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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考試資訊處
理類科辦理情形分析
余慶杉 考選部資訊管理處專
⾨委員

“ 考選部應加速推動國家考試數位轉型⼯程，並期透過健全政府

資訊⼈⼒、廣納⺠間⼈才交流及充實資通訊技能培育等多管⿑下，

讓政府資訊⼈員扮演提升數位國家競爭⼒關鍵推⼿。 ”

隨著資通訊新興科技的發展，已在⺠眾⽣活、企業經營及政府運作等層

⾯，產⽣莫⼤變化，因此全球先進國家已將推動數位政府，作為提⾼國家競

爭⼒的重要策略。我國政府之資訊發展，從1990年代的電⼦化政府，⼀直發
展到⽬前服務型智慧政府，其幕後推動⼒量，主要為服務於政府機關資訊單

位的⼈力，根據銓敘部近5年的統計資料顯⽰（如圖1），全國公務⼈員總數

平均為35萬9,533⼈，其中有職系歸類者19萬2,573⼈，無職系者（主要包括
警察⼈員、關務⼈員、醫事⼈員、交通事業⼈員及法官、檢察官）16萬餘
⼈。有職系歸類⼈員中，屬資訊處理職系⼈員計3,506⼈，僅占1.82%，相較
於美國政府資訊⼈⼒比約4％ ，我國政府資訊⼈⼒明顯出現落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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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才進⽤管道

政府機關為招募資訊⼈才，依據公務⼈員任⽤法相關規定，⽬前管道⼤致可

區分為2類：

⼀、國家考試任⽤

依據公務⼈員任⽤法第9條第1項第1款「公務⼈員之任⽤，應依法考試及
格」及公務⼈員考試法第1條「公務⼈員之任⽤，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規
定，配合⽤⼈機關需要，由⽤⼈機關提出需⽤名額，再由考選部辦理初任公

務⼈員之國家考試，包括⾼等、普通考試及特種考試2⼤類，其考試類科則以
資訊處理類科為主。

⼆、機關⾃⾏招募

依據公務⼈員任⽤法第36條規定「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之專業或技術⼈
員，其聘⽤另以法律定之」，機關可因組織業務需要，獨立辦理相關領域之

專業⼈才（如資訊⼈員）招募作業，由機關訂定招募⽬的與設定⽤⼈需求

數，並確定⼯作職稱、⽬的、義務、責任及應徵者需應具有之資格、技術、

知識、能⼒等條件，透過正式管道（如出缺機關網站、⾏政院⼈事⾏政總處

網站、⺠間求職網站等），刊登求才訊息，並以⾯試或筆試等⽅式篩選適格

⼈選，成為機關之資訊約聘僱⼈員或臨時⼈員。



國考資訊處理類科⼈員背景分析

考選部辦理之公務⼈員資訊處理類科相關國家考試，根據近5年統計資料顯⽰
（如圖2），每年公務⼈員考試報考總⼈數平均為26萬3,851⼈，資訊處理類
科報考總⼈數平均為5,073⼈，約占所有公務⼈員報考總數之1.92%；⽽每年
公務⼈員考試總錄取⼈數平均為1萬6,395⼈，資訊處理類科總錄取⼈數平均
為299⼈，錄取率約為5.89%，稍低於全國公務⼈員總錄取率6.21%，顯⽰資
訊處理類科考試競爭強度較其他類科⾼。

各項公務⼈員考試中，每年⼜以公務⼈員⾼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之報

考、錄取⼈數最多，為青年學⼦進入公職領域服務最主要的管道，經統計該

項考試資訊處理類科近5年報考者資料，⾼考三級平均報考年齡為31.28歲，
普考為29.60歲，具⼤學以上學歷報考者⼆等級考試占比均相當⾼，其中⾼考
三級為99.46%，普考為90.71%（⾼考三級應考資格須為⼤學以上學歷或經
相關考試及格者，普通考試則為⾼中職以上學歷或經相關考試及格者）。

若從錄取⼈員⾓度分析，不論⾼考三級或普考，具⼤學以上學歷之錄取者比

率（⾼考為99.67%、普考為94.48%）均⾼於報考者（⾼考為99.46%、普考
為90.71%），可⾒學歷與錄取情形具有相關性，⽽年齡則與錄取情形較無明
顯相關。

再進⼀步分析錄取者之教育程度、畢業科系及是否為應屆畢業⽣，發現錄取

者之教育程度均以學⼠與碩⼠2族群為主，另約有75.45%的錄取者為具有資
訊相關科系背景（如圖3），其餘錄取者則以電機、機械、電⼦、數學、物理



等理⼯背景為主，約占8成，顯⽰國家考試能有效篩選出專業知能；⾄於錄取
者屬於應屆畢業⽣者則占8.79%。

政府資訊⼈才進⽤之考選端變⾰

為配合政府資訊化發展腳步，近年來有關資訊類公務⼈員考試取才之⽅法與

內容，考選部亦適時進⾏調整，與時俱進。

⼀、檢討⾼普考試不合時宜應試專業科⽬

考量時代變遷，機關⽤⼈需求與業務特性有所改變，考選部於109年提出在
應試科⽬數不變原則下，應試專業科⽬修正議題，徵詢中央各部會、地⽅縣

市政府及⽤⼈機關意⾒，並賡續針對部分尚未獲共識之類科，邀集機關代表

及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研商，於同年完成公務⼈員⾼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規則修正，在維持現⾏科⽬數之原則下，計修正資訊處理等15類科之

應試專業科⽬，並⾃111年施⾏。

⼆、國家安全情報⼈員特考增設公職資訊技師

為配合特殊⽤⼈機關期望引進⺠間有經驗的專業⼈才，投入國家資安⼯作，

國家安全情報⼈員特考新增公職資訊技師組，除年齡及學歷限制外，並規定

應領有資訊技師證書及具2年以上資訊相關⼯作經驗者始得報考，其考科僅列
考2項專業科⽬，通過筆試後再加考體能測驗及⼝試，以考選遴⽤具資通安全
專⾨技術相關⼈才。



政府資安⼈才之養成

在政府推動「資安即國安」的國家戰略下，將資安提升⾄國安防護層級，可

⾒其重要性。各政府機關為建構安全、可信賴的資通訊環境，須依據資通安

全管理法規定，完成機關資通安全責任分級作業，以採取對應的資安⽀援與

⼯作要求，查現⾏各政府機關資通安全業務多由資訊⼈員辦理，亦即部分係

透過國家考試進⽤資訊處理職系⼈員，部分則採⽤機關⾃⾏招募之資安聘⽤

⼈員。

各機關在擇選資通安全專職⼈員時，通常考量除應具備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等

基本安全管理知能外，並以熟悉機關核⼼資訊系統業務運作或重要資訊基礎

設施維運之有經驗同仁擔任為佳，俾有效、快速、務實整合機關內之資安管

理⼯作與實際業務之推展。

⼜為提升專職⼈⼒資安技能，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應辦事項規定，除須具

備資安專業證照及資安職能訓練證書外，每年並須接受⼀定時數之資安專業

課程訓練或資安職能訓練，以充實資訊安全領域專業技術及實務應⽤能量，

並⾃111年起，資安職能訓練須先取得「資通安全概論」證書後，始得報名參
加專業課程訓練；資通安全專職⼈員初次取得主導稽核員資安專業證照後，

每年⾄少實際參與2次與該證照內容有關之資安稽核，並於資安職能證書3年
效期屆滿前通過測驗，始能延續前揭證照及證書之有效性。

政府資訊⼈才進⽤之挑戰

公部⾨⼈⼒需求將隨著政府組織任務與型態發展不同，⽽有所調整改變，⽬

前政府資訊專業⼈才之進⽤與培訓，正⾯臨下列幾項挑戰：

⼀、機關員額限制：受限於政府機關預算員額配置與資訊正式⼈⼒編制侷

限，較難彈性提出額外需⽤名額，據以辦理國家考試，滿⾜政府數位發

展之⼤幅⼈⼒需求。

⼆、企業⼈才競爭：政府資訊⼈⼒講求通才，企業資訊⼈⼒則重視專才，由

於我國資訊領域產業發達，⺠間徵才待遇優渥，使得政府須⾯對與⺠間

⼈才及薪資嚴重競爭之現象。



三、⼈才淘汰快速：考試進⽤僅為敲⾨磚，⾝處資訊科技快速變化之時代，

須持續學習資通訊專業技能，才能跟上數位創新腳步。

四、資訊專業度⾼：因應資訊領域不同、資訊產業執業要求及證照變動幅度

快速與多樣化，資訊專業證照、職能訓練、專業課程多由國內外資訊業

者與⺠間專業機構提供為主，政府機關較難全⾯主導。

未來展望

公務⼈員是國家發展重要基⽯，尤為因應政府資訊發展政策與組織任務型態

之滾動調整，以及隨著雲端、⾏動化、⼤數據、區塊鏈、⼈⼯智慧等資通訊

技術⽇益成熟，我國刻正⾯臨轉型為數位政府之挑戰，政府資訊⼈才之重要

性不⾔可喻，因此，⻑期以來政府資訊⼈才與⼈⼒不⾜等問題應該予以正

視。

以考選部⽽⾔，如何透過國家考試公平、穩定、有效且彈性地選拔適切⼈員

為國所⽤，向為社會各界對公務⼈員考試制度的期待，也是考選部努⼒的⽬

標。考選部除提出10年數位轉型發展藍圖 ，加速推動國家考試數位轉型⼯

程，以靈活創新地篩選與時俱進公務及專業⼈才外，有關⾼普考資訊處理類

科之考試制度，未來或可朝減列應試科⽬以突顯核⼼職能、增加資安應試科

⽬比重呼應資訊安全重要性、採⽤增列⼝試等多元評量⽅式了解⼯作經驗與

問題解決能⼒、擴⼤⽤⼈機關參與選才等⽅向持續邁進。惟綜觀現階段單靠

國家考試進⽤尚難完全滿⾜政府資訊⼈才需求與⼈⼒不⾜問題，期透過健全

政府資訊正式⼈⼒員額配置、廣納⺠間⼈才交流及充實資通訊技能培育等多

管⿑下，讓政府資訊⼈員扮演提升數位國家競爭⼒關鍵推⼿之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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