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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訓練進修法制之建議：為健全訓練進修法制，提供要點二十項，

其屬政策與重要原則部分，留供制定法律時參考，其餘部分可供訂定施

行細則或有關辦法時參考。再如其中為保持公務人員素質水準之考試訓練

初任轉任訓練及升官等訓練，其內容較為穩定及一致性，自可由考試院

訂定有關訓練辦法全國施行，並要求受委託訓練之機構遵行。至領導管理

訓練、專業知能訓練及其他訓練，其內容須視組織、職掌及編制之調整，

業務、知能、技術之發展等情形，作經常的修正，因而各該訓練或進修之

實施辦法，似可授權由行政部門訂定以期適應。二十項要點如下：

１．制法目的：在提昇人員素質，增進專業知能，促進行政效能。

２．適用範圍：本法適用於政府機關組織法規中定存職稱、官等、職等之

文職人員，並得訂定準用之對象。

３．名詞界定：所稱訓練，指公務人員至訓練處所，學習所需知識、技能

與態度，便在現有或未來工作上獲得成就之過程。所稱進修，指公務人員

至大專院校選修學分或攻讀學位，或至有關機關研究或考察，以增進學

識或吸取經驗與新知之過程。

４．參加人選：訓練以由各機關選派人員參加為原則。但公務人員為配合

個人生涯規劃，亦得申請參加訓練。進修以公務人員自行參加為原則。但

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亦得選派適當人員參加進修。

５．區分訓練種類與層次：

（１）訓練依其性質與目的，區分為下列六種：

１考試訓練：為完成考試程序取得考試及格資格，初任考試筆試及格人

員適用之。

２初任轉任訓練：為完成初任及轉任程序取得適任條件，依法憑學經歷

初任人員及公營事業、公立學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法轉任行政機關

任職時適用之。

３升官等訓練：為完成升官等程序取得升官等任用資格，依法晉升官等

人員適用之。

４領導管理訓練：為增進領導及管理知能取得適任條件，擔任主管及高

級管理職務人員適用之。５專業知能訓練：為增進工作所需知能或取得新

專長，現職工作有變動及遷調職務人員適用之。專業知能訓練得依其專業



性質之不同再加區分。

６其他訓練：未及納入以上五種訓練者屬之。

（２）訓練依其課程水準及參訓人員官等，區分為簡任、薦任、委任三個

層次。必要時得視訓練內容依職等調整之。各層次之考試訓練、初任轉任

訓練，如訓練內容相似時，符合併辦理之。

６．評估訓練需求：各機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對有關人員應作訓練

需求之評估：

（１）組織變更、職掌調整、員額增減，或職務職責變動、工作指派調整時

（２）執行新法規、新政策、新任務，或引進新工具、新技術、新知能時。

（３）人員升任、遷調，或進用新人或轉任人員時。

（４）需發揮工作潛能、增進工作效率、提升工作品質、改善服務態度時。

（５）配合公務人員生涯規劃儲備將來需用之人才時。

（６）其他需舉辦訓練之情事時。

７．訓練方式與教學方法：訓練方式，視訓練目的、課程繁簡、參訓人數

訓練機構設施等，就設班訓練、集會訓練、實務訓練等選用或併用之。教

學方法，視課程內容，就講解、研討、職務扮演、管理遊戲、實地操作等選

用或併用之。

８．設班訓練之實施：設班訓練者，應根據訓練需求評估，訂定訓練計

畫，施訓期間應有輔導考核，訓練結束後應作訓練成效評鑑。 

９．訓練得採課程制：訓練機構為發展業務，及便於公務人員生涯規劃，

得採收費方式，設計各種有關公務及發展潛能課程，備供公務人員自行

選課接受訓練。訓練結業經考核合格者，由訓練機構發給課程證明，如積

滿某特定設班訓練之課程時，並得視為該班訓練結業。

　　前項訓練，以利用公餘時間實施為原則。

１０．保持知能發展：為保持所需知能之發展，在同訓練層次內擔任職

務滿五年，未再參加領導管理或專業知能設班訓練之主管或非主管人員，

應儘先分別參加領導管理或專業知能訓練。

１１．申請參加訓練：為配合個人生涯規劃，公務人員得申請參加同層

次之領導管理訓練，擔任低一層次最高職等職務或具有最高職等任用資

格，並具有相當之學經歷與績效條件者，得申請參加高一層次之領導管

理或專業知能訓練。

１２．訓練績優之獎勵：參加領導管理及專業知能設班訓練，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訓練期間在二個月以上，結訓成績合格者，除當年考績及將

來升任甄審評分時酌予加分外，成績列前三名者並得記功一次。

１３．訓練經費：訓練經費由有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但對為配合個人

生涯規劃，申請參加高一層次訓練之公務人員，必要時得向其酌收費用。

自行參加訓練機構選課訓練之公務人員，費用應自行負擔。



１４．區分進修種類及方式：

（１）進修種類，分１公餘進修；２部分辦公時間進修；３全時進修。

（２）各種進修之進修方式，分１專書閱讀；２入學選修學分；３入學

攻讀學位；４入大學或研究機構研究；5至有關機關考察。

１５．自行進修：公務人員自行進修者，其期間、俸給與費用，依下列規

定辦理：

（１）公餘進修者，如所閱讀專書或所選修學分或所攻讀學位，對本職

或本機關業務之發展與改進確有助益時，得酌予獎金或補助其部分費用。

（２）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如選修學分或攻讀學位，對本職或本

機關業務之發展與改進確有助益，且報經機關首長核准，進修期間，每

週最高以十六小時為限，期間不得超過二年；攻讀學位，除因業務特殊

需要者外，最高以碩士為限。進修期間俸給照支。如進修成績優良者，並

得酌予補助費用。

（３）全時進修者而與業務有關，進修完畢並願回機關繼續任職，報經

機關首長核准，得予留職停薪。其期間以二年為限，均不再補助費用。 

１６．選送進修：

　　各機關基於業務需要，選派人員利用部分辦公時間入學進修者，其

上課時間以公假論。全時入學進修者，期間以一年，必要得延長一年，如

攻讀學位，除因業務特殊需要者外，最高以碩士為限；入大學研究者，

期間以六個月，必要時得延長六個月。至有關機關考察者，期間為三個月

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

　　進修期間准予帶職帶薪，進修所需經費由有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但

延長期間者，其延長期間應予留職停薪，並不再補助經費。

１７．進修人員應具條件及義務：由機關選派參加進修人員，應規定其

學經歷及績效方面應具之積極條件（出國進修考察者並應具有所在國之

語文能力），及品德操守方面之消極條件。

　　進修考察人員於進修考察期滿後，應繼續服務或回任服務，其期間

在國內進修考察者不得少於帶職帶薪或俸給照支之期間，國外進修者不

得少於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未繼續服務或回任繼續服務期間未屆滿而

離職者，應視情節追繳其補助費用及帶職帶薪期間已領俸給之一部或全

部。

１８．年度訓練進修計畫之核定程序：各機關之年度訓練、進修計畫，其

經費列入年度預算，分報主管院、部會、省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核准，並分

送考試院及行政院訓練進修主管機關備查。

１９．訓練進修處所：訓練應以在國內政府機關（構）及有經營績效之

民間企業機構實施為原則，惟為培養公務人員國際觀、吸收國外新知或因

訓練、進修內容在國內確無適當機關可提供時，報經主管院、部會及省市

政府核准後，才得赴國外參加訓練、進修。



２０．訓練進修權責：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及考察政策及法制事項，由考

試院主管；各種訓練、進修之實施與執行事項，依下列規定：

（１）考試訓練、初任轉任訓練、升官等訓練，由考試院實施與執行，但

得委託有關機關、學校或民間機構辦理。

（２）領導管理訓練、專業知能訓練、其他訓練，及進修考察之實施與執

行，分由公務人員所隸屬之各院及省（市）政府暨其所屬機關負責，但

訓練部分得委託有關機關、學校及民間機構辦理。

（二）對升遷法制之建議：為健全升遷法制，提出要點十六項，其屬政

策與重要原則部分，留供制定法律時參考，其餘部分可供訂定施行細則

或有關辦法時參考。再如升任甄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甄審辦法固由考試院訂

定，但仍宜保留適當的空間與彈性，俾各級機關為適應個別需要，得在

所保留之空間與彈性範圍內自行作必要之補充規定。十六項要點如下：

１．制法目的：在歷練及拔擢人才，促進行政效能，並求與訓練進修之

適度結合，以免升遷之後發生不適任新職務之現象。

２．適用範圍：本法適用於政府機關組織法規中定有職稱、官等、職等之

文職人員，並得訂定準用之對象。

３．名詞界定：所稱升任，指調至本職最高職等列等較高之職務，最高

職等列等相同時以最低職等列等較高者為較高職務。由非主管職務調至同

序列之主管職務者，得視同升任。所稱遷調，指調至較高職務以外之其他

職務。

４．升遷外運並重：各機關遇有職缺，應由現職人員升遷遞補及向外界

選用並重，但得稅出缺職務之列等高低及性質，作不同比重之處理。

５．升遷基準：職務升遷，以簡任、薦任、委任三個官等為基礎。屬同一

官等之職務，應由各機關依其職務列等之高低為序列，依序列辦理遷調

及升任。如同一官等各職務之序列有四個以上時，得歸併為四個序列。遷

調以調至同一序列之職務為原則，調至低一序列之職務者仍以原職等任

用；調至低一官等序列之職務，應經本人同意。

６．升任甄審：公務人員升任職務應經升任甄審，參加升任甄審人員應

符合下列條件：

（１）具有升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２）任現職或同序列職務合計滿一年半至三年以上（同官等內各職務

為二個序列者每序列為三年，三個序列者為每序列二年，四個序列者為

每序列一年半）由其他機關調任者，其序列相當職務之年資得予併計。且

考績有二分之一年度列甲等，其餘年度列乙等以上者。

（３）未在懲戒處分停止升職期間，或最近二年內未受考績法記過以上

處分或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罰判決確定者。

　　員額編制不滿三十人之機關，其升任甄審得由上級機關統籌辦理。員

額編制在三十人以上，但薦任官等以上編制未滿十人者，其薦任官等以



上職務人員之升任甄審，得由上級機關統籌辦理。

　　各機關簡任官等職務人員之升任，得由各主管部會處局署及省

（市）政府統籌辦理。

７．甄審程序：各機關於辦理升任甄審前，應由用人權責機關審斟決定

將職缺周知有關人員，凡符合升任甄審條件者，得申請參加甄審。

　　升任甄審，應組織升任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除由機關首長指派有

關單位主管及有關人員擔任外，並需有五分之一委員，由公務人員自行

票選產生。 

　　辦理升任甄審，各院應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自行訂定職務歷練、訓練

進修、考績獎懲、發展潛能、品德言行方面之評分項目與評分標準，以為

評定成績之依據，以減弱機關首長對評定成績之決定權，必要時並得舉

行面談或書面測驗。

　　經升任甄審委員會甄審結果，應按職缺性質及列等高低，分別依成

績高低順序列冊，送由機關首長依序按一缺就前三人中選一之原則，選

定升任人員。列冊之有效期間為一年。

８．得免甄審升任人員：公務人員在任同序列職務期間，具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得免參加甄審優先升任：

（１）曾獲頒勳章、功績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章者。

（２）經保舉最優人員或模範公務人員核定有案且未受任何處分者。

（３）高等考試或乙等特種考試及格，先以低一職等任用，升任至高一

職等之職務者。

（４）依法取得升等任用資格而升任原職務所跨列之職等者。

９．不受甄審程序限制人員：下列職務人員得不受限制：

（１）機關首長及副首長。

（２）幕僚長、副幕僚長。

（３）機關內部一級單位主管。

（４）機要人員。

１０．遷調範圍：公務人員遷調職務之範圍如下：

（１）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及委任第二職等以下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

間得予遷調。

（２）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下及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人員，在同職組各職系

之職務間得予遷調。但具有不同職組職系之專長者，得不受同一職組之限

制。

１１．遷調方式：除指名商調外，各機關為增加公務人員工作歷練，及

提高士氣，對擔任同序列職務之人員，應配合職務性質及業務需要，作

下列各種遷調：

（１）本機關內部各職務間之職位輪換或職務遷調。

（２）本機關單位主管與各機關有關單位主管間，或各機關有關單位主



管相互之職務遷調或職期遷調。

（３）本機關單位主管與所屬機關正副首長間，或各所屬機關正副首長

相互間之職期遷調。

１２．升遷結合：職務升遷，應先在同一序列職務間遷調，再升任至高

一序列之職務。升至同官等最高序列職務後，再依升官等程序升任至高一

官等最低序列之職務。依序升遷，直至簡任第十二職等或最高序列之職務

１３．升遷與訓練進修之結合：升任高一官等之職務者，應先經升官等

訓練。遷調至不同職組之職務而未具專長者，應先經專業知能訓練取得新

專長。 

　　在同官等內升任高一序列或遷調同序列主管職務或高級管理職務，

應先經領導管理訓練為原則，情形特殊者得於升遷後六個月補行訓練。

　　其餘各職務之升遷，需否舉辦專業知能訓練，及在升遷前或升遷後

訓練，由各機關視前後兩職所需知能之差異性、職務之重要性及訓練之迫

切性，自行決定。

　　依法任用之人員，因職務性質特殊，升遷至需具特定知能或學位而

此種知能或學位需經由進修獲得者，得經由進修後升遷。

１４．升遷與訓練系統圖：各機關為便利升遷與訓練作業及公務人員生

涯規劃，應就升遷基準、升遷結合、升遷與訓練結合情形，製作升遷及訓

練系統圖，並周知公務人員。

１５．擴增升任管道：基層機關職缺，應儘先分發考試及格人員。中央各

部會處局署及直轄市政府每年應保留部分職缺，由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升

任；省政府每年應保留部分職缺，由所屬機關及縣（市）政府公務人員

升任；縣（市）政府每年應保留部分職缺，由所屬機關（含鄉鎮市公

所）公務人員升任，以利相互升遷。

　　中央各部會處局署及省市政府每年應保留部分職缺，以利相互升遷。

１６．依法申訴：各機關對升遷作業，應秉持公平公正原則辦理，繫屬

升遷之當事人，如認有違反規定得依法提出申訴。

（三）對其他法制之建議：為配合訓練進修及升遷新法制之實施，原有

公務人員任用法、考績法、升等考試法，亦宜作配合之修正。如在短期內

無法作配合修正時，亦可考慮在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升遷法中，訂定

優先適用條款，以資因應。

（四）對執行之建議：

１．為期新的訓練進修法及升遷法之執行順利，應積極準備對各機關首

長請其支持的宣導，對各機關公務人員有關權益的宣導，對各級人事主

管之集會訓練，及對主辦人事人員之設班訓練。在辦理初期，並由考試院

及行政院方面有關機關派員輔導。

２．為期推行升遷制度，考試院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可考慮建



立全國簡任以上公務人員人才通報系統，各部會處局署及省市政府可考

慮建立本機關及所屬各機關薦任以上公務人員人才通報系統，以利升遷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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