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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245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2 年 7月 18 日

壹、考選行政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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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考試

、中醫師、營養師、心理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

、特種考試聽力師、牙體技術人員考試、10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及格人員統計分析

一、前言

本考試於 10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臺北、臺中及高雄三考區

同時舉行，在林典試委員長雅鋒主持、尹監試委員祚芊監試及相

關典試人員努力下，順利圓滿完成，並於同年 4 月 15 日榜示，

適時補充各該類專技人員執業所需人力。

二、考試辦理情形

本考試總計應考 20,995 人（其中男性 4,418 人、女性

16,577 人，女性占 78.96%；女性報考人數較高，主要係報考人

數較多之護理師，女性占 94.85%；社會工作師，女性占 81.35%）

，全程到考 17,525 人（其中男性 3,747 人、女性 13,778 人，女

性占 78.62%），及格 2,249 人（其中男性 889 人、女性 1,360 人

，女性占 60.47%），及格率為 12.83﹪（其中男性 23.73%、女性

9.87%，女性整體及格率較低，係因女性應考人數占多數之護理

師及社會工作師 2 項考試，其及格率較整體及格率偏低，分別為

5.45%、7.41%）（詳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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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或牙體技術人員實地考試平均成績未滿

60 分，縱總成績達及格標準，仍不予及格（本次考試總成績滿

60 分，惟因上揭及格否決條件致不予錄取者計營養師 31 人、牙

體技術師 7 人、牙體技術生 2 人）。及格率依類科分析，以醫師

（二）75.81%最高，護理師 5.45%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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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格人員年齡、教育程度統計分析

（一）年齡

本考試及格人員平均年齡為 29.47 歲（其中男性 31.21 歲

、女性 28.33 歲），其分布比率以 21-25 歲為最多，計 864 人

（其中男性 252 人、女性 612 人），占 38.42%；其次為 26-30

歲，計 674 人（其中男性 281 人、女性 393 人），占 29.97%。

如以類科分析，平均年齡以語言治療師 42.49 歲最年長、牙體

技術生 40.51 歲居次，醫事檢驗師 24.68 歲最年輕。年齡 51

歲以上者 57 人，以牙體技術生 27 人為最多，其次為牙體技術

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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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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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5
165 54 22 2 1 0 0

(67.62%) (22.13%) (9.02%) (0.82%) (0.41%) (0.00%) (0.00%)

醫師(二) 30.28
0 166 44 15 6 1 3

(0.00%) (70.64%) (18.72%) (6.38%) (2.55%) (0.43%) (1.28%)

社會工作師 30.39
81 95 56 26 17 7 5

(28.22%) (33.10%) (19.51%) (9.06%) (5.92%) (2.44%) (1.74%)

醫事檢驗師 24.68
93 28 2 0 0 1 0

(75.00%) (22.58%) (1.61%) (0.00%) (0.00%) (0.81%) (0.00%)

護理師 24.74
351 63 23 14 4 4 3

(75.97%) (13.64%) (4.98%) (3.03%) (0.87%) (0.87%) (0.65%)

中醫師 31.63
0 14 9 3 1 0 0

(0.00%) (51.85%) (33.33%) (11.11%) (3.70%) (0.00%) (0.00%)

中醫師(一) 27.46
111 111 40 17 1 0 1

(39.50%) (39.50%) (14.23%) (6.05%) (0.36%) (0.00%) (0.36%)

營養師 26.49
56 42 12 0 0 1 1

(50.00%) (37.50%) (10.71%) (0.00%) (0.00%) (0.89%) (0.89%)

臨床心理師 29.80
0 24 9 1 0 1 0

(0.00%) (68.57%) (25.71%) (2.86%) (0.00%) (2.86%) (0.00%)

諮商心理師 33.34
0 46 39 5 7 7 2

(0.00%) (43.40%) (36.79%) (4.72%) (6.60%) (6.60%) (1.89%)

語言治療師 42.49
0 0 5 17 24 7 6

(0.00%) (0.00%) (8.47%) (28.81%) (40.68%) (11.86%) (10.17%)

聽力師 39.93
0 0 7 3 1 2 2

(0.00%) (0.00%) (46.67%) (20.00%) (6.67%) (13.33%) (13.33%)

牙體技術師 39.93
0 9 7 9 7 5 7

(0.00%) (20.45%) (15.91%) (20.45%) (15.91%) (11.36%) (15.91%)

牙體技術生 40.51
7 22 40 44 36 42 27

(3.21%) (10.09%) (18.35%) (20.18%) (16.51%) (19.27%) (12.39%)

合計 29.47
864 674 315 156 105 78 57

(38.42%) (29.97%) (14.01%) (6.94%) (4.67%) (3.4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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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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 人（其中男性 632 人、女性 808 人），占 64.03%；其次

為副學士（專科）414 人（其中男性 68 人、女性 346 人），占

18.41%。具博士程度者 9 人，分別為諮商心理師 6 人、社會工

作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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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一)
0 0 244 0 0

(0.00%) (0.00%) (100.00%) (0.00%) (0.00%)

醫師(二)
0 0 235 0 0

(0.00%) (0.00%) (100.00%) (0.00%) (0.00%)

社會工作師
1 45 239 2 0

(0.35%) (15.68%) (83.28%) (0.70%) (0.00%)

醫事檢驗師
0 8 91 25 0

(0.00%) (6.45%) (73.39%) (20.16%) (0.00%)

護理師
0 2 147 307 6

(0.00%) (0.43%) (31.82%) (66.45%) (1.30%)

中醫師
0 1 26 0 0

(0.00%) (3.70%) (96.30%) (0.00%) (0.00%)

中醫師(一)
0 6 275 0 0

(0.00%) (2.14%) (97.86%) (0.00%) (0.00%)

營養師
0 14 96 2 0

(0.00%) (12.50%) (85.71%) (1.79%) (0.00%)

臨床心理師
0 35 0 0 0

(0.00%) (100.00%) (0.00%) (0.00%) (0.00%)

諮商心理師
6 100 0 0 0

(5.66%) (94.34%) (0.00%) (0.00%) (0.00%)

語言治療師
1 7 37 14 0

(1.69%) (11.86%) (62.71%) (23.73%) (0.00%)

聽力師
1 0 11 3 0

(6.67%) (0.00%) (73.33%) (20.00%) (0.00%)

牙體技術師
0 3 20 21 0

(0.00%) (6.82%) (45.45%) (47.73%) (0.00%)

牙體技術生
0 0 19 40 159

(0.00%) (0.00%) (8.72%) (18.35%) (72.94%)

合計
9 221 1440 414 165

(0.40%) (9.83%) (64.03%) (18.41%) (7.34%)

四、本次考試特色：為職業管理法律立法前已從業之現職人員所限期

舉辦之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及牙體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其中語言

治療師特種考試已圓滿辦竣最後一次；另因應社工人力需求，本

年增辦一次社會工作師考試，其個別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語言治療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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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師法」於 97 年 7 月 2 日制定公布，鈞院依據該法

第 58 條規定於 98 年 4 月 21 日訂定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規則」，為立法前現職從業人員於 5 年

內舉辦 5 次特種考試。本考試於 98 年 12 月首次辦理，99、100

、101 年各辦理 1 次，本次考試係最後一次舉辦，合計應考 103

人、到考 93 人、及格 59 人、及格率 63.44%；5 次考試總計應考

人數 899 人、到考 851 人、及格 412 人、平均及格率為 48.41%

。本考試之舉辦，對於語言治療師法公布施行前，曾在相關機構

從事語言治療業務人員，其工作權保障之延續及執行業務專業能

力之衡鑑，已圓滿完成。未來語言治療師人力培育，均回歸本系

所養成教育，並需通過專技人員高等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以取得

執業資格。

（二）聽力師考試

「聽力師法」於 98 年 1 月 23 日制定公布，鈞院依據該法

第 58 條規定於 98 年 9 月 17 日訂定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特種考試聽力師考試規則」，為立法前現職從業人員於 5 年

內舉辦 5 次特種考試。本考試於 99 年 6 月首次辦理，100、

101 各辦理 1 次，本次考試係第 4 次舉辦，總計應考 667 人、

到考 640 人、及格 247 人、及格率 38.59%，定於本年 7 月舉

辦最後一次考試。

（三）牙體技術人員考試

「牙體技術師法」於 98 年 1 月 23 日制定公布，鈞院依據

該法第 56 條規定於 99 年 3 月 29 日訂定發布「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特種考試牙體技術人員考試規則」，為立法前現職從業

人員於 5 年內舉辦 5 次特種考試，包括牙體技術師及牙體技術

生二類科。本考試於 99 年 10 月首次辦理，100、101 年各辦

理 1 次，本次考試係第 4 次舉辦，總計牙體技術師應考 881 人

、到考 814 人、及格 252 人、及格率 30.96%；牙體技術生應

考 4,700 人、到考 4,485 人、及格 1,544 人、及格率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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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本年 7月舉辦最後一次考試。

（四）增辦社會工作師考試

行政院前於 99 年 9 月間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

置及進用計畫」，預定於 100 年至 105 年增加社工人力約 1 千

4 百餘人。查本考試自 86 年開辦至 101 年為止，總計及格

6,332 人，為配合政府增補社工人力、落實社工專業制度及鼓

勵社工人員取得證照，本部爰依內政部建議，自 101 年起至

105 年為止，每年均以辦理 2 次社會工作師考試為原則，以滿

足用人需求，本年第二次考試預定於 7 月 27 日至 29 日舉行。

五、結語：未來努力方向

專技人員考試依規定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但得視考試類科

需要增減或暫停辦理之，目前多數類科每年以舉行一次為原則。

惟醫事人員係確保民眾生命安全、身體健康最關鍵之第一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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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醫事人員檢覈筆試業於 94 年落日，為補充質優

量足之人力，自 92 年起多數專技醫事人員類科改為一年舉辦 2

次。鑑於鈞院委員對於報考人數較少之專技人員類科，每年舉辦

考試次數相當關切，為確保有限資源之充分運用，本部將依據

102 年 1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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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報考人數較少之

醫事人員類科每年辦理考試次數之適當性，以撙節考試資源，並

落實醫事人力教、考、用密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