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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中央政府機關應進行員額評鑑，以做好員額管理工作。請就評鑑範圍、執

行程序和結果運用三個面向，探討機關員額評鑑的重要意涵。（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一再強調這個重要考點，也說過相關期刊需要閱讀，然後就真的直接考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考銓、公共人管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一回，何昀峯編撰，頁41-42。 

答： 
我國員額評鑑與管理目前係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作為辦理依據，

茲依題意說明意涵如下：

(一)評鑑範圍

表面來看，中央政府的所屬機關及員額數是評鑑主體，但是決定員額數的因素卻涵蓋了機關組織、業

務、人力、財務、工作流程與方法，以及其他有關組織運作表現。換言之，任何可能影響員額的因

素，都可能納入評鑑範圍。

(二)執行程序

1.評鑑由上而下辦理

依據總員額法第8條第3項，一級機關每兩年應評鑑所屬二級機關員額總數之合理性；二級機關每兩年

應評鑑所屬三級機關員額總數之合理性。因此，整個評鑑程序乃是「由上而下」的，即一級機關評鑑

二級機關、二級機關評鑑所屬機關，最後再由一級機關作成決定。

2.業務內容由下而上檢討

總員額法第8條第3項復規定，員額合理性之檢討，應特別著重機關策略和業務狀況配合程度。因此，

各評鑑指標內容呈現則是「由下而上」的，各個機關受評鑑的業務都需要與整體策略切合。

(三)結果運用：以精簡運用為原則

依據總員額法第4條第1項規定，員額高限為16萬9百人，故除非能提出極重要的理由，否則難以增加員

額；不僅如此，員額管理辦法第9條第2項亦強調，各機關因安置其他機關現有人員，而增加配置預算員

額者，所增預算員額應列管為出缺不補。因此評鑑結果無論如何，皆以員額需精簡運用為原則。

【參考書目】 

呂育誠（2014），＜員額評鑑對政府人事管理與人力運用影響之研究＞，文官制度季刊，第6卷，第1期，

頁55-79。 

二、何謂職務遷調？職務遷調的主要功能及可能的負面影響為何？試分別討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除了學理面的探討外，過去陞遷制度通常聚焦於辦理陞遷程序，鮮少獨立討論職務遷調。但只

要對陞遷制度觀念清晰，也不影響答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考銓、公共人管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二回，何昀峯編撰，頁51-53。 

答： 
職務遷調於學理上稱為工作輪調（job rotation）是種增進人員歷練的機制，我國於公務人員陞遷法（以

下簡稱陞遷法）中亦有規定，以下說明之：

(一)職務遷調的意涵

1.職務遷調是種組織人力發展策略的運用，藉由讓員工定期交換工作崗位，以減輕員工因長期在同一單

位工作引起的煩悶及挫折經驗，減少不良工作效率；亦可藉此方式來培養未來的管理人才。

2.依據陞遷法之規定，職務遷調可分為兩種：

(1)陞遷法第8條第2項，本機關同一序列各職務間之調任，得免經甄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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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陞遷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對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之所屬人員，配合職務性質及業務需要，

所實施的各種遷調。 
(二)職務遷調的功能及負面影響 

1.正面功能 
(1)增加公務人員整體性觀點，培養從非本單位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 
(2)因應組織業務需要，將人力資源進行適當配置。 
(3)防止弊端，避免久任產生的怠惰之心。 
(4)補救人員遴選的措施，對於不適任者進行調動。 

2.負面影響 
(1)剛輪調時，由於工作生疏，會影響工作效率。  
(2)輪調頻繁，反而使員工歷練不足，違反培育人才之本意。 
(3)接受輪調人員，易被視為內定晉升候選人，而受排擠，影響員工情感。 
(4)高級主管論調後，如和部屬磨合不佳，反而將影響組織運作效能。 

 

【參考書目】 

楊戊龍（2021），《公務員法要義〔第二版〕》，台北：翰蘆，頁119-120。 

 

三、假設您是某地方政府的人事人員，為了配合「2030雙語國家政策」，長官要求您擬定計畫以

提升本府全體公務員英語能力，請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的規定，檢具理由說明：您將規

劃何種訓練和進修類型？各自具體內容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最近很喜歡在四等考試考這種訓練計畫撰擬的題目，只要有注意到趨勢和做過練習，都可以駕

馭。另外，最新一期《國家人力資源論壇》內容可以參考。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110年高普考-考前重點猜題講義》，何昀峯編撰，頁14。 
2.《高點‧高上各國、考銓、公共人管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三回，何昀峯編撰，頁5-6。 

 

答： 
以下就題意研擬「英語能力接軌國際訓練計畫」一份說明之： 
(一) 訓練計畫設計緣由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為提升國民英語力以增加國際競爭力，國發會遵循行政院指示，以2030年
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厚植國人英語力」方能「提升國家競爭力」並「接軌國際」，因

此以培育公務人員英語溝通力為目標。 
(二)計畫內容重點 

1.學習目標 
本計畫強調實用性，鼓勵公務人員願意持續聽、說、讀、寫英語為目標，首重公務知能為主，日常生

活應用為輔。 
2.辦理專業訓練  

(1)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專業訓練指為提升各機關（構）

學校公務人員擔任現職或晉升職務時所需專業知能，以利業務發展之訓練，或為因應各機關（構）

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使現職人員具備適應新職所需之工作知能及取得新任工作專長，所施予

之訓練。 
(2)因此，可辦理「公務實用英語」實體課程，強調擬真公務情境、實作演練、角色扮演、活潑輕鬆等

教學設計。 
3.配合機構進修 

(1)依據本法第8條規定，公務人員得於國內外機關學校，以公餘、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行之。 
(2)國家文官學院自106年起推出「全球化英語班」，108年起，又以公務常用主題為主辦理「假日英語

工作坊」，針對英語簡報技巧、外賓接待、會議表達及書信寫作等主題，有實體及線上課程，可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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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於公餘時間參加，以充分運用訓練資源。 
 

【參考書目】 

許秀春（2021），＜國家文官學院推動雙語文官之培訓成果＞，國家人力資源論壇，第11期。取自：

https://www.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78&s=44622&type=114AAE178CD95D4C 

 

四、我國公務人員考試中的口試可分為那幾種類型？透過這些不同口試類型的評量，其具有何種

人才選拔和發展的意義？請分別討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屬於新的命題，來自2020年出版的教科書內容。即使沒有讀過教科書，透過測驗理論的概念來

撰寫也是標準答案。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考銓、公共人管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一回，何昀峯編撰，頁65-67。 

 

答： 
(一) 口試的種類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口試規則，口試以個別口試或集體口試方式行之，必要時得兼採之。而集體口試又

可加入團體討論，故目前公務人員口試的種類可分為「個別口試」、「集體口試」及「團體討論」。 
(二)各種口試的意義 

1.個別口試 
個別口試係指個別應考人按預定口試方式，回答口試委員之問題，藉以評量其儀表、言辭、才識及其

他能力。 
2.集體口試 
集體口試係指由二位以上之應考人，依預定之口試主題，共同討論，藉以評量其儀表、言辭、才識、

團體適應及解決問題等能力。 
3.團體討論 
在集體口試之基礎上，加入對小組討論、公事籃演練、模擬面談、事實發現、個案/問題分析之評測方

式，也就是評鑑中心法的運用。並由受過相關訓練的評鑑委員觀察、記錄受測者的所有言行；在評鑑

活動結束後，將受測者的表現摘要、評等、優缺點及未來的發展建議，以書面或口頭的方式回饋給當

事人及其所屬機關，作為職涯發展規劃的依據。 
(三)綜合評述 

1.現代的公務人員在將近40年的服務生涯中，專業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處在公部門內外環境劇烈變化、

組織業務經常需要調整、政府組織應該擁有彈性、多元調整的空間等時代特性中，公務員的邏輯推理

能力、人際關係技巧、主動積極的個人特質等等工作職能的重要性，絕對是不容忽視的，因此更需留

意考選的信度問題。 
2.目前，公務人員考試法已經提供多元化的考試方法，而三種口試的綜合應用，正是希望能夠遴選優秀

且具適任性的公務人才，以維護政府治理之品質。 
 
【參考書目】 

許道然、林文燦（2020），《考銓制度》，台北：五南，頁97。 

 



 110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