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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概要》 
一、績效管理在各國推行以來，已產生若干問題，試說明實施績效管理所產生之問題與改善措施。

（25分） 

試題評析 在公共管理中，各項管理工具在公部門實施時的限制與改善之道是基本重點，而政府實施績效的

問題在歷屆試題中已出現多次，同學應能確實掌握。 

考點命中 
1.《高點公共管理講義第三回》，趙杰編撰，頁61-62。 

引自《公共管理》林淑馨編著，2012，台北：遠流，頁279-281； 
     《公共管理》（再版），丘昌泰編著，2010，台北：智勝，頁299-301。 

答： 
績效管理係對於公共服務或計畫目標進行設定與實現，並對實現結果進行系統性評鑑的過程。茲依題意說明如

下： 
(一)政府實施績效管理的問題 

公部門由於組織目標、結構與任務的特性，普遍存在績效難以衡量的現象，主要乃是在實務上績效衡量常

常有以下之限制： 
1.目標設定無法一致 

政府機關目標與私人企業的目標有很大不同，私人企業以追求利潤為主，政府機關的目標則經常無法量

化。加上政府機關有多元的利害關係人，正如同多重委託人般，彼此目標經常是衝突的，如何透過政治

妥協取得共識，並非易事。但目標的確定卻是績效評估的先決條件，如無法確定目標，即無法訂定績效

指標，進而影響評估結果。 
2.績效指標難以量化 

公部門所肩負的「公共性」、「社會性」等規範性價值，以及公務活動本質的特殊性，使組織的施政或

運作績效難以用企業經營的成本效益或利潤標準來衡量，因而造成公部門績效指標難以具體化和量化的

問題，並影響評估的信度與效度。 
3.資訊掌握的不實與不完整 

績效衡量是否有效，端賴資訊的提供是否完整與正確。然而，計畫的執行資訊經常是片面與泛政治化

的，且蒐集資訊經常是為不同目的，這都將使績效評估無法正確且客觀的進行。而因為蒐集績效資訊來

源的不同，可能會產生績效衡量基礎不一致的情形。 
4.有關品質績效指標難以制訂 

品質指標係指產出的性質與服務的輸送是否適當、是否符合使用者需求以及計畫目標，如：民眾滿意

度、服務人員態度等。品質需經由顧客認定，透過即時性、回應性及成本等概念來界定顧客所需的要

求，而難以用客觀具體的指標與數據衡量，造成指標設計上的困難。 
5.政府績效的因果關係難以確認 

公部門往往必須面對複雜環境所產生的擾亂性因素，如：不確定性、多樣性、互賴性等，造成政府政策

常有多元甚至衝突的目標，以致公部門的施政或運作結果，以及產出價格和單位成本難以衡量，真實效

益與影響無法精確掌握，造成績效指標的設計及操作困難。 
(二)政府績效管理問題之改善措施 

1.對於績效資料要有清晰的期望 
許多政府機關實施績效管理的經驗顯示，各機關的領導者與資深管理者對於績效資訊的提供有相當的疑

慮，特別是當這些資料準備對外公布時，各機關的首長大都有相當疑慮。此外，如果該績效資訊與資源

的配置有相當關係，則提供資訊對於爭取預算有所障礙，這也構成阻礙推動績效管理的阻力。 
2.對於績效資料的蒐集與應用要有足夠的誘因 

績效管理涉及機關的任務、策略規劃、策略目標、預算編列、績效指標等工作，這一繁複的過程如果沒

有提供強有力的誘因，則很難推動績效管理。而未能充分參與和責任過於沈重都無法激起誘因。 
3.對於績效管理要有熟練的技巧 

根據調查，部分政府官員認為需要接受有關績效管理的訓練，其所需的的知識與技巧包括：策略規劃、

組織文化改變的技巧、面對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諮詢與妥協技巧、績效衡量的分析與報告方法、提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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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資料的資訊系統、計畫活動的成本分析法、激勵員工使用績效指標資料的方法、績效預算等。 
4.績效管理者要有公正的權威性 

負責推動績效管理的管理者應擁有足夠的權威決定哪些目標應該建立績效指標。 
5.最高決策者的認同與支持 

績效管理如果沒有最高決策者的認同與支持，無論績效管理者如何努力，都不會產生明顯的成效。 
6.必須培養互信與自主的組織文化 

績效管理可以是一種學習的動力，也可以是一種懲罰的措施，關鍵就在於培養實施績效管理的文化，即

互信與自主的文化，而非嚴格的控制文化。 
 

二、試從組織目標、規劃時程、人事任免、分權負責、決策過程以及公開程度等六個面向分析公私

部門管理上可能出現的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有關公私部門管理上的差異，在歷屆試題中已出現多次，雖然未曾有要求從這六個面向分析，但

只要清楚了解公私部門的基本差異，應能輕鬆回答。 

考點命中 1.《高點公共管理講義第一回》，趙杰編撰，頁71-72。 
引自《公共管理》（二版），黃榮護主編，1999，台北：商鼎，頁62-67。 

答： 
在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公共組織的「公共特質」（或稱「公共性」）（publicness）應當成為區分政府組織與

企業組織的重要指標。因此，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可說是其核心特質，失去了「公共」兩字，公共管理與企業管

理無異，亦無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可能。茲依題意說明如下： 
(一)組織目標 

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公共管理者很少有一清楚的組織目標；民間企業經理則有利潤、市場績效或企

業的存活為組織目標。 
(二)規劃時程 

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公部門管理者面對政治需求與政治時效性，經常只有相對較短的時間可做政策

制定與改變。相對而言，私部門經理人顯然有較長時間去做市場開發、技術創新、投資與組織重建等。 
(三)人事任免 

在政府中有兩層官員：事務官與政務官。事務官受人事法規保障，無論考試、任用、升遷、考績、解雇、

退休等，均有詳細的法令規章與一定的作業程序，公部門管理者很難從效率的角度善用人力資源。反之，

私部門經理人對於人事的任用、調任與免職皆有很大的權限，可對人力資源作較佳的利用。 
(四)分權負責 

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公部門基於憲法分權與制衡的設計，公部門組織的權力與責任是分散的，結果

是任何公共政策的推動，公共管理者均需不斷的與其他機關進行溝通協調。相對的，私人企業則較無需花

時間資源去做外部的談判。 
(五)決策過程 

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私部門經理人在經過專注研究後做出決定性決策；相對的，公部門管理者則是

不斷的在做、重新修正或不做決策，而且是處於草率分散的狀況下。公部門管理者可能面對較多急迫性危

機問題，暴露在來自各方利益的干擾下，因此其決策經常無法如私部門經理人一般，可在有計畫的時程表

下進行。 
(六)公開程度 

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政府管理必須攤在公共的目光監督下，因此較為公開；相對的，私部門企業管

理皆是在內部進行，不需經過大眾審視，因此較為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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