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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一、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簡報

一、任用方面 

（一）儘速解決高科技、稀少性人才及研究人員之進用問題 

　為舒解目前政府延攬高科技、稀少性及研究人才之困境，似宜在憲法考

試用人的基本原則下，考慮賦予適度的用人彈性，其具體作法如次：

　１．依現行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規定，儘速訂定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

科認定標準，如因「

　　　標準」一時無法界定，似可由本院﹝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等有關機關
　　　先採較嚴格的列舉「個別職務」之方式，作為「認定標準」，隨即據

以研訂考試規則

　　　，辦理是項考試，然後逐年檢討改進。 

　２．建議修正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增列常設性質之聘用人員，其權益

準用公務人員俸給法

　　　、考績法、退休法及撫卹法之規定。但為避免浮濫，何種職務得為

常設聘用性質須由

　　　本院﹝銓敘部﹞會同其主管機關嚴格認定之。至於現行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研定是有期

　　　限之聘用人員，仍予保留，惟為使該等人員權益獲得較確切保障

並與勞動基準法．研

　　　定聘用人員之權益取得平衡，擬配合新退撫法律有關退撫經費改

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

　　　同提撥，成立基金支付退撫金之實施，該等人員之退休、撫卹，準

用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之規定辦理。 

　３．修正相關機關組織法規，將若干確屬學術性、專業性或研究性職務

採「任用」與「

　　　聘用」雙軌制，分別依據不同之任用法規進

（二）臨時機關成立前，應提出用人計畫，對其中一部另人員，以辦理



特考方式解決，以緩

　　　和任務完成後，人員留任時之資格問題 

　　派用制係解決臨時機關及機關中臨時性職務之用人而設，仍有其存

在必要。惟臨時機關

　　常為常設機關之前奏﹝如「籌備處」與籌 備完成之機關:「工程」機關

與工程竣工後之

　　「管理」機關﹞其原有人員勢必有相當比仃繼續留任。為免留任時發
任用資格問題，似

　　宜採取以下措施： 　　

　１在臨時機關成立前，由主管機關提出用人計畫，對於其中一部分需

用人員由考試機關隨

　　時辦理特種考試因應。另一部分，則由各該用人機關儘量以公開甄審

方式齞用具有任用

　　資格人員。　 　　

　２如係依派用人員派用條例進用而未具任用資格者，於臨時機關任務

完成時，嚴格依法予

　　以解職。 

（三）適度放寬政務官範圍

　政務官是政策的決定者，並對政策成敗負責，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扮演

極為重要之角色，

　目前各部僅有部長及政務次長一人為政務官，實難因應事實需要，故

建議適度放寬政務官

　範圍，俾可擴大延攬人才的層面，初步構想如次：

１．將各部政務次長增加為一至三人，常務次長則只限一人。

２．將少數具有高度政策性﹝如國際貿易﹞科技性﹝如核能研究﹞之首
長，改為政務官。 

（四）適度限制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件，以免浮濫

　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專技人員考試及格者轉任之設計，原係為彌補公

務人員專技類科考

　試及格人員之不足，故適度限制其轉任，自屬必要。具體作法建議如次

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時應嚴格以性質相當之專技職務

為限，並不得轉任行

　　政機關行政職系職務。 

２．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宜設定轉任比例之限制，以維持以公務人

員考試為主的原則



　　。 

３．專技人員檢竅及格人員如納入得轉任公務人員之範圍，亦宜以醫事

人員檢竅及格等少數

　　具有相當水準且為機關確切需要之類科為 限，不宜輕易擴大範圍。

４．醫事人員檢竅及格人員，如納入得轉任公務人員之範圍，應明定不

得轉調其他職系及非

　　醫療機構。 

二、培育方面 

（一）儘速制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律 

　　公務人員之訓練與進修，本難截然劃分。目前迄無「訓練」法 律，而

本院所擬訂「公務人員進修法」草案，尚在立法院審議中。 

　　為建立完整有效的訓練進修制度，本院似宜通盤考慮，研訂「 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法」草案，具體規定訓練進修之權責劃分、機構 設置、訓練

進修種類與方法、訓練進修人員之選派程序與權利義務， 以及訓練進修

與人事運用之配合等事項。 

（二）設立中央訓練進修主管機關，統籌規劃全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事

宜

　　為有效運用有限資源發揮訓練進修之功能，中央似宜設一個統 籌規

劃及決策的主管機關，此次本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擬增設「公 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以掌理訓練進修之政策及法制事項，允屬必要。將來

此一新機關所應研究、策劃之事項甚多，似宜及早著手

，以資周全。

（三）建構訓練進修組織體系，確立相互關係定位 

　　將全國訓練進修組織體系分為全國性訓練進修機構﹝假定為國家文
官學院﹞、中層訓練進修機構及基層訓練進修機構等三個層次 體系，其

間相互關係為：「各訓練進修機構相互間為連繫協調關係。 ２．中層及基

層訓練進修機構與其上級機關間為監督指導關係。３．全國性訓練進修機

構直屬本院，與本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間 為連繫協調關係。 

　　其組織體系關係如表三：



（四﹞劃分訓練之種類及權責 

　　依功能將訓練暫時區分為基礎訓練、專業訓練、管理訓練、領導訓練

﹝以上為行政院對訓練所分之四個階段﹞、政策研究、公務人員考試筆試
錄取人員訓練及文官中立訓練。有關基礎訓練、專業 訓練及管理訓練分別

由基層訓練進修機構或中層訓練進修機構負責 辦理，至於領導訓練、政

策研究及文官中立訓練，則由全國性訓練機構統籌辦理。此外，公務人員

考試筆試錄取人員訓練，可由國家 文官學院辦理，或委託其他訓練機構



辦理。 

　　公務人員各階層訓練進修種類及權責劃分如表四：

（五）儘速規劃建立高級文官培育法制 

　　我國高級文官﹝簡任職人員﹞的進用管道，尚稱寬廣，但缺乏階段
性的「陞遷訓練」及「職務歷練」，以資配合，已如前述。由 於高級文官為

現代國家中影響深遠之人員，故必須作有計畫的培育，初步構想如次： 

１．規定某些職務為培育範圍﹝此項職務，擬暫列為：科長、副司處長、
司處長及次長﹞予以列管，將其陞遷與「陞遷訓練」及「職務歷練」相結合



 

２．所謂「職務歷練」，係指調升高一層職務前，應具備低一層「若 干」職

務之「相當」任職年資及成績為前提﹝如：升任副司長前， 應先具備擔任

與該司業務有關之二個以上科長職務六年以上年資，且成績優良者﹞。 

３．所謂「陞遷訓練」，係指升任列在「培育範圍」內職務者應先經「相當

階段」之升職訓練，大致作法如表五：

　　以上初步構想，如原則可行，似宜將其內容納入「公務人員陞遷法」

草案，以取得法律依據，增加制度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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