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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各國人事制度 

李豪老師 

一、1978 年美國「文官改革法」通過後，建立「高級主管制」(Senior Executive Service,SES)，請

說明其創制原因、職位組成及特色。(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基本考題 

《命中特區》李豪《各國人事制度》第 4 章 

【擬答】 

創制原因： 

依 1978 年文官改革法設置，目的在於增加高階文官的任用彈性，或使民選首長擴大政治酬庸

的範圍。高級主管制乃是分贓制度的現代修正與體現，主要在實現民選首長對支持選民的「

政治回應」。此一職類設置乃參考自英國高級文官（The British Higher Civil Service）

的模式，旨在擴大高級文官的能力，以及增加運用的彈性，突破文官技術、經驗侷限一隅所

形成的政策變遷阻礙，進而確保高階文官對於國家政策目標的回應性，使官僚制度之管理與

政治功能共冶於一爐。目的有三： 

讓「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的技能與專業能夠在不同組織間相互交流。 

藉由高級文官人員在不同單位間的流通，以便展現更廣泛的公共利益視野。 

發揮政治主管任命與領導高級文官的彈性，以期貫徹政策命令。 

職位組成： 

範圍：包括一般俸表第 16～18 職等及行政首長職 4 職等（低一層次機關首長、駐外使領）

、5職等（各委員會委員）人員之任用，共 5個職等（行政首長職位還有 1、2、3等）。從

事下列職務，無需經參議院同意，可由總統直接任命之職位： 

指揮機關所屬組織單位。 

負責某項或幾項具體方案或計畫之成就事宜。 

監督組織單位目標工作的進度，並定期評估與調整工作內容，以達成工作目標。 

監督所屬人員的工作。 

負責政策決定、政策制定或其他的主管職能。 

職位類別：高級行政主管職職位可分為「永業保留職位」（Career Reserved Position）

和「一般性職位」（General Position）兩類。 

常任保留職位：此類職位需由具有常任資格的人員擔任，占全部 SES職位數額的 85%，欲

擔任此職位時，需經過人事管理局所定資格條件與程序之審核同意。 

一般職位：意指常任保留職位以外之職位，可由常任或非常任人員擔任，或由有期限或

緊急任用的人員擔任。 

高級行政主管人員（SES）範圍職務：如上述者為一般俸表 16～18 職等，以及行政主管 4

級─副次長、次長、高級參事、駐外大使，5 級─副助理次長、部會所屬獨立單位首長（

Administrator, Direcotor）等高級文官與行政主管。 

SES 制度的特色： 

使聯邦政府中高級行政主管職位更具吸引力，可以發揮其人員之充分能力，並得按其工作

表現之優劣給與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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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留任與否，取決於工作表現，如因表現不合格而被革職之永業文官，無提出申訴之

權，僅可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之聽證會陳述。 

其組成份子為一般薪俸表第 16～18 職等，行政首長俸表第 4 與第 5 職等，或行政部門中相

當職位之主管人員，其中 45%職位必須保留給予具有永業文官資格者，非永業文官者之人

數比例，不超過 10%。 

永業文官之 SES人員，方有領取工作獎金與優良名份人員獎金的的資格。 

排除退伍軍人之優待任用權。 
 

二、請從英國「文官長」(Head of Civil Service 之特殊性及與首相間的關係來探討其角色、權責及

功能。(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文官長係全國最高級事務官及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 

《命中特區》李豪《各國人事制度》第 11 章 

【擬答】 

英國人事制度的維繫與發展，主要關鍵繫於首相、部長、文官長與常務次長四大角色。前兩者

為政務官之首腦，後兩者則為事務官之最高職。一般常任文官及各部會高級文官之任命與陞遷

與此制度息息相關。 

目的： 

英國文官長（Head Of Home Civil Service）制度創設於 1919年，目的在使永業文官管理不

受政治干涉，以保持其政治中立。英各部部長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從未企圖破壞此一限制，當

與所屬高級文官間有任何歧見時，不直接解決，而是透過首相與國內文官長居中調停，形成

政治與行政的橋樑。 

擔任文官長職務之人員： 

1919 年當時因財政部兼掌人事行政職權，文官長一職創設之初，自然由財政部常務次長兼任

，之後中央人事行政機構迭經變動，人事行政職權不斷移轉，自 1983 年以來，皆由內閣秘書

長兼任文官長。 

制度內涵： 

文官長為最高職位的事務官，由首相任免，為其人事行政事務的幕僚長，但不受政治或黨

派影響，亦不與首相或其他政務官同進退，並擔任以下角色： 

常任文官之行政首長：文官長的層次高於各部部長與常次角色，其服務與監督對象為全

國文官。 

首相之人事行政幕僚長：文官長於人事政策或高等文官任免，須隨時向首相報告並負責

，為首相與文官間溝通的管道。 

政治與行政分野樞紐：文官長以下為事務官，不受政治、黨派影響，亦不隨政務官同進

退，但須執行政務官所定之決策。 

文官事務之監督及管理者：自文官長設置後，文官長成為文官事務之監督者與管理者，

更能發揮監督管理與聯繫協調之職能。 

人事革新的推動者：重大人事革新方案，首相須為發起決策者，而文官長對於政策執行

與各部常次聯繫協調，具關鍵角色。 

制度功能： 

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離與配合：英國吏治澄清法已開啟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區分，文官長

以下不隨首相進退，居於行政中立角色，又為幕僚長而與首相伴為左右，此即政務官與事

務官之配合樞紐。 

責任政治與行政中立之基礎與發展：英國係內閣制，行政與立法連貫，而由內閣負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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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運作。政務官向國會負責（責任政治），事務官則向部長負責，執行決策而受行政中

立規範。 

提供人事政策諮詢意見，並執行內閣人事決策：文官長主要職權係首相人事決策的首要

諮詢者與執行者。文官長就人事諮詢直接向首相負責，亦就人事政策實施向首相報告執

行情況。 

職掌文官人事任免案：司處長級以上至常次之人事任免案，由首相核定，惟在最後決定

前，其任免須由遴選委員會提經文官長與各部諮商，篩選後向首相建議。 

統馭文官體系，維繫政治與行政階層的溝通樞紐：現行文官層級體系，以文官長為首，

各部常次以下成為單一管理體系，文官長具有統馭象徵，同時維護常任文官權益，並與

「政務官」維繫分際與和諧關係。 

評析： 

制度特點： 

文官長由高級事務官擔任，為「超級常次」體系，不得出任政務官，故雖由首相任命，

但不與之進退。 

文官長因不隨首相進退，故一般任期均相當長（曾有財政部常次兼任文官長一職長達 20

年）。 

文官長既能輔佐首相，同時因具文官「行政」首長地位，可兼顧行政層級的安定持續與

中立體制。 

優點： 

順應英國民主政治傳統與慣例的演進趨勢。 

有助確立人事行政幕僚長及文官層級行政首長體制。 

使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離合關係更顯靈活。 

有助於強化人事體制的健全。 

缺點： 

文官長與財政常次、內閣秘書長角色職能重疊，分際欠明確。 

文官長與首相關係密切，雖不與之進退，但極易沾染政治色彩。 

文官長一向由常次、內閣秘書長兼任，職權過大，有濫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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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從部內制的角度，討論法國於二次大戰後，有關中央人事主管機關的不同階段調整，對於

人事業務之規劃實施，所呈現的意涵及特色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基本考題，部內制之理由 

《命中特區》李豪《各國人事制度》第 1 章第 3 節 

【擬答】 

法國在 1945年以前（第三共和）的人事機構 

預算局： 

二次大戰前，法國人事行政組織採分權式，並無專責人事機構，各機關均有獨立分離的人

事單位，可自行訂定人事管理規則，薪資福利制度也有所不同，因此由財政部預算局負責

各部會公務員人事管理的統合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涉及各部會員額增減及薪資調整等事

項。並負責擬訂與協調公務人員法規。 

評政院（國務院）： 

依照憲法規定審核各種規章、草案，並審查政府命令是否牴觸法律。對文官事務有廣泛

調查權，並受理公務員對政府任用不公的上訴案。 

雖對於各部所頒行的法令，擁有最後解釋及決定權。數十年來，曾有甚多的審理與判決

，成為重要判例法案，而成為人事行政實施的依據，但因其係處於被動地位，必須在各

機關間達成協議，並在提出法規草案後，始能發揮功能，故不能成為負責制訂及執行通

盤文官政策的中樞機構。（只有被動解釋，沒有主動制訂） 

法國 1945年第四共和時期（1945～1958 年）進行了改革 

改革要點： 

為期人事行政的統一，設立文官指導處，以各個人事行政的指導聯繫機構（1959 後改為

文官局）。 

設立國家行政學院，負責高級行政人員之考選與訓練。 

成立最高文官制度協議會，以之為人事糾紛的仲裁機關。 

高級公務人員原只劃分一級，現在劃分為文治行政人員（政務官）及秘書行政人員（事

務官）。 

改私立巴黎政治學校為國立，成為國家培養公務員的教育機關，減輕學生負擔，希望能

吸收更多中層社會階級至政府服務。 

大學教育課程改變，以培養更完整公務員。 

法國 1946 年通過文官法，由文官指導處監督實施，並依該法設置最高人事制度協議會，且

規定財政部預算局，對於人事行政業務亦有管轄權，自此法國官制度走向中央集權制，去

除以往紛歧無統一規定之情形。 

1945 年後增設的人事機構： 

文官指導處於 1959年改稱「文官局」；1981年改組，「行政及文官指導總處」納入「部」

級組織，為「文官部」；1988 年併入「公職暨行政改革部」中；1992 年該部又改稱為「公

職暨行政現代化部」；1993 年改為「人事部」；1995 年又改為「人事、國家改革與地方分

權部」；2005 年「公職部」下設「行政暨公職總署」；2012 年法國內閣重組成立國家改革

、分權與人事部。2017年改組成立行動暨國庫部（國家預算行動部） 

國家行政學院（1993年併入「人事部」中）。 

協議會：包括 最高文官制度協議會； 人事管理協議會； 行政管理協議會。 

現行人事機構─行動暨國庫部（Ministre de l’Action et des Comptes Publics）： 

法國各部會人事管理特色為「去集中化」（Deconcentre），其相關人力規劃與公務員政策

研擬，原則係分散由部會設置人事單位自行負責，部長即為最高管理者。但有關公務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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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 地方特考） 

共7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額及薪資管理等，凡是直接或間接發生預算效果的公務員法案，須經由經濟暨財政部部長

副署，在預算之外，仍有其他需要統合之事項，爰法國於 1945 年成立人事主管機關「公職

署」（Direc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aue），原直接隸屬於總理，負責人事整體政策之規

劃及協調行政事項。1959 年改組為「行政暨公職總署」（Direction generale de 

l’administration et dela fonction publique, AFP）迄今，目前隸屬於 Ministre 

del’Action et des Comptes publics，有別以往設立於公職部下之傳統。 

中央人事機構僅負責制定公務員政策框架及監督各部會執行情形，具體人事管理業務仍由

各部會自行處理。 

以往法國政府設置的傳統部會公職部（Le Ministére de la fonction publique），於 2017

年法國總統馬克宏上任後，有關公共行動的現代化和公務員制度與政府稅收及預算整合，

由行動暨國庫部所執掌，並與經濟暨財政部共同負責財務預測，以及經濟和財務控制。 

根據 2017 年 5 月 24 日之命令特別規定，部長受總理之委託，負責行使有關公職事項之權

限，負責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改革、養老金和退休政策、擔任中央公務員最高委員會

和公務員聯合委員會之主席，同時直接管轄行政暨公職總署。為了使行動暨國庫部長能妥

善行使職權，各個行政規劃、監督與考核組織，如各部會人事單位、地方公務員人事總署

等，在涉及公務員的領域內，皆有配合協助該部之義務。 

 

四、請從制度的歷史沿革、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創制及相關法規的發展過程，討論美國行政倫理的

相關規範及意涵。(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行政倫理本身不難，但須依題旨說明歷史沿革及法制過程則就不容易 

《命中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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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所謂行政倫理機制，包括所有積極地促進公務倫理，以及消極地防制行政貪腐之有關法令制

度、組織機構，及政策措施等，故其構成要素包括靜態方面的法令明文規定、組織結構設計，

以及動態方面有關政府提倡倫理的相關具體措施及作為。 

美國行政倫理的歷史沿革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創制 

為了促進政府對於方案規劃及執行時之倫理要求，美國首先發展的就是增設倫理新職位、成

立倫理新機關。 

1970 年代便先後成立了聯邦選舉委員會、功績制保護委員會、政府倫理局，以及特別檢察

署等。 

1970年代末期則設置檢察總長制度。 

1980 年代創設直隸於總統的「廉潔及效率委員會」，並加強政府倫理局及特別檢察署二個

機關之職能。 

4.1990 年代，在管理預算局(OMB)中設立聯邦財政管理局並為加強檢察官之權威，重新修訂

獨立檢察官法。 

相關法規發展 

藉由 1978 年政府倫理法之訂定，使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的公共財政公開系統據而

成立。 

1989 年的倫理改革法案則更進一步規定改善財政公開系統，以規範潛在的利益衝突，並提

供過當的解決方法。 

1995年的遊說公開法則明白規定公開的遊說活動。 

為管理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門官員的行為，頒佈行為守則之施行細則。由政府倫理局為行政

部門頒佈行為的標準，如禮品的收受視贈、財務利益的迴避、公平、尋求雇、濫權，和對

外的活動等，提供特別的指導。 

4..1995 年，眾議院和參議院對其議員和幕僚也相繼採取嚴格的贈禮規定。 

行政倫理行為規範 

依據「美國聯邦法規」與「行政部門公務員倫理行為標準」之規定，公務員之基本義務如下

： 

忠誠：公務職位是一種公共信託，需要公務員將其對於憲法、法律與倫理原則之忠誠，置

於私益之上。 

不收利益：公務員不應獲取與職責績效無關之財物利益，亦不應從任何尋求公務行動的個

人或團體，請求或接受任何禮物。 

不謀私利：公務員不應運用非公開的政府資訊從事財物交易，或允許此類資訊不適當的運

用，或利用公共辦公室以進一步獲取私益。 

不亂承諾：公務員不應自作主張從事未經授權的任何種類之約訂或承諾，意圖去約束政府

。 

致力公務：公務員在其職責的績效上應付出誠摯的努力。 

公正處理：公務員對於任何私人機構或個人，均應該秉持公正無私的行為，且不給予優先

處理。 

善用經費：公務員應該保護聯邦財產，除非是經過授權的活動，否則不得運用。 

提出檢舉：公務員應該向適當的政府權威當局揭發浪費、欺騙、濫權、貪污等情事。 

平等對待：對於提供給所有美國人，無論是種族、膚色、信仰、性別、年齡或殘障等有關

平等就業的法規，公務員均應嚴格遵守。 

善盡義務：公務員應該如同一般公民誠實地履行法律所課以的義務，例如繳稅。 

不違法倫：公務員應致力避免任何違反法律或倫理標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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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兼職：公務員不應在外受僱或從事外界活動，以免與本身的職責相衝突。 

財產申報：一定職等（GS16）以上公務員需申報財產。 

美國行政倫理致力於發展所有可以使政府更有效率、更具回應性及提高績效的方法和方案(包

括倫理方案)。其應用在行政部門上，即透過檢察總長制度、保護揭弊人法案，以及加強財政

首長的重要性，來消揖詐欺(fraud)浪費(waste) 以及政府方案管理不善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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