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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民國 109 年 1 月 8 日修正通過的考試院組織法對考試院人事及組織結構產生什麼影響？試說明

分析之。（25 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109 年制度重大修正後，一直都有命題機會，直到今年正式命題。過去僅在空中大學考試及部分大

專院校考試出現過相關試題，國家考試則是新題型，考生須有強健的基礎概念才能充分回答，組

織法條次不是重點，論述其內涵之正確性才是重點。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一回，何昀峯編撰，頁 11-16。
2.《新青年公職智庫》專欄，高上公職網，何昀峯編撰，〈未來國家考試的考情趨勢─在考試院組

織法修正之後〉。

答：
為解決憲政體制的衝突及總統無提名權的不合理現象，並力求精簡政府的運作，考試院組織法於 109 年進行修

正，其人事及組織結構影響如下：

(一)考試院不再具有監督行政院人事之權限

舊法規定「考試院對各機關銓敘業務有監督權」，但考試院與行政院係分屬憲法上不同的治權體系，應是

互相制衡而非監督關係，而長年以來，考試院開委員會及院會時，人事總處每週要列席並備質詢，形成主

從關係的存在，實乃與憲法的權力分立制度設計衝突。因此修正組織法後，明訂考試院掌理憲法增修條文

第 6 條第 1 項所定事項及憲法所賦予之職權，以合乎憲政體制運作。

(二)考試院政府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縮短

過去，考試院正副院長及委員任期為 6 年，與總統任期交錯。長期造成總統任一期之 4 年內皆無提名權之

不合理現象。為促進考銓人才合理流動，提升用人效率，將任期劃一為 4 年後，以利將整體的公務人力資

源管理政策劃一，並釐清責任。

(三)考試委員人數精簡 
過去，考試院組織法明定考試委員名額 19 人，而依考試院預算書資料所示，考試委員皆支領部長級薪

水，單就考試委員之人事費用而未計算其他業務費用，每年政府即支出高達 5700 多萬之公帑。鑑於政府

財政負擔過於重大，政府重要課題即為組織精簡，故將考試委員名額由原來 19 人降低為 7 至 9 人。 
(四)考試院組織精簡縮編

除考試委員之精簡以外，考試院職權已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項明確執掌事項，故所屬之機關應切合

名實；過去依組織法設置之考銓處及內部各委員會亦已不合乎現況之運作。因此，組織法修正時，配合考

試委員縮減，併同縮減精編考試院組織，以及刪除各種委員會與考銓處之設置規定。

(五)考試委員提名資格改變並增加限制條件

將舊法關於考試委員之提名資格之「曾任典試委員長而富有貢獻者」以及「富有政治經驗」的要件刪除。

此外，增訂考試委員不得赴中國大陸地區兼職之規定。

【參考書目】

立法院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4 日印發）。 

二、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列甲等與乙等之利益效果差異為何？試依不同人事法規相關規定說明之。

（25 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非常容易的題目，考古題的改編，最近一次命題是 108 年薦任升官等考試。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 24，何昀峯編撰，

頁 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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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年終考績甲等及乙等之結果，對公務人員的財產權利、升遷權利、訓練發展權利及名譽權利等利益皆有差異，

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財產權利差異 

考績獎金之差異，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  
1.甲等 

1 個月俸給總額之 1 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 2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2.乙等 
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 1 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 1 個半月俸給總額之 1 次獎金。 

(二)升遷權利差異 
1.升職等 
考績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2 年列甲等者或 1 年列甲等 2 年列

乙等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換言之，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如連年均為甲等，升職等較乙等

迅速。此外，如年終考績從未獲得甲等，則無法升職等。 
2.升官等 

(1)升官等訓練資格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 條第 2 項及第 6 項規定，任薦任或委任官等最高職等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

現人員，以該職等職務辦理之年終考績最近 3 年 2 年列甲等、1 年列乙等以上，並已晉敘至該職等本

俸最高級後，再經晉升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高一官等任用資格。可知，如年終考績從未獲得甲

等，亦無法升官等。 
(2)升官等考試成績計算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考試成績高於考績或考成平均成績者，或最近 3 年年終考

績或年終考成成績未達 1 年列甲等，2 年列乙等以上者，其考績或考成成績不列入總成績計算，並以

考試成績為總成績。因此，最近 3 年年終考績需有甲等考績，方有列入總成績計算機會。 
(三)訓練發展權利差異 

1.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規定，各機關學校選送進修之公務

人員，應具有服務成績優良，具有發展潛力之基本條件；所稱服務成績優良，具有發展潛力者，指具備

最近 2 年年終考績（成）1 年列甲等、1 年列乙等以上，並未受刑事處罰、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

懲處者。 
2.申言之，最近 2 年年終考績須獲得甲等考績，始得選送進修；皆考列乙等則無此機會。 

(四)名譽權利差異 
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 12 條規定，最近三年有乙等將不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

故模範公務人員之選拔對象以甲等考績為基本條件，乙等則否。 
 
三、公務人員之「調任」所指為何？（10 分）請說明我國現行人事法規對公務人員調任限制的各種

規定。（15 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傳統考古題，105 年地特三等考題再考一次，穩紮穩打說明法規內容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 17，何昀峯編撰，

頁 17-10~17-11。 

 
答： 
(一)公務人員調任之意涵 

1.所謂調任，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3 條規定，指的是「指具有擬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人員，於

不同職務間之調動。」也就是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所定，各機關除政務人

員及民選人員外，於其組織法規中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並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列有職系現仍在職之人

員之職務調動。 
2.現行人事法規之調任態樣可依調動後對資格是否產生影響，以及調動後之隸屬關係加以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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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職人員調任之主要限制規定 
乃人員調任之原則性規範，規定「職組職系」、「降調」等態樣之限制： 
1.職組職系之限制 
查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

在同職組各職系及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2.降調之限制 

(1)降低官等 
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自願調任低官

等人員，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 
(2)同官等內降低職等 
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

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 
(3)擬任職務之特別限制 
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亦規定，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

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但有特殊情形，報

經總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商調他機關現職人員 

調任如涉及「同一行政主體內另一行政機關」或「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異動的情形，則須遵守以下規定：

1.指名商調 
本法第 22 條規定，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指名商調特種考試

及格人員時，仍應受各該任用考試限制轉調規定限制。 
2.需先經法定程序 
本法細則第 21 條規定，本法第 22 條所稱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指各機關職務出缺，如因業務

需要，需任用其他機關人員時，應經該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規定辦理後，詳細敘明擬調人員之職

稱、姓名及擬任之職務，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始得調用。 
 
四、退休金計算方式可分為「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請說明這兩種制度之定義。現行我

國採何種制度？（10 分）並說明前述兩種制度之優缺點。（15 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也是基本考古題，須留意「恩給制」和「提撥制」是退休基金籌措方式的制度類型；而「確定給

付制」與「確定提撥制」是計算退休金給付之制度類型，不可混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申論教戰守策》考點 31，何昀峯編

撰，頁 31-6~31-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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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答： 
(一)「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定義 

1.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plan, DB）： 
雇主（政府）承諾員工於退休時，按約定退休辦法支付定額之退休金或分期支付一定數額之退休俸。 

2.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DC）： 
雇主（政府）或員工依退休辦法每年（月）提撥一定數額之退休基金，交付信託人保管運用，於員工退

休時將員工與政府共同提撥之資金和運用孳息給付給退休之員工。 
3.我國現行之制度：確定給付制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退撫基金，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退撫基金

費用設立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同法第 27 條規定之公務人員退休金給付計算基數，係以年

資、年齡及平均俸額為要件。可知，我國現行制度為「確定給付制」。 
(二)「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優缺分析 

1.確定給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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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點 
①員工擁有一定水位的生活保障。 
②對政府而言，能夠穩定員工的人員流動，也易於進行人事管理。 

(2)缺點 
①退休金之精算成本為估計值，較不確定。 
②在給付資金的準備上，長期承諾面臨的變數也使得政府易遭實質的財務風險。 

2.確定提撥制 
(1)優點 
①節省管理費用，也可避免過多來自未來不可預期的風險。 
②員工也有機會隨著景氣的發展獲利，得到多退休金。 

(2)缺點 
①政府必須要花費更多心力在人員的激勵與管理手段上，避免人才流動。 
②員工較難獲得「確定給付」的安全感。 
 

【參考書目】 
1.鄭青霞、王靜怡（2014），〈社會性長期照顧保險的財務處理〉，《台灣社會福利學刊》，第 12 卷，第 1
期，頁 65-119。 

2.郭昱瑩、余致力、蔡馨芳（2020）。〈公務人員退休年金設計：確定給付制、確定提撥制或雙層制？〉，

《文官制度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頁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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