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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一、公共管理成為一門學科與學派，請界定之並說明其特徵為何？自1970年迄今，公共管理的發

展趨勢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基本題，有關（新）公共管理的特徵有許多版本，同學可以擇一論述。至於公共管理的

發展趨勢曾於88年與98年高考出現過，應該不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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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47-49。 

答： 
根據 Bozeman 的看法，公共管理的研究起始於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改變了公共行政學術理論與實

務的原本面貌，成為世界各國行政管理學政兩界矚目的焦點。茲依題意論述如下：

(一)公共管理之意涵

公共管理是一門新興的學科與學派，旨在幫助公共管理者獲致解決公共問題、滿足民眾需求及處理公眾

事務所需的知識、技能與策略。

(二)公共管理之特徵

1.公共管理是將企業管理手段運用於公部門，並未改變公部門的主體性。

2.公共管理選擇性運用市場機制手段，並非將公共服務完全市場化。

3.公共管理既非公共行政，亦非政策執行，惟並未排斥兩者的內涵，只是進行修正。

4.公共管理重視與外部環境的關係，強調最高管理者的策略設計。

5.公共管理不完全等於「政府管理」，它是與私部門、非營利部門、公民社會或個人進行「公私夥伴」

的合作模式。

6.公共管理與政策分析具有密切關係，不可分離。

(三)公共管理的發展趨勢

1.持續充實公共管理的概念內涵：公共管理此一學科領域的主要工作是為研究政府部門的再造，其概念

內涵暫時不宜作嚴格或具體的界定，必須持續擴充。

2.公共管理所採取的研究途徑是兼具實務性與規範性，在發展具有實際效用的治理工具同時，也不忘建

立其核心的價值規範。

3.公共管理並不排斥私部門所使用的方法，凡能達到目的者皆為好的管理方法。所以公共管理最大的挑

戰，乃在如何發現更有效的方法來整合公私部門兩者所使用的管理工具。

4.重視虛擬網絡組織對公共部門所造成的影響：由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達，形成許多虛擬網路組織，

勢必對公部門的工作環境造成莫大衝擊，因此公部門應及早規劃適當的管理方法。

5.公共管理強調創新與系統思考，才能夠提出正確的變革方向，設計出新的治理系統，俾利創新的政策

產生實際功效。

6.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試圖藉由提昇公共部門的人力素質與工作力來提振國家競爭優勢。其主

要的變革方向，是將傳統的「人事管理」轉換為強調分權化、彈性化及具有市場競爭機制的「人力資

源管理」系統。

7.重視服務的品質與績效的評估方法：在「顧客至上」的年代，公共部門管理者必須主動發展客觀且有

效的績效評估方法，以利藉由顧客滿意度來檢測政府績效。

8.重視政府再造的方法與過程：政府再造的方法或策略並無定律，重點在於必須配合公共部門的特有生

態環境，並且在過程中必須實事求是，不能淪為政治祭儀。

9.公共管理強調價值調和與課責，不僅重視效率系統與效能，同時也重視公平、正義和民主，同時在主

張行政自主化和彈性化的同時，也強調課責的重要性。

10.公共管理重視運用組織發展的干預策略，包括：(1)人際過程的干預；(2)技術結構的干預；(3)人力資

源管理的干預；以及(4)策略性干預。

綜言之，自 1980 年代以來，由於資訊技術的發達、全球化及強調顧客至上等因素，使得傳統官僚體系的組

織與管理方式已不敷政府機關使用。因此，一些行政管理學者及實務界人士於是發展出「公共管理」領

域，使政府能因應急遽變化的環境，同時能加速與促進政府的改革及創新，以及突破政府在管理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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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二、何謂風險與風險管理？風險與危機的關係為何？公部門風險管理的策略有那些？（25分） 

試題評析 
風險管理的題目曾出現於100年薦任升等考、100年地方三等特考與107年地方三等特考，此題

有關公部門風險管理的策略亦可以危機管理的策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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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42。 

 

答：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一詞大約出現於 1956 年《哈佛商業評論》，當時所謂的風險（risk）主要是

指保險公司的財務風險而言。1980 年代由於跨國性公共問題的興起，如核電、愛滋病、溫室效應等問題，

環保學者與公共衛生專家開始將風險管理的理論應用於公共政策問題上，以制定科學的風險管理政策。風

險管理遂逐漸成為公共管制政策的必備工具，同時也成為確保民眾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的政策分析工具。

以下茲依題意說明之： 
(一)風險之意涵 

風險係指潛在影響組織目標之事件，及其發生之可能性與嚴重程度。換言之，風險成立的要件必須說明

下列兩種內涵：發生機率與影響範圍。基此，所謂風險就是發生機率與影響範圍兩者的乘積。 
(二)風險管理之意涵 

廣義的風險管理係指為了建構風險預防，所採用的各類監控方法與過程的統稱，各類監控方法係指各別

經濟個體與總體社會，針對風險所採取的任何手段。狹義的風險管理則指經濟個體透過辨識與評估風

險，整合有限資源，使損失對個體的不利衝擊降至最低的管理過程。換言之，為利用科學方法有效管

理，可能發生的事件及其造成的不利影響，所執行的步驟與過程。 
(三)風險與危機的關係 

「危機」（crisis）是指對於組織、人員與社會造成生命或財產、生理或心理威脅與損害的特殊緊急情

況；「風險」是指測量負面影響的機率與嚴重程度。簡言之，還沒有發生的危險就是風險，一旦發生了

的風險就變成危機。若將前述的概念轉變為危機概念，則危機是一個發生機率甚低，甚至低到足以鬆懈

大家的危機預防意識，一旦發生則其所造成的後果相當嚴重，難以估計。 
(四)公部門風險管理的策略 

公部門風險管理的策略包含風險認定、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 
1.風險認定：指發掘可能發生風險之事件及其發生之原因和方式。建構組織內部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只有全盤透析各種風險，找出組織面臨的各種風險，才能夠預測及採取風險處理的有效方法。 
2.風險評估：區分為風險分析、風險估計與風險評價三部分： 

(1)風險分析：指風險特質的分析，包括各類型損失原因的了解與計算損失金額基礎的評定，所有有

形與無形的實質財產所可能面臨危害性風險，並可分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 
(2)風險估計：指將風險分析資訊，依損失發生的可能性與可能產生的幅度，予以數據化的統計過

程。可分為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兩個面向，兩者的機率分配決定了風險總損失分配。 
(3)風險評價：指人們對風險的來源與風險估計值之認知判斷過程，會主導人們的風險態度與行為，

故對實際風險的評價結果是為認知風險。 
3.風險溝通：係指為降低風險損害度，與社會大眾對話溝通並鼓勵參與風險決策，以因應危機來臨前之

緊急應變的事前準備。亦即指所有風險資訊，在來去之間互動流通的過程。人們有權利獲知風險相關

資訊，進而實際掌握風險後，克服心理上的恐懼威脅，改變人們對風險的認知與行為，避免以訛傳

訛，造成更重大的風險因素。並教導人們了解風險，進而掌控風險而達到保障社會大眾的健康與安

全。 

 

三、規劃為組織管理中最重要之一環，而公共管理的規劃可分為操作規劃、方案規劃與策略規劃

三種，請就此三種規劃的內容與特性析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有關策略規劃的概念同學應該都很熟悉，而由題意中也應該能夠判斷出操作規劃、方案規劃與

策略規劃的層次是由低至高、範圍是由小至大、內容是由具體性至原則性。行政學中亦有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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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計畫（操作規劃）與策略性計畫（策略規劃）之區分，亦可用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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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63。 

 

答： 
費堯（H. Fayol）曾明確指出，管理概念的同義詞即為預測與規劃。組織規劃的目的即在為組成及協調各種

不同之組織功能提供基礎，使組織得以從容應付環境中的挑戰。組織若無有效的計畫，其他管理活動將趨

於無能。正式的組織規劃可依其環境的不確定性程度與內容焦點分為操作規劃（operation planning）、方案

規劃（program planning）與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茲說明如下： 
(一)操作規劃 

操作規劃乃是以組織現有的環境與資源為前提，針對可確知之外在需求對組織現有的作業程序作細部的

規劃。多數組織雖然處於多變的環境中，但對多數行政機構而言，組織未來三至五年的工作規劃必然包

含大多數現行的經常性業務與活動，因此組織便需要對現存之操作方法與各部門之作業程序作妥適安排

與計畫，這種性質的組織規劃即為操作規劃。 
在時間上，操作規劃並不一定為短程規劃，其涵蓋的時間長短視所規劃之業務性質而有明顯的差異。例

如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相關業務的操作規劃若超過2年以上必然不切實際，但若所處市場相當穩定，其

操作規劃所能涵蓋的時段便相對較長。 
(二)方案規劃 

除了經常性作業外，行政組織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有一些特定的重要政策需要公共管理者規劃方案以執

行。方案規劃是指針對組織決定的重大政策，在現行之經常性作業活動之外，發展與評比專案執行計畫

的過程。方案規劃所指的方案可能是與現行組織之經常性活動關聯密切的作為，如採用新的考績辦法或

制度改變，也可能包括組織完全創新的行動。至於其涵蓋時間則取決於方案的性質。 
(三)策略規劃 

J. M. Bryson認為策略規劃係指「一種足以產生公共組織基本決策與行動的紀律性努力，在法定權責規範

下，以形成與指引該組織活動的方向與性質」。策略規劃具有下列特性： 
1.策略規劃是未來取向的：策略規劃是針對組織本身的特性與外在環境的變化所設計的未來發展藍圖，

其目的在替組織的未來開創生機。 
2.策略規劃是客觀分析的過程：策略規劃必須以科學精神客觀的批判與肯定組織本身所具備的劣勢與優

勢，以及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以提出有效的行動策略。 
3.策略規劃是批判與重建組織任務與目標的過程：策略規劃係以機關組織的任務與目標為導向，因此，

必須以批判精神檢視組織任務為何？目標是否扣緊組織所賦予的任務？然後依此排列組織目標的優先

順序，研擬相關策略構想，編列相關預算。 
4.策略規劃必須得到組織內部全面性的支持：策略規劃不僅必須得到重要決策者與意見領袖的衷心支

持，同時組織內部所有成員都應該具有實施策略規劃的共識，將所有意見都納入組織發展的未來藍

圖。 
綜合言之，就對未來的不確定程度而言，策略規劃最高，方案規劃則依方案性質而定，操作規劃若是短程

則低，並依時間的加長而遞增。就價值判斷的重要性而言，策略規劃最高，操作規劃最低。就預測錯誤造

成的嚴重性而言，策略規劃將造成組織整體的失敗，方案規劃則會喪失資源或有利的機會，操作規劃則僅

會降低效率。 
 

四、公民參與和社區充能一直是我國公共政策關注的焦點之一，請從此觀點說明：何謂參與式預

算？其核心理念為何？試舉一例說明其辦理的原則。（25分） 

試題評析 
參與式預算是目前多個縣市力推的政策，曾於107年原住民四等特考出過，也曾於行政學中出

過考題，老師也多次強調其重要性，相信同學應該都有所準備。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共管理講義》第四回，趙杰編撰，頁175-178。 

 

答： 
公共管理的思潮從 20 世紀末的新公共管理，進入 21 世紀初強調的公共治理，重視公民的參與以及政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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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的夥伴關係，這種思潮自然也推廣至預算決策與預算制度，因而產生「參與式預算」，容許公民有更

多的機會參與公共預算的制訂，讓預算的決策更能符合居民的需求。茲依題意說明如下： 
(一)參與式預算之意涵 

參與式預算係指讓地方居民直接介入公共預算的支出與優先順序的決策，目的在於增加預算的透明度、

政府的課責、民眾的認識，以及社會的包容。實務上，參與式預算提供公民資訊，讓他們可以對於地方

社區有關新公共服務與方案的建議予以辯論並排列優先順序，以民主與透明方式制訂預算。透過居民或

社區代表對於政府支出計畫的討論與投票，使公民在政府預算過程中扮演仔細檢查與監督的角色。 
(二)參與式預算之核心理念 

參與式預算制度正在世界各地採行中，其制度設計目的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唯有擴大公民的預算決策參

與，才能讓預算更貼近民意，讓預算更透明、課責，也讓公民更有權利義務對等關係，破除財政幻覺。

實施參與式預算的核心理念如下： 
1.公民意識與社區主義的加強：參與式預算制度符合當前社區主義與公共治理的思潮，因此必須讓公民

有認知參與公共事務是權利，也是義務。又，社區歸屬感與公民意識是可以培養的，其養成公民理性

與互相尊重地溝通與思辨，為改善公共利益的預算決策共同努力。 
2.預算透明度的強化：政府預算過程與決策必須更透明，多年來IMF與OECD組織皆有制訂財政預算透

明度的作業手冊與指標。唯有確實落實那些規定，才能揭開預算的神秘面紗，讓人民更容易親近政府

預算。 
3.政府首長的大力支持：參與式預算制度必須依賴政府機關的專業指導與協助，首長更需要以開闊的胸

襟，虛心接受人民的建議與構想，積極地支持與輔導，參與式預算制度才能開展。 
4.實施範圍的選擇：哪些地區或哪一類的公共建設支出較適合公民參與，須視各城市的特性而定。因

此，選擇適當的實施範圍，關係著參與式預算的接受度與可行性。 
(三)參與式預算之辦理原則 

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109年金瓜石暨水湳洞社區參與式預算」為例，參與對象以金瓜石及水湳洞18
歲以上在地民眾為主，包含戶籍為金瓜石及水湳洞之居民，或能提供在地居住、工作證明者。參與辦法

為居民自主提案，共收到5則提案，並分別於金瓜石地區及水湳洞地區各辦一場參與式預算提案說明會

暨投票。依投票結果，水湳洞地區兩提案及金瓜石地區三提案皆獲選為今年度執行提案，將由提案人及

在地居民執行，黃金博物館從旁輔導協助。由此例子中，可以歸納出參與式預算應該包含以下四大原

則： 
1.發聲原則（voice）：參與式預算的宗旨是為弱者發聲，希望藉由制度設計讓在傳統政治制度之下弱

勢、被邊緣化的聲音能夠有機會透過審議過程的積極聆聽而有被同等重視的機會，進而激發更有活力

的公民參與。 
2.投票原則（vote）：透過比傳統代議政治更寬鬆的投票規定來涵納更多人的聲音，投票也是直接民主

的展現，希望藉此達成增加公民權力的關鍵影響。 
3.監督原則（oversight）：參與式預算將公民帶入預算審議的流程中，使得政府必須更加開放、揭示更

多資訊供大眾檢視與監督。 
4.社會正義原則（social justice）：公共資源的分配應該以社會正義原則為依歸，經過審議的過程，公民

們的確了解也願意把稅收花在最需要的地方，使公共資源有機會重分配，更符合社會正義。 
綜上可知，參與式預算是一種民主審議與決策過程，它給予公民有關公共資金將如何使用的實質決策權

力，賦予公民思辯、辯論與影響公共事務的權利，也是一種對公民給予教育、參與、授權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