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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保訓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保訓會(培訓處)掌理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訓練之研擬、規劃、執行及委託事項；培訓所組織條例第二條

第三款規定，培訓所掌理公務人員政治中立訓練事項；另於民國九十一

年一月三十日制定公布施行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二條規定，行政

中立訓練由保訓會辦理或委託辦理；第十條規定，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

行政中立，由保訓會辦理行政中立及有關訓練，或於各機關學校辦理各

項訓練時，列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相關課程。上述規定明定文官行政中立

訓練為保訓會及培訓所法定職掌，規劃訓練責無旁貸。值得討論的是：在

保訓會及培訓所欠缺訓練能量之情形下，如何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分工？

又假設在眾多公務員需要訓練的情況下，保訓會及培訓所在文官行政中

立訓練中應著重於扮演何種角色？在討論之前，謹先就行政、考試兩院之

訓練權責分工及考試院、保訓會、培訓所間之權責分工現況作一說明(參看

圖三)：　　

一、行政、考試兩院之權責分工

　　訓練為人事行政之一環，在三權分立國家，一般文官之訓練附屬於

行政權。然在五權憲法架構下，因憲法第八十五條未對訓練權責加以規定

訓練是否當然含括在考試權獨立行使的意義與範圍之內，人事行政學界

及實務界一直有不同之看法。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修憲，憲政架構一方面保持五權分立制度，另一

方面賦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法制化之法源，為釐清彼此訓練權責，行政、

考試兩院正式開始對訓練權責之歸屬展開協商。現行訓練體系、法制之形

成及權責分工，基本上是在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四日兩院副院長協調達成

之共識下建構。其共識如下： 

(一)組織部分

1.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設「公務人員訓練中心」(現稱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2.考試院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二)職掌部分

1.訓練方面

(1)考試院掌理訓練之政策及法制事項、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訓練

文官中立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陸續納入升官等、升資訓練)

(2)行政院掌理所屬公務人員專業訓練、一般管理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



2.進修方面

(1) 考試院掌理進修之政策及法制事項。

(2) 行政院掌理其所屬公務人員進修之執行事項。

　　依上開共識運作，行政、考試兩院所屬訓練體系互不統屬，僅有協調

合作或委託關係；即考試院無權直接命令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各級地方政

府辦理某項訓練，除非立法特別授權或透過行政程序協調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共同辦理或委託辦理。

　　就文官行政中立訓練而言，新近制定公布施行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

法已授與考試院要求各機關學校辦理訓練之權力；該法第五條規定：「為

確保公務人員嚴守行政中立，．．．由保訓會辦理行政中立訓練及有關

訓練，或於各機關學校辦理各項訓練時，列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相關課

程；其訓練辦法，由考試院定之。」依法，考試院有權力要求各機關學校

辦理訓練時，列入文官行政中立課程，並有權規範如何實施訓練；惟實

際執行上，仍有必要與行政院進行溝通協調，以決定適於加入文官行政

中立課程之訓練類別、適當之訓練時機、時數、內容、方式、教材及認證等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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