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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世界已邁入後工業社會的時代，全球

資

訊體系發展一日千里，知識的互動流通至為頻繁，相對而言，國家的發

展

也在全球的互動網絡下，納入一種競爭的體系中。國家競爭力，成為現代

政府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我國隨著經濟的穩定發展，政治逐漸民主化，社

會也日趨多元化，政黨政治儼然成形，民間社會的力量在解嚴之後，蓬

勃

發展。同時，一般人民日益關注公共事務，各種非營利組織因應而生，政

府部門與民間部門正積極地探索一種公、私合作的模式，換言之，我國進

入第三波民主鞏固期（田弘茂、朱雲漢編，民８６），公民社會逐漸形成

　　為了強化國家競爭力，以因應即將來臨二十一世紀嚴酷的衝擊，世

界

各先進國家莫不積極於從事政府再造工程。解嚴後社會力充分釋放的我國

，面對後冷戰時代國內、外各種政經勢力、制度重新調整及重組的挑戰，

勢必在國家角色、功能，要展開新的視野、思維及作法，此種求新求變的

心理，可說是十年來國人的共識，也是民眾為何殷切地期待政府能成功

地

推動「行政革新」、「提升國家競爭力」及「政府再造」工作的民心、民

氣之基礎。

　　民國八十七年元月二日行政院通過「政府再造綱領」作為政府再造的

指導原則，其中明示政府再造的總目標，乃在於「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建

立一個革新、彈性、有應變能力的政府，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三月則成

立了「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與「政府再造諮詢委員會」以為統籌。政府

再造委員會之下則設立了「組織再造」、「人力及服務再造」與「法制再

造」三個工作小組。其中「人力及服務再造」主要的目標，期盼透過人事

行政全面再造，活絡人力資源運用，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面對國家競爭力與政府再造年代的到來，政府不但必須提升效能，

增



加競爭力之外，對於民眾的殷望，也要有更積極的回應。就政府而言，人

力與制度是政府最為珍貴的行政資源，也因此，如何從組織設計、組織發

展等原理中，設計一套高效能的公務人力發展制度，多從激勵性、發展性

的面向重新思考，以配合時代及社會的要求，是現今政府急需前瞻規劃

的

課題。

　　自從民國五十六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成立之後，「考用配合」制度，

便成為政府人事行政的既定政策，當時，政府曾更積極地想推行「教、考

、訓、用」的配合制度，然而，由於環境的因素與執行上的種種困難，故

成效有限。現今，考試院第九屆施政綱領，依據學校教學、訓練制度、用

人需要不情形，經由改進考試方法及內容，選拔優秀人才，以發揮人力

資

源效用，增進行政效能，故提出推動建立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

度，作為政府未來的人事政策重要的推動方向。

　　本研究發現，實際而論，現行「教育」、「考試」、「訓練」、「任

用」制度，各自存在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而彼此間的配合，又出現一種

「教者自教、考者自考、訓者自訓、用者自用」充滿濃厚本位主義色彩的

現象。然從國家發展宏觀、整體與前瞻的視野來觀察，為改善公務人員的

素質，增進政府施政的效能，提振公務體系的士氣，擺脫文官黑洞的夢

魘

，建立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定必要的。然而，公務人員教、

考、訓、用配合制度是否可行？迭有爭議。根據美國政策分析家唐恩（W.

Dunn）（1994 101—130﹐ ）之歸納，政策論證的表達方式，也就是分析

人員

將政策相關資訊轉變為具體政策主張的特定方式，至少有八種論證的模

式

。吾人在第六章探究可行性的分析時，採借政策論證的模式，針對權威、

類別、直覺、分析、解釋、實用、價值七種立論依據或支持的論證模式，

說明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可行之原因，同時也針對統計、類

別、直覺、實用四種的駁斥理由，或反證的論證模式，說明公務人員教、

考、訓、用配合制度不可行之原因。透過正反論證，析論建立公務人員教

、考、訓、用配合制度之可行性。

　　長久以來，公務人員考試、訓練與任用的相互配合，一直是人事政策

努力的方向，故較無爭議;較大的爭議點在於，教育是否應當配合？其中

論者認為「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於：

教育的自主性。且學校所培養的人才是為整體社會服務，而非僅是為了培

養公務人員而設。而就政治環境考量，我國在五權憲法的架構下，考試與

行政彼此分立，教育是隸屬於行政院之下教育部所管轄，故在權力互不



轄

屬的狀況下，若要相互配合，恐力有未逮之處，因此，公務人員教、考、

訓、用之配合，有其實際上的困難。

　　行政、考試之權，彼此雖然分立，隸屬不同機關，然五權憲政的基本

精神，亦在於彼此之間的協調、溝通與相互配合。因此，若是以教育、考

試、訓練、任用分屬不同機關，而無法配合，此種觀點，就憲政設計原理

與國家整體發展而言，頗值商榷。其次，學校教育本質誠然有其自身的目

的，絕非只是一種職業訓練所，更不是專為公務人員設立的培訓機構。然

而，公務人員亦是專門職業的一種，一般學校亦應培訓公務人才，這與

培

養其他醫、農、工、商等的意義是一樣的，畢竟，公務人員培育的只是學

校教育人才的一環。總而言之，在公務人員教、考、訓、用的配合制度的

配合下，教育機關的角色，主要在於與考試及用人機關加強彼此之間的

互

動、溝通與協調，使課程的設計與人才的培育，更能符合社會用人的實際

需求，故對於學校教育本身的目的及其自主性，實質上並無影響。

　　實際而言，公務人員教、考、訓、用的配合，多年來在「考用」政策

的推動下，考試機關與用人機關已取得某種程度的相互配合。民國八十五

年考試院成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對於公務人員的訓練，日

益重視。就此而論，公務人員考試、訓練、任用之間的配合，可行性極高

。至於教育方面，前考試院院長楊亮功曾謂：「考試院走學術機關，不是

衙門」，其原意在強調考試院與學術界密切的關係，而歷年來教育部長與

考試院官員之間的相互調任，時有所聞，現今的教育部長林清江，便是

由

考試委員轉任教育部長，因此，以考試院與教育部的密切關係而言，被

此

的合作配合，相互協調，應不困難。

　　經由論證的結果，建立公務人員教、考、訓、用的配合制度，頗為必

要且可行，而實踐之道，總括來說，考試是任用與教育之間的橋樑，因

此

，考試似可在國家社會發展的整體考量下與教育相互配合，而教育為推

廣

全民終身學習的目標，亦可在績效卓著的大學中，設立行政學程，並甄

拔

具有發展潛力與服務熱誠的公務人員；考試的科目應與學校的教育相配

合

，考試的方法必須多元化，並研究採用口試的方法，一來，可以增加考

試



的效度，避免單一死背的考選模式；再者，用人機關也有主動的用人選

擇

權，根據用人機關的特性，透過口試的方式，選擇所需人才。至於公務人

力的專業性問題，一定要建立系統化的訓練與制度化的輪調制度，予以

計

畫性、長期性的培養，進者，要建立更為彈性化的用人與實質化的淘汰率

度，活絡文官體系，汰弱留強。果能如此，政府當可建立一個自信昂揚

具效益、競爭力的文官團隊，因應跨世紀的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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