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

一、緣起

為因應全球化、資訊化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快速發展，各國政府為了有效推動政

策，及增進國家競爭力，莫不致力於提昇施政效能及文官素質。考試院秉於憲法賦予

之職責，盱衡國家當前需要，並回應馬總統民國 98 年元旦文告對於改革文官體制、
打造優秀文官團隊的期許及國人的要求，經於同年 1 月 15 日考試院第 11 屆第 19 次
會議決定組成「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小組」（以下簡稱規劃小組），透過跨部會

局 1之協力合作及相關法律之配套連動，以新思維、新行動，前瞻且務實的作法，依

輕重緩急明定期程，積極推動文官制度興革事宜。

規劃小組之組成，院會指派吳委員泰成擔任召集人，參加之考試委員有：邱委員

聰智、蔡委員璧煌、邊委員裕淵、李委員慧梅、李委員雅榮、胡委員幼圃、陳委員皎

眉、何委員寄澎、詹委員中原、黃委員俊英、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林委員雅鋒、

歐委員育誠、蔡委員良文、浦委員忠成及黃委員富源；邀請參加之機關首長有：考選

部楊部長朝祥、銓 部張部長哲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張主任委員明珠及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陳局長清秀。幕僚單位為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另上開機關並均指

派業務相關人員協助幕僚工作（規劃小組成員及幕僚工作人員名單如附表 1）。

二、研議經過

（一）成立小組

規劃小組於 98 年 2 月 11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邀請關院長中蒞臨講話並多所期
勉；會中就小組運作之程序、進度，以及未來研議之議題內容等作成決議。又為突破

舊有窠臼，小組研議方向係跳脫現有部會既定業務之框架，以文官制度通盤性之改革

作整體性考量，提出興革規劃方案報經院會通過，再交部會局依規劃方向推動。

（二）資料蒐集

為充分了解實務界及學術界之意見，於第 2 及第 3 次會議邀請對各先進國家或
對我國文官制度沿革向有研究之專家學者前來與會，就文官制度之興革提出建言。另

為集思廣益，規劃小組廣泛蒐集近百篇相關文章論述、院部會相關研究報告，以及行

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事主管服務守則、各類特種人員法規適用情形、行政中立訓

練方式等相關資料，供專案小組人員研參。此外，並透過考試院全球資訊網建置考試

院文官制度興革建言信箱廣徵各界意見，同時亦分請考試委員及部會局提供具體興革

意見，藉由上開多角度之檢視，從不同面向探究現行文官制度之缺失及不足。

1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 101 年 2 月 6 日配合行政院改組，更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方案中，除指涉當時之職

務或機關，仍維持人事行政局名稱外，餘均調整為人事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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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歸納部會局、專家學者、考試委員及各界之興革意見，歸納為 4 項議題（「公
務倫理與官制改革」、「人才考選與公務績效」、「考核升遷與培育歷練」及「俸給

退撫與激勵」），提經第 4 次會議決議於 1 個月內進行分組研討，各分組研討結論
並提供規劃小組綜合彙整。

（三）分組研討

在分組研討階段，為使小組成員均能掌握各分組之會議時程，統一規劃 8 次會議
時間（第 5 至第 12 次會議），每一分組 2 次會議：各分組第 1 次會議由出列席人員交
換意見，經由幕僚單位彙整發言意見並依研討結論格式擬具興革建議後，提經第 2 次
會議再加商討確認，始提規劃小組綜合研討（各分組成員及業務分工情形如附表 2）。

（四）綜合研討及提出方案

前開 4 個分組所擬具 16 項興革建議，經提第 13 次小組會議進行綜合討論；並
依決議由規劃小組召集人開會邀集各分組召集人與幕僚同仁進行初步整合，同時參採

全體小組成員之整併建議，按興革建議之改革重要性及推動關聯性，整合為 6 大方
案，並列明興革步驟分工表；復經召集 2 次小組會議（第 14、15 次會議）綜合討論。
總計先後召開 15 次小組會議，經充分交換意見與整理，擬定「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
規劃方案」（以下簡稱興革方案），提經 98 年 6 月 18 日考試院第 11 屆第 39 次會
議通過（規劃小組大事紀要如附表 3）。

三、方案目標－再造國家新文官

文官制度乃是一個國家對其公務人員之人事政策、法規及實務運作之總稱。文官

制度具有：因應時代需要、漸進成長、改革不易及永難滿意等特性。各國文官制度之

良窳，端視能否適應該國當時之時空環境需要，是否能建構國家所需的文官群為全民

服務。因此，任何國家對其文官制度，理應持續改革、與時俱進。

推動文官制度之興革，首先在政策思維上，理應遵循我國憲法所明定考試用人之

基本規範，站穩憲政根基；其次，當今公私部門人事管理的普世通則－功績制原則，

仍是起碼的規矩工具，不容忽略。此外，近二十年來各國政府再造帶動了文官制度改

革之經驗，以及不斷成長之現代化管理技術，均可擇其成功之處，加以參酌學習，但

亦應注意我國的時空環境，加以研析擇採，而非全盤抄襲。

我國現職常任文官均係經由國家公開考試而進用，其素質本具相當之水平，但其

表現與民眾期待尚有差距，如何快速有效地提昇其效率，最簡明有效的途徑，允屬予

以再造，使成為國家新文官。如何先加強其心理建設，強化正確的公務倫理？如何加

以合理靈活的管理，使其發揮所長，表現卓越？均屬本興革方案努力之處。總之，要

「再造國家新文官」以建立一流政府，快速提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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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興革建議

興革方案之體系架構，係依興革事項之改革重要性及推動關聯性設計，共分 6  
項建議案：

第一案：建基公務倫理  型塑優質文化

第二案：統整文官法制  活化管理體系

第三案：精進考選功能  積極為國舉才

第四案：健全培訓體制  強化高階文官

第五案：落實績效管理  提昇文官效能

第六案：改善俸給退撫  發揮給養功能

上述 6 案由上而下，首先第一案係經由奠基文官制度的公務倫理之核心價值，
進而型塑優質之組織文化；其次第二案全面統整文官法制，以活化管理體系，就政府

部門內性質迥異之政務人員、常務人員及契約用人等三類人員構築分流管理制度，既

重視常任文官體制之穩定性，並兼顧政府用人之靈活性；進而依序以第三案至第六案：

針對常務人員之人事制度，以問題導向方式，分就精進考選功能、健全培訓體制、落

實績效管理、改善俸給退撫四項當前具改革急迫性之議題，提出興革建議。以上各案

均跨涉部會局之業務範圍，需跨部門之通力合作，並依推動步驟與分工，分近程為 1 
年內（民國 99年 6月止）完成，中程為 3年內（民國 101年 6 月 2止）完成，遠程

為 5年內（民國 103年 6月止）完成。

2.    101 年11 月22 日考試院第11 屆第214 會議通過同年月15 日考試院全院審查會審查秘書長提報有關兩方案整體修
法計畫並決議，文官制度興革方案中程之期程由「101 年6 月止」調整為「102 年6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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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綜合整理「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架構圖及各期程興革事項如下：

方案目標

掌握時代脈動

因應國家需要

順應人民期望

遵循憲法考試用人政策

落 實 功 績 制 原 則

參 酌 各 國 興 革 經 驗

運 用 現 代 管 理 技 術

再　　　造

國家新文官

建 立 一 流 政 府

提昇國家競爭力

方案執行

中程

民國102年6月
近程

民國99年6月
遠程

民國103年6月

基本架構

第一案

建基公務倫理

型塑優質文化

第三案

精進考選功能

積極為國舉才

第四案

健全培訓體制

強化高階文官

第五案

落實績效管理

提昇文官效能

第六案

改善俸給退撫

發揮給養功能

第二案

統整文官法制

活化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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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及各期程興革事項

民國 98.6.18考試院第 11屆第 39次會議通過
民國 101.5.10考試院第 11屆第 187次會議修正通過

期程

興革規劃方案

近程
(99 年 6 月止)

中程
(102 年 6 月止)

遠程
(103 年 6 月止)

第一案

建基公務倫理

型塑優質文化

1. 確定並公布文官之核心價值
2. 建制各類公務人員服務守則
3. 加強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
宣導

4. 落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之施行

1.加強公務倫理考核
2. 完成「型塑文官優質組織
文化推動方案」

3. 建構公務倫理法制體系 (
完成公務人員基準法之立

法) 

完成型塑文官優質組織文化

第二案

統整文官法制

活化管理體系

1. 推動政務人員相關法制完
成立法

2. 確立政務、常務人員及契
約用人三元管理法制體系

之基本原則 (含確立合理
擴大政務職務範圍之原則) 

1. 推動基礎性法律 (公務人
員基準法) 完成立法

2. 整建常務人員法制並建構
公私人才交流法制

(1) 通盤檢討修正職組及職
系相關法規

(2)  儘速共同配合完成「法
官法」之立法

(3) 強化警察人員及關務人
員之人事管理制度

(4)  檢討人事、政風、主計三
個一條鞭制之未來走向

(5)  簡併其他不合時宜之專
業人事制度

(6) 建構公私人才交流法制
(7)  健全聘任人員人事管理
制度

3. 健全政府契約用人制度

1. 職務分類制架構檢討改進
2. 研究廢止派用人員派用制度

第三案

精進考選功能 
積極為國舉才

1. 通盤研訂建置優質題庫方案
2.改進命題及閱卷技術
3. 改進高等考試一級考試，
羅致優秀高階文官

4. 改進司法官及律師考試制
度，選拔並培訓優秀法律

人才 (採行命題、閱卷改進
措施) 

5. 請考選部轉請法務部檢討
現行律師考試及格人員職

前訓練制度

6. 建立警察人員考試分流雙
軌制度 (規劃) 

1. 視考試性質，研議採多元
評量方式、分試或分階段

考試

2. 建立職能指標標準作業程序
3. 改進人力評估技術，加強
考用配合

4. 改進司法官及律師考試制
度，選拔並培訓優秀法

律人才 (第一階段改進方
案；實施司法官及律師考

試新制) 
5. 建立警察人員考試分流雙
軌制度 (實施) 

1. 改進司法官及律師考試制
度，選拔並培訓優秀法

律人才 (第二階段改進方
案：司法官及律師合一考

試) 
2. 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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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興革規劃方案

近程
(99 年 6 月止)

中程
(102 年 6 月止)

遠程
(103 年 6 月止)

第四案

健全培訓體制 
強化高階文官

1. 重新設計晉升簡任官等資
格條件

2. 修訂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
資格之條件

3. 適度規範內陞與外補比例
4.擴大職務遷調範圍
5. 限期廢止升官等考試 (修
法規定五年內辦理三次為

限) 
6.成立國家文官學院
7. 建構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
度 (完成規劃) 

1. 建構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
度  (完成立法) 

2.建立快速陞遷機制
3. 建構完整之高階文官、主
管培育歷練體系

4. 充實自初任人員至高階主
管、非主管至主管之整體

性訓練

5.強化核心職能之訓練
6. 明定公務人員年度參加訓練
進修時數

7. 建立訓練成效評估追蹤制度

1. 建構陞遷歷練與訓練培育
有效結合之體制 (運作及
補強)

2. 建立完善培訓體系 (運作
及補強)

3. 建構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
度 (運作及補強)

第五案

落實績效管理 
提昇文官效能

1. 研修公務人員考績制度
(1) 修正平時考核項目 
(2) 強化獎優汰劣機制
(3) 建立個人與團體績效
評比機制及績效獎金

制度

(4) 配合研修公務人員任
用法升官等規定

(5) 配合研修公務人員陞遷
法優先陞任規定

2. 修正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
工作潛能激勵辦法

3. 重行建構激勵工作意願及
工作潛能之具體執行方案

4. 檢討模範公務人員及傑出
貢獻獎選拔制度

實施階段性多元獎勵 整建人力發展型之公務人員

獎勵法制

第六案

改善俸給退撫 
發揮給養功能

1. 檢討加給之分類及支給標準
2. 完成現階段退休法制改革
3. 取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採
計上限規定

4. 建置退休人力志願服務平台
5. 建立公務人員退休團體輔
導機制

1. 強化俸給調整決策機制
2. 整併單一俸點折合率
3. 完成矩陣式俸表(包括俸級
級數之調整)之研究

4. 多元化經營管理退撫基金
5. 建立具公平性之公教人員
保險制度

6. 整建完整之退休公務人員
福利措施

7. 協商檢討改善軍人退撫基金
制度

1. 完成複式俸表之研究
2. 完成高階文官俸表
3. 研議建構符合世代正義之
退撫制度

4. 賡續研議退休公務人員照
護措施

5. 建構友善生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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