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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革新說：行政院為厲行行政革新，特根據當前情勢訂定行政

革新方案，其總目標在建立廉能政府，其重點要求有三，即一廉潔、二效

能、三便民；其中「效能」重點之實施要項中與訓練進修及升遷有關者如

次：

１．健全機關組織精簡現有員額，並配合組織精簡，將所餘員額移撥

（即調派）至人力不足之機關或單位，並配合辦理有關訓練，以應業務

移撥及人員轉任需要。

２．加強人力培訓提振工作士氣，包括加強基層人力培訓，全面推動各

級主管訓練，並有效整合訓練與遷調。

為配合上述行政革新中效能之要求，在訓練進修與升任調任及其結合之

法制方面，自有加以研究改進之必要。

（二）職務與資格相關說：職務指分配同一職稱（如處長、專員、技正、

科員均為職稱）人員所擔任之工作及責任，職稱明定於組織法規，職稱

亦常用職務代替。資格指擔任職務之人員所需具備之任用資格，取得任用

資格之途徑，以經考試及格或考績升等為原則，依所具學經歷而取得者

為例外。職務與資格之相關，有下列二種：

１．程度的相關：職務之程度依其所擔任職責之程度而定，當職務之職

責程度愈高時，則所列職等亦愈高，擔任職務人員所需資格要求的程度

亦愈高（本高考及格所取得之資格，其程度較普考及格所取得者為高）；

當職務職責之程度愈低時，則所列職等亦愈低，擔任職務人員所需資格

要求的程度方可愈低。

２．性質的相關：職務之性質依其所擔任職責（尤其是工作）的性質而

定，如擔任土木工程工作之職務，則擔任職務人員亦應具有土木工程知

能之資格（如經土木工程類科考試及格）。在實施簡薦委官等職等併立之

現行一般政府機關，其職務之性質可依考試院所公告之職系為準區分，

亦即可區分為五十五種（職系），並歸併為二十三個職組。

以上所稱程度與性質，如不相關則易生弊端，如職務之職責程度超過擔

任職務人員所具有資格之程度，則顯然將無法勝任職務、影響業務推行；

如職務之職責程度低於指派職務人員所具有資格之程度，則工作人員對



職務不會重視、亦將無心工作，不僅影響業務推行降低工作情緒，且亦屬

人力浪費。再如職務之性質與擔任職務人員所具資格之性質不相關時，亦

將發生同樣的弊端，如職責程度與性質均屬不相關時，則其弊端將更為

嚴重。為期公務人員能勝任職務及各職務職責均能獲得順利推行，自應使

人員所具資格與所任職務之職責間，保持密切的相關。

（三）人盡其才、事得其人與人事配合說

１．人盡其才：亦即因材器使，係以人為出發點談用人，根據人員所具

有的才能，指派其擔任正需要該種才能來處理的工作，使人員的才能在

工作上可獲得充分的發揮。

國父在上李鴻章書中曾謂「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

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

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

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由此可知人盡其才之重

要，而人才需經由教育訓練來培養，並多方給予鼓勵，及對其職務作有

計畫的升任與遷調，始能有成。

２．事得其人：亦即為事擇人，係以工作為出發點談用人，根據所任工

作的性質與職責程度，選擇最能勝任該工作的人來擔任，便能順利完成

工作。現行按職缺之職責程度及性質，設定考試等別及類科，並按職缺數

決定錄取名額，即屬為事擇人之運用。

３．人與事配合：亦即適才通所，係以工作與人員兩者同為出發點談用

人，求職務與人員的適切配合，兼顧職務之順利遂行與人員才能之充分

發揮。至配合要求之寬與嚴，則視職務之性質而定，如屬科技性職務配合

之要求需極為嚴格，一般專業性職務配合之要求較為嚴格，一般行政管

理性職務配合之要求可酌予放寬。如發現組織某部分業務與人員無法作適

切的配合時，則宜透過訓練進修，培養部分人員的新專長，進而求人與

事的配合。

（四）主管職務異於非主管職務說：主管職務係基於法定職權領導一個

機關或單位所屬人員，推動本機關或單位的施政或工作計畫，並達成其

目標的負責人。故擔任主管職務者，除需具有與主管業務有關之專業知能

外，更需要具有領導能力，如有遠大的眼光、了解社會的脈動、制訂政策

與計畫、有效運用所轄人力與財力、指揮監督所屬推行政策及執行計畫，

並予適當管制，以期政策的落實興計畫的順利執行及目標之如期達成。擔

任主管職務者不僅需具領導能力，且當主管職務之職責程度愈高時，則

其所需領導能力的要求愈為重要，所要求領導能力的水準亦愈高。非主管

人員，主要在上級主管人員指揮監督下運用專業知能完成所交辦之工作，

故其職責與主管職務之職責有極大差異。



因此，當非主管人員升任主管職務時，或擔任低層次的主管職務升任高

層次的主管職務時，為期能勝任職務，應經領導能力的訓練進修。

（五）久任一職影響員工心理說：久任一職自有其優點，如人員對工作

之駕輕就熟勝任愉快，組織人事安定，但從員工心理觀點看則又不盡然。

人通常有進取心，希望接受新的挑戰，並表現出工作績效與獲得成就感，

對學識水準高能力強並肯負責任的人更屬如此。如久任一職，對其積極進

取之心自會受到挫折，久而久之並會對原有工作發生厭倦，甚至進而對

管理當局產生不滿。又如人員專長與現任工作不能配合、工作環境中之人

際關係不夠和諧等，若未作適當調任，亦會影響及工作效能。冉如久任一

職，對不能廉潔自持者，難免因人地過熱而發生勾結舞弊情事；對未能

忠誠執法者，難免受人情困擾而疏忽職責。故從員工心理觀點看，為激勵

工作情緒與減少可能弊端，實有建立升任遷調制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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