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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官為何要訓練？法國文官的培訓有一基本信條：「不要告訴我為了

明天，我應作什麼，而是應該告訴我為了適應未來變化，我應該怎樣準

備自己」（註十八）。綜而言之，就實務層面而言，文官需要訓練可從下

列三項加以說明： 

（一）就職前訓練而言

　　職前訓練係針對新被錄用，剛剛邁入文官系統尚未正式任職的人員

之預備訓練，目的在使這批新人瞭解自身的使命和責任，使具備完成應

有的工作態度，熟悉工作環境及工作程序，初步掌握一般的工作方法，

進行文官這行業的入門教育，有自正式任職起到過渡與銜接的作用。其作

法通常是配合考選政策辦理，也就是在公務人員的考試中加上訓練的程

序。這種訓練在國外已行之多時，例如德國公務人員的考試，分為第一試

與第二試，第一試及格任命為撤回職，接受實習訓練，完成準備勤務；

期滿經過第二試，及格者任命為試用職，如未能及格，可延長實習與訓

練，再補行考試;試用期滿成績合格，則任命為終身職公務人員。又如法

國Ａ職類人員的考試，係由國家行政學院負責辦理，第一次考試及格者

進入該學院接受為期兩年之見習與訓練，期滿經第二次考試，始依成績

分發。依德法兩國均將訓練視為考試程序的一部份，其主要考量有下列四

項理由（註十九）：

１．學校教育並非完全為培育公務人員而設，故以過去學校教育的學習

成就予以評量，以推斷考生擔任公務人員之學識能力應有不足，且有可

能產生錯誤，故經由訓練階段，應可提供另一個確定考生是否確實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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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的評量途徑。 

２．目前考試方法固已明顯進步，但仍有部分缺失，如考試科目配置、方

法選擇等，均可能影響考試的信度與效度，故不宜完全以考試結果作為

唯一的評定方式。 

３．行政能力具有多面性，傳統的考試方法，即使配合心理測驗之使用，

仍可能有其不足，故需要經由訓練程序的補充。 

４．見習或實習所從事的工作，與將來所任職相同或密切相關，據此評

量，精確性高。

　　以上四點理由，正足以說明職前訓練的需要性。我國在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二十條中規定，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者，按錄取類科接受

訓練，訓練成績及格者，發給證書，分發任用。足見我國亦已將訓練視為

考試程序的一部分了。

（二）就在職訓練而言

　　在職訓練是對具有一定閱歷或工作經驗的文官進行之深造和回歸教

育，是訓練的核心，它為文官提供機會整理和補充自己的知識儲存庫，

也為文官陞遷作準備。在職訓練的需要性可分下列兩個層面加以說明：

　　第一是在組織體系中，員工循序晉陞是組織必然的現象，但不同層

級之職務，其所需要具備的知能與條件必然不同；卡斯特及羅森威格

（Kast & Rosenzweig ）即認為組織中不同層級的人員，除了所負責

的工作內容有所差異外，組織所加諸的要求、限制及可能的選擇等，亦均

各不相同，此種關係如圖五所示：



　　從圖五可瞭解，人員若自基層循序晉陞至高層，不僅工作的內容必

須由以運作為主，轉變為以策略為主，工作環境中的各項條件亦不同。在

此高層所需的知能，除部分可由其在基層或協調階層習得的技能或工作

方式中獲得及本身的學養運用外，其餘不足的部分就是需要訓練的補充。

　　第二，即使在同一層級的人員，如果久任同一職務，由於工作性質

不變，易產生工作惰性；另一方面離學校日久，難免學識日益荒疏；加

上現代社會科學發達，新工具、新技術的發明引用，日新月異；此外，滿

足員工自我發展需要等。凡此種種因素，使得在職訓練益形重要。

（三）就公務生態環境的改變而言 

１．公務人力特性的改變：

（１）公務人力不易羅致：由於政府推行節育人口政策的成功，相對地

勞動人口不像以前那麼充沛，加上近年來民眾權利意識高漲，公權力受

挑戰卻無法伸張，以及對政府人員的攻詰、批評，使得勞動人口到政府機

關服務的意願減低；如何吸引新血追到政府機關服務，成為人事上重要

的課題之一。根據研究，有機會發展技術、能力及創造力，是一項非常重



要的工作價值（註二十）。因此，政府機關必須提供足以吸引人才的訓練

機會，藉以吸收與留住新進人員。

（２）公務人力教育水準的提升：自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國民的教、

育水平普遍提高，而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教育更形發達，碩博士到

處可見，大專以上學歷者，俯拾皆是。同樣地進入政府機關的人員，都是

經過高普考試及格，亦都具有高學歷。根據研究，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公務

人員施予訓練，至少有三項涵義（註二十一）：１受教育愈多的公務人

員，愈想獲得自我發展；因此，可能要求更多的訓練。２接受高等教育的

公務人員，可能擁有及要求更多的工作裁量權，他們極不願意接受權威

式的管理，如此將給予管理者很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行為或者面對

低的生產力問題；訓練正可以解決此一問題。３當管理者學習了如何使他

們的行為如同推動者而不是獨裁者時，公務人員需要獲得高層次的問題

解決技術，亦需要訓練。

（３）女性公務人員的比率逐漸增加：女性員工在整個國家人力中有逐

漸增加的趨勢，女性公務人員在政府機關中也是如此。由於女性公務人員

愈來愈多，使得政府機關必須做出相對的調適措施，男性主管對女性公

務人員所感受的壓力應有更多的瞭解；訓練雖無法單獨解決上述的難題，

卻可幫助解決難題。施予訓練足以增加管理者的敏感性，緩和女性公務人

員的壓力，提供事業生涯成長的機會。

２．處理公務技術的改變及影響：

（１）技術發達：現代技術一日千里，其中對公務機關造成重大影響者

則為電腦的發明與應用；目前各機關業務均在進行所謂電腦化工作，電

腦已成為每位公務人員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在使用電腦除簡單的文書處

理、電子速算表及資料庫處理外，更應瞭解區域網路、電子郵件及揭示板

（bulletinboards ）。這些新的使用方法說明了需要更多的技術，並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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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人成長，訓練正可以幫助他們達到目的。技術的進步無疑的將取代

人力，因此業務完全資訊化後，政府機關精簡人員也是必然的現象，而

處理精簡的人員，輔導轉換他項工作，則必須接受訓練。

（２）技術改變組織的行為：技術除了取代人力外，方可改變組織的結

構與社會關係；高度自動化的組織型態將是平坦式（flat ），即組織的

層級非常的少。欲使未來的組織在運用新的技術時，能夠盡善盡美，各階

層的公務人員應該做一些調適，訓練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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