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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政府推動的許多政策或措施，常遭遇民意的反對，影響政府的行政績

效，遲滯了國家的發展，由於政府的政策總是有其規劃過程，需要經過多方的考

量，才會公開宣示，並送請立法機關審議，但為何依然受到民眾的批評，反對黨固

然是很大的反對力量，但若政策是切合民意，對人民有利，反對黨也未必敢反對到

底，因此問題就回到政策本身的爭議性，如果政策未能經由各種管道，向民眾充分

說明，民眾在未瞭解政策本意的情況下，就容易接受新聞媒體的導引，產生各種不

同的意見，由於公務人員受官僚體制的影響，比較在意本位的作法，缺乏與民眾溝

通的思考，因而極易出現未能積極溝通，造成民眾的誤解。此外，如果在政策設計

的過程中能夠透過適當的公民參與，或多徵詢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納入較多的民

意，反對的聲音自然會較少，因此政府政策的是否能順利推動，除了政策本身要減

少爭議性外，也要看公務人員有無考量民眾的溝通和反應。 

傳統的公務人員訓練，傾向於政府組織管理方法的改進、績效的提昇、服務品

質的改善，偏向組織內的改革，較少注意組織外的世界，也就是對民間社會（公民

社會）的變化，未能提供適當的資訊，協助公務人員瞭解公共政策所要面對的民眾

情形，使他們在思考政策或行政作為時，能夠事先在心中有個可能的圖像，因而能

對未來可能的情況有所反應。這種公民社會的概念，有些人認為是要有反抗政府的

作為才是公民社會，因此不被納入公務人員的認知中，事實上，隨著非營利組織的

興起，經由民間力量協助政府進行各種福利輸送，不僅省下政府資源，也呈現其積

極的效率和效能面，因而由非營利組織為主體的公民社會，反而成為政府推動公共

服務的最好幫手，這種由非營利組織和人民所組成的公共領域，可以進一步討論其

中的公民參與、社區參與、志願服務、社會運動、公民教育和能力、公民記者等，

甚至可包括抽象式的社會資本和社會課責，使公民社會在各種方面的行動展現，可

以透過適當課程的安排，讓公務人員瞭解公民社會有多大的動員能量，理解人民力

量可以展示是支持或反對，如此公務人員才會在意民眾的反應，也才知道要如何去

考量民意對政府政策的影響，才會努力向民眾溝通，並設法納入民眾的意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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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避免好作為卻得不到民眾支持的困境。 

本期刊出四篇論文，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篇探討地方政府員額評鑑指標的建立與執行，五都的改制改變地方政府的

地位與組織規模，帶動了組織員額的增加，需要透過評鑑來檢討機關人力配置與人

事管理的適當性，因此先要從現行中央員額評鑑規定及國外相關研究，歸納出地方

政府建立評鑑指標的考量，針對評鑑需求與機關特質進行多層次規劃，並檢視地方

政府評鑑執行的可能問題，提出以自我改善為核心的員額評鑑指標及其配套應用。 

第二篇討論我國移民管理之政策與發展，先將移民政策相關之發展區分為三個

階段，即早期、近期及當代移民政策之發展，再論述移民管理在實務上的發展，包

含我國移民管理相關措施之發展，警政與移民相關議題之新發展，以及各國移民管

理與社區警政策略之新發展，引進先進移民大國活用社區警政、將新移民融入社區

的經驗，以及從移民社區中，獲取相關夠非法移民的情資，對我國移民管理有甚多

借鏡之處，最後建議我國實宜建立人權與社會安寧兼容並蓄的人口移動政策。 

第三篇探討外部環境變遷下的公部門人才管理策略，因政府機關常面臨許新興

複雜議題所產生的外在環境的挑戰，考驗著政府的因應能力，所以需要有良好的人

才管理策略，才能有效處理來自全球與國家層次不同力量交錯影響的各項公共議

題，該論文從探討人才甄選、能力建立與人才留用三項人才管理策略的重要內涵，

來檢視我國現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相關人才計畫現況，進而提出研究建議。 

第四篇討論政府機關職務代理之法制化，因現行政府機關公務員請假或職務出

缺，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辦理職務代理事宜，惟其規定係屬行政規

則位階，內容規範並不完整，同時「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著重在現職人

員代資格，及聘僱非現職人員代理出缺職務之條件，但職務代理定義、代理人及被

代理人權利義務規範之說明，並不明確，在實務操作上常生困擾，故實有重新架構

職務代理制度之必要，該文藉由文獻研究法，從實務學說及相關國內外立法例，探

討政府機關完整職務代理架構之雛型，並試擬職務代理管理辦法草案，供主管機關

參考。 

本期四篇論文都是針對我國政府現行運作的人事制度及移民管理政策進行研

究，不僅針對實務深入分析，也能援引國外的理論和實例來加以對照討論，深化實

務的探討，使其有更廣泛的應用價值，不致於停留在制度面的基本討論，值得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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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用心閱讀。 

最後要感謝本刊的編輯委員、本期的審稿委員及考試院的編輯同仁，由於他們

的用心及合作，才使本期順利出刊，同時也要感謝投稿者願意投稿支持本刊，使本

刊能夠維持高度的學術水平。 

文官制度季刊 

主編  陳金貴 

2014 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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