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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265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

壹、考選行政

中華民國考選部部史編撰歷程及成果

一、前言

國父 孫中山先生創立五權憲法，於歐美三權之外，增列考

試、監察兩權。考試院所屬之考選部可謂世界上唯一由單一且獨

立之政府機關肩負起掄選公務及專技人才之責者，放眼世界獨樹

一幟。回溯歷史洪流，民國 17 年國民政府公布「考試院組織法」，

19 年考選委員會正式成立，至行憲後改制考選部，共歷任 4 位委

員長，2 位代理部長及 16 位部長，歷任首長主持部務期間，在政

策法制興革上，均各有卓越建樹。有鑑考選先賢前輩們篳路藍縷、

建立丕基之心血與努力，宜趁文獻資料尚可查考之際，編撰考選

部部史，以窺考選業務之堂奧。

二、編撰過程與軌跡

（一）緣起不滅

為使國家考選掄才、考選政策制度之變革及發展能為國人有

所瞭解，前於民國 80 年初王前部長作榮在任時有此發想，曾責

成考選規劃司研議，惟當時因史料蒐集不易等因素未竟其功。行

至 100 年 1月上旬時任部長之賴峰偉先生責成參研室規劃「考選

部部史」編撰事宜漸有其雛形，並由謝首席參事連參擔任召集人

、研究委員一人擔任主要幕僚，全體參事、研究委員、各單位副

主管及其他相關人員組成編輯小組，編撰團隊大致成形，一步一

腳印築夢。

（二）起承轉合

夢想需付諸行動始能落實實現，本部自 100 年 1 月 18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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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8 月 31 日共陸續召開 12 次編撰會議，接續完成編撰計畫

、目錄、撰（審）稿人及預定完成時間，並展開撰寫工作，敘述

溯自周朝，以 100 年 12 月 31 日為最後記載基準，編輯小組於

101 年 1 月完成第 1 次修正，字數約 40 萬言；至 101 年 2 月董

代部長保城鑒於原先所蒐集之資料仍有補充及調整必要，指示暫

緩定稿及編印。

101 年 3月董部長就任後，為期內容用字及結構更加嚴謹，

於 101 年 5月間委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薛化元教授，進行內

容及體例格式初步審查，編輯小組參考委員審查建議重新展開資

料蒐集、增補及調整撰寫工作。原資料之蒐集引用初以 100 年

12 月 31 日為引用基準定稿，再延後 1年自 101 年 12 月 31 日為

最後記載日期基準（編撰過程詳如附表）。

鑑於本書史料跨越久遠，章節內容互有關聯，為確保用語一

致並免資料重複或遺漏，由董部長於 102 月 5 月 13 日召開第 13

次編輯小組會議，新增 10 餘篇考選相關單元，確定全書包含七

個章節及附錄，全書也由原 40 萬字增加至約 80 萬言。

（三）成果展現

本書各單元經多次來回修稿，最後於 102 年 8月完成最終版

本並招商印製，10 月完成出版，印製 1000 本（附電子書），並

於10月 11日及 12日本部所舉辦2013考選制度國際暨兩岸學術

研討會，首次以溫馨動人之音樂播放同仁自製 3D 動畫介紹，並

呈贈予前來致詞的吳副總統及與談人、報告人等德、日、韓、新

加坡、大陸外賓，當日總統府新聞稿中亦提及相關內容，嗣後本

部並分送總統及五院首長副首長、國家圖書館、立法、考試、監

察三院委員，以及設立社會學系及歷史學系相關之大學圖書館。

三、特色的發揮

（一）完整記載掄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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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立國的基礎，對於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及維持政治環

境穩定助益甚大，而迨至民國成立，考選委員會致力於為國舉才

之各種典章制度建立，逐步奠定日後考政工作發展根基，亦陸續

辦理多種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與公職候選人檢

覈；然自考選委員會成立迄今，近 84 年的考選歷史過往宛如散

落盤中的珍珠，有待貫串以現光華，為拉近考選人與考選部的距

離，付梓過程，亦不斷思索如何精選瑰寶，讓過往舊照片、檔案

及眾人智慧與能量作結合，得以撫今追昔，並化為源源不絕的珍

貴回憶。因此本書結合眾力，為詳盡記載掄才歷史一一鋪陳，讓

歷史畫面躍然紙上。

（二）考選遞嬗與新猷之設計

考試取才為我國政治制度的特色，在選拔人才方面，遠在

三代即肇其端緒，其後各代相沿，自隋以降，迄今已二千多年。

其間踵事增華，因革損益，代有新猷。因此在本書之設計上，以

「傳承-第一章考選歷史的源流」、「軌跡-第二章考選部的沿革及

發展」、「睿智-第三章考選法制的建立與演變」、「前瞻-第四章考

選政策嬗變」、「淬鍊-第五章考試方法技術與試務措施」、「凝聚-

第六章考選行政組織與業務」、「擘劃-第七章考選掄才遠景」，引

領體現歷史與現今不間斷的流傳與脈動，彰顯國家考試係透過公

開競爭方式選拔適格人才，以助階級流動，並使布衣可為卿相；

另藉由身障人員特考、原住民族特考等考試，保障弱勢族群服公

職的機會，使文官代表性多元化；並透過考試制度公平公正之社

會形象，建立社會各界普遍信任之機制等多種珍貴意義。

（三）章節圖表目錄分明有序

本書內文編排講求閱讀容易，除每一照片、表格列有圖說，

並加以分類製成圖目錄及表目錄，搭配全彩圖文，讓文字與畫面

進行揉合而映入眼簾；封面及書籤設計等亦以「引領群英 輝煌

卓越」及最具考選特色之點榜筆，突顯不論朝代如何更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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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未曾中斷，經過長久變革發展，遂成為獨步全球的選才制

度。另再依不同顏色區分及呈現各個章節，使翻閱更為便利，而

含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國際標準書號之申請，皆按其規定於僅

限時間完成編目資料。

四、感恩之心-代結語

本書籌備多時，於 100 年 1 月開始策劃至 102 年 10 月編寫

完成順利出版，前後歷時 2 年又 10 個月，為記載考選行政發展

軌跡及重要政策制度興革而潤澤，本部科長以上相關同仁蒐集史

料查閱檔案，不辭繁浩分章節單元執筆撰寫，於資料蒐集秉持凡

走過必留下痕跡，遍尋史料及珍貴歷史照片，結合眾力，文稿撰

寫及審查均費時費力，編輯期間不但邀請部外學歷者與會指導

外，另聘請學者委外審查時賜宏議，又多次更張目錄及章節編排

內容、反覆修訂文字，誠可謂字斟而句酌，終完稿編印出版，這

段艱辛灌溉的途程，在回顧之際，特別鮮活有力，期許透過連接

時空的迴廊，串起今昔追本溯源之脈絡，俾供各界在考選制度之

史料上能有更多元的參考和運用。

回首過往點滴，特別要感謝各項考試中擔任典（監）試工作

的典試委員長及典（監）試委員們，在歷史洪流與傳承中，對考

選試務不斷給予協助與指導，並感謝院長、副院長及各位考試委

員的引領與督促，讓考試掄才過程藉由持續淬鍊洗滌而更顯風

華。相信「今日的軌跡，即為明日的歷史」，感謝見證與經歷這

段夢想成真的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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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華民國考選部部史編撰過程

會議時間 編撰重點 進度掌控
100 年 1 月 18 日～
100 年 10 月 31 日共
召開 9次編撰會議

1.陸續討論完成編撰計畫、目
錄、撰（審）稿人及預定完
成日期。

2.統一撰寫格式體例。
3.展開撰寫工作。

1.撰稿人員於 101 年 1 月
底需完成第一次定稿。

2.初稿字數約 40 萬言。

101年1月12日第10
次編撰會議

1. 確定部史記載文字及統計
資料以100年 12月31日為
引用基準。

2. 由參研室整體檢視修正。

撰稿人員於 101 年 1 月交
付參研室初稿。

101 年 1月第 1次修正初稿。
101 年 2 月暫緩定稿
及編印

1. 董代部長保城鑒於原先所蒐集之資料仍有補充及調整
必要，暫緩定稿及編印。

2. 請各撰稿人持續蒐集資料及舊照片。
101 年 5 月委請國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薛
化元教授審視

1. 就原擬初稿以2個月時間進行內容及體例格式初步審查。
2. 薛教授提出多項審查建議，包括架構調整（含章節合併

）及細部內容之修正建議二部分。
101年8月20日第11
次編撰會議

1.邀請薛教授蒞部共同討論
撰寫細節，確定本書名稱為
「中華民國考選部部史」。

2.再次參酌薛教授審查建議
，重新調整部史架構及內容
並增加與考選任用之議題
詳細論述。

資料之蒐集引用並延後 1
年以 101 年 12 月 31 日為
最後記載日期基準。

101年8月31日第12
次編撰會議

討論整併章節架構及各章節
應含括內容，確保用語一致並
免資料重複或遺漏。

會後並立刻重新展開資料
蒐集、增補及調整撰寫工
作。

102月5月13日第13
次編撰會議

1.由董部長親自主持。
2.邀集全體撰稿人與會，齊一

撰寫要領及討論擬增減調
整之單元。

3.依業務推動情形，新增 10
餘篇考選相關單元，確定全
書包含七個章節及附錄。

1. 102 年 6月編輯小組應
完成第 2 次修正初稿
，並依限完成送至參研
室。

2. 第 2 次定稿，全書約
80 萬言。

102 年 6 月第 2 次修
正初稿

由參事、研究委員、部長室簡任秘書擔任複審，審核過程
中並撰寫審核意見，每一單元均經多次來回修正。

102 年 8月完成最終版本。
102 年 7 月上網公告，8 月進行採購招標，9 月申請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國際標

準書號。
102 年 10 月出版（附電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