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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 屆第 169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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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雅惠  陳錦生 何怡澄 王秀紅 

        伊萬•納威      姚立德  吳新興  陳慈陽  周蓮香  

        許舒翔  周志宏 郝培芝 

列席者：劉建忻  張秋元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呂秋慧 

        呂建德  許秀春 

主 席：黃榮村 

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168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166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

商務人員考試規則第 9 條及第 4 條附表二修正草案一案

，經決議：「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紀

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8 日修正發布及函

請立法院查照，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二）第 166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

考試規則第 7 條、第 11 條及第 3 條附表三、第 5 條附表

七、附表八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部擬及本院法

規委員會、考選處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

國 112 年 12 月 28 日修正發布及函請立法院查照，另函

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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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66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命題規則第 6 條、閱卷規則

第 25 條、第 26 條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部擬及

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8日修正發布及函請立法院查照，另函復考

選部。 

    決定：洽悉。 

（四）第 166 次會議，銓敘部函陳關於臺北市政府函請同意該

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共用編制表之規劃一案，經

決議：「照銓敘部及本院銓敘處意見通過。」紀錄在卷

。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銓敘部函陳關於臺中市立美術館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一案，

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備查。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郝主任委員培芝報

告)：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核心職能需求調查辦

理情形 

  陳委員錦生：1.保訓會為扣合施政方向及符合參訓人員升任

目標職務之需求，辦理訓練核心職能需求調查，是非常重

要且務實的作法，可使訓練課程因材施教，與時俱進，達

到訓練目的，值得鼓勵。2.佐升正訓練核心職能需求調查

，分別於 102 年及 112 年辦理，間隔長達 10 年，期間過長

可能跟不上環境變化需求，請會研議訂定較短時限定期辦

理之可行性。3.佐升正訓練與委升薦訓練本質不同，分別

辦理職能需求調查有其必要性，現行委升薦訓練職能需求

調查是否亦採相同作業流程？另外，其他如：員升高員等

不同人事制度人員升官等訓練，有無辦理職能需求調查？

4.會於辦理調查過程，專家學者訪談如果用德菲法進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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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或許更具代表性；深度訪談部分，如係邀請表現傑出

之佐升正訓練人員，採實際個案之行為實例訪談，以呈現

表現傑出者與一般者的不同看法，也許更有價值，請會參

考。另請教，訪談前有無事先提供訪談大綱，以利受訪者

預先準備，避免遺漏重要問題？問卷內容設計係封閉式問

題，或兼採開放式問題？5.瞭解各類人員核心職能需求後

，教材內容及講師授課技巧，才是訓練成功與否最重要的

關鍵；為確保課程及講師品質，並應有妥適評鑑機制，爰

請會說明如何就培訓成效進行評鑑。 

  楊委員雅惠：1.保訓會今日簡報，簡要清楚，且不同以往係

於訓練結束後辦理相關問卷調查，而係在訓練前就其需求

進行調查，並據以研析，此方式有助於更精確規劃相關訓

練課程，值得肯定。請教除了佐升正訓練作調查研究，會

是否考慮針對其他人員核心職能作需求調查？2.有關警察

人員之不同階段訓練，某些錄取人員可能需於警大或警專

接受訓練；建議會針對警察人員考試之筆試、體能測驗及

訓練等不同階段，由保訓會或警大、警專如何分工辦理，

進行綜整研議報告。3.依簡報第 42 頁所示主管與待訓人員

認知落差，在數位治理方面落差較大，會並推測係因主管

較具前瞻思維瞭解數位發展趨勢的重要性，個人對此持保

留態度。一般而言，不論是年長者或年輕人，均瞭解數位

資訊的重要性，且實務上，年輕人對於數位科技之實際操

作往往較年長者更熟稔，因此個人推測也可能主管較不熟

悉實際操作，而認為該部分需加強訓練，並非因其較具數

位發展趨勢認知。此外，數位治理除了在警察人員重要外

，在各領域人員均極具重要性，請會持續加強規劃數位發

展之相關訓練課程。 

  王委員秀紅：1.相較 102 年辦理之佐升正職能需求調查，保

訓會於 112 年重新以科學實證方法辦理該需求調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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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質量俱佳之調查研究，全新建構是類人員所需核心職

能架構，與時俱進使訓練資源精準投置的作法，值得高度

肯定。2.會說明未來其他升官等(資位)訓練，也擬採取相

同方式辦理需求調查，請教是否已編列相關預算？以本報

告詳盡之基礎分析資料，若能再擴充為更完整之研究報告

，並加以發表，將更能充分發揮研究報告之效益，惟此需

有足夠經費才足以因應，是為精進調查研究成果及對外發

表之可行性，建議會妥為規劃編列足夠經費預算。3.本次

調查研究資料樣本數充足，建議規劃追蹤其訓練成效，瞭

解訓練內容是否更符合受訓人員及用人機關需求，作為未

來精進參考。 

  姚委員立德：提供 3點意見，供會參考：1.依簡報第 21 頁及

第 22 頁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結果，第 21 頁待訓人員部分，

最高學歷以警專占 43%最多，一般大學 34%次之，其他占

23%；第22頁警正主管人員部分，以警大占51%最多，碩士

22%次之，其他占 27%。就上開資料觀之，待訓人員與主管

之畢業學校及學歷差異頗大；考量警正主管與待訓人員背

景不同，有可能導致審視問卷時較缺乏同理心，建議未來

針對主管級別人員進行問卷調查時，研議增加具警專或一

般大學等學歷相當之主管人數，期讓雙方檢視問題的立場

更趨一致。2.簡報第 44 頁有關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個別

訓練需求缺口顯示，各類人員對於各職能項目的重視程度

有所不同；公眾表達與溝通方面，警、消人員之排序分列

第 5 及第 6，海巡人員則列為第 2；危機處理方面，警、消

人員同列為第 1，海巡人員將之列第 5；此外，海巡人員將

法規詮釋與應用之重要性列為首位。據上開分析可見 3 類

人員對於各職能項目之重要性有所不同，建議保訓會安排

訓練課程應正視此差異性，並可洽相關機關瞭解該等人員

需特予強化訓練部分，期訓練更契合實需。3.會以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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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構警察人員佐升正職能需求調查，如後續執行成果

良好，建議思考逐步擴及警、消及海巡人員以外，具職務

特殊性之公務人員升官等訓練，以使訓練課程更精準扣合

相關人員升任目標職務之實際需求。 

  伊萬•納威委員：1.會今日報告佐升正訓練核心職能需求調

查辦理情形，個人回想起本院去年至警大及警專參訪，警

政署研提有關警大生及警專生結業後能否先行進入職場的

問題，目前辦理進度為何？另一關注議題是原民高階警官

的培育，111年原民警察人員2,552人，約占全體警察人員

2.9％，且皆為警正及警佐，並無擔任警監職務者，期望未

來能更注重原民警察人員的陞遷與原民高階警官的培育。

2.會透過調查彙總分析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訓練核心職

能架構及訓練需求缺口，職能架構中「溝通協力」的「人

群關係」職能項目，定義是指能依不同對象之背景，運用

適當方法等，有效推動業務，但該職能項目在本次警、消

人員需求缺口調查排序均居末位，藉此或可間接瞭解原鄉

民眾普遍希望由原民警察人員進入原鄉服務之緣故。3.本

次佐升正訓練核心職能需求調查，採深度訪談部分，受訪

人員及其服務機關之分布情形如何？有無含括原鄉及偏鄉

地區警察人員之意見？4.基於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地理

環境等差異性，在長照 2.0 衛生福利課程部分納有原住民

族文化安全導論，其目的即為培育人員之多元文化敏感度

，該項職能應歸屬上開「人群關係」項目，期勉會於公務

人員相關訓練，均規劃該等文化安全導論課程，俾使公務

人員具備應有之文化敏感度。 

  周委員蓮香：1.保訓會透過需求調查與評估，瞭解佐升正訓

練需求缺口，並建立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核心職能架構

及定義，進而調整訓練課程，值得肯定。2.有關警察、消

防及海巡人員個別訓練需求缺口，其中海巡人員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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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與應用」及「公眾表達與溝通」職能項目排序最高，

個人推測係因其執勤業務含括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等犯

罪調查，爰對於該等職能需求甚殷。3.本次報告統計分析

職能之「已具備程度」及「重要性程度」，各職能項目之

相關係數值有四成>0.9，甚至有高達 0.97，另外有四成三

>0.85。一般在樣品數約 1000 時，此數值可謂有超高度的

正相關，請教是否因問卷評分表等級較少所致？此相關係

數如此高，是否可解讀為受訓人員已具備該職能程度，因

此需求缺口差異不大？抑或問題的方向需修訂？請會說

明。 

  院長意見：據保訓會報告，警察及消防人員訓練需求缺口，危

機處理列為第 1 位，這是他們的工作特性使然，但就主管人

員而言，具備察覺問題的能力更為重要，才能有效防範於未

然。有關培訓過程中，如何透過實例增進培訓成效，強化這

類人員實務所需的各項職能，請會說明。 

  陳委員慈陽：保訓會對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之職務類別，

進行各項職能之「訓練需求缺口」差異比較分析，其中海

巡人員缺口排序第 1 為法規詮釋與應用，與警消人員不

同，此應與其職掌業務多涉及國際海洋法及兩岸關係法規

等有關，但因目前國內有關國際法領域的學者專家相對較

少，且目前國際局勢較以往複雜，為彌補該項職能缺口，

建議保訓會辦理訓練時，應特別著墨如何提升海巡人員該

項職能，並應與警大、警專等教育端及海巡署等機關，進

一步溝通研議強化海巡人員執勤所需專業法令之妥適方法

或訓練方式。 

  郝主任委員培芝補充報告：對院長及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五、臨時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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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銓敘部議復司法院函送法官遷調改任辦法第 14 條之 1、第

15條、第 26條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研議意見通過，同意會銜。 

二、考選部函請舉辦 11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

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第

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

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及保險公證人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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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陳委員慈陽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

人員考試及 112 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

資格考試解除聘用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

人員考試及 112 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

資格考試第 9 次增聘口試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醫

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考試解除聘用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 8 - 

 

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醫

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考試第 2 次增聘典試

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五、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典試委

員、增聘閱卷委員 29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 10 時 57 分 

      主  席   黃  榮  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