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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 屆第 105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1 年 9月 22 日上午 9時 30 分

地 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榮村 周弘憲 吳新興 楊雅惠 何怡澄 王秀紅

伊萬•納威 姚立德 陳錦生 陳慈陽 周蓮香

許舒翔 周志宏

列席者：劉建忻 袁自玉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林文燦

呂建德 張秋元

出席者
請 假：郝培芝公假

主 席：黃榮村

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藍慶煌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104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102 次會議，銓敘部函陳人事管理人員獎懲規定修正

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一案，經決議：「照部擬、本院第二

組及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3 日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二）第 103 次會議，考選部函請舉辦 112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

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

委員長一案，經決議：「1.照案通過，請何委員怡澄擔任

本考試典試委員長。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

業於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3 日呈請特派，另於同年月 12

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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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面報告

考選部函陳 111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

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牙體技術師、公共衛生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驗光

人員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請查照。

吳委員新興：本人忝為本項考試的典試委員長，以下謹簡要報

告考試辦理情形及心得：1.本考試依照類科別與試題題型

分 2 次進行成績審查及榜示作業，今日報告為 8 月 31 日已

先行完成成績審查及榜示的中醫師（二）、護理師、語言治

療師、聽力師、驗光師及驗光生等 6 類科，其他 6 科將於下

週 9 月 27 日召開成績審查會議及榜示事宜。2.有關考試期

間違規事件，計有應考人隨身配戴穿戴式裝置及鈴響畢繼

續作答等情況，均已依相關規定處理。另外，少數類科命題

僅使用英文專有名詞，並未附註中文，已請考選部專技司瞭

解狀況後，今後適時提醒命題委員留意。3.在報名人數、到

考率與及格率部分，近年報考人數呈現逐年微降，從 109 年

20,619 人到今年 19,667 人，或與當前少子女化現象相關；

本考試歷年到考率均高，今年為 90.55％，但及格率從 109

年 49.61％，到今年 43.98％，已有微幅下降的情況，值予

關注。4.本次考試總計入闈 12 日，闈場防疫作為甚佳，從

入闈前 PCR、快篩及入闈後定期快篩，以及出闈時快篩等，

感謝考選部同仁協助，其中簡研究委員名祥擔任闈長共同

研擬嚴謹防疫作法，使得入闈期間所有人員均無染疫情況

而能順利完成所有試務工作，應予口頭嘉勉。最後也要感謝

王委員秀紅、楊委員雅惠、陳委員慈陽、姚委員立德及陳委

員錦生，分別擔任臺南、高雄、臺中、花蓮及臺東分區典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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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以及考選部許部長及專技司同仁的全心投入試務工

作，協助讓這次考試能夠順利圓滿完成，本人至表感謝。5.

有關本考試今年及格率略微偏低情形，經本人電洽部分命

題及閱卷委員瞭解實際閱卷情形，或因過去 3 年疫情因素，

學生多採遠距視訊上課，以致是否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未來

發展趨勢仍待進一步觀察。

王委員秀紅：1.本次中醫師等相關專技人員考試，整體及格率

較往年略微下降。在醫事人員考試部分亦有相同情形，尤以

護理師考試及格率下降達 10％。若探究考試及格率下降原

因，或與今年護理師考試「基礎醫學」科目的測驗式試題題

數相關（按：由 80 題調整為 50 題），惟經考選部分析近年

6 次基礎醫學平均分數後，發現今年該科考試平均成績為歷

年最高分，由此可知，本次試題題數調整尚非及格率下降的

主因。2.為瞭解專技高考護理師考試「基礎醫學」科目的測

驗式試題題數調整後，是否有效提升考試的區辨性，建議就

本次考試的應屆及非應屆畢業應考人進一步分析，並持續

觀察考試辦理情形。

楊委員雅惠：以個人過去擔任典試委員長經驗，考試及格率高

低，或與測驗式試題於考前實質抽題時，抽取難易度有關，

可予以檢視之，以上意見供參。

陳委員錦生：專技高考護理師考試「基礎醫學」科目之測驗式

試題題數由 80 題調整為 50 題，並自 111 年第二次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開始實施。在相同的考

試時間下，預期將使應考人有更充裕時間作答，惟仍應密切

觀察後續辦理成效。

決定：准予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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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選部業務報告(許部長舒翔報告)：營養師考試辦理情形及

未來努力方向

陳委員錦生：1.據部簡報內容，目前國內培育營養人才的高等

教育計有 18 所大學（含科技大學），且多為私立大學，10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 110 年第二次營養師考試計有 753

人，僅占當年度應屆畢業生總人數 40.75％，還不到一半，

未來納入電腦化考試後，能否有效改善應屆畢業生的報考率

？請部說明。2.另據國教署統計資料，截至 108 學年度第二

學期，全國學校營養師人數共有 538 名。隨著少子女化時代

的來臨，我國社會對於營養師的實際需求會否減少？其相關

待遇及誘因措施是否適足？建請併予釐清。3.有關營養師考

試的改進作法，除擬將應試科目「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營

養學」、「公共衛生營養學」及「食品衛生與安全」試題題型

，由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改為測驗式試題外，或可

研議適度放寬應考資格，例如：畢業科系名稱不限有「營養

」兩字，並與相關學會、相關主管官署及公會團體共同研商

改善報考率等問題。

王委員秀紅：1.今日部報告營養師考試辦理情形及未來努力方

向，屬於醫事人員考試範疇之一。有關國家考試辦理與改革

議題，個人認為與教考訓用等面向均有相關，部負責規劃辦

理考選工作，主要依據用人機關需求或專業團體實務意見，

針對考試規則與方式等進行調整，但在營養學系畢業生報考

營養師考試方面，應為教育部與大學院校對營養師人力培養

的問題；另有關市場對營養師的需求部分，涉及主管法規是

否強制要求各機關團體配置營養師等規範內涵。再則，臺灣

社會已朝向高齡化發展，營養師應具有一定的社會需求，例

如長照機構是否配置營養師等。當前市場要求具備營養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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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是否普及，亦可由營養師職業登記情形（約 3,500 人）看

出端倪。2.就醫事人員的考試型態而言，依個人瞭解，在美

國醫事人員考試大多採用測驗題型，而營養師考試依據專業

團體建議，預計將「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等 4 科改為測驗試

題，但「膳食療養學」及「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2 科目仍

暫維持混合式試題，以逐步方式進行調整，尚屬合宜。3.營

養師考試規劃自 113 年起採行電腦化考試，而今年 7 月心

理師考試已率先試行申論題線上作答，未來電腦化考試等相

關技術與設備陸續到位後，期望 114 年醫事人員考試採全面

電腦化測驗，對於國家考試的數位轉型將會是重大進步，個

人樂觀其成。惟特別提醒，為預先因應電腦化考試量能，宜

先擴充測驗式試題題庫，且須提升試題品質及區辨性，建議

部應規劃改革期程，以依序推動。4.部除研提營養師考試的

改進作法外，物理治療師及醫檢師等醫事人員考試，其考試

及格率均約為 30％，相較於其他醫事類科及格率低，建請

併予檢討。5.近來，考選部陸續公布高普考試行政與技術類

科各校錄取人數情形，個人建議亦可就醫事人員等專技考試

的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整體應考人予以分析公告，俾使各校

瞭解教考訓用間的鏈結程度。

楊委員雅惠：1.據部報告內容，未來營養師考試有兩項改進作

法，其一為調整考試題型，預計將「生理學與生物化學」、

「營養學」、「公共衛生營養學」及「食品衛生與安全」等 4

科目試題題型均改採全部測驗式試題，其二是規劃 113 年

起營養師考試採行電腦化考試。部為加速國考數位轉型，今

年 7月開始首次辦理諮商心理師及臨床心理師電腦化考試，

申論題以線上作答方式辦理，相關技術問題宜儘速克服改

進，隨時檢討，以利未來各類科擴大電腦化考試範圍。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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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專技考試已有豐富經驗，專技司同仁各自負責不同行

業領域，應對各行業領域亦不陌生，或可主動觀察各專業類

科對考選方向意見看法的趨勢，進行相關領域之系統檢視，

以助未來改革之規劃。

周委員蓮香：1.部報告營養師考試辦理情形及未來努力方向，

其中考試方法的改進，主要是提高測驗題的比例，除了保留

「膳食療養學」及「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仍為混合式試題

測驗式試題與申論式試題占分比重各占 50%外，其餘 4 科將

全改為測驗題，個人認為均屬妥適。2.營養師第二次考試於

7 月畢業季舉行，報名人數約為 2 千人，營養師第一次考試

於年初辦理，報名人數約 1 千人，兩次考試合計僅 3 千多人

。若考量本項考試辦理成本效益，或可審酌於 7 月份合併辦

理一次考試。3.就營養師考試應考資格部分，建議研議放寬

具有生物學背景者亦可報考，以增加應考人數。

伊萬•納威委員：1.由營養師考試沿革來看，營養師是社會發

展後，對於健康照養需求提高才逐漸產生的新興行業，惟觀

察實際需求似未如預期，此與主管機關是否針對醫院、學校

、工廠、機關、旅館與團體等需要膳食管理的機構或單位，

訂定強制規範要求配置營養師相關。2.108 年間衛福部公告

營養師法第 10 條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得供營養師執業

之機構及場所，包含長照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等，上開營養師執業場所多侷限於照養

機構，個人認為我國營養師市場似未健全，對於營養師的人

力需求並不普及，此亦反映於營養師考試的報考情形（按：

每年應屆畢業生約 1,800 餘名，報考率約 40％），且即便取

得營養師資格，可能未直接進入市場執業。類此議題均涉及

教考訓用的整體問題，尤其在教育端，每年有將近 1,8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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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營養系的畢業生，卻僅不到一半投入所學之專業領域，其

所呈現的相關問題，未必存在於考試端，而係教育端與用人

端。因此，本考試除依據專業團體意見而擬定的改革方向外

，建議將營養師報考情形提供給教育部參考，俾使其關注教

考兩端的落差情形。3.另部規劃調整營養師考試科目部分，

其中 4 科將採用測驗題，其餘 2 科則仍維持測驗與申論混

合題型，此規劃方向為專業團體之建議，衛福部亦無反對意

見，應屬可行。另 113 年起，本考試規劃採用電腦化考試，

個人亦是樂觀其成。4.本次部就營養師考試提出檢討報告，

個人建議部應持續觀察社會變遷，配合產業發展趨勢，並將

專技考試相關類科的報考情形提供教育端與用人端參考。

何委員怡澄：部曾於 111 年 3 月 24 日函請台灣營養學會及中

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專業意見，經回復均建議

「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營養學」、「公共衛生營養學」及「

食品衛生與安全」4 科目改採測驗式試題，至「膳食療養學

」及「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2 科目仍維持混合式試題，其

中測驗式與申論式試題占比分別為 70%及 30%。案經部營養

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39 次會議討論後，多數委員均支持「

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營養學」、「公共衛生營養學」及「食

品衛生與安全」等 4 科目試題題型由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

式試題改為測驗式試題；另全數委員均支持「膳食療養學」

與「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等 2 科目維持現行採申論式與測

驗式之混合式試題題型，占分比重各占 50%。茲因國外營養

師考試題型多已朝向測驗式試題，請教「膳食療養學」與「

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2 科目仍維持現制的理由為何？會否

造成應考人準備的落差？請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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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意見：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

定，考試規則訂定或修正前，應先徵詢相關職業團體意見後

，再由考選部會同中央職業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議決後，始

得變更。由此可知，任何一項專技人員考試方式的變革，並

非考選部所能獨自決定，尚涉及教育端與用人端等面向的考

量。所以，為強化教育、訓練與用人端等鏈結，增進人才培

育上下游間的互相瞭解，請部設定合宜的議題，舉辦小型的

教考訓用交流會議，並邀集相關機關學校及專業團體共同參

與。另如涉有考選法規修正部分，亦請部逐步推動。

許部長舒翔、黃司長慶章補充報告：對院長及各委員意見加以

說明(略)。

決定：請考選部設定合宜的議題，舉辦小型的教考訓用交流會

議，並邀集相關機關學校及專業團體共同參與，以強化教育

、訓練與用人端等鏈結，同時增進人才培育上下游間的互相

瞭解。

五、臨時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請撤銷張○盆女士 96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資格，並註銷其考試及格

證書一案，請討論。

決議：同意撤銷張○盆女士 96 年第二次專技人員普通考試不

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資格，並註銷考試及格證書。

二、銓敘部函陳職務列等表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一案，請

討論。

決議：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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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1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111

年交通事業郵政、公路人員升資考試第 2 次增聘典試委員、閱

卷委員 5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11 時 11 分

主 席 黃 榮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