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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學》 
試題評析 
第一題：典型的老題新考；將我國行政院組織改革與組織再造工程及組織精簡放在一起考。考題本身難度不

高，考生在閱讀題目不仔細的情況下，很可能將答題方向誤導為時事敘述。本題重點不在於行政院組

織將如何改革，而在於這項改革方針是否與題目中的兩個專有名詞「組織再造與精簡」有所關連。若

閱讀題目無誤，一般程度考生應可得到中等（12-15分）之分數。 
第二題：很簡單的傳統概念性考題。只要對新公共行政與黑堡宣言有所瞭解的考生，應均可得到中上（15-18

分）之分數。 
 
甲、申論題部分： 

一、組織再造的意涵為何？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行政院的部會，應精簡為13部、4委員會及

5個獨立機關，此一規定是否符合組織再造之精神？精簡部會將面臨何種困難？（25分） 
答： 
(一)組織再造（reengineering）的意涵： 

1.Michael Martin Hammer & James A. Champy將組織再造界定為：「根本地重新思考，徹底地翻新工作流

程，以便在當今用以衡量績效的關鍵要素上─例如：成本、品質、服務、速度等…獲得巨大的改善。」 
2.組織再造的特質： 

(1)根本的（fundamental）：徹底質疑組織中既存之基本假定。 
(2)激進的（radical）：對組織中既存的結構與流程進行全然更新與重組。 
(3)劇變的（dramatic）：在相對較短的時間中獲得組織績效的大幅躍進。 
(4)流程（process）：從組織投入到組織產出整體運作、轉化過程之重組。 

(二)我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是否符合組織再造工程之精神？ 
1.就組織結構而言：該法針對行政院各部會之分工與數量進行重組與重新劃分，此面向符合組織再造工程

之基本精神（激進的）。 
2.就結構之外其他面向而言： 

(1)結構的改變將帶動流程的改變，故符合「流程」面向之再造。 
(2)由中央政府基準法中並無法看出有關政府核心價值的改變情形，故並不符合「根本」面向之再造。 
(3)政府所提供之公共服務通常難以量化或用貨幣單位加以評估，故欲達到「劇變」效果較難。且由該法

條文中亦無法得知政府是否具有尋求「劇變」結果之意圖。 
3.總的來說，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內容部分合乎流程與激進之屬性，但並無根本與劇變之特質。但

「組織再造工程」之變革途徑原屬私部門的改革策略，其是否全然適用於公部門仍屬未定之見。故即便

該法並不全然符合組織再造工程之精神，但並無害於政府欲推動改革之意圖。 
(三)精簡部會將面臨何種困難？【引自：孫本初，2008，新公共管理，pp. 403-413】 

1.組織精簡意義（Casino）：組織有計畫地裁減職位、工作之過程。 
2.特質（Cameron, 1993）：  

(1)組織精簡是組織積極地計畫性、目的性之活動，而非因應突發事件的臨時作為。 
(2)組織精簡並不限於人事領域。 
(3)組織精簡之目的在於提升組織績效或防止組織衰退。 
(4)組織精簡必將影響組織流程之運作 

3.精簡部會的困難即可能面對之困難： 
(1)被裁人員者面向：導致其生計受影響，進而對組織提出抗爭或衝突。 
(2)留任人員面向： 

A.生還者症候群（survivor syndrome）→導致留任者心存不安定或恐懼感，從而導致工作績效下降或

不信任組織。 
B.插電心態（plug-in mentality）→由於留任者心中缺乏安全感，導致得過且過、過一天算一天的消極

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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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組織之影響： 
A.過度精簡，導致人力配置失衡，影響組織產出績效。 
B.部門、人員、職位調整不當，導致精簡產生無效率之結果 
C.增加非直接之人事成本，導致精簡過程的補償成本高於精簡之後所節約之成本。 
 

【參考書目】 

1.譚士林行政學講義第三回P.18-20. 

2.孫本初，2008，新公共管理，P.403-413 

 
二、新公共行政學派和「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的擁護者十分重視常任文官體系，原

因為何？他們主張常任文官在治理過程中，應該扮演那些重要的角色？（25分） 
答： 
(一)新公共行政與黑堡宣言重視常任文官體系之原因： 

1.新公共行政與黑保宣言均主張行政與政治不可截然區分，亦即，常任文官亦涉及價值判斷，將藉政策規

劃與提案過程對實質價值進行界定。據此，此二種觀點均主張文官除追求效率外，更應積極捍衛與界定

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之價值。從而反對Goodnow「政治決定國家意志，行政貫徹國家意志」之行政

與政治二分論述。 
2.即便均重視常任文官價值判斷與設定價值之角色，新公共行政與黑堡宣言在行政改革路徑之建議方面並

非全然相同。 
(1)新公共行政主張藉由政治教育與專業倫理來建構文官內在道德意識，進而使其得以捍衛、界定公共利

益之價值。 
(2)黑堡宣言除支持新公共行政之改革途徑，另主張應對官僚體制進行改革，藉以提昇行政流程之彈性與

效率。 
(二)文官在治理過程中之角色： 

1.新公共行政主張文官應作為公共利益之捍衛者，積極地提供各項公共服務以實踐「弱勢優先」之價值。 
2.黑堡宣言主張，常任文官應成為公共利益受託者（主權受託者）。具以下特質： 

(1)執行與捍衛憲法角色。 
(2)人民受託者角色—本於專業，接受公民之託付，協助其建構公共利益之價值。 
(3)賢明少數角色—本於專業服務公眾，而非基於資訊不對稱之優勢欺瞞公眾。 
(4)平衡輪角色—本於專業而平衡多元社會化價值之衝突。 
(5)分析者與教育者角色—本於專業而分析公共問題並教育公眾感知、理解各項問題。 

 
【參考書目】 

1.譚士林行政學講義第一回P.35-38. 

2.譚士林行政學講義第三回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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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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