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 2月 24日（星期三）下午4時50分

地點：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國際會議廳

參加人員：

考試院：周委員玉山、謝委員秀能、王委員亞男、張委員素瓊、蕭

委員全政、周委員萬來、蘇副處長清波、孔主任慶立、黃

主任振榮

考選部：彭專門委員鴻章

銓敘部：陳司長紹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邵參事玉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施參事旺坤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何校長明洲、教務處林組長榮輝、訓導處鄭

組長明哲、總務處湯主任慧芬、學生總隊

倪總隊長戌江、人事室陳主任金鐘、主計

室陳主任春足、科驗室曾主任敬陽、圖書

館謝主任隆貴、醫務室李主任家文、資訊

室黃主任崇欣、行政科陳主任俊宏、刑事

科呂主任明都、交通科黃主任清德、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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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曹主任昌棋、海巡科張主任瓊玲、通識

中心陳主任宏毅、秘書室林祕書義正

主持人：                              紀錄：周慧雯

壹、何校長明洲致詞並介紹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警專）

相關與會人員(介紹與會人員部分，略)

最尊敬的周值月委員、各位委員、考試院的各位長官，

以及各位同仁大家好，謹代表本校4,600位隊職官生，熱烈

歡迎委員撥冗蒞校參訪指導，也萬分感謝委員過去對警專的

指導與支持。簡單向各位報告本校現況，本校現有教職員

263人，90％老師是兼任，約有600名。受訓專科班正期組一

二年級學生共4,170名，特考班由保一、保四、保五及竹山訓

練中心代訓有2,583人，專科班學生畢業授予副學士學位，

每年招生報名踴躍，錄取率男生18.8％，女生7.7％，根據

統計專科班學生學測成績平均達到 55級分，落點約在國立

大學中後段班，以及私立大學東吳、輔大、淡大程度才能進

到警專，近年來學生素質算是相當高。

本校設有六個科，內含去年剛奉准增設的科技偵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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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偵查科係因應新興且越趨嚴重網路犯罪偵查，藉此培養

專業警察人員以為因應，今年預計招生200人。

本校除經常舉辦學術研討會，與國內各專家學者會談交

流外，並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及雪蘭多大學締結為姊妹

校，同時與港、澳、大陸地區警政單位互有參訪，以擴展警

察外交，並透過學術交流以提升教育成果。這些工作一直在

推展，警專教育課程重點也持續在改善，除法律課程外，警

察、消防、海巡我們強調與實務接軌，講究的是實作、實務的

經驗，比較重要的科目，如警察勤務，偵訊筆錄，交通事故

處理等，皆額外再聘兩位助教，由資深的巡佐或小隊長協助

實際練習，特考班亦比照辦理。特考班的訓練經費均編列在

警專，課程安排也由警專決定，除師資及管理外均由警專負

責。學校重視實作練習，最主要是希望學生畢業後立即與實

務結合，這方面是蠻穩定進步，去年 103年特考班成果很好，

尤其筆錄製作部分，畢業後實務操作大致沒問題，但仍要再

強化。

貳、周值月委員玉山致詞並介紹本院暨所屬部會及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與會人員(介紹與會人員部分，略)

文山區有一文一武之機關學校，「文」係考試院，「武」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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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專，兩所機關學校車程不過十分鐘，希望將來有機會加強

交流，俾對文山區有所貢獻。

就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溝通是意義分享的過程，期待今

日的討論能達成更多正面效果。

叁、警專業務簡報

警專業務簡報併同討論題綱，由林組長榮輝進行報告，簡報

內容詳如後附。

林組長榮輝(補充說明)

    請各位委員放心，不論在學校或特考班，他們受到經費

的使用都是相同，我們透過剛剛一到七項具體作為確保特考

班訓練的品質並盡力去做，不論在校內或是保一、保四、保五

的部分都維持專科班教育訓練品質，讓我們警察生力軍投入

警界後能維持最好的訓練成效。

肆、議題討論暨意見交流

討論題綱一：警察特考內外軌之檢討與策進作為。

討論題綱二：警察特考外軌班的訓練品質問題，如保一、保四、

保五訓練場地及師資是否有改善需求?

以上 2案討論題綱會議中合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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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蕭委員全政

今日談到警政問題本席感觸很深，多數考試委員應也

有一共同經驗，常收到一般警察特種考試，尤其是四等考

試及格接受訓練之學員投書，主要係對於保一、保四及保

五之受訓上課方式表達不滿。這部分雖適才簡報內容已詳

細報告，並可看出警專有意識到且努力改善處理。但我仍

須強調，前開受訓講師之選擇，警專雖已成立人才庫並訂

有相關審查機制；惟從簡報內容看出，選擇方向仍以「實

務取向」而非「學術或理論取向」挑選師資，實務取向之第

一線人員雖實務經驗豐富，但相對較缺乏「歸納」能力，講

授內容也侷限本身遭遇之經驗，未曾體驗或其他特定領域

層面則無法兼顧，而「學術或理論取向」講師具有之「深度」

「廣度」特色，則可彌補此方面不足。爰提醒警專，講師選

擇方式可考量前開說明作局部調整修正，或許即可平息投

書學員之不滿。

另何校長所提警專教師有90％是兼任職部分，本席感

到非常驚訝與難過，師生比落差如此重要問題，何以過去

幾十年仍無法有效改善處理？本席在此呼籲，警政體系定

位應再重新思考。過去警政體系雖在臺灣一連串政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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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不斷改變，但依舊屬情治體系內最不受重視的一環，人

事布局亦大多由軍方擔任，甚至於民國 83 年時，警政預

算80％改由地方政府編列，等同於整個警政體系被綁架；

且依本席觀察，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懲戒最多之酒駕、洩

密及偽造文書等案，即警政體系被綁架之直接證據。

至於今日討論之單軌或雙軌制，有人提議採用單軌制

就好，但所謂的單軌，其實有 2種，一種為遵循過去作法，

警政人員直接由警大或警專畢業擔任，而另一種目前相當

多人主張的方式，則是改為根本不須透過警大或警專管道

之全面性單軌。本席認為，單、雙軌制本質上即為整個警政

體系問題，近幾年來地方政府陸續出現財政危機，80％警

政預算是否仍然堅持應由地方政府編列？以及毒品問題日

益猖獗，單靠檢調系統無法澈底解決，最終仍需倚賴警政

體系處理，這種種大環境形勢轉變，對警政體系變革儼然

是個契機。因此，如何使警政體系在新時代來臨，重新釐

清整體性定位，能有更好之職能定位、預算編列、教育及升

遷等改變，是我們殷切期待的。

二、周委員萬來

首先謝謝警專剛才豐富的簡報資料，已清楚表達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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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今日2項議題內容及多數陳情書問題。對於上午參訪警

大時所強調之「考試」問題，本席提出一想法供大家重新思

考：如果將警察當作「志業」看待，且警大與警專是否屬公

務人員文官之觀念可予突破，即無所謂單、雙軌問題，如

不屬公務人員公開競爭考試，可再從憲政議題切入進行

「論述」來解套處理。

三、王委員亞男

今日議題本席認為在同意雙軌制度下，重點應在如何

調整外軌考試之科目，例如考試科目不流於被補習班把持

(但其具有挑戰性)；另教育非一蹴可幾，所以在訓練的師

資上如何加強，及設備上如何加強、改進皆很重要，根據

提供的資料，雖然編列經費給保一、保四及保五，但是否

就能迎頭趕上警專之師資與訓練設備，建議加以重視及改

進。

四、謝委員秀能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第 1項略以，考試院

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憲定職掌為:(一)考試；(二)公務

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

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另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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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之考試，應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及第

9條：「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

員考試實施體格檢查，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年

齡、兵役及性別條件。……」故一者為憲定職掌，一者為依

據用人機關之實際需要。

剛才簡報提及三重點，第一為初任公務人員之年齡，

專科班(內軌)及特考班(外軌)初進職場平均年齡為 21歲

及 29歲，爰牽涉用人機關如何能使警力精壯化？採雙軌

制可達成嗎？第二為離職率，能否以警察為志業為其關鍵

否則騎驢找馬。依簡報所列 93至 101年離職率，專科班為

1.93％，特考班為 9.32％，另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

政署)提供之 103年 11月份調查報告顯示，外軌離職率為

內軌之 11.8倍。第三為男女體適能問題。

另簡報提到，警專係以養成教育為主，多元取才為輔，

但目前特考班2,583人，遠超出專科班之 2,085人(2年合

計在校生4,170人，平均 1年 2,085人)，明顯與現行理念

不符。又本院近年來因應各界關切，第 10至 12屆考試委

員曾分別前往歐美等世界先進國家考察當地警察考選制度

本席前年至韓國考察韓國警察大學時，瞭解該校學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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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須參加考試即可核派相當「巡官」以上職務。

面對瞬息萬變之環境變遷，不禁重新思考，雙軌制即

是最好制度嗎？我國軍校生畢業後直接授予官階，不須經

考試即為職業軍人，能否由教育與用人機關合力設計一套

契合實際需要之考試制度，讓警察自警校畢業後亦不須考

試即為職業警察，如此才可澈底解決警力精壯化、離職率

等問題。

 五、張委員素瓊

簡單提出 2點意見，第一為警察之定位，警察是帶槍

的公務人員嗎？前後歷經多次意見交流可知，其實並不是

第二，國家進用警察人員適宜與文官機制相同嗎？答案依

然是不一樣。本院考試委員曾多次赴國外考察警察制度，

警察隸屬另一系統，不應與文官體系等同考量，未來如能

重新思考警察定位，即可協助處理「教、考、用」(內軌)與

「考、訓、用」(外軌)兩者存在之矛盾。

此外，多數考試委員收到之陳情書中，以警察人員訓

練之投書最多，剛才簡報提供保一、保四及保五之相關訓

練資料非常詳盡完整，本席期待未來均能如期落實並有相

關監督機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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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值月委員玉山

謝謝！最後請何校長總結。

  七、何校長明洲

非常感謝在座委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在此提出三部

分總結與回應： 

(一)今日在座委員提出之意見，本校均予紀錄並作為往後

校務精進之參考。

(二)現階段雙軌制要大翻轉改變可能有困難，因此，目前

內外軌制的內軌還是以警專為主，特考班為輔。關於

師資問題，保一部分，學校已多次於校務會議中請託

學校專任老師，務必將課程挹注於三峽(保一受訓地

點三峽)，故目前保一受訓學生對課程與師資的異音，

逐漸減少。但保四及保五則無把握，因其警察專業老

師遴選較為困難，此部分將持續與警政署報告，希望

南部各縣市警察局長能鼓勵較好的科長層級幹部、有

經驗的老師或具博士學位的同仁，願意到保四或保五

講授。目前確有部分師資層級偏低，我們將再向警政

署反映，請其函請各相關警察機關全力支援，提昇保

四及保五訓練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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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備部分我們都非常支持保一、保四及保五，例如

保四3千公尺體能訓練跑道之坑洞，本校近日即撥款

120萬元由保四總隊修補處理。未來會持續和警政署

溝通，並在本校有限經費情形下繼續協助改善。

至於課程方面我非常有自信，往後這方面雜音將愈來

愈小。我們到保一、保四及保五與學員、老師座談，甚

至想統一作法、課綱、教學方式、進度及命題等，期望

不論考試或教學均能同步，大家可接受。同時進行溝

通，和老師、同學溝通相當重要，這部分學校做的還

不錯，但仍有努力空間。我們會堅持下去，讓師資不

為學生嫌棄，課程學生滿意，並持續改善硬體設備。

如此，特考班學生的雜音將不斷淡化，減到最低。本

人有信心將學校治理好且「視生如親」，把學生視為自

己孩子在學校讀書，4千多名學生均平等看待。

(三)很多委員提及研究設計一套真正適合警察機關需要的

考試制度，本人非常贊同，尤其軍方制度也值得學習

參考，軍官學校、士官學校學生畢業就授予少尉或士

官任用，沒有外軌問題。這是最後仍須探討的層面，

只要考進警專及警大，畢業不需特考，最多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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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醫師醫學系畢業檢定合格即為醫師，這種模式非常

可行，但須妥慎研究，也請在座老師考量提出此方向

研究案，作為將來政策訂定參考之依據。

散會：下午5時40分

                 主 席   周 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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