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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才適所」⼈才選拔可以不採⼝試嗎？
許舒翔　論壇編輯委員

現⾏公務⼈員考試主要是採傳統的筆試，⽽且對於⼤部分的⼈來說，筆試

好像也是比⼝試公正公平，為什麼還要「⼝試」？傳統筆試偏重評量考⽣專

業知識與認知能⼒，如果這樣的評量⽅式⾜以選拔現代政府所需的⼈才，公

務⼈員考試維持以紙筆測驗為主的考選⽅式就可以了。不過，僅有專業認知

能⼒者恐怕已經不能完全適任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才了。現代政府的治理

⼈才，除要具備專業認知能⼒之外，⼝語表達、溝通技巧、分析與解決問

題，甚⾄於⼈格特質、⼯作態度及團隊合作領導能⼒等，亦是現代政府治理

⼈才所需具備的多元能⼒。因此，公務⼈員考試若只採⽤筆試，已不⾜以選

拔需要具備多元能⼒的現代政府治理⼈才，增加⼝試的評量⽅式，才可能讓

公務⼈員考試選拔出符合現代政府所需具備多⾯向能⼒的⼈才。

現⾏公務⼈員考試僅有少數類科併採⼝試，相對於筆試⽽⾔，⼝試是實作評

量的⽅法之⼀，具有多元⾯向的評測功能，但絕⼤多數的公務⼈員考試類科

為什麼還是停留於僅採傳統的筆試⽅式呢？除了參加國考的應考⼈員太多及

考試類科太多，難以適當安排⼝試典試和試務⼯作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

是在於應考⼈和社會各界⼈⼠對⼝試的公正公平性仍有疑慮，在維持國家考

試的公正公平前提下，⾃然就不敢⼤幅增加⼝試。不過，如果單從公正公平

的⾓度來看國家考試，筆試是否比⼝試更公正公平，容有進⼀步的探討空

間，更何況公務⼈員考試取才的⽬的不只是為了維護公正公平性，最主要的

⽬的是在為⽤⼈機關找到適才適所的公務⼈才。因此，國家考試除了要減少

傳統的單⼀筆試選才之外，如何擴⼤增加⼝試，精進⼝試的信效度，以降低

外界疑慮，並能提升公務⼈員考試之效益，實為未來國考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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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論壇邀請多位產官學⼈⼠共同探討如何「善⽤⼝試評量  提升攬才綜
效」，第⼀篇測驗評量學者余⺠寧教授以回答學⽣的⽅式所撰寫的文中，不

只指出筆試之外還是需要⼝試，才能「彌補與增進考試舉才的完整性」，他

同時強調以職能分析為基礎，命擬情境式⼝試試題的所謂「結構化⼝試」，

可以改進評分主觀性的缺點、維持考試的公正性，並能提升⼈才選拔的鑑別

度。另⼀位測驗評量專家，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謝名娟研究

員在其文章中亦有同樣的論點，她提出⼝試的形式除個別⼝試之外，亦可採

集體⼝試與團體討論，以鑑別受試者的⼝語表達溝通能⼒、對於問題的分析

與處理能⼒、及領導與判斷能⼒等多元能⼒，所以在文末強調「⼝試所評估

的職能為筆試無法取代，因此未來勢必要逐步推廣⾄國家各種考試中」。

第三篇是由社團法⼈中華⼈⼒資源管理協會陳冠宇副理事⻑所撰，他指出企

業界甄選⼈才的⽅式普遍是採取⼝試，另⼀種以職能為基礎的⾏為事例⾯談

法，亦強調適當遴選⼝試官及加強其養成訓練、確保⼝試官保持客觀中立、

及建立⼝試品質管理配套措施等，對於提升⼝試效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本期第四篇邀請國立臺北⼤學公共⾏政暨政策學系胡龍騰教授和博⼠⽣王韋

凱主筆，從國際經驗的省思，建議我國整體文官的考選制度應該加強以⼯作

職能為核⼼設計，並且有必要擴⼤採⾏⼝試，及適當調整現⾏⼝試制度以強

化公務選才之效能，不過胡教授也提醒因國情不同，雖然朝向增加⼝試的文

官考選改⾰得以更加適性揚才，但是亦不能忽視國⼈普遍重視國考的公平價

值。因此，他強調我國未來的文官考選制度改⾰或許可以「公平選任、適才

適所」為核⼼價值。但是過去國家考試以公正公平為前提的思維模式，可能

造成好的選才⽅式被擱置，胡教授的看法若能調整為「適才適所、公平選

任」，也就是先找到好的選才⽅式，再設法克服其公平問題，相信必能加快

達到適才適所的國考⽬標。

現⾏少數公務⼈員考試以筆試併採⼝試的⽅式辦理，其⼝試就是採情境式結

構化⼝試的⽅式進⾏，其中尤以⼝試計分占比⾼達百分之四⼗的外交領事⼈

員考試類科最具代表性。因此第五篇邀請外交部⼈事處林建璋副處⻑及黃靖

璇科員撰文，提供⽤⼈機關對⼝試的看法與建議。從他們的撰文中可以清楚

了解外交⼈員的⼯作特性與⼀般公務⼈員不同，因此，除了採取筆試來評量

外交⼈員的專業認知能⼒之外，⼝試對外交⼈員考選有其相當的必要性與重

要性，但也建議現⾏結構化⼝試仍有精進空間，以提升公正公平性及鑑別



度。本期最後⼀篇由負責辦理國家考試的考選部考選規劃司黃愉如專⾨委員

所撰寫，主要介紹現⾏國家考試採⽤⼝試的考試類科、説明結構化⼝試的實

施現況及其他國家⼝試的實施情形，並提及「⼝試」在國家考試未來的發展

⽅向，某種程度也代表考選部正在思考研議改善現⾏⼝試制度和擴⼤⼝試類

科的可能性，期能加快改⾰的腳步。

本期六篇⼤作的作者們多認同⼝試有助於彌補傳統筆試選才功能之不⾜，要

達成「適才適所」的選才⽬標，加速增加公務⼈員⼝試選才之運⽤確有其必

要性，只是在擴⼤考試類科併採⼝試之前，最好先減少考⽣非必要的筆試負

擔，並能加強⼝試程序上的公平性問題、降低應考⼈對於⼝試公正公平性的

疑慮。本期各篇文章所提出的各種建議，相信有助於考選部進⾏⼝試變⾰，

讓現⾏的結構化⼝試更具公信⼒，並能有效提升⼝試在現代政府治理⼈才的

價值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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