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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字到真⼈─評量
層次的躍進
黃愉如 考選部考選規劃司專
⾨委員

“ 筆試在形式上雖可達成⿑頭式的公平，但對考選具領導⼒、富

潛質發展的⼈才，實有其窒礙之處，強化⼝試的公平、公正性，減

少社會疑慮，建立起⼝試考選⼈才的價值與信任，是精進考選制度

的重要思維，更是未來努⼒的⽅向。 ”

考選部為國家⼈⼒資源部⾨之⼀環，以甄選現代政府所需治理⼈才為⼰

任。為精進我國現⾏考選體制，並以「增加⽤⼈機關參與選才」政策為基

礎，檢視現⾏⼝試現況，同時參考他國經驗，期以他⼭之⽯，作為我國國家

考試⼝試未來發展⽅向的借鏡，藉以增進選才衡鑑效能。

⼝試實施現況

我國國家考試⽅式，包括筆試、⼝試、⼼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審

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或其他⽅式等8種，多數考試雖仍
以筆試為主，但其中併採⼝試之考試⽅式，其運⽤僅次於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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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試法施⾏細則第12條第2款將⼝試定義為「以語⾔問答或討論⽅式，評量
應考⼈之知能、態度、⼈格、價值觀與⾏為。」。⼝試除可在詢答時，測驗

應考⼈之專業知識外，對其才識表達、應對進退、思考應變等能⼒，亦可透

過⼝試過程觀察了解。

⼀、實施情形

國家考試的⼝試⽬前分為個別⼝試、集體⼝試及團體討論三種。現⾏併採⼝

試之公務⼈員考試有22種（如圖1  ），這22種考試，依其特性⼤致可區分
為：⾼階⼈員、涉國家安全、⾼度專業類科或特別重視語文能⼒科別等等之

考試。

https://ws.exam.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EvY2tmaWxlLzE5MmY4OWQ4LWNhYmYtNDM5MS1hN2Y4LWRhNThkN2FlOTdiNS5wZGY%3d&n=5ZyWMV9f5YWs5YuZ5Lq65ZOh6ICD6Kmm5o6h6KGM5Y%2bj6Kmm5LiA6Ka96KGoLnBkZg%3d%3d&icon=.pdf


⼆、實施⽅式

在遴選⼝試委員⽅⾯，就委員⼈數及資格訂有規範（如圖2  ），可由⽤⼈機

關代表、具該領域專⻑的專家（實務界）或學者（學界）擔任⼝試委員。除

考量⼝試委員的專業及多元化背景外，並設有迴避規定，委員有配偶或三親

等內之⾎親、姻親應考，或為應考⼈現任機關⾸⻑、直屬⻑官、學位論文指

導教授者，應⾏迴避，以避免影響⼝試的公平、公正。

https://ws.exam.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EvY2tmaWxlLzBjZGYwYjFkLWQzYTYtNDJmMS1hYTI2LTAzMGQxZjk2NmUyNS5wZGY%3d&n=5ZyWMl%2flj6Poqablp5Tlk6Hkurrmlbjlj4ros4fmoLwucGRm&icon=.pdf


國家考試係採結構化⼝試，就⼝試評量項⽬、評量⽅法與評分者信度等項，

編製「國家考試⼝試參考⼿冊」；並成立結構化⼝試⼯作坊，建立相關作業

基準，以標準作業實施程序，改進⼝試相關作業，以發揮效能。現⾏⼝試標

準化進⾏程序如圖3  ，各考試再依職務性質或個別需求做內容上調整。
 

在現⾏制度下，以⼝試為考試⽅式有以下4種作法：（1）於同⼀階段考試將
⼝試作為考試⽅式之⼀，與其他考試⽅式合併計算總成績。（2）於同⼀階段
考試將⼝試作為應試科⽬之⼀，與其他應試科⽬合併計算第⼀試成績。（3）
分階段進⾏篩選，將⼝試作為第⼆試或第三試，再合併計算總成績。（4）兼
採前述（2）（3）兩種作法。

無論是個別⼝試、集體⼝試或者團體討論，若⼝試成績未滿60分，即便總成
績達錄取標準仍不予錄取，因此⼝試是具有⾨檻淘汰機制。依公務⼈員考試

總成績計算規則第6條規定，⼝試成績占總成績10%，性質特殊的考試得另定
考試總成績計算⽅式（如圖4  ）。⼝試占分比重越⼤的考試，筆試成績排名

https://ws.exam.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EvY2tmaWxlL2Y0NzNhMDUwLWJmN2MtNDI0Ny05ZTM0LTBhMTczYjRkZDEzYy5wZGY%3d&n=5ZyWM1%2flj6PoqabmqJnmupbljJbpgLLooYznqIvluo8ucGRm&icon=.pdf
https://ws.exam.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EvY2tmaWxlLzYxNjRlMzkwLTEyMDgtNGQ2NS1iOWUxLTg5N2I1NmI5Y2M3ZS5wZGY%3d&n=5ZyWNOWPo%2bippuWNoOe4veaIkOe4vuavlOmHjeS4gOimveihqC5wZGY%3d&icon=.pdf


在後的應考⼈，其⼝試分數則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名次異動的機會越⾼。

因此，⼝試成績的占分比重不同，將會影響錄取排名的最後結果。

其他國家⼝試實施情形

茲就美國、英國、⽇本、韓國文官甄選採⾏⼝試作業情形摘述如下，⼤體⽽

⾔，⼝試係被視為常態運⽤的評量⽅法：

⼀、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管道多元，依招募進⽤⽅式、職務性質及法令規範，可分

成競爭職、除外職2⼤類；競爭職採職位分類制，依據職務屬性劃分為專業
性、技術性、⾏政性、文書性及其他性等5⼤職類。實際⽤⼈由各部會負責，
⽤⼈機關針對職務內涵設計適當的評量⽅式或測驗⼯具，包括結構化⼝試、

測驗（⼯作知識、情境判斷、認知能⼒測驗等）、評鑑中⼼法、職能問卷等

⽅式。其結構式⼝試必須由受過訓練的⼝試委員主持，⼝試委員訓練包括做

筆記、觀察、紀錄受試者所回答的內容及如何主持⼝試，避免非語⾔⾏為的

影響、評分偏誤和錯誤，並讓受試者在感到舒適的場地進⾏⼝試，評分過程

則必須全程紀錄。

⼆、英國

英國文官可分為⼀般文官職、快速陞遷⽅案、⾼級文官3⼤類，在分權制度
下，由各部會遴選⼩組決定採⽤⽅法，⼤致分為第⼀階段依申請表件、⼯作

職能證明與測驗成績，第⼆階段根據第⼀階段候選名單進⾏⾯談，此⾯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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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即為⼝試；⼀般文官職、快速陞遷⽅案及⾼級文官之考選，均納入⼝試為

篩選⽅式。⼝試多以⼯作職能為基礎，測驗受試者是否具備擔任職位要求的

能⼒，並提供⾃我表達及問題解決等能⼒與觀點的機會。

三、⽇本

⽇本公務⼈員體系，依任職機關及適⽤法制不同，分為國家公務員（中央）

及地⽅公務員（地⽅）2種。茲以⽇本國家公務員為例，國家公務員可分成綜
合職、⼀般職、專⾨職及經驗者中途任⽤等4類，並以分試取才、多元評量為
原則。多數職類採⼆試，少數為三試。第⼀試以筆試進⾏，第⼆試或第三試

則不以紙筆評量為限。各類科均列有個別⼝試，個別⼝試通常列於第⼆試，

依不同類科有不同的⼝試時間規定，併同其他科⽬核算總成績。另綜合職之

專業知識評量，併採討論觀察為評量⼯具（包含團體討論與個⼈發表的時

間），性質類似我國的團體討論。

四、韓國

韓國公務⼈員主要分⼀般職、特殊職（例如法官、檢察官、警察等），以及

政務職等3⼤類。其中，⼀般職公務員，與我國⼀般⾏政機關之公務⼈員相
當，依職等⼜可分為⾼級公務員、3級⾄9級公務員。韓國新進公務⼈員分別
從5級、7級與9級之考試開始任⽤，各級考試均分為筆試及⼝試；⼝試成績
被評為不合格者，均不予錄取；評為優等者，直接錄取；⼝試成績被評為普

通者，依筆試成績⾼低，決定是否錄取。

未來發展⽅向

由現⾏公務⼈員考試併採⼝試⽅式的考試來看，涵蓋了法律、外交、國際商

務、警察、醫護、⼯程、⺠航、海關、客家事務及原住⺠事務等領域，可⾒

⽤⼈機關對於應考者的思考表達、問題解決、應變溝通、⼈格特質等亦甚重

視。筆試最⼤優點為公平、公正評量應考⼈基本知識、專業知識等層⾯，但

僅以筆試選取的⼈才，往往無法測得應考⼈的溝通表達、應變態度、抗壓及

個性、觀念、儀態等。故就考試公平性暨參考先進國家作法，國家考試⼝試

的運⽤，仍有擴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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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家考試推動結構化⼝試，已運作⼀段時⽇，業趨成熟穩定，為使⼝試

能充分發揮選才功能，提升評量之信度及效度，未來或可從幾個⾯向，再尋

求精進突破。

⼀、擴⼤⼝試適⽤範圍

現⾏併採⼝試的考試多為公務⼈員特考，但做為政府進⽤⼈⼒主要管道，且

具指標性的⾼普考試，卻仍以筆試為主；為利實施多元評量⽅式，以招攬新

世代⼈才，⾼普考試正研議調整應試專業科⽬，未來若能進⼀步考量將⼝試

適時納入，將可測試應考⼈在⼯作情境時之表現，或可避免發⽣「合格者不

合⽤，合⽤者不合格」 的困境。

⼆、提⾼⽤⼈機關參與度

為配合提⾼⽤⼈機關或實務界參與考試選才政策推動，典試法施⾏細則於111

年7⽉25⽇修正發布第4條，實務界專家參與典試⼯作之比例限制，從原來不
得超過該組委員總⼈數1/3提升⾄1/2。⽬前公務⼈員考試，向來都會遴聘⼀
定比例⽤⼈機關⾼階公務⼈員擔任⼝試委員，⾃此可再提⾼⽤⼈機關⼈數參

與決策選才的程度，落實考⽤合⼀。

三、以職能分析為基礎

⼝試問題要有信度、效度，要與未來從事之⼯作有關，透過職能分析找出各

職務所需的核⼼能⼒，包括專業知識、⼯作經驗、⼈格特質或背景條件等，

作為⼝試命題的基礎，進⽽發展問題形式及內容，使應考⼈表現出與問題相

對應的能⼒及特質；且職能分析應與時俱進，依各類科職務職能現況持續修

正，以確保⼝試命題能切合核⼼⼯作，未來並可在職能分析之基礎上，朝向

建立⼝試試題題庫⽅向努⼒。

四、提⾼占分比重

我國⼝試雖設有淘汰⾨檻機制，但因占分比重不⾼，在⼝試時若發現不適任

⼈選或更加優秀⼈才時，尚難以異動筆試成績排序，導致⼝試委員即使努⼒

評選，卻無法發揮實質影響⼒。因此，擇適當考試調整國家考試⼝試占分比

重，增加⼝試成績調動總成績排名的機會，才可提⾼⼝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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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國家競爭⼒及永續發展，必須要有優秀⼈才以為國⽤，尤以後疫情時

代，為與業界競爭⼈才為國服務，考試多元性擴展實刻不容緩。筆試在形式

上，雖可達成⿑頭式的公平，但對考選具領導⼒、富潛質發展的⼈才，實有

其窒礙之處，強化⼝試的公平、公正性，減少社會疑慮，建立起⼝試考選⼈

才的價值與信任，是精進考選制度的重要思維，更是未來努⼒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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