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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新陞任第10職等
者？
施能傑* 政治⼤學公共⾏政學
系教授

“ 新陞任簡任第10職等的平均年齡跨越50歲，⼯作年資超過22

年，是否代表過度資深化？⽽陞任者來⾃非同⼀主管機關的占比相

當低，如何增加其跨部⾨⼯作經驗等，均是值得深思之處。新陞任

者女性比例持續增加，臺灣⾏政機關非警職的⾼階文官，將迎來女

性為主體的圖像。 ”

簡任官等可比擬成是公務⼈員的將軍官階，總⼈數⼀向不多，陞任簡任官

等職務並非易事。銓敘統計年報顯⽰2022年底⾏政機關有9,733位簡任第10
⾄第14職等⼈員，占全國簡薦委官職等總⼈數的5.92%，其中入⾨第10職等
4,378⼈占比就有近半數的2.66%；2012年時占比分別是5.47%和2.39%，可
⾒占比變動有限。

新陞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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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晉升簡任官等⾏列的⼈數，各級政府合計⼤致上是減少趨勢。2011年
⾄2015年期間多接近或超過七百⼈，此後多是五百餘⼈，2018年⼈數⼤增是
因縣市政府局處副⾸⻑職務調為第9⾄10職等所致，2022年⼈數⼜突然回升
為625⼈。整體⽽⾔，年改後各年度陞任⼈數多低於年改前。⽤各年第9職等
總⼈數為分⺟，同⼀觀察期間，實際陞任簡任官等入⾨職等比例也從5%，下
降⾄低於3%。

這群晉升⾼階職務者，趨勢是⾼比例都具備碩⼠學位，僅具⼤學學位占比持

續下降⾄23.1%。有74.2%新陞任者屬於中央政府機關，其中⾏政院各部會
合計占64.6%。⾏政院體系有75.2%來⾃所屬9個部（按：不含2022年8⽉成
立的數位發展部）和農委會（經濟、交通、教育和法務部是前四⼤，合計占

37.2%），退輔會、原能會、⾦管會和文化部合計另占10.5%。六都則有

16.1%占比。就⼈員類別⽽⾔，新任者有86.5%是外交、主計、⼈事和政風
以外的其他⼈員（如圖1及圖2）。



跨機關陞遷現象少

陞任⾼階職務者多數是循內部培養路徑。陞任者來⾃相同服務機關的占比多

在七成左右，來⾃相同主管機關（即同部會或同地⽅政府）的占比，多數年

度都超過86%以上。這樣數據可以解釋為，各部會不願意從⼯作⼤領域相當

有別的其他部會中，進⽤新任第10職等⼈員，專業領域⼈⼒發展明顯是臺灣
各級政府的⼈⼒運⽤主流。

全國平均有七成陞任者來⾃同⼀主管機關和同⼀服務機關，立法院

（93.3%）和總統府體系（83.6%）最⾼，其它四院體系也均超過七成；縣
市為68.7%，六都為55.8%。相對地，完全來⾃不同主管機關和不同服務機



關的全國占比是13.8%，⾏政院體系中新設立數位發展部幾乎全是如此，特
別⾼則是客委會的57.1%，另外明顯較⾼超過兩成的有勞動部（26.4%）、
文化部（26.0%）、公平會（25.0%）、故宮（25.0%）、法務部（24.1%）
和教育部（21.5%）。最後，有16%陞任者則是來⾃相同主管機關但服務機
關不同。更細數據可參⾒圖2。

陞任者平均年齡和年資持續增⻑

擔任第10職等所需公職年資，很明顯地拉⻑，2011年是17.78年，逐年增⾄
2022年的22.54年（如圖3）。過去⼗多年合計，年資15年以下者僅約占

18%，26年以上者是22%，多數介於16-25年間，仍有約6%具30年以上年資

者才有機會擔任第10職等。 

各級政府和各類⼈員的平均年資，都呈現同樣增加趨勢。2011年⾄2022年合
計，中央政府較低（20.44年），縣市政府最⾼（23.45年）。各類⼈員中，
外交⼈員（19.52年）和⼀般⼈員（20.79年）相對較低，主計、⼈事和政風

⼈員相對都較⾼接近23年，2022年更⾼。多數年度，在相同或不同主管機
關，或者相同或不同服務機關陞任者，平均公職年資差異都不顯著。

陞任第10職等平均年齡同樣有逐年增加趨勢，從2011年的46.68歲，急增⾄
2013年49.20歲，但此後緩步維持在50歲左右，2022年是50.74歲。⾄於陞任

者開始擔任第6職等的年齡，有降低趨勢，從2011年32.19歲降⾄2022年
30.47歲。

縣市（51.89歲）平均年齡最⾼，六都（50.06歲）和中央政府（49.21歲）依
序下降。政風⼈員（52.05歲）和⼈事⼈員（50.39歲）初任第10職等者的平
均年齡，略⾼於其他類⼈員，外交⼈員最低是48.11歲，全國平均49.61歲和

⼀般⼈員接近。

2014年以前在同⼀主管機關陞任之平均年齡有顯著較低的趨勢，但此後這個
趨勢消失，2017年後在同⼀主管機關陞任之平均年齡轉為顯著較⾼。2019年
前在同⼀服務機關陞任之年齡顯著較低，此後則無顯著差異。



女⼒持續晉升⾄⾦字塔⾼端

全國新陞任第10職等者的女性占比，2011年是39.0%，2022年已達44.0%
（⾼於現有第10職等女性占比的40.09%）。新陞任女⼒占比增加是各級政府
的普遍現象，⼈數最多的⼀般⼈員，中央、六都和縣市政府2011年⾄2022年

合計女性平均占比分別是42.1%、33.8%和30.7%，全國平均約是40.3%。各
級政府主計⼈員女性平均占比更⾼達76.6%，⼈事⼈員有55.2%，最低的是
各級政府政風⼈員僅有13.6%，以及中央政府外交⼈員的32.3%（如圖4）。

新陞任簡任第10職等者，女性平均年齡（48.53歲）和擔任第6職等年齡

（29.85歲），都比男性年輕 （50.33歲和32.18歲），差異也達顯著⽔準。
但是，薦任官等後⼯作年資（18.64年）和公職年資（21.32年）則比男性略
⻑，前者差距達顯著⽔準。中央、六都和縣市的女性和男性差距比較，都和

上述全國狀況⼀致，唯⼀例外是縣市女性平均年齡略⾼於男性（如圖5）。



⼀般、外交、主計、⼈事和政風⼈員的性別差異比較，則和上述全國狀況不

同。⼀般⼈員的女性，在四項指標上都和男性明顯有別，任第10職等和第6
職等的平均年齡分別年輕1.75和2.22歲，公職年資和薦任後年資則⾼於男性
0.65和0.61年。政風⼈員、外交⼈員的狀況完全⼀樣，政風⼈員的女性更年
輕（4.91歲）和更資淺（2.20年）。主計⼈員則是女性比男性的年齡略年

輕，公職年資更⻑（2.29年）。



⼩結

過去⼗餘年來，每年全國各級政府有機會陞任簡任官等入⾨第10職等的⼈數
占比不⾼，這本就是職務列等結構設計的結果，年改後因為⾼階職等者選擇

屆齡退休比例較年改前增加，出缺數量⾃然更向下降，公務⽣涯想陞任簡任

官等當終點的機會更形競爭。

能陞任第10職等者的平均年齡已持續增加到跨越50歲，所需⼯作年資也超過
22年，部分⼈員類別更⾼。換⾔之，距離屆齡退休準備階段，約略再有10年
⼯作⽣涯，對照多數第10職等職務並非擔當⼀⾯的主管職務，究竟這樣圖像
是否代表過度資深化，仍應該從整個文官職務列等設計、⼯作經驗和⼈⼒培

育運⽤等⾓度綜合思考。

陞任簡任入⾨職等者來⾃非同⼀主管機關的占比相當低，應該是代表文官⼯

作歷練是⾼度⼯作領域部⾨化，可以嫻熟處理領域內事務。循專業體系⼈⼒



發展模式晉升⾼階文官體系後，如何增加其跨部⾨⼯作經驗，讓政府決策有

更多⽅思考，也有利於執⾏協調溝通，這是值得深思之處。

最後，新陞任者女性占比明顯⾼於現任同職等女性占比，這表⽰未來簡任官

等女性整體占比繼續邁向接近半數，部分部會主管機關新陞任女性占比都已

過半。女性平均年齡也多低於男性。臺灣⾏政機關非警職的⾼階文官，將迎

來女性為主體的圖像，已是可期之事。

* 本文由施能傑教授執筆，相關數據由國立政治⼤學公共⾏政學系教授施能
傑帶領之資料分析團隊共同參與完成，團隊成員包含東吳⼤學政治學系教授

蔡秀涓、國立臺北⼤學公共⾏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黃婉玲及助理教授林俞

君、東吳⼤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賴怡樺、文化⼤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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