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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務員招募經
驗與啟⽰
許成委 新加坡南洋理⼯⼤學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院研究

員

“ 相比較於國家統⼀考選，⽤⼈單位⾃主進⾏的招聘⽅式，能夠

⼤⼤降低招聘的成本，有助於提升⼈才與⼯作的匹配度，提⾼⼯作

績效。 ”

在全球化背景下，⼀個國家的治理⽔平與經濟⺠⽣在很⼤程度上取決於該

國政府的公共治理⽔平，⽽公共治理的核⼼要素是公務員的能⼒和素養。選

拔最優秀的⼈才加入公務員隊伍，並確保公務員的能⼒與素養與時俱進，是

推⾏善治的基礎。

⽤⼈唯賢—新加坡模式成功的核⼼要素

提起新加坡，學者和公共管理者常常稱讚其政府廉潔⾼效、基礎設施世界⼀

流、居者有其屋、律法嚴明、治安良好等等（許成委、柯凱翔、陳重安，

2021） 。⽽創造經濟與社會發展奇蹟的新加坡公共治理經驗也被冠以「新

加坡模式」，成為全世界不少國家政府學習和模仿的對象（Liu &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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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陳思賢（2020） 在《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指出，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核⼼要素之⼀便是其「⽤⼈唯賢」。

⽤⼈唯賢是新加坡公共管理者推動善治、為國家制定科學且切合實際之經濟

與社會發展計畫的關鍵。新加坡國⼟細⼩、⼈⼝不⾜，⾃然資源匱乏，要⽣

存與發展，唯獨可以仰賴的便是⼈⼒資源。開國總理李光耀常常提到，⼈才

是新加坡成功的關鍵，聚天下英才為政府所⽤是國家進步繁榮的主導⼒量。

新加坡與臺灣同為「亞洲四⼩龍」之⼀，也都是亞洲國家中率先推⾏⾏政改

⾰的典範，分析新加坡公務員招募的經驗對於臺灣當前的公務⼈員考選制度

改⾰具有⼀定的借鑒意義。囿於篇幅，本文難以詳述新加坡招募做法，僅列

其三點，以供讀者參考。

沒有科舉制桎梏，易於推⾏市場化的⼈事制度

許成委等⼈（2021） 撰文指出，靈活務實的公務員招募策略是新加坡公共

⼈事管理的⼀⼤亮點。在⼀個國際化的開放經濟體中，政府不得不⾯臨來⾃

私部⾨對⼈才的競爭。為了確保⼀流的⼈才能夠加入政府，新加坡政府不得

不基於市場原則提供公務員尤其是⾼級公務員世界最⾼⽔平的薪酬。此外，

公務員招募程序也幾乎與私部⾨無異，新加坡沒有全國統⼀的公務員考選，

也沒有整⿑劃⼀的程序要求，⼤部分的機構可⾃主決定選賢任能。政府對私

部⾨甚⾄國外的⼈才呈現開放態度，只要求職者達到部⾨招聘要求，即可投

送簡歷。

新加坡可以這麼做，或許⼀⽅⾯的原因是沒有類似於臺灣和中國⼤陸傳統科

舉制的路徑依賴，少了歷史的羈絆，便易於推⾏更為靈活的⼈事招聘舉措。

另⼀⽅⾯，藉著嚴明的法治和反腐敗政策，即使沒有類似臺灣的國家統⼀公

務⼈員考試制度，政府也有信⼼能夠杜絕通過「裙帶關係」、「⾛後⾨」進

入政府⼯作的腐敗現象。

招募權⼒下放，有助於提⾼個⼈與⼯作匹配度

伴隨著新公共管理的潮流，新加坡政府⼈事任免權逐步下放到⽤⼈單位，這

樣做的好處是顯⽽易⾒的。⽤⼈部⾨可以根據⾃⾝需求制定標準和程序對求

職者進⾏篩選，以確保候選⼈是適合空缺崗位的最佳⼈選。求職者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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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觸到未來的⼯作部⾨，更能瞭解未來⼯作內容與環境，進⽽根據個⼈

興趣選擇⼯作崗位。相較於國家統⼀考選，⽤⼈單位⾃主進⾏的招聘⽅式，

能夠⼤⼤降低招聘的成本，有助於提升⼈才與⼯作的匹配度，提⾼⼯作績

效。

興趣是創造⼒的源泉，是提⾼個⼈和組織績效的核⼼要素。倘若108課綱改
⾰的⽬的之⼀是⿎勵學⽣以興趣來選擇⾃⼰的學業 （胡龍騰，2021）  ，
我們可以期待，新課綱背景下成⻑起來的⼤學畢業⽣在求職時會更加考慮到

個⼈興趣，進入職場後⼯作內容是否與興趣匹配也將成為是否留任的核⼼考

量。因⽽，授予⽤⼈單位⾃主招募的權⼒，⿎勵⽤⼈單位與求職者雙向選擇

⾄關重要。

重視英語能⼒和國際化視野

新加坡建國之初便將英語作為主要的⼯作語⾔，⽬的是全⾯融入全球化，將

⾃⾝打造成為⼀個國際化的⼤都市。8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雙語教育」政策
全⾯普及英文教學，此做法進⼀步提⾼了新加坡全體國⺠的英語能⼒，既有

利於本地企業去海外開拓市場，也有助於外商企業來新加坡投資；同時，全

⾯英語教育極⼤地提⾼了公務員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如今新加坡雖為⼩

國，但已成為國際舞台上備受關注的⼀員。

在培養未來國家領袖以及中基層公共管理者的國際視野⽅⾯，新加坡可謂不

惜成本。比如旨在培養國家未來領袖的獎學⾦計畫，該計畫每年選送數⼗名

從全國遴選最優秀的⾼中⽣，派送⾄國外頂尖⼤學完成⼤學學業，畢業後加

入政府。此外，即便國內求學的⼤學⽣，絕⼤多數也會前往國外⼤學訪學。

結論與建⾔

從新加坡的⾓度來觀察臺灣的公務員考選制度，或許會覺得公務員考試顯得

過時，且與當今全球化、知識經濟、創新經濟等國際潮流格格不入。如果臺

灣要推⾏類似新加坡的做法，即市場化的⼈才招募做法、⼈事權下放以及招

募具備國際視野的⼈才，恐怕仍需要⼀段時間來建立共識。在上述三點新加

坡經驗中，或許提升公務員的英語能⼒和國際視野或許相對容易實現，且對

於臺灣吸引外商投資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均有積極意義。⽽推⾏市場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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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招募做法以及⼈事權限下放，或許可以分步推進。比如對於專業性較強的

部⾨先推⾏試點改⾰，⼜或者在某些都市率先推⾏改⾰。但筆者相信，隨著

「官本位」、「鐵飯碗」這樣的觀念消除，⺠眾會逐步將公務員⼯作當做普

通⼯作中的⼀類，或許彼時全國統⼀的公務員考試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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