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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屆第 72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11年 1月 27日 

考選行政 

推動國家考試數位化轉型發展 

壹、 前言 

國家考試肩負為國掄才及衡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

格之重任，面對後疫情動盪多變及數位公共服務新時代的來臨，

為符應資訊化、數位化時代用人需求，本部成立國家考試數位轉

型推動小組，以「國家考試電腦化、資料開放加速化」為願景，

規劃 10 年為期數位轉型計畫，經召開專家學者審查會議、本

(111)年 1 月擴大部務會議達成內部共識後，提報國家考試數位

轉型發展及推動計畫草案，俾聽取考試委員意見。 

貳、現況分析 

國家考試試務 e化作業為本部資訊業務核心，各項考試試務

作業概略區分為籌備、報名、彌封、考試、試卷評閱、成績核算、

放榜及完竣應用等階段，針對試務各階段工作，進行 e化流程再

造，運用 IT技術提供試務作業全程資訊化(圖 1、圖 2)，並運用

國際資安規範審視開發、操作、維運過程，以提升整體試務運作

綜效及確保資安防護能力，關鍵系統如下： 

一、 網路報名服務：旨在提供應考人更快速及便捷之數位化服

務，並藉由多元管道掌握最新相關訊息，為本部與報考者

之間經常對話窗口，各項線上申辦之處理結果、准駁情形

均在網路報名系統上完成。 

二、 國家考試 APP多元行動化服務：本部全球資訊網行動化服

務於 107年 7月上線，接續於 10月下旬啟用國家考試 APP

行動化服務，其結合全球資訊網站並同時連動網路報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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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會員資料，以期應考人第一時間即時得知國考最新

消息及個人報考專屬資訊。 

三、 題庫整合資訊系統：為推動題庫數位化，自 99 年 2 月正

式上線，包含管理、主題庫、命題、審題、建檔、組卷及

相似題比對 7大子系統，可廣納整合不同型態、不同來源

之試題，並減輕傳統郵寄負擔與郵件遺失風險。 

四、 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測驗式試題）：本部自 93 年優先推

動測驗式試題電腦化測驗，每年提供醫師、牙醫師、藥師、

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呼

吸治療師、獸醫師、助產師等計 10類科逾 22,000名應考

人即測即評服務。 

五、 試卷評閱作業：國家考試以筆試為主要測驗方式，其題型

可區分為申論題與測驗題 2大類，並依題型不同，分為申

論紙本評閱、申論線上評閱、測驗試卡評閱 3種評閱模式。 

六、 試務作業數位化：近年主要完成應考人主動式 e化服務、

典試人力遴聘精進、政府機關外部資源運用、考試錄取不

足額改善、數位化作業場所布建等項工作，以提升試務作

業綜效。 

七、 國家考試 AI應用方案：本部善用大專校院在 AI領域之研

究創意與整合能量，適時採委託研究案方式尋求學界技術

合作，以探究 AI運用於國家考試之最適方案。 

八、 國家考試資通訊安全防護機制：本部業務涉及全國性民眾

服務，除達成保護高度機敏性試務資產機密性、完整性及

可用性之資訊安全要求，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及管理程

序，辦理個資講習、盤點、風險評鑑及稽核，以提升國家

考試整體資安防護及個資管理與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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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家考試紙筆測驗資訊化流程 

 

 

 

 

 

 

 

 

 

 

 

 

圖 2 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資訊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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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環境分析 

本部自 90 年起即致力於國家考試典試及試務 e 化工作，茲

就推動過程所面臨組織、環境、流程等問題，分析可能面對的內

部優勢、劣勢及外部機會、威脅構面，藉以研擬極大化 SO 使用

優勢並利用機會、極小化 WT減少劣勢並避免威脅之發展策略(表

1)。 

表 1 SWOT分析策略配對表 
       

      
 

 
 
 

外部環境 

內部組織 

優勢(S) 
1. 高階長官支持 
2. 考選業務流程嫻熟 
3. 人力資源具高度機動力 
4. 試務作業具備高度數位化

基礎 
5. 憲法保障考試制度獨立運

作，極具公信力 

劣勢(W) 
1. 系統開發及建置所需電腦

軟硬體經費龐大 
2. 須大幅增編公務預算 
3. 資訊人力編制不足 
4. 試題研發人力有限 
5. 專屬國考試場及試務作業

人力有限 

 

機會(O) 
1. 民眾對於資訊化

服務接受度高 
2. 數位科技及行動

化需求提升 
3. 簡政便民資訊作

業趨向 
4. 節能減碳數位化

趨勢 
5. 跨部會數位整合

及協同利基 

 推動全面無紙化報名，深化
網路報名行動化及數位化
便民服務。 

 因應後疫情時代，發展遠距
e化作業，減少人員接觸。 

 提供線上作答環境，減省紙
張列印與保管，並結合線上
閱卷、閱覽試卷等作業，簡
化業務流程。 

 與考試院及行政院(部會)
合作，確保試務資料正確
性，提高資訊整合效益。 

 運用新式科技結合行動化
裝置，辦理考試卷務處理、
委員遴聘試務工作。 

 向行政院等機關爭取公務
執行預算，以因應數位需求
激增。 

 與教育部合作，提供學校互
惠獎勵，邀請大專校院參與
國家考試電腦試場認證，以
擴充應試座位，進而擴展測
驗題電腦化測驗類科。 

 增加題庫建置經費及人
力，以滿足題庫供題及試題
研發需求。 

威脅(T) 
1. 存在城鄉數位落

差 
2. 各式資通訊安全

議題 
3. 考試過程嚴重偶

發事件影響幅度 
4. 與借用學校試區

間並無管轄關係 
5. 典試人力對資訊

接受配合度 

 申論題線上作答類科之選
定，考量應考人數位能力不
一，須滾動式檢討並以專技
高考類科為優先。 

 為確保各項試務作業安全
性，因應數位化發展，須持
續評估、引進新式資安防禦
機制，擴展資安防護廣度與
縱深。 

 為降低資訊服務失效率，各
項資訊運行環境建置高可
用性、資料備援等機制。 

 為降低資安風險，須提升人
員資安意識及能力，並聘任
資安專職人員，以因應各項
資安威脅。 

 導入 AI 人工智慧，可作為
國考命題、閱卷及試題品質
之輔助。 

 培訓電腦化測驗在地化試
務人力，減少本部部派人
數，提高學校試區借用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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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略與行動方案 

依據 SWOT 策略分析本部數位轉型之發展及推動方向，結合

我國「數位國家、智慧島嶼」之整體方針、考試院第 13 屆施政

綱領的理念意涵、考試院數位轉型委員會以落實數位治理、朝向

服務型數位政府之目標，提出「運用數位化科技、深化國家考試

試務資訊化」、「推動申論式試題線上作答、擴大電腦化測驗」、「善

用外部資源、建立跨部(域)合作」、「充實數位轉型資源、增補專

業發展能力」及「提升資安防護機制、落實資安法遵事項」5項

策略，並依據策略方向規劃推動合計 14 項行動方案，採審慎逐

步推動、周全所有利害關係人關注要項等原則，共同戮力於公

平、安全、穩健及前瞻之國家考試數位轉型(策略與目標對應情

形如表 2，相關行動方案體系表如表 3)。 

表 2 各項策略與目標對應表 

 

 

 

策略 

目標 
SWOT
分析
規劃
方向 

1.國家
考試試
務全面 e

化 

2.擴大
辦理電
腦作答
考試 

3.強化
國考資
料開放
範圍 

4.增加
數位轉
型協作
能力 

5.提升
國考資
安運作
環境 

1  運用數位化科 
技、深化國家
考試試務資訊
化 

◎ ○ ○ ○ ◎ ◎ 

2  推動申論式試
題線上作答、
擴大電腦化測
驗 

○ ◎   ◎ ◎ 

3  善 用 外 部 資
源、建立跨部
(域)合作 

○ ○ ◎ ○ ○ ◎ 

4  充實數位轉型
資源、增補專
業發展能力 

○ ○  ◎ ○ ◎ 

5  提升資安防護
機制、落實資
安法遵事項 

○ ○ ○ ○ ◎ ◎ 

註：  空白–低度關連 ○–中度關連 ◎–高度關連 



6 
 

表 3 行動方案體系表 

  

依
據 

數位國家、智慧島嶼 

考試院第 13屆施政綱領(善用數位化科技，持續深化國家考試試務資訊化，推

動申論式試題線上作答，擴大電腦化測驗，以符應數位化趨勢) 

考試院數位轉型委員會(以落實數位治理，朝向服務型數位政府目標發展) 

願
景 

國家考試電腦化、資料開放加速化 

目

標 

1、 國家考試試務全面 e化 

2、 擴大辦理電腦作答考試 

3、 強化國考資料開放範圍 

4、 增加數位轉型協作能力 

5、 提升國考資安運作環境 

策
略 

1 

運用數位化

科技、深化

國家考試試

務資訊化 

2 

推動申論式

試題線上作

答、擴大電

腦化測驗 

3 

善用外部資

源、建立跨

部(域)合作 

4 

充實數位轉

型資源、增

補專業發展

能力 

5 

提升資安防

護機制、落

實資安法遵

事項 

行

動

方
案 

1.1 全面數位
化線上申
辦 

1.2 創新試務
數位化服
務 

1.3 研議遠端
線上臨命
試題 

1.4 建置遠距
作業環境 

2.1 發展申論
式試題線
上作答 

2.2 增加電腦
化測驗考
試類科 

2.3 擴充電腦
試場規模 

3.1 精進跨機
關資料整
合運用 

3.2 研議 AI
人工智慧
技術應用 

4.1 充實數位
設備及經
費資源 

4.2 增補專業
核心發展
人力 

4.3 培訓數位
科技應用
能力 

5.1 落實辦理
資安法遵
事項 

5.2 強化個資
保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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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策略 1、運用數位化科技、深化國家考試試務資訊化 

(一) 全面數位化線上申辦 

1. 推動網路報名電子文件處理平臺，導入電子文件加密

技術，落實數位稽核紀錄機制。 

2. 整合網路報名資訊系統互動式網頁及國家考試 APP，

提供數位化及行動化便民服務。 

(二) 創新試務數位化服務 

1. 推動考試期間卷務處理 e 化：提供考試期間卷務組試

區查詢、到缺考統計、違規通報等作業行動化處理。 

2. 採行平板化或系統化遴聘典試委員：提供各考試典試

委員長及各組召集人，進行委員遴聘名單圈選、遴選

資料查詢及文件簽署等作業流程數位化。 

(三) 研議遠端線上臨命試題 

1. 開發線上臨時命題系統，如線上命擬試題、相似題比

對及整合題務組作業等功能。 

2. 建置安全可靠之試題存放安控環境。 

(四) 建置遠距作業環境 

1. 發展視訊化口試環境：規劃個別、集體及團體口試採

視訊方式進行所需之軟硬體相關作業環境。 

2. 規劃遠距線上閱卷：提供閱卷委員可遠距進行公評、

試評、閱卷評分及召集人抽閱等線上評閱作業。 

二、 策略 2、推動申論式試題線上作答、擴大電腦化測驗 

(一) 發展申論式試題線上作答 

1. 第一階段：推動純文字電腦作答模式，111 年 7 月起

推動辦理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 2 類科，112 年辦

理中醫師類科。 

2. 第二階段：滾動式納入合宜類科採純文字作答，並擴

大推動非純文字作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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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電腦化測驗考試類科 

1. 短期：就應考人數適中、考區座位合宜醫事人員類科，

視電子試題建置進度及配套措施完備性，逐步納入擴

大辦理範圍。 

2. 長期：就應考人數眾多類科(如護理師等)，持續擴增

應試座位容量，並協助評估分梯次考試可行性。 

(三) 擴充電腦試場規模 

1. 賡續推動電腦試場認證：擇優建立認證備用名單，依

據實際考區應試座位數需求，適時建置為認證合格試

區。 

2. 研議電腦試場行動化轉型架構：運用現行考試系統，

於普通教室設置筆記型電腦，透過無線網路進行安全

連線考試，並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花東及離

島考區辦理概念驗證。 

3. 建置電腦試場行動化轉型：建置筆記型電腦行動化裝

置及安全性無線網路應試架構，擴充足量應試座位容

量。 

三、 策略 3、善用外部資源、建立跨部(域)合作 

(一) 精進跨機關資料整合運用 

1. 精進與考試院各部會之資料整合作業，如公務人力資

料整合、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 

2. 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同合作，推動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 e化通知作業。 

3. 與教育部成立工作小組，推動跨部互惠合作。 

(二) 研議 AI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1. 運用產學界創新研發能量，尋求合作契機。 

2. 探究 AI 人工智慧應用於國家考試之可行性及適用範

圍，如強化試題品質、輔助閱卷、試題適用性篩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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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電腦化測驗多元情境試題輔助建置、申論式試

題自動評分機制等。 

四、 策略 4、充實數位轉型資源、增補專業發展能力 

(一) 充實數位設備及經費資源 

1. 建置國家考場中央監控中心：增設全國試區監控範

圍，建立考試資訊整合儀表板，作為電腦化測驗試務

及多功能作業場所。 

2. 增購資訊硬體設備：爭取公務預算經費，充實相關數

位科技等硬體設備，發展數位服務平臺。 

3. 增加題庫建置經費：擴大題庫建置科目數，定期更新

及增補現有題庫科目數，部署題庫系統軟硬體設備。 

(二) 增補專業核心發展人力 

1. 健全資訊技術人力：擴充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修改組

織法增設高級分析師職缺，暢通資訊處理職系科長升

遷管道。 

2. 擴編題庫人力：增加試題研究發展所需核心人力，減

輕題庫建置人力負擔，優化題庫試題品質。 

(三) 培訓數位科技應用能力 

1. 培訓數位運用能力：訓練組織內部員工數位科技應用

能力，加速數位技能培養及跨領域數位學習。 

2. 強化資訊人力素質：充實資訊新知與技能，提高專案

管理能力，持續維持國際資通安全專業證照及職能訓

練證書之有效性。 

五、 策略 5、提升資安防護機制、落實資安法遵事項 

(一) 落實辦理資安法遵事項 

1. 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要求，部署多重資訊安全防護機

制，提升國家考試資安防護工作。 

2. 落實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A 級機關應辦事項，導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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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盤點及強化端點偵測與應變機制。 

3. 核心系統持續通過國際資安標準認證，並通過公正第

三方驗證。 

(二) 強化個資保護管理 

1. 加強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完備本部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措施，持續社交工程演練，提升同仁資安意識。 

2. 配合考試院資通安全稽核作業，檢視本部資通安全防

護工作之完整性及有效性，共同提升政府機關資安聯

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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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000

750 750

4,300 750 5,050

9,000 36,000 1,000 1,000 47,000

1,000 15,500 3,500 1,000 700 21,700

1,400 4,900 26,700 1,500 1,700 36,200

938 768 975 85,425 1,297 1,297 1,097 1,691 1,760 1,944 97,192

100 100 100 307 721 5,253 5,253 5,253 11,809 21,594 50,490

6,677 7,960 3,360 24,326 56,173 220,230 318,726

40 40

1,000 1,000 800 200 3,000

5,500 5,500

1,000 2,500 3,340 4,340 11,180

1,450 1,450 2,900 5,800

750 1,500 2,250 4,50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0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 185,550

763 763 763 763 763 763 763 763 763 763 7,630

45,313 41,336 60,833 145,506 116,299 28,958 42,258 250,082 33,977 43,646 808,208

單位：千元

1

年度
合計方案

1.2.2

1.3

1.4.1

1.4.2

2

2.1

1.1

1.2.1

 

策略

經費合計

2.2

2.3

4.1.2

4.2.1

4.2.2

4

4.1.1

4.3

3

3.1

3.2

5.1

5

5.2

伍、計畫經費 

為推動國家考試數位轉型發展 10 年計畫，所需經費共計逾

新臺幣 8億元，主要投資項目為擴充電腦試場規模、發展非純文

字申論式試題線上作答、辦理資安法遵事項，重點執行年度為

114、115、118年，其規劃辦理推動項目之年度計畫及預估經費

情形如表 4，相關所需經費將爭取公務預算支應。 

表 4  推動年度及所需經費一覽表(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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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部推動數位化考選業務 20 餘年，期間累積甚多寶貴實務

經驗並獲得豐碩成果，惟面對後疫情動盪多變及數位公共服務新

時代的來臨，國家考試的應變應加強多元化和數位化，以國考利

害關係人(應考人及典試委員)的角度出發，規劃友善服務介面與

多元線上申辦服務，並在兼顧資訊應用與資訊安全之前提下，循

序推動採用類科，逐步導入各項試務資訊化應用，建構完善運行

環境及部署資安聯防體系，精進各項國家考試 e化防護作為。 

本部為迎向疫情後的新常態(new normal)，將定期透過考選

工作研究委員會與學考訓用及跨部會交流，融合數位治理於國家

考試領域，並堅守遵循考試院政策，採滾動式定期稽核與調整，

動態式致力前瞻性國家考試數位轉型，亦將加速數位科技的應用

及數位轉型人才的到位，持續配合時代趨勢及滿足應考人多元需

求，以更有效應用考試資料及數位科技，落實將數位治理整合到

國家考試作業領域，朝向服務型數位政府之目標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