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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領事人員考試與核心職能之

研究

摘要

外交人員負責推動並落實外交政策，其目的在確保國家的利益，特別是

核心利益與重要利益。外交人員素養優劣與否，也因此攸關重大。

為確保乃至提昇外交人員的素質，美、英、法、德、日等國莫不重視外

交人員之考選。事實上，過去數十年來，我國對外交人員的考選，也相當謹

慎，而且曾不止一次地調整考選的過程與方式。

到底目前我國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是否足以考選出優秀的新進人員？

我國外交人員應具備哪些核心職能？美、英、法、德、日等五國外交人員的

核心職能為何？這幾個國家外交人員的考試方式與過程是否值得我國借鏡？

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這幾個攸關重大的問題。

本文的結論是，美、英、法、德、日等五國外交人員的考選方式十分值

得我國學習，而我國當前外交領事人員特種考試則有調整的必要，包括調整

筆試科目與外國文計分比例、以及增加口試的方式與時間等。

關鍵字：外交特考、外交人員、核心職能、第二外語

李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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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xaminations for 
Foreign Service and Core 
Competence

Abstract

The duty of the diplomats i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interests, especially vital or 
core interests, by effectively carrying out foreign policy. The quality of competency 
of the diplomats, therefore, is very important indeed.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diplomats,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all put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respective foreign service examinat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country’s 
foreign service examinations have also been regulated with care in the last 5 de-
cades.

Does the current foreign service examination need reform in order to select the 
diplomats with the competency requir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hould 
we lear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ir examinations for foreign servic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se important issu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our foreign service examination does need reform 
and that we should also lear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Keywords: foreign service examination, diplomat, core competency,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Deng-Ker Lee



專

題

外
交
領
事
人
員
考
試
與
核
心
職
能
之
研
究

89

外交是國家推動外交政策的主要工

具之一 1，外交人員則是運用智慧與技

巧來處理外交事務，其目的在維護並增

進國家利益。外交工作之成效優劣不僅

與國民的福祉密不可分，而且攸關國家

之安危。

由於外交工作與國家的安危與福祉

息息相關，世界各國莫不重視外交人員

之遴選。以美、英、法、德、日五國為

例，這幾個民主國家對於考選外交人員

均十分慎重，不但過程嚴謹，而且更與

核心職能密切結合。

目前我國係透過外交領事人員特種

考試（簡稱外交特考）甄選外交人員，

這項考試包括筆試與口試。但筆試科

目與口試是否與外交人員的核心職能密

切結合，過去鮮少有學者、專家進行研

究。

在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氣候與生

態危機，非傳統安全威脅、區域經濟整

合、國際金融風暴等議題的浮現，國際

關係演變的速度與幅度均令人目不暇

給。在此情況下，我國外交人員國家考

試的筆試科目、計分方式與口試是否也

應進行合理的調整，其實也不容忽視 2。

本文共區分為六部分：第一部分

為引言；第二部分探討我國外交人員

應具備的核心職能及其評估指標；第三

部分比較美、英、法、德、日五國外交

人員考試的方式與特色，並藉此獲得對

我國之啟示；第四部分將針對當前我國

外交特考之筆試科目、計分比例以及口

試方式存在的缺陷，提出具體的調整建

議：第五部分是結論；第六部分是參考

書目。

壹　引言

 1 國家推動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外交、宣傳、以及經濟等，詳請見 K.  J.  Hols t i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7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y: 
Prentice Hall, Inc., 1995, pp.130-189。

 2 前外交部長錢復先生早在民國92年即指出，外交特考的筆試科目，應隨著國內外政治、經
濟大環境的轉變，國際議題而更迭，作必要的問題，見錢復，<外交與考試>，民國92年
2月21日在考試院在國父紀念月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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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職能之意義與重要性

Martin Lodge與Christopher Hood

指出，不論是古代或現代的公共管理

革新，都一向很重視「能力」（compe-

tence或 competency）3。不過近二十

多年來，有關核心職能（或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e）之學術探討，卻源自

於私人企業。事實上，學術界第一篇研

究核心職能理論之論文，也是以公司為

研究主體 4。

根據C.K. Prahalad與G. Hamel的說

法，一個產品多元化的公司就像一株大

樹，樹根是核心職能，樹幹和主要的樹

枝是核心產品，小的樹枝是商業部門，

而樹葉、花、以及果實則是最終的產

品 5。如果樹根不穩，不健康，無法為

整株大樹提供足夠的養分，大樹的花、

果、枝幹都將愈來愈差。由此可知，一

個公司如果不重視核心職能，就將難以

和其他公司競爭 6。

Prahalad和Hamel指出，核心職能

是在一個組織內的集體學習，尤其是協

調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術，以及如何

整合多組別的科技 7。Prahalad與Hamel

並舉索尼（Sony）與菲利浦（Philips）兩

家知名國際大公司來說明核心職能對公

司的重要性。依據兩位學者的觀察，索

尼的核心職能是掌握微型化的技術，而

菲利浦則是光學傳播專門技術 8。

如果忽視核心職能，企業將面臨許

多風險，包括：成長的機會將被不必要

的削減；無法將具有能力的員工安排至

具有商機的部門；一旦公司區分為較小

的商業單位，公司的能力將被分散或弱

化；對核心產品日益依賴外在供應者，

失去警覺；公司難以繼續成長；公司將

貳　外交領事人員應具備之核心職能與衡量指標

 3 Martin Lodge & Christopher Hood, “Symposium Introduction: Competency and Higher 
Civil Servi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3, no.4, 2006, p.779.

 4 1990年，C.K. Prahalad與G. Hamel 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一
篇標題為<公司的核心職能>(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的學術論文，該
論文係首次探討並提出核心職能理論之學術論述。見廖永靜，<論公務人員核心職能與培
訓>，《理論與實務》，第106期，中華民國98年10月，頁12。

 5 C.K. Prahalad &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990, p.4.

 6 同前註。
 7 同前註。
 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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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具有核心職能的新挑戰者；公司將

不智地失去具有價值的技術 9。

雖然核心職能的理論源自於企業，

但很快地就被工業化國家引進政府部門

的行政管理改革，因為私人企業運用該

理論於人力資源管理的改革，已獲得

有目共睹的成果，何況該理論本來亦運

用於服務部門 10。1978年，美國制定文

官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of 

1978），翌年又指定高階行政職位（Se-

nior executive service），可說正式開啟

歐美先進民主國家行政機關的核心職能

運動 11。

二、 英、美、法、德、日對外交人員核

心職能之界定

（一） 美國。美國認為外交人員應具有

下列十三項核心職能，包括：沈

著、文化適應力、歷練與熱忱、資

訊整合與分析能力、主動與領導能

力、判斷力、公允與正直、口語溝

通能力、策劃與組織能力、量化分

析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精神

與寫作能力12。

（二） 英國。英國列舉的外交人員核心

職能包括以下八項：管理與開發幕

僚之能力、提交成果之能力、管理

外部關係之能力、問題解決與判斷

之能力、謀略察覺之能力、與他人

共事之能力、溝通與影響之能力、

學習與發展之能力 13。

（三） 法國。法國認為外交人員應具備

之核心職能，包括專業能力與人

格特質兩部分。專業能力有下列六

項：專業經驗、寫作及口語表達能

力、分析能力、綜合判斷力、主

動、適應能力。人格特質包括傾聽

能力、人際關係、開放態度與應變

能力 14。

（四） 德國。德國外交人員應具備之核

心職能包括下列八項：謀略、彈

性、政治認知、溝通能力、社會能

力、跨文化適應能力、自處能力

（如壓力處理、維持身心平衡等）、

動機 15。

（五） 日本。日本外交人員應具備之核

心職能包括以下四項：第一、與外

國談判之能力；第二、適應不同工

作環境之能力；第三、具備良好的

語言表達能力（包括使用英語與派

 9 Book Review by Rahul Choudhari, “Competing for the future by C.K. Prahalad & Gary 
Hamel. www.hrfolks.com.

 10 廖永靜，前揭文，頁15。
 11 同前註。
 12 本項資料係由外交部駐美代表處於民國100年10月提供。
 13 本項資料係由外交部駐英代表處於民國100年10月提供。
 14 本項資料係由外交部駐法代表處於民國100年10月提供。
 15 本項資料係由外交部駐德代表處於民國100年10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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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家語言能力）；第四、具備挫

折容忍力、企圖心與責任感以及解

決問題之能力 16。

比較美、英、法、德、日五國外

交人員的核心職能，可以看出以下幾

特點：第一，以內容項目而言，美國

最多，共有 13項，法國 10項居次，德

國與英國皆為 8項，日本最少，只有 4

項；第二，這五國最重視的核心職能是

文化適應能力、口語溝通能力以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其次是主動與領導能力，

以及處理壓力的能力；第三，法國是唯

一將核心職能區分為專業能力與人格特

質兩類的國家；第四，五國的外交人員

核心職能都包含人格特質，專業能力與

語言能力；第五，英國是唯一對核心職

能訂出具體評估指標的國家。

英國外交部所定的外交人員核心職

能評估指標，不但十分具體，而且正反

面都有。例如就管理與開發幕僚人員之

工作潛力的核心職能而言，正面的評估

指標即達9點，包括：①在適當的時機

和員工見面，達成共同的工作目標與概

況，並藉由規律與平衡的回饋，重新

評估工作進展的成效；②讓工作小組成

員獲得訊息，對她們提供合理的抉擇，

給予明確的指示，並確定成員理解決策

指示；③因應不同的人、組織文化與情

況，調整管理方式；④激勵與培訓員

工、對員工提供支持、建議及具有挑戰

性的工作；⑤管理具天分的員工、發掘

潛能、建立實力與差異性、訓練員工新

的專長技能或需要發展之處；⑥對員工

傑出的表現予以讚美，並鼓勵其加強實

力，對員工不適當的行為，立刻且誠懇

地處理；⑦創造具有向心力的工作環

境，讓員工能對政策做出貢獻，或提供

服務；⑧設立積極的典範，以熱忱、活

力與承諾激勵他人；⑨評估與檢討訓

練成果，以及其對個別員工表現之影

響 17。

三、 我國對外交領事人員核心職能之界

定

我國係在民國 90年代積極將核心

職能理論應用於公部門，包括界定公務

人員推動業務應具備的管理與專業核心

職能，實施核心職能評鑑機制，以及將

增進核心職能納入公務人員的終身學習

等等 18。

依據考試院在民國 76年 1月 14日

發佈的公務員職等標準，通過外交領

事人員特考之考生，取得公務員第六職

等之任用資格。該職等所包括之職務，

 16 王俊卿、簡名祥，「日本外交人員改選制度參訪報告」。台北：考選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九月。頁24-25。
 17 上述資料（英文版）係由外交部駐英代表處於民國100年10月提供。
 18 同前註，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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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責係在法律規定及一般監督下，

運用較為專精之學術獨立判斷」，以便

執行下列四類業務：第一、獨立執行職

務；第二、主持或主管中央各部會附屬

機關、省市、縣轄市、或鄉鎮職責複雜

之單位或機關事務；第三、辦理技術或

各專業方面最複雜事項之計畫、設計、

擬議或事務解釋；第四、辦理其他職責

程度相當業務 19。

上述第六職等公務員之職責內涵，

乃考試院針對一般公務員同一職等所作

之一般性說明。至於六職等外交領事人

員之職務，依民國 95年 1月 16日施行

的職系說明書，係「基於外交事務之知

能，對國際交涉、條約締結、參加國際

組織、出席國際會議、調查國際情勢、

促進國際關係、維護通商權益、保護宣

慰僑民、執行領事事務及闡揚外交政策

與國策等，從事計畫、研究、擬議、審

核、督導及執行等工作 20。」

前（99）年外交部針對外交領事人

員的工作內容與性質，曾提出一書面說

明。根據該書面說明，外交領事人員

的工作可區分為國內與國外兩部分。國

內係依外交領事人員進外交部以後，分

派單位的業務狀況而定，例如地域司負

責我國與該地區國家雙邊關係之業務。

國外則代表政府辦理締約、對外交涉、

一般性政務及接待訪員，並處理包括僑

務、領務、領事國業務、新聞文化、總

務、人事、會計、電報、檔案文書及急

難救助等有關業務 21。

為有效執行國內外業務，外交部曾

於民國 92年說明外交人員所需的核心

能力（核心職能）。依外交部的說法，

外交人員所需的核心能力包括語文能

力、相關專業知識以及人格特質三方

面。語文能力是具有駐在國語文及英語

運用能力。相關專業知識包括：有外

交事務之學識與經驗，瞭解國內外情

勢；具有國際貿易相關知識，瞭解全球

化的國際經濟、政治運作；瞭解美對華

外交與政策及兩岸關係，而人格特質則

包括高度工作熱忱、抗壓力、人際溝通

與協調能力、品格操守良好、主持會

議、談判、交涉之能力、分析、思考、

研判、組織、管理與應變能力等等。

在前（99）年外交部針對外交人員

工作內容與性質提出的書面說明中，也

再度列舉外交領事人員應具備的核心

能力。這些能力共有九項，分別為：

第一、具有外交事務之學識與經驗，瞭

解國內外情勢；第二、具有駐在國語文

及英語運用能力；第三、具有思考、分

析、研判、組織、管理及應變能力；第

四、具有主持會議、團體諮商、談判、

 19 職等標準，中華民國76年1月14日考試院發布。
 20 職系說明書，中華民國95年1月16日。
 21 外交部人事處，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工作說明。中華民國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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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及互動技巧及良好表達等能力；

第五、對駐外工作具有高度熱忱並能承

受工作及生活上之高度壓力；能適應不

同國家環境及文化（含戰亂、落後之艱

苦地區），並願排除個人或家庭之困難

接受輪調派赴國外工作；第六、具親和

力及良好人際溝通與協調能力，個性上

積極開朗並具有良好EQ；第七、具有

強烈求知慾，能積極吸收新知及虛心學

習；第八、對外代表國家，應具有端正

儀表，並熟稔國際禮儀；第九、須精通

有關業務法規，並具豐富之常識。

比較外交部在民國 92年及 99年對

於外交領事人員核心職能之說明，其實

可說大同小異。唯一差別是，92年版

的說明未提及應「具有強烈求知慾，能

積極吸收新知識及虛心學習」，99年版

未提應「具有國際經貿相關知識，瞭解

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政治運作。」

根據外交部在去（100）年提供的最

新資料，外交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力仍

為九項，而且幾乎與 99年版相同。差

別在於99年版中第9項「須精通有關業

務法規，並具豐富之常識」，被調整為

「具有領導統御能力並有豐富常識」。

另外一點區別是部分更動排列順序。

與美、英、法、德、日五國外交人

員的核心職能相較，我國外交部對外交

人員核心職能之界定，尚稱合理，但仍

有酌加調整的空間。例如第五項「具有

領導統御能力並有豐富常識」，若調整

為「公允、正直，具有領導統御能力，

並有豐富常識」，就將更完整周延。

（一）具有外交事務之學識或經驗，瞭解國內外情勢。

（二）具有駐在國語文及英語運用能力。

（三）具有思考、分析、研判、組織、管理及應變能力。

（四）具有主持會議、團體諮商、談判及良好表達能力。

（五）具有領導統御能力並有豐富常識。

（六）具有良好人際溝通與協調能力，個性積極開朗並具良好EQ。

（七）具有強烈求知慾，能積極吸收新知及虛心學習。

（八）具有端正儀表，熟稔國際禮儀。

（九）具有對駐外工作之高度熱忱，能承受工作及生活上高度壓力及適應不同國家環境及文化

之能力（含戰亂、落後之艱苦地區）。

資料來源：外交部，民國100年。

表1　 我國外交人員應具備之核心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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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交領事人員核心職能之評估指標

根據Prahalad與Hamel 的研究，一

個公司的核心職能，可以用三項指標來

評估。第一個指標是，核心職能是否

可以提供公司進入廣大不同市場的潛

力？第二，核心職能是否能對客戶從

最終產品獲利，提供顯著的貢獻？第

三，核心職能是否能讓競爭對手難以模

仿 22？

比較起來，我國人事行政局對高階

文官核心職能所定的評估指標，可說十

分具體，甚至有點過度詳細。譬如針對

第十二職等主管所定的管理核心職能

以及評估指標，在「創意型塑願景」的

核心職能項目，評估指標即有四個，包

括：能明確勾勒出組織未來發展方向；

能設定具有創新性的業務發展願景；能

設定出使所屬成員產生認同感並願意共

同努力的願景；設定之願景能具體轉化

為可行之策略 23。

迄目前為止，外交部並未針對外交

人員的核心職能訂立評估的具體指標。

外交部如能參考英國外交部所定的外交

人員核心職能評估指標，再參酌人事

行政局對相等職等公務人員核心職能所

制定的評估指標，一定可以訂出一套適

合評估我國外交人員核心能力的具體指

標。為提供外交部參考，筆者根據相關

資料，草擬一份評估指標如下：

（一）具有涉外事務之學識或經驗，瞭

解國內外情勢。

1. 瞭解國際關係、國際經濟的基本理

論，並能用來分析當前相關的問

題。

2. 瞭解重要外交史實或個案，並能從

中獲得啟示。

3. 瞭解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安全

等情勢。

4. 瞭解我國的外交政策、外交資源以

及面臨之各項挑戰。

5.瞭解我國以往在外交上的重要成果

和曾遭遇之難題。

6. 對國際公法、與本國憲法有相當程

度之瞭解。

7. 瞭解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

織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國際

社會上扮演之角色、運作情況與發

展動態。

8. 瞭解各重要國家之外交政策，以及

對我國之影響。

（二）具有駐在國語文及英語運用能力

1. 能以駐在國語文，與當地人士應

對、與會議。

2. 能以英語與英語系國家人士應對、

與會議。

3. 能閱讀駐在國發行之報紙、雜誌、

專書與文件，並能以駐在國語文，

撰寫信函與報告。

 22 C.K.. Prahalad & Gary Hamel, opcit. P7
 23 廖永靜，前揭文，頁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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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閱讀英文報紙、期刊、專書與文

件，並能以英文撰寫信函與報告。

5. 能將中文資料譯為駐在國語文，或

將駐在國語文出版品譯為中文。

6. 能將英文出版品譯為中文，或將中

文出版品譯為英文。

7. 具有收聽駐在國語文廣播及英文廣

播之能力。

（三）具有思考、分析、研判、組織、

管理及應變能力

1. 能蒐集有助於解決問題與困難的資

訊

2. 能掌握影響工作的最新關係及環境

變化

3. 有能力鑑測及評估潛在之威脅

4. 從廣泛的來源，整合資訊

5. 在適當的時候，尋求專家的建議。

6. 依據最現有的證據與合理的分析，

做客觀、及時的建議與決定。

7. 能辨別並擬定工作或議題的優先次

序，並排定資源的優先使用順序。

8. 能有系統地監督工作的進度，確認

危機，並以行動處理障礙與挫敗。

（四）具主持會議、團體諮商、談判及

良好表達能力。

1. 在會議／談判之前對議題作最好的

準備，並預期可能產生的問題，以

及如何因應。

2. 以邏輯、理性與人際間的應對來說

服他人。

3. 尋求互惠互利的解決方案。

4. 能解釋清楚複雜的問題。

5. 如有必要，在遭遇反對意見時應適

時釋出不表贊同的訊息，並維護自

己的立場。

6. 仔細聆聽及確定對方是否瞭解，並

提供所需之資源。

7. 孰悉會議議事規則。

8. 熟悉談判技巧。

（五）具有領導統御能力並有豐富常識

1. 具有凝聚能力，能將不同背景及差

異性的部屬凝聚成一個團體。

2. 能對部屬傳授工作經驗，並引導工

作方向。

3. 能指派部屬不同的工作任務，給予

磨練機會。

4. 讚美部屬良好的工作表現，並鼓勵

其加強實力；對部屬低於平常的表

現或不適當的行為，以誠懇的態

度，立刻處理。

5. 因應不同的人、組織、文化與環境

而調整管理的方式。

6. 激勵部屬並為部屬建造具有向心力

的工作環境。

7. 國內常識豐富，對本國史地、藝

術、傳統、科技、文教、醫療、農

漁業、生態與環保、宗教等議題，

均有所瞭解。

8. 國際常識豐富，對國際宗教、政

治、經濟、科技、環保、教育、藝

術、觀光、體育（運動）等重要議

題均有所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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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有良好人際溝通與協調能力，

個性積極開朗並具良好EQ。

評估指標

1. 有條理有組織地表達想法。

2. 確保對方專注聆聽，並清楚瞭解自

己的想法。

3. 根據不同對象，運用適當的表達方

式。

4. 能專注傾聽，並細心觀察對方傳達

之訊息。

5. 確認是否正確瞭解對方欲表達之想

法。

6. 釐清雙方意見差異，尋求共識或互

惠互利的解決方案。

7. 面對不愉快情況能保持情緒平靜、

不衝突。

8. 適當表達自己愉快／不愉快的感

受，不遷怒他人。

（七）具有強烈求知欲、能積極吸收新

知及悉心學習

1. 能透過不同管道，發覺自己工作能

力不足之處。

2. 主動尋求各種學習成長的機會， 提

升工作能力。

3. 善用學習發展機會與資源。

4. 能將所學應用於工作，並持續精

進。

5. 願意為學習而承擔挑戰與風險。

6. 積極挑戰過時的慣例，並提出改善

建議。

7. 積極回應變革的倡議。

8. 對新的思維與工作方式敞開心胸，

並協助他人適應。

（八）具有端正儀表、熟稔國際禮儀，

能對外代表國家。

1. 受過國際禮儀訓練或曾修習相關課

程。

2. 瞭解規範外交領事人員特權或豁免

之相關國際公約，及實際運用情

形。

3. 瞭解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

4. 言行一致，信守承諾。

5. 維護並增進我國的國家利益。

6. 瞭解自己的職務，扮演份內的角

色。

（九）具有對駐外工作之高度熱忱，能

承受工作及生活上高度壓力及適

應不同國家環境及文化之能力

（含混亂落後之艱困地區）。

1. 身心健康，能適應不同之生活環

境。

2. 能認識並欣賞不同的文化。

3. 以外交工作為個人志業，並能以擔

任外交領事人員為榮。

4. 面對困難或問題發生時，能掌握解

決問題的時效性，並設法解決。

5. 對國家忠誠，為國家奉獻自己的聰

明才智。

6. 家庭生活正常，家庭成員喜歡外交

工作。

7. 具團隊精神，能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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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英、法、德、日外交人員之考

選方式

（一）美國

根據美國國務院之資料，美國外交

人員依工作類型區分為領事事務、經濟

事務、管理事務、政治事務以及公共外

交等五類 24。一旦選擇任何一類的外交

工作，就將成為該類型的外交人員。因

此應考人必須先決定自己希望報考的外

交工作類型，然後報名參加該類型外交

人員的筆試。通過筆試後，應考人應填

寫個人學、履歷問卷，並在繳交日期截

止前完成 25。

美國外交人員考試的筆試區分為職

務知識測驗（Job Knowledge Test）、英

語表達測驗 (English Expression Test)、

以及論文撰寫 26。職務知識測驗與英語

表達測驗均採選擇題，前者的考試範圍

甚廣，諸如美國政府與政治、美國外交

政策、經濟學原理、美國經濟、電腦應

用、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外交法規、

行政程序與方法、媒體與資訊、數字與

統計、管理、溝通、世界歷史與地理、

以及美國社會與文化等 27。

繳交個人履歷問卷之後，應考人就

等候考試，不過在口試前，應考人如有

特殊外語能力，例如阿拉伯、中文、波

斯文、或印度語等，可以參加特殊需求

語言測驗。如果成績良好，且最後被錄

取，未來可以獲得兩次派駐在使用該種

語言國家的機會 28。

美國外交人員的口試時間長達一個

工作天，項目包括團體討論、個別口試

及籃中演練（in-basket exercise）29。團

體討論係將應考人以每三至六人分組

進行，考生依被分配的外交任務，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解決問題。整個過程包

括資料閱讀、考生口頭報告及無主持人

參　美、英、法、德、日外交人員考選方式及其特點

 24 “Guide to the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Selection Process, 2010-2011.” http://careers.state.
gov/uploads/c3/aa/c3aaf5Iecdde776983c7d763bc7d20b0/3-0-FSQ-Reg.Guide.pdf

  p.31 2011.10.28.下載。
 25 Ibid, pp.31-32.
 26 黃立賢先生認為美國外交人員考試的筆試部分還包括履歷問卷 (Bi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aire)。參考黃立賢，「各國外交人員考選制度比較研究」。台北：考選部，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二月，頁35-36。

 27 “Guide to the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Selection Process, 2010-2011.”op.cit.,pp.32-34
 28 Ibid, pp.31-32.
 29 黃一峰，鄭怡君，「評鑑中心應用於國家考試之探討：以美國外交人員口試為例」，國家菁

英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5年三月，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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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30。個別口試表達一小時，重點在

衡量考生擔任外交人員的能力，情境處

理、以及對考生過去的經驗調查 31。

籃中演練目的在測試應考人的危機

處理能力、時間管理能力、人際互動能

力、處理分析能力、以及語文寫作能力

等等，測驗過程為一個半小時。考生先

以 30分鐘時間閱讀及分析資料，接著

以 45分鐘完成公文撰寫，最後 15分鐘

進行檢視修改 32。

口試結束，接著是安全調查、健康

檢查與最後的總評。安全檢查的重點包

括是否曾逃漏稅、是否曾犯罪、是否長

期酗酒、吸毒、是否曾宣告破產、是否

曾被國防部以不名譽理由解除軍職、以

及個人與銀行的信用問題等等 33。

（二）英國

英國外交人員的考選途徑原有兩

種，第一種途徑是先參加由內閣辦公

室（Cabinet Office）主辦的中央政府各

機關高級公務人員考試的統一招考，然

後再參加外交部負責的口試及性向測

驗 34。至於屬於中低階的外交領事及行

政人員之考選，則由外交部負責 35。

第二種考選途徑稱為「捷徑」（The 

Fast Stream），主要是供政府各單位在

職人員與一般大學畢業生報考，主辦單

位是內閣辦公室。「捷徑」是近年來英

國政府為遴選優秀高階文官而設立的考

選方式，因對報考資格也有相當限制。

以一般大學畢業生而言，畢業成績須

在第 2級之 2以上者才能報考 36。通過

「捷徑」者，若想擔任外交大使，還需

要參加外交部主辦的一項「角色扮演演

練」（role-play exercise）考試，成績優

良者才能夠被錄取 37。

2010年5月，英國保守黨政府宣布

凍結文官考試，但基於外交工作上的

需要，外交部仍獲准以文官「快捷」考

試，選取優秀的外交人員 38。根據文官

「快捷」考試的規定，考生欲通過「快

捷」取得外交人員的資格，必須經過四

 30 同前註，頁88-89。
 31 同前註，頁89。
 32 同前註，頁89-90。
 33 Ibid, pp.49-50.
 34 黃立賢，前揭書，頁46。
 35 同前註
 36 英國大學成績分成4級，第2級的之2屬於第3個層次。參見黃立賢，前揭書，頁47。
 37 該項由外交部主辦的考試稱為「Final Selection Board」，考試內容為半天的「角色扮演演
練」（role-play exercise），考生須參加兩次演練，每次約40-50分鐘。考試目的在瞭解考生
如何面對不同的情況，主考官一位是受過訓練的外交部人員，一位是專家。詳請見”What 
is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s Final Selection Board?”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http:/faststream .civilservice.gov.uk/How do-I-apply/Step-by-Step-Application-
Process/,2011/2/9.P.2.

 38 “Working for us,” 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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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考試。第一個階段包括線上自我

評估測驗（測試自己的詞肆翰數字推理

能力）、線上模擬測驗（模擬正式的線

上詞句與數字推理測驗），以及正式的

線上選擇測驗（包括詞句與數字推理測

驗，以及職能問卷調查）39。通過第一

階段考試的考生，才可參加第二階段的

考試。第二階段的考試係在區域考試中

心舉行，包括對考生的詞句與數字推理

能力再次進行測驗，以及在監督下進行

一項線上演練（e-tray exercise）40。第

三階段則是在倫敦「快捷」的評估中心

進行一天的測驗，測驗項目包含分組

團體演練（the group exercise）、政策建

議演練（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 exer-

cise）、簡報演練（the briefing exercise）、

以及個別面試與筆試 41。

團體演練分組進行，每組 5至 6

人，時間 45分鐘，其中準備時間為 30

分鐘。團體演練的過程類似我國以往外

交特考口試的團體討論，但無任何人被

指定為主席，評分依據為應試人的個

人表現及其對團體的貢獻 42。政策建議

演練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 15分鐘，

第二部分 90分鐘。前者係測試考生是

否運用創造性思維來解決問題，後者係

測試考生能否做出具有影響力的決策建

議 43。簡報演練的目的在了解考生能否

以積極的態度提出處理問題的選項，以

及是否具說服力 44。考生在參加簡報演

練時，先有 30分鐘的準備，然後作 10

分鐘的簡報，接著回答評審者的提問，

問答時間20分鐘 45。

通過快捷評估中心的測驗之後，考

生才能參加第四個階段的考試，就是由

外交部主辦的「角色扮演演練」。

（三）法國

法國外交部的人員依職級與工作內

容區分為A、B、C三級，考試也分為

三級。A級的外交事務秘書，其考選方

式較類似我國的外交特考，錄取後先於

外交部服務，外派時則自三等秘書開始

敘薪與晉升 46。

法國外交事務秘書的考試依選考外

語分為一般組及特殊語言組二類，同時

間考試，試題也大致相同。一般組的考

生可以在西班牙、葡萄牙與義大利三種

語文中選擇一種應試，特殊語文組須從

 39 “Step-by-Step Application Process,” 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op.cit.
 40 Ibid.
 41 “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Assessment Centre 2012:Guide for Candidates,” 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op.cit, p.2
 42 Ibid. p.8
 43 Ibid. p.12
 44 Ibid. p.16
 45 Ibid.
 46 駐法國代表處，「法國外交特考資料報告」，中華民國100年2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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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區塊中的九種語文中，任選一種應

試。這三個區塊與九種語文如下：東歐

的德、荷、俄語；亞洲的中文、日文與

印度文；中東與非洲的阿文、土文及史

瓦西利文（Swahili）。一般組與特殊語

言組皆同時對內、外部人員招考 47。

法國外交事務祕書的考試包括資格

考筆試與錄取口試兩階段，資格考筆試

的科目共計六種，包括通試（就當前政

經、社會、文化等議題）、國際議題、

經濟或歐洲問題（任擇其一）、世界文

明、英文、以及第二外語。其中通識考

試時間為 4小時，其餘均為 3小時。英

文及第二外語的考試方式為選擇題與論

文，通識為國際議題、經濟或歐洲問

題、以及世界文明的考試方式則為申論

題（一題）48。比較特殊的是，筆試各

科的滿分成績都是 20分，但各科所占

的計分權重係數並不相同。通識的計

分權重係數為 7，國際議題為 6，經濟

或歐洲問題為5，英文3，第二外語2，

世界文明2。另外，各科未達一定分數

者，即被淘汰，而且各科淘汰的標準並

不相同 49。

考生通過資格考筆試才能參加錄取

口試，口試一共五天，科目包括通識、

公法、經濟或歐洲、英語與第二外國語

五種必考科目。各科考試的時間從 40

分鐘（英語、第二外語、公法、經濟或

歐洲）到 85分鐘（通識），其中包括 20

到 30分鐘的準備時間，應口試委員詢

問20到45分鐘（通識），以及考生對試

題所作的評論時間（通識科 10分鐘）。

英語與第二外國語的考試方式是考生閱

讀一篇英語或第二外語文章後，作閱

讀、翻譯及評論。通識、公法、經濟或

歐洲的試題是當場抽出文章一篇或試

題。如同資格考筆試一樣，口試各科滿

分均為20分，未達一定分數即淘汰（各

科不同），而且各科的計分權重係數亦

有別（以通識最高、第二外語最低）50。

第三外語為自選加考科目，準備

及口試時間皆為 20分鐘，口試與英語

相同，滿分 20分，超過 10分始列入

計分，計分權重係數 151。各科的口試

官，人數最多的是通識，共有5位，其

中一位是心理學家，另外4位為自外交

部資深外交官，另一為專業人士。口試

均由考生單獨與口試官面對面進行，不

過現場卻開放旁聽 52。

（四）德國

德國外交人員的甄選方式包括筆試

 47 同前註。
 48 同前註，頁2。
 49 同前註。
 50 同前註，頁3。
 51 同前註，頁4。
 52 同前註，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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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口試。筆試的科目僅有兩科，分別是

英語和法語（或任選一種聯合國的官方

語言），以及性向測驗。英語和法語的

考試時間為 45分鐘，考試重點包括閱

讀測驗、動詞填空、詞彙填空、翻譯以

及文法。外語筆試的目的在了解應試者

是否具備良好的英、法語或其他聯合國

官方語言之能力，尤其是對含經濟及法

律專業用語之外文文章的理解力 53。

性向測驗長達 4小時，係由德國

社會人力資源管理協會（DGP）負責辦

理。測試項目包括邏輯思考、精神集中

度、記憶力測驗、拼字能力、以及其他

選定知識領域之測驗 54。

口試是德國外交人員甄選過程中的

第二個階段，歷時一天。項目包括個別

訪談、團體討論和團體任務、以及有心

理學家在場一起進行的個別訪談和簡單

演講（心理學家將針對該項測驗，對甄

選委員會提供建議）。應試者在簡短演

講中，有 30分鐘的準備時間，然後盡

量以不看稿的方式作演講。演講的題目

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當前問

題。團體討論類似我國以往外交特考的

口試方式團體討論。團體任務則是考

生針對指定之任務，必須和其他競爭

對手，共同討論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

法 55。

考生在通過口試後，還需接受德國

外交部健康中心的健康檢查以及德國聯

邦憲法維護廳的安全審查後，才能正式

被錄取 56。

（五）日本

日本外務省（外交部）外交人員的

任用係透過考試，包括通過國家公務員

任用第一種考試、外務省專門職員考

試、以及國家公務員任用第三種考試。

國家公務員任用第一及第三種考試均由

人事院辦理，外務省專門職員任用考試

則由外務省自行辦理 57。

國家公務員任用第一種考試是日

本普用高等文官的主要途徑，考生須

具備相當大學程度，考試過程分為第一

與第二試兩階段，第一試的配分比例

為5/13，第二試為8/13。第一試為筆試

考試科目包括教養考試與專門考試，

均係選擇題（5選 1）。教養考試的時間

為3小時，配分比例為2/13，專門考試

為 3小時 30分鐘，配分比例為 3/1358。

教養考試的目的在測試考生是否擁有公

務員所需的一般知識及智能，前者包括

文章理解、判斷推理、數的推理與資料

 53 駐德國代表處，「德國外交人員甄選程序指南」，中華民國100年10月。
 54 同前註。
 55 同前註。
 56 同前註。
 57 王俊卿、簡名祥，日本外交人員考選制度參訪報告，前揭書，頁8。
 58 同前註，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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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後者包括時事、政治、經濟、社

會、哲學、世界史、日本史、日本地

理、文學、藝術、物理化學、數學、生

物與地球科學等 59。通過教養考試方能

進入專門考試，內容包括國際關係、國

際法、國際經濟等 60。

考生通過第一試後才能參加第二

試，包括專門考試、綜合考試及面試。

專門考試與綜合考試採均採申論題，配

分比例分別為4/13及2/13。專門考試的

時間依選考類別而有不同，行政、法

律、經濟等為四小時，其於3小時30分

鐘。綜合考試時間為2小時，考試內容

包括資料分析、議題設定與理論探討

等，目的在了解考生的判斷力與思考力

等。至於專門考試則在測試考生是否具

有必要的專門知識與技術等能力 61。

面試佔配分比例2/13，主要內容在

瞭解考生的人格、待人處事等能力。

面試時間每位考生 20分鐘，採個別面

試，面試官通常為3人。在面試之前，

考生將接受性格測驗（或稱為適性測

驗），但測驗結果不會影響考生的考試

分數 62。

日本國家公務員第3種考試的報名

資格是具高級中學程度，年齡至 18歲

以上未滿 22歲者，考取者將被分發到

中央機構擔任中下層職務。第一試為筆

試，科目包括教養考試、適應性測驗、

作文與專業科目。第二試為面試與體檢

（稅務類）。通過國家公務人員任用第3

種考試的考生，經外務省面試錄取後，

在該省擔任會計、通訊與文書管理秘書

工作 63。

外務省專門職員考試亦分為第一試

與第二試兩階段。第一試包含專門試

驗、教養試驗、論文試驗與外國語試驗

四類（科目）。專門試驗的考試時間為6

小時，考試的科目有憲法、國際法與經

濟學三科，每科2小時，均為申論題，

且均為 3題中任選 2題作答；教養試驗

的考試時間為 2小時 30分鐘，考試科

目為一般教養，試題為選擇題，共 55

題，其中必須作答的有 25題，其餘 30

題可選擇 20題。教養試驗若未達合格

分數，其他各科皆被視為不及格 64。

論文試驗的時間為一小時 3 0分

鐘，考生須針對試題（時事主題一題）

撰寫論文。外國語試驗為2小時，考試

科目為外語翻日語及日語翻外語兩科

（外語可自英、德、法、中、俄等18種

語言中任選一種）65。

 59 黃立賢，前揭書，頁99。
 60 同前註。
 61 王俊卿、簡名祥，前揭書，頁15。
 62 同前註，頁22。
 63 同前註，頁17-25。
 64 同前註，頁33-34。
 6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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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專門職員考試的第二試包

括外語口試（考生在第一試時選考之外

語）、面試與身體檢查。其中面試又分

為個別面試與團體討論。面試時間每位

考生 20分鐘，團體討論 90分鐘（前 30

分鐘為準備時間）。團體討論的評分委

員5人（由外務省職員擔任），每組團體

討論的考生7人。口試前30分鐘發放一

題與外交議題有關的試題，考生準備

30分鐘後，才知悉被分配的角色（正方

或反方）。最後一項的身體檢查，係由

外務省的診療所統一辦理，合格與否由

該所所長決定 66。

二、 美、英、法、德、日外交人員考試

方式之特點

（一）重視評估考生的人格特質。

美、英、法、德、日在考選外交人

員的過程中，均設法評估考生的人格特

質。美國與日本是在口試中，由主考官

測試應考人的溝通技巧、人格特質、解

決問題的能力、沉著鎮靜力、判斷力、

以及擔任外交人員的潛力等等 67。英國

如同美國，心理測驗與口試結合一起進

行。在英國外交部主辦的「快捷」考試

裡，由快捷評估中心負責的第三階段測

驗，其測驗項目的團體演練、簡報演練

和個別面試，即具心理測驗之目的，而

且心理學家還被聘為團體演練的外部評

審 68。

法國外交人員考試在錄取口試的

「通識」科目，其實也包含心理測驗，

由 5位口試委員（當中有一位為心理學

家）。透過面談，評估考生的性向、性

格及工作動機等 69。

德國係將心理測驗列入外交人員考

試的筆試科目，另外德國在口試中，考

生還必須接受心理諮商面談。

（二）重視考生的核心職能。

美、英、法、德、日五國對外交

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職能，都有明確的

界定。這五個國家也都設法透過外交

人員考試的筆試或口試，來評估考生

是否具備擔任外交人員所需的核心職

能。以美國為例，美國不僅列舉 13項

外交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職能，而且還

將這 13項職能分別予以具體界定。以

「口頭溝通能力」而言，具體內容是：

「說話簡明清晰、組織架構好、無文法

錯誤並具說服力、並能視場合做出適當

的表達」70。在確定核心職能與具體內

容之後，不論是外交人員考試的筆試或

 66 同前註，頁34-39。
 67 黃一峰、鄭怡君，前揭文，頁89-90。
 68 以往英國外交人員考試的第二階段考試，常被稱為「鄉墅測驗」(Country House Test)，其
實即是個人品質測驗，也就是心理測驗。見黃立賢，同前揭書，頁52。

 69 駐法國代表處，法國外交特考資料報告，頁3。
 70 黃一峰、賴怡君，前揭文，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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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最主要的目的即在評估考生是否

擁有足以勝任外交人員的核心職能。因

此，在美國外交人員考試的口試過程，

口試委員都是以美國外交人員應具有的

13項核心職能，評量考生的表現 71。

（三） 重視口試。美、英、法、德、

日的外交人員考試，不但都有

口試，而且口試的項目都超過 2

項，口試的時間也都超過一個半

小時。美國的口試長達7-8小時，

項目包括個人面談、團體討論與

籃中演練。英國的口試包括個別

面試、團體演練、簡報演練與政

策建議演練，時間長達一天。法

國的口試長達 5天，內容包括通

識、公法、經濟或歐洲、英語與

第二外語。德國的口試時間為一

天，內容包括個別訪談、團體討

論、團體任務、以及演講等。日

本的口試包括個別面試與團體討

論，時間約一小時50分鐘。

（四） 重視外語能力。但未特別加重計

分比例或採配額方式錄取。日

本、德國及法國都將外語列入外

交人員考試的筆試。日本的考生

可以在包括英日在內的 18種外

語當中，擇一報考。德國則是除

英語必考外，鼓勵具有外語能力

的考生報考第二外語。英國是藉

語言測驗瞭解考生學習外語的能

力，而美國則是對通過特殊需求

語言測驗者，予以額外的加分優

待。

 在錄取名額方面，美、英、法、

德、日五國均未以外語的類別而

分配一定的名額，也未每年更動

第二外語的考試種類。

（五） 美、法、日三國十分重視考生的

通識能力。法國的資格考筆試科

目包括通識與世界文明，這兩科

其實都算是通識，和其他筆試一

提，考生的通識或世界文明分數

未達一定標準，即被淘汰。日本

的通識科目是「一般教養」，該科

未達到合格者，即被淘汰。美國

在第一階段的筆試裡，測驗的內

容涵蓋一般專業知識與職涯專業

知識，不僅領域很廣，而且並不

要求深度瞭解能力，此項測驗也

可說是測量考生的通識素養。

三、 英、美、法、德、日外交人員考試

方試與特點對我國之啟示

（一） 為客觀評估應考者的人格特質，

我國應慎重考慮在外交特考增加

心理測驗。美、英、法、德、日

五國皆重視對考生人格特質的評

估，因為一位外交人員的人格特

 7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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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攸關其是否能勝任駐外工

作。我國外交部門當然也十分瞭

解外交人員人格特質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迄今我國的外交特考

並無心理測驗，而口試僅有一

項，口試時間又短，的確很難評

估考生的人格特質。為彌補此一

缺失，我國顯然應借鏡美、英、

德、法、日五國慎重考慮在外交

特考增加心理測驗，並至少作為

口試委員的參考。

（二） 應增加口試的項目與時間。比起

美、英、法、德、日五國外交人

員考試的口試，我國的口試項

目最少，時間最短。以去（民國

99）年為例，外交特考第二試的

口試方式為集體口試，考生 3人

一組，每組時間不到二小時，每

位考生平均分配的時間只有 20分

鐘 72。在如此有限的時間與單一

口試方式的情況下，口試委員事

實上很難評估考生是否具備外交

人員所需的核心職能，特別是人

格與心理特質。為提升口試之效

度，協助外交部選取適當的外交

人員，我國外交特考應在第二階

段的口試中，增加情境式個別面

談或籃中演練，口試時間也配合

增加。

（三） 應更進一步重視第二外語，但外

語成績佔筆試成績之比重不宜過

高，美、英、法、德、日五國最

重視第二外語的是法國，法國還

可選考第三外語，其次是德國，

再為日本。美國鼓勵考生選考特

殊重要的外語，而英國則重視考

生學習外語的潛力。相較之下，

我國外交特考顯然不夠重視考生

的第二外語能力。首先，我國未

規定所有考生都必須選考第二外

語。其次，我國外交特考每年考

生可選考的外國語文雖然可能超

過10種，但並非每年固定不變，

同時每年各種外語錄取的名額也

不確定。在我國正積極推動國際

化又是經貿大國的情況下，法國

顯然是我國最應學習的對象，也

就是外交特考的考生都必須在英

文之外，選考一種第二外語。

 在另一方面，我國外交特考外國

語文的成績，（包括外語口試）佔

筆試所有科目成績之比例竟高達

百分之四十，是否比例過高以致

影響到考試的專業素養，也的確

有思考的必要，畢竟美、英、

法、德、日五國先進民主國家的

 72 根據考選部提供的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國家考試第二階段的考試，如採個別口試，每

一應試人口試的時間為20-60分鐘；集體口試每組口試時間為一至二小時；團體討論每組二
至四小時。參見，考選部，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民國99年），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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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員考試，都無類似的規定。

（四） 外交特考的考試項目與口試應以

測試考生是否具備外交人員的核

心職能為調整依據。美、英、

法、德、日五國都明確列舉外交

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職能，而這五

國的外交人員考試，不論筆試或

口試，都以評估考生的核心職能

為首要目標。我國未來如要調整

外交特考的筆試應試科目與口試

方式等等，都有師法美、英、

法、德、日等國之必要。

肆　我國外交領事人員特考筆試科目與計分調整建議

一、 外交領事人員特考筆試科目與計分

之演變

我國目前外交特考最早的法令依

據是民國 48年 6月 18日，總統公布的

「駐外外交領事人員任用條例」。根據

該條例，凡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外交官

領事官及格者，取得外交領事人員的任

用資格 73。接著，民國 49年 1月 4日，

考試院公布 49年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規則，規定外交領事人員考試為

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因任用需

要而舉辦 74。

民國 49年 2月，考選部依據上述

「駐外外交領事人員任用條例」及49年

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規則，首

次舉辦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外交特

考），當時報名的考生為93人，最後錄

取13人 75。第一屆外交特考的考試程序

分為三試：第一試（筆試）考國文及主

修外國文，二科各佔百分之五十，未錄

取者不得參加第二試；第二試亦為筆

試，應試科目包括國父遺教、本國憲

法、中外史地、國際公法、國際私法、

中國外交史、經濟學或國際貿易、副修

外國文或各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及關係，

各科平均計算，未錄取者不得參加第三

試；第三試為口試，考應考者之常識、

見解，言辭、儀表，以及應考者的外國

語文能力，二者各佔百分之五十。考試

總成績以第一試佔百分之四十，第二試

百分之四十，第三試百分之二十，合併

計算 76。

第一屆外交特考的筆試科目（含第

一試與第二試）高達十科。對考生而

 73 李震洲編，《中華民國特種考試制度》，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0年9月，頁96。
 74 同前註，頁97。
 75 同前註。
 7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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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確實不易，除非經長期準備，全

力以赴。自第一屆外交特考至去（民國

100）年的外交特考，為因應國內外環

境的變化，與外交部用人的需要，筆

試科目曾歷經數次調整。以近十年為

例，民國 92年的筆試科目為國文、外

國文、中華民國憲法、國際公法、國際

關係及國際組織、中國近代史以及經濟

學 77。民國96年，外交特考筆試科目調

整為國文、外國文、比較政治、經濟學

（含國際經濟）、近代外交史、國際公法

與國際關係。自去年開始，外交特考筆

試科目調整為國文、外國文、中華民國

憲法與比較政治、近代外交史、國際經

濟（含國際經貿組織）以及國際公法與

國際關係。

在筆試各科的計分比例方面，最大

的改變是外國文佔筆試總分的比例。在

民國 96年以前，外國文僅是筆試應試

科目的一科，佔筆試總分比例和其他科

目相同。但自民國 96年開始，外國文

與外語口試兩科佔筆試總分的比例提

升為百分之四十，其他六科為百分之

六十。此一外國文計分比例的大幅調

整，對外語能力較佳的考生十分有利，

影響也很大。

為避免影響準備特考者的權益，考

試院在公告調整特考筆試應試科目與計

分方式時，都會預留考生準備調整的時

間 78。

二、 當前外交特考筆試科目與計分方式

存在之弱點

目前外交特考的筆試應試科目與計

分方式存在的弱點或缺失，包括以下幾

項：

第一、外國文與外語個別口試不應

列為兩科。對外交人員而言，外語能力

的重要性眾所皆知。但外語能力的評估

應列為一科，並且測試考生對外語聽、

寫、讀、說之四大基本能力，而非分為

兩科，一科筆試，另一科個別口試。以

重視考生外語能力的法、德、日三國

而言，外國文或外語都只列為筆試的一

科 79。將外國文分為兩科，不但過度凸

顯外國文的重要性，而且也排擠其他筆

試應試科目調整的空間。

第二、外國文計分方式不合理。自

民國 96年開始，外國文及外語口試兩

科佔外交特考第一試各科（共七科）總

分的比例增加為百分之四十。換言之，

其他六科的成績僅佔第一試總分的百分

 77 李登科，「外交領事人員考試制度改進之研究」，九十二年度考選制度研討會會議實錄。台

北：考選部編印，中華民國九十三年，頁37。
 78 根據考試法第12條規定，考試科目之調整必須在考試前兩個月公告。但就目前選考阿拉伯
語、韓語、義大利語、以及俄語等第二外語的考生而言，很可能直到報名前夕，才知道是

否有該外語組別的招考。
 79 日本在第二試中的「口試」，係就考生第一試選考之外國語進行會話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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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十，也就是這六科每一科僅佔百分

之十。這種計分方式固然有助於考選

出外語能力優的考生，不過卻犧牲專業

科目，讓近幾年錄取的新進外交人員，

在專業素養方面，大不如前 80。尤有進

者，不論是重視第二外語的法、德、日

三國或美、英兩國，都沒有過度提高外

國文計分的比例。在法國外交人員考試

第一試（資格考筆試）中，六門應試科

目的計分比例不盡相同，但計分比例最

高的卻是通識（計分權重係數7），英文

與第二外文雖列為兩科，但計分權重係

數加起來只有5。

第三、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未獲應

有重視。外交人員在處理國際事務時，

最應熟悉的當然是國際關係與國際組

織。在外交處境極度艱難的情況下，我

國外交人員更應加強國際關係與國際組

織的專業，特別是如前外交部長錢復指

出的，多邊外交與非政府組織 81。但目

前外交特考第一試將國際公法與國際關

係列為一科，不但嚴重壓縮國際關係與

國際組織應具有的計分空間，而且也影

響到考生對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的重

視。事實上，根據外交部列舉的外交人

員應具備的核心職能，「具有涉外事務

之學識與經驗，瞭解國內外情勢」乃是

第一項核心職能。如果考生不重視國際

關係與國際組織，新進外交人員欠缺這

方面的專業，又將如何滿足外交部的需

求？

第四、欠缺測試考生基本常識的科

目。從外交特考開始舉辦迄今，儘管筆

試應試科目曾數次調整，可是並沒有一

科可用來測試考生的基本常識，也就

是通識。其實，外交人員除應具備專業

素養之外，亦應瞭解諸如當前環保、金

融、衛生醫療、科技、文明、宗教、農

業、交通通訊等常識 82。法國、日本、

與美國就是我國很好的借鏡，這三國

的外交人員考試，都有通識或類似通

識的筆試科目。法國就稱為「通識」，

另外還有一種「世界文明」也可列入

通識範圍。日本的筆試當中，「一般教

養」即是通識。美國外交人員考試的第

一階段，其中列入筆試的「一般專業知

識」，內容廣泛，從基礎英文能力、美

國政府、美國法令與文化、世界史地、

到基礎經濟學、教學、統計學與計算機

概論等等，事實上也就是通識。

 80 筆者曾與多位外交部司、科長層級官員請教此一問題，獲得的回答幾乎相同。考選部特考

司王司長俊卿在民國100年1月28日一項由本人主持的座談會上，更指出，近5年來考生
在專業科目的成績表現，遠不如外國文。

 81 錢復，「外交部考試」，考試院國父紀念月會演講，中華民國92年2月21日。載於92年度
考選制度研討會議實錄，前揭書，頁49。

 82 前外交部長錢復及鄭文華大使等人在在民國100年1月28日一項由本人主持的座談會上，
都積極建議外交特考應增加通識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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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外交特考筆試科目與計分方式調

整之建議

（一）調整外交特考筆試科目之主要依

據

1. 根據外交部對外交人員核心職能的

界定。外交部需要的外交人員，就

是具備該部所界定的，九項核心職

能的人員。因此外交特考筆試的調

整，首先即應依據外交部對外交人

員核心職能之界定。易言之，任何

筆試科目及計分方式之調整，都應

以是否能為外交部考選出具有九項

核心職能的人員為最主要考量。

2. 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先進的民主

國家，尤其是美、英、法、德、日

五國如何考選外交人員，頗值得我

國參考，因為這幾個先進國家的外

交人員及其表現，都有一定的口碑。

3. 因應國內外情勢的轉變。國內外情

勢的改變，譬如近年來爆發的國際

金融風暴、全球暖化、跨國疫情傳

染、乃至文明（宗教）對抗等等，

都是影響日益深遠的國際新議題。

另一方面，我國政黨政治的成熟

化，台海兩岸關係的改變，以及國

內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等等，再再

衝擊國內的政治環境。這些重大轉

變無疑地，也是外交特考比試科目

與計分方式調整的重要依據。

4. 既有外交特考的筆試科目與計分方

式出現缺失。如果既有外交特考的

筆試科目與計分方式沒有任何缺

失，誠然即無調整之必要。反之，

如確存在著缺失，即應據以調整，

否則缺失繼續存在，外交不當然難

以進用適合、優秀的外交人員。

（二）具體調整建議

1. 將第一試筆試應試科目外國文筆試

與外語口試兩科之計分比例，從佔

第一試總分百分之四十先調降為百

分之三十，未來再調降為百分之

二十，而外交部則恢復語訓制度，

或全面推動新進人員赴國外知名學

府修讀一年專業碩士的新辦法。將

外國文之計分比例調降，可以增進

考生對其他筆試科目之重視，提升

考生的專業科目素養。至於配套措

施則是建議外交部恢復新進外交人

員的語訓制度。語訓制度一則可有

效強化受訓人員的外語能力，一則

有助於受訓人員認識當地之政治、

社會文化以及建立在當地的學術界

人脈。除恢復此一甚受好評的語訓

制度之外，外交部當然也可擴大新

制定的新進人員赴國外名校修讀為

期一年的專業碩士辦法，將所有新

進人員都納入。

2. 將一般知識（通識）列為筆試應試

科目。目前我國外交特考第一試的

應試科目可區分為外語文與外交

專業兩大類，獨缺一般知識類，也

就是法國所稱的「通識」或日本所

稱的「教養」。事實上，在我國外

交部界定的外交人員核心職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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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項即是要求外交人員應有豐富

的常識。因此，為彌補過去的缺憾

並師法法、日、美等國的作法，建

議將一般知識列為筆試的應試科

目之一，考試方式以測驗題（選擇

題）為主，內容應涵蓋我國政府、

社會、文化；世界史地；文明與

宗教；基礎數學（數的推理）與統

計；人際溝通與媒體；環保、生態

與疾病等等。

3. 將「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調整為

「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及「國際

關係與國際現勢」兩科。將國際公

法從「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列為

外交特考的筆試科目，一方面有助

於提升考生對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

的重視，一方面也可收相輔相成之

效，因為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的關

係十分密切。至於國際組織的試題

範圍，則應涵蓋政府間國際組織與

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國際關係」其實即包含「國際現

勢」，不過為避免出題教授過度注

重國際關係的理論層面，忽略國際

現勢，將「國際關係與國際現勢」

列為筆試的另一科目，確有其必要

性。另者，由於近年來公共外交及

多邊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

這兩個議題都應列為「國際關係與

國際現勢」的考試的範圍。

4. 為鼓勵考生學習第二外國語，並加

強外交人員的第二外語能力，建議

在四年後將第二外國文列入所有考

生必考的筆試科目。我國目前將第

二外文與英文由考生任選一種，第

二外文又區分為法、土、日、韓、

俄、德、法等組。雖然第二外文的

組別（種類）超過十組，不過並非

每年固定那幾組，而且錄取的名額

也不固定。這種考選方式往往讓選

考第二外語的考生難以準備，因為

今年的第二外文組別可能明年就改

變，或錄取名額也改變。

 以外交部將外交人員輪流至不同地

區服務的作法，一位當初報考俄文

的外交人員，可能在某一階段被派

駐在一個非俄語系的國家或地區。

同樣的，一個當初報考英文的外交

人員也可能在某一時期被派駐在非

英語系的國家或地區。因此，為

增加外交部的外語人才，並鼓勵年

輕學子踴躍學習第二外語，建議外

交特考在四年後將英文與第二外文

列為第一試的應試科目，分為兩

科，考生一律必須選擇一種第二外

文 83。

 83 以目前外交特考第一試對外國語特別加重計分的作法而言，選考英文的考生面臨的競爭最

強烈，因為選考英文組的考生遠超過其他各組的考生。部分英文組未被錄取的考生，其第

一試總分常常超越其他選擇非英文組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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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口試的項目至少增加一項，例如

個別面試或籃中演練等方式。目前

我國外交特考第二試的口試僅有集

體口試一項，時間很短，平均每

位考生 20分鐘，的確難以藉此評

估考生是否具備擔任外交人員的重

要核心職能，尤其是應變能力、領

導統御能力、分析與組織能力、以

及人際溝通能力等等。有鑑於此，

建議外交特考第二試增加個別或籃

中演練，口試時間則隨之作必要增

加，至少增為每位考生一小時。

五　結論

近幾年來，由於報考者眾，錄取者

少，外交特考的競爭的確相當激烈。儘

管如此，這並不表示目前外交特考的筆

試科目、計分比例與口試方式都沒有改

進的必要。事實上，過去四十多年來，

外交特考的筆試科目、口試方式、外國

所佔之比重，以及第二外國語之種類，

都曾作過調整。

以我國當前艱困之外交處境和國家

面臨之安全挑戰，在加上冷戰結束後，

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快速的轉變，我國尤

其需要透過嚴謹、具前瞻性的外交特

考，才能獲得足以勝任外交工作的優秀

外交人員，達到維護並增進國家利益的

外交政策目標。

歸納起來，目前外交特考存在的問

題包括：筆試科目不能符合實際的需

要、外國文計分比例偏高、欠缺心理測

驗、以及口試的方式與時間難以達到口

試目的等等。為改進這些缺失，我國應

先確定外交人員應具備那些核心職能，

其次是師法歐美先進國家的優點，再者

就是要考量我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

目前外交部對外交人員核心職能之

界定，與美、英、法、德、日五個先進

國家相比較，相同或相似之處甚高，或

許可做小幅調整，但並無大加修改之

必要。不過，外交人員核心職能之評估

指標，確應及早建立，俾供口試委員參

考。

其次，就美、英、法、德、日五

國外交人員考試之特點而言，主要包

括：重視外交人員的核心職能，並都有

明確的界定；外交人員之考選，不論筆

試或口試，都以能錄取具有核心職能

之考生為目標；都相當重視口試，口

試的方式不只一項，而且時間都超過

我國；美、英、法、日四國十分重視

通識，其中日本規定「一般教養」（即

通識）未及格，其他科目即被視為不及

格，法國則將通識一科之比分比例列為

最高；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心理測驗；

都相當重視第二外國語，尤其是法、

德、日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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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針對當前的外交特考，本文

擬提出的具體調整建議包括：

（一） 增列心理測驗，由專業人士執行

測驗，測量結果至少應作為口試

委員的參考。

（二） 將外國文與外語口試佔第一試總

成績之比例，由百分之四十調整

為百分之三十，未來再調降至百

分之二十。配套措施是外交部恢

復新進人員的國外語訓制度，或

全面推動新進人員赴國外名校修

讀一年期專業碩士的辦法。

（三） 將筆試應試科目的「國際公法與

國際關係」調整為「國際關係與

國際組織」及「國際關係與國際

現勢」。其中國際組織的考試範

圍應兼顧政府間國際組織與非政

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關係與國

際現勢」的範圍則應理論與實務

（國際現勢）並重。

（四） 在外交特考第一試的應試科目增

加「通識」一科，考試內容包括

目前各大學通識課程的四大領

域：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

科學、以及生命科學。

（五） 外交特考第二試的口試，至少應

增加個別面試或籃中演練項目，

口試時間也應相對延長。

（六） 為強化外交人員的第二外語能

力，建議四年後將第二外國文與

英文都列為第一試的應試項目，

所有考生都必須參加英文筆試，

同時選考一種第二外國文。另

外，對第二外文的配額 (錄取名

額 )也應在四年後一併取消。

（七） 我國可參考英國所定的外交人員

核心職能指標，訂立我國外交人

員核心職能的具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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