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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80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5 年 3 月 31 日

壹、考選行政

各項國家考試科目分組合理性之檢討

一、前言

本部每年舉辦多項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各種考試類科依其專業及核心職能訂定考試科目，

致本部辦理之考試種類、科別、科目繁多，每年有超過 2 千

餘科考試科目需辦理臨時命題，配合投入之典試人力超過 3

千人。鑑於典試工作具高度專業且攸關考試之公正、公平及

公信力，是以各項國家考試依據典試法之規定，依考試類科

或考試科目性質分組遴聘典試委員，每組並置召集人 1人，

由本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推請典試委員兼任之，以利典試工作

之進行。由於目前尚有部分考試科目分組含括領域較廣之情

形，恐影響召集人或典試委員協助決定試題之品質，本部爰

就各項國家考試科目分組之合理性進行檢討，以求精進。

二、科目分組與入闈決定試題之法制規定與實務作業

按典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典試委員得依考試類科

或考試科目性質分為若干組，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考選部

商同典試委員長推請典試委員兼任之」，同法第 12 條復規

定：「（第 1 項）典試委員長綜理典試事宜，其職責如下：……

三、決定各科試題。……。五、抽閱試卷。……（第 2 項）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項，得商同各組召集人或典試委員為之；

第五款所定事項，得商請各組召集人或典試委員為之。」另

國家考試闈場安全及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典試委

員長得邀請各組召集人及典試委員進入闈場協助入闈決定

試題。」

依前揭規定，科目分組屬典試事項，各項考試科目分組

之規劃係由考試承辦單位初擬科目分組表草案併同各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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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名單草案，經本部完成行政作業程序再送典試委員長核

閱後，提請該考試典試委員會決議行之。科目分組每組置召

集人 1 人，協助典試委員長入闈決定各科試題、閱卷期間抽

閱試卷等工作，每組並按類科及科目專業性另遴聘 2 至 3 位

典試委員，必要時分組召集人得商同該組典試委員入闈協助

決定試題。

三、 104 年各項考試科目分組及典試委員遴聘情形概述

104年本部舉辦之各項考試科目分組因類科、科目多寡

而異，少則4組（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多則38組（公務人員

高普考試），謹就科目分組及各組典試委員遴聘情形及考量

因素，分述如下：

（一）科目分組原則

１、依考試類科分組

專技人員考試大多係依照考試類科分組，每組考試科

目數約6至8科（詳如附表一）。

２、依科目性質分組

公務人員初任考試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每次考

試之類科及科目均不相同；公務、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及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則視應考人報名情形，決定該次

考試類科及科目。為利試務作業，考試承辦單位依考試規

模及當年度列考科目數，將科目性質相近之考試科目列為

一組，各組科目數略有：（1）考試科目數為40科以下之考

試，每組平均約2至7科目；（2）考試科目數為100至300科

之考試，每組平均約8至13科目；（3）考試科目數為400科

以上之考試，每組平均約15至17科目（詳如附表二）。另部

分專技人員考試，如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律師考試與建

築師、技師考試，其科目分組方式與公務人員考試相同，

將學科性質相近之考試科目列為一組。

３、單科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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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考試之國文科目，因與其他考試科目性質差

異甚大，如地政士考試、律師考試、不動產經紀人及記帳

士考試之「國文（作文與測驗）」科目均單科設組。另五等

身障特考之「電腦文書處理」科目因採實地測驗，亦採單

科設組。

（二）各組典試委員遴聘情形（詳如附表三）

１、依各組含括領域或類科，每組遴聘2至4位典試委員

專技人員考試多依考試類科分組，公務人員考試因類

科數較多，每組平均含括1至3個領域（或類科），除召集人

外，另遴聘2至3位典試委員，例如：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機

械組」包括機械工程、農業機械、汽車工程、輪機技術等4

類科考試科目，有4位典試委員（其中1人為召集人），協助

典試委員長入闈決定試題。

２、依申論式臨時命題科目數遴聘典試委員

專技人員律師考試以及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

師考試，為使典試委員會成員達一定規模，並協助題庫抽、

審題作業與後續試題疑義處理等，各科考試科目凡採申論

式臨時命題之科目，均由典試委員擔任命題閱卷工作，爰

前揭考試各組典試委員人數較多。例如：律師考試商事法

組有8位典試委員、會計師考試會計組有7位典試委員、專

利師考試專利組有14位典試委員。

３、依考試類科別或特殊性質考科各遴聘2位典試委員

技師考試將性質相近之類科合併為一組，每一類科各

遴聘2位典試委員，例如：104年建築師、技師考試將土木

工程、大地工程、結構工程、測量技師等4個性質較相近之

類科合併為「土木、結構、大地及測量組」，每一類科分別

遴聘2位典試委員，該組共有8位典試委員。建築師考試採

平行兩閱之繪圖科目（建築計畫與設計、敷地計畫與都市

設計），每科均分別遴聘2位典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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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導遊、領隊人員考試依語文別遴聘典試委員

導遊、領隊人員考試採測驗式試題，外語導遊人員考

試並設有第二試口試，該考試外國語分英語、日語、法語、

德語、西班牙語、韓語、泰語、阿拉伯語、俄語、義大利

語、越南語、印尼語、馬來語等13種語文別，依不同語文

別，遴聘13位典試委員，並均入闈協助召集人決定試題。

５、依召集人意見，增設典試委員

分組召集人考量該組別各考試科目專業領域差異較

大，或因應實際需要，除考試承辦單位原遴聘典試委員人

數外，再增設典試委員協助入闈決定試題。

四、各項國家考試科目分組合理性之檢討研議情形

104 年本部舉辦之各種考試科目分組均遵循典試法明定

之原則—依「考試類科」或「考試科目性質」分組，科目分

組情形尚屬妥適合理，僅部分類科性質殊異之考試，為衡平

考量各組之科目數，致有少數組別含括領域範圍較大，例

如：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之「文史組」包含國文、英文、文

化行政、歷史等科目，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語文組」包括國

文、英文及日文等其他外國語文科目，惟前揭跨領域幅度較

大之組別，相對已配合增設不同專長之典試委員，協助召集

人處理相關典試事宜。

為求精進，本部於 105 年 2 月 17 日針對本案召開研商

會議，邀集本部相關單位代表，逐一檢視 104 年各項考試之

科目分組是否妥適合理，茲將會議決議臚陳如次：

（一） 基於各項考試之差異性，科目分組表之設置難以訂定

一致原則或標準。惟考試承辦司考量各組典試委員後

續需入闈協助決定試題等因素，宜審慎研擬科目分組

表草案，並建請召集人儘量遴選具有多項專長領域之

人選擔任典試委員，於入闈決定試題分配時，衡酌考

試科目之專業領域、題型（混合題、測驗題或申論題）

與科目數，妥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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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逐一檢視 104 年各項國家考試科目分組情形，發現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公務（關

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與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等 4

項考試之「語文組」、「文史組」含括國文、英文或其

他外國語文，科目性質差異較大，宜參酌其他考試科

目分組方式，分設不同組別。

（三） 試題命擬係由典試委員或命題委員基於法律之授

權，根據個人學識素養與經驗所為，具有高度之專業

性與屬人性，基於對命題委員之尊重，維護闈場之機

密性，以及嚴密控管接觸試題之人數與闈內工作時程

之緊迫，協助決定試題委員人數不宜過多，惟導遊、

領隊人員考試因分設之外國語文別較多，且題型為測

驗題，因應實際作業需要，得依不同語文別，增加入

闈決定試題委員人數。

（四） 考試辦理期間，如典試委員長、召集人及典試委員就

科目分組及入闈決定試題等典試事項提出相關意

見，考試承辦單位應適時研議檢討改進。

五、結語

各項考試科目分組涉及分組召集人入闈決定試題、閱卷

期間抽閱試卷及考試結束後主持試題疑義會議等相關典試

工作，實應斟酌各項因素審慎研訂，期能兼顧典試工作之專

業性與符應實際試務作業之需求，本部已針對 104 年各項國

家考試科目分組情形審慎檢視，並獲致具體改進決議，後續

各考試承辦單位將依據本決議研擬科目分組表，詳慎辦理入

闈決定試題分配幕僚作業，以期進入闈場協助典試委員長決

定試題之分組召集人及典試委員對提升試題品質能發揮最

大的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