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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職司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簡稱「專技考試」），是高

等教育/職業教育端與專業職場之間的樞紐。教育端提供學子在專技人員

執業所需基本能力的養成，經過考試端以適當的考試方式篩選出合格人

才後，取得證照進入職場服務，並繼續提升其職能。過往的專技考試，

由於有頗長的一段時間每年通過考試的人數偏低，因此，學界與業界對

於專技考試開始產生了分歧的面對態度：在學校端，由於錄取率偏低，

當年倘有自己系所的畢業生通過專技考試取得建築師資格，固然會大肆

宣傳，期許有更多新鮮人申請來系就讀；學校也因此調整高年級畢業前

的設計教學，並加上類似「建築師實務」之類的課程，以利畢業生順利

銜接職場，並進入準備考試的心理狀態。但也存在許多學校漸漸地不以

自己系所畢業生考取比例作為教學成效及與職場接軌的評斷依據之一，

教學與實務上執業的需求難以因為專技考試這個中介的樞紐而有效對應

並產生鋪陳與連結的關係，並漸行漸遠；甚至因此導致有些系所的畢業

生不僅因錄取率偏低而少有參加專技考試的動機，且認為建築專業教育

所給予的養分不一定得透過取得建築師才能夠進行專業的實踐。這些教

育領域與專業職場之間疏離的狀態，其實是可以透過考試方式與內容的

調整予以拉近的，讓專技考試可以扮演樞紐的角色，重新連結教育與職

場。

隨著大約卅年前開始專技考試通過人數的放寬與制度的改變，前述

的狀況也已經歷經了將近 1/4 個世紀的調整。如果我們將過去建築師專

技人員考試低錄取率的階段暫且稱之為「門檻制」的階段，1990 年代之

後的錄取率放寬與及格考科保留等制度性的調整，我們可以認定為由

「門檻制」漸次向「資格認定」方向傾斜調整的過程。除了考試錄取率

的大幅提高，讓許多建築系所/建築科就學學生不再面對一次考試六科都

須通過才能決定是否通過的嚴苛門檻之外，也可以在一定年限內保留已

經通過的科目成績，循序將其他準備未及的應考科目一一在年限內考

過；這個由「門檻制」向「資格認定」傾斜的趨勢，其實也頗符合美國

或是其他歐陸國家建築師認證的過程與方式，理應在此方向繼續推動。

然而，走訪了建築師公會與部分中生代的建築師事務所，卻仍然可

以感受到目前業界普遍地仍感覺的專業人力不足，聘用不易的狀況；甚

至許多中生代建築師的事務所開始被迫聘用非建築系科班訓練出來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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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只能將事務所內部的工作分成有創造性的設計工作與非創造性的

一般業務，以維持事務所正常運作；並常常反問學校教師：建築系訓練

出來的畢業生都跑到哪裡去了？

究其原因，建築師公會與才剛剛應考通過不到十年的許多中生代建

築師普遍認為，考試的內容與考題的方向仍可以再修正。蓋倘若以「資

格認定」的取向來檢討考試的方式與內容，目前考試的六個科目鮮少被

質疑，但考試的內容普遍地被認為雖然近年來已經看得出來不斷地有修

正與新的方向嘗試，但可以讓考生認為「必須要有建築師事務所的實務

經驗才容易考得上」的這個心理感受沒有被普遍有效地建立起來。許多

畢業生仍普遍地認為，「即使到事務所工作，但是沒有停下手頭的工作

一段時間，專心準備考試；或是沒有付錢到專技人員考試的補習班去補

習，根本考不上」。

這個認知或感受，讓「實務經驗」不被認為是考試前所必備；反

之，倘若要繼續延續專技考試是起碼的專業「資格認定」這個已經持續

了快卅年的方向，如何透過考試內容的調整讓「實務經驗」成為建築系

畢業生準備要應考前「必備」的養成資歷，即是一個可以檢討的切入

點。

循此，針對目前考試的六個科目，我們有可以區分為帶有術科性質

的「建築計畫與設計」與「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兩科（即業界俗稱的

「大設計」與「小設計」），以及之外的法規、結構、構造、環控等四

科。如果是「資格認定」取向，後四者其實可以用簡單的「題庫」概念

予以概括：亦即讓建築系畢業生、或已經在職場工作一段時間準備應考

的考生知道，只要搭配持續的實務工作執業，並在實務工作進行的同

時，反覆地再專技考試的「題庫」與手頭上正在執行或曾執行過的實際

專業工作中來回檢視，即可以在累積的一定的實務經驗之後，搭配自我

的筆記整理或參加同儕之間的讀書會之類的方式累積應考經驗，即可一

科一科地分頭準備，在時限內通過考試。「題庫」的內容究竟應涵蓋哪

些項目，可以由考選部邀集各校在各領域執教多年的教師共同研商，使

不偏執在特定的學校特定教師的專長，而是符合整體社會與城鄉環境執

行建築師業務之需要。但針對特定的科目，還是可以各自出一些當下專

業環境「正在」或「剛剛」面對的專業議題，使考生與補習班的市場認

知到在事務所從事實務工作還是通過考試的必要門徑，不可能單憑媒體

或專業期刊雜誌報導或補習班的補強應考。

舉例而言：

「建築結構」科，除結構概念的出題之外，可以針對最近幾年頻繁

出現的地震災後，建築專業領域的檢討與強化耐震係數之後建築物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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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與因應之道出題。

「建築構造與施工」方面，可以針對越來越普及的 SRC 出題，主要

要考生可以清楚地在基礎與大墻斷面上知曉不同的結構系統在構造上的

明顯區別；當前木構造也有越來越普遍的趨勢，可以隔一段時間適時地

將木構造納入考題範圍之中。台灣許多地區地下水位高，但地震頻繁帶

來的土壤液化問題，以及之前曾經頗為氾濫的山坡地輕率開發的邊坡穩

定等問題也可以適時地納入。

「營建法規與實務」科，是最能夠讓考生認知到要通過此科最簡單

的方式即是投身建築師事務所，且全盤性地了解一塊地的地籍圖被建築

師帶回事務所後到協助完成建築執照申請的完整流程的必要性。因此，

考題最適合以拿到基地後的「直覺式反應」來考驗考生是否有實際的執

行業務經驗。也需要適時地回應內政部營建署或相關主管機關新的政策

與推動方向，避免出死背法條的題目，而是要考生針對政府的新政策或

理念，回答需要被檢討與檢視的法條項目。

「建築環境控制」部分雖是許多考生申請免試的主要科目，但還是

能夠提供影響考生進入職場以應考的誘因。「題庫」方面，除了應兼顧

熱環境、光環境、音環境等三大面向之外，建築密度提高與複合機能使

用後在空調、節能的作法上有哪些應注意事項，以及市場上新的冷凍空

調與消防技術帶來的設備更新市場與建築物的調整因應，都是可以放入

考題的範疇。近年來，危老更新固然因為容積率的獎勵而啟動了為數不

少的新市場，但許多的建築物受限於一些既定的產權條件與基地條件

等，無法以危老更新者，還是具有改善的必要；如何在舊的、且在台灣

極其普遍的加強磚造結構霧中進行物理環境與設備的改善，也是可以思

考的一個方向；同時，綠建築的比例也可以適當比例地加重。

至於無法以「題庫」的概念予以概括處理的「建築計畫與設計」與

「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這兩門考試科目，近年來除了過往長期存在的

兩家老牌建築師專技考試補習班之外，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許多小型

的專門針對大小設計的小型補習班或類似讀書會的快速設計切磋團體。

可見，近來越趨靈活的設計題型已有效地擾動出了多元的設計出題方向

預測；這其實就多元化與實務趨向的調整修正來說，是正面的衝擊。但

出題的方向建議可以考慮兼顧三個主要的面向：

一、正確「基本概念」的呈現：例如地下車道的出入口要避開道路路口

一定距離以上，轉彎半徑的合理性等絕不應該出錯的基本動作的回

應等；

二、「態度」與掌握工具的呈現：例如對基地周邊都市紋理的分析與回

應，能夠準確地分析出足以用設計去回應的環境脈絡，並確實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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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形式手法回應的能力。或是對環境「尺度」的分析能力與尊重

態度，是否能夠確切地掌握並呈現「尺度感」等；

三、敏感回應社會趨勢與需求的能力：例如目前大眾運輸導向的規劃

(TOD)甚囂塵上的當下，能夠在提供的基地條件下找到 TOD 的概念可

以有效發揮的方向的能力、或是在危老重建越來越普及的當下，對

危老更新議題的更新面是否有基於處理經驗的獨到解析等。

誠如前言所提之「專技考試如何作為教學與實務執業間的中介樞

紐」這個問題意識，回歸到近廿餘年來由「門檻制」考試向「資格認

定」方向傾斜的長期演變趨勢下，面對仍有許多建築系畢業生未能將實

務經驗當作應考前的必備項目、許多建築師事務所仍苦於招不到人的情

形下，能夠在考試的題型中加入一定的配分比例是必需要有實務經驗方

能解析的題型，會有助於建築系畢業生願意提前投入職場，而不是畢業

後先暫停幾年應考再決定是否投入職場。「題庫」形式的考題以會有助

於考生願意邊工作邊應考，而無需如早年準備大學聯考般刻意停下一段

時間完全投身補習班以應考，造成職場經驗的被迫中斷。而針對一定建

築師事務所實務經驗可同意予以免試的優惠規定，則建議可以回歸與建

築師公會的協商，由公會出面協調提供認證工作年限證明的建築師，讓

他們有更多的權限與責任感對於申請免試者的工作表現與敬業態度，願

意提供更多的申請免試者工作態度與表現的說明，而非僅是確認起迄的

任職時間點；如此，或將有助於更投入的敬業態度與更快速的實務經驗

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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