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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中，人民經由合法的選舉過程，交付治理國家的責任給執政

者，掌權者將其政治理念結合人民的需求，所形成的公共政策，交由公務人員來規

劃及執行。為求政策思慮周全，依情況需要邀請相關專家或政策利害關係人來諮

詢，在廣泛的徵求意見後，再做出決策，不管是政府維持原來的政策或是修正成新

的政策，社會上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是反對的意見不強，政府可再檢視反對者的

意見，看政策是否有疏忽之處，予以加強；但若反對的意見強，政府可檢視意見和

政策的不同處，再決定是堅持政策或是改變政策。不過旣然是執政，就有政策的風

險和責任，該堅持便要堅持，要有承擔政策結果的勇氣，而非在不同意見中擺盪不

定，失去政策執行的時機，造成更多批評之言。 

政策訂定的過程中，會有不同的聲音，過去外部專家或學者的看法會成為重要

的參考意見，但是當專業意見與政治考量衝突時，專家的意見便成為出席背書的純

參考意見，由於專家意見逐漸被邊緣化，也就常有省去諮詢的步驟，以內部會議來

解決，旣無反對意見也能快速決定，然而推出後就會受到社會大眾的檢驗，包含受

政策影響的民眾及地方政府、反對黨、與政策相關的民間團體及電視政論節目的名

嘴，若是政策合意則可順利推動，若是與民意不合，那就是萬箭齊發，在民眾尚未

瞭解政策的意涵時，就迫使政府政策中止或再議，如此有效的結果，引起後續政策

的反對效應，以致政策難以推動。回顧過去政策推動的扭曲或失敗，大都是因為相

關政策專家未接受諮詢，因而也沒有專家願意發聲和支持。此外，政府為尊重和廣

徵民意，便以公民參與的方式，將許多公共政策和事務的決定，下放到民眾代表，

這些民眾的背景不一、專業知識和能力不一、代表的團體立場不一、對公共事務的

認知不一，因此若是以徵詢意見的作為，則其能得到更多不同的意見或因而取得共

識；但若公民參與機制被授予決定的權力，卻又無法律上的授權規定，便會引起社

會的爭議，也會引起政府拋棄責任的批評。為政者確實難為，但只要能堅持對民眾

有利的政策，還是能得到民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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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邀專論的主題為民主與行政，並以此析論政黨輪替對文官體系的衝擊與

影響。針對 2000 年總統大選結果，我國中央政府產生了首次政黨輪替，開啟公共

行政學者深入思索民主與行政是否會有所變化的問題。本文先評論臺灣民主轉型的

功過成敗，再回顧公共行政學的發展中，對民主與行政的思辯，並以 2000 年與

2008 年兩次中央政府政黨輪替的經驗，來探討政黨輪替對文官體系的衝擊與影響，

尤其是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政黨性的變化，再以分析的結果針對 2016 年第三次政黨

輪替的實務運作與學術研究，提出相關的建言。由於政府規定公務人員要維持行政

中立，政黨的概念在公務人員是非常敏感的詞彙，作者以嚴謹中性的態度及客觀的

數據，將政黨輪替的現象加以呈現，提出學術上的見解，對此研究主題有更清楚的

闡述，值得新政府參考運用。 

本期共刋登三篇論文，第一篇探討有關少數族群資源分配政策理論基礎與跨國

經驗，基於我國中央政府的族群型代表性機關在政策資源配置能力的不足，本文除

意圖從理論去分析少數族群資源分配政策理論的形成基礎外，並從實證上觀察各國

少數族群行政機關的運作，運用比較研究的架構，以整合出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

關、協同治理與政策統合間的調合方式，做為臺灣目前機制與問題的參考。 

第二篇從自我效能與信賴關係，探討公部門工作績效之影響。本文主要在研究

公部門成員的自我效能感，及其反應在工作績效的成效，而工作績效的衡量關係到

個人績效與組織整體績效，因而主管與員工相互信任及幫助的信賴指標也會影響績

效指標，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及信賴關係分別對績效都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但三者

交互作用的效果卻有不同的結果。 

第三篇以 2008 年臺灣政府文官調查庫，探索文官對多元價值的回應，因文官

有其個別價值認知與偏好，在政策過程中，會有不同程度的回應，可形成不同特性

的行政角色，本文利用 2008 年臺灣文官調查資料與集群分析方法，將相似回應特

性文官歸於相同組別，勾勒與詮釋我國文官體系下多元的樣貌與角色，分別命名為

專業技術者、自主成效者、公益關懷者、傳統執行者等四組，並依分組結果與特

性，提供人事與組織管理的相關政策建議。 

本期書評是評論主題相似但內容不同的兩本書，書名分別是「觀察政府菁英」

及「英國政府中的日常生活」，這兩本書不同於一般的公共行政著作，採取人類學

所用的民族誌研究方法，去描述公務人員的實際工作生活。第一本書是集結歐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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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觀察政府菁英的論文集，共同的核心是「靠近一點」及「要親臨現場」，因而能

深刻的瞭解政府菁英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其顯示的真實意義，由此打開政府菁英行為

的黑盒子。第二本書是將前書中英國作者的一篇論文加以擴充，作者進入英國政

府，訪談高級文官、部長及大臣，進行兩年的參與觀察研究，以說故事的方式，介

紹這些主角的日常生活，藉由揭露實務運行的故事，重新建構這些行動者的意義，

才能瞭解和改變行動者的信念與實務，以發揮公共服務改革的實際效益。這兩本書

採用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公共行政的學者及實務運作者均有參考價值，本書評將二書

的重點明確的呈現，值得讀者的深讀。 

本期季刊能順利刊出，要感謝本刊社務顧問、編輯委員、審稿委員及考試院的

編輯同仁，由於他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才使本期能順利出刊，也感謝投稿者的賜

稿，才使本刊能有高水平的學術論文。 

文官制度季刊 

主編  陳金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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