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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特考雙軌制度及
格⼈員比較分析
黃婉玲* 國立臺北⼤學公共⾏
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 警察特考雙軌制的實施有助於警察⼈⼒多元性的提升。就⼯作

表現⽽⾔，外軌者在考績評等上並不遜於內軌者，⽽在職務陞遷及

擔任管理職部分，內軌者較具優勢，但隨著年資的增加，優勢逐漸

縮⼩。 ”

我國警察⼈員特種考試曾歷經幾次變⾰，最初僅中央警察⼤學（簡稱警

⼤）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簡稱警專）畢業⽣得報考。2004年開始，為快速
補⾜基層警⼒，開辦「公務⼈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員考試」（四等），由

⼀般⾼中畢業⽣報考；原警察⼈員特種考試，亦⾃2006年起開放非警察學校
畢業⽣報考。⾃此之後，警察特考考科⾛向⼀般化，雖然有助於多元取才⽬

的的達成，卻也讓實務技能較強但不⾒得比較會考試的警校畢業⽣，⾯臨龐

⼤的競爭壓⼒。 為兼顧警察學校專業⼈才的養成，2011年開始改採雙軌分
流的考試制度，原基層警察⼈員考試改為⼀般警察⼈員特考（外軌途徑），

並增列⼆、三等考試，由⼀般⽣報考；原警察⼈員特考回歸由警察學校畢業

⽣報考（內軌途徑），在應試科⽬上，與⼀般警察⼈員特考仍有部分差異。

[1]

https://www-t.exam.gov.tw/NHRF/Default.aspx
https://www-t.exam.gov.tw/NHRF/default.aspx?type=1E2EB41DBEB4D768
https://www-t.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39&s=44027&type=1E2EB41DBEB4D768
https://www-t.exam.gov.tw/NHRF/default.aspx?type=1E2EB41DBEB4D768


內軌與外軌考選途徑反映的是不同的⼈員晉⽤邏輯，前者係採「教、考、

⽤」模式，考試及格後不須再受訓；後者則是循「考、訓、⽤」的⽅式取

才，考試及格後須接受18⾄24個⽉不等的教育及實務訓練。本文針對2011年
⾄2022年度內、外軌考試及格者進⾏分析，以了解在雙軌制度下，晉⽤⼈員
之多元性、整體職涯表現以及留任情形的差異性。本文分析資料涵蓋三等及

格者2,748⼈（外軌356⼈，內軌2,392⼈），四等及格者26,713⼈（外軌

10,183⼈，內軌16,530⼈）。

雙軌制度有助於警察⼈⼒多元性的提升

就性別來說，內軌三等和四等考試及格者，男性占比各約8成及9成（如圖

1）；外軌三等考試則是男女各半，四等考試的男性占比較女性⾼出2成
（6：4）。內軌及格者男性占比偏⾼，可能是因為警⼤、警專在招⽣時，便
對男性和女性給予不同名額，進⽽導致內軌考試在報考端就呈現性別差異懸

殊的情況。反之，外軌考試因為無性別限制，反⽽成為女性進入警察體系任

職的主要路徑。

就年齡的部分，不論是三等或四等考試，內軌及格者平均初任年齡皆比外軌

來得年輕，差距甚⾄⾼達7歲以上；內軌者平均年齡的標準差，也比外軌者來
得⼩。亦即，通過警察特考者多是警⼤（或警專）畢業後不久就考取，參加

⼀般警察特考者，多已畢業幾年後才決定擔任警職⼯作。就外軌者來說，不

論是哪個等級的考試，男性的平均初任年齡⼜比女性來得⾼。

最後，就出⽣地的分布來看，外軌及格者出⽣地屬於北部區域的比例較⾼，

主要為臺北市及新北市；內軌及格者則是中部或南部區域的比例較⾼，特別

是彰化縣、臺南市、屏東縣。相較於四等考試，前述分布趨勢在三等考試中

似乎⼜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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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軌及格者在考績評等上的表現

若進⼀步將每位警察⼈員考績獲得甲等的次數，除以其任職總年數，可計算

出個⼈考績甲等占比數值；數值越⾼，代表主管對該員的⼯作表現有較⾼的

評價（如圖2）。整體來說，儘管外軌者並未受過⻑期的警察養成教育，但不

論考試等級、性別及年齡區間，外軌及格者平均考績甲等占比皆⾼於內軌

者。也就是說，在考績的主觀評等上，外軌及格者獲得相對較正⾯的評價。

同樣地，不論考試等級，內軌及格者考績曾列丙等的比例則較外軌來得⾼，

不過因為考績曾列丙等的⼈數非常少（三等0.2%，四等0.3%），因此內、外
軌丙等⼈數占比僅有非常些微的差距。

須特別留意的是，由於內軌及格者的總⼈數較外軌⾼出許多，因此有較⾼比

例的⼈在考績評等上未有佳績，亦屬合理現象。較具參考價值的是三等36歲
（含）以上者，內、外軌任⽤者⼈數相當，但外軌者平均考績甲等占比仍⾼

於內軌者，只不過占比差距不若其他年齡區間⼤。同樣地，四等31-35歲年齡
區間者，外軌任⽤者⼈數較內軌多出1千多⼈，但平均考績甲等平均占比仍⾼
於內軌者。



內外軌及格者在職務陞遷上的表現

儘管外軌任⽤者在考績的表現上並不遜⾊，但在職務陞遷及陞任管理職的部

分，內軌任⽤者仍然較具優勢。三等及格者幾乎都以警正四階任⽤，擔任警

務員、組員、分隊⻑、巡官、偵查員、區隊⻑等職務。四等及格者幾乎都以

警佐三階（99.5%）或警佐⼀階（0.5%）開始任⽤，擔任隊員、警員等職

務；警佐⼀階起任者，全數為內軌者。

若將任⽤者的現職與初任職務相較，三等考試及格且⽬前仍留任警職者中，

有37.5%的⼈有職務陞遷，四等有陞遷的比例則是10%。內軌及格者有職務
陞遷的比例都較外軌來得⾼，不過隨年資增加，三等外軌及格者在職務陞遷

上則⾼過於內軌。 相對地，年資的增⻑，對於四等內軌任⽤者的優勢，並

沒有明顯的減緩效果（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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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現職為管理職的⼈數比例來說，三等及格者有擔任管理職的比例為

8.3%，四等則為0.3%。不論考試等級與性別，內軌及格者陞任管理職的比例
較⾼，不過四等內軌及格者在陞任管理職上的優勢，同樣也有隨年資減弱的

趨勢。就年資10-12年的警察⼈員來說，內、外軌男性陞任管理職的比例並無
差別，外軌女性的陞任比例甚⾄⾼於內軌。類似的趨勢則未⾒於三等考試中

（如圖4）。

內軌及格者留任情況較穩定

三等及格者有8成的⼈⽬前仍留任警職，內軌的留任占比⼜明顯⾼於外軌（內
軌88.5%，外軌80.1%），另有5.9%的⼈選擇離開公部⾨，以及14%的⼈仍
留在公部⾨但異動⾄非警察職務。四等及格者有⾼達9成5的⼈留任，內軌的



留任占比同樣⾼於外軌（內軌96.4%，外軌93.9%），但兩者的差距較三等
來得⼩。與三等不同的是，四等異動占比較多的是離開公部⾨（3.7%），⽽
非異動⾄非警職⼯作（0.9%）（如圖5）。

結語

警察特考雙軌制度的實施，在性別、年齡、出⽣地區等⾯向上，的確有助於

警察⼈⼒多元性的提升。就⼯作表現⽽⾔，儘管外軌者於報考前並未受過⻑

期的警察養成教育，但考取後的訓練亦使其具備從事警察⼯作之技能，因此

在考績評等上並不遜⾊。相對地，內軌者於學校教育期間，便對警察文化及

警務⼯作有較⾼的熟悉度，服從性也較⾼，因此於任職初期，在職務陞遷以

及擔任管理職的部分較具優勢。其後隨著⼯作年資的增加，內、外軌⼈員在

職務陞遷及任管理職的差異有逐漸縮⼩的趨勢。最後，由於內軌者多半是在

學校教育期間，就將警職視為未來的志業，因此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內軌及

格者留任警察的⼈數比例都比外軌來得⾼。

* 本文由黃婉玲副教授執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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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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斯茜、蘇志強（2010）。論警察⼈員特種考試制度變遷對警察養成教育
的影響。執法新知論衡，6（1），1-15。

  2021及2022年兩個年度的資料，未包括外軌及格者（因2023年6⽉本研
究進⾏時，仍在受訓中），但有納入內軌及格者。

  三等外軌年資10-12年的女性⼈數為0，不適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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