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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族特考之制度

設計與辦理成效
顏惠玲 考選部特種考試司司⻑

“ ⿎勵原住⺠族⼈才透過考試參與公共事務，協⼒促進原住⺠族傳承

與文化認同，規劃更符合原鄉或原住⺠族需要的政策⽅案。 ”

原住⺠族特考始於45年舉辦之特種考試臺灣省⼭地⼈⺠應⼭地⾏政⼈員考試，

當時係為⿎勵原住⺠族青年參加原鄉地⽅⾃治及經濟建設⼯作，其後名稱迭有修

正，⾄93年修正為公務⼈員特種考試原住⺠族考試迄今，⾄109年⽌，總計錄取
4,712⼈，是原住⺠族擔任公職的重要管道。本文擬就本考試近10年辦理情形，瞭
解原住⺠族公務⼈⼒之考⽤概況，並提供建議。

原住⺠族特考制度設計架構

本考試⽤⼈機關包括原住⺠族地區（30個⼭地鄉及25個平地原住⺠鄉鎮市區）、
辦理與原住⺠族事務有關業務之中央部會及地⽅機關。⾸次舉辦時係屬低於普通

考試之特種考試，59年改列為四等考試；77年，為解決原住⺠族公務⼈員陞遷管
道增設三等考試；90年增設五等考試；93年，再增列⼀等及⼆等考試，以羅致優
秀⼈才擔任不同職級之職務，暢通原住⺠族公務⼈員培育管道。各等別設置類科

以三等及四等考試各設置31類科最多，每年考試依⽤⼈機關有實際⽤⼈需求之類
科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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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及族語能⼒條件

為彰顯本考試之特殊性，考試科⽬納入原住⺠族事務有關知能，⼀等考試各類科

均列考有關原住⺠族政策之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三、四、五等考試均列考原住

⺠族⾏政與法規；文化⾏政類科並列考臺灣原住⺠族史、原住⺠族文學或原住⺠

族藝術等科⽬，以增進錄取⼈員對原住⺠族事務及文化的瞭解，提升業務推展品

質與效能。

⾃110年起，配合原住⺠族語⾔發展法第25條規定，應考資格增加族語能⼒條件，
報考⼈除須具原住⺠族⾝分外，尚須具原住⺠族語⾔能⼒認證初級以上；⾃113年
起，報考⼀、⼆、三等考試者須具中級以上族語能⼒，透過考試，協⼒促進原住

⺠族語⾔傳承與復振，提升錄取⼈員對原住⺠族文化之認同，俾政策規劃、執⾏

更符合原鄉、原住⺠族之特性與需要。

近10年辦理情形

⼀、⽤⼈需求集中於少數類科

近10年（100-109年）約計提出1,780個⽤⼈需⽤名額（⼀等考試1名、三等考試
827名、四等考試680名、五等考試等272名），其中⾏政類1,097名（占
61.63%）、技術類683名（占38.37%）。



本考試經常性提報需求類科，⾏政類包括：⼀般⾏政、⼀般⺠政、社會⾏政、原

住⺠族⾏政、⼈事⾏政、教育⾏政、財稅⾏政、經建⾏政、農業⾏政、地政、法

警、錄事類科；技術類則為農業技術、林業技術、⼟⽊⼯程、測量製圖類科。

以需求量⽽⾔，三等考試以⼟⽊⼯程類科提列252名（占30.51%）最多，其次為
⼀般⾏政類科86名（占10.41%），第三為農業技術類科80名（占9.69%）；四等
考試以⼀般⺠政類科提列164名（占24.12%）最多，其次為⼟⽊⼯程類科149名
（占21.91%），第三為⼀般⾏政類科75名（占11.03%）；五等考試以⼀般⾏政類
科計提出 80名（占 29.41%）需求最多，其次為電⼦⼯程類科 51名（占
18.75%），第三為錄事類科39名（占14.34%）。整體⽽⾔，⽤⼈需求集中於少數
類科，在⾏政類以⼀般⾏政、⼀般⺠政類科為多；技術類以⼟⽊⼯程類科最多。

⼆、提報職缺機關以原住⺠族鄉鎮市區較多

近3年（107-109年）機關提報職缺約有6成職缺位於55個原住⺠族鄉鎮市區；提缺
機關地域分布，以臺東縣、新北市及花蓮縣所在之機關最多，其中，花蓮縣及臺

東縣亦是原住⺠族⼈⼝數最多之縣市。



三、報考⼈數逐年降低

報考⼈數100年5,190⼈，逐年下降，⾄109年僅2,464⼈，減幅達50%以上；平均
到考率僅58.85%，等別愈⾼到考率愈低，相較其他公務⼈員考試平均到考率約
70%明顯偏低。





四、部分技術類科常年錄取不⾜額

各年三、四等考試均有錄取不⾜額情形，近10年總計三等考試不⾜額比率
35.96%；四等考試為18.38%。常年不⾜額之類科包括⼟⽊⼯程、農業技術類科。
三等考試⼟⽊⼯程類科不⾜額比率86.51%；農業技術類科為51.25%；四等考試⼟
⽊⼯程類科不⾜額比率57.05%；農業技術類科為37.5%。

錄取不⾜額主要為應考⼈考試總成績未達50分之最低⾨檻，另報考⼈數偏低恐亦
是原因之⼀，經統計，三等考試⼟⽊⼯程類科計提列需⽤名額252名，報考514
⼈，到考僅239⼈，取才空間有限。

建議作法

本考試係為羅致優秀原住⺠族⼈才參與公共事務，促進原住⺠族事務推展，觀察

近10年辦理情形，顯⽰⼈才供需、考⽤間有所落差；⽽⼈才育成從教育端開始，
經過考選、培訓到任⽤，相互扣合、連動，後續有賴原住⺠族事務主管機關、教

育、考選及⽤⼈機關共同研議，謀求改善之道，謹提下列建議供參。

⼀、強化考試及相關任職資訊（包括應考資格、考試科⽬及⽅式、⼯作性質、公

務⼈員之權利義務、職場環境等）宣導，減少資訊落差形成之報考障礙；亦



可與各⼤學之原住⺠族學⽣資源中⼼共同合作，讓原住⺠族學⽣更加了解考

試⽅式、⼯作內容及職場條件環境等，提升報考意願。另近年因少⼦化、⺠

眾教育程度提升職業選擇多元，各項公職考試報考⼈數有下降趨勢，惟本考

試之減幅較為嚴重，建議瞭解原住⺠族報考及不報考本考試之原因，以利研

議改善、因應之道。

⼆、加強宣導、⿎勵青壯族群參加族語能⼒考試。⾃110年起族語能⼒已為報考必
要條件，惟110年報考⼈數僅1,252⼈，創歷史新低，往後透過宣導或能有所
提升；惟113年起，報考⼀、⼆、三等考試者，族語能⼒須達中級以上，屆時
仍可能再受衝擊，宜及早因應。按現⾏族語分級考試⾃103年起舉辦，據統
計，通過族語者多集中於7-18歲之青少年，⽽本考試報考⼈集中於21-40歲，
平均年齡約30歲，建議針對報考主⼒族群多加宣導，擴⼤報考來源。

三、盤點需⽤⼈才類型，會同教育機關共同研議強化⼈⼒資源培育與輔導策略。

為培育原住⺠族需求⼈才，109學年度有28所⼤專校院開設原住⺠專班，開設
範圍包括護理、⼟⽊與環境⼯程、文化產業、法律、藝術及設計、觀光餐

旅、社會⼯作、運動競技與產業等領域，建議相關單位配合政府職能需求，

檢討、強化相關課程開設情形及⼈才養成規劃；並研議針對專業性較⾼之類

科，於考前開設專班加強輔導報考⼈。

四、職缺提列適度配合原住⺠學⽣修讀專業。根據109年度統計，原住⺠⼤專⽣修
讀之前五⼤學⾨為餐旅及⺠⽣服務、醫藥衛⽣、商業及管理、藝術、社會福

利學⾨，就讀⼈數最多的5⼤細學類為護理及助產、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
企業管理、旅館及餐飲、外國語文，⼯程類科系較少，僅電機與電⼦⼯程學

類居第10位，⼈數占2.2%，建議⽤⼈機關增加提列⾏政類科職缺，以利報
考。

五、會同教育端及任⽤端，檢討考科設計及考試技術，包括應試科⽬數、應試科

⽬內涵、題型等之妥適性，對準職務核⼼職能，貼近原鄉業務需求及原住⺠

族事務特性，避免考試範圍過廣⽽稀釋專業知能之評量效能；針對常年不⾜

額類科優先建置題庫，穩定試題品質及難易度等，強化學考⽤鏈結，增進選

才效能。

六、⽬前設籍都會區之原住⺠族近半數，⽽本考試職缺約6成位於原住⺠族鄉鎮市
區，屬基層機關，地理位置較偏遠，任職條件及職涯發展不若都會區縣市及

中央部會，報考誘因較低。為落實本考試羅致優秀原住⺠族⼈才參與原住⺠

族事務之⽬的，除⿎勵都會區機關多提列職缺外，建議有關單位強化職場誘



因，例如改善職場條件、環境、陞遷機制；針對不易羅致之技術專才，研議

提⾼技術專業加給或增加職場風險加給之可⾏性等，以改善⼈⼒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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