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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108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

壹、考選行政

105 年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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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考試及格人員資料統計分析

一、前言

本考試包括醫師、牙醫師、藥師等 9 類醫事人員與獸醫師

共計 10 種專技人員考試，每年辦理二次，本次考試係第二次

考試，於本（105）年 7 月 28 日至 31 日依類科分梯次在臺北、

臺中、臺南、高雄 4 考區舉行考試，除醫師(二)應試 2 天外，

其餘各類科均為 1 天舉行完畢。本考試在張典試委員長素瓊

主持、高監試委員鳳仙監試及相關典試人員共同努力下，順利

圓滿完成，並於 9 月 9 日榜示及格名單。

二、辦理情形

本考試 14 類科應考人數總計 13,098 人，全程到考者

12,098 人，及格人數總計 6,332 人。本考試採電腦化測驗方式

辦理，各應試科目皆為測驗式試題，並採題庫電子試題，各類

科均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又本考試及格率依類科

分析，以藥師（二）99.61%最高，醫事檢驗師 18.82%最低。

（詳如附件）

三、近 3年本考試應考與及格統計分析

本考試各類科每年辦理 2 次，通常於每年 1~2 月與 7 月舉

行。每年第一次考試之應考人多數為曾參加本考試未獲及格者，

第二次考試之應考人則大多係首次應考之應屆畢業生。一般而

言，第一次考試及格率較第二次考試及格率為低。

統計近 3 年第二次考試各類科及格率(詳如表 1)，本次醫

事檢驗師與往年相較及格率偏低，主要受到試題難易度差異之

影響，又採分階段考試類科第二階段考試及格率均高於第一階

段考試及格率，其中又以藥師(二)最高。參加分階段第二階段

考試者，均係已通過第一階段考試之衡鑑篩選，其整體素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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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當較僅參加舊制單一階段考試者整齊，爰兩者之及格率有一

定程度之差異；另物理治療師類科及格率亦較低，按現行各大

專校院設置物理治療系(科)者計 14 所（其中大學 9所、科技大

學 2所、專科 3所)，各學制間應考人之及格率差異較大，部分

應考人數較多之專科學校及格率低，以致該類科整體及格率歷

來均有偏低情形。
表 1 近 3年本考試第二次考試各類科應考、到考、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表

年次別

類科

103 年第二次 104 年第二次 105 年第二次

應考 到考 及格 及格率 應考 到考 及格 及格率 應考 到考 及格 及格率

醫師(一) 2,097 2,016 1,246 61.81% 2,211 2,135 1,352 63.33% 2,258 2,168 1,375 63.42%

醫師(二) 1,269 1,264 1,186 93.83% 1,322 1,314 1,238 94.22% 1,413 1,398 1,231 88.05%

牙醫師(一) 420 408 237 58.09% 420 398 214 53.77% 381 357 227 63.59%

牙醫師(二) 415 414 389 93.96% 427 425 401 94.35% 444 439 428 97.49%

藥師(一) 441 397 117 29.47% 506 456 133 29.17% 932 863 374 43.34%

藥師(二) 尚未辦理 202 202 200 99.01% 256 256 255 99.61%

藥師 1,799 1,608 750 46.64% 1,528 1,356 527 38.86% 1,486 1,309 579 44.23%

醫事檢驗師 1,627 1,457 355 24.37% 1,594 1,415 382 27.00% 1,553 1,376 259 18.82%

醫事放射師 976 865 370 42.77% 864 766 323 42.17% 894 797 307 38.52%

助產師 66 57 18 31.58% 58 50 18 36.00% 52 48 18 37.50%

物理治療師 2,240 1,990 484 24.32% 2,142 1,942 672 34.60% 2,085 1,875 571 30.45%

職能治療師 659 597 289 48.41% 608 558 289 51.79% 564 516 283 54.84%

呼吸治療師 386 349 188 53.87% 355 317 166 52.37% 322 291 181 62.20%

獸醫師 474 403 183 45.41% 473 391 211 53.96% 458 405 244 60.25%

合計 12,869 11,825 5,812 49.15% 12,710 11,725 6,126 52.25% 13,098 12,098 6,332 52.34%

註：醫師（一）、醫師（二）於 104 年第二次考試改採電腦化測驗。

表 1-1 近 3年本考試第一次考試各類科應考、到考、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表

年次別

類科

103 年第一次 104 年第一次 105 年第一次

應考 到考 及格 及格率 應考 到考 及格 及格率 應考 到考 及格 及格率

醫師(一) 1,016 948 286 30.17% 986 918 185 20.15% 938 852 98 11.50%

醫師(二) 330 322 262 81.37% 256 249 168 67.47% 285 270 150 55.56%

牙醫師(一) 447 423 242 57.21% 467 443 250 56.43% 472 448 305 68.08%

牙醫師(二) 76 76 60 78.95% 101 99 76 76.77% 86 85 66 77.65%

藥師(一) 尚未辦理 476 452 116 25.66% 702 658 198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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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二) 尚未辦理 13 13 13 100% 13 13 13 100%

藥師 1,100 893 173 19.37% 1,015 842 193 22.92% 992 794 241 30.35%

醫事檢驗師 1,093 902 84 9.31% 1,054 890 72 8.09% 994 811 100 12.33%

醫事放射師 635 516 50 9.69% 540 449 53 11.80% 538 440 69 15.68%

助產師 53 42 14 33.33% 39 31 14 45.16% 42 39 14 35.90%

物理治療師 1,577 1,290 33 2.56% 1,548 1,302 218 16.74% 1,451 1,222 141 11.54%

職能治療師 341 277 66 23.83% 347 292 86 29.45% 308 256 72 28.13%

呼吸治療師 203 142 25 17.61% 143 112 28 25.00% 130 100 12 12.00%

獸醫師 306 220 58 26.36% 276 200 53 26.50% 250 173 30 17.34%

合計 7,177 6,051 1,353 22.36% 7,261 6,292 1,525 24.24% 7,201 6,161 1,509 24.49%

四、本考試及格人員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統計分析

（一）年齡

本考試各類科應考資格除醫師(二)、牙醫師(二)、呼

吸治療師 3 類科需具大學畢業資格外，其餘各類科皆為修

畢相關基礎學科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即可應考，爰應考人

年齡相對較輕。

本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為 24.28 歲，其分布比率以

21-25 歲為最多，計 4,831 人，占 76.30%；其次為 26-30

歲，計 1,092 人，占 17.25%。如以類科分析，平均年齡以

藥師(一) 22.37 歲最年輕，助產師 40.44 歲最年長。(詳

如表 2)
表 2 本考試及格人員年齡統計表

類科
平均
年齡 18-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歲以上

醫師(一) 23.78
0

(0.00%)
1182

(85.96%)
140

(10.18%)
35

(2.55%)
12

(0.87%)
5

(0.36%)
0

(0.00%)
1

(0.07%)

醫師(二) 26.42
0

(0.00%)
517

(42.00%)
625

(50.77%)
73

(5.93%)
14

(1.14%)
1

(0.08%)
1

(0.08%)
0

(0.00%)

牙醫師(一) 23.73
0

(0.00%)
184

(81.06%)
31

(13.66%)
11

(4.85%)
1

(0.44%)
0

(0.00%)
0

(0.00%)
0

(0.00%)

牙醫師(二) 26.04
0

(0.00%)
285

(66.59%)
96

(22.43%)
35

(8.18%)
10

(2.34%)
1

(0.23%)
1

(0.23%)
0

(0.00%)

藥師(一) 22.37
0

(0.00%)
360

(96.26%)
12

(3.21%)
1

(0.27%)
0

(0.00%)
0

(0.00%)
0

(0.00%)
1

(0.27%)

藥師(二) 23.75
0

(0.00%)
239

(93.73%)
11

(4.31%)
3

(1.18%)
0

(0.00%)
0

(0.00%)
2

(0.78%)
0

(0.00%)

藥師 24.12
0

(0.00%)
503

(86.87%)
48

(8.29%)
14

(2.42%)
8

(1.38%)
2

(0.35%)
2

(0.35%)
2

(0.35%)

醫事檢驗師 22.40
27

(10.42%)
223

(86.10%)
8

(3.09%)
0

(0.00%)
1

(0.39%)
0

(0.00%)
0

(0.00%)
0

(0.00%)

醫事放射師 22.91
10

(3.26%)
281

(91.53%)
13

(4.23%)
2

(0.65%)
1

(0.33%)
0

(0.00%)
0

(0.00%)
0

(0.00%)

助產師 40.44
0

(0.00%)
5

(27.78%)
0

(0.00%)
0

(0.00%)
1

(5.56%)
4

(22.22%)
5

(27.78%)
3

(16.67%)



4

物理治療師 23.26
57

(9.98%)
443

(77.58%)
55

(9.63%)
7

(1.23%)
5

(0.88%)
3

(0.53%)
1

(0.18%)
0

(0.00%)

職能治療師 22.70
18

(6.36%)
254

(89.75%)
10

(3.53%)
1

(0.35%)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呼吸治療師 23.27
0

(0.00%)
168

(92.82%)
6

(3.31%)
2

(1.10%)
4

(2.21%)
0

(0.00%)
1

(0.55%)
0

(0.00%)

獸醫師 25.23
0

(0.00%)
187

(76.64%)
37

(15.16%)
12

(4.92%)
5

(2.05%)
2

(0.82%)
1

(0.41%)
0

(0.00%)

合計 24.28
112

(1.77%)
4831

(76.30%)
1092

(17.25%)
196

(3.10%)
62

(0.98%)
18

(0.28%)
14

(0.22%)
7

(0.11%)

註：一、104 年第二次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為 24.39 歲，其分布比率以 21-25 歲，4,561 人最多、
占 74.45%；26-30 歲次之，計 1,132 人，占 18.48%。

二、103 年第二次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為 23.77 歲，其分布比率以 21-25 歲，2,838 人最多、
占 83.96%；26-30 歲次之，計 319 人，占 9.44%。

(二)性別

本考試及格人員性別差異情形，若以男性、女性占該

類科全部人數及格比率分析，其中以職能治療師類科差異

最大（46.28%），男性占 26.86%、女性占 73.14%；其次為

醫師（二）類科（35.02%），男性占 67.51%、女性占

32.49%；至於助產師類科女性及格率占 100%，係因為無男

性報考。

若以該類科男性、女性及格率進行比較，其中以藥師

類科差異最大（15.36%），男性及格率為 36.17%、女性及

格率為 51.53%；其次為呼吸治療師（12.37%），男性及格

率 70.79%、女性及格率 58.42%。（詳如表 3）

表 3 本考試及格人員性別統計表

類科
及格人數 及格率(%)

總計 男 女 總及格率 男 女

醫師(一) 1,375
913

(66.40%)
462

(33.60%)
63.42 〔62.75％〕 〔64.80％〕

醫師(二) 1,231
831

(67.51%)
400

(32.49%)
88.05 〔86.20％〕 〔92.17％〕

牙醫師(一) 227
141

(62.11%)
86

(37.89%)
63.59 〔61.84％〕 〔66.67％〕

牙醫師(二) 428
234

(54.67%)
194

(45.33%)
97.49 〔97.10％〕 〔97.98％〕

藥師(一) 374
166

(44.39%)
208

(55.61%)
43.34 〔44.15％〕 〔42.71％〕

藥師(二) 255
120

(47.06%)
135

(52.94%)
99.61 〔99.17％〕 〔100.00％〕

藥師 579
225

(38.86%)
354

(61.14%)
44.23 〔36.17％〕 〔51.53％〕

醫事檢驗師 259
89

(34.36%)
170

(65.64%)
18.82 〔20.18％〕 〔18.18％〕

醫事放射師 307
159

(51.79%)
148

(48.21%)
38.52 〔36.72％〕 〔40.66％〕

助產師 18
0

(0.00%)
18

(100.00%)
37.50 〔0.00％〕 〔37.50％〕

物理治療師 571
249

(43.61%)
322

(56.39%)
30.45 〔36.30％〕 〔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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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 283
76

(26.86%)
207

(73.14%)
54.84 〔48.10％〕 〔57.82％〕

呼吸治療師 181
63

(34.81%)
118

(65.19%)
62.20 〔70.79％〕 〔58.42％〕

獸醫師 244
117

(47.95%)
127

(52.05%)
60.25 〔54.93％〕 〔66.15％〕

註：1.（ ）內為男性、女性占該類科全部及格人數之百分比。

2.〔 〕內為男性、女性分別占該類科男性、女性及格人數之百分比。

(三)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係與各類科應考學歷資格相關，其及格人員

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計 6,040 人，占 95.39%；

其次為副學士（專科）287 人，占 4.53%；具碩士程度者 3

人，占 0.05%，具博士程度者 2 人，占 0.03%，兩者皆為助

產師類科，主要係助產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2 款另規定，領

有護理師、護士或助產士證書，於（護理）助產研究所畢

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始得報考所致。 (詳如表 4)

表 4 本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

類科 總計 博士 碩士 學士 副學士(專科) 高中(職)

醫師(一) 1375
0

(0.00%)
0

(0.00%)
1375

(100.00%)
0

(0.00%)
0

(0.00%)

醫師(二) 1231
0

(0.00%)
0

(0.00%)
1231

(100.00%)
0

(0.00%)
0

(0.00%)

牙醫師(一) 227
0

(0.00%)
0

(0.00%)
227

(100.00%)
0

(0.00%)
0

(0.00%)

牙醫師(二) 428
0

(0.00%)
0

(0.00%)
428

(100.00%)
0

(0.00%)
0

(0.00%)

藥師(一) 374
0

(0.00%)
0

(0.00%)
374

(100.00%)
0

(0.00%)
0

(0.00%)

藥師(二) 255
0

(0.00%)
0

(0.00%)
255

(100.00%)
0

(0.00%)
0

(0.00%)

藥師 579
0

(0.00%)
0

(0.00%)
578

(99.83%)
1

(0.17%)
0

(0.00%)

醫事檢驗師 259
0

(0.00%)
0

(0.00%)
205

(79.15%)
54

(20.85%)
0

(0.00%)

醫事放射師 307
0

(0.00%)
0

(0.00%)
288

(93.81%)
19

(6.19%)
0

(0.00%)

助產師 18
2

(11.11%)
3

(16.67%)
10

(55.56%)
3

(16.67%)
0

(0.00%)

物理治療師 571
0

(0.00%)
0

(0.00%)
408

(71.45%)
163

(28.55%)
0

(0.00%)

職能治療師 283
0

(0.00%)
0

(0.00%)
237

(83.75%)
46

(16.25%)
0

(0.00%)

呼吸治療師 181
0

(0.00%)
0

(0.00%)
181

(100.00%)
0

(0.00%)
0

(0.00%)

獸醫師 244
0

(0.00%)
0

(0.00%)
243

(99.59%)
1

(0.41%)
0

(0.00%)

合計 6332
2

(0.03%)
3

(0.05%)
6040

(95.39%)
287

(4.53%)
0

(0.00%)

註：一、104 年第二次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計 5,769 人，占 94.17%；
副學士 351 人次之，占 5.73%。

二、103 年第二次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計 3,071 人，占 90.86%；
副學士 271 人次之，占 8.02%。



6

五、本考試試題（答案）疑義及複查成績統計

(一)試題（答案）疑義統計

本考試試題全採測驗式試題，應考人提出試題(答案)

疑義（以下稱試題疑義）計 460 題，提出題數占全部列考

題數比率為 9.91%，經召開試題疑義會議研商結果，維持

原答案 363 題，更正答案 74 題，一律給分 23 題，更正答

案及一律給分題數占全部列考題數比率為 2.09%（詳如表

5）。統計更正答案及一律給分(以下稱更正答案)原因，其

中含「試題或答案未臻周延」與「命題筆誤」合計 74 題，

超過 7 成(詳如表 6）。另本考試各類科試題疑義統計表分

析如下：(詳如表 7）

１、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數統計：醫學組 188 題最多(占

40.87%)，該組又以醫師(二)95 題最多，醫師(一)87

題次之；另物理治療組 54 題次多。

２、以更正答案題數統計：醫學組 34 題最多，該組又以醫

師(二)更正 18 題最多，醫師(一) 更正 15 題次之；另

牙醫組更正 12 題次多。

３、以更正答案題數與列考題數比率統計：醫學組 4.20%

最高，牙醫組 2.50%次高。

４、以更正答案題數與試題疑義題數比率統計：醫事放射

組 54.55%最高，其次為牙醫組 46.15%次高。

按醫事人員考試試題疑義一向是各項考試中較多者，

尤其是醫師類科。因各類科醫事人員均嚴格規範取得執照

方能執行醫療業務，況電腦化測驗採即測即評，應考人試

畢即可得知初步成績，且採 60 分及格制，成績在及格邊緣

者，為爭取一線希望，均極力爭取可能得分之機會。依近

3 年本考試試題疑義統計資料顯示（詳如表 8），本次考試

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題數比率及更正答案比率均較 103 年

及 104 年同次考試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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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考試試題(答案)疑義統計表

項目
列考題數
（a）

試題(答案)
疑義提出題數

(b)

試題(答案)疑義處理結果 更正答案與提
出題數比率%

(c+d/b)

更正答案與列
考題數比率%

（c+d/a）
維持
原答案

更正答案
（c）

一律給分
（d）

合計 4640 460 363 74 23 21.09% 2.09%

表 6 本考試更正答案及一律給分原因統計表

更正

題數

更正答案歸因

試題或答案未

臻周延
命題筆誤

學說論點

不同
審查誤改 試題不合時宜 其他

97 64 10 13 1 8 1

表 7 本考試組別試題(答案)疑義統計表

組別
列考
題數

試題(答案)
疑義題數

處理結果

維持原答案 更正答案 一律給分

醫 學 組 810 188

154 25 9

（19.01%） （3.09%） （1.11%）

〔81.91%〕 〔13.30%〕 〔4.79%〕

牙 醫 組 480 26

14 9 3

（2.92%） （1.88%） （0.63%）

〔53.85%〕 〔34.62%〕 〔11.54%〕

藥 學 組 450 45

36 6 3

（8.00%） （1.33%） （0.67%）

〔80.00%〕 〔13.33%〕 〔6.67%〕

醫事檢驗組 400 39

30 6 3

（7.50%） （1.50%） （0.75%）

〔76.92%〕 〔15.38%〕 〔7.69%〕

醫事放射組 400 11

5 5 1

（1.25%） （1.25%） （0.25%）

〔45.45%〕 〔45.45%〕 〔9.09%〕

助 產 組 260 0 0 0 0

物理治療組 480 54

43 10 1

（8.96%） （2.08%） （0.21%）

〔79.63%〕 〔18.52%〕 〔1.85%〕

職能治療組 400 49

42 6 1

（10.50%） （1.50%） （0.25%）

〔85.71%〕 〔12.25%〕 〔2.04%〕

呼吸治療組 480 36

28 6 2

（5.83%） （1.25%） （0.42%）

〔77.78%〕 〔16.67%〕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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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 醫 組 480 12

11 1 0

（2.29%） （0.21%） （0.00%）

〔91.67%〕 〔8.33%〕 〔0.00%〕

總 計 4,640 460

363 74 23

（7.82%） （1.59%） （0.50%）

〔78.91%〕 〔16.09%〕 〔5.00%〕

註： 1.（ ）：表各組試題疑義處理結果占總題數之百分比。
2.〔 〕：表各組試題疑義處理結果占試題(答案)疑義題數之百分比。

表 8 近 3年(103 年至 105 年)本考試試題(答案)疑義統計表

考試年次
列考

題數

(a)

試題(答案)

疑義題數

(b)

試題(答案)

疑義比率(%)

(b/a)

更正答案

題數

(c)

更正答案百分比

應考人提出疑義

更正答案比率(%)

(c)/(b)

列考題數更正答

案(比率%)

(c)/(a)

103 年第一次 4120 132 3.20% 23 17.42% 0.56%

103 年第二次 4120 358 8.69% 65 18.16% 1.58%

104 年第一次 4120 157 3.81% 21 13.38% 0.51%

104 年第二次 4640 407 8.77% 70 17.20% 1.51%

105 年第一次 4640 290 6.25% 52 17.93% 1.12%

105 年第二次 4640 460 9.91% 97 21.09% 2.09%

註：一、藥師(一)、藥師(二)與藥師考試應試科目採同套試題。

二、醫師分階段考試自 104 年第二次考試納入電腦化測驗，爰 104 年第二次考試起增加 6 科目，

列考題數增加 520 題。

(二)複查成績統計

本考試榜示後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計 67 人（醫師（一）15

人，醫師（二）、物理治療師各 12 人，藥師 、醫事檢驗師各 6

人，藥師（一）、醫事放射師、職能治療師各 3 人，牙醫師(一)、

牙醫師（二）、呼吸治療師各 2 人，以及獸醫師 1 人)，所複

查科目成績均與原寄發成績及結果通知書登載之分數相符。

六、結語：未來努力方向

醫事人員素質及執業之良窳，攸關民眾身心健康及生命安

全至鉅，其專業養成教育、實習、考試與訓練向為各界所重視。

近來受到勞動法規有關醫師或醫學生身分認定疑義之影響，為

解決醫學系畢業生經醫師第二階段考試及格，尚未取得醫師證

書約2個月之空窗期，應有勞動基準法適用之顧慮，並確保醫

師考試與衛生福利部「一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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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訓練）之順利銜接，經本部邀集產官學各界開會研商獲

致共識，自106年起，每年第二次考試之醫師第二階段考試將

提前於6月下旬單獨舉行，屆時除本部各項試務作業外，包括

全國各醫學校院課程與畢業期程、醫學專業團體台灣醫學教育

學會辦理OSCE測驗期程、職業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核發醫師證

書及衛生機關辦理執業登記等作業，均需配合調整，充分展現

政府機關、學校、專業團體間協調合作之成效。

現行電腦化測驗之特色，包括採中央監控機制與自動化管

控考試進度、嚴謹之電腦試場認證機制、試題題序與答案選項

順序由系統亂序重組。由於電腦化測驗之試題係於命題、審查

後製作電子化試題，並依類科配製成套儲存於題庫系統，各組

召集人或典試委員參酌歷次考試結果與試題難易度進行套題抽

選，爰考試前無須再入闈辦理試題審查決定之流程。命題、審

題作業攸關試題品質，為確保考試之衡鑑水準，本部將賡續檢

討改進電腦化測驗題庫電子化試題之建置流程。

電腦化測驗考試方式之推動及發展，必須在確保考試公平、

公正目標之前提下，經審慎評估及周全準備後逐步實施，目前

已納入電腦化測驗之考試，係以應試科目採全測驗式試題、電

腦試場座位數足敷全部應考人同時進行考試所需及已完成題庫

電子化試題建置為必要條件，惟在現有模式之下，進一步擴大

推廣電腦化測驗已經面臨侷限。為充分運用電腦化測驗既有設

施，有必要研議改變電腦化考試之實施方式，擴大適用於併採

申論式試題，以及電腦試場座位數符合應考人數需求之考試。



附件

總計 男 男% 女 女% 總計 男 男% 女 女% 總計 男 男% 女 女% 總到考率 男 女 總及格率 男 女

醫師(一) 2 258 1 527 67.63 731 32.37 2 168 1 455 67.11 713 32.89 1 375 913 66.40 462 33.60 96.01 95.28 97.54 63.42 62.75 64.80

醫師(二) 1 413 975 69.00 438 31.00 1 398 964 68.96 434 31.04 1 231 831 67.51 400 32.49 98.94 98.87 99.09 88.05 86.20 92.17

牙醫師(一) 381 247 64.83 134 35.17 357 228 63.87 129 36.13 227 141 62.11 86 37.89 93.70 92.31 96.27 63.59 61.84 66.67

牙醫師(二) 444 245 55.18 199 44.82 439 241 54.90 198 45.10 428 234 54.67 194 45.33 98.87 98.37 99.50 97.49 97.10 97.98

藥師(一) 932 417 44.74 515 55.26 863 376 43.57 487 56.43 374 166 44.39 208 55.61 92.60 90.17 94.56 43.34 44.15 42.71

藥師(二) 256 121 47.27 135 52.73 256 121 47.27 135 52.73 255 120 47.06 135 52.94 100.00 100.00 100.00 99.61 99.17 100.00

藥師 1 486 741 49.87 745 50.13 1 309 622 47.52 687 52.48 579 225 38.86 354 61.14 88.09 83.94 92.21 44.23 36.17 51.53

醫事檢驗師 1 553 518 33.35 1 035 66.65 1 376 441 32.05 935 67.95 259 89 34.36 170 65.64 88.60 85.14 90.34 18.82 20.18 18.18

醫事放射師 894 494 55.26 400 44.74 797 433 54.33 364 45.67 307 159 51.79 148 48.21 89.15 87.65 91.00 38.52 36.72 40.66

助產師 52 - - 52 100.00 48 - - 48 100.00 18 - - 18 100.00 92.31 - 92.31 37.50 - 37.50

物理治療師 2 085 782 37.51 1 303 62.49 1 875 686 36.59 1 189 63.41 571 249 43.61 322 56.39 89.93 87.72 91.25 30.45 36.30 27.08

職能治療師 564 177 31.38 387 68.62 516 158 30.62 358 69.38 283 76 26.86 207 73.14 91.49 89.27 92.51 54.84 48.10 57.82

呼吸治療師 322 94 29.19 228 70.81 291 89 30.58 202 69.42 181 63 34.81 118 65.19 90.37 94.68 88.60 62.20 70.79 58.42

獸醫師 458 253 55.24 205 44.76 405 213 52.59 192 47.41 244 117 47.95 127 52.05 88.43 84.19 93.66 60.25 54.93 66.15

105年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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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考試報考、到考、及格人數暨及格率統計表

及格率(%)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到考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