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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參、問題分析 

　　考選制度的問題，主要涉及考選方式、考試類科設計、應考資格、應

試科目、命題及閱卷、公告後增加錄取名額、錄取人員訓練、限制轉調、試

務委託等面向，其實質內涵大部分皆涉及考用配合之問題，然為強調本

研究主題配合之問題，以下分為考試與任用之問題、考試與教育之問題、

考試與訓練之問題〔註３９〕，依序提出。

(一)考試與教育之間的問題

1.系科列舉的問題：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技術類科別採列舉科系方式規範

應考資格，惟在大專院校科系不斷增加或變更名稱情況下，列舉科系難

以窮盡，會影響未列舉科系畢業生應考權益。

2.應考資格的認定問題：此一問題，在教育問題的部分已有說 明，現行

進修教育管道發達，可考量開放具有進修教育學力者應考，不必限於正

規教育畢業或特定科系畢業者；特別是在推動終身學習的社會，應考資

格不應限於採認正規教育學歷。

3.限制未服役者應考的問題：限制未服役者(主要為應屆畢業生 之男生或

在學之男女生)應考的實益，值得商榷。按八十五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

結果，為落實考用合一，排除未服役者應考，理論上，提報缺額之用人

機關可在可預測的時間內獲得人才補充；惟從開發、儲備人才的觀點，並

在「列冊候用」制度的輔助下，考選機關實應主動發掘有志應考之人員，

而非將之阻擋於門外，俟其服完兵役回來，可能已改變擔任公務人員的

意願。

(二)考試與訓練之間的問題

1.委託訓練的問題：基礎訓練委託不同訓練機關(構)辦理，訓練機關(構)

素質不一，且主管機關無法監督，影響訓練成效。

2.訓練是否納入成績計算的問題：為落實訓練功能，訓練不能僅為考試

過程之一，訓練成績應占考試及格成績之一部分。但也有不同意見認為，

訓練成績評量之不確定因素太多，為維護考試公平性，訓練成績不宜列

入考試及格成績計算。

3.實務訓練與試用合併的問題：實務訓練實際上係在執行職務，其實質



功能上與「試用」並無差別，二者可考量合併擇一。如選擇實務訓練，則

訓練期間應予延長，並開缺訓練，讓考試錄取人員專心接受訓練。

(三)考試與任用之間的問題

1.單一筆試的問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八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採筆試、

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及論文

等方式行之。除筆試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式。前開規定已賦予考選主

管機關彈性運用考試方式，但實際情形是，主要大型考試，或所謂之主

流考試，均以筆試為主。

2.口試方式的問題：部分考試雖採筆試、口試舉行，但口試發揮之功能有

限。依據八十四年考選部考選工作研究委員會研究報告指示，現行口試制

度存著：口試評分項目過於簡略、口試成績錄取標準與所佔總成績比例缺

乏一致規定、口試委員之遴選未顧及專業需求、缺乏結構性評分量表、口

試發問時間及時間不定等缺失。

3.考試類科簡併與否的問題：現行設有二十八個職組五十八個職系，依

據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有些職系僅設一考試

科別，有些則設五、六個考試科別。最常引發討論的是，一個職系究應設

幾個科別才算適當?進而產生簡併考試類科必要性之探討?贊成類科大量

簡併者認為，考試及格分發任職之公務人員，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

三條規定，取得同職組各職系之任用資格，而且另有不同職組單向調任，

及依職系專長認定要點調任不同職系之規定，在任用職系從寬的情形下，

考試類科之設計，應以職系為基準，不必區分過細。不贊成類科大量簡併

者，主要係基於專業性考量。因為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

適所之旨，以求人與事之適切配合，而考試類科之精細程度，直接影響

應試科目之設計，大量簡併結果，應試科目僅能取向於各個領域共同性

的科目。此外，類科簡併在實務操作會有下述問題：用人機關僅能就設置

類科報缺，考試時如不同意新增類科，則限制用人選才的範圍，或迫使

用人機關提報相近考試科別之缺額。

4.行政類科是否限制科系報考的問題：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行政類科任何

科系畢業者均可報考，有者認為不符職位分類之精神；另在考選效度受

質疑的情形下，不限系科報考，會影響公務人員的專業性。惟亦有認為可

以廣開人才之來源管道，只要其應考獲得錄取，即表示其具備應有的專

業能力，而能力不足部分，再由訓練予以補強。

5.報考高一等級考試是否應停年的問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規定，低一等級考試及格者，得報考高一等級之考試，無服務年資

之限制，考試及格人員為求取升遷，會分心準備考試，不安於工作，進

而影響其他人員之工作士氣。

6.限定性別報考的問題：部分考試或類科以用人機關特殊需要為由，限



制女性應考或分定男女錄取名額，理由過於廣泛，恐有違憲法第七條所

定之平等原則，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之工作權。

7.普通科目的界定問題：普通科目應否重新界定為以擔任公務人員應具

備的基本知識為主，如法學緒論、憲法、行政管理、電腦應用能力，而非

限於國文、憲法？

8.核心工作能力建立的問題：有必要建立工作類科之核心工作能力需求

標準，以為選擇考試方式、設計應考資格、應試科目之依據，以免應試科

目之設計，擺盪於學者專家意見與用人機關意見之間？

9.考試科目調整的問題：應試專業科目應隨考試性質彈性調整，不必硬

性規定普考及相當等級考試專業科目四科，高考及相當等級考試專業科

目六科。

10.題庫制度的問題：原為破除學校門戶之見的題庫制度，由於召集人及

命題委員遴選作業方式的偏差，導致試題偏向於記憶、背誦，而且無法配

合時勢變更，欠缺靈活性。進而限制應考錄取人員的特質。而閱卷及命題

委員來源，以大專院校為主，範圍過於狹窄，應擴大納入公私立學術研

究機構之學者、專家，或社會上專業人士，包括現職公務人員在內，並應

從嚴審核命題、閱卷委員之學經歷專長，而非依自填的專長遴聘。

11.公告員額增加的問題：公告之預定錄取名額，會影響應考人選填考試

科別，在第二次典試委員會大量增加需用名額，會影響考試之公信力。惟

第二次典試委員會前增加需用名額，亦可思考成協助用人機關解決人才

需求之方法，是一種彈性之作法。

12.試務委託的問題：有論者主張，屬於任用考試之特考，原則上均交由

用人機關自行辦理，用人機關有困難時，才由考選部辦理；或認為考選

部只辦理高普考暨全國性初等考試。但試務委託用人機關辦理，用人機關

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及能力？進者，是否會引發公信力質疑的問題？

[註 39] 考試與任用之問題、考試與教育之問題、考試與訓練之問題 

　　八十八年全國人事行政會議，考選部所擬第一分組中心議題：「強化考用

配合，改進考試制度案」引言報告提到，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公布施行後，公務人員考試制度較過去更趨公平合理，惟外界對現行考試

制度與任用之配合屢有改進之建議，考選部爰全面檢討分析，發現確有以下若

干問題存在：一、目前公務人員制度採正額錄取人員即考即用，並酌增錄取名

額，以應機關年度中之臨時用人需要；惟增額錄取人員有期限未獲遴用註銷資

格之規定，典試委員會爰多從嚴決定增額錄取名額，以致無法滿足各機關實際

之需求，而形成考用落差。二、試務流程繁瑣費時，人才甄補往往耗時數月，與

用人時效難以充分結合。三、考試類科設置區分太細，而任用時則又趨於彈性，

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三規定，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暨初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同



職組各職系之任用資格，因此，二者無法緊密結合。四、技術類科應以列舉系科

方式規範，常因系科名稱變動而有所遺漏；另低一等級考試及格者，無經歷及

年資之限制，立即得以報高一等之考量，使部分現職公務人員藉考試達到升遷

之目的，影響機關業務正常推展。五、各種公務人員考試方式，多以筆試行之，

筆試優點為客觀公平，且試務工作容易執行，但缺點則易流於記憶性的知識評

鑑，無法測驗出應考人之品性、潛能、處事態度、表達能力等。六、用人機關及考

試及格人員時有反應，特考特用永久制轉調之規定過於嚴格，不但影響特考及

格人員之生涯發展，亦增加用人機關人員調動之困難。七、公務人員考試法未明

文授權考試院得就應考人之兵役限制及性別條件另作限制，因此，目前部分特

考為期考用配合限制未役男性報考，其適法性遭外界質疑。參見八十八年全國

人事行政會議實錄，頁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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