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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何謂組織創造力？其具體內涵有那些？組織創造力會為組織帶來那些效應？試分別論述之。

（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出自林水波《公共管理析論》一書，第一次成為考題，未見過的同學可能會不知所措，其實

同學可以融合組織變革、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的概念加以回答，但需要具備整合能力才能回答得

好，要拿高分不易。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共管理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趙杰編撰，頁114-115；178-180。 

 

答： 
組織面對今日如此複雜又動態的環境，遭逢嚴酷的挑戰之際，為了作成設想周到的決定，用以對應其處境，首

要具備的乃是創造力，創造力經常決定組織及其成員對應挑戰的品質與效度。以下分別說明組織創造力的意

涵、具體內涵與其為組織帶來的效應。 
(一)組織創造力之意涵 

組織創造力是組織能力的一種，有了這種能力，才使組織在抉擇因應策略上，與其過往有異，展現新的風

格、新的內容、新的組合。換言之，這種得以為組織形成「新東西」的能力，即一般所謂的組織創造力。

而新東西之具體指涉為：(1)新的問題解決方案；(2)新的運作方法或技能；(3)新的服務；(4)新的產品；(5)
新的觀念；(6)新的視框；(7)新的組織型態；(8)新的思維。 

(二)組織創造力之具體內涵 

組織創造力是組織能力的一種，深受想像力、概念力、敏銳力、洞識力、反省力及學習力所影響，組織創

造力是在六力的輻輳下，方能發揮得淋漓盡致，若其中有一力或數力未能趨向於同一目標，則創造力的幅

度可能就會減縮。茲闡述說明如下： 
1.想像力：是創造性管理的藝術，是一種思維與系統化的動力，致使組織人發掘及養成創造的潛能，提供

找尋解決難題的方向，幫助組織發掘新問題、認定新機會及以新角度透視舊問題。 
2.概念力：協助組織人應用基本的觀念、概念、主題或論題，以整合及詮釋系列資訊或資料所存有的意涵

或模式，進而準確分析與診斷組織所面對的複雜情境。 
3.洞識力：是組織人智慧、經驗、歷練、判斷力、理解力與直觀的累積。其不一定是邏輯或理性思考的產

物，有時甚至是非能預期的直觀似跳躍，有時亦是發之於一時的靈感或由相關事件的聯想，更受到所要

解決問題的本質、內容和目的所影響。 
4.敏銳力：是組織早期發現視為警訊所不可或缺的前提。組織如設有偵測機制或感應工具，適時回收各項

資訊，審慎關注種種環境變化，降低其所處環境的測不準性，並在問題出現時就順利加以掌控，消除本

身的式微或退化。 
5.反省力：是組織回顧過往的所作所為，以為策劃未來發展的路向。蓋任何組織總會有失誤的時候，凡此

均有必要透過組織的省、知與習，經由創造力的導航，以消除組織之種種失靈。 
6.學習力：是組織因應環境變局，面對組織問題的重要能量。大凡具有學習能力的組織，才有改革的動

力，突破傳統思維的勇氣，打破文化的僵硬性，吸納別組織的優點，為組織注入活水及生命力，提供未

來發展的遠景。 
(三)組織創造力之效應 

組織由於要面對重大的挑戰，而順服於體制環境雖是一項經常被採行的對應策略，但對擴大利益幫助並不

大，唯有賴於豐富的組織創造力，來創造種種優勢，才能立於主動地位維繫組織的生命力。組織創造力會

為組織帶來的效應如下： 
1.提升競爭優勢：組織試圖競相爭取有限的資源，維繫組織的生命力，其必須具有豐富的創造力，生產新

的「東西」，讓其競爭對手摸不著頭緒，無法成功地預籌對應之策。 
2.增進組織效能：豐富的創造力，一來有助於組織衝破不合時宜的傳統，而以不同的角度來透視組織的問

題，找出問題的真相，以有效的方案加以解決；二來讓組織展現對應時代的非凡技能，實現組織的目

標。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7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 2 

3.推動組織變遷：時代、環境及科技均在變，組織的任務與使命也在變，是以達成組織目標的方略非隨時

改變不可，但其前提為組織要有創造力，由創造力帶動組織結構重組、過程改革、思維體系更新，最終

導致整個組織的變遷。 
4.強化組織應變：組織潛藏危機的情勢，例如台鐵普悠瑪列車出軌翻覆事故。不過，這種情勢的消弭或減

低發生頻率，則有賴組織的創造性轉化，由原本帶有危機傾向的組織設計，轉變成盡一切可能預防危機

產生的組織，或在危機發生後，進行妥適管理因應的組織。這種隨時準備應付危機的組織，會盡量袪除

危機潛在的機會，隨時注意任何警訊，絲毫不會養成惰性，永續保持創造性的作風，培塑變革的生命

力。 
5.創造組織價值：創造力致使組織不致過於落伍，趕上時代潮流；為組織爭取到有形或無形的利潤；贏得

顧客的信任、認同與支持；留下豐富的剩餘資源，以應急需，緩衝不景氣的環境衝擊；加速業務的處

理，減少流程，減輕民怨；履行社會責任，建立契合於體制環境的關係網絡。 
6.診治組織病態：組織亦可因環境的不良，內部調適不善、互動不順而形成種種病態，諸如：觀念陳舊固

定、溝通協調不足、本位主義太濃、目標衝突不一致或目標錯置等。這些病態有賴創造力來減輕或化

解，由創造力思索變革的藥方與診治的對策。 
綜上而論，組織對挑戰的因應，對競爭力的維繫，對生存空間的掌控，對危機及病態的化解，在在需要創造力

來作「藥引」、來衝破不良的界限防守、來良質化外在環境、來帶動組織的朝氣、同仁的向心力及使命感。 
 

【參考書目】林水波，2011，《公共管理析論》，五南。 

 
二、近年來在探討政府與民間關係中，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當盛行，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

理主要有那幾種模式？每種模式民間參與程度為何？試舉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曾於民國95年的國考中考過，在行政學與行政法中也有相關內容，因此同學平時若有熟記，

拿高分應非難事。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共管理講義》第四回，趙杰編撰，頁76-77。 

 

答： 
(一)業務委託的意義 

「業務委託」是政府與民間簽訂契約，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經費或硬體設施，由民間履行契約規定之項

目，提供服務，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及監督考核機制。「業務委託」是行政委託的一種類型，即為

不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單純行政業務的委託，在行政實務上通稱為「業務外包」、「委外」、「契約外包」

或「公辦民營」。 
(二)業務委託的模式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更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2001年編訂《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例暨契

約參考手冊》，目的在於藉由委託外包以改善民間資源與活力，提升公共服務效率與品質，期以活化公務

人力運用，並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有鑑於政府可委外的業務項目繁多，手冊乃以業務性質為主，民間參與

程度多寡為輔作為分類標準，將政府委託民間辦理業務分為四大模式，其民間參與程度由低至高可區分

為： 
1.機關內部業務委外：係指政府機關將內部業務或設施委託民間辦理或經營，機關支付費用，民間受託者

對機關提供服務之方式，不涉及對外公權力行使，民間受託者僅涉及機關「內部」勞務之提供，或是機

關「內部」設施或資產之經營管理，參與程度最低。其性質可分為： 
(1)內部事務性工作委外辦理：例如機關清潔工作、訓練服務、車輛維護、警衛保全等。 
(2)內部設施或資產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例如政府機關的餐廳、福利社等。 

2.行政助手：係指機關為達特定行政目的，於執行職務時委託民間協助，實際負責職務遂行者為機關本

身，民間之角色乃提供專業技術、人力與設備，機關則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向民間購買勞務，尚未

涉及公權力之委託行使。例如違規車輛拖吊業務、路邊停車場收費業務等。民間受託者所涉及者為「外

部」勞務之提供，參與程度較機關內部業務委外更高。 
3.公共設施服務委託經營：係指行政機關將本應由機關本身親自執行對人民提供服務之設施資產或業務，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民間受託者涉及者不僅是外部勞務之提供，尚涉及公共設施之經營管理，可說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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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參與程度。主要可分為兩種方式： 
(1)政府將現有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受託者需自負盈虧，並負有公有財產保管維

護責任，委託機關則不需親自提供服務，並可從中收取回饋金或權利金挹注公庫。例如 OT（營運－

移轉；Operate-Transfer）係由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政府。台北火車站一至二樓委由微風集團經營即為 OT 的例子。 
(2)機關不提供土地建物等設施及設備，僅以經費補助或特許方式委託民間提供服務。例如政府委託公車

業者提供公共運輸服務。 
此模式又可因其間政府與民間對於經營權及資產設備所有權擁有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樣態，如部分公

營、部分民營，以及公辦民營、BOT、補助民間機構提供服務等。 
4.行政檢查業務委外辦理：係指政府為實現特定行政目的（如管制、查驗等），針對個別事件，委託民間

蒐集、查察、驗證，據以認定一定事實是否符合規定所做之檢查行為。如建築物安全檢查、汽機車檢

驗、商品檢驗、消防安全檢查、衛生檢查、各種產品安全試驗等。此類業務因行政機關缺乏人力，而民

間有充分專業技術人員或團體可承擔檢查業務，配合行政機關嚴格之監督，並給予人民充分之救濟管

道，可兼顧政府精簡人員及達成便民之效果。行政檢查是由民間專業機構或人員代替政府執行檢查業

務，執行過程完全由民間負責，政府甚至無須負擔費用，可說是委託民間經營程度最高的一種方式。 
政府業務委託乃是一種公私協力的方式，而公私協力乃指在公私部門互動過程中，公部門與私部門形成平等互

惠、共同參與及責任分擔的關係。在此關係中，合夥的彼此在決策過程均基於平等的地位，有著相同的決策

權，而形成一種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關係。 
 
【參考書目】林淑馨，2017，《公共管理》（增訂二版），巨流。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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