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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考⼝試遴才制度之
初探─以外交特考⼝
試為例
林建璋 外交部⼈事處副處
⻑、黃靖璇 外交部⼈事處科
員

“ 精進結構化⼝試，建立多元⼝試委員⼈才庫及培訓計畫，以減

少主試者⼈為偏誤，增加評分客觀性，強化⼝試信效度。 ”

為使「公務⼈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員及外交⾏政⼈員考試」（以下簡稱

外交特考）⼝試制度更臻完善，⾃101年起推動「結構化⼝試」，致⼒使⼝
試內容、程序及評分標準化，以提升⼝試鑑別度及公平性並招攬更符合外交

實務所需之⼈才。惟綜觀當前實施情形似仍有得精進之處，本文將就我國外

交特考⼝試現況、現⾏制度問題以及精進作法芻議論述。

外交特考⼝試現況

⼀、⼝試⽅式及占比

依據⼝試規則第2條及外語⼝試規則第3條規定，我國國家考試⼝試可分為個
別⼝試、集體⼝試，以及團體討論三種。外交領事⼈員考試⼝試併採中文集

體⼝試及外文個別⼝試，兩⼝試分別各占總成績20%；外交⾏政⼈員考試⼝
試則為中文個別⼝試，占總成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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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委員遴選

外交特考⼝試由考選部統籌辦理，每年遴聘我國簡任職級以上外交⼈員，以

及具有相關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試委員，並於正式⼝試⽇前，召集⼝試委

員參加⼝試相關會議，以利⼝試委員全⾯瞭解⼝試相關規則及應考⼈應具備

之核⼼職能。

三、評量計分標準

每組⼝試委員以三⼈為原則，同考場之應試⼈將由同批中文集體及外語個別

⼝試委員評測。中文集體⼝試每⼀應考⼈⼝試時間約20分鐘，評量其溝通能
⼒（20分）、儀態（20分）、⼈格特質（20分）、才識（20分）及應變能⼒
（20分）；英文個別⼝試則約為15分鐘，評測應考⼈外語表達能⼒（60
分）、論述能⼒（20分）、應變能⼒（10分）及才識⾒解氣度（10分）。

四、⼝試對我國進⽤涉外⼈才之功能

駐外⼯作繁複龐雜，外交⼈員對外代表國家，需能清楚闡述國家政策立場，

且常需⾯臨突發情況，即使⾝處⾼壓環境中，仍須以合宜得體之⽅式化解問

題與危機，故透過⼝試甄選外交⼈員尤具必要性。當前⼝試主要係以「情境

式問題」為主，透過特定情境假設的問題，有助測驗出應考⼈之臨場反應是

否符合外交⼈員所需之核⼼職能，另併採集體及個別⼝試具相輔相成之效

果，在集體⼝試易鑑別出應試者之程度差異；外語⼝試則能透過外交專業、

國際時事、商業科技及醫療衛⽣等我國強項或關注議題，評測應試者之外語

論述能⼒。

現⾏制度問題

⼀、⼝試題⽬未能建置題庫試題

最理想之⼝試⽅式係全體應試⼈均由「相同⼝試委員」評量「相同試題」。

然因部分語組進入⼝試階段之應試者較多，倘均以相同⼝試委員評測，恐怕

難以適時完成⼝試評量，故當前「同語組劃分不同考場」之作法仍為較可⾏

的⽅式。惟現⾏外交特考⼝試僅確立命題⽅向及外交⼈員之核⼼職能，如何

確保不同考場之委員有相同的評分標準，可能於考試前先建置題庫試題較為

妥適。



⼆、⼝試委員背景較單⼀

現任⼝試委員多為資深外交⼈員或富有相關經驗之專家學者，就過往錄取經

驗⽽⾔，尚得稱⾜夠。然⼝試委員之相似背景易致使評選立場較為⼀致，在

現今多元之社會環境中，未能有不同經驗及⾓度的判斷，恐造成專業背景過

於單⼀，進⽽錯失優秀涉外⼈才，未來亦恐限縮我國外交創新作為。

精進作法芻議─加速推⾏全⾯「結構化⼝試」

展望未來，在秉持「顧及公平性、提升鑑別度、參考⺠間企業可⾏作法、借

鏡其他先進⺠主國家外交⼈員考試制度」四⼤原則下，建議外交特考可就下

列兩⼤⽅向研議相關可能作法，以精進現⾏⼝試模式：

⼀、⼝試題⽬標準化並改善評量⽅式

每⼀試場之⼝試題⽬（包括中、外文）擬規劃完全⼀致，最好考前先建置題

庫試題，並以評分表列出每題配分及受測指標（如圖1  ），搭配「定錨評
量」，由⼝試委員共同決定並預擬最好到最差之可能答案及相關計分，以減

少評分者間誤差。此外，建議加強⼝試委員評分訓練，⽅能優化其客觀評分

能⼒，以利考試制度公平性更臻完善，使應試者感知更⾼之程序正義。

⼆、建立多元⼝試委員⼈才庫及培訓計畫

我國在現今全球政經、科技及文化不斷變化之局勢下，持續擴⼤與他國在各

領域之合作，倘⼝試委員之專業背景能更趨多元，應能更加全⾯地觀察應試

⼈之各項表現。因此，建議加速推動建置多元⼝試委員⼈才庫及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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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跳脫公部⾨思維，遴選適當⺠間企業代表」擔任外交特考⼝試委員，增

加評分客觀性，並強化⼝試信效度。

結語

外交特考⼝試制度變⾰涉及為國取才且攸關考⽣權益，任何精進⽅案均經⽤

⼈機關、相關部會，以及專家學者審慎研議評估及模擬試⾏，始能成案。透

過適時滾動式檢討調整，⼒求以最合適之⼝試制度選拔優秀外交⼈才，⽅能

因應全球政經局勢、科技發展以及社會環境等多⽅挑戰。為我國外交掌握先

機，尋求更扎實的利基，並開創更好的國際舞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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