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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老師解題 

一、試說明 2020年以來美國聯邦公務員選才政策的變革？(25分) 

《考題難易》：★★ (最多五顆星) 

本題較屬一般性問題，須先陳明美國 1883年以迄 1978年改革之作法 

《破題關鍵》：  

特別須強調 2020 年以來，係依 1993 年改革後之策略人力資源管理規定 

【擬答】 

美國聯邦公務員選才制度(重視職務內涵與功績導向之選才) 

1883 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潘文頓文官改革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確立「功績制(Merit System)」為文官任用原則，實施公開考選以杜絕政治分贓。1978 年

人事管理局(Office ofPersonnel Management，OPM)成立，統籌聯邦政府人事政策及人力資

源管理工作，並自 1996 年起，除特定職位(例如法官)外，聯邦政府多數職缺已授權由用人

機關自行辦理甄選，該局則擔任政策擬定、程序監督及技術協助，以確保文官之遴用均符

合公開競爭、工作效度、機會平等，以及弱勢優惠等原則。 

美聯邦政府公務人員之任用，依招募進用方式、職務性質及法令規範，可分成「競爭職

(Competitive Service)」、「除外職(ExceptedService)」二大類，謹說明如下： 

競爭職 

採職位分類制(Position Classification)，依據職務屬性劃分為專業性、技術性、行政

性、文書性及其他性等 5 大職類，另依職務內容及官階差異，區分成 15 個職等 4 種

層級，編製一般俸表(General Schedule，GS)，據以給予薪俸。 

人事管理局(OPM)在其官方網站上提供諸多法令和技術協助訊息，並錄製示範影片，

編製操作手冊及簡易流程，俾使各機關均能以「工作分析」為基礎，辦理人才甄選。

其主要程序簡述如下： 

①確認職缺工作內容，公告招募 

用人機關先在人事管理局網站(USAJOBS)登錄職缺訊息，包括：應徵資格、職務內

容、薪資福利、遴選方式等。 

②評量篩選適合人選 

人事管理局(OPM)並未規範考試方式，係授權用人機關針對職務內涵，進行職能分

析，設計適當之評量方式或測驗工具，藉以衡鑑應徵者是否具備完成工作任務，達成

高績效表現所需具備之知識、技能及態度(KSAs)或知識、技能、才能及其他特徵

(KSAOs)，進而錄取真正適合人選。 

除外職 

係指工作性質特殊，如採一般考選機制無法羅致合適人才之職位。其招募雖仍依循功績

原則，惟不受人事管理局規範程序約束，機關人事自主權限更為充分。以歐巴馬總統於

2010 年發布 13562 號行政命令為例，其開放用人機關招募在學學生及應屆畢業生參與實

習計畫，參與者如能於期限內完成規定之實習時數，通過評量，達成實習期望，均能據

以爭取公職任用機會。 

美國 2020 年以來的聯邦公務員選才政策變革(朝向策略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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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 1993 年通過「政府績效與效果法案」中，首次提出聯邦政府部門，應將焦點置於

策略規劃，此為美國政府關注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開端。而後，美國聯邦政府召開策略

性人力資源管理圓桌論壇，並於 1999 年出版(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使命融合)的報

告。此兩份報告對於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議題與作法原則性的描述，其重點與對政

府的重要性如下：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重點 

組織在實現目標使命，以及進行方案目標與優先性的策略性決策時，最高決策階層應

將人力資源面向考慮進去。 

組織在進行各項規劃時，應強調人力資源的管理，以便於使人力配置和策略目標達成

之間有所聯結。 

所謂在組織方案規劃過程中，重視人力資源，基本上並無最佳模式。但唯一重點在

於，組織任何策略決策與考量，都應該真正體認到「人」的重要性。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對政府的重要性 

美國聯邦政府之所以要強調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使命融合，此種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

精神，並將之落實於各項人事政策，主要是因為人力資源管理已呈現出其對組織無可取

代的策略價值，而此種價值會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人力資源為組織最重要的資產，因此必須在選才、用才與留才等各方面做好，否則組

織無法存續下去。 

人力資源管理的策略價值，也表現在其支援組織其他各項行政功能的運作，舉凡組織

各種例行性的功能，例如財務、資訊、製造或服務的提供，以及各種創新方案的推

動，均有賴人力資源管理在規畫執行與監督方面的襄助。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有助於提昇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性。藉著維持、測量與評估人力資

源管理目標，與整個組織人力情況，並使用這些資訊為管理決策的基礎，組織將能夠

確保人力資源管理，有助於組織目標的達成，以及促成各級管理者在進行人力資源管

理相關決策時，必須負起支持組織目標達成的責任。 

 

二、試說明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的組成、職掌及違反國家公務員倫理法的懲戒？(25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本題係日本之國家公務員法規規定屬冷僻之問題，考生不易知悉 

《破題關鍵》： 

答案依據純屬引用呆版之法條規定即可 

【擬答】 

依據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以下稱倫理法)之規定，人事院設「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以

下稱「審查會」)(倫理法第 10條) 

審查會的組成(倫理法第 13條) 

審查會由會長及委員四人組成。 

會長及委員得為兼任。 

會長綜理會務，代表審查會。 

會長因故無法視事，由其事先指定之委員代理其職務。 

審查會的職掌：(倫理法第 11 條) 

審查會之職掌暨權限，除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但書、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

條第三項及第五項、第四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外，其餘如下。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高考三級） 

共7頁 第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於制定或修改、廢除國家公務員倫理規程時， 擬案向內閣提出意見。 

制定或修改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含以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為依據而制定之訓

令，以下亦同。)時之懲戒處分標準。 

進行維持職員職務倫理相關事項之調查研究及企畫。 

進行維持職員職務倫理相關研修之綜合企畫及調整。 

就遵守國家公務員倫理體制之建立， 對各省各廳之首長給予指導及建議。 

就贈與報告書、股票報告書及所得報告書進行審查。 

要求任命權者(即國家公務員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任命權者、其他法律所定之任命

權者及接受其委任者， 以下亦同。)就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行為進行調

查， 並就過程提出報告及陳述意見， 核准其所為之懲戒處分，並就該懲戒處分概要之

公布，表達意見。 

基於依國家公務員法第十七條之二規定接受委任之權限進行調查。 

要求任命權者為維持職員職務倫理應採取必要之監督措施。 

根據國家公務員法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接受委任之權限，將職員送交懲戒程序，並公布

懲戒處分之概要。 

上述各款規定外，法律或以法律為依據之命令所規定屬於審查會之事務及權限。 

違反國家公務員倫理法之懲戒 

依倫理法第 22 至 32 條規定進行懲戒 

第二十二條(任命權者就調查原因提出報告) 

任命權者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嫌疑時，應向審查會報告之。 

第二十三條(任命權者之調查) 

一、任命權者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嫌疑而欲就該行為進行調查

時，須告知審查會。 

二、審查會得要求任命權者就前項調查之經過，提出報告或陳述意見。 

三、任命權者完成第一項之調查後，應立即向審查會報告該調查結果。 

第二十四條(要求任命權者進行調查) 

一、審查會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嫌疑時，得要求任命權者就該

行為進行調查。 

二、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前項之調查準用之。 

第二十五條(共同調查) 

審查會受理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含前條第二項中準用之狀況。)規定提出之報告而認為

有必要時，得就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行為，與該任命權者共同進行調查。

此時，審查會應將共同進行調查之事告知該任命權者。 

第二十六條(任命權者執行懲戒) 

任命權者以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行為為由而欲執行懲戒處分時，應

先取得審查會之許可。 

第二十七條(任命權者，公布懲戒處分之概要) 

一、任命權者以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令之行為 為由而執行懲戒處分

時，如認為為維持職員之職務倫理而 有必要時， 得公布該懲戒處分之概要(含與該

懲戒處分有關 之第七條第一項股票交易報告書中股票交易部分之公布， 以下亦

同。)。 

二、任命權者執行前項懲戒處分時，審查會如認為有特殊需要， 得要求該任命權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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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該懲戒處分之概要陳述意見。 

第二十八條(調查會之調查) 

一、審查會根據第二十二條之報告或其他方法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

令之嫌疑時，如認為為維持職員之職務倫理而有特殊需要，得決定就該行為開始進

行調查。此時，審查會應先徵詢該調查對象職員其任命權者之意見。 

二、審查會為前項之決定後，應告知該項之任命權者。 

三、任命權者收到前項通知後，應協助審查會進行調查。 

四、任命權者收到第二項之通知時，如欲對第一項調查對象之職員給與懲戒處分或退職

處分，須先與審查會協議。惟，收到下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懲戒處分之勸告或收到第

三十一條規定之通知時，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懲戒處分之勸告) 

一、審查會認為根據前條之調查結果任命權者執行懲戒處分是適當時，得對任命權者給

予執行懲戒處分之勸告。 

二、任命權者應就前項勸告之相關措施向審查會提出報告。 

第三十條(審查會之懲戒) 

經第二十八條之調查後，審查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將該調查對象之職員送交懲戒程序。 

第三十一條(調查終了暨懲戒處分之通知) 

第二十八條之調查終了或依前條規定執行懲戒處分時，審查會應將該事宜及內容告知任

命權者。 

第三十二條(審查會公布懲戒處分之概要) 

審查會依第三十條規定執行懲戒處分時，如認為為維持職員之職務倫理而有特殊需要，

得公布該懲戒處分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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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說明法國公務員的參與機制及可供我國借鑒之處(註：在回答可借鑒之處前，必須先說明我

國當下公務人員參與規定)。(25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本題看似簡單，但有其陷阱，因參與制度範圍須包括協議會與勞動三權 

《破題關鍵》： 

須分別說明法國協議會制度與我國之現行規定除公務人員協會外，尚應說明考績委員會與甄審

委員會之運用 

【擬答】 

法國公務員之參與機制係運用協議會機制與勞動三權；我國之公務人員參與規定，則係運用

公務人員協會制度，另配合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之運作。 

我國當下公務人員參與規定 

我國公務人員勞動三權，僅得依據「公務人員協會法」之規定組織公務人員協會，又該

協會法中亦明定協商權及罷工權如下： 

協商權：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列事項，得提出協商： 

辦公環境之改善。 

行政管理。 

服勤之方式及起訖時間。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提出協商： 

法律已有明文規定者。 

依法得提起申訴、復審、訴願、行政訴訟之事項。 

為公務人員個人權益事項。 

與國防、安全、警政、消防及災害防救等事項相關。 

公務人員協會不得向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請求締結團體協約。 

罷工權：公務人員協會不得發起、主辦、幫助或參與任何罷工、怠職或其他足以產生

相當結果之活動，並不得參與政治活動。 

又各機關均須設考績委員會與甄審委員會，其中委員之組成每四個人須有二人票選產

生，足以具有參與之作用。 

法國之公務員參與機制 

法國自二次大戰後之人事制度，依二次大戰末期之改革中成立參與協議之組織（最高人事

制度協議會），其後又再增設各部人事管理協議會與各部行政管理協議會，該等協議會均

分別由政府官方代表與職員代表共同組成，具有參與管理之特性，其參與機制，分別由其

組織與職掌（任務）可知如下： 

協議會制度： 

共有三種，即最高人事制度協議會（1946 年公布「文官法」時所設置）、人事管理協議

會、行政管理協議會： 

最高人事制度協議會（全國只設一個）： 

組織：由代表官方與職員雙方之委員共 16 名所組成。 

官方代表由國務院之部長及評議官各 1 名、會計檢查院首席檢察官、財政部預

算局長，及各部掌管人事行政之局長 7 人（共 11 人）擔任。 

職員代表由職員團體推選擔任（應為 5 人）。 

尚有預備委員 16 人，委員任期為 3 年。 

職掌：係以參與人事制度之規劃及受理部分申訴案為主要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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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協議會：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均可設置。 

組織：由代表官方與職員雙方之委員組成，雙方代表之人數相同，任期均為 3 年，尚

有預備委員。 

官方代表由二等參事官或相當之官員、政府自由任命之官員及 A 類官員擔任。 

職員代表由各類之現任公務員就現任人員中選舉。 

職掌：審查有關人事管理之規定、措施、晉升及懲處等。 

行政管理協議會：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均可設置。 

組織：由官方與職員雙方派代表組成，各部協議會之正委員為 30 人，其他協議會之

正委員以 20 人為原則，另尚有同數額之預備委員，任期均為 3 年。 

官方代表為二等參事官或相當之其他公務員或對行政管理有研究及經驗之公務

員中任命。 

職員代表由職員團體推薦。 

職掌：審議行政管理及效率等工作。 

法國協議會之參與管理特色如下： 

組成協議會之委員，均由官方任命及職員團體所推選，且代表官方與代表職員之委員

人數，原則上係屬相等，除正委員外，尚有預備委員，任期均為 3 年。 

各有職掌，可分別參與全國性文官制度及各部之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等事項。 

充分鼓勵職員參與文官制度、人事管理及行管理事務，以加強職員與管理當局間的意

見溝通與協調合作。 

法國可供我國借鑒之處 

法國協議會組織類型較為多元化，可分別參與之事項較多；而我國目前之組織僅限於考

績與甄審，另協會法規定之參與亦受限制。 

由於法國公務員充分享有勞動三權，對於公務員之工作條件維護與改善確可充分發揮效

果，而我國之限制過多，因而影響公務人員組織及加入公務人員協會之意願，進而影響

公務人員工作士氣與工作效率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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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說明德國基本法第 33條第 5項規定有關職業公務員的「傳統原則」內涵。(25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本題資料來源較為冷僻，考生不易知悉，故答題較難 

《破題關鍵》： 

須知悉現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 33 條規定再據以分析其相關內涵 

【擬答】 

德國基本法第 33條第 5項規定「公務人員之權利應考量職業文官（Berufsbeamtentum）制度

之傳統原則予以規範，並繼續發展之。」 

該規定之精神為：公務員法律應考慮職業公務員制度的傳統原則予以制定。本項所稱之職業

公務員制度傳統原則究係為何？經歸納 1949 年以來陸續受聯邦憲法法院及聯邦行政法院所承

認之基本原則，約有下列 6項原則： 

終身事業原則：公務員以其終身服勤務至退休年齡，並以該職務為主要事業。 

忠誠原則：指公務員與國家雙方的忠誠關係。公務員對其職務長官、國家負有忠誠義務，

如憲法忠誠義務、職務之機密保密義務等；職務長官及國家對公務員有保護及照顧之義

務。 

照顧原則：指國家經由確保公務員適當的生活水準之俸給來達到照顧之義務。公務員的俸

給應與其職位相當，評估的標準包括：職務高低、職務的重要性及職務之責任性等，公務

員俸給應保障其經濟上之獨立性，即便是退休公務員亦是如此。此為確保公務員視其職務

為事業，且能公正執行任務之先決條件。另外，公務員俸給應配合經濟及財政狀況作必要

的調整。 

功績原則：功績不僅是進入行政機關服務的前提，更是公務員日後升遷的考量標準。不因

特權或關係或身分成為公務員或晉升為高等公務員，是德國公務員制度中的基本原則。 

禁止罷工原則：公務員與其他公民一樣，具有結社的基本權，且可共同捍衛其權利，但不

具罷工權。主要的考量為公務員負有執行及保衛行政功能的任務，而罷工與此違背，且可

能因此直接與國會對抗。 

中立原則：公務員必須將公共利益置於特定團體及個人利益之上，必須公正及超乎黨派，

禁止公務員以個人政治觀點或政治立場行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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