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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概要》 
試題評析 

申論第一題：是一般考生較容易感到棘手的形式，在解答策略上，建議可先聚焦於「地方治理」在全球治

理網絡下的意義與角色予以申論與分析，若能輔以實例個案說明，則更佳。 
申論第二題：為典型的記憶題，若已詳讀孫本初老師所著作之《公共管理》一書的考生，大多能獲得不錯

的分數。 
選擇題部分：大多出現在孫本初老師以及黃榮護老師的《公共管理專書》中，惟少部分題目的答案出現在

考生平日閱讀過程中較不習於背誦到或留意之處。 

 

甲、申論題部份：（50分） 
一、「⋯⋯透過全球治理網絡，地方政府已不再侷限於『地方』事務的管理或中央政策的委託辦

理，其已能將其觸角直接延伸至區域或國際舞台，並在更多的課題上與不同的治理夥伴尋求合

作管理，而這正是『地方治理』(local governance)的概念。」試分析與闡述之。（25分） 

答：可參考孫本初，2005：558-567再加以發揮。 
在全球化治理及新公共管理理念的影響下，西方先進國家在從事各項政府組織功能改革的過程中，為提升

行政效率及充分運用中央與地方的有限資源，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垂直的互動關係幾乎都面臨重新解構，走

向既競爭又合作的新局面。依據Salamon(2001)所提之新治理（new governance）概念，將其網絡理論視為基礎之

一。認為網絡概念有助於理解民主國家政策制訂權力，分散在諸多行動者身上之現況。在全球化的網絡關係

中，沒有任何單一行動者，包括國家、中央、地方政府等，可以獨立貫徹其意志，是以，所有政治行動皆形成

一種相互依賴的且複雜的互動結構關係。另Stocker(1998)更界定治理為「制度與行動者的叢結，其乃是國家的

延伸，亦超越國家的範圍。」 

若進一步整理Rhodes所提的治理觀念，可知治理是新公共管理理念的落實，其為公、私、第三部門行政的

網絡關係來遂行管理與干預，因此，治理可成為一網絡成員自我管理的機制，其中，當然包括地方政府。對

此，Rhodes指出政府的系統並不限於國會與中央政府，而且應該包括公、私部門參與的地方治理 (local 

governance)。Rhodes以網絡來描述參與政策執行的互相依賴者，他舉例英國政府創造機構，即透過地方政府，

運用特殊目的之團體來傳遞公共服務，並鼓勵公私夥伴關係，由此顯示網絡已漸漸成為英國的重要政府結構。 

在地方政府的行政管理方面，許多全球化的重要課題（諸如全球暖化、或生態環境保護等議題）已逐漸趨

向採多重政體模式為基礎的地方治理系統予以思考。即在傳統涉及全國性政策與地方性事務的研擬和執行中，

其所涉及的主體已不再僅侷限於中央與地方政府兩者間單純的互動關係，還涵蓋了來自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外之

國際性、國內外公/私組織和志願性團體。也使得地方政府與專業政策社群、公共利益團體、非正式部門、志

願團體、私人企業部門之間形成一種合夥共治關係。申言之，地方治理在電子化趨勢下的全球治理網絡中，益

更加展現特殊化、分權化、與水平結構的網絡關係。 

 
二、「多元化管理」(Diversity Management)已成當今最新且成長最快的管理議題之一。試述多元

化管理的特值及其管理的原則。（25分） 

答：可參考孫本初，2005：245-251。 
(一)多元化管理的特質： 

1.多元化管理是尊重與發展多元化的新思維： 

多元化管理重視「差異性」的觀點，勢必造成組織異質性的增加，因此，多元化管理是對傳統「一體適

用」(one size fits all)管理時期的一種突破，一直以來，多元化管理需要的是對多元化改念的心靈移轉

(Deluca & Mcdowell, 1992: 234-235)。 

其對管理者的啟發在於： 

(1)多元化是一應被組織保留的資產與機會： 

多元化不應被視為一種異端與偏差，由於多元化所產生的差異性，涉及人們價值判斷的不同，因此，

多元化應該是體驗與重視新價值的機會以及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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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化是一允許共存發展的整體意象： 

多元化（diversity）並不等同於差異性（differences），而是同時包含了差異性與相似性（similarities）

的混合體。多元化係以全面性意象的觀點，來強調組織中多元化的全面整合。 

2.多元化是具競爭性的企業策略： 

一般企業組織將多元化管理視為基於商業利益與生存動力的企業策略（business strategy），期能為組織帶

來如下契機： 

(1)持與獲取市場佔有率（market share） 

(2)提昇工作隊伍的品質（workforce quality） 

(3)組織靈敏度的提升（organizational agility） 

(4)降低組織成本（cost saving） 

(5)形塑良好的組織形象（organization image） 

3.多元化管理係前瞻性地改變組織整體的長期過程： 

多元化管理以改變組織系統與調適核心文化作為其運作的核心，強調不僅針對問題從事根本性的變革，

亦對組織進行整體的規劃。所以，組織從事多元化管理就是預作準備的前瞻性努力。更因此，其重視的

並非是短期的方案或計畫，而更強調是一種引導組織持續不斷改變的長期性過程。整體而言，多元化管

理需要是持續性的評估與改善長期承諾（commitment），而非短期立竿見影的萬靈丹。 

(二)多元化管理的原則： 
施行多元化管理的組織，其理想的管理原則有二： 
1.尋求多元化，但是建立在共享遠景之上 

有效的鼓勵組織追求多元化，必須促使多元化在組織中，能形成團結且具有凝聚力的組織文化。換言

之，儘管鼓勵追求多元化，亦必須有共同的價值體系來指引組織的發展。 

2.以自我發展為主，外在規範為輔 

多元化管理強調的不僅只是對不同背景的多元化成員予以尊重而已，組織期盼的是在於能讓組織成員

（包括主流族群與弱勢群體，如女性、少數、殘障者、原住民等）發揮其自身的潛能，並善用其才能來

為組織創造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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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份：（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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