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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報 告

民國 103 年 2 月 27 日本院第 11 屆第 274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9 條、第 3 條附表一及第 5 條附表二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交

小組審查會審查，推李委員雅榮、胡委員幼圃、黃委員錦堂、何委員

寄澎、張委員明珠、蔡委員良文、董部長保城組織之；並由李委員雅

榮擔任召集人。」遵經於本（103）年 5 月 14 日及 7 月 28 日舉行 2

次小組審查會，審查竣事。審查會為期審慎周妥，並邀請銓敘部、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簡稱海巡署）及內政部

警政署等機關代表列席，審查會出、列席人員名單如附件 1，審查通

過之條文及附表對照表如附件 2，審查會補充資料如附件 3 及附件 4

。

審查會首先由考選部就本案修正重點及本院第一組（以下簡稱院

一組）簽呈核議意見擬具補充說明資料提供參考，另配合本年 1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擬具相關條文修正草案併提審查

會審議。審查會於列席機關代表說明後，旋即進行大體討論。茲就 2

次審查會與會委員及列席機關代表發言意見綜整如下：

一、應考年齡限制部分

有委員詢問，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為 55 歲，而海巡署委託

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招收之水上警察學系及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警專）招收之海洋巡防科（航海組、輪機組

）學生，其招生年齡上限為 25 歲，畢業後經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以下簡稱警察特考）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

察人員考試（以下簡稱一般警察特考）及格後分發至該署任用，

爰透過警察養成教育取才，似較有利於維持海域執法人力青壯。

是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有無降低至 45 歲以下之可能？

海巡署表示，該署於請辦第 1屆本考試時，應考年齡原擬限

制為 18 歲至 45 歲；惟考選部建議將應考年齡上限提高至 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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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行警察特考及一般警察特考三、四等考試之應考年齡限制

均為 18 歲至 37 歲，確有利維持人力年輕化，倘能降低本考試應

考年齡上限，將更能符合該署用人需求。

另有委員認為，在現今國人平均餘命普遍提高之情形下，

訂定應考年齡限制宜有充分合理之理由。茲以本年 4 月 3 日本

院第 11 屆第 279 次會議決議，請考遠部於 3個月內通盤檢討

現行 10 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訂有應考年齡限制之必要性與合

理性，本考試應考年齡部分已納入併予檢討；又本考試第二試

體能測驗之施測，即以把關應考人之體能為目的，無論應考人

年齡高低，倘其第二試體能測驗達及格標準，即得應第三試口

試，不宜以年齡限制其應試權益。審查會爰決議，本考試應考

年齡仍予維持現行規定。

二、體格檢查項目部分

有委員質疑，如維持第 8 條第 9款「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

常，致不堪勝任職務」為體格檢查不合格，有無違反精神衛生法

有關不得歧視精神疾病患者之規定？又部分海巡人員並未於第

一線執勤，亦未佩戴武器，該款規定適用於全體海巡人員，是否

妥適？另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已

刪除原列第 9 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不得任用為公務

人員之規定，警察特考、一般警察特考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

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因分別於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國

家情報工作法定有就身心健康或安全查核之法源依據，爰得以維

持「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為體格檢查不

合格之規定；惟本考試並未於特定人事法律定有相關授權依據，

如維持該款體格檢查規定，恐有違任用法規定之虞。

另有委員認為，本院第 11 屆第 279 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以下簡稱民航特考）規則部分條文及

第 5 條附表修正草案，案內航務管理、飛航諮詢及航空通信等科

別雖乏其他法律作為體格檢查之授權依據；惟院會考量飛航安全



3

之重要性，爰決議維持「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

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之規定。茲以海巡人

員與警察人員同為執法之工作性質，皆需配備槍砲等具高度風險

性器械，且海巡人員於海上執行勤務，其環境條件更為嚴苛，精

神狀態自應要求更為嚴格，上開體格檢查規定仍宜維持；惟為期

法制完備，建議作成附帶決議，請海巡署未來應於相關法律增訂

「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

務」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之法源依據。

三、體能測驗項目部分

有委員詢問，海巡人員執勤時涉及海域、海岸犯罪之情境，

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及危險性，其考試錄取人員，需經 1 年教育

訓練，包括游泳、射擊、綜合逮捕術等體技能測驗，訓練合格

後始能取得考試及格資格，渠等於受訓期間之淘汰率為何？現

行體能測驗心肺耐力測驗 1,200 公尺跑走之及格標準，有無提

高之空間？

海巡署說明，本考試第二試體能測驗以心肺耐力測驗

1,200 公尺跑走實施，及格標準訂為男性 5分 50 秒以內、女性 6

分 20 秒以內，係與工作性質相近之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調查人

員、移民行政人員等其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體能測驗與及格標

準一致。茲以該體能測驗甫自 102 年起實施，且游泳已列為錄取

人員訓練階段之體技能訓練項目，雖迄今尚無受訓人員因游泳不

合格而被退訓之個案；惟該署於報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核定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

畫」中已明訂合格標準，不合格者即予退訓，訓練過程均嚴予考

核。考量游泳項目仍有考試技術及合格標準訂定等問題尚待克

服，建議現階段體能測驗項目仍予維持心肺耐力測驗 1,200 公尺

跑走。

部分委員認為，海巡人員須於海上或海岸執行勤務，應具備

游泳技能，若未於體能測驗列考游泳項目，一般思維應無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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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惟考量本年2月13日本院第11屆第272次會議已作成決議，

請考選部通盤檢討各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體能測驗項目及合

格標準之妥適性，並作合理性之區隔。爰同意本考試之體能測驗

暫仍維持現行項目與及格標準，並作成附帶決議，請考選部及海

巡署研議將游泳列入體能測驗項目，並儘速克服考試技術困難。

四、應試科目部分

有委員詢問，部擬於本考試三等考試海巡行政科別應試科目

增列「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並保留「犯罪偵查」；惟有關犯罪

偵查事項已規範於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至第 263 條，屬刑事訴訟

法規範之範疇，是否仍有單獨列考「犯罪偵查」之必要？

海巡署說明，因海巡行政科別錄取人員，係分發一線單位執

勤，具司法警察身分，應具備較高之刑事法學素養，以現行應試

科目於測試應考人蒐集證據程序之能力尚有不足，爰擬於三等考

試及四等考試應試科目分別增列「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及「刑法

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以強化渠等法律背景知識。又「犯罪

偵查」並非限定於法律科目層面，實務上之操作或模擬如何從事

偵查工作，皆屬「犯罪偵查」之一環，刑事訴訟法係規範程序之

完備，與「犯罪偵查」乃相輔相成，使偵查實務之法律觀念更為

周延。至應試科目數是否比照其他公務人員考試，將三等考試應

試科目數調整為 7 科，四等考試應試科目數調整為 6 科，該署尊

重審查會決議並配合辦理。

五、海巡署取才來源部分

有委員表示，目前海上勤務人力之考試進用管道為警察特

考、一般警察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別及本考試海洋巡護科別等

三軌併行，其中一般警察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別與本考試海洋

巡護科別之取才來源，均以一般海事學校學生為主。為避免考

試資源浪費，未來應將一般警察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別併入本

考試海洋巡護科別，改以本考試海洋巡護科別及警察特考水上

警察人員類別二軌進用。另為避免海巡署於本年進用警察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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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四等水上警察人員類別共計 113 人，而本考試三等、四

等海洋巡護科別與一般警察特考四等水上警察人員類別進用人

數為 0 人之情形，建議未來如改以本考試海洋巡護科別及警察

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別二軌進用，應分別訂定需用名額比率限

制。

海巡署說明，該署近年來大量進用警察特考三等、四等水上

警察人員類別錄取人員，係因 98 年行政院核定「強化海巡編裝

發展方案」，為配合新建船艦需求，該署請增艦艇人力 628 人。

由於當時警察特考尚未實施分軌考試制度，爰上開進用人力全數

委由警大及警專代招代訓，並自 101 年起，依兩校畢業生提列警

察特考需求。

考選部說明，依該部於本年 5 月 28 日與海巡署召開研商會

議結論略以，考量海巡署改制海洋委員會之組織法草案仍於立法

院審議中，相關員額編制尚未明確；復依行政院核定之「強化海

巡編裝發展方案」，該署至 106 年止，尚有委託警大、警專招生

代訓之 478 名水上警察學系、海洋巡防科畢業生須逐年甄補進用

，以及該署每年進用人力受限於行政院員額管控之不確定性等因

素，有關海上勤務人力進用比率之適當配置，建請俟海洋委員會

組織法通過後，再行研議。

審查會經充分討論認以，考量考選部與海巡署研商需用名額

比率尚無共識，有關海上勤務人力暫仍維持以三軌方式取才；惟

應訂定需用名額比率限制，使三軌得以併行，建議作成附帶決議

，在本考試海洋巡護科別與一般警察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別整併

前，現行該 2 項考試之需用名額總和，其比率不得低於當年度該

署提報海上勤務人力總需用名額之 30％。如當年度該 2 項考試

之需用名額總和未達上開比率，則應自次年度警察特考水上警察

人員類別之需用名額中提撥，或檢討本考試存在之必要性，並改

由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相關類科取才。

另有關海巡署人力來源一元化一節，該署表示，因應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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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改造，未來將成立海洋委員會，並將其原所屬之海洋巡防總

局及海岸巡防總局朝岸、海合一方向規劃整併。以目前該署進用

人員係軍、警、文併用，未來海洋委員會成立後，為落實文職化

要求，將視需要調整人事進用管道，逐步朝向文職化發展；惟現

階段基於員額限制、經費有限等主、客觀因素，尚無法即刻實施

。

針對海巡署上述說明，有委員表示，未來海洋委員會成立

後，其掌理範圍將包括海洋資源、海岸保護等相當廣泛之權責，

應進用全方位人力，期待海洋委員會能統一主導人事權，非僅由

警察人員特考或其他管道進用人力。茲以此議題牽涉層面甚廣，

亦具相當困難度。是未來海洋委員會若提出長遠規劃，希冀行政

院人事總處、考選部及銓敘部給予協助，以利該署人事制度朝一

元化方向發展。

審查會就上述各節廣泛深入討論後，旋即進行逐條審查，審查結

果臚陳如下：

一、條文部分

（一）第 3條

考量海巡人員取才考試中，僅有本考試設有兵役條件限制，

為期應考人權益衡平及配合兵役政策將朝募兵制調整，審查

會決議，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刪除現行條文第 2 項有關

兵役條件限制規定。

（二）第 8條

1、本條依大體討論共識，維持第 9 款有關精神疾病之體格檢

查規定；另考量海巡人員執行拘提、逮捕等勤務或使用警

械均涉及上肢肌力，爰增訂 1款「握力」項目。

2、復查甫於本院第 11 屆第 279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民航特考

規則修正案中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聽力：優耳聽

力損失逾九○分貝。」是為期文字體例一致，本條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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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十分貝」宜予配合修正。審查

會決議，本條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為：「應考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一、身高：男性不及一

五五.○公分；女性不及一五○.○公分。二、體格指標：

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小於十八.○

或大於三十一.○。三、視力：各眼裸視未達○．二以上。

但矯正視力達一．○以上者不在此限。四、聽力：優耳聽

力損失逾九○分貝。五、辨色力：無法辨識紅、黃、綠色。

六、單手拇指、食指或其他三手指中有二手指以上缺失或

不能伸曲張握自如。七、手臂不能伸曲自如或兩手伸臂不

能環繞正常。八、雙下肢不能蹲下起立或原地起跳不能自

如。九、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

不堪勝任職務。十、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十一、握

力：任一手握力未達三十公斤。十二、其他重症疾患，無

法治癒，致不堪勝任職務。」

3、另有委員認為，如本考試各科別錄取人員均需在海上服勤

務，當應均要符合本條體格檢查規定；惟如部分可任用身

心障礙人員從事之行政工作，卻因未符本條體格檢查規

定，而排除其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似有違憲之虞；且其

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亦有此疑慮，建議作成附帶決議，請

考選部研議依行政及技術類科之不同性質，就體格檢查標

準作不同之規範。

（三）第 9條：照部擬修正條文通過。

（四）第 1條、第 11 條、第 14 條：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

二、附表部分

（一）第 3條附表一

1、有委員表示，現行本考試四等考試海巡觀通監控科別與海

洋巡護科別應考資格規定之初等或五等考試交通技術、海

巡技術等職系各考試科別，考選部目前並未設置辦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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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考、訓、用配合政策，建議部未來應減少設置初等

或五等考試之技術類科。又 12 年國民義務教育推行後，

未來國民普遍具有高級中等或職業學校以上學歷，而初等

考試仍未設有學歷限制，似有檢討空間。建議作成附帶決

議，請考選部從長研議修訂相關等別考試之應考資格。

2、另本附表附註三「民國」之用語，與本考試規則第 14 條

第 2 項及第 5條附表二之「中華民國」用語體例不一，建

議維持現行規定「中華民國」之用語體例。審查會決議，

本附表附註三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為：「三、本表應考

資格所稱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係指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試三

等考試、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

正施行前之特種考試乙等考試；所稱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係指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試四等考試、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行前之特種考試丙等考

試；所稱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係指檢定

考試及格證書所載得應考試之類科。」

（二）第 5條附表二

有委員表示，現行除海巡行政科別有列考「海巡勤務」科目

外，其餘科別並未列考該科目。本次海巡署為應實務所需，

擬於其餘科別均增列「海巡勤務」科目，以該科目係規範實

務操作之作業規定，為利應考人準備，應訂定明確之命題大

綱。又應試科目修正擬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雖 104 年

本考試定於 8 月舉行；惟緩衝時間僅有 1 年，學校恐未及因

應開設相關課程，建議延至 105 年再實施。另現行公務人員

考試法（以下簡稱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7 條有關應試科目修

正，應於考試舉行 4 個月前公告；新增類科或應試科目減列，

得於考試舉行 2 個月前公告之規定，對應考人而言，準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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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較為不足。為利應考人準備及維護其應考試權，俾拔擢適

合人才，建議作成附帶決議，請考選部檢討修正考試法施行

細則第 7 條規定，並通盤檢討各種考試規則應試科目變更之

施行日期。

審查會決議，本附表中各等別、各科別修正應試科目之施行

日期文字「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修正為：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餘照部擬再修正

條文通過。

三、附帶決議：

（一）本案附帶決議如下：

1、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未來應於相關法律增訂「經教學醫院

證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為體

格檢查不合格之法源依據，以期法制完備。

2、請考選部研議就各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行政與技術類

科，依工作性質所需之體格檢查標準作不同之規範，以符

比例原則。

3、為符應海巡人員於海上或海岸執行勤務之體能要求，請考

選部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研議將游泳列入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之體能測驗項目，並儘速克服考試

技術困難。

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海洋巡護」科別，

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水上警察人員」

類別取才來源，均以一般海事學校學生為主，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未來應將該二項考試整併，以請辦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海洋巡護」科別為原則，並請考選

部配合適時研修相關考試規則。

5、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海洋巡護」科別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水上警察人員」類

別整併前，現行該 2 項考試之需用名額總和，其比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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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當年度該署提報海上勤務人力總需用名額之 30％。

6、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宜轉請將成立之海洋委員會，未來進用

人員時應通盤檢討規劃取才方式，以利海洋巡護人力一元

化，並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及銓敘部協助規劃

辦理。

（二）另就機關之制度性議題作成附帶決議如下：

1、為利應考人準備及維護其應考試權，俾拔擢適合人才，請

考選部檢討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7條有關應試

科目修正，「應於考試舉行 4個月前公告」，以及「新增類

科或應試科目減列者，得於考試舉行 2個月前公告」之規

定，並通盤檢討各種考試規則應試科目變更之施行日期規

定。

2、12 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後，未來國民均具高級中學、職業

學校以上學歷。現行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五等考

試應考資格不限學歷，僅需符合年齡限制即可應考之規定

宜予調整，請考選部配合教育政策變動及用人機關實際需

求，檢討修正相關等別考試之應考資格。

以上擬議是否有當？謹檢陳考選部依審查會決議整理繕正之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第 3 條附表一及第

5 條附表二修正草案，一併提請

公決

召集人 李 雅 榮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