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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學》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領導的影響力能否發揮，有其權力基礎，請說明影響領導的權力有那些？（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並非難題，但以申論題型態出現有些出人意表。自2005年以來，領導的權力基礎就是行政學

國考的當然考點，只不過都是以測驗題型態命題。即便如此，本題仍屬於難度極低之試題。一般

程度考生應多能取得合理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行政學講義》第二回，譚士林編撰，頁59-62。

2.《高點‧高上行政學講義》第三回，譚士林編撰，頁37-40。

答： 
依據Robert Tannenbaum之界定，領導是在特定情境下，人際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並藉由溝通機制，使人們得

以趨向達成特定目標。領導涉及三項要素：(1)人際互動、(2)影響他人行為、(3)達成團體目標。此外，(1)領導

是有目的的行為；(2)領導是影響他人的行為；(3)領導必須透過溝通的過程；(4)領導是技術，也是藝術。 
1.依據J.R. French & B.H. Raven（1959）、B.H. Raven & W. Kruglanski（1975）、P. Hersey & M. Goldsmith
（1979）等之研究，影響領導力的權力基礎如下：

(1)合法權力（legitimate power）：由組織法規，或社會規範所賦予之資格。

(2)獎賞權力（reward power）：具有施予獎賞之能力。

(3)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具有施予懲罰之能力。

(4)參照權力（referent power）：成為他人仿效、師法之對象。

(5)專家權力（expert power）：擁有他人所缺乏的專業知識或能力。

(6)資訊權力（information power）：擁有他人所需要、且稀少的資訊。

(7)關聯權力（connection power）：與有權者具有親近之人際關係。

2.除此之外、J Burns提出轉換型領導，認為影響領導權力之基礎在於領導者能提出共享的願景，以及營造與人

員之間的相互信賴感。此種領導風格具以下特質：

(1)個別關懷：轉換型領導者同時關注工作及人員兩面向。對部屬之關懷表現於(A)發展取向：針對個別部屬的

專長及條件進行了解，以協助其發揮工作潛能。(B)親和取向：與部屬保持密切互動關係，隨時對部屬之要

求及疑問提供反饋。(C)輔導取向：關注新進人員之適應情形。

(2)動機啟發與精神感召：(A)藉由提供願景而整合組織總體目標與成員個別需求，使組織成員願意承諾達成組

織目標。(B)相較於魅力型領導乃基於成員對領導者人格、特質之欽仰，從而無條件地順服及追隨領導者。

轉換型領導者的感召力來自提供共享價值及目標（願景），並藉由溝通過程產生互信及分享關係。

(3)才智激發：轉換型領導者樂於透過意見交換、腦力激盪以及多元思考等方式而激發成員創造力。

(4)相互影響關係：轉換型領導者致力於與成員密切互動，進而在互動過程中建立願景、發揮影響力。

二、何謂行政法人？請問公立大學若改制為行政法人，其在組織管理和運作上，將面臨那些重要的

改變和挑戰？（25分） 

試題評析
國考行政學已多年未出現行政法人相關試題。或許部分考生可能會對其掉以輕心，導致馬失前

蹄。即便如此，本題也非屬難題。國立大學行政法人化在我國也已經是個爭議已久的老議題。據

此，中上程度考生應可獲得合理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行政學講義》第四回，譚士林編撰，頁107-110。

答： 
1.行政法人的法源基礎：根據《行政法人法》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

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任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以及第2項：｢前項特定公共

任務，以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且所

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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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法人組織的特質：

(1)政府擁有所有權的非營利組織，政府以財務支持其運作。

(2)具有獨立權利-義務表示能力。

(3)擁有獨立內部管理權。

(4)接受政府部會宏觀管理。

(5)政府對行政法人組織所執行之公共任務，具有確保實施之義務。

(6)業務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

(7)所承擔業務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

(8)所承擔業務僅涉及低度公權力之行使。

3.公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所面臨的改變及挑戰：我國公立大學因係教育部附屬機關學校，必須同樣受限適用政

府機關之人事、會計、預算、審計、採購等各種法令限制，影響大學學術發展及競爭力。此外，即便在大學

法大學自治之精神下，公立大學作為教育部下轄附屬機關之事實，難以避免教育部以配合國家政令之名干預

大學運作。

(1)改制為行政法人組織將產生以下改變：

A.公立大學具獨立法律人格，在法律上與國家（法人）對等，非隸屬關係。

B.教育部僅能依據法律及法律授權之命令對大學進行合法性監督。

C.由大學人及校外專業人士自行管理大學，取代教育部以行政機關直接管理學術教育之模式。

D.校長由董事會遴選適當人士並聘任之。校長對董事會負責，並於職權範圍內對外代表大學。

E.人員得進用不具公務人員資格者，並自定人事管理規章。

(2)改制為行政法人組織將帶來以下挑戰：

A.董事會組成是否會有政治力介入，導致董事隨政黨輪替更動？以及，是否會產生私校董事會的弊端？

B.公立大學與教育部之關係，將由傳統層級權威變為「臂長距離」關係，如此將使公立大學擺脫行政力量

之干預，但亦導致其課責之困難。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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