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mination Yuan of ROC

我國考試制度的延續與發展，有其歷史背景，歷代實施公開考試取才的結果，

掄取了治國所需的人才，使「布衣可為卿相」，增加社會階層的流動。除了公務人員

考試以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也是專門職業得以不斷精進，維持社會穩固

發展的重要制度。在文官體制方面，針對職組職系進行大幅的整併，使機關職能與

現行業務更緊密結合，讓公務人力的運用更具效率。此外，針對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的改革，使退撫基金財務體質更加健全，也讓公務人員能更專注於執行公務。然而，

為妥善因應變化更快的環境與公共問題，仍應持續檢視文官體系，讓公務人員的工

作更有保障，同時簡化非必要的行政流程，暢順公務的推行，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提供民眾更優質妥善的服務。

面對種種挑戰，考試院在職權行使及功能體現上，貫徹公開公平遴拔公務人員，

提供公共服務所需的優質人力；衡鑑專技人員之執業能力，以維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及財產權益，經長期及各方的努力，國家考試用人的公信力深植人心，對於我國

政治社會的穩定進步，與經濟民生的快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此外，考試院

成立迄今，歷經多次政黨輪替，在政權的平和轉移下，政府均能正常穩定運作，顯

示我國完備的文官制度，在政黨政治與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確為維持國家進步與穩

定的後盾。

考試院第 12屆，接續先進們奠定的優良基礎與傳統，於任期內深入各級機關參

訪，實地探求問題所在，瞭解機關用人需求，並經由機關座談，探討問題所在，進

而就應興革事項，提出具體的政策藥方，再透過部、會、總處之協力合作，落實執行，

且定期追蹤檢討。除實地參訪之外，為使官制官規能與時俱進，適時針對公務人員

人事法制，透過審查會、院會審議，不斷檢討修正現行考銓政策，其中重要法案包含：

一、年金改革相關法案

為配合推動年金改革，銓敘部於 106年 2月 23日，提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

修正草案，啟動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本案歷經 9次全院審查會審議，於同年 3

月 30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並於同年 6月 27日完成三讀，更名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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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107年 7月 1日全面施行，成功踏出我國年金改革的第

一步。嗣後陸續審議完成公務人員退撫制度相關法案修正案，包括公教人員保險法

（研議公教人員養老金之年金化）、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

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公務人員危險及勞力職務認定標準、公務人員因公傷

亡慰問金發給辦法。除上開法案以外，為強化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管理，銓敘

部等業務主管機關，也相繼提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等修正

草案，此三案於 107年 10月 4日審議完竣，108年 1月 9日函請立法院審議。至此，

公務人員年金制度第一階段之立（修）法工作幾已完成，其中也歷經退休人員就退

休所得核定之行政處分，提出大量復審案件，立法委員針對退撫法，向司法院大法

官提出釋憲案，並有監察委員提出主動調查等，顯示外界對於年金改革相當重視。

社會多元意見的討論，對於年金改革的後續發展都是良善的，考試院也將持續辦理

滾動式檢討，期使年金制度在未來能更為周延，退撫基金財務更加健全。

二、政府組織編制與公務人力調整

有關公務人力與組織編制案件，提請審議者眾，其中 107年審議銓敘部議復行

政院，建議儘速調整縣（市）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公務人員重要職務之列等，及相

對應之警察官職務等階一案，涉及考試院 98年就公務人員職務列等及警察官職務等

階同步規劃調整之決議。為慎重起見，經邀請人事總處、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提供意見，該案歷經 3次審查會審議，於 107年 5月 10日審議通過。其間在考量

各該職務之業務繁簡程度與政府財政負擔，為激勵行政機關中階領導人力，並平衡

縣市與直轄市，乃至中央政府之人力流動，穩固地方政府施政品質等條件下，終讓

探討十年之職務列等調整案完成審議。

此外，大規模檢討現行職組職系名稱一覽表，職組職系之規範，直接影響各機

關人力進用與業務推行，且在時代變遷快速的情況下，允宜擴大組織人力結構之彈

性，朝「行政類更通才，技術類更專業」之方向整併職組職系，將現行 96個職系修

正為 57個職系，43個職組修正為 25個職組，並自 109年 1月 16日實施，是公務

人員人事制度上的大工程，也使公務人力結構與時俱進。本案於審查時，由於體系

結構龐雜，影響公務人員權益甚大，故經不同意見討論，但仍能平和地完成此重大

專案。

三、檢討國家考試制度

為使典試制度更臻完善，修正典試法內涵，包括應考人得申請閱覽試卷、增列

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相關權益之法源依據等，並配合修訂典試法施行細則，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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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口試、外語口試規則、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相關規則、身心障礙

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等相關子法規，以完備法制。

在公務人員考試方面，則修正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取消簡任升官等考試，

改由培訓制度授予；修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並配合職組

職系調整與機關用人需求，適時檢討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以提升高普考試評量人

才篩選之效能；檢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專技人員類科考試制度（考試

誘因、公職專技人員之養成與轉任）；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將族語認證納入應考資格條件，以保存原住民語言文化；參照司法官考試與律師考

試第一試辦理模式，將第二試調整為同時舉行，相同應試科目採同一試題，提升考

試效能；檢討放寬各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年齡及兵役限制，以保障人民應考試

服公職之權利；檢討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分流制度，健全警察教考用配合，以維該項

考試的公平及考選效能。

另為精進專技人員考試制度，配合市場需求，訂定或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及其附屬法規等相關規定，包括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0條，

明定外國人得依本法規定應考，訂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國際互惠認可準則，

明定認可要件與程序；此外，檢討修正專技人員考試全部科目免試制度，檢討專技

人員考試及格方式等。除擴大專技人員取才途徑，使其符合市場需求，也重新評估

專技免試制度，以維考試制度之合宜。

除上述重大考選制度改革外，考試院為配合司法改革，與司法院及行政院組成

跨院協調會議，就法律專業人員學、考、訓、用等相關措施全面檢討與研議配套，

其中有關法律專業人員各階段考試應考資格、考試方式、應考科目等之訂定、司法

官職域分流考試及訓練細節，考試院均審慎研議，提出相關意見，共同完善我國司

法改革此一重大社會革新事業。

四、公務人員保障與訓練制度

公務人員的權益保障，向為公務人員能否於職場安心工作，人事制度是否完善

的重要指標。另外，公務人員之培訓，涉及專業職能之成長，直接影響政府行政的

效益。

有關這兩項重要業務的發展，包含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之修正，該案配

合公務人員保障法與機關實務運作需要修正，使公務人員因辦理業務受訴訟案件波

及時，能基於秉公辦理而受政府輔助，度過訴訟程序，可使公務人員積極任事，無後

顧之憂；修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明訂執行職務與意外之

意涵，使公務人員從事業務遭受暴力危害等事故時，獲得相當之保障；針對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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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提供意見，對於公務人員有受懲戒之虞，停止職務之認

定、復職補俸規範之競合、停職事由消滅之認定，以及懲戒處分生效日等，攸關公

務人員財產權與訴訟權益之規定，提出建議。此外，並就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公

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修正草案，進行審議。整體而言，公務人員權益保障

與培訓業務，有相當的進展。

儘管有部分法案，未能順利完成立法程序，誠屬遺憾，但考試院仍將秉持專業、

敬業的團隊精神與改革魄力，持續發展符合時代需要的考銓制度。尤其在司法院釋

字第 782號解釋，針對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所採之多繳、延退、少領宣告合憲以後，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更應加緊整備，進一步強化公務人員退撫基金之管理經營，朝永

續發展邁進。另外，司法院釋字第 785號解釋則指出，政府應對公務人員的健康權，

提供符合憲法服公職要求的保障，並明確指出，公務人員提請訴訟之權利與一般民

眾相同。以上種種涉及公務人員權益之法制事項，都是今後考試院所應努力的方向。

是以，儘管目前國家考試與文官制度，已大致完備，但在時代變遷加速且公共問題

日趨複雜的情況下，施行已久的行政業務也應避免保守僵化。誠如國學大師錢穆先

生所言，制度的良窳，端視能否適時調整，以適應時空環境的需要，與社會脈動同

時進化。對此，如何建構一個現代化的文官制度，同時保持彈性靈活的組織文化，

有待來者群策群力，共謀國家考試革新發展，為公務人力體制開啟新頁，以回應人

民的殷切期許，恢宏考試院的憲政功能，奠定國家長治久安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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