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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 
 

《公共管理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的公共管理概要題目，有兩大特色： 
一、測驗題偏重觀念題型：從題目內容分析來看，今年考題偏好以測試考生關鍵性概念的熟悉度，只要考生能

理解題目意旨，要選對正確的答案並不難。 
二、申論題偏重背誦式題型：申論題第一題學習型組織與第三題標竿學習，似出自孫本初老師公共管理一書，

用功的考生應該都能答的不差。第二題公共管理題目則推測是淡江大學老師出題，題目難度較高，一般考

生恐不易回答。 
總體而言，今年公共管理概要考題份量不少，同學答題時間應該會很緊湊。除申論題第二題較難外，其他題目

對多數考生而言，應該都能答得不差。考試難易度可評價為中度。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說明學習型組織的構成要素與管理理念？（20分） 
答： 
(一)學習型組織的構成要素：由於學習型組織的特徵多元且複雜，故其構成要素可區分成宏觀角度與微觀管理

實作面向等兩大類型，資將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1.若從宏觀的角度觀之，其構成要素可歸結為下列數項：系統性的問題解決；利於創造力運用的開放氣

候；以新途徑進行實驗；從過去的歷史及本身的經驗來學習；學習他人的經驗與實務；透過組織進行快

速且有效的知識轉化；建構共同的願景；從事心智模式的重構；感同身受的人性關懷；以及建立團隊的

學習等。 
2.若從微觀的管理實作面向而言，其構成要素則有下列幾點供參考： 

(1)要有利於學習產生的組織文化。 
(2)要有認同的行動，並將學習列為管理上的一項重要目標。 
(3)高層管理者應極力擁護與支持，並將學習型組織列為組織未來的願景，使員工參與並使員工有所適

從。 
(4)要有實驗的自由，並對現有的學習假定進行質疑，容忍異議且抱持開放的態度。 
(5)要有開放與信任的組織氣候，使成員能無懼的相互對話與分享理念。 
(6)計畫與行動兩者之間必須是有組織地緊密連結在一起。 
(7)對學習成功與失敗的個人或團體進行制度化的獎懲。 
(8)充分運用個人及團隊的學習設計，以協力合作解決問題。 
(9)持續的教育及訓練員工，以提升其技能與反應力。 
(10)彈性的結構設計，如自我導向、跨功能性團隊建立等。 
(11)對初始行動進行追蹤，以利學習經驗的累積與保存。 
(12)塑造外敵以刺激更大合作型學習的產生。 

(二)學習型組織的管理理念：學習型組織是1990年代管理典範轉變下的新型組織，並不斷地以學習回饋來超越

環境的變遷。其管理理念主要是透過經驗的檢視來達成學習的目的，並在不斷的對話與反思過程中來修正

自己，以回應外在的變遷。因此，學習型組織與傳統組織在管理理念的最大不同點在於，學習型組織的管

理理念主要是建構在下列三項基礎之上： 
1.以強調仁愛、新奇、謙遜、同情心等人性價值的文化為基石。 
2.以一套足以產生對話及協調行動的措施為其動力。 
3.培養員工將工作與生命相結合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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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基於完全理論的假設，主張以市場機制取代政府功能，

並對傳統官僚體制提出批評。請說明其批評的內容為何？（15分） 
答： 
公共選擇理論是運用經濟學所發展出來的複雜工具與方法，研究政府、公部門或公共經濟的相關議題。其

對官僚體制提出的批評重點為： 
(一)對人性假定的批評：公共選擇理論認為從市場活動與政治活動的事同樣的人，並假設他們在兩種領域的行

為動機相同，因此官僚體制假定公務人員會秉持行政中立，忠實地執行的上級交辦的政策，是過度樂觀的

迷思。 
(二)對缺乏競爭機制的批評：強調競爭的目的在於提昇公共服務的效率與敏感性。更重要的是，提昇競爭程度

必須：減低政治控制對公共服務所加諸的限制；給予較低層級組織的管理者更多授權的空間。而官僚體制

基本上與競爭機制的精神是不相容的。 

(三)對於重視過程不重產出的批評：官僚體制強調輸入的控制機制，而公共選擇理論則重視公共服務的產出結

果。對公共選擇而言，市場機制可藉由顧客滿意度（Customer Satisfaction）的提昇及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的建立，來提升公共服務的產出品質。 

 

三、近年，國內企業界與政府部門興起一股「標竿學習」的風潮，請分別說明標竿學習的意義與類

型？（15分） 
答： 

(一)標竿學習的意義： 
由於在實務上每一個組織的需求並不相同，因此對於標竿學習，至今似乎並無一明確的定義。但吾人若

「取法乎外」的角度來理解標竿學習，則可將標竿學習定義為一種用以確認標竿學習對象（外在參考點）

的活動，經過本身組織與標竿學習對象的兩相比較後，進而檢討組織內部的舉措與功能，以求達致持續的

改善。在此一定義下，標竿學習的關鍵概念包括： 
1.標竿學習注重「流程」，其中包括標竿學習計畫本身的流程，以及組織運作的流程。 
2.標竿學習注重「學習」，任何型式的學習均可，是取法乎外的。 
3.標竿學習講究「持續的改善」。 
4.標竿學習是系統化與結構化的活動，此活動必須有「參考點」，亦即標竿對象，而此對象又必須是最佳

的。 
(二)標竿學習的類型： 

1.標竿學習依據比較的標的不同，可分成三種類型： 
(1)績效標竿：績效標竿(Performance Benchmarking)是針對績效測量作比較，以決定一個機關組織的良善

標準為何。 
(2)流程標竿：流程標竿(Process Benchmarking)是針對企業流程之執行方法與實務的比較，目的是為了學

習最佳實務，以改善自己本身的流程。 
(3)策略標竿：策略標竿(Strategic Benchmarking)是與其他機關組織從事策略選擇與處置的比較，目的是為

了蒐集資訊，以改善自己本身的策略規劃與處理。 
2.標竿學習依據比較的對象不同可分成四種類型： 

(1)內部標竿：是在相同的公司或組織中，從事部門、單位、附屬公司或國家之間的比較。 
(2)競爭標竿：是和製造相同的產品與提供相同服務的最佳競爭者，直接從事績效（或結果）之間的比
較。 

(3)功能標竿：是和具有相同的產業與技術領域的非競爭者，從事流程或功能上的比較。 
(4)通用標竿：是無論任何產業，皆以本身的流程來與最佳的流程從事比較。 
吾人可以將兩種不同的標竿學習類型結合成標竿學習類型的結合矩陣，藉以找出最佳的標竿組合。 

 

乙、測驗題部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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