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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158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壹、考選行政

105 年國家考試應考人考試期間違規情形統計分析

一、前言

辦理國家考試旨在選拔優秀公務人力進入政府機關服

務，及具有專業知能之專技人才服務社會，因此參加國家考

試所有應考人皆需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公開競爭，始能讓真

正有能力有學識的人脫穎而出，蔚為國用。為遂行前揭目的，

典試法第 21 條規定，舉行考試時，應考人有違規舞弊情事，

應依規定予以扣考、扣分或不予計分；並授權訂定試場規則、

監場規則，以作為應考人遵守及監場人員執行之依據。為了

瞭解應考人於考試期間違反試場規則之各種態樣，爰彙整 105

年應考人違規情形，以供爾後監場人員執行監場工作之參

考 。

二、考試期間應考人違規情形統計

本部 105 年舉辦 18 次國家考試（其中公務人員考試 10

次、專技人員考試 8 次）；經統計該年度報考人數合計 475,810

人（其中公務人員考試 305,498 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 170,312 人）。舉辦各項國家考試時，各考區在考試前一天

均會召開各組協調會，隨後進行檢查試場工作，並開放應考

人察看試場；考試當天上午各考區各試區均於考試前舉行監

場會議，由試區主任主持並報告相關考試應行注意事項。監

場人員在卷務組領取試題試卷等資料進入教室後，亦會於第

一節預備鈴響後，向應考人宣布重要事項，並擇要說明違反

試場規則第 4 條規定者，應予扣考；違反第 5 條至第 7 條規

定者，將視其行為及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3 分至 20 分

不等之處分，每節並提醒應考人手機必須關機且勿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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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置於抽屜；穿戴式裝置（如小米手環、運動手環、Apple

Watch、 Google Glass 等）亦不准隨身攜帶或置於抽屜，以

避免違規扣分。經統計該年度國家考試應考人違反試場規則

相關規定，予以扣分者 111 人，扣考者 10 人，合計 121 人（詳

見附表一）。

（一）扣分部分

105 年國家考試應考人違規扣分原因，皆為違反試場規則

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以考試中隨身攜帶行動電話或穿戴式

裝置為最多，有 64 人（占 52.89%，其中行動電話 58 人、穿

戴式裝置 6人），其次為每節考試開始鈴響前，即擅自在試卷

（卡）上書寫、或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後，仍繼續作答者有 24

人（占 19.83%），再其次為書籍文件置於抽屜或禁止使用電子

計算器而使用，兩者均為 7 人（各占 5.79%）。而扣除該科目

成績 5分者計 104 人，扣除該科目成績 20 分者 7人，合計 111

人。

（二）扣考部分

105年國家考試應考人違反試場規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予

以扣考，並不得繼續應考，其已考各科成績不予計分者計 10

人，其違規態樣以在入場證或文具上書寫與考試有關文字者

有 7人（占 5.79%）為最多，夾帶書籍文件者有 3人（占 2.48%）

次之。

（三）考試別統計

105 年國家考試應考人違反試場規則相關規定，以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違規人數 21 人為最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導遊

領隊人員考試 19 人次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

路人員考試 18 人居第 3 位（詳見附表二）。而一年舉辦 2 次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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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助產師、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試，因報考人數少

且採電腦化測驗，爰僅有 1人違規；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

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亦各

有 1 人違規，顯見違規人數多寡除與考試規模大小有關外，

亦會因考試性質及應考人整體素質而有不同。

三、違規態樣的分析

（一）扣考情形皆為傳統舞弊方式，並無電子舞弊發生

扣考之 10 位應考人皆以夾帶書籍文件、在入場證或文具

上書寫與考試有關文字之傳統作弊方式為之，並無電子舞弊

情形發生；此或許因為國家考試以申論試題題型居多，電子

舞弊較不容易。但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推陳出新，監場人員

更要保持高度警覺心，隨時注意應考人之作答狀態，以防止

電子舞弊。此一部分本部會視考試性質（如測驗試題較多之

專技醫事人員考試、導遊及領隊人員考試、司法官及律師考

試第一試、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特考等），

由本部洽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派臺北、臺中、高雄監

理處及電信偵查隊配備電信偵防車在臺北、臺中、高雄考區

各試區進行巡迴監測；另各項考試巡場主任均會隨身攜帶本

部提供隱形耳機偵測追蹤器，逐節進入試場掃瞄監控，以收

嚇阻之效。本部辦理國家考試，在民國 90 年至 99 年間，曾

先後查獲 12 起電子舞弊案，均依刑法第 137 條妨害考試罪移

送檢察機關辦理；其後迄今並未發生電子舞弊案件。另針對

台電公司本年 7月 16 日舉行新進僱用人員招考時，發生電子

舞弊事件，本部特別派員前往該公司瞭解全案經過始末，及

該公司採行具體防弊措施，返部後撰寫報告分送全體同仁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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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身攜帶穿戴式裝置情形逐漸增加

試場規則在 104 年 9 月 15 日修正時，第 6 條第 7款在原

行動電話外，增列「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

拍攝或記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列為考試中禁止隨身攜帶，

或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之物品。法規修正初期，本部多

以宣導方式為主。主要原因是監場人員未能充分瞭解穿戴式

裝置意涵，擔心冒然取締並扣分，倘與應考人發生爭執，恐

難以善後；部分監場人員更建議本部能比照電子計算器認定

方式，列舉各種穿戴式裝置廠牌及型號供監場人員參考。但

市面上常見之穿戴式裝置，多達數百種，加上新產品快速推

陳出新數量龐大，確實難以列舉。爰自 105 年警察人員、鐵

路人員考試開始，透過監場講習及監場會議宣布，每天每節

考試開始前都要重複提醒考生禁止配（攜）戴穿戴式裝置，

例示列舉運動手錶、運動手環、小米手環等供參考，並請應

考人自我檢查；其次考試開始鈴響前，要求監場人員教室內

巡視一遍，倘發現仍有考生配戴穿戴式裝置，立即請其自行

收起。應考人與監場人員如對是否為穿戴式裝置之看法不一，

則請巡場主任登錄手錶、手環之廠牌及型號後通知卷務組立

即上網查詢其功能，如具備資通訊傳輸、感應、拍攝或記錄

功能之器材及設備，應依規定予以扣分。此一部分違規之處

理，執行遂趨於標準化，但其件數仍有增加趨勢。

（三）應考人違規以過失較多

法律上，行為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稱為故意。行

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

，稱為過失。從105年國家考試應考人考試期間違反試場規則

相關規定之統計資料顯示，10位應考人以夾帶書籍文件、或

在入場證或文具上書寫與考試有關文字被扣考，其屬故意至

為明確。扣分部分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而使用、考試鈴響前擅自



5

在試卷書寫或結束鈴響後仍繼續作答等，故意成分亦較多。至於書

籍文件置於抽屜、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他人試卷（卡）作答、污損

試卷（卡）、試卷（卡）上書寫不應有之文字（多數是在國文科公

文寫作中書寫姓名）、考試中隨身攜帶行動電話（如中午休息時間

撥打行動電話後，忘記收在背包內而隨身攜帶）等，參酌過去之案

例，確有應考人一時緊張或慌亂，而造成扣分情形，應多屬無心之

過。但畢竟應考人之違規，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仍屬可歸責於應

考人本身者居多；與監場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並無太大之關係。

四、結語

105 年國家考試應考人考試期間違規情形統計數據，均已

納入本部後續辦理監場人員講習之教材參考，並於爾後舉行各

項考試召開監場會議時由試區主任適時採用加強宣導，告知監

場人員應本於職責，務必逐節提醒應考人注意相關規定，不得

有違規舞弊情形，或因疏失致遭扣考或扣分而影響其考試結果。

另從數據上來看，雖然105年之扣考情形並非電子舞弊案件，

但是科技快速進步，電子通訊設備普及，預防電子舞弊發生

確實應列為未來工作重點；包括不定期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派員到部講授「如何防制國家考試電子舞弊」，並以實物

展示新型各種通訊設備、針孔攝影機、耳塞式耳機接收器、

智慧型眼鏡等，以提昇同仁對電子舞弊認識與防範能力。其

次嚴格要求巡場主任每一節次皆要進入教室行列間巡察，因

為隱形耳機偵測追蹤器有效監測距離僅 1 至 2 公尺。另監場

人員在填寫違規處理表時，對配帶穿戴式裝置或有使用未經

本部核定公告電子計算器之情形，應註明機種及廠牌型號，

必要時予以拍照存證，以利證據保存，避免後續產生爭議。



105 年國家考試應考人考試期間違規情形統計表

態樣

人數

扣分
扣考

小計

扣5分至20分 扣20分

考試中隨身攜

帶行動電話或

行動電話置於

抽屜；隨身攜

帶穿戴式裝置

或置於抽屜

考試鈴響前擅

自在試卷（卡

）書寫或結束

鈴響後仍繼續

作答

書籍文件

置於抽屜

誤坐他人

座位致誤

用他人試

卷（卡）

作答

污損試卷

（卡）

試卷（卡）

上書寫不

應有之

文字

使用未經

公告核定

之電子計

算器

禁止使

用電子

計算器

而使用

夾帶書

籍文件

於入場

證或文

具上書

寫與考

試有關

之文字

違規

人數

64（穿戴式裝

置占6人）
24 7 3 2 2 2 7 3 7 121

百分比

（％）
52.89 19.83 5.79 2.48 1.65 1.65 1.65 5.79 2.48 5.79 100

備註：扣分有上下限者，均採下限扣分。

附表一



105 年國家考試應考人違規情形統計表

考試名稱

人數

態樣

初等考試

第一次醫師牙醫

師藥師考試分階

段考試、藥師、

醫事檢驗師、醫

事放射師、助產

師、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獸

醫 師 考 試

第 一 次

中 醫 師

考 試 分

階 段 考

試、營養

師、心理

師、護理

師、社會

工 作 師

考 試

導 遊 人

員、領隊

人 員 考

試

關 務 人

員、身心

障 礙 人

員、國軍

上 校 以

上 軍 官

轉 任 公

務 人 員

考 試

大 地 工

程 技 師

考 試 分

階 段 考

試、第一

次 食 品

技師、消

防 設 備

人員、專

責 報 關

人 員 等

考 試

警 察 人

員、鐵路

人 員 考

試

高 考 三

級 暨 普

通 考 試

第 二 次

中 醫 師

考 試 分

階 段 考

試、營養

師、心理

師、護理

師、社會

工 作 師

等 考 試

司 法 官

、律師第

一 試 考

試

司 法 人

員、調查

人員、情

報 人 員

、海巡人

員、移民

行 政 人

員 考 試

會計師

、不動產

估價師

、專利師

、民間之

公證人

考 試

高考一

級暨二

級考試

律 師 第

二 試 考

試

警察、郵

政人員

升官等

考 試

建築師

、技師、

第二次

食品技

師、不動

產經紀

人、記帳

士考試

地 方 政

府 公 務

人 員 考

試

合計

考試中隨身攜帶行動

電話或行動電話置於

抽屜；隨身攜帶穿戴

式裝置或置於抽屜

3 0 2 13 2 2

15（穿戴

式裝置1

人）

8（穿戴

式裝置1

人）

1 1 3

1（穿戴

式裝置1

人）

1 2 1

4（穿戴

式裝置1

人）

5（穿戴

式裝置2

人）

64（穿

戴式

裝置6

人）

考試鈴響前擅自在試

卷（卡）書寫或結束

鈴響後仍繼續作答

0 0 1 4 0 0 2 5 4 0 3 0 0 0 3 2 0 24

書籍文件置於抽屜 0 0 0 0 1 0 0 3 2 0 0 0 0 0 0 0 1 7

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

他人試卷（卡）作答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3

污損試卷（卡）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試卷（卡）上書寫不

應有之文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2

使用未經公告核定之

電子計算器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而使用
1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1 1 1 7

夾帶書籍文件 0 1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於入場證或文具上書

寫與考試有關之文字
2 0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7

合 計 7 1 4 19 4 4 18 21 7 1 7 1 1 2 5 10 9 121

附表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