲將校人字第1110138367-1號函（下稱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註銷前退伍處分予被告及陸軍司令部。嗣憲兵指揮部（下稱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及同年月25日召開人評會（下稱系爭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下稱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評鑑原告不適服現役後，以111年10月28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8978號令（下稱111年10月28日令）通知原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考評結果，並經被告以111年11月9日國陸人勤字第1110212251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其不適服現役退伍，自111年11月16日零時生效。原告不服原處分及111年10月28日令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決字第33號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就原處分部分訴願駁回；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原告因「翻牆離營」一次受記大過2次之處分，固為人評會發動不適服現役考評之要件，但評鑑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並非僅著眼於原告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所生影響，而應就原告服役期間整體表現所顯示之服役品德、能力，是否影響國軍戰力等，一併均納入考量範圍，以判斷原告是否仍具備軍職適格性。從法理而言，原告「翻牆離營」業遭「記大過2次」之處罰，若不考慮其他因素，再據以考評「不適服現役」而令退伍，不啻違反「一行為不二罰」，有違法治國之基本原則（參司法院釋字第503、604、754號解釋）。另外，原告自92年4月1日起入伍，至111年11月16日退伍，服役期間長達19年7月16天，從二等兵陸續晉升至二等兵士官長，並曾在憲兵學校、陸軍後勤學校接受預備士官班、特種車輛駕駛班、高級班、士官長正規班等之教育，資歷完整，而服役期間除了本次「翻牆離營」事件遭記大過2次外，19年來累計記功24次、嘉獎24次，僅於103年3月間因「遺失國軍智慧卡」記申誡1次；原告之考績自92年起至110年度每年均為「甲等」或「甲上」，甚至於111年度之考績仍為「甲等」，可見原告於服役期間之表現相當優異，為國軍之堅實棟樑，若僅因單一偶發事件（翻牆離營行為）之違失，而貿然否定原告繼續擔任軍人之適格性，顯屬對原告於服役中長期所積累忠誠義務等履行全然抹煞，對原告服軍職權所相應取得之制度性保障，亦構成相當之損害，並與所欲達成之國軍優質人力需求、戰力提升等公益目的間，顯失均衡。　
　㈡由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中，對照單位主官之報告，與委員所發表之意見，顯見委員針對「不適服現役」之討論過程中，雖討論意見分為「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處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四項，然針對各該事項或僅著重於翻牆離營之單一行為予以審認，或有未將有利原告之意見（如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及憲訓中心詹鈞凱少校意見有關原告近一年平日生活考核應屬良好、工作上良好表現部分等）納入審酌之情形，且亦未針對各該事項予以適體深入討論，討論意見有偏頗、違反公平、公正之情形，且有出於資訊不完全之違法，足認其等「同意」考核不適服現役，有欠妥適。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觀諸被告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111年10月12日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111年10月25日再審議人評會編組及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之規範相符；與會委員於會中充分討論，針對原告：（1）考評前一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如：平時考核正常，於單位同仁相處和睦融洽，但自制能力不足、幹部說明原告前一年考績甲等及獎點僅有勞積點3點，均反映其生活考核等）；（2）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如：原告車修技術熟稔，但在文書及值星業務有所疏漏或鬆散、對後勤程序步驟要領及紀律上是有瑕疵及疏失等）；（3）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如：原告說詞不一逃避問題、官兵私底下有所議論，導致士氣低迷、更對於部隊的領導統御有所影響等）；（4）其他佐證事項（如：任務及工作方面，並非不可取代、原告對車修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特殊事蹟、原告法紀觀念淡薄，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行為更是斲傷軍譽等）等4大面向實施綜合考評，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事項均已納入考量，並詳實記錄在案，決議原告「不適服現役」，兩次人評會之判斷皆無違法或恣意濫用等情，均合法且妥適。
　㈡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亦即審酌原告「一年內」之生活考核，以不適服人評會召開時間往前推算1年為基準。是以，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12日至111年10月12日，應扣除111年6月16日退伍至111年10月4日回役之間，共計3.5個月，復憲指部於111年10月12日召開人評會時，時任連長詹鈞凱少校（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為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至111年5月15日期間相處6個月之直屬長官，其到場陳述內容自屬原告1年內平日生活考核事項即「近期之表現」，另110年10月12日至110年11月16日（1.5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徐偉豪少校（109年1月1日至110年11月15日）及11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1個月）期間之任職原告直屬長官即陳立展少校（111年5月16日至111年10月31日）有關上開期間之平日生活考核事項亦有書面資料供佐。憲指部於111年10月25日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原告前1年之時間為110年10月25日至111年10月25日，前述3位直屬單位主官徐偉豪少校、詹鈞凱少校及陳立展少校均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
　㈢綜上，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提升國軍人員素質及部隊之精良。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均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規定之項目綜合，考評原告是否不適服現役，會議投票結果，人評會委員過半數及再審議人評會係全數同意原告不適服現役，被告爰依會議決議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均已為公平、公正考評決議，與法無違，應予維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本院111訴1008判決（本院卷第139-165頁）、112上820判決（本院卷第203-209頁）、前退伍處分（本院卷第353-357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1（本院卷第361頁）、憲訓中心111年9月22日註銷函2（本院卷第363-364頁）、憲指部111年10月1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3290號函（原處分卷第77頁）、系爭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76頁）、系爭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86頁）、系爭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87-98頁）、系爭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99-103頁）、系爭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04-118頁）、憲指部111年10月13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4490號函（原處分卷第67-68頁）、憲指部111年10月21日國憲人整字第1110146956號函（原處分卷第126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表（原處分卷第125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簽到表（原處分卷第134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記錄（原處分卷第135-163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投票單（原處分卷第164-168頁）、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其他會議資料（原處分卷第169-185頁）、憲指部111年10月28日令（原處分卷第70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59-67頁）等在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陸、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或法理
　㈠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伍：……五、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又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本條例第15條所定退伍之處理程序，由相關機關或單位依下列規定造具退伍名冊，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四、依第4款至第6款……規定退伍者，由所隸單位檢附相關資料辦理。」準此，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所隸單位應針對其是否適服現役由人評會為綜合考評，經人評會考核決議不適服現役者，始由該單位層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辦理退伍，以確保部隊的精良。　　
  ㈡國防部為因應國軍亟需優質人力，藉主官（管）對部屬平日生活考核、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等綜合考核評鑑，經不適服現役人評會議決，留優汰劣，以淨化國軍人員素質，提升戰力，訂定考評具體作法（考評具體作法第1點參照）。依行為時該作法第3點第1款、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㈠個人違失行為時：就違失行為事實受一次記大過兩次以上懲罰命令發布後，即時考評辦理。㈡年度考評時：就全年平時考核評鑑，結合年度考績作業辦理。」第4點第3款規定：「㈢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兩次以上，經人評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第5點第2款第3目規定：「考評權責：……㈡各司令部：……⒊中、少校級軍官、尉級軍官、士官長，為少將以上編階主官（管）。」第6點規定：「考評程序：㈠各單位檢討不適服現役案件時，應於受懲罰或考績命令發布30日內，依考評權責召開人評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管）、相關單位主管及適當階級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原則上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3分之1。副主官（管）為人評會之主席。但副主官（管）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委員中單位主管1人，指定為主席。人評會議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委員出席，以記名投票方式，就下列事項，進行公平、公正之考評，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簽請權責主官（管）發布考評結果，並附記教示規定，送達受考人：⒈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⒉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⒊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⒋其他佐證事項。㈡召開人評會時，應於1日前（不含例假日）以書面通知受評人陳述意見，如受考人無意願到場得以書面陳述意見，及原服務單位亦應由正、副主官（管）依前款各目考評事項，提供書面考核資料，並列席說明、備詢。㈢經考評不適服現役者，應依第五點之考評權責，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作業。……」第7點規定：「一般規定：㈠受考人對考評結果不服者，得依第6點第1款收受考評結果送達之次日起14日內，以書面申請再審議，並以1次為限。惟放棄再審議者，應以書面方式為之。㈡為期使再審議制度之公平、客觀性，各考評權責單位召開再審議人評會時，考評權責主官（管）指定再審議人評會主席及委員時，應適時調整委員編組，其委員組成2分之1不得與初審委員相同，並應依原評審結果保留不同意見委員相同比例人數，以確保官兵權益。……㈣受考人對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核定退伍、適服現役、解除召集或轉服常備兵現役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依法提起訴願。……」、第8點規定：「其他事項：（一）各人評會委員應就受考人全案資料，依第六點第一款各目事項翔實綜合考評，以留優汱劣。」，前揭考評具體作法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則所隸單位辦理強化國軍志願役軍（士）官考評事宜，自可援用，且基於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關考評作為亦應受該作法之拘束。
　㈢依考評具體作法第3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辦理時機包括「個人違失行為時」及「年度考評時」可知，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1目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是以就同作法第6點第1款第2目至第4目所應參酌因素其考量期間為何？於考評具體作法未明文規定情形下，基於受考人是否「適服現役」具高度屬人性，倘人評會於考核時，業已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翔實綜合考評，人評會就此享有判斷餘地，行政法院對其判斷應予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1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人評會於考核時，應參酌個案具體情節，就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近期表現為主要考量，而詳實綜合考評。
　㈣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及考評具體作法規定所稱「不適服現役」，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須考量受考人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因素後，為綜合的評價，事關國軍人力素質是否適於繼續在軍中盡保家衛國、服從軍紀、指令之責的合理性考量，具高度屬人性判斷，基於尊重此屬人性判斷的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的專屬性，應承認軍事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的決定，有判斷餘地，司法審查應採較低的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的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予以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的情形包括：⑴判斷是否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⑵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涵攝有無明顯錯誤。⑶對法律概念的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的上位規範。⑷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的價值標準。⑸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的考量，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⑹判斷是否違反法定的正當程序。⑺作成判斷的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權限。⑻判斷是否違反法治國家應遵守的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理由書、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78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5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因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核定大過2次之系爭懲罰令部分，原告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其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1訴1008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且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2上820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為原告所不爭執，且有懲罰令及上開判決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已屬明確。　　
三、另原告上開翻牆離營行為，經憲訓中心以系爭懲罰令核定大過2次後，經憲指部分別召開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情形如下：
　㈠系爭人評會部分：111年10月12日系爭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項目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前述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為單位重要幹部，漠視自己的職責，發現問題未能妥處，未能以身作則」、「平日生活正常，休假多回家陪家人，但發生此事，可見平時對上級交付、宣達內容並未放在心上，漠視營務營規致肇生軍紀案件，實難作官兵表率」、「身為資深幹部，未有自制力，未能作學弟妹表率，見其違法犯紀行為，也未能制止，管控能力不足」、「平時表現無異狀，近年獎勵均為職務上本就會有的獎勵，並不是因為表現好才獲得」、「自制力不足，該員任職19年為資深幹部卻無法遵守最基本的要求，對其平日考核持否定的態度」；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單位內業務需要再三督處，賦予工作都能完成，但工作業務上其他人可代替其職務」、「身為資深幹部，未能主動協助他人，且自身業務有拖延，似有倚老賣老」、「工作無異狀，行為明顯違反營規，可見平時部隊要求的重要事項並未放在心上，且身為資深幹部卻知法犯法，賦予其職責未能貫徹執行，未來很難信期能完成交付任務」、「工作表現一般，身為職業軍人應把負責任務完成，身為士官此部分應更加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未能作學弟妹榜樣」；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明知營務營規，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身為資深幹部，沒及時阻止，會議上說詞避重就輕，甚且否認，顯見無積極悔改」、「考量該員雖獲得緩起訴處分，但其行為後續將影響軍譽」、「違犯營規前應之事發之嚴重性，卻未能制止，任由事情發生，並參與其中」、「違犯營規，難以自述未來如何面對學弟妹的質疑，聞其敘述，難認有悔改之意」、「發生軍紀案件，僅說單純的肚子餓吃飯，未能考量行為的後果，也未能勇於承擔自身行為的後果，犯後態度及未來可能對全體憲兵及單位之傷害，不可輕忽」；⑷其他佐證事項：「以其19年經歷，對軍紀應有更深認識，車修調度業務並非不可取代」、「其敘述多有推卸之嫌，未能善盡職責，且後續影響甚大」、「其行為明顯違背職務，犯後態度未有明顯改進」、「身為資深幹部，自己犯錯面對質疑，自己不法立足」、「身為資深士官幹部，自制力薄弱，未能以身作則，發生此事件後，很難想像其如何面對部隊同仁，如何讓學弟妹信服，對其所下達之命令、要求會否存疑，單位內事務的推動會受影響」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76-118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㈡系爭再審議人評會：111年10月25日系爭再審議人評會編組計6員（含主席1員），出席委員計6員（含主席1員），核與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之組成規定相符。召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時，經委員5人（含主席）出席，而會議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就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而與會評審委員分別表示意見略以整理如下：⑴就平日生活考核部分：「雖平時考核正常，但漠視紀錄，且跟隨別人一起外出，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顯現對自己的自制能力不足」、「在單位相處和睦融洽，休假多回家，有跟朋友外出小酌的習慣，修車能力能夠勝任，但在值星或文書方面，狀況較差」、「該員發現單位安全漏洞，沒有及時反映，身為19年經歷的副排長，這是失職，心態上因為覺得沒有嚴重，就沒有反映也有問題」、「平時表現無異狀，擔任值星時，對如何宣導遵守軍紀等要求，只說要官兵理解或傳送案例，顯見自身不知道未來怎麼領導部分，怎麼實施軍紀宣教，怎麼要求部隊紀律」、「該員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及服從性有問題，明知不該翻牆仍為之，自制力不足」；⑵就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工作上雖沒有其他異狀，在長官賦予的任務，僅完成自己該有的內容，實際執行上，也沒有程序和規定的觀念，在值星方面，也未能豎立標竿，其工作態度，稍顯敷衍」、「只有顯現在後勤維修工作方面的表現，在單位19年的幹部應該可以領導弟兄更多對單位更好的事情或工作上的付出，但僅專注於後勤，或照顧自己排組的弟兄，應該可以發揮更多的價值，另外文書業務上的拖延，工作能力及態度是否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後勤工作有規定的程序步驟，其常自己拿料自己維修，後勤紀律上有瑕疵，甚至可能牽涉到法的問題，如果不當可能移送法辦的程度，故後勤車修可肯定維修技術，但方法要檢討」、「擔任值星沒有該有的標準，對於能力及工作態度有待商榷」；⑶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曾有弟兄問原告怎麼會回來，顯見這行為的處分容易受到各種質疑，若這行為沒有達到應該有的處分，會導致官兵對於營務營規的要求產生質疑，將導致部隊管理上產生重大的危害」、「身為排長，也是單位資深幹部，肇事當下沒有即時制止其他同仁，官兵私下對這個案件是有所議論的，士氣低迷，也花了很長時間去處理及修復，可見這次的案件對單位的負面影響是非常重大的」、「造成單位負面影響，但他卻自述可以和弟兄正常相處，顯示他對自己行為產生的影響沒辦法正視，也無法說明往後要怎麼正確教育官兵，身為19年又長期領導職的士官長，應知道不假離營等違法犯紀行為是不可觸犯的規定」、「林員似乎要將懲罰扛責部分推給主官，追問當下怎麼沒有阻止，甚至提醒排長等等，只用沒有想到、沒有想過回應，就是沒有悔意、逃避問題」、「行為對憲兵影響甚大，如果還在憲兵服務的話，對現職人員是一種負面教材，更對部隊的領導統欲都有所影響」；⑷其他佐證事項：「就其職務經歷，應該要有相當的表現，也是單位器重的對象，但19年經歷卻自制力不足，法紀觀念淺薄」、「會中林員描述修車技術有貢獻，而無其他事蹟，綜上，身為資深幹部，未能發揮影響，以身作則，說詞前後不一，多有推卸，看不出犯後的檢討悔意，未能深刻體認自己行為所肇生的影響」、「後勤修車確實有相當的貢獻，但事件後，除了當下沒有發揮19年資深幹部應有的態度，對單位影響重大」、「身為資深幹部，無法以身作則，補保作業程序不熟稔，將扛責問題推給主官，態度尚未有明顯悔意」、「林員對營務營規的服從心態及未能發揮該有的價值，其行為更是傷害軍譽」等情，經投票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5人全數認為原告已不適服現役，決議其不適服現役等情，有上開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人員編組表、開會通知單、簽到簿、憲訓中心報告資料、投票單、不適服人評會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證（原處分卷第125-185頁），符合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第1款及第2款有關人評會出席、決議比例、審議事項及受評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綜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委員之進行，乃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參酌書面考核資料，綜合考評原告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後，再審議人評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5票全數通過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符合前揭服役條例、考評具體作法之規定。
　㈢綜上，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考評提報資料及前揭會議紀錄內容，均明載原告之基本資料（級職、學歷、經歷、最大服役年限、近5年考績、近1年奬懲紀錄等），另分別就前1年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詳載其考核情形。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會議之進行，由承辧單位先行報告，經原告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再經各委員充分進行討論後，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系爭人評會5票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5票均全數贊成原告不適服現役。經核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參酌資料及委員發言內容整體觀察，確實依行為時考評具體作法第6點規定之考評程序，就原告之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等事項為綜合考評，且係針對原告是否適服現役為審查，已踐行正當程序，基礎事實並無錯誤，亦無基於不完全資訊、及與本案事項無關之考量；所為不適服現役之考評結果，亦無判斷恣意或濫用情形，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比例原則情事，本院對此判斷自應予尊重，故原處分之適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所為不適服現役之判斷，多僅針對擅自離營行為之單一事件進行審酌，未針對各事項內容予以深入具體討論，且多數委員討論意見多見偏頗、未納入主官對於原告所為正面之評價，有失公平之處云云。惟：
  ㈠按憲法第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然並未授予人民有服兵役之權利。由於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不能與文官等同視之，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爭或承平時期、以及士官兵服役單位或所擔任職務種種因素，於解釋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格之標準，留優汰劣，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此種必要嚴格之標準，於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並無妨礙。因此，如前所述，軍方對於服役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不適服現役」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只須適用之際，並非基於錯誤之事實或與事件無關之考量、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程序，或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者外，行政法院採取低密度審查標準，如前所述，先此敘明。
　㈡經查，系爭人評會、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之個別委員於會議中，針對「考評前1年內個人平日生活考核」、「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及「其他佐證事項」等均已逐一各別表示意見，縱原告認各考評項目尚有部分討論未更深入針對各該事項具體論述者，惟上開人評會及再審議人評會與會委員之討論內容既已包括上開各考評項目，且進行過程中，均由原告先進行答辯陳述意見後，由委員向原告針對「四項考評事項」分別詢問問題，並由原告之正、副主管針對「四項考評項目說明」其考評情形，故討論過程，已確實針對四項考評內容予以深入詢問、討論，則衡情與會之各別委員已足經由其他委員於會議中就上開各該考評項目之整體發言，供做其等思辯之資訊，並基於充足討論下而為表決。縱最終會議紀錄於紀錄個別委員最終發言意見較為簡省，然綜觀卷附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所有討論過程之記載，已足呈現委員對於四個考評事項均已踐行充足、完整之討論。從而，原告主張系爭人評會及系爭再審議人評會並未充分針對各該因素深入予以討論而據以做出結論有失公平、且有偏頗等情，係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㈢至有關原告主張有關主官有利於原告之陳述意見未經納入會影響結論云云，然縱主官陳述過程中，部分意見或為有利於原告之陳述，然其等綜合四項考評事項後所為之建議均為「考核不適服」（見原處分卷第94、152、154頁），由該等主官建議可見，該等有利因素已納入考量且不影響認定原告狀況已達不適服之程度，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此外，原告主張舉其過往軍旅生活紀錄及表現，認其過往紀錄優良應納入考量云云，然不適服現役考評制度之訂定，旨在「即時考核」所屬人員之表現，並「及時控制」人力，行為人之工作態度如何、平日表現如何、受懲罰事實對單位有何影響、人員是否適合服役，均應考量受考人近期之行為表現及對部隊之影響，所為評價方能達到篩選目的，且考評具體作法已明定係考評「前1年內」之個人表現，同款第2目至第4目「對任務賦予及工作態度」、「受懲罰或事實發生所生影響」、「其他佐證事項」等考評內容，雖未如第1目之規定明定在「前1年內」，惟依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考核「不適服現役」者予以退伍，解釋上亦可得出應著重於受考人「近期之表現」為主要考量，至服役期間過往之表現，充其量僅是輔助之參酌因素，雖不排除部隊得以參酌，但自不能反客為主，故原告過往表現雖得納入輔助參考，惟仍應以考評前1年內之事蹟為主要判斷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被告對原告所為不適
　　服現役退伍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