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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貳、背景說明 

　　制度的建立，是一種不斷累進與成長的過程。因此，在探究我國公務

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時，有必要對於公務人員的教育、考試、訓練、

任用的發展及現狀有所瞭解，方能鑑往知來。以下，分就公務人員的教育

考試、訓練、任用的發展及現狀，分別說明：

一、公務人員教育

　　國父 孫中山先生曾言：「…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

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人。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

盡其才矣」。可見人盡其才之道，乃在於教養、鼓勵、任使三者並重且不失

其序；而所謂「教養有道」應即指優良之學校教育或廣義之養成教育與訓

練，配合完善之考選制度以及人才使用得當，則能達至人盡其才之目的

。由上述可知，無論我國古時之官吏任使或現代政府公務人員之考選，如

欲達至人盡其才、適才適所之目的，則非教育、考試、訓練與任用四者相

互配合不可！

　　而在我國傳統「學而優則仕」之觀念下，官員（公務人員）之培育與

教育之內涵乃息息相關。事實上我國自西周以至清末之取士任官之法，無

論是學校與選舉並重、選舉與考試並行抑或考試為主、選舉為輔，皆以學

校之人才培養為最根本之途，是以梁啟超先生曾言：「科舉合於學校，則

人才盛；科舉離於學校，則人才衰；有科舉而無學校，則人才亡」。可見

得選任國家人才需有學校教育以為後盾與基礎。準此，政府若能籌設專門

學校以培育公務人員，或為上策；如政府遷臺前於交通部所設立之鐵路

管理學校、財政部所設立之稅務專門學校以及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

身，專為培養政治建設人才）等，皆是培育特定公務人員之專門學校；

惟因時局轉變以及行憲後之相關規定，目前我國除三軍官校與警察學校

為軍警人員之養成學校外，其他一般公務人員已無設立特定學校以為養

成之所，率皆以普通學校為其人才之來源。是以在已無專為培育公務人員

而設立之學校，而學校教育又實為取士選才之重要基礎下，實有必要設

計相關措施以配合我國公務人員之考選、訓練與任用。

　　雖然設立一專門學校以培育、訓練國家公務人員，早為其他先進國家



所採用〔註６〕，但我國目前仍無此相關設計，較相近者，大約只有師範

體系以及軍警人員體系；但在近年各大學校院開辦「教育學程」後，已使

得非正規師範教育系統畢業者，亦得成為教師。雖然本研究小組並不完全

同意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應完全學習軍、警、教師人員的現

行作法，但對於這此體系的瞭解，或有助於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

制度建立時，取菁去蕪，酌為參考之價值。以下分就三軍官校、警察學校

及師資培育分別說明之：

(一)國軍教育體制

我國國軍隊人才之培育有完整具體之計畫及程序，即採學經歷管理制度，

有計畫培育及儲備人才，體系井然，茲說明如下：

1.教育體制：國軍之教育結構，係以軍事院校之教育發展體系作為其主

要基礎，其教育重點依據教育階段區分如下：

(1) 基礎教育：以培養發展國軍初級幹部教育為主，包括軍事院校之正期

學生班、專科學生班及預備軍官班。其教育重點在使國軍教育結合一般基

礎教育，並奠定進修及深造教育之良好基礎。

(2) 進修教育：以培養發展國軍中級幹部教育為主，包括三軍大學指參學

院之參謀軍官班、陸軍各學校之正規班等。以各軍事院校之兵（業）科學

校之專長教育為教育重點，奠定深造教育之基礎。

(3) 深造教育：以培養發展國軍重要決策領導幹部教育為主，以三軍大學

各學院及研究所為教育重點，包含戰略教育及指參教育二種班次。

2.另外有關學經歷管理發展體系方面，除上校以上軍階有其規定外〔註

７〕，上校以下各階軍官、士官則不限經歷。

綜合以上所述，國軍教育體制有以下特點：

(1) 教育密切配合人事制度。

(2) 以學經歷管理發展體系指導計畫調訓，管制所有軍官選送或報考各種

院校接受各種教育，以增進其學術能力。

(3) 教育制度井然有序，以培育人才為主要目的。

(4) 適才適所，任用人員均具備一定之學經歷條件。

(二)警察教育體制

我國警察教育的制度，對於警察人員（又可稱為帶槍的文官）的培育，

行之有年，其教育體制、內容簡述如下：

1.教育體制

警察教育條例依警察法第三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將警察教育分成養成教

育、進修教育及深造教育三者，分別由警察學校、警察專科學校及中央警

察大學辦理之，茲分別說明之：

(1) 養成教育：警察學校設警員班及預備班；警察專科學校設專科警員班；



警察大學設本科、研究所及專修科，其應考資格及修業年限並各有其規定

(2) 進修教育：警佐班及專業班由警察大學負責辦理；巡佐班及若干專業

班則由警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辦理，其應考資格及修業年限並各有其

規定。

(3) 深造教育：除警政研究所依教育法令規定辦理外，分為警正班、警監

班、研究班，皆由警察大學辦理，其應考資格及修業年限並各有其規定。

2.教育內容

警察專科學校與中央警察大學各有其教育重點：

(1) 警察專科學校：分為法律課程、警察課程、警察應用技能及軍事課程四

個重點。

(2) 中央警察大學：分為思想、品德、智能與體魄四方面。

綜上所述，我國警察教育體制有兩大特點：

(1) 警察學制自成體系並與普通學制配合。

(2) 警察學制（警察教育）與警察人員之任用相配合。

(三)師資培育體系

　　以往我國中、小學的師資，是由師範院校統一培養。自民國八十三年

「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師資培育工作即由一元邁向多元化；最大的改變

即在於由各大學共同參與師資培育之工作，教育部並規劃以「教育學程」

之方式進行，其目的即是希望賦予大學依據各校之特色培養出多元化之

師資，亦希望透過不同教育學程之涵養過程，造就具多元、優良的師資。

　　所謂「教育學程」是指各大學院校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

資設立標準」及按各校特色所規劃設計，並經由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以培養合格的中小學師資為目的的學程。

　　目前對於教育學程之課程內容設計，教育部僅訂定大原則，基於大

學自主理念，完全由各校自行負責教育學程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安排。以中

學師資的培養為例，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學生除必修一百二十八個

教育部所規定之畢業學分數外，尚需另行修畢二十六個教育學程學分；

其中涵蓋必修科目十二學分、選修科目十四學分。前者包含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任選兩科共四學分）、

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原理、班級經營、教育測驗與評量、輔導原理與實

務任選兩科共四學分）、教育實習課程（分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兩科共

四學分）三大範疇；後者則由教育部提供「教育概論」、「學校行政」…等

二十六個參考科目〔註８〕，由各校依其師資及發展特色自行開設。

〔註６〕早為其他先進國家所採用



　　如英、法、德國之文官學院或國家行政學院。

〔註７〕除上校以上軍階有其規定外

　　上校及將官依戰鬥及戰鬥勤務官科、技術（一般）勤務官科應分別完成軍

事戰略教育、指參教育或修得國內外大學碩士以上學位，其所學與本官科相稱，

並應有合法之證明。

〔註８〕後者則由教育部提供「教育概論」、「學校行政」…等二十六個

　　　　參考科目

　　詳細內容可參考洪思農，民87年，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學生教育專業認

知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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