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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考的問題

１．考試方法過度重視筆試，缺乏多元化

　　　　自從隋唐科舉制度建立以來，我國採用以詩、賦、經義，甚至八

　　股取士的方法，大多過於重視筆試的方式。這種側重筆試的方式，除

　　了較公平之外，未必能選出真正適合的人才。就實際考選人才而言，

　　我國目前除了少數考試（如外交官領事人員特考、司法官人員特考、

　　高考一級等）外，一般的高普考、特考，只要一次筆試成績及格，就

　　能成為公務人員。但光靠筆試的成績，很難瞭解一個人的個性、潛能

　　、品行，因此不一定能選到政府最需要的人才（楊瑪利，民八三．一

　　三０）。在今日多元化、專業化與資訊快速成長的後工業社會中，文

　　官制度所能發揮的功效，不應僅限於公平用人而已，應該更積極地

向

　　民間爭取優秀人才進入政府部門中（陳金貴，民八七：一０一～一

０

　　二；關中，民八四：三五；施能傑，民八五）。且考試的方法也非只

　　有筆試一項，以日本而言，日本公務員的考選除了筆試外，還有面

試

　　，以瞭解每個人的個性、潛能，「要的是有發展、學習潛能的人，不

　　是看已有的成績分數」（許濱松，民七九；楊瑪利，民八三：一二二

　　）。因此，在考試方法與技術的改進上，應在重視公平與能力之間取

　　得一致性，考試的方式，似乎可以更多元化。

２．行政類考試的類科太多，區分太細

　　　　憲法規定公務人員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用，乃是希望每一位

公

　　務員都具有服公職的基本學識。事實上，公務人員服務所需要的能力

　　、操守、忠誠以及對於公務的基本瞭解，遠較具專業知識為重要。就

　　此而言，過於苛細的分科分類考試，若不是限制了個人的發展，就

是

　　限制了政府對人才的選擇（李模，民八五）。因此，如果公務人員的

　　考試以基本學識為主，則考試也可以得到簡化。以高考各類科行政人

　　員來說，高考行政人員為未來高級行政領導人才，應當具備豐富的



知

　　識，廣博的見解與領導、溝通、協調的能力。因此，行政通才與專門

　　技術人才的選拔方式應有不同，若考試類科區分過多，對具有統御

領

　　導能力的行政通才，反而不易培養（江丙坤，民八七：一六）。

３．特種考試易客為主

　　　　我國公務人員的考試，原係以高、普考為主，特種考試為輔。換

　　言之，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照顧殘障者之就業權益，才

舉

　　行特種考試。但依銓敘部的統計，在民國八十五年底，全國公務人員

　　考試及格者，高考占一０．二％，普考占三．七五％，特考占五一．

　　六三％，升等考試占一三．九五％，其他考試占九．四七％。由這種

　　比例來看，特考似乎已成為主流，高普考反而成為配角（徐有守，

民

　　八六：二０八～二一八）。此制度實施偏頗的結果，使得特種考試反

　　而喧賓奪主，加上許多特考在性別、年齡或體格方面加上各種限制，

　　且各種的特考錄取率相差極大，導致彼此之間水準懸殊，影響考試

取

　　才的公平性。

４．題庫制度並非萬靈丹

　　　　題庫制度是考選部近年來的主要考選政策方向之一，其目的無

非

　　在於打破特定學者的命題壟斷，進而改善考試的效度。但題庫制度實

　　施的結果，對許多類科而言，「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施能傑，民

　　八五：一三一）。題庫的本意是，不希望由固定的老師命題，而失去

　　效度，但現在改由坊間已出版的書籍為命題範圍的作法，使得許多

新

　　增或是修正的知識，無法列入考試的內容，考題本身也容易瑣碎化

（

　　施能傑，民八五：一三二）。此外，大量建立題庫之後，卻也產生了

　　若干不合理的現象。例如行政法規的數量極多，變化又快，導致題庫

　　試題難以反應現實等，都反映出題庫制度絕非萬雯丹，應當再做更

細

　　膩周詳的調整設計。

５．高普考作業時間過於長久

　　　　一般而言，每年的三、四月份由各用人機關提報缺額：決定考試

　　類科，五月份公布，六月份報名，八月份考試，十一月份放榜。換言



　　之，從人員的出缺、辦理考試，一直到人員的報到，至少需要六到八

　　個月的時間，有的甚至要一年（許南雄，民八七），作業程序甚為

費

　　時，此對於急需用人的機關而言，不免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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