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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公務人員的訓練

　　面對世界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進步的一日千里，民主多元的現代

社會，公務體系不斷湧現新生事務，面臨各式各樣不同的挑戰。公務人員

素質的提升，是文官系統更新極為重要的部分，其有賴於一系列的培訓

政策與制度的規劃及建立（陳德禹，民８５：二八八）。換言之，公務人

員必須藉由培訓不斷提升素質，始能掌握時代的變遷，社會的脈動，以

符合人民的需求。

　　進言之，公務人員訓練的需求與重要性，可就人員內在的驅力與社

會外在的壓力，加以說明（楊百揆等，民７６：二一七～二一八）。就公

務人員內在的驅力而言，行政工作是一門專業，文官需要長時間地學習

與累積經驗。同時，文官還要面對工作、職務等的變換，準備轉任或升遷

因此，公務人員必須要具備相對的職能，才能面對各種的挑戰。至於社會

外在的壓力方面，如前段所言，主要來自社會迅速的變遷與科技快速的

進步，使得知識如幾何級數般的大量成長。另一方面，社會也隨著專業知

識的大量分工，變得多元且複雜。因此，對於公務人員提供有組織與計畫

的訓練制度，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提供人民更高效能的公共服務。

　　我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制度，由來已久，各階段訓練的重點，因應

時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轉變（邱華君，民８７：三八）。具體而言，在抗

戰前的訓政階段，政治上以黨統政，故絕大部分的訓練皆由執政黨負責

實施，導致訓練的內涵，多偏重於三民主義建國思想的灌輸。抗戰時期，

則因應戰爭的需要，基於當時各項任務或需要的目的，個別舉辦各種訓

練，以應急需。政府甫遷台之際，因局勢尚未穩定，故訓練的重點，仍以

政治思想、革命實踐與聯合作戰訓練為主，直至民國四十六年起，政府因

應國際局勢的變化，開始認真思考立足台灣，其號召建設台灣為三民主

義的模範省，公務人員的訓練才逐漸邁入正軌。

　　為使國家資源充分利用，訓練制度更加健全，立法院於民國八十五

年元月九日三讀通過「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其由考試院

成立培訓專責機關，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負責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政策、法規之研擬規劃、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升任官等及

行政中立等各種訓練事宜。此外，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亦



於八十五年元月成立運作，辦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之管理發展

訓練（江丙坤，８７：三八）。此外，為培育高級政務人才，行政院自民

國八十三年起，陸續開辦國家建設研究班、國家策略研究班及女性領導者

研究班，而各機關亦得因需要辦理培育發展訓練或專長轉換訓練（江丙

坤，８７：三九）。

　　現今我國公務人員的訓練，大體土可分成考試錄取人員的訓練與在

職訓練兩種。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的規定，公務人員各等級

考試的正額錄取人員，應接錄取的類科，接受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者，始發給證書，分發任用。換言之，「公務人員考試法」所規定的訓練

是考試程序的一部分。考試錄取人員的訓練期限，為四個月到一年，視各

種考試而定，並分為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兩階段，基礎訓練時間為四星

期，並需集中訓練機關，接受集體訓練;實務訓練則留在用人機關，接受

實物訓練。

　　而我國公務人員在職訓練的種類，配合各機關業務需要，及職務等

級，可區分為下列各項：

（一）專業訓練：以委任職及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人員為對象，使其熟

悉專業及一般管理知

　　　識。

（二）升官等（主管）訓練：調升高一官等或主管職位前之訓練，如委

任晉升薦任官等訓

　　　練，或升股長前之訓練。

（三）管理訓練：以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人員為對象，以強

化其綜合規劃、管理

　　　協調及處理事物之能力。

（四）領導訓練：以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及相當職務人員為對象，以提

升其領導統御及決策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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