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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面各章之歸納分析，本研究得到數點主要結論：

（一）當前我國各級政府機關人事機構設置與人事人員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據，

　　　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國民政府所制定公布，同年十一月開始施行之「人

　　　事管理條例」。此項法律內容頗為簡略，且長期以來甚少配合實務運作

　　　而修正。因此，現行有關人事管理體制的運作規範，主要孫以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所訂定、發布乏「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

　　　點」作為依據，其規範內容涵蓋：人事機構之設置，人事人員任用，人

　　　事主管甄審、培育，人事主管職期調任，人事人員之考核、獎懲與訓練

　　　進修，績優人事人員選拔，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人事主管會報，加

　　　強人事服務等面向。

（二）人事管理條例乃訓政時代產物，故有特殊歷史背景需求，就其相關條文

　　　規範內涵，未盡符合民主憲政理念，實務上亦難真正落實執行。民國十

　　　九年考試院與銓敘部成立之前，我國各級政府機關並無專責人事機構的

　　　設置，一般人事業務均屬總務範圍之內。考試院成立後，因首任院長戴

　　　季陶為黨國元老，考試權範圍遂從考選逐漸擴至包括銓審及人事管理等

　　　事項。民國三十年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黨政軍各機關人事機構統一管

　　　理綱要」，具體規範政府各機關之人事機構與人事管理人員應受銓敘部

　　　之指揮監督。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國民政府公布「人事管理條例」，同年

　　　十一月施行，我國正式進入全面實施統一人事管理的階段。中央政府藉

　　　人事一條鞭管理體系，透過人事機構設置，以及人事人員的任免、遷調、

　　　考核等制度規範，均可對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與公營事業，發揮一

　　　定的指揮監督功能。

（三）在嗣後之制憲與行憲過程中，人事一條鞭這種統一指揮監督或所謂「集

　　　權式﹂的管理體制，不免引發爭議與批評；實務運作上也常有若干窒礙

　　　難行之處，其中尤以對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尤然。因此，中央政府遷台

　　　以後，原有人事一條鞭集權管理體制，遲至民國五十六年九月，才因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的設置與政府大力推動行政改革，重新受到重視。人事

　　　行政局成立之後，基於統籌辦理行政院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及公營事業的

　　　人事行政業務，除偶建議考試院或會銜銓敘部訂定、發布各種人事機構

　　　設置規則、人事管理應行注意事項之外，更常自行發布或核定各種有關

　　　的人事管理的原則、標準、要點等法令；並且，透過審議特定個案時所

　　　作各項訓示、函釋、解釋等，積極掌控各級人事機構的組織設量、員額



　　　編制與人事人員之管理事項。銓敘部僅負責統籌行政院以外的其他四院

　　　與總統府、國民大會的人事管理；但實務運作上，各機關均享有相當大

　　　之自主運作空間。

（四）人事一條鞭導致各機關人事機構與人事人員角色、身分上的「雙重」隸

　　　屬關係，考銓主管機關諸多人事管理法規，不免限制機關首長的組織權

　　　與人事權，因而引發若干反彈聲浪，尤以解嚴之後、非國民黨執政的地

　　　方政府較常見而嚴重。在一黨獨大、行政權優位與中央集權的時代，國

　　　家機關採取人事一條鞭運作模式，有其特殊政策需求；而且，透過各種

　　　黨政協商管道，實務運作問題不大。然而，隨著民主憲政、政黨競爭、

　　　依法行政、地方自治、政府再造等國家發展趨勢，既有人事管理體系繼

　　　續存在的正當性已不斷遭受衝擊。其中，尤以民國八十三年底省市長民

　　　選之後，引發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等「四首長」任命權之爭，最受

　　　朝野各界重視。未來，人事一條鞭運作體制應從威權統治轉型到民主法

　　　治，重新尋求統一規範與分權彈性兩者問的新平衡點。

（五）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國大修憲，已將考試院的職掌，由原來憲法本文第八

　　　十三條包括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保障、褒獎、撫卹、

　　　退休、養老等事項，修正為掌理：一、考試；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

　　　障、撫卹、退休；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

　　　事項。要之，考試院職權範圍一來已從原有「例示」規定，改為現行「列

　　　舉」規定；二來減少養老一項；三又區分執行與法制兩種不同層面。據

　　　此，考試院對各級政府機關的人事機構設置與人事人員管理等事項，似

　　　乎應僅享有「法制」權。

（六）加就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言之，根據憲法本文第一０八條第十一項規定

　　　「中央及地方官吏之銓敘、任用、糾察及保障，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或交由省縣執行之。」顯然，訓政時期所制定的人事管理條例是否符合

　　　憲法明文保障地方自治之精神？不無商榷餘地。而且，民國八十三年七

　　　月地方自治法制化完成之後，根據省縣自治法第三十五條與直轄市自治

　　　法第三十條的規定，省、市政府一級機關首長均改為政務任命。雖然，

　　　其又特別規定副省、市長一人，以及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等四首長

　　　由省、市長「依法任免」；但對此四類人員之「一條鞭」管理體系，顯

　　　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在前述二法之第四十二條與第三十一條更

　　　分別規定，省、市政府組織規程皆可自行擬訂，只須報經省、市議會同

　　　意；固然，該條後段特別強調「省、市政府組織規程，其有關考銓業務

　　　事項，不得牴觸中央考銓法規」。惟值得附帶說明的是，這兩法的第二

　　　十六條與二十一條同時規定，省、市議會議決事項，於本法施行後四年

　　　內，與中央法規牴觸者無效；期滿（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後，省、市議

　　　會議決自治事項（顯然包括省市政府組織規程之同意權）與法律牴觸者

　　　無效。所以，明年七月以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發布之「行政院所屬



　　　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等相關法令，能否繼續規範地方政府

　　　之組織及人事運作？值得審慎檢討。

（七）今（８６）年七月國大修憲，曾於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後段增列兩

　　　項，一是「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

　　　規定」；二為「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

　　　或業務需要決定之」。據此，行政院刻正積極研擬「中央政府機關組織

　　　基準法」與「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兩項草案，這應是朝向組織編制

　　　及人事管理法制鬆綁之前置作業。而在行政院經建會主編之「跨世紀國

　　　家建設計畫」中，考試院方曾明確列出修正人事管理條例、政風機構人

　　　員設置條例、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及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作為因

　　　應地方自治發展，健全人事法制的重點措施。因此，考試院宜在近期之

　　　內，積極與行政院與立法院取得相關修法共識，順利將此四項「一條鞭

　　　」運作法制合理修正，才能凸顯改革形象，維護憲法職權。

（八）對於是否應該繼續維持現行「人事一條鞭」制度，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看

　　　法，大致可歸納成正、反兩種不同意見。主張「全面改弦更張」者認為

　　　，各級政府機關人事機構及人事人員的統一管理制度，確實已經不合時

　　　宜。雖然，人事行政主管機關對此不斷加以改進，現制已與原有統一管

　　　理精神相去甚遠：但其形式存在，仍與事實不符，不若直接了斷，根本

　　　廢止「人事管理條例」。而且，廢除人事一條鞭僅涉及相關法令之廢止

　　　與修訂，對於考銓主管機關職權及人事人員權益影響不大。未來，人事

　　　行政主管機關宜從大處著眼，前瞻規劃建立制度、訂定標準、激勵士氣，

　　　提升專業協助與諮詢；而將人事機構設置及人事人員管理權限，歸還各

　　　級政府機關首長。相對地，亦有不少抱持「宜修不宜廢」觀點者，其強

　　　調的理由包括：我國憲法係屬五權分立，須有人事管理體系始能有效落

　　　實考試權之運作；因應政府再造、行政革新需求，人事管理體系正可扮

　　　演積極推動角色；而人事一條鞭制度所受挑戰，可從法制化、合理分工

　　　及授權等方式解決；政府組織分工日趨專業化，人事人員專業知能宜予

　　　強化，始能善盡專業幕僚職責，提供機關同仁完善之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