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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研究建議

　　經由本研究各章之探討，以及相關資料歸納研析，暨前述研究發現，

研提若干改進建議：

１．研究方式—應多角度、多層面、兼顧各種方法：中共有其迥異之特色

與歷史發展背景，甚難以民主國家模式進行探討；必須理性客觀運用各

種方法，全面體察微觀探索，對所得資料作選擇性研析，以免對其理解

偏差或扭曲，反無助深度之研究。同時研究時必須有多學科研究訓練，使

「質化」「量化」兼顧，「制度」與「理念」並重，運作動態與主制度雙面兼

及，從而由探究制度組建，並逐漸開展。

２．研究方法—研究體制應掌握生態環境：中共社會主義政權，由於過

去特殊的「建國（革命）」過程、文革動盪、黨政不分、意識型態基調等深

層構築的潛在支配與發展驅力，深深影響當前制度運作與效率，進而對

制度定向預設有所堅持，而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現代化建設，卻又造成社

會快速變遷，形成外在繁榮發展，內在緊張矛盾等關係，「政治動向」

「現實狀況如何」，自需對其政治社經生態環境要有透徹的理解，不宜先

入為主，以自我經驗探討。

３．理念建構—注意意識型態及其體制建構暨改革之侷限：從事中國大

陸研究或中共研究，首應了解其立國精神之支柱、意識型態，以便對其思

考邏輯、行為模式、政府運作之殊異性有所體認，並持相對研究觀點與逆

向思考，對其相關問題。釐清本質，切入核心議題。

４．體系間交流—半開放體制中人力交流對考試運作的影響值得再深入

研究：中共行政或考試體制研究所涉變數甚多，難以獨立運作及隔離思

考，因此不能僅以考試面向片面思考，而其最為特殊者則屬政府公部門

人力「入口」中的交流制度，黨、政、軍、群等人員互通流動，使國家公務

員體系自主性無形中受到侵蝕，運作中立性受到干擾，政治介入、滲透就

成為制度運作的搖擺因素，是以「交流」制度運轉及其影響未來值得再探

究。

５．兩岸互動比較—著手探究傳統價值對海峽兩岸發展的對比與辯證：

儒家思想及傳統觀念在中國深植數千年，型塑士人價值與國家觀。目前國

人甚少就兩岸官僚體制及其成員作必要對比，以對其潛在支配力有真切

的了解，況且是內在價值。批判不是目的而是過程，自應對其價值重新探



索，而兩岸發展目前有諸多爭議，自資料蒐集、制度承繼及探討過程，以

及互動衝突得知，不僅是制度面，而是本質性問題，如何解決，必須透

過對共同遺產的理解，作為對話的基礎，始為解決問題正道途徑之一。

６．研究期程—宜採長期持續檢視掌握發展動向：中共建構其國家公務

員體制及其考試運作為時甚短，雖具有相當成效，惟體制變革所造成的

銜接問題，以及運作的穩定性，均值得探討，始得瞭解其體制建構的真

正價值暨影響，又公務員體制對未來政治發展的變遷更值觀察。

７．研究取向—加強比較研究與實地了解：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建立，

乃係因應改革開放之需，面向國際社會而來，其內涵有借鏡西方各國經

驗者，兼有鞏固政權而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特色」者，因此，未來宜加強

國際間及跨國比較，以瞭解其發展，同時如有可能，亦應進行實地訪查、

探討，俾掌握其運作核心與動態，以免為其外在法制形式所迷惑、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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