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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全國人事行政會議開幕致詞 

（綱要） 

100.12.6 

 

壹、前言 

 

貳、討論議題 

一、完善考選機制，篩選適格公務人員 

二、活化政府人力資源，健全契約用人制度 

三、建立高階文官培訓與陞遷結合制度，提升政府施政

品質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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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全國人事行政會議開幕致詞 

100.12.6 

本院胡值月委員幼圃、各位考試委員、各位首長、各位

學者專家、各位人事主管同仁、各位女士、各位先生，大家

早： 

今、明兩天本院為慶祝建國百年所舉辦的全國人事行政

會議，能夠邀請到各位學者專家、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代表、

中央及地方機關人事主管共同前來參加，本人謹代表考試院

表達歡迎與感謝之意。 

本次會議 3 項討論議題，係本院研訂之「文官制度興革

規劃方案」及「強化文官培訓功能規劃方案」興革建議之一

部分，也是本院目前施政重點。為期集思廣益，謹略述其興

革緣由，請大家提供寶貴意見，共同努力推動改革： 

一、考選議題：「完善考選機制，篩選適格公務人員」 

大家都知道考選制度行之有年，其公正性及公平性受到

社會普遍肯定，但是考選機制之改進，我個人認為是個無窮

無盡的工作。它不僅是一個程序及技術問題，也有人為的因

素，包括出考題、閱卷及給分，本屆考試委員在此方面都非

常盡心盡力。提出本項議題之目的，是為使每年舉辦考試

後，能夠盡量滿足當年度報缺機關的用人需要，同時重視考

試錄取人員基礎訓練，屬於考試之一部分的實際功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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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初步擬議未來將適當增加考試錄取人數，於參加基礎訓

練合格人員中，併計其考試成績及基礎訓練成績為總成績，

作為考試擇優錄取為正額及增額人員。換句話說，公務人員

訓練應從考試開始，從考試中培養其認真工作及熱心服務之

公務人員特質。 

於上開修法未完成前，將規劃優先選定司法特考（監所

管理員類科）、外交領事及國際新聞人員特考、移民特考等

3 項考試試辦不占缺訓練，並增加增額錄取名額，以落實訓

練淘汰機制。 

二、銓敘議題：「活化政府人力資源，健全契約用人制

度」 

我國行政機關事務人員的進用，係以考試用人及職涯永

業化為主，但近年來許多國家為了提升政府效能，已在原有

和我國相同的「職涯制」（career-based system ）人事體制

之外，另外採取了「職位制」中(position-based system）的人

事體制，向社會公開徵才，基本上與我國制度不同，但是是

否有空間讓職位制能在職涯制中也有一席之地，讓政府在用

人上有彈性，這是值得我們考量的。 

目前考試院擬另外建構一套彈性周全的契約用人制

度，將政務、常務人員及契約用人形成三元管理體系，但契

約用人適用的職位及其權利義務，仍需要大家共同討論以取

得政策共識。換句話說，如何一方面維護考試制度公正性，

同時符合國家之用人需要，此兩者間須找到平衡點。 



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 

 

284 

三、保訓議題：「建立高階文官培訓與陞遷結合制度，

提升政府施政品質」 

高階文官身居文官體系要職，須具備紮實的專業知能及

豐富的行政經驗，才能預見未來，塑造組織願景，並帶動創

新與變革。可是現階段我國高階文官多數培育歷練不足、視

野不夠宏觀，與國際交流的能力亦有限，對日益複雜的公共

事務及民眾的高度期待，漸有難以因應的窘境。 

    因此，保訓會除了已推動「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

分別於 99 年及 100 年試辦高階文官培訓外，也擬議將修正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 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4 條第 1 項，

建構培訓與陞遷結合制度，未來陞任高階主管亦須經「特別

管理制度之培訓」合格，以提升高階文官素質。換句話說，

公務人員訓練除了基礎訓練外，特別重視發展性訓練，我國

文官要求廉能，在能力與資歷及服務熱忱能不能與時俱進，

此為我們今後在辦訓練時應重視之內容及議題。我們希望藉

由高階文官的培訓及將來有機會建立一套特別的制度，此有

待大家的集思廣益，並從此方面著手，強化行政效率並提升

國家整體的競爭力。 

各位是人事主管人員，在人事體系工作多年，應了解人

力資源是個可以開發、運用、成長及獲利的資源，該獲利不

是為個人、為私人，而是為了國家、人民及公務人員本身；

所以，基本上而言，善用人力與資源是個三贏的策略。但反

觀並虛心檢討我國人事制度，是中央集權式管理，強調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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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鞭，在基本理念上非常重視公平價值，規定愈嚴格，是

希望在用人上沒有徇私及偏差。當年在大陸時期訂定此套法

制時，國家面臨地方割據，中央政令未必能通及全國，必須

藉由此制度來防止地方政府或不肖人員來破壞國家制度。但

現今的臺灣民主制度已經完備，這套制度是否有檢討之必

要，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綜而言之，我認為過度的法制化和集權化，缺點是容易

形成形式化及僵化，過分的形式化與僵化，必然會阻礙國家

進步及改革，亦無法讓公務人員得到人民更高的信賴，爭取

更多的支持。以下舉兩個例子作說明：1.各機關雖然設置了

「考績委員會」或「甄審委員會」，但這套制度實施的結果，

形式意義是不是大於實質意義呢？此兩個委員會是否皆能

發揮其設置之目的？2.高考人事行政類科，應考的專業科目

中有一科「心理學（含諮商與輔導）」，但在重視與將法令

規範當成目的的管理體制下，請問有多少人事人員在機關

中，用得上心理諮商與輔導的專長？所以在思考問題時，不

能只看好的一面，也要從另一面來思考，這樣我們才能進步

及不自滿。 

本人一直有個理念，雖然知道目前能夠推動的幅度很

小，但仍願藉今天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我認為將來公務體

系應朝向分權化與彈性化的管理體制進行改革。在這樣的體

制下，人事人員的職責將不再是以「執行法規者」、「法規

解釋者」或「案件審核者」為主，而是基於機關組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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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下，為所在機關擬定人力資源政策，從事人力需求規

劃與預測，以及進行其他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等。 

    綜而言之，馬政府於今年 9 月記者會上宣布推動未來「黃

金十年」的發展計畫，讓臺灣人升級，我們希望能實現這個

目標。公務人員是國家推動進步的動力與火車頭，也是黃金

十年的推手，如何在核心價值及核心職能方面能同時併進，

來為國家未來前途及人民福祉善盡心力，我相信是我們投身

公務體系的初衷及一生的志業。 

再次感謝各位熱烈參與，希望藉由今明兩天的研討，達

到集思廣益的效果，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接

下來，我要以主辦單位的身分，迎接蕭副總統，並恭請蕭副

總統對我們講話。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