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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學》 
試題評析 
第一題：相當傳統的考古題；在坊間所有教科書中均可找到參考解答。一般程度考生應可得12-15分。 
第二題：也是傳統的考古題，但卻擴大了提問範圍。熟悉「預算制度沿革」的考生應可獲得12-18分；僅熟

悉「個別預算制度」，但卻不熟悉「沿革發展」的考生可能無法獲得較佳的分數。 

測驗題：今年測驗題全無艱澀或冷門的題目。考題與選項設計上偏重理解而少記憶，靈活而不失鑑別考生

之能力，出題水準相當不錯。一般程度考生應可答對18-20題。 

 

甲、申論題部分： 

一、何謂新公共行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其主要論點為何？對我國當前行政運作有

何啟示？試分別析論之。(25分) 
答： 
(一)新公共行政的意義：新公共行政是1968年Waldo與一群年輕的公行研究者(Kirkhart，Fredrickson等)在雪城

大學的Minnowbrook會議廳舉行一學術會議。該會議的目的在於：提出與傳統行政研究途徑所不同的研

究重點與取向，藉以對傳統途徑提出批判。 

(二)新公共行政的論點： 

1.行政與政治合一的觀點：行政無法自絕於權力運作之環境外；行政官員也必須承擔界定、捍衛公共利

益價值之責任。 

2.公共行政的探討面向應予以擴充─ 

(1)重視環境、社會的變化情形。 

(2)關懷行政人員所遭遇的問題(例如：倫理困境)。 

3.以後邏輯實證論取代邏輯實證論的「價值中立」觀點；主張在行政研究上，研究者應力求事實與價值

並重，進而為公共行政實務運作提供規範性之價值建議。 

4.公共行政必須適應變動環境的需求；行政研究者應考量政府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5.建構新的組織型式─Kirhart 的「協和式」組織(consociated model)：以臨時性、任務導向之組織取代傳

統的官僚結構。 

6.行政組織應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主張「弱勢優先」之價值，積極促進公民參與。 

7.藉由政治教育強化行政官員對於民主價值的支持與實踐程度。 

(三)新公共行政對於我國當前行政運作的啟示： 

1.強調民主參與的重要性，可促進我國行政運作走向民主化之路徑。 

2.重視實質價值的反思與辯證，有助行政官員擺脫物化思考的困境。 

3.主張對文官施予適當之政治教育，使其由內而外地產生內在之責任感，如此將有助我國文官提升其內

在倫理意識之建構。 

4.提出彈性、任務導向之協和是組織架構，可謂傳統、僵化的官僚結構提供替選架構。 

5.重視弱勢優先、公平正義等價值論述，有助我國行政官員對服務對象產生實質關懷，進而使公共行政

成為捍衛正義價值的第一道防線。 

 
二、自二十世紀初至今，政府預算制度歷經多次改革變化。請依照時間順序，說明政府預算制度

的沿革發展、改革原因及各項預算制度的特徵。(25分) 
答： 
(一)傳統（單一）預算制度(～1930年代初期) 

1.改革原因：以建構行政預算作為其改革原因。傳統預算純為人民對政府的支出予以適當的限制，其重

點在避免支出浪費，與禁止徵斂；終極目的則在減輕人民的負擔。 

2.特徵： 

(1)以「控制」(便於議會審核監督)作為其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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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預算編製，原則在於「量出為入」與「收支平衡」。 

(3)內容上只在將國家一切收支全部編入單一預算中，無區分政府支出之屬性。 

(二)複式預算制度(1930年代～1940年代末期) 

1.改革原因： 

(1)改革單一預算制度無區分政府支出屬性之缺失。 

(2)經濟大恐慌以及羅斯福新政的影響。 

(3)凱因斯經濟理論的影響。 

2.特徵： 

(1)將政府支出區分為資本支出與經常支出。 

(2)不再追求政府年度預算平衡，而改追求預算之長期平衡。 

(3)有利於長期經濟計畫，允許政府以舉債支應大型經濟計畫。 

(三)績效預算制度(Performance Budgeting System, PBS；1950年代初～1960年代中期) 

1.改革原因： 

(1)政府開始追求預算使用效率之問題。 

(2)複式預算無法呈現出政府施政計畫為何。 

(3)1949年胡佛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 

2.特徵： 

(1)以科學管理作為理論基礎，旨在追求預算經費使用之效率性。 

(2)以政事、施政計畫、工作計畫或業務計畫為預算科目的分類，使施政計畫與支出預算兩相適應與控

制。 

(3)以「管理」作為其核心精神。 

(四)設計計畫預算制度(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 System，PPBS；1965～1977) 

1.改革原因： 

(1)績效預算忽略政府施政計畫多具有跨年度、跨機關之屬性，從而無法有效呈現長期計畫的經費支應

情形。 

(2)PPBS 在國防部的成功使用經驗。 

2.特徵： 

(1)全然「由上而下」的預算編制過程，符合廣博理性精神。 

(2)將 A.目標的設計、B.計畫的擬訂、C.預算的籌編，三者相結合而成的預算制度。 

(3)以「設計」為中心，以「分析」為手段，而以提高行政效率為目的。 

(4)對長期經建計畫提供了有效的技術。 

(5)將預算作業與長期策略功能相結合。 

(五)零基預算制度(Zero Basis Budgeting System, ZBBS；1977～1981) 

1.改革原因： 

(1)PPBS 過度著重長期計畫而導致預算配置產生僵化、不易調整的現象。 

(2)卡特總統主張使用 ZBB。 

2.特徵： 

(1)要求每一單位主管於申請預算時應自計畫之起點開始。採取動態觀點衡量公共支出，以效益來顯示

決策案，使效益低的計畫得以刪除，可發揮總體支援的最大效益。 

(2)將審核與驗證工作仍由各單位主管負責，詳為說明需求預算之適當性；藉以賦予預算過程「自下而

上」的參與精神。 

(3)為方案導向，重視長期目標的配合與整體的觀念，亦兼顧短期目標之效益。 

【參考書目】 

1.譚士林講義，第1回，第36-38頁，及上課筆記。 

2.譚士林講義，第4回，第32-38頁，及上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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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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