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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人事制度》
一、1978年美國「文官改革法」通過後，建立「高級主管制」（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

請說明其創制原因、職位組成及特色。（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經典老題，同學依照講義內容即可回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人事制度講義》第二回，陳漢宇編撰，頁62~64、66~67。 

答： 
(一)創制原因

為促進人事制度的革新，改進美國聯邦政府公務人員的工作績效，使管理權力與公務人員的保護兩者之

間取得平衡，遂由卡特總統於1978年簽署了文官改革法，並希望推展積極式的人事行政，同時也受到英

國高級文官模式的影響，有感新公共管理行政推動之必要，重視高階文官對於社會、經濟、政治等議題

之及時回應性和政策規劃，發揮領導績效，於聯邦政府各機關中設置「高級文官職」（簡稱SES人員），

對此類人員的來源、調任、俸給以及任免等均做特別規定，以吸引外界人才投入。

(二)職位組成

1.職位定義：包括GS俸表15職等以上及行政首長俸表第4級與第5級人員，無須經參議院同意，直接由總

統任命之職位，不包括立法與司法部門職位，或業務性質與執法、情報、外交職位，或是行政法官、

獨立政府組織、特定金融監管機構之職位等。

2.職位類別和進用管道：SES的職位有兩種，一種是「一般性職位」（General Position），可由常任人員、

限期任用人員、限期緊急任用人員及非常任人員擔任；另一種為「永業保留職位」（Career Reserved

Position）則只能進用常任人員；而進用管道則分為以下四種：

(1)常任任用（Career Appointee）：根據功績制用人的程序選用，依人事管理局核定的資格標準。

(2)非常任任用（Non career Appointee）不經由功績制程序選用，為機關首長政治任用人員，且不得高

於SES總額10%。

(3)訂有期限任用（Limited Term Appointee）：任期最多為三年，期限屆滿不得再任，數額不得高於機

關內SES總額2%。

(4)訂有期限緊急任用（Limited Emergency Appointee）：因緊急事務而任用任期最長為18個月，期限屆

滿不得再任；前述訂有期限任用、訂有期限緊急任用類人員之任用，其員額不得超過各機關SES員

額的5％，且需經人事管理局的核准。

3.職位數目：法律並無明文限制SES職位上限，各機關需間年檢視當年度與次一年度對SES職位之需求，

並向人事管理局提出申請；各機關提出之職位標準，除前開職等條件外，功能上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包括指導特定單位，督導所屬人員考評及工作，或對特定計畫肩負責任，執行重要政策制訂或其他高

階管理功能等。

(三)制度特色

1.體制彈性化：SES制度得擺脫以往較為僵化的官僚體制，能夠彈性處理任用、俸給、考績、獎金等議

題，可滿足用人機關需要，也增加羅致優秀人才的機會。

2.由政治任命人員擔任事務官角色：現代人事制度發展中，多將政務官與事務官進行區分，但SES體制

使政治任命人員亦可擔任事務官的高級職位，並與傳統永業文官合作共事，為美國制度的一項特色。

3.促進人才交流：SES分為永業與一般性職位兩種，也留給開放公部門以外人員亦可擔任，不但擴大了

SES的取材來源，使得高階文官人力結構更為多元，也讓永業文官和非永業文官有更多交流互動之機

會。 

二、請從英國「文官長」（Head of Civil Service）之特殊性及與首相間的關係來探討其角色、權

責及功能。（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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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110高考曾出現「英國係由首相與常次所治理」（Britain is govern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Permanent Secretary）說法的意義為何？其所衍伸之當代文官制度的原則有那些？」一題，與本

題意旨相同，都是要測驗首相和文官長間治理的分工與關係，也請不要忽略文官事務委員會的

角色。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人事制度講義》第一回，陳漢宇編撰，頁24~25、120~121。 

 

答： 

(一)文官長與首相之角色區隔 
1.英國為內閣制國家，主要治理者為首相，但文官治理事宜，則由文官長協助助理負責。英國首相最主

要的兩位幕僚長，一位是首相辦公室之幕僚長，稱為「機要秘書長」，以處理首相私人事務為主，其

銜首相之命組成「首相辦公室」，由各主要部會指派常任文官中司處長級或助理次長級高級文官進駐。 

2.另一位幕僚長是「內閣秘書長」（Cabinet Secretary），也被稱為「首相的常次」（Prime Minister’s 

Permanent），是首相處理政務最資深的政策夥伴，最為信賴，權力極大，也被稱為「超級常次」，在

高級文官之上，不列等。就英國而言，內閣事務部雖然是目前最主要人事機構，但實質上人事行政業

務主要是由內閣秘書長來監督指揮，並兼任文官長（Cabinet Secretary & Head of Civil service），統管人

事相關業務，其下再設文官事務執行長兼常務次長主責相關業務，故文官長之本職為超級常次；而是

類超級常次，除內閣秘書長外，尚有「財政部常次」及「外交部常次」，也都屬於「超級常次」；這

些超級常次，一方面為首相的重要輔佐和諮詢，另一方面也是各機關的行政監督首長，而英國的超級

常次，也常自各部之常次中晉升。 

(二)文官長與首相的權責和功能區隔 
1.目前英國主要人事機構為「內閣事務部」，係為「首相」所領導，下設內閣事務部部長，主要職掌包

括如協助首相確保政府發展與政策執行；協助國家安全事項研討；促進政府創新和效率等；其中文官

事務也隸屬於該部，包括人事政策改革、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職能領導等，下轄文官局（Civil 

Service）、文官事務改革處（Civil Service Reform）、人力資源管理處（Civil Service HR）、人事職能

督導處（Functional Leadership）、文官資源司（Civil Service Resourcing）等。 

2.目前文官局，會同時透過任務編組形式，邀集各重要部級機構常務次長（Permanent Secretary）組成

「文官事務委員會」（Civil Service Board），並向內閣秘書長兼文官長負責，其職責包括設定文官發

展的策略性方向、確保文官的治理能力、績效和回應性，各常務次長為文官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必須

和各部內的高階文官（Senior Civil Service，SCS）一起合作，將相關人事事項傳遞各部。 

(三)制度特色 
1.文官長兼具幕僚長與文官行政首長兩種角色，可作為政治與行政之分野溝通橋樑，也可維護行政中立

體制。2.常次以上至文官長，均久經歷練培育，素質優異、確屬精英中之精英，即使不得升任為政務

官，亦無損於其「文官巨頭」地位。 

3.常次或或超級常任職期間頗長（3~6年以上，或長達10、20餘年），工作上易趨於保守；且易與政治階

層接觸多、易難保沾染政治化色彩。 

 
三、請從部內制的角度，討論法國於二次大戰後，有關中央人事主管機關的不同階段調整，對於

人事業務之規劃實施，所呈現的意涵及特色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也是老題目，但比較特別的是，同學要留意從「部內制」角度出發，再去論述法國各階段

人事機構的變革與特色。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人事制度講義》第二回，陳漢宇編撰，頁39~40、44、126。 

答： 
(一)部內制特色 

1.係指各行政部門均有單獨的人事制度，各自設置人事行政機關（構），掌理所屬的人事業務，或行政

權下有一非獨立且統合性的人事機關。此為德國和法國所採行，如德國聯邦人事委員會、內政部；法

國之行政及人事總局，也稱德法制。 

2.部內制的意涵，主要係指各行政部門的人事業務，由各部門的人事機關（構）掌理，對本部門情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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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瞭解，所作的措施較能切中時弊，配合實際需要，易收事權統一，但問題則在於可能流於各部

各自為政，無法統籌運用。 

(二)法國歷來人事機構介紹 

1.從「文官指導處」到「行政及人事總局」 

(1)文官指導處是法國於1945年二次大戰後成立的第一個人事主管機關，負責監督文官法實施；1959年

所修訂的文官法將原文官指導處擴編為「行政及人事總局」，使其權限類似於行政元首之人事計畫

總部，直接隸屬於內閣總理管轄。但文官指導處的定位始終不清，一開始不清楚是監督機構或是超

級人事指導處，後來與預算局的分工又產生衝突，因為預算局對於俸給、員額都有干涉權力，與文

官指導處權責不清。 

(2)文官指導處原職掌包括擬定人事政策、建立整體文官資料及數據、研究行政機構改革、中央及地方

人事法令協調與公務員薪給制度規劃；1959年擴編為「行政及人事總局」後，主要職權為監督文官

法的實施及規劃人事行政業務，由於職權事項已較前擴增，且直接隸屬內閣總理管轄，職權和層級

均較以往更高，較能發揮效用，如法國設有部級之人事機關，則由部長兼理該局業務。 

2.從「文官部」到「行動暨國庫部」 

(1)法國中央公務員之人事組織是設於內閣之內，直接隸屬總理。從二戰以後，部分內閣政府會設置文

官部或公職部，但真正管理公務員人事相關業務的是行政及人事總局。也就是說，如果內閣政府設

有公職部，則行政及人事總局則隸屬於下，但如果沒有設置公職部，則行政及人事總局即直接隸屬

於總理。因此，有關人事主管機關，雖然名稱及其組織或曾改變過，但其主體一直存在。此為法國

政治體制背景相當特殊之處。 

(2)自成立人事暨行政改革部起，即確立了此後部級機關的兩大主軸：「行政中心」及「訓練機構」，

當時在行政及人事總局下設有「考選與訓練局」以及「現代化人力素質局」；訓練機構體系則設有

「國家行政學院」（ENA）、「國際行政學院」（IIAP）、地方行政學院，後國際行政學院在2002

年併入國家行政學院；2017年馬克宏就任後，有關公共行動的現代化和公務員制度、政府稅收及預

算整合，改組為「行動暨國庫部」，並與財政局共同負責財務預測及經濟控制。 

(三)人事制度的特色 

1.人事主管機關改組頻繁，逐漸強化部內制功能：法國人事機構更迭頻繁，不過都是以行政及人事總局

為主體，且部內制色彩日漸濃厚。其主因在於法國政治體制之動盪頻仍，實需透過部內制內閣總理的

直接指導，穩定文官及人事體制運作。 

2.人事管理集權化兼具分權化：法國人事制度的主要傳統為部內制與集權制，前者的發展由消極性而逐

漸趨於積極，後者的演變則由集權（Centralization）而兼顧分權（Decentralization）。集權是指中央與

地方的人事法制均來自中央集權規劃的人事法令規章，分權則是指1983年起逐漸走向分散授權地方自

主管理的人事體制。原則上，在部內制基礎下，人事行政總局仍具有主導性，這對於法國中央及地方

的人事發展與交流均有貢獻。 

 
四、請從制度的歷史沿革、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創制及相關法規的發展過程，討論美國行政倫理的

相關規範及意涵。（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較為冷門，行政倫理本身並不困難，但說明制度歷史沿革，和立法行政部門等創制，就不

容易。本題在講義「各國行政倫理綜合比較」有加以整理，另亦可參閱許南雄《各國人事制

度》作答，更為完整。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各國人事制度講義》第三回，陳漢宇編撰，頁121~122。 

 

答： 
所謂行政倫理（Public Service Ethics），也稱公務倫理，即任公職的倫理規範及行為操守標準，有助於防範

貪贓枉法等違法失職案件發生，各國公務員倫理法制最主要的規範面向，可以大致區分成行政中立、財產

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在職與退休）、弊端揭發等面向，亦可被歸屬為廣義的服務概念；至於實務之法制

內容，多半亦對於公務員不倫理案件的揭露、調查與處理程序有相當具體明確規範，且將相關規範以法律、

行政規則或命令等方式予以法典化。以下依題旨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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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7年政府機關陽光法 

規範聯邦政府多數機關對執行業務應公開，此立法意旨在於防止政府機關藉著保密理由導致濫權的非法

活動，且陽光法規定有權查閱政府機關保存之個人資料，亦包含對於政府官員私人財產與政府機關業務

資料之公開。 

(二)1979年政府倫理法 

1.美國聯邦政府1979年制訂政府倫理法，此法共計5章，首章為設國會法制局，第二章則設置政府倫理局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為隸屬行政部門內獨立機關，負責倫理相關標準法規制訂、監督調查

各規範、檢討法規、提供諮詢與宣導等各項業務，並專設的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職掌檢控不法事件。 

2.1980年美國政府配合前開倫理法之實施，訂頒「政府機關服務倫理法」，此一法令規範公務人員的倫

理紀律行為，包括公務人員對國家忠誠要高於個人、政黨及政府機關、遵守憲法與法令規定、執行公

務不受政黨因素影響、力求行政效能、不得違法兼職等。 

(三)1989年倫理改革法 

1978年「政府倫理法」規範公務人員的倫理紀律行為，復以1989年「政府倫理改革法」做較為具體規定，

主要內容包括： 

1.執行職務須摒除私人利益。 

2.不得擁有違背職務的金錢利益。 

3.不得假公濟私。 

4.遵守公平就業機會原則。 

5.不得接受美金20元以上之私人贈與。 

6.財產申報：包括公開（政務官、國會議員等）與非公開報告（GS15職等以下）。 

7.離職後之利害衝突規範，即旋轉門條款，其規範對象不限於行政機關的官員，亦及於國會的選任官員

與行政人員。 

8.倫理政策推展：聯邦各部會須於每年8月底前向政府倫理局提報實施或推動公務人員倫理發展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