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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政府在推動各項政策或行政措施時，會因為時空的轉換、執政者的想法、社會

的反應及民眾的需求，需要有新的作為，因此改革成為政府的一種決心，通常政府

的改革可以分成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組織面，因為原來的組織結構或功能受到

組織功能的新發展或縮減，無法有效對應新事務，必須加以調整，所牽涉的部分可

以是部會間組織的合併或精簡，例如中央行政組織改造案、或是台灣省政府精簡虛

級化，也可以是因組織定位的改變而產生的改變，例如五都升格的組織架構的提

昇，也有各行政機關因內部任務或工作需要，而有組織的調整措施，例如地方政府

因地方特性，設置原住民或客家委員會等行政部門，這些組織的調整由於有適當的

作業時間，同時也能考量受影響員工的情境，雖然有較大的變動，一般而言，在其

過程中，較少有不滿的反應。第二個面向是管理面，因為社會反應行政績效不佳，

或是政府有新的施政理念，或是受到外國政府改革的影響，需要新的觀念或管理運

作方式，因此推動新行動，大的行動如行政革新、政府改造、行政法人、行政中

立、民營化等，小的行動如各行政機關推動組織學習、標竿學習、服務品質管理、

契約外包、策略管理、政府行銷、電子化政府等，雖然這些新觀念或新措施會帶給

公務人員新的壓力或新的挑戰，畢竟是針對行政事務的改變，對公務績效的運作或

提升有其實質效應，公務人員只要調整態度即可適應，而且不斷的改革，對他們而

言，也已習慣去調適新的要求。 

政府政革的第三個面向是人事改革，因為時代的變化，公務人員的人事制度也

需要有所改變，使政府在公務人員的取才、用才、育才、留才等方面能有更好的結

果，以促使政府的運作更有績效，因此人事改革可以從理論的新發展去進行，例如

引進人力資源管理及人力資本的觀念，視公務人員為重要的資源或資本，配合組織

目標，採取策略性的管理，使人力能發揮最高的效能，因而組織必須要關切員工的

工作和生活，使其能在組織的照顧下，集中心力努力工作；人事改革也可以因為事

實的需要，修改人事法規，使人事行政的運作能更有效能，例如考試制度的改進、

公務人員訓練方案的改進、考績制度的修改、公務人員退撫制度的調整，公務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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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規定的法制化等，這些改變是針對公務人員而來，因而會影響公務人員的權益

問題，自然會有較強的反應，因此人事改革需要更大的用心和耐心，不僅要達到改

進的目的，也要考量公務人員的心態，強力的改革可以從制度面的角度達成目標，

但忽略員工的心理面，所造成的員工影響，可能會帶來另一方面的負作用，公務人

員制度需要改革，但公務人員也需要政府的關懷和尊重，這也是近代人力資源管理

會加入關切員工的觀點之故，因而推動人事改革的態度跟其他改革有所不同，這是

推動人事改革時，不能忽略之處。 

本期共刊出四篇論文，第一篇研究公務人員福利事項權屬與法制化，討論重點

為年終慰問金的刪減，此論點曾引起社會輿論的熱門話題，因此該文以此主題加以

探討，具有時代意義。該文認為行政院近期在立法部門強烈壓力下，作出大幅刪減

退休公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決策，衍生出許多公法上的問題，由此角度，藉由文獻

研究及立法學研究等方法，探討公務人員福利事項之分工權屬、項目及適用法令、

有否法律保留原則適用等，並提出相關檢討及修法建議，以期作為有關機關政策決

定的參考。 

第二篇論文為我國推動公務人員考績丙等比例的政策衝突分析，此主題也是近

年來公務人員考績制度改革中的最具爭議的議題，該文認為考試院在修改公務人員

考績法時，要以明文規定具強制性的考績丙等比例來達到汰劣的目的，但遭遇行政

機關、立法現及司法體系的反彈，造成政策衝突的現象，因此該文透過文獻分析

法，先回顧我國推動公務人員考績甲等與丙等比例的歷程，再從議題、各政府部門

的反應、平面媒體與網路等三個面向，分析推動考績丙等比例的政策衝突，並歸納

出利益、權力及選票三項核心的衝突，主張考績制度需要改革，以提升政府績效，

但對於是否要設丙等比例，作者提出其個人見解。 

第三篇為台灣六都「1999 熱線」的質化分析，用以揭開地方文官回應民意的秘

箱，由於傾聽民意、回應民意已成為施政最重要的工作，為改善政府與公民關係，

各地方政府加強運用資通訊科技，做為加速傾聽與回應民意的管道，近年來地方政

府依循企業客服中心而設立的 1999 市（縣）民熱線，而地方文官的裁量判斷，成為

民意是否能被有效回應的關鍵，該論文藉由對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

高雄市以及桃園縣等六都處理「1999 熱線」陳情案件之主政文官的深度訪談分析，

以及相關理論文獻的對話討論，綜合提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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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主題是影響原住民族鄉鎮市區公所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的因素，該論文

基於代表性官僚理論，以原住民族地區 55 個鄉鎮市區公所為研究對象，並以機關為

分析單位，運用多元迴歸分折，探究影響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的因素。 

在測量原住民族消極性代表方面，採用代表指數法與 Pitts 指數兩種測量方法，

另外也採用敏感度分析，確認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的最適條件，最後在研究發現

中，提出討論與政策意涵，該論文的研究除了彌補國內缺乏消極代表影響的探討之

外，對於原住民族公務人員的甄補以及原漢之間的互動，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期的前兩篇論文都是以具有較多爭論的議題探討，本刊基於學術中立，尊重

審查委員與作者的互動意見，其論文所提意見不代表本刊的立場，由讀者自行判

斷，第三篇針對六都 1999 熱線的民意回應來探討，是不同於相同主題的獨特角度的

分析，值得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參考改進，第四篇更針對原住民族的消極代表性探

討，也是一般少有的探討主題，總之，這四篇論文都有其特色，值得用心一讀。 

從本期開始，編輯委員稍有變動，新陣容的成員會本著本刊一向嚴謹的態度，

更加用心於論文的審查及刊出，同時本刊也在此基礎下，得到許多大學的學術認

可，同意本刊為符合教師升等的重要刊物，因此特別要感謝過去的編輯委員、審查

委員、作者及編輯人員的辛苦，也希望作者及讀者繼續支持本刊，使本刊能有更好

的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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