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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 
一、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結構發展趨勢，勢將影響未來政府公共人力資源管理之運用。試探討

我國公務人員考選機制應有那些因應與規劃？(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為因應目前考選部推動關於各項考試精進方案，所搭配出現的考題，考前即提醒同學，

最近幾次考銓制度考題仍會有類似題目，回答的方向不外乎就是考科減少、考試方式改變、用

人機關的參與等。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一回，陳漢宇編撰，頁71-73。 
2.《高點‧高上各國人事制度總複習》，陳漢宇編撰，(從日本重視面試機能思考台灣考選改

革)。 

 

答： 

面對我國少子化與高齡化人口結構，公部門人力資源已逐漸呈現「少進晚退」現象，為因應該問題，相關

人力措施應該有所調整與強化，從「教學考試合一」以及「核心職能」為關鍵，以下係就題旨所述就考選

機制之精進加以說明。 

(一)考試科目縮減 

1.目前公務人員考試最主要的就是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以及各類型之特種考試；而為測驗考生之

專業知能和普遍能力，一般而言，各考試規則原規定普通科目分為國文、英文、法學緒論、憲法、公文

等；專業科目則依不同考試類科設定6科。但隨著少子化趨勢，投考公職人數漸少，考選部應思考考試如

何與大學教育連結，提供大學生誘因進入公職，同時思考該類科的人才選拔思維，是「通才」亦或是「初

任型的專才」，更適合國家考試之取材。 

2.是以，考選部業檢討前開各考試之科目與比重，除了加強英文之配分外，也刪除公文；同時也大幅刪減考

試科目，專業科目從6科減為4科，並且調整其中之科目內容，讓該科目更能與在學所學加強連結，使其更

符合國家考試的目的，畢竟國家考試新進人員，需要的應該是遴補針對部分業務的即戰力人員，並對該類

科有整體的大略認識，餘不足部分則透過實務訓練加以補足。 

(二)考試方式調整，並納入用人機關參與 

1.少子化造成報考人數減少，那麼如何透過考試遴選出更適合的人員將更為重要，故考試方式的調整也

應有所改變。以現行高普初考為例，最大部分採用的均為筆試，這是一個最經濟和公平的方式，但

未必是最好的方式，故似乎可參酌現行特考方式，採用多元考試方式，包括口試、實地測驗、心理

測驗、體能測驗等，也落實公務人員考試法第10條的規定。 

2.上開各種多元考試方式中，口試和實地測驗是逐漸採用的一種，以現行高考二級以及部分高考三級類

科，已經有所謂口試和實地測驗的方式，並納入用人機關共同考評。對用人機關而言，能夠透過多

元應考方式，應可更準確的篩選符合該職能對象；又透過用人機關參與的遴選機制，讓用人機關能

夠和應考人進行面談，也有機會降低「雙盲危機」（Double Blind）的可能。 

(三)重新思考資格考和任用考的制度設計 

1.我國考試制度向來是以「任用考為主，資格考為輔」，如正額錄取人員就是任用考，增額人員制度設

計上雖為資格考，但實務上也成為任用考。但也正是因為任用考有其名額的限制，錄取率低，所以

造成國考窄門的現象，也影響報考意願，這在少子化下會更形嚴重。 

2.為讓更多人願意投入國家考試，考選部可重新思考資格考和任用考的設計，並結合「分試」的概念執

行。例如可將所有科目簡化後設計成為第一試，並降低考試難度，吸引有志報考國考者能夠達成一

個「門檻」；當獲得錄取資格者，可參加由機關與考選部共同辦理的「第二試」，來決定錄取者，

而第二試則可更依照機關所需設計考試科目，如此設計應可增加報考人數，又可加深機關的參與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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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我國公務人員任用制度採「官等職等併立制」，其主要內涵為何？官等、職等的任用資

格，要如何取得？(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經典題型，也是最近常出現的題型，回答難度不高，本班講義也有所整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一回，陳漢宇編撰，頁38、111-112。 

 

答： 

(一) 官等職等併立制的主要內涵 

1. 融合兩制：兼採品位分類與職位分類之優點，將職系簡併輔以職組，將性質相近職系歸為同一職

組，使同職組各職系之間得互相調任，適度放寬職位分類制的調任條件，及補救品位分類過於寬濫

的缺點。 

2. 官職併立：委任為第1至第5職等；薦任為第6至第9職等；簡任為第10至第14職等。 

3. 職務跨列職等：職位分類職位制下每個職務僅得列一個職等，被批評為窒礙難行，官職併立制予以

放寬，一職務得列二至三個職等。 

4. 任用資格皆依官等職等而定，薪俸依官等、職等俸級而定：不採品位分類制以官等和俸級來認定任

用資格之方式，改以官等及職等來認定任用資格，並採取職位分類制的俸表俸點故銓敘審定時，均

以官等＋職等方式表述，例如，薦任第六職等本俸1級385俸點。 

(二) 官等資格的取得方式 

1. 依考試取得官等晉升資格：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高等考試取得薦

任官等任用資格，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則取得委任官等任用資格；又官等之晉陞，應經升官等考試

及格或升官等訓練合格。依升官等考試法，委任第5職等滿3年並敘委任第5職等本俸最高級者，得參

加升官等考試；至薦任升官等考試已於108年廢止。 

2. 依訓練取得官等晉升資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17條規定，公務人員官等晉升應經升官等考試或訓練

合格，其中訓練又分2種： 

（1） 簡任升官等訓練：現任薦任第9職等人員，且年終考績最近3年2甲1乙者，並晉敘至本俸最高級

者，經高等考試或相當考試，且任9等職務3年者；或經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畢業，且任9等職務6
年者，可參加簡任升官等訓練。 

（2） 薦任升官等訓練：現任委任第5職等人員，且年終考績最近3年2甲1乙者，並晉敘至本俸最高級

者，經高等考試或相當考試，且任5等職務3年者；或經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高中以上；專科以

上畢業、且任9等職務分別為6年、8年、10年者，可參加薦任升官等訓練。 

(三) 職等資格的取得方式 

同官等內依考績晉升職等：同官等內取得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係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規定，各機

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2年列甲等，或者1年列甲等2年列乙等，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

用資格。 
 

三、我國對雙重國籍人士擔任政府公職的規範和條件有那些？依此規範，雙重國籍人士可以擔任

那幾類公職？(25分） 

試題評析 
雙重國籍最近是頗為熱門的時事考點，但實際上回答的內容並不多，主要集中在公務人員任用

法和國籍法，本班講義也都有所整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一回，陳漢宇編撰，頁101-103。 

 

答： 

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具有雙重國籍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係代表我國對於公務人員國籍忠誠度的

要求，但依該法及國籍法等規定，仍有例外空間，僅依題旨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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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重國籍任公職的相關規定 

1. 公務人員任用法：依任用法28條第1項第2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2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

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

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是以，如國人擁有阿根廷及我國雙重國籍，但因阿根廷屬於無法放

棄雙重國籍，此係為法令限制所致之不能，而非當事人不願意，故仍可任公職，但以不設國家安全

機密之機關和職務為限。 

2. 國籍法：依國籍法20條，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不得擔任公職，但以下經各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包括公立大學校長、研究人員、部分公營事業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僑務委員等。

此設計之考量是基於學術、研究、技術、僑務等特殊業務需求所規範之合理設計。 

(二) 雙重國籍人士可擔任之公職 

1. 非涉密之機關與職務：所謂涉密之機關與職務，即任用法第4條所稱特殊查核機關，包括總統府、調

查局、國安局…等機關，特殊職務則是各機關內，部分可能因業務屬性涉及機密，如首長秘書、或

是掌握國家關鍵機密職務等。 

2. 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及經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 

3. 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 

4. 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之無給職諮詢委員。 

5. 且前3款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且我國不易覓得人才為限。 
 
四、我國對於公務人員經營商業、兼職營利事業，以及執行業務時利益迴避的相關規範有那些？

請依現行法規加以說明。(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將考銓法令中有關經營商業、兼職營利事業和利益迴避規定規範的彙整。當中容易讓同

學混淆的可能是兼職營利事業的範圍，這和銓敘部112年實務見解有關，其他部分則是同學可

能無法立刻整理出迴避的相關規定，造成答題的困擾，但本班講義均有整理，故整體難度不

高。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三回，陳漢宇編撰，頁18-20、24-25。 

 

答： 

公務員的倫理規範與服務架構，是公務員服務義務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尤其對於經商、兼職營利事業以及

迴避事項等，以下謹依題旨說明之： 

(一) 經營商業的相關規範 

依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相關規範如下： 

1.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所謂經營商業，包括擔任公司發起人、公司負責人、商業負責

人，或其他以營利為目的之負責人、董監事等。 

2. 公務員就（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至遲應於就（到）職時提出書面

辭職，於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服務機關（構）繳交有關證明文件。但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

完成者，得延長之。 

3. 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如到

職前有該營利事業股份者，應於到職三個月內予以信託。 

(二) 兼職營利事業的相關規範 

1. 對於營利事業的兼職，服務法原則都是禁止的，故在兼職規範上，主要係規範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

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以及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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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針對兼職營利事業，依銓敘部實務見解，對於公務員自行運用或一次性明確授權他人使用其智

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所獲取之合理對價，係包括其從事薦證、代言、宣傳或行銷等商業活動而獲致符

合一般社會通念之正常利益，但仍不得違反服務法第15條之兼職規定。 

(三) 執行業務的迴避事項 

迴避概念在考銓法令中十分常見，除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外，包括任用法、考績法，陞遷法，

行政中立法等，也都有相關規定： 

1. 利衝法：依利衝法第6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此為利衝法的核心要

義；另該法第12條，則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假借職務權力，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亦不得向公職人員之服務機關以請託關說圖其利益；該法14條則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2. 任用法：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

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

用。 

3. 陞遷法：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人員，不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其涉及本人、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甄審（選）案，應行迴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 

4. 保障法：審理保障案件人員，如有與保障事件之公務人員有配偶或相關關係者，或曾參與該保障事

件之代理人，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均應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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