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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新鮮人對談 

-專訪 112年高考三級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人員 

梁瀞方工程員(右) 與廖乾至稽察員(左)是 112 年高考三級土木工程類科錄取

人員，分別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臺中工務段、審計部南投

縣審計室服務，是公部門生力軍。(攝影：王楚鈞) 

本次受訪者有別於以往，嘗試邀請公職新鮮人對談，

希望透過訪談青年公務人員，了解年輕世代的想法，並能

藉由基層公務人員的見聞，讓讀者知曉初任者實際工作情

形與內心感想，提供更貼近民眾心聲的公職入門資訊，拉

近民眾與國家考試間的距離，以此鼓勵青年踴躍報考，投

身公部門。 

公務人員職業向來被稱為鐵飯碗，一直是許多人嚮往

的行業，擠身公部門，曾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然而隨

著大環境的改變，工作選擇多元，在國家考試任用考試

中，錄取率相對較高的土木工程類科，仍有錄取不足額情

形。為此，考選部召開相關座談會議，針對土木工程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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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議題進行討論，藉由各界意見交流，籌劃具體對策，

期望可以改善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不足額現況（相關議題請

參閱考選部網站/主題專區/研討及活動專區/國家考試教考

訓用精進平台）。 

除前述會議就教育、考試、訓練、任用方面討論的資

訊外，編輯小組也想了解圈內人的想法，土木專業人才對

職涯選擇的考量，重點究竟為何？因此編輯小組從 112年公

務人員高考三級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人員中，徵詢梁瀞方工

程員與廖乾至稽察員同意接受專訪，透過 2位公職土木新鮮

人的分享，讓讀者一窺土木人在準備國家考試過程、公部

門服務職場現況及對於工作價值的看法。 

土木人的成長故事 

編輯小組首先介紹一畢業即進入公部門服務的梁工程

員，梁工程員大學畢業後即報考國家考試，第一份工作選

擇投入公職，除了是公職新鮮人外，也是社會新鮮人。梁

工程員與編輯小組分享，她是花蓮人，父母教育風氣比較

開放，可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系就讀，大學考上土木工程

學系，在學習過程中除了專業技能知識外，也培養創造力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除在課業表現不俗外，熱情有活力的

梁工程員同時分享，她在土木營隊擔任小隊輔的任務，如

負責規劃營隊課程、安排授課老師、準備舞蹈活動等等；

另外因從小打網球，也加入系上的網球隊，並且是網球隊

的副隊長。編輯小組讚嘆，動靜皆宜的梁工程員，是如何

安排課業與社團活動？梁工程員強調時間分配管理的重要

性，才能在營隊活動、網球練習及課業學習間取得衡平。 

接著介紹已有工作經歷，再進入公職服務的廖稽察

員，他在 30 歲後才開始準備國家考試，這也讓編輯小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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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醞釀轉職的契機是什麼？廖稽察員與我們分享，因為

父母從商，從小在耳濡目染下，自己一直有當老闆的夢

想，大學畢業後，選擇在麵包店當學徒，後來出師開麵包

店當起老闆。廖稽察員回想當時在麵包店最快樂的時刻，

就是在蛋糕上作畫，先平鋪抹上鮮奶油，再為蛋糕妝點玫

瑰花等，當完成蛋糕成品時，非常有成就感。但衡量時間

投入與薪水收入期待不符後，在 33 歲那年決定轉職，報考

國家考試。廖員回憶起在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就讀時

的經歷，雖說不是排名一、二名的學校，但卻是企業最喜

愛的學校，學風屬踏實型，猶記得當年的測量學課程，雖

然當時已經有 GPS的科技發展，但課程中的測量方法仍以傳

統的平板測量教學，直接現場畫圖，基礎學習非常扎實，

這樣的學習經驗，有助於他準備國家考試與日後公職服務

工作。 

廖稽察員曾有普考的工作閱歷，編輯小組詢問如何在

忙碌的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還能再接再厲考上高考三

級？廖稽察員分享，他的學習歷程屬於穩扎穩打型，普考

錄取當承辦人時，就不會久待辦公室，喜歡實地查訪，例

如觀察混凝土要怎麼磨才能平整，也常跑工地學習，希望

藉由實務觀察反饋在工作上。從廖稽察員樸實的形象中，

聽著他回想大學社團活動的記憶，因為他於私立高中就

讀，課業時程都是被安排好的，所以剛進入大學時，一開

始不知如何安排時間，每天都只想著玩樂，也玩成社團達

人，擔任中友會的副社長，活躍於各式活動，廖稽察員笑

著說，後來認知到除社團外，也要兼顧本身學業，並從社

團活動中，體悟到時間安排的方法，自此規劃時間，體現

自我管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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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從對談過程中，發現 2位土木人具備截然不同

的個性，剛大學畢業的梁工程員給編輯小組的感受是充滿

活力、勇於任事的新鮮人；廖稽察員則是散發成熟穩重，

勤懇踏實的後起之秀。然而不論是活潑的梁工程員或是踏

實的廖稽察員，都共同提到時間管理的重要，在課業、社

團活動、人際社交、工作、家庭照護等，都必須妥善分配

規劃，並自我管理以完成目標。 

考上國家考試的成功秘訣 

土木工程類科雖常是高普考或地方特考技術類中需用

名額最多的類科，但應試科目除 2科普通科目外，另有 6科

專業科目，國考準備過程並不輕鬆，錄取者經過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基礎訓練、用人機關實務訓練，以及

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代為辦理的土木工程專業訓練，

才成為正式公務人員。本次受訪者梁工程員與廖稽察員都

是土木工程本科系畢業，編輯小組探詢 2位錄取者國家考試

準備經過，讓有興趣參加國家考試的讀者可以參考他們的

備考經驗。 

應屆畢業生梁工程員靦腆地表示自己的讀書歷程很平

凡單調，是屬於會事先安排好讀書進度，按部就班達到讀

書目標的類型，所以國考準備期間，是從 3月起至 5月時，

每天早上自 10 點開始到下午 4 點，重複觀看閱讀補習班的

函授課程，而之所以選擇函授課程，主要是因為除了能節

省交通時間外，又能自由調節函授教學影片的撥放速度，

接著自 6月份起則每天到圖書館，從早上 9點到晚上 9點持

續練習寫題目。由於土木工程類科的應試科目很廣，而所

列考的應試科目中，又以「結構學」科目最難，題目很靈

活，解答題目的方式雖有很多種，自己也有最熟悉拿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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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但因為老師希望學生可以懂得各種解題技巧，

所以題目通常會限定解題方式。 

在職的廖稽察員回憶準備考試的過程，大約是 33 歲的

時候開始準備普考，因為從 23歲大學畢業之後，已近 10年

沒有接觸書本，在 12 月份報名補習班函授課程後，準備約

半年的時間，幸運地考上 106年公務人員普考。因為那時已

經出社會也有家庭，不能完全沒有經濟收入，所以當時每

天早上 5點起床做麵包，麵包成品則是請媽媽幫忙賣，接著

大約 10 點到補習班聽函授課程，讀書過程和梁工程員一

樣，都是埋頭苦讀，大約讀到晚上 8、9 點，再回去收拾整

理店面，整理完畢已經是晚上 11、12 點，隔日早上 5 點再

起床做麵包，日復一日。聽到這兒，編輯小組很佩服廖稽

察員的毅力與自律。廖稽察員接續說，印象中當年普考名

次是第 7名，分發到嘉義縣民雄鄉的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工

作後仍持續報名公務人員高考三級，但成績卻越來越不理

想，錄取分數從差錄取標準 0.2分，漸漸差到 5分，甚至擴

大到差 10 分，成績每況愈下。廖稽察員羞澀笑著說那幾年

是沒有認真準備，總成績未達 50 分，而無法錄取。後來在

111 年下定決心認真準備考試，並在 112 年 3 月開始以全職

考生身分，背水一戰，從早上到補習班，拚到晚上，再次

幸運錄取 112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 

廖稽察員以準備國家考試過來人的經驗談到，若能及

早準備國家考試是比較好的，因為學生時代讀書，不用背

負家庭與經濟壓力，也能同時準備專技考試取得證照，當

取得公務人員合格實授資格後，職涯規劃的選擇會比較

多，如有轉職機遇也會比較有利。 

聽完梁工程員及廖稽察員的國考準備過程，兩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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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與生活承載壓力不同，但在準備國家考試時的讀書毅

力是一樣的，都能專心致志，努力不懈，且兩人對自己的

人生目標、時間分配都有所規劃，大約歷時半年的全職準

備考試，就成功錄取國家考試，所謂「有志者，事竟成」，

當有明確目標後，都能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每一個選擇造就現在的生活 

有一說土木工程是「文明的創造者，地球的雕塑家」，

舉凡與土地、水利相關的基礎建設工程，包含房屋、道

路、橋梁、隧道、水庫、水道、堤防、港口等規劃設計、

施工營造到維修管理都是土木工程的一環。簡言之，只要

跟人們生活有關的大型建築設施，都與土木工程有關，政

府為增進人民福祉，興建基礎設施，因此亟需土木專業人

才。 

人力資源是組織的重要資產，政府部門在招攬技術人

員，較具挑戰，尤其是土木的專業人力，考選部曾在 109年

及 110年邀請學界、政府機關、專業團體共同商討，連結教

育端、考選端、訓練端及任用端，一起解決問題，相關資

料並公開於「國家考試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

台」提供參考。 

編輯小組好奇兩位土木人是什麼原因選擇在公部門服

務？以及是否有規劃參加水利工程技師或土木工程技師的

專技考試？ 

梁工程員表示，大學同學們在公、私部門的比例大約

一半一半，以自己為例，雖然通過 112 年專技土木技師考

試，但評估如果在營造廠上班，未來可能要常常去工地，

不確定能否適應此種工作環境。因此評估要在公部門或私

部門工作時，除工作待遇外，也有個人因素考量，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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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樂在選擇」。 

廖稽察員接著表示，年紀與家庭也是考量的重點，自

也已通過 112年專技土木技師考試，若在民間企業的營造廠

工作，有土木技師執照年薪大約落在 100至 120萬間，若是

負責更大的專案，甚至可能達到 200萬年薪。土木技師在民

間企業的工作薪資很誘人，當得知自己考上技師考試時，

面對是否要重新選擇工作，心裡也是很猶豫，但衡量在私

人企業服務，工作轉換期間，待業期是沒有薪水的，經過

一番天人交戰後，最終仍選擇繼續在公部門任職，並試著

從中找到工作價值。 

兩位土木人對於職涯選擇的定見，讓編輯小組也非常

佩服，梁工程員年紀輕輕就明白「樂於選擇」的道理，廖

稽察員認知到公部門的優勢，也懂得從所處環境裡找尋價

值。 

在職場的二三事與價值觀 

編輯小組從 112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土木工程類科統計

資料發現，錄取人員的平均年齡 28.37 歲，男性平均為

28.98 歲，女性平均則為 25.17 歲。土木工程類科錄取平均

年齡落在 28 歲，約是俗稱的 Z 世代。有篇文章提到 Z 世代

「學習能力及數位技能相較不同世代快速」、「在職場期望

開放、透明的交流」、「積極爭取權益」等。編輯小組好奇 2

位土木人認為職場中的年輕人是如此嗎？ 

1996 年出生的梁工程員表示，工作單位最近新來 2001

年出生的同事，工作蠻認真的，也會配合加班完成交辦業

務。梁工程員接著說到，她服務的單位是交通部高速公路

局中區新成立的工務段，原本是 4個工務段，現在新增 1個

工務段，職務名稱雖是工程員，但自己的業務範圍主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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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速公路的路權使用，包含高速公路下的路權管理，如

高速公路周圍的廣告看板，也是在管理範圍。廣告看板除

影響市容美觀外，也會影響用路安全，另外高速公路下的

路權，也要面對民眾利益糾葛，有些民眾可能會偷倒垃圾

或是私自當停車場使用，市府區公所則因觀光因素，也會

租用橋下的地當作登山集合點等等。高速公路旁邊與下方

都是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民眾看到高速公路旁有不合規

定的廣告招牌，或是在高速公路下停車、占用被勸離者，

類此種種狀況，也會希望高速公路局處理，所以平日晚上

加班辦理相關陳情或建議案件。 

  

梁瀞方工程員於高速公路旁工作照。(梁瀞方提供)  

1984 年出生的廖稽察員接續分享，現在為民主時代，

講究個人權利，不過仍是需要遵守職場禮節，自己對前輩

或主管，通常以職稱來稱呼，感覺較為禮貌。另在工作時

數部分，則是想辦法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不要影響下一階

段接手人員或是標案的執行。至於是否準時下班，端視有

沒有完成份內工作，若是因為工作沒效率而無法準時打

卡，也會延伸出別的問題。自己在中正大學總務處服務

時，工作內容有點類似鄉公所的工務課，管理學校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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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興建工程與維修，工作內容相對單純。現在任職於南

投縣審計室，工作蠻忙碌的，土木工程在審計方面，是監

督機關執行效能的角色，稽查政府機關在工程規劃、設

計、採購過程、履約管理、後續保養及使用情形上，有沒

有財務上之違失，除了事後的審查，審計部也大力推動，

希望經由稽查的介入，透過專業洞察政策利弊，使執行政

策人員事先做到預防工作，避免浪費公帑。在繁雜的稽查

業務中，考量自己有家庭要照顧，會儘可能在辦公時間內

努力完成工作，但業務繁忙時，難免有需要加班因應的時

候。 

 

 

廖乾至稽察員於審計部南投縣審計室工作照。(廖乾至提供)  

編輯小組感受到 2位土木人對工作負責任的態度，梁工

程員雖為 Z世代一員，配合臺中市政府及高速公路局有關用

地規定，在責任範圍區內，認真審核與維護路權使用，無

畏繁雜工作。廖稽察員為 Y世代，是目前職場主力，同時面

臨承上啟下的壓力，然而 Y 世代是 1980 年後出生的世代，

彼時的臺灣經濟環境已有所改善，通常受較開放的教育培

養，此世代相較於過去世代更勇於追求自己夢想，從廖稽

察員圓自己開店當老闆的夢想，而後轉換跑道選擇公職，

擔任起政府工程財務守門員角色，勇敢追隨理想可知。編

輯小組追加詢問，如何提升年輕人擔任公職的熱情？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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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員表示，政府機關可賦予有意義的工作、完善的工作環

境、培訓多元專業能力等。編輯小組也認為，公部門的薪

資待遇雖受限於法規規範，或許短期無法變動，但可以思

考如何在薪酬外，建構公共服務價值的藍圖，政府是政策

規劃與執行者，影響公眾權益至鉅，公職是一項非常有意

義的工作，若有志業願景，讓新進同仁感受熱情，加強工

作動機，那麼就會有熱忱，在一份工作上也能持續長久。 

對未來擔任公務人員的勉勵與提醒 

在與梁工程員及廖稽察

員的訪談中，編輯小組感受

到新進公務人員對工作的熱

忱與期許，也請 2 位土木人

對於仍在準備國家考試的應

考人以及準備進入公職服務

的新鮮人，提供建議。 

廖稽察員以自身經歷表

示，自己離開學校很久後，

才重拾書本準備應試，自己

能做到，相信大家也能做

到。準備考試要耐得住性

子，安心準備課業，並努力

將讀書成果於考試時展現出

來，只要用心，是很有機會上榜的。當錄取公職後，因公

務人員具備公權力，應當善用公權力讓公共工程更加精

進，以鞏固勞安及工程品質，「讓公務機關作為各行各業的

表率，讓私人企業可以效仿，使社會更加美好。」 

 
廖乾至稽察員於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

養護工程分局臺中工務段一隅。(攝

影：王楚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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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工程員接著表示，

把準備國家考試視為一場

馬拉松，而不是短途的賽

跑，每一天的努力學習都

是為未來打下堅實基礎，

保持耐心並且堅定追求目

標，就算路途崎嶇，也要

相信自己的努力與能力，

最後都會開花結果。之後

進入公務單位服務，不能

抱持著消極的心態，認為

自己不會被淘汰，要保持

耐心與細心，避免重複犯

錯。未來的公務之路，都

要堅定意志與持續進步，

「願你成為那個為社會貢獻力量的人。」 

在公部門裡，每一位公務人員都是重要的存在，宛如

機器裡的螺絲，不論大小、形狀，都有其重要之處。每一

個公務人員在自己工作崗位克盡職守，每一個小力量，集

合成安定社會、推動時代巨輪前進的大力量，就如同梁工

程員維持高速公路的路權秩序及廖稽察員守護南投縣政府

的工程安全，都是感到無比榮耀。 

結語 

梁工程員與廖稽察員準備國考的毅力及公職的選擇，

再至對自身角色的認同與使命感，都有一定的堅持，這讓

編輯小組想起《樂在工作》這本職場暢銷書中提到，理解

自我、設定目標，而後實現夢想，在工作中找到成功、財

 
梁瀞方工程員於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

養護工程分局臺中工務段一隅。(攝

影：王楚鈞) 



12 
 

富與幸福，樂在其中，所有讓人備感艱辛的挑戰和壓力，

也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淬煉，編輯小組期望 2位土木人及未來

新進人員，共同體現公共服務的工作價值，莫忘初心。 

（採訪者：考選部卓梨明、黃愉如、王楚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