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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報 告 

民國 110 年 8 月 12 日本院第 13 屆第 48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 10條、第 3條附表一修正

草案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 11 條、第 3條

附表一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交審查會審查，由周副院長弘憲

擔任召集人。」遵經於本（110）年 9月 2日舉行審查會，審查竣

事。本審查會為期審慎周妥，邀請內政部警政署及中央警察大學

（以下簡稱警大）列席。審查會出、列席人員名單如附件 1，審查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 

審查會中，考選部就本院第一組簽呈意見擬具補充說明供審

查會參考，並就修正重點進行說明。考選部首先陳明，本案經與

用人機關研商並踐行法規草案預告程序後，於本年 6月 29 日函送

本院，用人機關嗣於本年 7月 19 日函請該部調整應考資格英語能

力檢定等級，選試英語應考人由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

架構 CEFR B2 以上等級下修為 CEFR B1 以上等級（含聽說讀寫）、

選試日語應考人由 CEFR B1 以上等級下修為 CEFR A2 以上等級（含

聽說讀寫），施行日期為 114 年 1 月 1 日。考選部囿於法制作業程

序已完成，爰轉陳本院併同審查。 

續由列席機關代表表示意見。內政部警政署援引警察人員陞

遷辦法第 5 條附件三規定，敘明初任外事警察人員應具備之英語

能力檢定為 CEFR B1 以上等級，是內政部本年 7月 19 日函請考選

部修正應考資格英語能力檢定等級；並澄清原同意採較高之英語

能力檢定等級，係因未核實確認檢定須包含聽說讀寫 4 項致認知

錯誤，嗣後考量外事警察人員任用目的，乃處理我國境內駐華使

節安全維護及涉外治安案件，勤務上雖需具備外語能力，然與外

交人員有程度差異，爰建請下修等級。 

本案大體討論時，與會委員主要就英語能力檢定等級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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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表示意見。因警大表示，該校外事警察學系（以下簡稱外事

系）新生外語程度與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相當，已具備 CEFR B1 以

上等級，爰部分委員認為，經過 4年教育，到大四仍維持 CEFR B1

等級似不合理；本院配合推動 2030 雙語國家政策，陸續針對涉外

事務之各項公務人員考試或類科之應考資格增訂英語能力條件，

係為透過制度面提升應考人英語能力，以因應未來業務需求，是

以應在合理範圍下積極修正。 

警大澄明，外事系雖屬警大社科學院第一志願科系，新生外

語程度達一定水準，並設有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為 CEFR B2 以

上等級，惟此門檻僅要求聽力及閱讀能力，不含口說及寫作能力，

以多益（TOEIC）為例（按：多益分為聽力及閱讀測驗、口說及寫

作測驗2種，此2種測驗分開報考），完成聽力及閱讀測驗取得CEFR 

B2 等級，即符合該系畢業資格，學生無誘因再報考口說及寫作測

驗。如為符合本案應考資格設定之英語能力檢定等級，鑒於現行

部分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採聽說讀寫分項測驗，應考人需分別報考

各項測驗始符合標準，恐加劇負擔。且外事系非外語系，學生除

外語學習尚有一定比重之警察專業科目及訓練，倘應考資格英語

能力檢定等級過高，將壓縮學習其他警察專業科目及實務訓練的

時間。 

有委員指出，駐外館處外事警察人員係徵招各縣市優秀外語

能力之外事警察同仁，工作地點非僅限臺灣境內，其工作內容與

外交人員相同，需具備一定外語能力，以維護駐外使節安全、處

理涉外治安案件，境內與境外外事警察人員之選派有其關連性，

內政部警政署以職務服勤地點將外語能力作二分切割，要求下修

應考資格英語能力檢定等級似有未妥。 

內政部警政署說明，駐外館處之駐外刑事警察聯絡官係由該

署刑事警察局派駐，自現職警察人員中遴選，需經內部考試，包

含派駐國所屬語言能力檢定、偵查、情蒐能力等項目，並依派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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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各別辦理遴選，職務定位及選才方式與本案係考選初任外事警

察人員不同。 

有委員建議，或可衡酌聽說讀寫 4 項難易程度分訂標準，限

制聽力及閱讀能力應達 CEFR B2 以上等級，口說及寫作能力應達

CEFR B1 以上等級，採權宜規劃，保留彈性空間；然部分委員主張，

語文學習聽說讀寫乃一體不可分割，外事警察人員聽得懂但不會

說，不符實務工作需求；亦有委員提及，警大外事系新生英語聽

力及閱讀能力幾乎皆達 CEFR B1 以上等級，又外事警察人員類別

應試科目列考「外語口試」，顯見應考人於聽說讀 3 項應已具備一

定水準，方能因應，則增加寫作能力檢定，執行上是否仍有難度? 

內政部警政署認為，本案應考資格設定之英語能力檢定等級

僅係報考門檻，後續需經考試階段擇優錄取，門檻設定不宜過高，

且本 2 項考試應考人尚有現職警察人員及一般大學畢業生，應考

資格限制應通盤考量，倘能將英語能力檢定等級下修，同意緩衝

期縮短為 2年，自 112 年 1月 1日起施行。 

考選部表示，本案考試規則修正內容於歷次研商會議時，皆

清楚敘明英語能力檢定係指聽說讀寫 4 項皆須達一定等級，且應

考資格採認之英語能力檢定測驗共計 8 種，非每項檢定測驗都需

分項報考；次查為配合推動 2030 雙語國家政策，該部陸續針對涉

外事務之各項公務人員考試或類科之應考資格增訂英語能力檢定

條件，皆含聽說讀寫 4項，並無例外，若僅本案採分項分訂標準，

恐致外界異議，欠缺衡平性考量。 

本院與會人員說明，內政部首次提出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

與外交人員相同，該部建議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似為合理，

惟引述國家發展委員會請英國文化協會調查國內國三生及高三生

英語能力檢定程度之數據，察知聽力及閱讀能力普遍優於口說及

寫作能力，是以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目標非僅強化國人聽力及閱讀

能力，口說及寫作能力之提升亦十分重要，爰建議參酌公務人員

 108



 4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僑務行政類科及國際文教行政類科、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及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三等考試移民行政類科等之英語能力檢定等

級，作整體考量。 

案經討論獲致共識，委員同意調整應考資格英語能力檢定等

級，實施期程修正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並就定期檢討各項

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英語能力檢定等級作成附帶決議。旋即進

行條文及附表審查，審查結果臚陳如下：  

一、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一） 第 10 條 

第 2 項施行日期修正為 112 年 1月 1 日，餘照部擬通過。 

（二） 第 3條附表一 

應考資格欄第 1 項序文修正為「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並於報名期間前三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選試英語、

日語應考人分別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B1、A2 以上，持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

寫）者：……」第 2項照部擬通過。 

二、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一） 第 11 條 

第 2 項施行日期修正為 112 年 1月 1 日，餘照部擬通過。 

（二） 第 3條附表一 

應考資格欄第 1 項序文修正為「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並於報名期間前三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選試英語、

日語應考人分別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B1、A2 以上，持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

寫）者：……」第 2項照部擬通過。 

三、 附帶決議 

配合推動 2030 雙語國家政策，請考選部就公務人員考試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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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訂定英語能力檢定條件者，實施期間每隔 2 年滾動式檢

討各類科檢定等級之妥適性。 

 

以上擬議是否有當？提請 

公決 

召集人：周 弘 憲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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