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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39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4 年 6月 11 日

壹、考選行政

104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
試、中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人員統

計分析

一、前言

本考試於本（104）年 2 月 7 日至 8 日在臺北、臺中、高雄

3 考區同時舉行，在馮典試委員長正民主持、蔡監試委員培村監

試及相關典試人員努力下，順利圓滿完成，並於同年 4 月 10 日

榜示，適時補充各該類專技人員執業所需人力。

二、辦理情形

本考試總計應考 15,569 人（其中男性 2,535 人、女性

13,034 人，女性占 83.72%；女性報考人數較高，主要係報考人

數較多之護理師及社會工作師考試，女性分別占 93.56%、

81.71%所致），全程到考 12,881 人（其中男性 2,087 人、女性

10,794 人，女性占 83.80%），及格 2,332 人（其中男性 481 人、

女性 1,851 人，女性占 79.37%），及格率為 18.10﹪（其中男性

23.05%、女性 17.15%，女性整體及格率較低，係因女性應考人

數占多數之護理師考試，其及格率為 16.49%，較整體及格率為

低所致 ）（詳如附表）。

又前揭護理師考試應考人性別分布趨勢分析，最近 5 年第一

次考試，男性報考人數從 100 年 378 人逐年增加至 104 年 558 人

，近 5 年人數成長比例達 47.62%；第二次考試從 100 年 728 人

逐年增加至 103 年 1,031 人，近 4 年人數成長比例亦達 41.62%

，顯示愈來愈多男性投入傳統以女性為主之護理工作行列，至於

女性報考人數除 104 年第一次略有下降外，每年第一次考試大約

維持約 9,000 人以上，第二次考試則維持約 16,000 人以上之水

準，無明顯增加或減少趨勢。對於護理人力結構逐漸改變及護理



2

人力與未來高齡化社會、長期照護制度之相互影響，本部將與衛

生福利部密切配合，俾適時提出必要之因應。（統計如下表）
考試年別 考試次別 性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100 年 第一次

男 378 333 38 11.41

女 9627 8450 643 7.61

小計 10005 8783 681 7.75

101 年 第一次

男 426 383 41 10.70

女 9928 8628 662 7.67

小計 10354 9011 703 7.80

102 年 第一次

男 500 451 40 8.87

女 9209 8027 422 5.26

小計 9709 8478 462 5.45

103 年 第一次

男 553 497 107 21.53

女 9418 8097 1365 16.86

小計 9971 8594 1472 17.13

104 年 第一次

男 558 501 107 21.36

女 8106 7156 1180 16.49

小計 8664 7657 1287 16.81

100 年 第二次

男 728 678 301 44.40

女 16726 15523 6123 39.44

小計 17454 16201 6424 39.65

101 年 第二次

男 870 798 360 45.11

女 17579 16468 6802 41.30

小計 18449 17266 7162 41.48

102 年 第二次

男 965 905 450 49.72

女 16165 15034 6403 42.59

小計 17130 15939 6853 43.00

103 年 第二次

男 1031 964 419 43.46

女 16373 15297 6324 41.34

小計 17404 16261 6743 41.47

總計

男 6009 5510 1863 33.81

女 113131 102680 29924 29.14

小計 119140 108190 31787 29.38

本考試及格方式，各類科均採總成績滿 60 分為及格，但中

醫師考試之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 50 分、營養師考試之「膳食

療養學」科目成績未滿 50 分，縱總成績達及格標準，仍不予及

格（本次考試因上揭及格否決條件致不予錄取者 0 人）。及格率

依類科分析，以中醫師（二）80.00%最高，社會工作師 10.13%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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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考試申論式試卷共 24,886 本，總題數 59,987 題，均採

用線上閱卷，由閱卷委員於第一試務大樓 5 樓閱卷處，以封閉性

網路系統全程加密進行線上評閱，閱卷委員評閱各題題分以鍵盤

輸入，無需加計總分，並即時產生統計訊息，以利評分寬嚴掌握

；又評閱不需透過紙本試卷收發過程，確保試卷保管之安全性；

另同 1 科目由 2 位以上委員分題評閱者可同時進行閱卷，免除紙

本試卷傳閱等候之費力耗時，且典試委員長及分組召集人抽閱試

卷可自行擇定分數區間，加速抽閱效率，對整體閱卷作業正確性

與便利性之提升，均極具正面之助益。

三、及格人員年齡、教育程度統計分析

（一）年齡

本次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為 25.42 歲（其中男性 26.31

歲、女性 25.18 歲），其分布比率以 21-25 歲為最多，計 998

人（其中男性 212 人、女性 786 人），占 42.80%；其次為 18-

20 歲，計 466 人（其中男性 38 人、女性 428 人），占 19.98%

。如以類科分析，平均年齡以諮商心理師 31.14 歲最年長、社

會工作師 30 歲居次，護理師 23.52 歲最年輕。年齡 51 歲以上

者 10 人，以護理師 5 人為最多，其次為社會工作師 3 人（詳

如下表）。
本考試及格人員年齡統計表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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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24.63
9

(4.86%)
122

(65.95%)
32

(17.30%)
16

(8.65%)
4

(2.16%)
0

(0.00%)
2

(1.08%)
0

(0.00%)

醫師(二) 28.55
0

(0.00%)
24

(14.29%)
108

(64.29%)
27

(16.07%)
3

(1.79%)
3

(1.79%)
3

(1.79%)
0

(0.00%)

中醫師(一) 23.75
23

(24.21%)
49

(51.58%)
15

(15.79%)
5

(5.26%)
3

(3.16%)
0

(0.00%)
0

(0.00%)
0

(0.00%)

中醫師(二) 28.75
0

(0.00%)
1

(25.00%)
2

(50.00%)
1

(25.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中醫師 28.50
0

(0.00%)
0

(0.00%)
2

(1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營養師 24.94
0

(0.00%)
83

(75.45%)
13

(11.82%)
12

(10.91%)
1

(0.91%)
1

(0.91%)
0

(0.00%)
0

(0.00%)

臨床心理師 27.02
0

(0.00%)
10

(23.26%)
31

(72.09%)
2

(4.65%)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諮商心理師 31.14
0

(0.00%)
16

(10.13%)
79

(50.00%)
32

(20.25%)
18

(11.39%)
7

(4.43%)
4

(2.53%)
2

(1.27%)

護理師 23.52
434

(33.72%)
600

(46.62%)
110

(8.55%)
73

(5.67%)
45

(3.50%)
11

(0.85%)
9

(0.70%)
5

(0.39%)

社會工作師 30.00
0

(0.00%)
93

(33.21%)
73

(26.07%)
60

(21.43%)
28

(10.00%)
15

(5.36%)
8

(2.86%)
3

(1.07%)

總計 25.42
466

(19.98%)
998

(42.80%)
465

(19.94%)
228

(9.78%)
102

(4.37%)
37

(1.59%)
26

(1.11%)
10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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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

本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計

1,190 人（其中男性 389 人、女性 801 人），占 51.03%；其次

為副學士（專科）840 人（其中男性 36 人、女性 804 人），占

36.02%。具博士程度者 3 人，分別為諮商心理師 2 人及社會工

作師 1人（詳如下表）。

本考試及格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

教育程度
類科

博士 碩士 學士 副學士(專科) 高中(職)以下

醫師(ㄧ) 0
(0.00%)

0
(0.00%)

185
(100.00%)

0
(0.00%)

0
(0.00%)

醫師(二) 0
(0.00%)

6
(3.57%)

162
(96.43%)

0
(0.00%)

0
(0.00%)

中醫師(一) 0
(0.00%)

0
(0.00%)

95
(100.00%)

0
(0.00%)

0
(0.00%)

中醫師(二) 0
(0.00%)

0
(0.00%)

4
(100.00%)

0
(0.00%)

0
(0.00%)

中醫師 0
(0.00%)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營養師 0
(0.00%)

16
(14.55%)

93
(84.55%)

1
(0.91%)

0
(0.00%)

臨床心理師 0
(0.00%)

43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諮商心理師 2
(1.27%)

156
(98.73%)

0
(0.00%)

0
(0.00%)

0
(0.00%)

護理師 0
(0.00%)

4
(0.31%)

409
(31.78%)

835
(64.88%)

39
(3.03%)

社會工作師 1
(0.36%)

35
(12.50%)

240
(85.71%)

4
(1.43%)

0
(0.00%)

總計 3
(0.13%)

260
(11.15%)

1190
(51.03%)

840
(36.02%)

39
(1.67%)

四、本次考試特色

（一）營養師考試「膳食療養學」科目申論式試卷採平行兩閱

現行部分專技人員類科之考試為強化其核心專業能力之衡

鑑，規定個別應試科目有成績設限之及格否決條件，營養師考

試規則第 11 條即規定「膳食療養學」科目之成績未滿 50 分，

縱總成績達 60 分之及格標準，仍不予及格。為確保成績設限

有效發揮選優汰劣之功能，同時提升評分之客觀、公正及信效

度，並維護應考人之權益，本次考試「膳食療養學」科目申論

式試卷首次採平行兩閱方式評閱，評閱結果，無應考人因該科

目成績設限遭否決，爾後本考試仍將賡續採平行兩閱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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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醫師應試全部科目之一階段考試最後一次舉行

配合中醫學系養成教育，並參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業分別於 96 年、98 年開始實施分階段

考試，中醫師考試亦於 101 年開始採行分階段考試，至 104 年

6 月止為一階段之中醫師考試與分階段考試雙軌併行之過渡期

。本次係一階段之中醫師考試最後一次舉辦，報考人數 25 人

、到考 16 人、及格 2 人，已順利完成過渡期之任務。本考試

尚未及格之人員，未來仍得報考中醫師分階段考試，並經考試

及格後取得執業資格。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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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醫事人員職業管理法規相關規定，並配合醫療機構人

員調度需求，適時補充質量俱優之醫事人力，歷來多數專技醫

事人員類科每年均舉辦 2 次考試。鈞院委員為確保有限資源之

充分運用，對於報考人數較少之專技人員類科，每年舉辦考試

次數迭表關切，惟產官學各界對於以報名人數多寡評估考試舉

行次數之合理性與醫療機構人力能否及時獲得補充，亦有所疑

慮。是以，為加強溝通建立共識，本部將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第 3 條得視考試類科需要增減或暫停辦理之規定，

賡續與產官學各界研議醫事人員類科每年辦理考試次數之適當

性，以兼顧醫事人力教、考、用緊密結合，並合理分配考試資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