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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貳、背景說明 

　　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國政府無不以成為下一世紀的國

際明星摩拳擦掌預作準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備一個國家領航者角

色的政府團隊，能夠帶領全民走向全新的時代。其次，面對知識型社會的

來臨，現代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將直接影響並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與需

求型態；因此，政府公共組織必須有效地因應不斷湧現的各種社會需求

與問題，以及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挑戰。為了因應這樣的社會轉型，主導

政府運作的公務人員成為關鍵的因素，其故，如何提昇現代公務人員的

素質，正是當前文官制度極為重要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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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３４〕。

　　整體公務文官制度乃是環環相扣、彼此相關，就目的而言，訓練的目

的在於「任用」，即是為了在其工作上及未來發展所需的技能與知識，施

予適當的訓練內容，使其能勝任公務的推動。其次，要成為一位公務人員

必須具備一定的學歷程度，但是學校的教育目的並不在於為訓練某一職

業所需的人才，而在於培育一位健全的人格與某一專業的全面知識，因

此一位大學畢業生並無法立即具備工作所需的技能，而是必須仰賴訓練

來補足工作上的知識與技術；並且在公務生涯中必須不斷給予適當的訓

練，才能使得公務人員有持續發展的機會，歸結而言，就是要將「教育」

與訓練緊密的結合，使教育與訓練成為個人終生學習的不同階段與獨特

的功能。

(一)訓練制度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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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在抗戰之前的訓政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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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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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六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成立之後，於該

局第三處設科，負責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訓練事項規劃及政策擬定，並

成立訓練委員會，擴展公務人員的訓練工作；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更

於國立政治大學成立附設公務人員教育中心，辦理中、高級文官的訓練；

民國七十五年實施高普考試筆試錄取人員須經訓練程序，始能取得考試

及格證書，此訓練工作之推動，由於人數眾多，且無專屬之訓練機構，

因此，訓練工作之執行，全部委由行政院所屬訓練機關辦理。

　　為使國家資源充分利用，訓練制度更加健全，考試院於民國八十三

年修正考試院組織法，除原有考選、銓敘兩部外，增設「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並研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於民

國八十五年元月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二十六日奉總統公布施行，同年

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培訓〔註３５〕專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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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之規定，研擬「國家文官培訓院組織條例」草案

草案於立法院審查時將機關名稱修正為「國家文官培訓所」後，於八十七

年十月二十二日完成三讀，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國家文官培訓

所」，隸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之下。此外，隸屬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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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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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亦配合當前政府所大力推動

之政府再造工程，陸續推動「公務人力培訓與政府再造研討會」，以及

「高階主管研究班」等，配合政府改革方向。

(二)訓練的相關法規

　　由於過去對於訓練並不重視，也缺乏系統規劃訓練制度的觀念，個

別機關往往因應個別的需要訂定單行的規章或辦法以為遵循〔註３６〕，

對於整體文官的培訓而言造成相當大的阻礙。除有關訓練機構的「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組織條例」、「國家文官

培訓所組織條例」陸續公佈施行外，自「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成

立後，亦積極研修有關公務人員培訓的法制工作，包括「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升官

等訓練辦法」等的研議。其中以「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最為重要，目前該

法草案已於八十六年七月五日送交立法院審議中，俟其通過後，屆時公

務人員的培訓法制將可以獲得確立，並逐一廢除或修訂現行不合時宜的

法規。



(三)訓練的種類

　　目前我國有關公務人員的訓練大致可分為二大類（許濱松等，民

86:359-362）：

1.職前訓練：職前訓練的目標是在培育公務人員任職前所需具備的基本

知識與技能，以符合機關組織管理之要求。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的規定，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的正額錄取

人員，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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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保訓會負責有關訓練之規劃執行事項。換言之，「公務人員

考試法」所規定的訓練，是作為考試程序的一部分。考試錄取人員的訓練

期限為四個月到一年，視各種考試需要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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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實務訓練。此外，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各機關新進人員於進用前或到職後三個月

內應實施職前訓練，使其了解處理公務之知能。

2.在職訓練：在職訓練乃是員工任職後所接受的各種工作訓練，其目的

在於增進工作效率、改善服務態度、鼓舞工作情緒及發展永業制，所以它

是公務人力運用及發展必須的途徑（許南雄，民 86:298）。然而，由於考

試院及行政院分別訂有訓練法規，實施的目的、對象及方式均有所不同，

其中較重要的法規與實際規定略述如下：

(1) 依「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

①方式：分為國內外進修與考察，國內考察為半年，國外考察為一年；

國內外進修均為二年。

②實施對象限制：選送國外進修或考察之機關，以總統府、五院各部會

署、各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為限。

　　但是，本條例因內容與現實已相距過大，不符現況需要，幾乎已經

停止適用。

(2) 「選送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施計畫」

①實施方式：進修與專題研究，前者最長一年，後者最長六個月。

②實施對象：各級政府機關(構)公務人員及公立專科以下學校專任教師

(包括總統府、國民大會、五院)。

(3)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在職訓練作業準則」

依此準則可以分為工作中訓練與工作外訓練，前者指在工作場所中經常

性的訓練，後者指離開任職機關到訓練機構接受訓練，其實施方式及對

象又可分為四種：

①基礎訓練：實施對象為三職等到五職等級相當職位人員。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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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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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協調及處理事務之能力。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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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

依職等的不同，區分為四種不同重點的訓練：

①基礎訓練(委任第五職等以下)

②專業訓練(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

③管理訓練(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

④領導訓練(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四)訓練的機關

　　目前我國執行公務人員訓練的機構共有 64所，其中依隸屬層級不同

可分為(吳定，民 88:33-35)：

1.隸屬於中央機關(34個)：如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財政部財稅人

員訓練所、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交通部電信訓練所、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人員訓練所等。

2.省政府〔註３７〕(23個)：如台灣省公務人力培訓處、台灣省國民學校教

師研習會。

3.直轄市(6個)：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資

源發展中心。

4.縣(1個)：台北縣政府公務人員訓練班。

這 64所訓練機構依訓練性質的不同，可以區分為綜合性及專業性二類

（陳德禹，民 87:222-227）：

甲類、綜合性：以一般行政人員為訓練對象，這些訓練機構一般而言規模

較大、班次較多，有時亦兼辦專業性的班次，這些機構包括：

(1) 政大公務人員教育中心

(2)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3) 台灣省公務人力培訓處

(4) 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5)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6) 台北縣政府公務人員訓練班

乙類、專業性：以專業人員為主要訓練對象，主要針對其隸屬機關所需人

才實施專業知識及技術的訓練，其中又可分為五種次類：

(1) 以各主管機關之專業行政人員為對象：如外交部領事人員講習所、財

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等。

(2) 以教育人員為訓練對象：如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高雄市教師研習中

心等。



(3) 以金融事業人員為對象：如臺灣銀行行員訓練中心、合作金庫員工訓

練中心等。

(4) 以交通事業人員為對象：如交通部電信訓練所、郵政訓練所等。

(5) 以生產事業人員為對象：如台灣電力公司訓練所、中國石油公司訓練

所等。

(五)訓練的方法

　　綜合現行有關訓練法規及各機關實施現狀，所採用的訓練方法大致

有下列幾種（許南雄，民 86:301-302）：

1.講授法：以大班或小班的講授方式進行，或是請專人演講，是各機關

最普遍的訓練方法。

2.研討會、座談會：由專家、學者主持研討會，受訓人員參與討論。

3.分組研討：受訓人員分成若干小組研討專題，每組均由專人主持，分

組討論結果另行彙整成綜合研討報告。

4.工作研習或操作：為有關專業技術實務方面的研習。

5.觀摩研討：受訓人員分組或集中參觀公私立機構，實地觀察業務，並

提出研討心得。

6.國內外進修考察：由各機關選派受訓人員在國內、外教學或訓練機構參

加受訓或攻讀學科、學位，或出國考察相關業務。

[註 34] 以符合人民的需求

　　公務人員的培訓應滿足四種不同對象的需求 (任可怡，民 87) ：

1. 國家

2. 組織

3. 部門或團隊

4. 個人 

[註 35] 同年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培訓

　　所謂「培訓」，是根據公務員所任職務和工作的需要對其進行「再教育」的過

程，廣泛包括訓練、進修、發展等觀念 (鄭吉男，民 87)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培訓處的職掌即包括公務人員的訓練與進修事項。 

[註 36] 個別機關往往因應個別的需要訂定單行的規章或辦法以為遵循 

　　現行有關公務人員進修訓練的法規，分別是由考試院與行政院分別訂定頒

布，各種與訓練有關的法令分別有：



1、訓練制度方面的法規

      (1)屬於考試院主管的法規 

 「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32.6.10制定，35.5.25修訂) 及其施行細    

    則 (32.11.10制定) 

 「公務人員進修規則」(32.12.22發布施行，71.7.15修正) 

 「加強公務人員進修業務要點」(70.3.19銓敘部發布施行)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86.5.21發布，87.6.15修訂)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86.7.25發布施行，87.6.29修正) 

     (2)由行政院主管的法規

 「公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76.4.2發布施行，87.6.30修正) 

 「選送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施計劃」(81.1.20)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77.8.3發布施行，

    87.3.12修正)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在職訓練作業準則」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77.8.3)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知能補充訓練實施要點」(75.9.11訂定)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實施要點」(76.5.14訂定) 

2、有關訓練機關組織的法規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85.1.26公布施行)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組織條例」(85.1.3公布施行) 

 「國家文官培訓所組織條例」(87.11.11) 

 「行政院所屬訓練機構聯繫會報實施計劃」(82.6) 

 「台灣省訓練機構聯繫會報」(82.9) 

3、有關訓練技術的法規

 「公務人員訓練作業規範」(行政院頒布施行) 

4、與考試相關的訓練法規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八、二十條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86.7.25發布施行) 

5、與任用相關的訓練法規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四條(89.5.17考試院通過) 

 「委任公務人員晉陞薦任官等訓練辦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升遷考核要點」第十點 

 「加強行政機關人才延攬培育與運用方案」(70.7.25)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知能補充訓練實施要點」(75.9.11)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實施要點」(76.5.14) 

[註 37] 省政府

　　精省後原台灣省政府所屬訓練機構已分別改隸行政院各相關部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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