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考試與證照簡介 

時間：2018年 3月 13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李震洲 考選部首席參事 

 

本學期的第一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邀請到考選部

首席參事 李震洲先生來為我們講解國家考試的相關內容。 

本次演講由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的陳孟莉組長做引言：「李首席參事東吳

大學法律系畢業，政大中山所畢業。投入公職多年的他無論學經歷或對國家考試

制度了解均非常豐富，今天的同學都來自不同的學院科系，而我們的演講也包含

了國家考試和證照考試，希望今晚豐富的演講能夠對同學們準備公職考試更有助

益。生涯組每年都會做畢業生流向調查，

發現社科院的學生有許多人在畢業之後首

選公職考試，第二名是規劃與設計學院，

第三名是醫學院，都是考一些專技考試。

不論如何，公職考試都會是學生的職涯中

的一個選項，那我們現在就歡迎李首席參

事來為我們講解公職考試。」 

 

在 105年考選部統計的資料中，不論

是公職考試或是專技考試，成大都是排名

第五。而第一名的則是警察專科學校，每年約有 1,200名的畢業生，由於畢業之

後的工作便是警察，這考試便是他們錄取的正式管道，通過率大約是 90%。第二

名是高中（不分校，只要是高中畢業全部皆列入）。第三名則是台灣大學。 

在高普考的部分，成大的錄取人數是第一名，第二為台大、第三為政大、第

四為中興、第五為台北大學、第六為淡江、第七為逢甲。而成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錄取人數是技術類勝於行政類的，而非一般的行政類占多數。專技考試有四大類：

社會類、工程類、醫事類、海事類，成大除了海事類沒有之外，其他三類的人數

都是相當多的。並且成大這幾年的統計數字都沒有太大的變動，這些由學長姐所

留下來的資訊，對於我們成大的學弟妹而言都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今天演講的兩大主題分別是公職和證照考試，不論同學在畢業之後的工作選



擇為何，公職考試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另類選擇。但是在此也提醒同學，若是選

擇公職考試則務必專心準備，雖然有個考試叫作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但是近

年來名額已經減少許多，而且適用範圍相當狹窄，不建議同學們選擇這一塊。 

公務員的身分特殊，往往代表著國家的一部份，勢必會受到各界的關注。因

此，擔任公務員的同時就代表自己不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必須有所自覺，一旦

涉及法律刑責問題，甚至會加重刑罰。 

「代表性文官制度」是為了平衡公務員的組成，避免出現高學歷化、菁英化、

中產階級化的單一傾向現象，使機關組成能

夠反映人口結構。因為有一層顧慮：高知識

分子作的決策能夠符合民間需求嗎？但這個

制度同時亦會衝擊到公平公正原則，例如原

住民考試、身障人員考試等，近年來頗受責

難，在於大眾認為這類考試會失去公平性。

然而舉辦這類考試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為了讓

公家機關能更接觸到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人，

故這類考試仍有舉辦之必要。 

公務人員的定義有好幾種，大致上來說，在公立機關就職的即是公務人員。

在權利上有一定的保障，當然有必須履行的義務。薪資方面，以本俸加專業加給

為原則。與民間會有一定差距，如新進人員的薪水會略高於民間，隨著職務升高，

與民間的差異則會逐漸拉大。不過公務人員享有福利及退撫制度，只是年金改革

調整的幅度頗大，雖然對同學們沒有立即、實質性的影響，但是會衝擊到大眾考

取公職的意願，像是西進大陸、到國外發展等。 

 

近年來，政府再造組織趨於精簡，例如國營事業逐步民營化，各機關整合合

併、精簡人力資源。國家考試報考人數也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公職減少最明顯，

而證照則是因為市場需求而不受影響。但是相對的，由於報考人數減少，錄取率

也會增加。總而言之，國家考試的報考情況，還在觀望中，年金改革是首要因素，

再者民間公司的薪水待遇，若能堅持幾年則可勝過公家機關的福利，因此未來人

數會如何變動且需持續觀察。 

在公家機關或民間企業淨值的優劣是非常明顯的，大致上就是穩定但薪水少

與風險高但薪水多的區別，同學不論選擇哪一種類型的工作，都應當謹慎思考過

後再做決定。 

 

國家考試分為兩種，「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考試採用任用、競爭性考試，正候補人員可以依法申請保留錄取資

格。再下又可細分為高普初等考試與特種考試，前者為主流考試，與後者最大的

差異在於必須要通過體格測驗，且限制較多。而高普考的部分，雖然有分一至五



等、各種類科，但並非各個類科都有缺額。舉例來說，教育行政年年都有舉辦考

試，而且有許多缺額，但是文化教育類，兩年才考一次，甚至不一定會有缺額。

建議同學不要堅持只考某一科，尤其是比較冷門的，以免耗費太多時間在這上

面。 

公務人員考試也會有錄取人數不足的情況發生，像是土木工程、測量製圖和

建築工程，經常出現這一情況。原因在於考試過於嚴格，負責改卷的教授的要求

太多，導致許多在校成績優異的學生反而無法通過考試。針對此一情況，政府已

經要求放寬標準，因此錄取情況得以有所改善。對於考試的種種現象，政府市都

有在追蹤並調整的。 

 

不論是高普考或是特考，行政類科均無限制，但是技術類科則是不同的等級

而會有不同的要求。考試會有筆試（測驗+申論）、口試、實地測驗，另有心理測

驗、體能測驗或其他學歷證明方式。 

 

至於國家考試的細節，同學可至考選部網站 http://www.moex.gov.tw/查詢。 

 

現在的國家考試採取電腦化測驗，考完試之後可以馬上看成績，但是一旦在

考前選擇不看成績答案，則事後不得再要求看成績。作答方式採取亂題亂序，皆

為單選題，同學無須擔心複選題的狀況發生。 

國家考試發展的趨勢，有以下幾點 

1.推動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 

2.專技擴大實施電腦化測驗：大部分是醫事類，未來會持續推動。 

3.推動網路報名無紙化 

4.複選題之採行：每題有五個答案，至少有兩個以上正確答案，答錯 k個選

項者，得該題（5-2k）/5之題分；所有選項

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二個選項（不含二個）

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5.銓敘部現正進行規劃簡併組職與職

系：採取行政類較通才，技術類較專業取向

原則，逐漸整合整併，類科也會大幅刪減及

做調整，同學要有心理準備。而專業類科設

計設計規劃的部分，有待研究實行中。 

6.考選部同步進行高考三級及普考專業科目減列：目前已完成高考三級及普

考科目減列工作，有減少或合併科目之情形。 

7.客家事務行政類科增列客語口試 

8.部分涉及國外事務類科將逐步增列英語檢定要求 

9.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分流檢討 

各個考試法修正的重點，同學可上網查詢，有更詳細的介紹說明。 

http://www.moex.gov.tw/


就這幾年的報考人數、錄取率等資料來看。公務人員會比專技人員難考，前

者有名額限制、擇優錄取，因此競爭力也比較強。那就這幾年成大的表現來看，

其成績都是相當不錯的。 

Q&A 

Q1：之前有公布高普考考試的科目內容略微刪減，那現在的意思是明年也可能

不會刪減？ 

A1：今年是照原來的。那刪減的新科目草

案，在去年報考的時候完全沒審查，卡住

了。等到銓敘部定案之後，才會來做檢定，

再處理科目的減類，所以這部分目前是沒

有定案的，這點請大家特別注意。那我的

個人揣測是，實行的機率不高。就算新的

方案通過了，根據過去的做法，都會留一

點緩衝時間，明年定案，後年推出，甚至

可能更久。同學們要隨時上考選部網站掌

握最新情況。 

 

Q2：您好，我和您一樣是法律系的，想請問您為什麼會報考行政類的考試，當

時是怎麼準備的﹖希望可以提供一點學長姊的經驗。 

A2：我曾經考過一年的司法官，成績還差滿多的，很難考。後來到中央大學唸

研究所，隔壁住了好幾個公共行政所，那時候就想說，乾脆來改考行政類，就去

借筆記來看。法律系的行政法、刑法和民法等，都是我們的強項。考的那一年錄

取 15人，我考第 4名，那幾個公行所的同學都在我後面。法律系畢業的同學，

在行政類科的考試當中，有一兩個類科會是你的強項，也是可以去嘗試的。不過

現在的草案把類科做刪減整理之後，對法律系就會比較不利。目前這個案子還沒

確定，中間也是有一點緩衝的，同學如果有這個意願要趕快把握時間。 

 

Q3：有些公務人員在通過考試之後，是需要受訓的，那如果在受訓期間，不小

心被淘汰掉了，薪水需要退回去嗎﹖ 

A3：這個我倒是沒有想到過，應該說，現在所有的公務員考試都需要受訓，而

且淘汰的比例有提高，這幾年每年都有幾個被淘汰的。這個受訓的部分，他現在

是屬於不佔缺訓練，基本上是沒有薪水的。會發津貼，但那不屬於薪水範圍，應

該是不會有追回的問題的。有一種訓練叫做佔缺訓練，另一種是不佔缺訓練，後

者就是學員，發津貼。高普考的訓練好像是分配工作，之後再去訓練，這就是佔

缺，有完整的薪水。 

 

Q4：剛才有提到可以用兵役延期分發，那我想請問一下，用碩士來延期，有這

回事嗎？那如果延期分發，職缺會是比較好還是比較差？ 



A5：是。以前博士和碩士都可以緩期分發，博士是 5年，碩士是 3年，最近的

修法經過討論之後，認為這是個人利益，與國家關係不大，因此保留這個延期的

權利，但是時間會縮短，博士班只保留 3年，碩士班只保留 2年。所以要如何使

用是你自己要謹慎斟酌的地方。至於職缺好壞的部分，這個我不敢講，應該說，

修法之後對增額錄取的部分，有提高公平性了。 

 

Q5：請問關於移民特考的問題，當中的國土安全和國境執法這兩個科目，歷年

來都是由警大出題，因此警大的學生也會比較佔有優勢，那請問考選部對於這樣

的狀況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A5：警大的確有這個相關科系，但是他們畢業之後未必會來考。就我所知，警

大的學生畢業之後還是以警察內軌人員的特考為主，留在警察系統內，會比留在

移民系統裡面有更好的發展和出路。所以你的問題是沒有錯的，因為沒有比較專

業的科系，所以只好找警大的老師來命題。但是應該不至於造成警大的同學都來

考這個特考，這幾年下來此種情況也不多，而且警大學生若是來考這個移民特考，

相當於和一般的畢業大學生競爭。只是在命題方面，因為外面找不到相關的人來

命題，所以只好由警大老師來命題，這些優勢的問題，我們是都會注意，盡量避

免此情況的發生的。 

 

Q6：可以說一下年金改革的重點嗎﹖ 

A6：年金改革的重點，就你這個年紀來講，是要 65歲才能退休的。在這之前退

休的，一次領，或是提早一年扣 10%之類的，這對你們來講是衝擊性最大的。大

原則就是，繳得多，領得少，這對我們是影響最大的。 

 

Q7：剛才演講中有提到口試是特別重要的，那請問在考試制度裡面，未來會不

會增加口試所佔的比重？ 

A7：會。現在一般的口試大概佔 10%，今年剛修完新的新的司法規則，口試比

例應該會提高到 20%。所以將來這個口試的部分，對公務人員來講，它會變得越

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特考都採用口試。半小時甚至 40分鐘的問答之後，可以

把紙筆測驗看不到的地方，很清楚的表達出來。那口試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

種是個別口試，一個考生進來，3到 5個委員問他問題；第二種是集體口試，考

生進來也是三到五個，然後採用交叉問答的方式；還有第三種的團體討論，分組

然後每人輪流當主席，發一個題目給你，要去引導大家討論，而別人當主席時，

你也要參與討論。這三種不同的考試，看機關要採取哪一種方式。 

 

Q8：請問能夠介紹一下台鐵、台電、台水關於理工科系的公職 ﹖以及假設說錄

取的話，是要等上面的人退休才能進去嗎？還是可以直接進去？ 

A8：台水、台電已經不歸考選部管理，他們公司會自己招人。台鐵是交通事業，

這一環還是會每年辦特考。但是這個制度上是有問題的，到目前為止，每年這個



人事流動率還是很大。關於這部分的特考，我私下是不推薦的，考其他的高普考

都會比這個鐵路的特考好。 

 

Q9：請問一般在準備公職的時候，要什麼時候開始？我現在大二開始準備會太

早嗎？ 

A9：大二開始準備，我覺得時間差不多，大四是絕對來不及。我的意思是，你

要先選定一個目標，要考什麼類科，各方面合不合？有什麼要去補強的？有些專

業科目，如果只靠自修會很困難。我覺得說專業科目的部分，如果是用自修或是

補習的話，那是事倍功半的。 

謝謝李參事今天為同學帶來關於國家考試的非常詳細地解說，希望同學聽完

這次講座之後能夠對於自己未來的職涯規劃或是參與國家考試有更到位的詳細

安排。另外關於就業、履歷和面試指導的部分，都可以到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做更進一步的討論，期許同學們都能獲益良多，有更好的未來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