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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考試

　　中共國家公務員考試，以擬任職位之資格條件為依據，著重考生是

否具備有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之能力。就其錄用考試宏觀觀點而言，包括競

爭性考試與非競爭性考試、筆試與面試、公共科目與專業科目，以及考試

之組織領導等等，歸納如圖三—四：



　１．方式與要求：中共在其「暫行規定」中規定「國家公務員的錄用考

試

　　　採取筆試和面試的方式，測試應試者的公共基礎知識、專業知識水

平

　　　，以及其他適應職位要求的業務素質與工作能力。考試可根據擬任

職

　　　位要求分類別、分等次進行。」分述如次：



（１）採筆試、面試兩種方式：筆試以試卷形式對應試者進行測試：面試

　　　以問答或情景模擬之形式對應試者進行測試。筆試側重知識、智力

　　　方面，如知識水平、理論修養、寫作能力與思維方式等等；面試則

　　　著重基本素質、潛能方面，如言談儀表、交往能力、反應速度、誠

　　　實程度、開拓精神，以及其他方面之潛能、素質。

（２）分類別等級進行：有為多數行政類職位所設計之一般性考試，有

為

　　　工商、稅務、審計等業務較具專業之經濟監督部門職位而設計之特

　　　殊公務員考試，有適應中央、省級工作部門之錄用而設計之高等考

　　　試，有適應現鄉級政府之錄用之初等考試。對持有中級以上專業知

　　　識職務資格證書者，另設特種考試。各類別考試依具體情況尚可劃

　　　分不同檔次，以適應各類職位要求。

２．考試科目

（１）筆試：分公共科目、專業科目兩種。

　　　１公共科目：測量應考者是否具備擬任職務所需要的基礎知識，

由

　　　　國務院人事部門統一確定，在全國範圍內施行。其科目包括：１

　　　　政治（含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及時事政策方面），

　　　　２法律（含法學基礎理論、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經濟法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之基礎知識），３行政

　　　　學（含行政組織行政體制、行政領導、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

　　　　政監督、人事行政、機關管理、行政效率方面之基礎知識），４

　　　　公文寫作與處理（含公文寫作要則、公文寫作語言運用、各種公

　　　　文撰寫要點、公文處理之基本知識）。近年又增加「行政職業能

　　　　力測驗」之內容，即以智力測驗、心理測驗等方法，對被測試者

　　　　之知覺速度判斷推理能力：言語理解能力、資料分析能力與數量

　　　　關係之理解進行測驗，此等方法目前受到重視，占錄用考試越

來

　　　　越大。

　　　２專業科目：在測量報考者是否具備擬任職務所要求之專有知識

與

　　　　技能，得由國務院人事部門、省級政府人事部門統一規定，亦得

　　　　由人事部門自行確定，分別報國務院人事部門、省級政府人事部

　　　　門批准。

就中共對其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職位及其工作人員橫向分類如下：

　　　　　　┌→公安行政

政法行政類─│　



　　　　　　└→司法行政等

　　　　　

　　　　　　┌→民政行政、人事行政、勞動行政、監察行政

內務行政類─│

　　　　　　└→財務行政等

　　　　　　┌→工業行政、農業行政、城鄉建設行政

經濟行政類─│→商業行政、稅務行政、運輸行政等

　　　　　　└→對外經貿行政等

　　　　　　┌→文化行政、教育行政

事業行政類─│→衛生行政、科技行政

　　　　　　└→體育行政等

　　　　　　┌→審計行政、統計行政、技術監督行政

專門技術類─│→氣象行政、地震行政、海洋行政、地質行政、環境監測行

政

　　　　　　└→海關行政、航空行政、航天行政

　

　　　　　　┌→文秘、檔案、翻譯

綜合事物類─│→計算機操作、微機處理

　　　　　　└→機關事務等　

而此等類別縱向之測評參考指標，歸納如表三—一：





　　至中央與地方不同層級之行政機關，在行政職能、管轄、事務上有所

　　差別，對公務員基本素質要求亦有所不同。茲就其縱向要求差異及評

測參

　　考指標摘陳如表三—二、三—三，以供參考。因而在資格條件、學歷

要求

　　上，當有具體之體現。





　　從而在顯現其國家公務員考試之特性及要求，其期達到「考用一致」

「因崗擇人」之需要。

３．組織實施。

　（１）筆試：因其較客觀，適合大規模組織之形式，是以規定「由政府

人

　　　　事部門組織實施」。

　（２）面試：相對於筆試工作，面試較為複雜，其標準不易掌握，對



考官

　　　　個人素質、測試技巧要求亦較高，不易施行大規模組織形式，就

現

　　　　實而言，因人力、財力、物力之限制，不易由政府人事部門全面

負

　　　　擔；是以其工作大致由用人部門制訂詳細之面試工作方案，報

政府

　　　　人事部門備案，政府人事部門協助部門培訓面試考官，對面試

過程

　　　　進行監督指導。因而規定「面試可由政府部門組織實施，也可委

託

　　　　用人部門組織實施」。

４．非競爭考試之特殊情形：相對於前述競爭考試，有下列情況之一，

得

採相應之測評（考試）方法或簡化考試程度：

採相應之測評（考試）方法或簡化考試程度：

（１）特殊情形

　　　１因職位特殊不宜公開招考者，例如國家安全部門之某些職位。

　　　２因職位特殊需要專門測量其水平者，例如用人單位需進用（招

收

　　　　）專業技術職稱（職務）之人員，筆試、面試仍無法達到測試之

　　　　要求。

　　　３因專業特殊難以形成競爭者，例如外交部招收之較不普遍語言

翻

　　　　譯，本地來源極為缺乏，公開向社會招考並無意義。

　　　４錄用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情形，例如軍隊轉業幹部因長年服役，

　　　　其知識結構、業務能力與所設計考試要求不盡相同，允許其採內

　　　　部競爭辦法，在轉業幹部內實行考試。

（２）彈性措施：上開情形，得容許採擇下列若干彈性措施：

　　　１得選擇適合職位之測評方法，如不參加公開報名，僅需有人推

薦。

　　　２得簡化考試程度，如不參加公共科目筆試，直接參加面試等等。

　　　３程序與限制：有限制之非競爭性考試應使其適用於最小範圍之

內

　　　　，以貫徹錄用考試之公開、平等原則，至其適用範圍、實施方法

　　　　須由錄用主管機關規定（如：何種情況屬特殊範圍、採何種測試



　　　　手段、簡化哪一步驟，均需明文規定），此外，須依有關規定組

　　　　織特殊考試之前，尚需申報錄用主管機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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