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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訓練類別 

　　訓練類別部分的問題分析，本文將從在職訓練與職前訓練兩方面可

能潛存的問題，分別探討如下：

（一）在職訓練方面根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

點」第九點之規定：在職訓練按職務等級，區分為基礎訓練、專業訓練、

管理訓練、領導訓練等四個階段，此一方式雖符合不同官職等級應接受不

同訓練的理念，但此種分類法卻可能形成下列問題：

１．「專業」與「管理」訓練內涵的混淆以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及相當職務

人員為施行對象的專業訓練，其主要目的在於使受訓者熟知專業及一般

管理知能。此處所謂「一般管理知能」之內容可能與管理訓練不易區分，

甚至形成重複。此外，將專業與一般管理知能並列，對於不同業務人員之

需求亦難以滿足，例如對於大部分任職中央機關之薦任第六至八職等人

員而言，由於此一等級並不擔任主管職務，故一般管理訓練可能並非其

所真正需要的。

２．專業訓練、管理訓練、領導訓練、培育發展訓練、以及未來可能辦理之

升官等訓練等，可能產生競合。上述訓練均同為針對中高級公務人員所實

施的，然而對於受訓人員的選任、施訓的程序，乃至於課程的配當規劃等

均未有明確的區隔，如此除了可能形成各主管機關自行辦理各項訓練時，

可能發生課程重疊，或是彼此定位不一致的情形，方可能使人員重複受

訓，造成訓練資源的浪費。

３．部分等級之訓練與其實際之職責不能相稱例如以委任五職等以下及

相關職務人員為對象之基礎訓練，其主要目的在使受訓者熟悉工作技術

和方法，公務人員應具有之品德操守及法治觀念。然而在今日政府功能日

趨細密、民眾自主意識提升之環境下，這些直接接觸民眾的基層人員，除

了在熟悉工作方法外，更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能。另外，就許多中央與地方

機關的人事管理員、會計員等職務，其列等雖為委任第五職等以下，但卻

是實際上的主管人員，故一般管理訓練可能亦是其所應接受的。

４．專長轉換訓練與專業訓練未能密切配合專長轉換訓練之主要目的，

在於培訓現職以外不同工作之專長，便能適切新職；而專業訓練之目的，

則在於施予公務人員從事工作所需之專業知識。因此專長轉換訓練，係為



應新職所需而施予之專業訓練，本質上亦應為專業訓練之內涵之一。但目

前常有接受過專長轉換訓練人員，於遷調新職務後，需再受該職務之專

業訓練，形成專長轉換訓練不能適切新職之情形。除了依照等級的訓練區

分，在公務人員知能補充訓練中，根據「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知

能補充訓練實施要點」第二點之規定，知能補充訓練區分為專業性、業務

性、以及一般性三種，此一分類方式亦顯得複雜而不切實際。由此可知，

訓練類別的界定以及等級的區分，不僅是訓練業務辦理的區隔，更應依

據公務人員的實際需求，予以更適度的調配。

（二）職前訓練方面

「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訓練辦法」第四條規定，訓練包含基礎訓練與

實務訓練兩階段。此種將訓練作為考試程序一部分的方式，不僅有助於補

救考試制度的不足，從而達到正確鑑別人才的目的，且在德法荷比等先

進國家中的施行成效，亦屬相當成功，然而我國目前在落實此一制度時，

卻出現了下列問題：

１．由於考選部（按：現已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本身並無專

責訓練機構，故基礎訓練必需委託行政院所屬訓練機構執行，使各訓練

機構在原有業務負荷下，必需增加工作負擔，在此種訓練能量不足之情

形下，導致部分筆試錄取人員必需先進行實務訓練，再進行基礎訓練，

尤有甚者，部分受訓人員於實務訓練六個月期限已滿，尚未能接受基礎

訓練。此種情形不僅違背基礎訓練設計的初衷，直接影響訓練的成效，更

可能傷害到受訓人員之權益。

２．由於考核方式未能明確規範，故目前筆試錄取人員訓練幾乎不易產

生淘汰的功能，如此將可能使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流於形式，無法發揮

應有的功能。

３．現職人員經筆試錄取者，得分配回原服務單位受訓之作法，將導致

人員在機關中一方面具備公務人員身分，同時又兼具受訓者身分，形式

身分上之混淆。

４．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訓練辦法第五條規定：「基礎訓練以充實初

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及有關業務之一般知

識為重點」。由此觀之，基礎訓練為使人員瞭解不同業務所需知識，應依

考試等級高低，以及不同類科加以訓練。然而若就現行高普考筆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課程內容觀之（參見附錄三），其內容或是公務員所需具備

之基礎知識（如法律知識）；或是基本技能與認知（如行政管理知識），

均未能顯示按照等級或工作性質劃分之作法，故可能與上述訓練辦法對

基礎訓練內涵之界定不盡相符。

５．除部分類科（例如財稅行政人員）人員在基礎與實務訓練結束後，



尚需參加新進人員訓練外，目前各機關對新進人員之訓練未有一致之作

法或完全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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