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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現行考銓制度概要」試題，分布相當均勻，且均屬一般性題目，在歷屆考試中，這四個題目

經常出現，所以今年算是相當簡單且沒有任何爭議之處。此四題分別為任用、服務、考績及訓練，

所有題目均在老師之總複習資料中，若本班考生有參加總複習課程，且針對老師之猜題方向，努力

研讀，拿高分乃易如反掌。總之，今年之題目，用功的同學一定可拿高分，就等著金榜題名吧！ 

 

一、何謂陞遷？公務人員陞遷法有關「免經甄審」、「優先陞任」之規定各為何？試說明之。(25分) 

答： 
(一)陞遷之意涵： 

所謂「陞遷」，包括「陞任」及「遷調」。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四條規定，所謂公務人員之陞遷， 

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1.陞任較高之職務。2.非主管職務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3.遷調相當之職務。 

(二)免經甄審之規定： 

1.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條之規定：「各機關下列職務，得免經甄審，由本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首長

核定逕行陞遷，並不受第十二條第六款至第八款之限制： 

(1)機關首長、副首長。 

(2)幕僚長、副幕僚長。 

(3)機關內部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人員。 

2.復依該法第八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本機關人員之遷調，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免經甄審程序。」 

(三)得免經甄審優先陞任之人員（條件）之規定： 

1.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各機關下列人員無第十二條各款情事之一，且具有陞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得免經甄審優先陞任： 

(1)最近三年內曾獲頒勳章、功績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章者。 

(2)最近三年內經一次記二大功辦理專案考績（成）有案者。 

(3)最近三年內曾當選模範公務人員者。 

(4)曾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 

(5)經考試及格分發，先以較所具資格為低之職務任用者。（第十一條第一項） 

2.合於上列得優先陞任條件有二人以上時，如有第五款情形應優先陞任，餘依陞任標準評定積分後，擇優陞

任；其構成該條件之事實，以使用一次為限。同時兼具有兩款以上者亦同。（第十一條第二項） 

3.復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各機關下列人員不得辦理陞任 

(1)最近三年內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定者。 

(2)最近二年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降級之處分者。 

(3)最近二年內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4)最近一年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分者。 

(5)最近一年考績（成）列丙等者，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曾受累積達一大過以上之處分者。 

(6)陞任現職或任同序列職務合計不滿一年者。但本機關次一序列職務之人員均未滿一年者，不在此限。 

(7)經機關核准帶職停薪進修或研究六個月以上，於進修或研究期間者。 

(8)經機關核准留職停薪，於留職停薪期間者。（第十二條）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公務員之兼職受到那些限制？試說明之。(25分) 

答：公務員兼任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在「公務人員服務法」上有限制之規定

如下： 

(一)公務員除法令所規定外，不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令兼職者，不得兼職及兼領公費。（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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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二)依法令或經指派兼職者，於離去本職時，其兼職亦應同時免兼。（第十四條第二項） 

(三)公務員兼任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

管機關許可。（第十四之二條） 

(四)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

級主管機關許可。（第十四之三條） 
 

三、公務人員考績應遵守那些原則？試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分析說明之。(25分) 

答： 
(一)考績之基本原則： 

考績的首要原則在於客觀、公正與確實。為達此基本原則，就衍生下列主要原則： 

1.針對性 

即考績應本「對事不對人」之原則，限於各工作直接有關的內容，防止考評者將各種偏見帶入考績中。 

2.公開性 

大多數西方國家的文官考績過程和內容是對文官本人公開或半公開的。公開者如美國，過程與結果完全

對受考者公開。半公開者如法國，考績的得分和一般性評語，通知受考者，不給他看具體評語。 

3.重複性 

在考績過程中要經過重複之考核，即要採用考績官、複查官和負責考績之主管人員或委員會先後三次的

評價審議，以防片面性。 

4.代表性 

在負責考績之委員會中，應有低級文官的代表，以便反映他們的權益和願望。 

5.可申訴性 

是保障考績公正性的最後防線。如被考績者認為考績不公或違法，可向有關的仲裁機構申訴。有些國家

甚至容許向法院提出訴訟。我國目前亦有專門機關來處理此方面之申訴。 

(二)符合以上五項原則者，於我國公務人員考績法中，即可看出，在該法之第二條，即明白規定其宗旨，依據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二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

核。」由此可知，其宗旨有三，即： 

1.綜覈名實 

意即綜合事物之名與實，考核其間是否相符。 

2.信賞必罰 

意謂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賞罰分明。 

3.準確客觀 

不以主觀偏見影響事實，以資公正客觀；認真切實，以資準確。 

 

四、我國初任公務人員訓練及行政中立訓練之主管機關為何？此兩種訓練之訓練重點及實施方式各

為何？試說明之。(25分) 

答： 
(一)主管機關：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二條之規定 
1.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制之研擬，事關全國一致之性質者，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之。 

2.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升任官等訓練及行政中立訓練，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或委託

相關機關（構）、學校辦理之。 

3.公務人員專業訓練、一般管理訓練、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練及前項所定以外之公務人員訓練及進修事

項，由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辦理或授權所屬機關辦

理之。 

4.各主管機關為執行本法規定事項，有另定辦法之必要者，由各該機關以命令定之。 

5.為加強公務人員訓練進修計畫之規劃、協調與執行成效，應由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成立協調會報，建立訓練資訊通報、資源共享系統；其辦法由協調會報各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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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定之。（「訓練進修法」第三條） 

(二)訓練之重點： 

訓練乃為增進工作人員之知能、技術、及改進其行為、態度的各種教育或輔導之過程，因此近來各種組織

均對訓練特別予以重視，其中對於公務人員之初任人員更是重點訓練項目之一，因其影響其日後服之態

度、行為，茲將初任公務人員之訓練及行政中立訓練之訓練重點敘述如下： 
1.首先以「引導訓練術」作為重點，以其能儘快進入工作狀況為訓練之重心，此在加強「基本觀念」。 

2.其次以「組織認同」為訓練之另一重點，因組織之認同乃日級服之根基所在，故此在強化其「品德操

守」。 

3.加強「為民服務」理念之灌輸亦屬訓練之重點之一，故此在強化其「服務態度」。 

4.行政中立之訓練加強重點在於： 

(1)培養公務員應盡忠職守，推動政府各項政策，為民服務之觀念。 

(2)力求公務員於執行公務時，應立場超然、客觀公務、一視同仁。 

(3)要求公務員不介派系或政治紛爭、能專心執行本身職務。 

(4)要求公務員執行法律或政務官所定之政策時，應採一致之標準不偏私任何個人、團體或黨派。 

(三)訓練實施之方式 

1.初任公務人員訓練 

依據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考試錄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

官等主管人員應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練。且初任公務人員訓練必須於進用前或到職後四個月內實

施。同條第三項規定訓練之重點包括： 
(1)基本觀念； 

(2)品德操守； 

(3)服務態度； 

(4)行政程序暨有關工作所需知能。 
2.行政中立訓練 

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行政中立，貫徹依法行政、執法公正、不介入黨派紛爭，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辦理行政中立訓練及有關訓練，或於各機關學校辦理各項訓練時，列入公務人員行政中立相關課

程；其訓練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