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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概要》 
題型分析 
就題型而言，本次公管普考的題型，還是不離高上林光隆老師平時上課時所用以分析的五種原則性題型模

式： 
1.時勢題：問答第二題，民營化是最近政府弊案叢生的問題，不僅得到大家的關注，也獲得出題老師的青睞。

2.技術題(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考古延伸題)：問答第一題，電子化政府課題，已考多年，但因概念重要又不太

老舊，因此題目雖然大家都不覺陌生，卻有延伸性。 
3.時事題：也就是所謂與現行國家政策、法規有關的題型，例如選擇第(2)(11)題。 
4.流行題：也就是目前學界流行的名詞、議題與概念，例如選擇題中非營利組織、政府治理等題型。 
5.一般概念題：是公共管理必學必知的題型，例如選擇(16)「權變」、(23)公共管理核心概念與(6)第五項修煉

等。 
 

試題評析 
總括來說，本此考題出得中規中矩，並沒有太多令人意外的地方，林光隆老師的上課時講義、考前總複

習與模考題目，幾乎命中率達95%，即便只詳讀總複習講義加上模考題目的練習，也涵蓋了考題80-85%命中
率，同學應能輕鬆過關。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列舉說明可能影響政府機關中資訊系統成敗的人性因素？(25分) 

答： 
(一)行政部門資訊系統(PMIS)特性： 
任何具有蒐集、處理資訊的機制作用，都可稱為資訊系統。資訊系統並非僅以電腦為基礎的系統，而是一

種組織化的程序，它提供資訊以支持組織中的決策制定與控制。依此，電腦系統、文件與公文格式的運用

固然都是重要的資訊系統，其他許多非正式資訊如專家預測、專家判斷等，都是行政部門中資訊系統的一

部分。因此，資訊系統包括軟體與硬體的資訊類型，也包括來自於電腦與非電腦系統的資訊類型。 
(二)行政部門資訊系統運用原則： 

1.運用多元標準評估行政部門資訊系統的效果：私部門的管理資訊系統係以「經濟效益」為評估標準，但

行政部門資訊系統多以「公平」、「公道」、「公正」加以衡量。 
2.盡量避免資訊系統當作私用或充作個人報償：行政部門資訊系統在使用上必須基於「公共」的原則。 
3.行政部門資訊系統設計應注意與組織外部的連鎖關係：公共部門之間的資訊聯繫，要互相交換訊息，避

免重複浪費資源與資金。 
(三)影響行政部門資訊系統成敗的人性因素： 

1.所有人員是否對於電腦科技具有基本認識： 
目前我國一般公務人員甄選制度中，並未針對資訊技術有近一步的檢定，換言之，在選才過程中未將人

員資訊能力列為考量指標，就必須在後續的人員教育訓練、績效評量中，將行政人員資訊能力列為考

量，使得行政人具有基本電腦認識，且有操作的能力。 
2.人員是否了解系統應用的優點與限制： 
行政部門引入管理資訊系統，將使得所有的流程標準化、資訊化、數位化，帶來作業流程上的便捷與快

速，但與昔日凡事可以有彈性、可協調等走後門方式有很大的落差。行政人員必須了解行政資訊系統應

用上的優點與限制，行政資訊系統才得可以建置成功。 
3.人員是否具有願意接受改革：在行政部門資訊系統的建置上，原有的行政人員從傳統人力的作業方式，

必須轉變為資訊化、現代化的流程，在改革過程中，原來的人員勢必有一定程度反彈，透過部門投入人

力、物力的方式，協助學習利用資訊系統作業，減低反彈的聲浪，資訊系統才能成功建立。 
 
 
 



 9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參考書目】 

1.丘昌泰《公共管理-理論與實務》，P.354-363。 

2.林光隆老師講義，第五講考古題部分(94年高考)。 

 
二、八○年代以來，民營化似乎被視為是解決公營事業經營效率不彰的萬靈丹。請問：(25分) 

(一)何謂民營化？ 

(二)實施民營化政策所可能產生之優點與引起之疑慮為何？試申論之。 

答： 
(一)民營化的意義： 

1.依據1987年英國伯明罕大學《克林士英文字典》對民營化的定義，所謂民營化是指將國家擁有的公司、

工業或服務，改變其所有權，而轉變成由個人或團體擁有的民營事業。 
2.根據Savas(1987)對民營化的界定，其認為政府基本上對各類財貨及服務有規劃、支付、生產的功能；也

就是說，其代表減少政府干預，增加私有機制，以滿足消費者或人民的需求；具體而言，其認為民營化

應包含撤資(divestment)、委託(delegation)及替代(displacement)等三種處理方式。 
3.總之，民營化是指民間部門參與公共服務的生產及輸送的過程。換言之，政府藉由簽約外包、共同生產

等方式，將部分職能業務轉由民間部門經營，惟政府仍須負起責任。 
4.民營化可包涵三種領域 

(1)政府公共服務範圍的縮減，由私人部門接手承辦； 
(2)是政府或人為獨占市場之開放經營，屬於產業範圍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民營化； 
(3)公營事業股權讓售私人部門，是公營事業主體的民營化(狹義的民營化)。因此，民營化有許多種不同

的方式，而非僅是把公股比例降至50%的模式。 
(二)民營化的類型： 

1.撤資：公營事業或資產之移轉民間。此種移轉之民營化可經由出售、無償移轉、清理結算等策略進行。 
2.委託：政府委託私部門負責一部分或全部的財貨與服務的生產活動，但繼續承擔監督之責任。如簽約外
包、特許權、補助、抵用券、強制等 

3.替代：當大眾認為政府提供生產或服務不能滿足社會之需求，而民間私部門則意識到此種需求，而提供

生產或服務，以滿足社會大眾。 
(三)民營化具體之措施：  

1.契約讓渡：透過政府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契約關係，由政府提供經費或相關協助，由民間履行契約中的

項目或提供服務。 
2.替代券：持有者藉由使用替代券，購買公家或民間提供的貨品和服務，而這些替代券由收取單位歸還政
府，以換取費用。 

3.補助或減免：藉由補助金給予，增加民間機構賺取利潤的機會，而政府同時可以解決部分問題。 
4.志工者：大量使用志工以節省人事開支，同時產生公民直接參與政府的社會價值，刺激志工對該機構奉

獻的士氣。 
5.工作分擔：係將原由政府提供的服務，改由商業團體或志願組織提供。 
6.共同生產：指為提昇社會服務的質與量，民眾積極參與，與政府機關共同生產的服務模式。 
7.公營事業的出售：可分出售公產與出售官股。 
8.解除管制：藉由解除管制，讓原本享有獨占地位的事業開放，允許一般民營企業參與這些事業的經營。 

(四)民營化的優點 
1.增加組織彈性，降低成本。 
2.借重民間人才。 
3.落實服務對象受惠原則。 
4.選擇性增加。 
5.增加參與機會，整合資源網絡。 
6.資訊透明化。 
7.運作健全化。 
8.示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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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營化的疑慮(缺點) 
1.適用性的困境。 

(1)政府公共事務民營化仍以一般事務勞力為主，在具有公權力或國家安全方面之事務，民營化還是難以

具有此種的職能。 
(2)社會福利民營化若監督不夠則服務品質降低。 

2.缺乏政治責任：民營化的另一困境，是政治責任的缺乏。民間組織的營利取向，使公共服務在「最高效

率、最低成本」的考量下，忽略了社會責任與公共利益。 
3.不穩定因素的干擾：只以民營化方式提供，無法獲得安全保證。諸如流標、開標因故延遲，或廠商中途

毀約時，政府若無備用人手，將使供給中斷。 
4.管理困難： 

(1)對經營體質不佳的民間團體機構無法有效管理。 
(2)選擇民間機構易受到「利益團體」的遊說。 
(3)缺乏簽約相關技術的人才。 

5.營利機構參與的弊端：民營業者關心的，僅是利潤的獲得，故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無法滿足社會公平性

與社會外部利益(效益)，而不易執行的項目，則仍是交由政府部門完成。 
 
【參考書目】 

1.林光隆老師總複習講義及模考中出現過幾乎完全相同的題目。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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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書目及題型分析】 

選擇題：答案出處除第2~11題參考法務部網站與行政院財政部政風室網站外，其餘可參考林光隆老師上課與總

複習講義。林光隆老師在講義、課堂、模考或平時幾乎耳提面命都有提到，老師不僅都有做詳細的解釋，甚至

是多次強調。沒提到的題目也可以用林光隆老師教授過的(排除法)(關聯反射法)作答，一樣可以得到正確的解

答，例如第22題，排除與財務有關的概念名詞，即是正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