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制度特色

書籍目錄 : 研究報告彙編

書名 : 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彙編(三)

目錄 : 中共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之研究

章節 : （一）制度特色

１．制度設計層面

　　（１）具有過渡發展調整取向—尚處試點發展調整之成長過程：中

共國家

　　　　　公務員考試錄用後從試點錄用經驗中積累，不斷改進，以探

索符合

　　　　　其需求之體制。

　　（２）制度規範層次不高—侷限行政部門自我規範：中共國家公務

員錄用

　　　　　考試目前均係以行政命令規範，且屬「行政法規」層次，尚乏

較高

　　　　　位階法律性制度，未來仍有待提昇，以強化其體制運作。

　　（３）著重運作整合性與操作便利性｜以用人需求與部內制取向設

計：中

　　　　　共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均由行政部門中之人事與用人（業

務）部門

　　　　　共同為之，而人事部門則居主導、監控角色，以配合用人需求

　　（４）鮮明政治要求—強調政治素質與政治資格條件：中共任何國

家公務

　　　　　員制度建構與運作，均脫離不了其「黨」之影響與「意識型態」

之

　　　　　主導支配，因而特別強調擁護「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主義

政權

　　　　　」，作為其根本要求，而「四個堅持」的提出與要求，則為其

具體

　　　　　之展現。

　　（５）明確揭示照顧特殊族群—保障退伍軍人與少數民族權益：中

共「軍

　　　　　轉幹部」及「少數民族」照顧，乃基於統治要求、鞏固政權事實

需



　　　　　要，必須維護軍人權益及出路，以獲致軍方擁護，而「槍桿子

出政

　　　　　權」「革命性要求」為政權支柱，乃對退伍軍人予以照顧；而

少數

　　　　　民族則為其內政潛在問題，為便於統治少數民族、兼顧文化差

異、

　　　　　發展水平不均，錄用少數民族統治當地，以免激化民族問題。

　　（６）簡化部份試務延攬特殊人才—特殊技術工作類科考試程序予

以簡化

　　　　　：中共於錄用甄拔過程中，或因相關考試難以甄拔所需人才，

或因

　　　　　現行方式無法延攬，為解決此等問題，配合業務需要及實際

狀況，

　　　　　予以簡化相關程序，以利於所需人才之延攬。

　　（７）配合形勢路線—相應人力羅致策略：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發

展，乃

　　　　　因路線、形勢發展所致，其錄用羅致方式必須配合調整更張。

而其

　　　　　人事制度運作、甄拔方式必須面向社會，作有益路線推動，且

有競

　　　　　爭之甄拔取向。

２．意識型態之層面

　　（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持—任何體制均受其背後價值之支配，

型塑

　　　　　其特殊面貌，就中共法規及其主要資料得知，強調「借鑑西方

形態

　　　　　」之技術層面外，更應「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與過

　　　　　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異曲同工之妙，「黨」、「社會主義

　　　　　」的支配主導，黨組織的潛在控制，更為其最基本特色所在。

　　（２）政治體制建構—黨政關係運作：中共雖由極權政治向威權政

治轉化

　　　　　，但黨、意識型態地位仍然堅持，要求以政治領導形式予以監

督、

　　　　　控制，「一黨專政」、「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傳統迄今，雖

　　　　　有若干的調整，惟基本建構仍然要求維持，具見其支配力。

３．實務運作層面

　　（１）國家規模龐大的分工要求—中共與地方分工並各自負責有關



工作：

　　　　　中共國家幅員遼闊，沿海與內陸發展不同，南北亦有差異，

如強求

　　　　　適用同一標準，或統一規範、辦理，在事實上亦不可能，因而

中央

　　　　　與地方必須有所區隔，且必須兼顧因地制宜與當地需要，考

試錄用

　　　　　制度始有可能推動，惟從而亦滋生若干問題與不平。

　　（２）人力甄拔動態之調適—人才儲備（考試成績保留的人才儲存

運作）

　　　　　：由於人力供需常無法有效平衡，有時並非人力素質之良否，

而在

　　　　　於所需人才難覓或供過於求，因此針對部份考試階段及格者

言，得

　　　　　保留若干（相當）年限，以利需要時再予甄拔，其減少其應

試科目

　　　　　或階段。

　　（３）轉型過渡輔助應甄—應試諮詢強化選才甄拔要求：中共國家

公務員

　　　　　考試錄用制度，有報名過程之諮詢，以利應考者及用人當局

對考試

　　　　　錄用之認識，有利人才甄拔，以免因欠缺認識造成人力之不

穩定性

　　　　　，以及甄拔素質難以掌握。

　　（４）人力甄拔流動的多元互動—考任與交流並進：中共國家公務

員及相

　　　　　關幹部甄拔運用，有考試錄用者，有委任者，有聘用者，有

交流而

　　　　　來的，並非僅以考試作為唯一錄用路徑：而考試在目前僅為

進入政

　　　　　府部門之主要途徑而已，政治性、公平性均有待質疑，是以其

影響

　　　　　及未來有待評估。

　　（５）配合實務需求面向規劃—考試涵蓋層面廣泛、方式多樣：中共

國家

　　　　　公務員考試，不僅有筆試、面試、體檢，尚有考核等方式，以

配合

　　　　　機關需要，具有多面向作用，以待各類別、各職位之要求。



　　（６）傳統與現實考量的控制要求—部份考試有地區、戶口限制以防

人力

　　　　　流失：為免艱苦地區、邊遠地區或迫切需要人才之地區及機構

人

　　　　　力過度流失，並維持政權穩定，而有戶口所在地及地區之限

制，期

　　　　　能有效控制，限制了部份人力之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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