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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業務雜感 

前宜蘭分署三等書記官（現調臺中分署） 

李來發 

（本文曾刊載於 104年 6月 5日出版之「執行園地」第 4期） 

 

    知了不住地在枝頭發著令人煩躁地叫聲，像是在替烈日吶喊

助威；夏雨驟然而作，戛然而止，來得粗獷豪爽，不若宜蘭冬雨

的纏綿悱惻，散亂如絲，亂人心扉。自從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

日於宜蘭分署報到，時至已過大暑的今日，一轉眼間也已經將近

滿七個月，算算在宜蘭分署服務的這兩百多個日子裡，所經歷的

點點滴滴雖是白駒過隙卻不可謂不多：執行業務上的各種疑難雜

症、與義務人洽談所聆聽的每句話語以及與同事長官之間相處的

日常片段，全部在心裡慢慢沉澱。 

    還記得在報到的當日，正是一月一日的國定假日，對比整個

空蕩蕩的分署，唯一讓我感到『熱鬧』的是那總是堆得滿滿的卷

宗櫃。正因為是個新人，所以正式開始上班的第一步，當然是先

從簡單─或雖然說簡單但是需要注意的細節仍是不少─的業務開

始熟悉上手，接著一步一步地往其他複雜度較高的業務慢慢接觸

慢慢學習。在宜蘭分署書記官與執行員是以業務的不同來分配工

作內容，似與其他分署書記官與執行員都是做一樣的業務工作只

是所負責的是專案或普案有所不同，所以一開始是學習如何撰寫

執行憑證（有些學長又簡稱一債）以及將執行憑證轉函(有些學長

又簡稱二債)寄給各個移送機關，雖然是簡單又有點具機械性的工

作，卻是與執行分署每個月的結案數息息相關的工作；繼一債二

債的工作之後，開始慢慢地學習各種執行命令也就是扣押存款、

股金、薪津、保管金或股票以及限期履行的相關業務，學長們是

這麼說的：「雖然這些工作即使不是由我們書記官負責在做，但是

身為書記官要掌控一個股的工作進度以及對該股的績效負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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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式各樣的工作即使我們不做但是絕對不能不會做。」接著在

四月為期兩個星期的實務訓練後，開始學習如何繕打公文以及處

理不動產執行程序的相關步驟，在繕打公文方面雖然大部份公文

都會有例稿可供參酌與修改，但是公文型態五花八門，實非署內

例稿所能一舉涵蓋，因此最讓人頭疼的即是如何自創能夠清楚表

達意思，字裡行間又符合公文書所要求的公文，然而其行文的功

力常與書記官的資歷成正比，通常資歷越深的書記官越能繕打出

言簡意賅並且主旨清楚的公文，身為最資淺的書記官只能多多參

考學長們的公文而力求將其內化後精益求精；最後就是不動產行

政執行的各種相關程序，大致上皆是從徵調土地謄本開始，若係

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或可從房屋稅籍資料來判斷房屋之所有人，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查封、指界(若建物有增建部分或本身是未辦

保存登記者則另需測量)、鑑價、詢價、登報公告以及拍賣程序，

如此諸多程序進行下往往耗費數個月始能將程序完整實行，而且

有時進行到拍賣程序也不一定能夠拍定，更甚者即使拍定，除了

絕對優先的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等債權，有時移送機關

尚且無法分配到出賣之價金，讓人感到遺憾。 

    而在這學習與實作的過程中，容易讓新人感到驚訝的便是那

堆積如山永遠做不盡也數不完的卷宗；行政執行署是在民國 89年

1月 1日成立，而為了配合行政執行法之施行，於民國 90年 1月

1日正式掛牌運作，從此開始全台的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

行案件皆由地方法院的財務法庭全部交由各地的行政執行分署管

轄，雖然在分署內也僅以稅健罰費四類粗略地加以分類之，但由

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移送機關多如牛毛，因此在案件數量上

是完全超越地方法院的民事執行處，光是平均每個月要結上上千

件案件的數量就讓我在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的朋友們為之咋舌。

除了移送案件量較一般公務機關為多之外，行政執行署與其他公

務機關亦有著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績效制度，也就是每年各個分

署都會依照本身轄區內的案件量來規定須要將新收案件的一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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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加以結案，並且每個月分皆有一定的徵起金額，若當月皆能達

成此兩項標準則可有參與績效評比之機會，績效優良之股別依各

分署之內部規定可獲得若干獎金，如此可增進執行分署內員工之

工作動力，但有時也會與目前所宣導的關懷弱勢互相衝突，究竟

要如何在講究績效的同時還對社會上的弱勢民眾於職權範圍內予

以通融，時常是二律被反且難以調和的問題。 

    最後就是僅能以經驗累積來磨練的技巧，亦即在電話中或詢

問室內接受民眾的陳情，試想一般民眾接獲行政執行分署執行命

令或是傳繳通知的時候，通常若非是惶惶不可終日，就是當成是

詐騙集團的新手法，更甚者勃然大怒的打電話來行政執行分署找

承辦書記官痛罵政府搶錢的情況亦非少見。而面對第一種或是第

二種情況，常常只要耐心且細心的講解與溝通，並且將卷宗內的

資料稍加翻閱即可給義務人滿意的答覆，最後義務人也不會不樂

意去清償所滯欠的金額，但是通常第三種情形的義務人就會有點

棘手，有時是他們認為自己不應該有這筆欠款，而是移送機關出

錯，此時只能請義務人撥打移送機關的電話詳加詢問，蓋因行政

執行分署對於執行名義並無實體的審查權；有時是他們僅僅是因

為不滿遭到裁罰而打電話來宣洩，這種情況往往資深書記官也會

難得的動怒，面對義務人有理說不清或是義務人壓根不想聽你解

釋而只想怒罵公務機關的感覺常常造成一整個上午或下午的不愉

快。 

    從報到到現在，僅僅半年多的時間就碰到如此多的問題，實

在是讓人感到以往在大學課堂上聽教授講實務往往比學說複雜千

百倍是一點也不誇張，有時更是難以想像那些工作十數年的資深

學長們所遭遇過的問題，身為一個新人，也僅能希望可以把時間

轉換成經驗，用以解決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切難題，或是多詢問

參酌資深學長們的意見，使自己能夠更加熟練地應付行政執行上

五花八門的各種疑難雜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