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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屆第 236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 年 5月 16日上午 9時

地 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出席者：伍錦霖 李逸洋 張明珠 蔡良文 張素瓊 周志龍

謝秀能 何寄澎 蕭全政 馮正民 周玉山 周萬來

黃婷婷 楊雅惠 詹中原 黃錦堂 陳皎眉 王亞男

趙麗雲 陳慈陽 李 選 蔡宗珍 周弘憲 郭芳煜

列席者：李繼玄 施能傑(蘇俊榮代)袁自玉 許舒翔 曾慧敏

郝培芝 林文燦 葉瑞與

列席者
請 假：施能傑公假

主 席：伍錦霖

秘書長：李繼玄 紀 錄：薛瑞慶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235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 234 次會議，李召集人逸洋提：審查銓部提報監察院調

查有關公務員以自然人身分兼任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相關適法性疑義一案報告，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

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0 日函復銓

敍部。 

決定：洽悉。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無）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郭主任委員芳煜報告)

：「考試院第 12 屆施政綱領之行動方案」－精進身心障礙

人員特種考試之效能執行情形。

周委員萬來：1.對於身心障礙人員從事公職，無論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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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面，本院一貫秉持鼓勵與保障政策，尤其此次制定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更考量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

包括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經專業評估機制證明

終生無工作能力）任職 15 年者，應准其自願退休。茲就保

訓會在基礎訓練執行實況提出個人淺見，敬請參酌。會在

報告中提及未來推動重點有三：一為落實參加實體基礎訓

練；二為採併班訓練，營造互動氛圍；三為設計網路線上

學習基礎訓練綜合評估意見調查表，瞭解學習阻礙與困難

。其中第二項推動重點，會主要考量對於身障人員應著重

無障礙、公平機會原則，免於標籤化；同時，與一般受訓

人員併班訓練，經由緊密的互動過程，實際體認身障人員

的不便，進而落實關懷、平等及尊重多元價值。本席曾受

邀擔任專題研討主持講座，就實地觀察，能否提升前述學

習成效，仍有待評估。經查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

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專題研討成績占受訓成績 30％，惟

鑒於是項特考有其特殊性，可否研修該辦法，排除專題研

討課程，另定合乎身障人員相關課程。2.補充說明：本席

意見非指身障特考錄取人員與一般考試錄取人員併班進行

基礎訓練，而係基礎訓練之專題研討課程，允宜就身障特

考錄取人員有不同之處理，包含主持講座用語及講評等，

與一般考試錄取人員應有所區別。蓋一般考試錄取人員對

專題研討課程分組討論、詢答及研討表現等已感十分緊張

，遑論身障特考錄取人員。本席認為，身障特考錄取人員

有其特殊性，其進行專題研討課程之成效容待商榷，爰建

請會研究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有否檢討修正空

間，俾利落實保障身障者權益。

郭主任委員芳煜補充報告：對周委員萬來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考銓業務報告(蘇副人事長俊榮代為

報告)：精進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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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慈陽：1.敬佩人事總處所作各項協助身障特考錄取人

員措施，報告所示各項作為均十分完整，然近日本席參與

分區典試工作，至各地方行政機關（包含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人事單位）實地所見，仍與書面資料有所落差，例如機

關雖設置無障礙措施，但設置處所偏遠，實際使用須繞行

整棟建築物方可進出，不利身障公務人員使用，對一般洽

公身障民眾亦極為不便。建請人事總處能與相關機關協調

，並透過學者、專家了解身障者保護及實際各項輔助工具

運用方式，協助地方機關提供身障者友善支持環境，落實

國家保障身障者權益之理念。2.肯定副人事長承諾努力作

為。對於身障者就業權益保障與友善職場環境，不僅本院

非常重視，行政院也極為關注，此與我國人口結構老化問

題亦有相關，即有助於建構未來公務人員（或民眾）延後

退休，工作年齡提高後之職場環境，建議未來人事總處相

關報告提報院會前，可先就特殊個案進行實地訪查，將使

報告更為具體充實。

陳委員皎眉：1.感謝部會及人事總處對身障者考試、任用、

訓練及職場適應等各方面之努力與協助，提供友善環境增

加身障者服公職之機會。2.本人最關心的是關於人事總處

所報告的身障特考錄取人員退離情形。身障者極不容易的

通過考試、訓練，至機關任職後，為何仍有許多人辭職？

從報告表 5「 103 年至 107 年本項考試及格且退離人員離

職原因統計表」來看，辭職人數（32 人）占所有退離人數

（47 人）的 68.1％，自行辭職比例非常高。銓敍部於 103

年 9 月 4 日報告身障特考及格人員之銓敍審定事宜時，亦

曾報告其離職情形，85 年至 103 年身障特考錄取人員退離

原因首位亦為辭職，退離人員 118 人中，有 47 人為自行辭

職，占 39.8％，當時本席表示，在國考錄取如此困難下，

身障者錄取任職後仍會辭職的原因，不外乎工作環境不盡

友善、無障礙設施不足、工作內容未依障別作適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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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身障者工作困難。近年來，部會及人事總處均已針對

上開原因進行很多努力，應有大幅進步，惟本次報告 103

年至 107 年身障特考錄取人員離職原因，仍有 68.1％為辭

職，比例似乎較 85 年至 103 年更高，值得注意。但兩次統

計內容有些不同：年度期間不同（85 年至 103 年及 103 年

至 107 年）；離職原因分類不完全不一致，但大致仍可歸

類比較；各年度身障特考錄取人員總數不一樣等等，但因

係以平均數比較，仍有極高參考價值。未來建議統計資料

呈現能更完整，便於進一步分析，以及統計數據須更精細

，例如深入了解辭職原因，以利協助身障特考錄取人員解

決困難；另一方面也希望，在部會及人事總處投注諸多心

力後，未來 3 至 5 年的報告，能顯現出身障特考錄取人員

職場適應情況已有大幅改善。

趙委員麗雲：有關人事總處自 85 年以來已舉辦 20 次身障特

考期間，於查缺、報額、分發、安置暨協助錄取人員調適

工作所作之努力深表感佩；但由於歷來（近 5 年統計表詳

見 P.4，表 5）本項特考及格者離退率較之其他一般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人員而言大幅偏高（近 5 年共 47 人，含辭職

32 人，約占同期間總及格人比率近 6％），且有男性比率

遠高於女性情形。對此本席曾於過去院會中多次詢問，並

建議進一步了解原因，同時針對問題予有效紓解，未讅後

續辦理情形如何？敬請人事總處於會中或會後續處回應，

俾免考選資源虛擲，並期未來查報缺額、考選、培訓及相

關配套措施之改善有以憑據。

謝委員秀能：1.就報告第 4 頁「103 年至 107 年本項考試及

格且退離人員離職原因統計表」以觀，近 5 年共 32 人辭職

，建議人事總處詳細了解渠等為何辭職；其次，建議下次

報告能分別針對簡薦委任三官等之各項離職原因（特別是

辭職）詳加分析，納入統計表，俾供參考。2.呼應陳委員

慈陽意見，我國制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最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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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

、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至於如何落

實，至為重要。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 條第 1 項

規定略以：「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同法第 2 項規定：「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目

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衛生、教育、勞工、金融及

警政等至少 16 個，雖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福部，惟實際執行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確保身障者權益，請教目前

行政院有無透過上開為數眾多之目的主管機關，建立整合

平台或聯繫會報，以檢討各身心障礙權益保護措施之落實

程度？又各機關是否均能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做到

環環相扣，以具體落實上開立法目的？請人事總處說明。

蔡委員良文：1.有關報告第 4 頁表 5 「103 年至 107 年本項

考試及格且退離人員離職原因統計表」部分，本席曾建議

增加身障特考錄取人員之工作及生涯發展之分析資料，本

次人事總處已提供近 5 年工作近況及發展情形，建議能將

統計資料延長為身障特考 85 年開辦至今之數據。2.肯定人

事總處協助身障特考錄取人員各項措施，包含優化選填志

願系統、充實考試職缺資訊、進行跨部會合作及鼓勵機關

提缺，並提出身障特考職缺工作內容常見錯誤態樣及建議

替代文字一覽表等，可證「修行就在護心」之理，護心時

又以護口、修口為要，正所謂「慎言語養德行」，達到「

和睦無諍」之境域!於團體、社會，乃至朝野之間，當特別

留意溝通時之用字遣詞；人事總處能研提建議文字與相關

意見供參，實為進步舉措，合乎本院所核定各機關公務人

員核心價值之關懷情。關懷包含三面向，舉其要者，為對

人文關懷、多元文化素養、寬容民主態度，及各族群（包

含弱勢團體）之互相尊重與包容，社會方能更加和諧。此

外，有關本次院會臨時動議第 4 案―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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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 條、第 4 條及第 11 條修正草案，部及院二組均同意

行政院意見，據部函說明略以，行政院考量總量限制公立

醫院醫事人員不利公立醫院運作，爰排除計入第一類人員

員額，並將第一類人員高限調降 12,100 人，其細部思維與

動態為何？請人事總處說明。

李委員選：肯定人事總處針對精進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人員考試效能的報告，本席亦極為關切退離人員離職原

因的分析，身心障礙人員就任公職為政府呈現關懷的指標

之一，但其就職狀況，是否能因應職場需求？此為各界關

切的議題。本席請教身心障礙者就職時，各機關(構)提供

何種輔導機制？哪些機關(構)離職最多？哪些機關(構)則

最為穩定？資料若能再精準，有助於共思如何改善，而非

冰冷的數字，使政府的關懷美意失去意義。建議人事總處

將此做為專案，針對離職的 47 人深入分析其工作場所及職

務性質、工作設計、遭遇之困難、障礙別及輔導方式等，

有助於發現原因與改善問題。

蘇副人事長俊榮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四）秘書長工作報告(李秘書長繼玄報告)：

１、本院所屬部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關行動方案「精進

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之效能」項目執行情形。

２、有關赴立法院協商本院職員編制事宜及後續立法院朝野黨

團協商會議情形。

蔡委員良文：1.有關行動方案「精進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

之效能」項目執行情形部分，敬佩本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對

於行動方案跨部會執行情形之整合成效，相信有目共睹，

並表敬佩。2.關於秘書長赴立法院協商本院職員編制事宜

及後續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會議情形，本案上至院長下至

各級文官均齊心協力，至為感動，據報告指出，未來將持

續關注後續發展與相關立法動態及時提報院會，本席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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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月委員，謹簡要說明相關概念供參。經論云：「吉凶以

情遷」及相關福禍相伏倚的道理；古語有云：「乾坤倒覆

，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若動而靜，似去而留

，可以神會，難於事求。」即動即靜思維體用一如的心境

。另經論亦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以上均為本席藉聖賢微妙法語，謹提供秘書

長處理本案參考。

趙委員麗雲：有關本院組織法於立法院之後續協商事宜，5

月 9 日召開之全院審查會已作有決議（詳見今日院會臨時

動議第三案），請秘書長照辦；對蔡委員良文於本案所表

達之言、行及建議，請秘書長務必慎酌，俾免誤信礙及院

務之前程發展及委員形象、評價。

李秘書長繼玄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五) 考選部業務報告(蔡部長宗珍報告)：

１、考選行政：鈞院第 12 屆施政綱領之行動方案―「精進身心

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之效能」項目執行情形。

２、考試動態：10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 108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

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決定：洽悉。

 (六) 銓敍部業務報告(周部長弘憲報告)： 

１、考試院第 12 屆施政綱領之行動方案—「精進身心障礙人員

特種考試之效能」項目執行情形。

２、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立法委員聲請解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關於退休所得部分規定是否違憲，舉行公開說明會

之情形。

周委員玉山：今天請教周部長，所謂年金改革的發展。依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統計，民國 107 年底，中央及地方

政府潛藏巨額的債務，達 17 兆 8,253 億元，較前年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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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3 億元，主因為軍公教退休金，依軍人年改方案重新

精算後，增加 1 兆 909 億元。未來 30 年政府的潛藏債務中

，勞工保險占了 9 兆 7,174 億元，而由政府負擔的舊制軍

公教人員退休金，106 年依公教人員年改方案精算後，減

少 1.4 兆元。但是，107 年依軍人年改方案精算後，增加

近 1.1 兆元，主因為立法院通過的軍人年改方案較優渥，

逾 9 成的現役軍人月退不減反增，使得軍職人員的退撫經

費增加。此外，國民年金保險 8,214 億元，農民健康保險

821 億元，地方政府積欠健保補助，以及 18%優惠存款差額

利息共 331 億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金潛藏的債務，達 2

兆 4,717 億元，若加計公教人員保險 1,060 億元、軍人保

險 442 億元，新舊制軍公教年金潛藏的債務，合計 7 兆

1,713 億元，占政府潛藏債務的 4 成以上。勞保和軍人退

撫是國家財政最迫切的危機，但勞保牽涉人數較廣，改革

方案出爐後，從未進入立法院排審，一步不動。軍人退撫

的洞越補越大，未來還須國庫持續撥補，這個政府卻拿所

謂年改為政績，蔡英文女士說：「年金改革做完，讓年金

不會變成國家財政的黑洞，國家財政才會穩定，才可以有

錢投資與建設。」不知她看的是哪份報告？改革的方向錯

誤，國家財政的黑洞伊於胡底？所謂年金改革，既不永續

更不適足，公教人員如何心服？年金不改制，勢必一砍再

砍，而且終將破產。容我重申，唯有年金改成確定提撥制

，方能解決制度問題，力求財政永續，確保世代正義，全

世界的年改幾乎都如此。私校退撫改制 10 年有成，勞退新

制也已 14 年，皆為確定提撥制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實例，徹

底解決了破產危機。數字是誠實的，政治是現實的。主計

總處的數字，令我痛心臺灣的政治。謊言令人錯亂，首先

錯亂的是說謊者。印度聖雄甘地指出，謊言就像流沙，如

果持續往上堆疊，堆成的沙堡終會倒塌下來。在歷史的長

河中，它微不足道。部長是誠實的人，想必同意此說吧。



- 9 -

謝委員秀能：有關銓敍部重要業務報告「考試院第 12 屆施政

綱領之行動方案—『精進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之效能』

項目執行情形」，本席肯定銓敍部同仁推動本項工作執行

情況，以下另有 1 項問題請教：依報告第 1-3 頁所示，本

項工作目前執行進度與成果包括如下 4 項：1.鼓勵行政院

以外機關踴躍提報考試職缺、2.提供考試錄取人員友善選

填志願及職場支持服務措施、3.適時協調用人機關提供考

試錄取人員相關協助與 4.統計身障特考及格經本部銓敍審

定之現職人員概況。本院自民國 85 年開始舉辦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後續 88 年、90 年各舉辦 1 次

，92 年起則改年年舉辦，迄 107 年止共辦理 19 次，計錄

取 4,238 人。惟渠等在公務體系的考績，根據銓敍部 103

年的統計指出，身障特考錄取者在考績部分，獲得甲等整

體平均比率為 58.89%，98 年更曾經低到只有 50.84%；以

102 年為例，身障特考錄取者甲等比例為 55.66%，遠低於

全國委任公務人員甲等比例的 67.88%。請教銓敍部，上開

關於身障特考錄取者的考績，近 5 年來的狀況是否有改善

？其整體甲等、乙等考績的比例與其他公務人員比較情形

為何？因為在本次報告，比較多提及的是身障特考的考選

、進入公務體系服務的改進措施，報告中未著墨於身障特

考錄取人員者的考績、陞遷分布情形，無從得知渠等在公

務機關的表現為何？又請教銓敍部與人事行政總處，針對

身心障礙特考及格人員的考績與陞遷狀況，是否有何種照

護措施或辦法，以鼓勵並照顧身心障礙特考及格人員的權

益？另建議下次銓敍部報告此項業務時，提供身障特考及

格人員的考績與一般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的考績比較分

析表，俾以檢討改進身障照顧對策，落實權益保障。

周部長弘憲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 10 -

乙、討論事項（無）

丙、臨時動議

一、銓敍部函陳政務人員法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請討

論。

決議：1.交全院審查會審查，由李副院長逸洋擔任召集人。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銓敍部函陳政務人員俸給條例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

請討論。

決議：1.交全院審查會審查，由李副院長逸洋擔任召集人。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三、李召集人逸洋提：審查秘書長工作報告有關立法院召開朝野

黨團協商會議併案協商立法委員提案修正本院組織法情形一

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四、銓敍部議復行政院函送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3 條、第 4

條及第 11 條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一

案，請討論。

決議：1.照部研議意見通過，同意會銜。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五、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典試委員名單、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命題委員、

審查委員 565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10 時 35 分

主 席 伍 錦 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