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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一）教與考之間的問題

１．行政類科應考資格不限科系，致缺乏專業性

　　　　考選部辦理的各種公務人員考試，自八十四年實施行政類科不

限

　　科系均可報考，此外，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

後

　　，應考資格除採「學歷」報考外，另增加「次一等級考試及格」亦可

　　應考之雙軌規定，原則上係採取「資格從寬，考試從嚴」之政策，以

　　保障人民應考試權益。但行政類科不限科系，任何科系均可報考，導

　　致考上行政類科者，幾乎有一半以上並非本科系的畢業生，以人事

行

　　政科別為例，每年考取的人員不到三成是政治、公共行政、法律等相

　　關科系的人員，相對的，使得錄取人員的專業性頗受質疑。

２．考試資格的列舉方式難以窮盡

　　　　現今技術類公務人員應考資格，高考一、二級以學院列舉：高考

　　三級以系科列舉，然各大專院校所、系、科名稱變動極快，如採取列

　　舉系科方式，除難以窮盡之外，亦會產生掛萬漏一之情形。目前採取

　　「二科原則」雖有彈性，但卻相對否認專業分工的必要性。

３．高資低考問題嚴重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準的提升與教育的普及，我國公務人

力

　　素質不斷提升的情況下，「高資低考低用」的現象，亦屬常態，惟目

　　前我國委任職公務人員中，已有近六成，係屬「高資低考低用」的情

　　況（關中，民 84：38），這意味著基層公務人員中，已有超過半數

的

　　人力資源，其足堪為中、高層公務人力所需，因此，從個人的觀點而

　　言，這些「高資低考低用」的公務人員，難免自感其未能「適才適所」

　　、「人盡其才」，而常有思往更高職務發展的企圖心，因此，如何使

　　這群人真正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所能，樂於工作，是現今人事制度所

必

　　須加以面對思考的問題。



４．應試科目、應考資格訂定，學術界與用人機關意見孰輕孰重

　　　　考選部辦理之各項考試其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內涵多係參考各

　　大專院校開設之系、料及授課名稱、內容加以擬定，在研修應考資

　　格表及應試科目表時，依例皆會邀請相關學校所、系代表參加。同

　　時，為配合任用需要，亦邀請用人機關派員出席，其主要的目的不

　　外乎求取學校與用人機關代表意見的衡平，但兩者若有衝突時，當

　　如何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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