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地方治理兼談考選人才的引進 

引言人：賴峰偉 

澎湖縣縣長 

很榮幸受邀擔任考選部辦理的「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的治

理人才研討會」~「地方政府用人需求與考選制度的革新」~地方

政府場次的引言人，也感佩考選部正視考選制度與地方政府用人

需求的問題。 

大家都說：「中興以人才為本」，又說：「人才是組織最重要

的資產」。可見用人的重要。一個重視人才的政府，應建置完善

的揀選人才的制度，以求才、留才；一個為國為民的首長，無論

在任何時代，都應勤於留心人才，知人善任。 

古時，取才的管道主要是透過科舉，現代則是透過公正嚴謹

的考選制度。因此，職司其職的考選部職責重大。但是，大家很

也清楚，要建置一套完整有效的人才考選制度，落實「考用合一

」政策，並非單靠考選部一個部，就能克竟全功。人才的教、考

、訓、用、留，環環相扣，互為影響，必須透過各相關權責機關

的緊密配合，才能營造「近悅遠來」的氛圍，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蔚為國用。 

「教」，是指大專院校培育質量俱優的人才，為社會所用。「

考」，是指考選機關透過有效的鑑別方法，擇優取才。「訓」，是

指考試錄取人員經由基礎、專業及實務訓練，使之具備執行業務

的能力。「用」，是指用人機關激勵以方、知人善任，人盡其才。

「留」，是指人才願意久任，熱誠服務。上述5個環節，考選部可

以著墨者，唯「考」而已，其餘4個環節，各有職司的機關，考

選部也只能盡力協調而已。 

我曾經擔任過考選部長，了解考選部的同仁都很優秀，也很

努力。在考選部職權範圍可及者，考選部的同仁無不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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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謀改善與解決。從考選制度、考試法令、考試類科、考試科目

、考試方法等，隨時因應環境變遷與社會需求，不斷檢討。我相

信考選部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與能力，但需要相關機關的配合。 

這個場次的主題，是針對地方政府用人需求與考選制度的革

新進行討論。個人曾擔任過2任澎湖縣長，目前是第3任，也曾任

考選部長，我就從一個地方首長，特別是離島縣縣長的角度，說

說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若問地方政府有何用人需求？「求才」、「留才」而已。所謂

「求才」，是指如何及時補充所需公務人力，包括缺額如數分配

、人員素質良好、縮短考選時程等3個面向。也就是，地方政府

對於基層公務人力的補充，希望能夠經由考選部辦理的考試，在

「數量」、「素質」、「及時」上，獲得滿足。所謂「留才」，是指

人才能夠長留久任，為地方政府所用，不致於異動頻繁，常存五

日京兆之心。然而衡諸現況，地方政府在「求才」與「留才」面

臨不小困境，特別是偏遠離島縣。 

地方政府基層公務人力的補充管道，以地方特考為主，高普

考為輔。主要是因為地方特考服務年限6年，高普考僅3年，地方

特考較能留住人才。再者，選擇報考地方特考的應考人有到該縣

市服務的心理準備。相較而言，地方特考錄取者比較能夠久任，

因此地方政府提列考試缺額多以地方特考為主。 

地方特考是因應地方政府用人，所舉辦的考試。其前身為63

年起辦理的基層特考，92年開辦地方特考，以迄於今，歷經近20

年，考選機關、分發機關及用人機關，已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

地方特考對於地方政府基層人力的補充有很大助益。但各界對於

地方特考的檢討，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有所討論，包含：地方特考

是否併入高普考、考試類科是否簡併、考試科目是否調整、服務

年限是否延長、錄取分發區是否適當、保留受訓資格是否過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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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不足額如何解決、人才無法留任如何克服等等。其中以錄取

不足額及人才不易留任2個問題最為困擾。個人認為，這些問題

的討論應回到能否滿足地方政府「求才」、「留才」的需求，才有

意義。特別是對3個離島縣而言。 

在「求才」方面，用人機關所需的人力缺口能否透過國家考

試補足？這是首要問題。錄取不足額，人力無法補足的負面影響

很多，包括缺額由約僱人員長期代理、代理人專業能力不足、影

響業務推動的效能與品質、現職人員因負荷加重而選擇離職等。

錄取不足額，尤其是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不足額的問題已經存在15

年以上，還找不到有效解決的辦法。 

根據考選部的統計，3離島縣錄取不足額的比例相當高，這

些錄取不足額的類科，多為經常錄取不足額類科，尤以土木工程

、建築工程、測量製圖等工程類科為多。而且錄取不足額類科，

並非離島縣所獨有，其他都會縣市也有。這顯示錄取不足額集中

在少數技術類科，而且是全國普遍現象，不容小覷。 

以澎湖縣政府為例，95年至108年地方特考土木工程類科共

提缺175個，錄取51人，14年平均錄取不足額比率71%。去年提缺

15個，只錄取3人，錄取率僅2成，錄取不足額比率達8成，這是

相當嚴重的問題。有感於地方特考錄取不足額嚴重無法解決，縣

府從103年起，逐漸改提高普考，6年來提缺29人，錄取14人，平

均錄取率也僅5成。再者，經由高普考分發來的報到率低、離職

率高，無法久任。可見，目前無論是地方特考或高普考都無法解

決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不足額的問題。 

據考選部分析，地方特考土木工程類科離島縣錄取不足額的

原因有：應考人多選擇報考缺額較多或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錄取分

發區、應考人來源不足(部分類科需用名額大於或等於到考人數

、無人到考)、試題難易及評閱標準、應考人程度不佳或專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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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考選部也採行修正土木工程類科專業科目及命題大綱、提

醒閱卷委員斟酌評分、提醒命題委員題目難易要合宜等措施。至

於高普考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不足額及留才不易的原因，則有：缺

額增加、考選命題、職場環境不佳、法令認知不足、常受涉案調

查、民間待遇較佳、容易重考上榜等。 

問題的關鍵不在考試類科、考試科目、題目難易或評分寬嚴

。以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不足額為例，為何以前不會錄取不足額，

現在會？行政類科或其他技術類科不會錄取不足額，而土木工程

等類科會？值得探討。個人認為，主因是應考人來源不足，大家

對報考這些類科意願不高。如果應考人來源充足，年輕人願意投

入公職，踴躍報考，競爭激烈，以上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為解決離島地區錄取不足額及留才不易問題，立法委員、考

試委員、考選部都曾幾度在立法院提案、考試院提報、邀集相關

機關開會研商、到地方政府座談。考選部也提出專為離島3縣舉

辦離島特考，及調整考試類科、考試方法、應試科目等各種方案

。但終因法制面、實務面及考試公平性等問題難以周妥，而不了

了之。離島用人困境仍懸而未決。 

經濟上有所謂「溢出效應」，指當一個經濟行為出現，往往

會影響到其他經濟行為，事物一方面的發展會帶來該事物其他方

面的發展。海洋保護區的劃定，也有所謂「滿溢效應」，指魚類

在保護區內復育繁殖後，自然會形成游出保護區「滿溢效應」，

漁民可以持續享有源源不絕的高經濟魚類與無脊椎動物的生產

。對於錄取不足額與留才不易問題的解決，似可參酌這樣的概念

，教育機構培養足夠的人才，培養的人才競相參加國家考試，則

人才的缺口從中央政府補足後溢滿到地方政府，從都會縣市補足

後溢滿到偏鄉離島縣市，勢所必然。 

沒有人才要培養人才，有了人才要吸引他來。如何讓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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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應考，已經考上的人願意久留，必須是大專院校培育足夠的

相關科系畢業生、用人機關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人事行政總處

設計足以提高誘因的薪資報酬，才有可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就如同，台大醫科再怎麼難考，千萬考生仍然擠破頭；古時科

舉再怎麼不易，書生十年寒窗苦讀，永不放棄。為何？因為有足

夠的誘因。 

此外，在人才素質方面，實務上不難發現有些人很會考試，

但不會做事；或性格特殊、價值觀偏差，卻仍然高分錄取。除了

考選部可在考試方法斟酌外，用人機關也應落實考評制度詳實考

核，確實不適任者該淘汰就淘汰，避免形成無效人力，留給機關

無限困擾。不過個人認為，上述情形不多。大體上，經過考試進

來的同仁素質不差，即便少數有問題，也不致造成太大影響。 

而在人才及時補充、縮短等待期間方面，牽涉考選機關、分

發機關的作業程期。就我的了解，考選部與分發機關已相當努力

，盡可能縮短。面對試務作業，考選機關與分發機關除了考量用

人機關的用人需求外，還需顧及應考人權益的保障及考選作業的

公正性。 

總而言之，地方政府的用人需求是：錄取足、素質高、等待

短、留任長。培養足夠的土木工程相關科系人才，增加應考人來

源；精進考選作業，檢討考試類科、應試科目、試題題型、閱卷

評分方式；建立彈性待遇，大幅提高土木工程人員專業加給；營

造良好職場環境，對土木工程人員培力增能，實乃錄取不足額及

留才不易的有效解決方案。其中人才培養、提高待遇，更是重中

之重。 

最近，考選部鑒於國家考試土木工程相關類科用人需求高且

有錄取不足額情形，為提升考選效能，成立土木工程類科教考訓

用精進平台，以強化教育、考選、培訓及任用各階段的連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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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7月1日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共同召開平台會議。個人樂見

，也相當期待藉由這個平台，結合考選、用人、分發機關、中央

與地方政府、大學院校、專家學者，共同找出可行方案，解決此

一困擾用人機關10餘年的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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