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院考試委員實地參訪中央警察大學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 2月 24日（星期三）上午11時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講堂

參加人員：

考試院：謝委員秀能、周委員玉山、李委員選、浦委員忠成、王

委員亞男、蕭委員全政、周委員萬來、林主任美滿、蘇

副處長清波、黃主任振榮

考選部：顏司長惠玲

銓敘部：陳司長紹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邵參事玉

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施參事旺坤

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刁校長建生、莊副校長德森、

陳主任秘書惠堂、蘇教務長志強、林學務長燦璋、吳

總務長貫遠、霍總隊長春亨、章院長光明、孟院長憲輝、

許主任淑貞、蕭主任隆淑、陳主任通和、謝主任文彥、

李主任錫棟、黃主任朝義、白主任崇彥、朱主任蓓蕾、

蔡主任田木、沈主任子勝、周主任文生、李主任宗勳、

林主任曾祥、王主任勝盟、陳主任明傳、劉主任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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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麗珊、余主任振華、曾組長憲樂、李組長政峰、

張組長子文

主持人：謝值月委員秀能、刁校長建生        紀  錄：呂美琴

壹、刁校長建生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介紹與會人員部分，略）

謝委員、周委員、各位蒞臨本校參訪的委員、各位貴賓及本校

所有的同仁，大家好！

首先代表警大全體師生歡迎各位委員與嘉賓的蒞臨。感謝各

位委員長期以來對於本校辦學的關心與指導，並且特地利用春

節的尾聲蒞臨本校參訪，讓本校全體師生倍感尊榮。本人對於各

位委員的眷注，在此謹代表全體師生，表達由衷誠摯的謝意。

本校隸屬於內政部，兼受教育部的指導，是我國培養治安

幹部的搖籃，也是現今許多有志從事執法工作的青年，競相報

考的學府。因此，本校教育不僅需要具備一般大學教育的實質內

涵，更需符合執法幹部教育的要求。最近連續幾年來，在學士班

四年制入學的新生中，均有高達 90％以上的同學同時考上國立

大學；而在學士班二年制新生入學考試部分，錄取率亦僅有 7％

左右；這些來自臺灣各地的青年菁英，配合本校教育計畫的執

行，型塑出幹部養成教育所應具備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也

就是「執法知識」、「執法技能」及「執法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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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以來，本校培育具備術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優秀治安幹

部人才，分別在警政、海巡、消防、法務、移民及國安等各領域中，

為國家社會奉獻心力，表現傑出。這些都是本校秉持一貫的「教

－考－用」的養成教育訓練模式所獲得的成效。本校除依用人機

關的人力需求而招生(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

消防署、內政部移民署、法務部矯正署及國家安全局等)，施行幹

部養成教育外，畢業後須經特考及格方能分發任用。然而這套養

成教育制度，目標是要選出可塑性高而且又有志從事治安執法

工作的優秀青年，透過本校所建構的系列課程及畢業門檻的成

就檢核，猶如從熔爐裡取出的液態玻璃，藉由工匠師父巧思的

旋轉拉長，型塑適格的執法幹部，經由過去本校畢業校友為國家

社會治安所貢獻的心力與表現，可獲致最佳驗證。同時這套制度

可以有效彌補僅透過考試選才的侷限性。

然而，自從民國100年起，為確保警察人力之穩定性，採取

警察特考雙軌分流制度，針對不同教育養成背景之考生，分別

辦理評量與訓練，以達到專才專業並兼顧多元取才的目標，同

時發揮警察維護治安的最大力量。這套制度實施以來，確實讓警

察特考所面臨的當前困境獲得初步的舒緩，但是後續仍有整體

制度再精進與應試科目再對焦等問題仍待努力。今日承蒙各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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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委員蒞臨本校參訪，期盼在稍後的座談過程中能夠給予本校

更多的指導與建議，以提升本校的辦學成效並完善整體的警察

選才制度。

今天的行程安排十分緊湊，首先是本校校況簡介及訓練影

片的欣賞，接著是這次參訪的團體大合照，同時也安排了參觀

新完工的「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此外，本校也安排了四年制學

生「情境模擬射擊課程」的參觀。最後，再回到現在的會場進行簡

報暨座談會。期盼各位委員能夠多給予本校指導，謝謝大家。

貳、謝值月委員秀能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介紹與會人員部分，

略）

刁校長、周值月委員、警大各單位主管，以及各位委員、本院

同仁，大家早安！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規定，考試及公務人員之銓敘、保

障、撫卹、退休及任免、考績、級俸、陞遷等法制事項，均為考試院

憲定職掌。因此，對於警察考試相當重視，考試委員曾組團考察

日本、韓國等國家之警察教育訓練、考試及遴選制度等；亦曾至

警政署參訪，以瞭解用人機關之需求。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分流制

度，自民國100年實施以來，實有再加檢討之必要。爰此次參訪，

即希望面對面進行意見交流，以瞭解警察教育機關對警察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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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之相關意見。

參、警大「警察人員雙軌分流考試理念及成效」簡報（略，詳附

件）

肆、座談及意見交流（相關座談資料，詳附件）

◎謝值月委員秀能：

非常感謝警大就警察特考雙軌分流制度再精進所作的簡報

簡報中所提建議，連同下列題綱：1.警察人員內軌三等特考招

考人員屬性問題；2.建請多方考量警察特考分流考試應試科目；

以及各位考試委員之回應，將於最後由本院所屬考選部、銓敘部、

保訓會及人事總處相關主管同仁加以說明。

◎李委員選：

非常感謝警大提供寶貴的資料，我們知道軍與警二者皆為

特殊的專業，均要有專門的學校予以培養，方能發揮最大的功

能。警大簡報中已提供內外軌警察人員職能與工作表現之量化資

料，惟未提供警大培養外軌學生人數。又內、外軌人員於培訓過

程中，其學習及生活態度、體能訓練及倫理、紀律規範差異如何？

如有實證資料供參，可進一步讓外界瞭解內、外軌人員因原有培

育背景與年齡不同，其學習態度及訓練方式所存在之差異。此外，

升職人員及初任警察官人員混合應考，是否妥適，有待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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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亞男；

進入考試院服務以來，最常接到的陳情係警察人員內、外軌

考試問題。當初警察人員內、外軌考試，是因應當時的需要，目

前到了三年檢討的時候。而目前警察人員內、外軌考試之檢討，

認為外軌人員有年齡提高、離職率高、體能測驗較差及專業不足

之情形，倘檢討後，恢復原單軌考試時，如何滿足警察人員缺

額嚴重不足的問題，畢竟警力不足將牽涉到國家安定、社會安全，

故目前解決警察人員面臨缺額嚴重不足的問題，應為當務之急。

惟若檢討後如仍需同時維持內、外軌考試，即須在考試科目及訓

練方面加以研討，以免外軌人員因訓練不足，而無法保護自己、

更無法保護百姓。

◎周委員萬來：

一、警察人員雙軌分流考試係行政院、考試院兩院政策，於實施 3

年後檢討。本屆考試委員為了解國外警察考試制度，曾於

103年組團至日本與韓國考察警察遴選、考試制度等。警察工

作應屬志業工作，理應獨立於公務人員之外，逕由警察學

校訓練畢業後進入警察職場工作，亦不應有任職6年後可轉

調公務人員等規定。

二、當年政策，係在現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不變原則下予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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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單軌、雙軌考試之思維。目前外界似乎較傾向單軌考試；

惟單軌考試，亦有僅受過警察專業教育人得應考試，及不

論是否受過警察專業教育者皆可應考之分。若檢討後，採取

不論是否受過警察專業教育者皆可應考之單軌考試，本人

認為以警大學生之素質與外界一般大學生競爭，並無困難

惟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警專）學生之問題較為嚴重，

因目前四等考試外軌人員皆為大學畢業生報考，若採單軌

考試時，內軌警專畢業生恐無法與外軌大學畢業生競爭。因

此，內、外軌分流考試或單軌考試制度之政策論述，如何說

服監察院及考試院等，應為警大當前要務。

◎蕭委員全政：

一、有關至韓國考察警察人員內、外軌考試分流或單軌考試，或

是蘇教務長志強簡報中建議排除現職員警可報考三等內軌

考試之資格，讓現職員警回歸警察內部陞遷制度，均屬制

度設計層面問題。外軌考試人員於受訓時放棄從事警職，無

須賠償；內軌人員放棄受訓，則有賠償問題，因此雙軌間

之差異，可能招致衝突。另外界所主張之單軌，係指全數回

歸警察教育體系下之單軌，抑或不論警察教育體系或一般

教育體系下，皆可報考從事警職之單軌，其本質是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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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重視。

二、就軍警角色之比較，二者皆係為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

均係使用槍枝，不同的是，軍係對外，警係對內，二者之

定位皆係執行國家公權力，因此，應就警政制度及於國家

之定位，予以重新檢討考量。目前預算編制，警政預算80％

係由地方政府編列，造成整個警政體系被地方政府首長、民

意代表綁架，這可從公務員懲戒中警察人員易犯酒駕、洩漏

國家安全以外的機密及偽造文書之罪得知。因此要解決警政

問題，應從警政於國家之定位、預算之編列及警察法等相關

法律予以檢討。警大除重視警察人員雙軌考試之問題外，更

應從整個警政制度加以探討。

◎浦委員忠成：

一、近年來國內治安相對比較好，剛才蕭委員所談的是警政結構

性問題，本人所提的是警政學術發展。目前四等外軌考試報

考人員大部分為大學畢業生，卻送至警專受訓，其所提供

知能想當然無法滿足外軌人員。因此，警政體系應隨民間教

育體系而修正；目前專科學校幾已不存在，而每年招收數

千名額的警專猶在專科位階，其所服務接觸的民眾可能多

數是大學以上程度，對民眾的觀感是否有影響？是否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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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警專併入警大，以整體規劃更周全妥適的警察教育體系。

二、警大應與國防部聯繫妥善安排有關警大學生至成功嶺服替代

役一事，因警大學生長期接受警察專業訓練，並有柔道等

武術及射擊訓練，成功嶺替代役課程僅是為一般大學生規

劃之軍事訓練，未就警大學生已具之職能予以調整，且軍

事幹部素質及訓練環境可能有待提升，爰未能取得警大學

生之認同，影響學生受訓態度，而使社會對警察教育產生

負面觀感。

三、請繼續研議如何讓更多原住民考入警大。

◎謝值月委員秀能：

請本院所屬部會及人事總處就警大簡報、兩項題綱及考試委

員之回應，分別加以說明。

◎考選部顏司長惠玲：

一、警察特考雙軌制之實施有其背景，惟實施以來產生部分問題，

造成外界若干反應與質疑。雙軌制究係繼續維持或改回單軌

制或其他制度，事涉我國警力如何進用與培育，以及整體

國家資源之運用規劃，考選部會繼續彙整各界意見，秉持

考選機關的立場，配合用人機關需求檢討規劃，讓考試所

選出的人，符合用人機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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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教務長簡報提到有關應考資格部分，當初警察雙軌制度設

計，係依應考人是否受過警察專業養成教育訓練作區分。公

務人員考試法第 13條第 3款規定，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之應考資格有：1.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

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

學校相當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者；2.高等考試相當

類科及格者；3.普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者。配合雙軌

教育背景的設計，警察內軌三等應考資格有：1.警大畢業

生；2.一般大學畢業並通過警察特考及格；3.警特四等及

格滿 3年等。類此現職人員參加高一等級考試，於現行法制

下，是所有公務人員初任考試一體適用，爰甲案建議排除

現職員警可報考三等內軌考試，依目前相關規定恐無法執行

另乙案建議倘甲案不可行時，上述警察人員內軌三等考試

應考資格 2.一般大學畢業並通過警察特考及格者，能否增

列須具備警察工作一定經驗等條件部分，按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 17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應考人資格增列具有與類科

相關之工作經驗，係以工作所需為考量，不宜以報考對象

作規範，又如確為工作需要，允宜一體適用，不宜僅規範

三等內軌考試應考資格第 2款、第 4款應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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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分流考試應試科目部分，當時考選部建議內軌考試科目

增加行政法及刑事法，係參酌監察院調查意見及跨領域學

者專家之建議；惟 103年12月法規草案預告過程中，收到

各界不同之意見。為此，考選部於 104年 1月重新邀請用人

機關及相關學校再加研討，當時會議結論係請內政部再次

邀請相關機關及學校進一步檢討，考選部於同年 3月收到內

政部意見，並已將其意見納入警察雙軌分流考試檢討報告

中，刻正由考試院審查中。未來應試科目是否增加行政法、

刑事法，考選部會廣納各界意見，並依考試院審查會之決

議辦理。

◎銓敘部陳司長紹元：

今天討論之議題係前端考試部分，銓敘部係主管後端任用

部分。此次非常榮幸到警大參訪，瞭解警察體系相關問題，在任

用部分，剛才周委員與蕭委員都有提到許多有關警察任用的議

題，未來銓敘部會配合考試院政策，逐步予以釐清調整，俾使

警察人事制度更趨健全。

◎保訓會邵參事玉琴：

今天所討論之議題，非保訓會主管業務，但警大與保訓會

有數度合作關係，希望未來有進一步再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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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總處施參事旺坤：

非常榮幸到警大參訪，今天所提警察考試議題，人事總處

尊重考試院意見。

◎刁校長建生：

一、警大每年培訓外軌學生從 20餘人至 40餘人不等，經過 2年

訓練後，除年齡及其他因素外，大致表現良好；又目前基

層警員缺額約 7千多人，員額不足是一直存在的事實。方才

委員亦提到，近來社會治安狀況是相對良好，在警察員額

不足而治安相對良好的情形下，此員額不足需要大量、快速

遞補嗎？殊值深入研究探討。

二、很多政策如能於決策時進行時空脈絡的檢討，記取以往經驗，

比較不會重蹈覆轍，我們所提出之解決方法，與考選部這 2

年來所研提的方法，皆未能得到答案，或許須從警察制度

面上去做根本的解決。

三、謹代表全校師生，再次感謝各位委員蒞臨本校參訪與指導。

◎謝值月委員秀能：

一、103年考試委員組團考察韓國警察大學與首爾市江西警察署，

該國警察大學完全是比照我國警察大學而成立；但其學生

畢業後直接派官，警察機關預算亦均由中央統籌編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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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事、預算一條鞭，爰推動警察勤、業務及偵辦任何刑案

不受地方牽制。

二、因受限於時間，各位如還有其他問題，可於會後以書面資料

與考試委員或本院所屬相關人員聯絡、交流。

伍、互贈紀念品（略）

陸、散會：上午12時 10分

主　席　謝　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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