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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官 

　　「文官」一詞在我國古已有之，（後漢書．禮儀制）中就有：「立春

遣使者束帛以賜文官」，因之，古代盛行君主政治，為國家所任命而從事

公務者，稱為文官或官吏。而就現代西方國家而言，文官並不等於軍官以

外的官員，此概念包括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大量工程技術人員、行政幹部、

教師、一般職員和打字員、勤雜工等；而國會議員、政府首腦、行政各部的

負責人、法官卻都不在文官之列。我國現在對此一名詞，是用來譯稱英文

CivilService，英文原義本無「官」的意思，稱作「公務員」或「文職服務人

員」是較符合本義（註一）。

在我國法制上，文官用語，僅在憲法一百零四條規定如下:「現役軍人不

得兼任文官」；此外，即無其他法律就文官一詞有所規範。而在現代漢語

中，文官是指「軍官以外的官員」，故一般而言，文官係與武官相對。武

官又稱武職公務員，指從事戰鬥行為或其他軍事任務之公務員；文官又

稱文職公務員，不負有戰鬥行為或類似軍事任務之公務員，均屬文官。文

官廣義言之，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狹義指事務官（註二）;本文原則係

採廣義，一方面符合實際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公務人員基準法（草

案）」所稱之「公務人員」範疇。

（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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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訓練，綜合而言似可界定為：組織為達成業務目標，有系統、有

計劃的提供員工學習機會，促使員工提升新的工作知識與技能，改善員

工的行為與態度，從而提高組織工作效能的一種運作過程。一般而言，訓

練的種類依任職的先後可分:職前訓練（Pre-entryTraining）、在職訓練

（Post-entryTraining ）等二種；茲簡要說明如下：

１．職前訓練：係指經考選錄取而尚未任用階段之訓練，亦即尚未正式

成為公務人員之前的公務教育與學習。其訓練之目標，在培養公務人員之

基本知能，瞭解公務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及對服務機關和國家所負之使

命，以及公務人員應遵守之一般規定。其種類依目前的規定（作法），主

要有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錄取人員訓練、特考人員筆試合格訓練（以上

均為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規定）、各機關新進人員訓練（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第八條規定）等三種。

２．在職訓練：係公務人員任職後所接受的各種工作訓練，其目的在增

進工作效率、改善服務態度、鼓舞工作情緒及發展永業制。此種訓練依場

所之不同，又可分為工作中訓練（OnJobTraining ）及工作外訓練

（OffJobTraining ）兩種，前者係在工作崗位上訓練，所強調的是直屬

主管日常經由實際工作中可施予的訓練;後者則係指經由訓練專家於工作

崗位外施予之訓練，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

點」第九條規定，其種類可按職務高低及所負任務之不同分基礎訓練（以

委任第五職等以下及相關人員為對象）、專業訓練（以薦任第六至第八職

等及相關人員為對象）、管理訓練（以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及

相關人員為對象）及領導訓練（以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及相當人員為對

象）等四種；如依其訓練內涵而言則可分，培育發展訓練（以中高級主

管之培育候用人選為實施對象）、專長轉換訓練（於機關業務發生變動或

組織調整時為之）、知能補充訓練（傳授業務有關之新知識、新技術或新



觀念，以適應時代環境變遷需要）。

在人事行政上與訓練意義相近而常被混用的名詞有「教育」及「進修」，有

釐清的必要，茲簡要說明如下：

１．就範圍而論：教育乃指涉個人從小到大所受之文化教養，舉凡立身

處世之各種事理之學習及傳授均屬之，範圍最廣，歷程最長；進修為公

務人員為因應可預見工作情況，進一步補充或學習知能與技術，範圍次

之，學習時間比教育短而此訓練長；而訓練則在於傳授其職務上所需之

技術與知識，範圍最狹小，所需時間最短。

２．就性質而論：教育具有廣泛性、基礎性與啟發性，著重於知識、原理

與觀念的灌輸等基本能力之發展；進修則側重專業或專技之學習與研究

或正確思想之灌輸及心性之陶冶；而訓練則著重在知能及辦事之技術方

法，注重特定性的塑造。 

３．就目的而論：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完整健全之人格，以適應人生一般

之需要為主；進修則以適應工作（包括技術及品德）之需要；而訓練則

專以適應特殊之需要為主。

一般而言，訓練與進修固與教育有差異，但在教授知識、技能與態度上，

都與教育有相互關連性，基本上兩者皆為教育之一部分。 

（三）機關 

　　國家為達成各種目的事務，規定一定員額按分層負責原則，設置之

各種組織謂之「機關」（註三）；而在政府的實際運作上，對機關之界定

則係以具有「獨立編制」、「獨立預算」、「依法設置」及「（能）對外行文」

等四項為認定的標準（註四）。另與機關類似之名詞有「機構」、「單位」兩

個；一般而言，機關內部的分工部門稱之為單位；而各機關內部單位或

不具公權力之公私團體通稱之為機構，例如主計機構、人事機構或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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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營事業機構等均屬之；訓練組織時有被稱為訓練機構（或單位），蓋

以其不像一般行政機關具有公權力或為某機關之內部的分工部門故謂之。

本文石為「訓練機關」，除係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第

十三條有關該會「為應國家文官培訓需要，得設訓練機關」之規定文字外

並蘊涵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成立之訓練組織應為「機關」而非為內

部職權分工單位或臨時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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