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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12屆第65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4 年 12 月 10 日

壹、考選行政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資料
統計分析

一、前言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於

104 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在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

雄、花蓮及臺東 8 考區舉行。其中一般警察人員特考分二試舉
行，第一試筆試、第二試體能測驗；警察人員特考僅採行筆試。

各項試務工作在張典試委員長素瓊主持，江監試委員綺雯督導

及相關典試人員努力下，順利圓滿完成，於 104 年 8 月 26 日進
行第一試榜示，同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在臺北考區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公館校區分項目梯次舉行第二試體能測驗，並於同年 10

月 28 日完成第二試榜示。

二、考試辦理情形

本 2 項考試合計應考人數 20,585 人、到考人數 16,733 人、

錄取人數 5,315 人，平均錄取率 31.76%(詳如表 1)，分述如下：
（一）警察人員特考

應考 6,073 人、到考 5,190 人、錄取 2,374 人，錄取率

45.74%。
（二）一般警察人員特考

應考 14,512 人、到考 11,543 人，經本項考試典試委

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依需用名額加 5 成錄取 4,177 人參
加第二試，其中 3 人因懷孕保留第一試錄取資格，繳交合

格體格檢查表者計 3,729 人，准予參加第二試體能測驗。

第二試體能測驗到考 3,616 人、及格 3,343 人，依總成績
擇優錄取 2,941 人，以第一試到考人數計算，錄取率

25.48%。本次考試計有三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等 3 類別不

足額 224 人。
表 1 104 年警察人員特考及一般警察人員特考各等別需用、應考、到考及錄取人數統計表

考試別 等別 需用名額 應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到考率(%) 錄取率(%)

警察人員

特考

三等 398 3,953 3,114 398 78.78 12.78

四等 1,974 2,120 2,076 1,976 97.92 95.18

小計 2,374 6,073 5,190 2,374 85.46 45.74



2

考試別 等別 需用名額 應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到考率(%) 錄取率(%)

一般警察

人員特考

二等 5 49 25 5 51.02 20.00

三等 70 1,119 643 58 57.46 9.02

四等 3,065 13,344 10,875 2,878 81.50 26.46

小計 3,140 14,512 11,543 2,941 79.54 25.48

合計 5,514 20,585 16,733 5,315 81.29 31.76

表1-1 104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不足額類別需用、應考、到考及錄取人數統計表

等別 類別組
需用
名額

應考
人數

到考
人數

錄取
人數

到考率
(%)

錄取率
(%)

不足額
人數

三等 消防警察人員 12 31 9 0 29.03 0.00 12

四等
消防警察人員 700 2,699 2,204 495 81.66 22.46 205

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 35 66 53 28 80.30 52.83 7

小計 747 2,796 2,266 523 224

表1-2 100年至103年警察人員特考及一般警察人員特考各等別需用、應考、到考及錄取人數統計表

年度 考試別 等別 需用名額 應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到考率(%) 錄取率(%)

100

警察人員

特考

三等 390 4,872 3,887 390 79.78 10.03

四等 1,104 1,469 1,440 1,111 98.03 77.15

小計 1,494 6,341 5,327 1,501 84.01 28.18

一般警察

人員特考

二等 6 102 55 3 53.92 5.45

三等 56 805 421 37 52.30 8.79

四等 336 12,866 9,635 264 74.89 2.74

小計 398 13,773 10,111 304 73.41 3.01

合計 1,892 20,114 15,438 1,805 76.75 11.69

101

警察人員

特考

三等 413 4,826 3,725 413 77.19 11.09

四等 1,098 1,205 1,171 1,093 97.18 93.34

小計 1,511 6,031 4,896 1,506 81.18 30.76

一般警察

人員特考

二等 5 133 71 5 53.38 7.04

三等 56 1,217 634 35 52.10 5.52

四等 748 13,051 9,635 642 73.83 6.66

小計 809 14,401 10,340 682 71.80 6.60

合計 2,320 20,432 15,236 2,188 74.57 14.36

102

警察人員

特考

三等 437 4,588 3,523 437 76.79 12.40

四等 1,564 1,580 1,551 1,529 98.16 98.58

小計 2,001 6,168 5,074 1,966 82.26 38.75

一般警察

人員特考

二等 3 124 69 3 55.65 4.35

三等 67 1,116 609 44 54.57 7.22

四等 1,300 12,475 9,594 1,082 76.91 11.28

小計 1,370 13,715 10,272 1,129 74.90 10.99

合計 3,371 19,883 15,346 3,075 77.1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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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考試別 等別 需用名額 應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到考率(%) 錄取率(%)

103

警察人員

特考

三等 442 4,011 3,140 443 78.28 14.11

四等 2,118 2,187 2,147 2,114 98.17 98.46

小計 2,560 6,198 5,287 2,557 85.30 48.36

一般警察

人員特考

二等 4 68 38 2 55.88 5.26

三等 79 1,032 528 65 51.16 12.31

四等 1,650 11,869 9,414 1,656 79.32 17.59

小計 1,733 12,969 9,980 1,723 76.95 17.26

合計 4,293 19,167 15,267 4,280 79.65 28.03

三、錄取人員相關統計分析

（一）性別分析(詳如表 2)
1.警察人員特考：

錄取 2,374 人中，男性 2,075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48.04%，女性 299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34.33%。
2.一般警察人員特考：

錄取 2,941 人中，男性 2,018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24.14%，女性 923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28.99%。
表 2 104 年警察人員特考及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性別統計表

考試別 應考人數
男性應考人數(%)

全程到
考人數

男性全程到考
人數(%)

錄取人數

男性錄取人數
(%)

女性應考人數(%)
女性全程到考

人數(%)
女性錄取人數

(%)

警察人員特考 6,073

5,039
(82.97%)

5,190

4,319
(85.71%)

2,374

2,075
(48.04%)

1,034
(17.03%)

871
(84.24%)

299
(34.33%)

一般警察人員

特考
14,512

10,507
(72.40%)

11,543

8,359
(79.56%)

2,941

2,018
(24.14%)

4,005
(27.60%)

3,184
(79.50%)

923
(28.99%)

小計 20,585

15,546
(75.52%)

16,733

12,678
(81.55%)

5,315

4,093
(32.28%)

5,039
(24.48%)

4,055
(80.47%)

1,222
(30.14%)

註 1:100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1,501 人，其中男性 1,318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29.91%，
女性 183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19.87%。
101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1,506 人，其中男性 1,321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32.58%，
女性 185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22.00%。
102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1,966 人，其中男性 1,702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40.31%，
女性 264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30.99%。
103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2,557 人，其中男性 2,244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51.01%，
女性 313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34.97%。

註 2：100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304 人，其中男性 169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2.38%，女
性 135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4.48%。
101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682 人，其中男性 410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5.81%，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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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72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8.29%。
102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1,129 人，其中男性 657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9.39%，
女性 472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14.41%。
103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 1,723 人，其中男性 1,183 人，占男性到考人數 16.78%，
女性 540 人，占女性到考人數 18.44%。

（二）年齡分析(詳如表 3)

1.警察人員特考：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三等、四等考試均為 37 歲，錄取

人員平均年齡 21.18 歲，以 18-20 歲 1,444 人(60.83%)最

多。年齡最長者為 37 歲，年齡最小者為 20 歲，均錄取四
等考試行政警察人員類別。

2.一般警察人員特考：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二等考試為 42 歲，三等、四等考
試均為37歲，錄取人員平均年齡26.47歲，以21-25歲1,297

人(44.10%)最多。年齡最長者為 42 歲，錄取二等考試刑事

警察人員數位鑑識組；年齡最小者為 18 歲，錄取四等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類別。

表 3 104 年警察人員特考及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年齡統計表
年齡

考試別
平均
年齡

18~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警察人員 21.18
1,444

(60.83%)
724

(30.50%)
129

(5.43%)
72

(3.03%)
5

(0.21%)

一般警察人員 26.47
87

(2.96%)
1,297

(44.10%)
1,036

(35.23%)
483

(16.42%)
37

(1.26%)
1

(0.03%)

小計 24.11
1,531

(28.81%)
2,021

(38.02%)
1,165

(21.92%)
555

(10.44%)
42

(0.79%)
1

(0.02%)

註 1:100 年至 103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 22.14 歲、22.51 歲、22.29 歲、

23.28 歲。

註 2:100 年至 103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 27.24 歲、27.21 歲、27.02

歲、28.03 歲。

（三）教育程度分析(詳如表 4)
1.警察人員特考：

三等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以學士學歷比率最高，占

77.89%；四等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以副學士學歷比率最
高，占 93.78%。

2.一般警察人員特考：

二等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均為碩士；三等考試錄取人
員教育程度以學士學歷比率最高，占 84.48%；四等考試錄取

人員教育程度以學士學歷比率最高，占 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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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4 年警察人員特考及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

考試別 等別
博士人數
(比率%)

碩士人數
(比率%)

學士人數
(比率%)

副學士人數
(比率%)

高中(職)以下人數
(比率%)

警察人員
特考

三等
0

(0.00)
26

(6.53)
310

(77.89)
61

(15.33)
1

(0.25)

四等
0

(0.00)
1

(0.05)
87

(4.40)
1,853

(93.78)
35

(1.77)

小計
0

(0.00)
27

(1.14)
397

(16.72)
1,914

(80.62)
36

(1.52)

一般警察
人員特考

二等
0

(0.00)
5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三等
1

(1.72)
8

(13.79)
49

(84.48)
0

(0.00)
0

(0.00)

四等
0

(0.00)
149

(5.18)
2,136

(74.22)
142

(4.93)
451

(15.67)

小計
1

(0.03)
162

(5.51)
2,185

(74.29)
142

(4.83)
451

(15.33)

合計
1

(0.02)
189

(3.56)
2,582

(48.58)
2,056

(38.68)
487

(9.16)
註 1:100 年至 103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均以具副學士學歷者最多，學士學歷者次之。

註 2:100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以具學士學歷者最多，碩士及高中職以下學歷者

次之。101 年至 103 年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均以學士學歷者最多，高中職以

下學歷者次之。

3.警察人員特考畢業學校分析：

三等考試錄取 398 人，以中央警察大學 276 人最多

(69.35%)；四等考試錄取 1,976 人，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
業 1,954 人(98.89%)最多；又依歷年統計資料顯示，100 年至

104 年警察人員特考三等考試錄取人員，中央警察大學畢業者

平均錄取比率為 72.95%，警專結業者(包括一般大學、高中畢
業經警察特考及格)平均錄取比率為 16.10%，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畢業平均錄取比率為 10.96%。四等考試錄取人員，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畢業者占絕大多數，103 年至 104 年均維持在 98%
以上，詳如表 5。

表 5 100 年至 104 年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畢業學校統計表

年度 等別 錄取人數
中央警察大學畢業人數

(比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

警專結業人數
(比率%)

警專畢業人數
(比率%)

100

三等 390
310

(79.49)
51

(13.08)
29

(7.44)

四等 1,111
2

(0.18)
8

(0.72)
1,101

(99.10)

小計 1,501
312

(20.79)
59

(3.93)
1,130

(75.28)

101

三等 413
317

(76.76)
63

(15.25)
33

(7.99)

四等 1,093
9

(0.82)
24

(2.20)
1,060

(96.98)

小計 1,506
326

(21.65)
87

(5.78)
1,093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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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等別 錄取人數
中央警察大學畢業人數

(比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

警專結業人數
(比率%)

警專畢業人數
(比率%)

102

三等 437
302

(69.11)
87

(19.91)
48

(10.98)

四等 1,529
12

(0.78)
25

(1.64)
1,492

(97.58)

小計 1,966
314

(15.97)
112

(5.70)
1,540

(78.33)

103

三等 443
313

(70.65)
76

(17.16)
54

(12.19)

四等 2,114
14

(0.66)
23

(1.09)
2,077

(98.25)

小計 2,557
327

(12.79)
99

(3.87)
2,131

(83.34)

104

三等 398
276

(69.35)
58

(14.57)
64

(16.08)

四等 1,976
8

(0.40)
14

(0.71)
1,954

(98.89)

小計 2,374
284

(11.96)
72

(3.03)
2,018

(85.00)

三等小計 2,081
1,518

(72.95)
335

(16.10)
228

(10.96)

四等小計 7,823
45

(0.58)
94

(1.20)
7,684

(98.22)

合計 9,904
1,563

(15.78)
429

(4.33)
7,912

(79.89)

註 1：具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歷者，須經普通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

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格滿三年，始得報考警察人員特考三等考試。 

註 2：警專結業係指一般大學、高中畢業，經警察特考及格者。

四、未來努力方向

警察人員考試自 100 年採雙軌分流制度取才以來，外界屢

有意見，本部已參酌各界意見，擬具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分流制度

檢討報告，在雙軌架構下提出改進建議，現正提報鈞院審議中，

俟鈞院審查通過後，即配合修正考試規則相關規定。謹再就本年

本 2 項考試辦理之情形，提出 2項改進方向：

(一)檢討錄取不足額問題

本次一般警察人員特考三等、四等消防警察人員類別及四

等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不足額計 224 人，主要係因第一試即錄

取不足額或加成人數錄取不足所致。究其原因，三等消防警察

人員考試主要係應考、到考人數較少，四等消防警察人員考試

雖吸引較多人報考，惟其中絕大多數並非本科系畢業；四等水

上警察人員輪機組考試因應考人須具相當之航海人員證照始

得報考，致應考人數較少。另應試科目及試題難易亦為可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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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改善錄取不足額問題，本部未來將邀請用人機關，就本

項考試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妥適性等方向進行研議。

(二)體能測驗施測項目與及格標準檢討調整

本次考試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體能測驗，仍有部分應考人對

於男女性測驗項目與及格標準不同提出異議，為符合用人機關

實務需要，並提升體能測驗之鑑別度，內政部警政署建議將目

前一般警察人員特考跑走項目男性 1,600 公尺、女性 800 公尺

（男性 494 秒以內、女性 280 秒以內），參考多數先進國家採

男女體能測驗項目、及格標準相同之方式，修正為男女性均採

一致之 1,200 公尺跑走（350 秒以內）。另擬以負重跑走項目，

取代立定跳遠，以測量應考人肌力與肌耐力。本部將俟鈞院確

立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制改革方向後，一併檢討各項體能測驗施

測項目與及格標準之合宜性。

五、結語

本2項考試在張典試委員長素瓊領導及江監試委員綺雯監

試，以及相關典試人員努力下順利完成。本部當秉持公平公正原

則持續精進，使未來國家考試之舉辦更具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