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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普考試報考⼈略

覽公務⼈才變化
曾慧敏 考選部常務次⻑

“ 近⼆⼗年⾼普考的報考⼈，女性較男性多約⼆成，21~30歲為最主

要年齡層，且近九成均受有⼤學以上教育，其⼈⼒結構之特⾊為⾼學歷

及年輕化。 ”

政府施政⽬標要能有效達成，需仰賴各級機關公務⼈員。當代國家均⾯臨⽇益

複雜且變異快速的環境，公共治理的挑戰倍加劇烈，惟有⾜夠的優秀⼈才，⽅得

以因應，故取得所需優質治理⼈才，乃成為政府重要課題。

我國公務⼈員已是多元進⽤，經由公務⼈員考試為主要途徑。初任⼈員考試分為

⼀般⾼普初考試和特種考試，其中每年七⽉舉辦的⾼考三級暨普通考試（以下稱

⾼普考試），是公務⼈才最⼤來源，其報考和錄取⼈數均為各項公務⼈員考試之

冠。本文擬以近⼆⼗年（94~109年）本考試報考⼈基礎變項探其變化，以進⼀步
了解我國重要公務⼈⼒來源可能發展情形。

報考⼈數與經濟發展情勢連動

近⼆⼗年⾼普考試報考⼈數，95年低於7萬⼈，98~104年七年均⾼於10萬⼈，近
幾年則⼤致在8~9萬⼈，其變化與經濟發展情勢有連動關係。98~104年⼈數較多

https://www.exam.gov.tw/NHRF/Default.aspx
https://www.exam.gov.tw/NHRF/default.aspx?type=20C1A3DAF6A74FCE
https://www.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78&s=42916&type=20C1A3DAF6A74FCE
https://www.exam.gov.tw/NHRF/default.aspx?type=20C1A3DAF6A74FCE
https://www.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78&s=42918&type=20C1A3DAF6A74FCE


的原因，主要是受當時⾦融海嘯影響，以致98年較前⼀年驟增3萬1千⼈，逐漸增
⾄101年15.6萬⼈的最⾼峰；效應漸退後，105年起皆低於10萬。⽽110年⼜較109
年⼤幅增加9千⼈的原因，或與⼀年多來新冠疫情⼤幅改變經濟活動型態有關。⼆
次較⼤的經濟發展情勢變動，影響尋求就業機會者報考國家考試之意願。

⾄報考⾼考三級與普考之差距，除97~102年間差距較⼤，其餘年度差距並不⼤，
差距最⼩之105年僅差62⼈，易⾔之，此⼆等級考試在⼀般情況下報考⼈數應可謂
接近（圖1）。

整體報考⼈數就性別⾔，歷年男女占比⼤致在4：6，男女個別占比各前後年度之
變化甚微，僅在1~2%間。換⾔之，近⼆⼗年來儘管報考⼈數雖時有增減，但不論
⾼考三級或普考，男女占比⼤致呈4：6，男性報考⼈⼀致地較女性少約⼆成。此
⼀分布型態與其他公務⼈員初任考試⼤致相似。

報考⼈年齡具年輕化傾向

⾼普考試報考⼈近9成來⾃21~30歲及31~40歲⼆⼤年齡層，21~30歲約占6~7成，
次為31~40歲約2~3成。年齡分布整體來看，⼤約在29.3~30.9歲間，⾼考三級在
29.2~30.9歲，普考在28.4~30.2歲，後者略低。若以性別分析，無論⾼考或普
考，男性的年齡均略⾼於女性1~2歲。



近5年較特殊現象，是不同年齡組占比的更迭（圖2）。21~25歲及36~40歲有逐漸
增加趨勢。其中21~25歲占比顯著增加，36~40歲穩定維持在10~12%，⽽26~30
歲及31~35歲⼆者則是逐漸減少。總體⽽⾔，呈現較過去年輕化現象，109年普考
21~25歲甚⾄已近4成（39.23%）。

⾄於不同性別之年齡分布，無論是整體來看、或以⾼普考試分別觀之，其樣態均

類似，男：女在21~25歲約為3：7，其餘年齡組則是約4：6。綜⾔之，年齡變項
性別差異較⼩，⽽不同年齡組則因主客觀因素占比互有起伏。

報考⼈教育程度呈現逐年升⾼趨勢

以學歷分析，歷年⾼普考試報考⼈主要來⾃⼤學校院畢業⽣，學⼠以下占比甚

低，故本文以博碩學⼠三者為分析範圍。整體⽽⾔，博⼠均未超過1%，碩⼠在
12~22%，學⼠在63~80%（圖3）。

⾼考三級⾃100年起規定應考資格為獨立學院以上畢業，學⼠⾃100年起⼤致維持
70%，⾄108、109年則均超過80%。普考學⼠⾃105年開始超過70%，108、109
年亦超過80%。碩⼠、學⼠⼆者占比呈逐年上升，此和我國⾼等教育在近20年⼤
學數量⼤幅增加，應有⼀定之關連。另上述教育程度係由報考⼈報名時⾃⾏填



寫，有可能只填寫該等級所需應試最低學歷，因⽽數據尚難完全正確反映其間之

占比，惟差距應不致太⼤。

次就不同性別之教育程度來看，博⼠男性約在60~80%，女性20~40%，男性較
多。碩⼠男性約50~60%，女性40~50%，亦屬男性較多，但差距比博⼠⼩。學⼠
男性約在35~40%，女性60~65%，女性較多。⾼考⼀級歷年職缺絕⼤多數為技術
類別，類別屬性所致故男性偏⾼。男女比在碩⼠程度差距較⼩。

結語～具⾼學歷年輕化之優質⼈⼒資本，為國家重要⼈才

近年來報考⼈的年輕化，顯⽰年輕⼈⼒提早以投入公部⾨為志業；惟社會經驗的

缺乏，亦可能因不能多所理解社會變遷，致較難回應公眾需求。也因此，近年教

育部積極進⾏「⼤專⽣公部⾨⾒習計畫」，獲得相當迴響；考選部也刻正推動

「預備文官團」，希望提前讓有意進入公部⾨的年輕⼈，能更早了解政府運作機

制，藉以培養較為正確的公共服務認知，即早知悉⾃⼰對公職選擇興趣的判斷。

本年三⽉有報導指出，其他國家願意投⾝公職者也有⼤幅成⻑現象，除⼯作較為

平穩外，在疫情中產⽣對公共服務的興趣，亦為重要因素。

本文從⾼普考試近⼆⼗年報考⼈之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來看我國公務⼈員考

試⼈才來源⾯貌。綜觀之，女性較男性多約⼆成，21~30歲為最主要年齡層，且近



九成均受有⼤學以上教育，其⼈⼒結構之特⾊概為⾼學歷及年輕化。此⼀為數眾

多⼤學以上畢業學⼦，是國家寶貴⼈⼒資源。於今，⼈才取得不只是公私部⾨，

甚是國際間的相互競爭，如何透過更有效的評量⼯具及衡鑑技術，擇其優者為國

所⽤，實為具舉才重責機構之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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