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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現行考銓制度準備要領 

一、「現行考銓制度」對人事行政的重要性： 

強烈建議考人事行政的同學們，一定要精讀「現行考銓制度」！熟讀「現行考銓制度」的好處，可

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 
相對重要程度高：「現行考銓制度」在人事行政三個主要等級的考試中（初等及五等特考、普考及四

等特考、高考三級及三等特考）均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尤其是越基層的考試，比重佔的越重，例如：

初等和五等特考「人事行政大意」的題目裡有超過八成的題目是考銓法規；普考及四等特考的考試科

目中，由於「行政學概要」與「行政法概要」係以選擇題方式出題，對於考試有充分準備的同學們，

在「行政學概要」與「行政法概要」這兩門科目所得到的分數差異不大，而「現行考銓制度概要」係

以申論方式出題，其分數的差距往往即為上榜與否的關鍵，值得同學們花較多的心力來準備。 
是其他科目的基礎：在高考三級及三等特考人事行政的考試科目裡有一門「各國人事制度」，內容

相當龐雜，不容易掌握，有準備過的同學應該都會印象深刻，「各國人事制度」的主要內容即為各

國的「考銓制度」，若能在準備「各國人事制度」之前先將我國的「現行考銓制度」觀念建立起來，

再去與各國做比較，往往能事半功倍，更能體會其他國家制度與我國的差異，以及其他國家人事

制度演化的原因。此外，「現行考銓制度」與其他類科也有相關，例如：行政法中的公務員法、行

政組織法規的部分都與考銓制度的內容相同。熟讀一科就有好幾科的效益，何樂不為？ 
日後工作上的基礎：同學們考取人事行政科之後，所承辦的業務無論是「任免」、「獎懲」、「待遇

福利」、「退休撫卹」等，一定會跟人事法規有相關，若是能在準備考試這個階段，先熟悉業務上

需要的知識，日後開始工作時就能夠很快的上手。 

二、現行考銓制度的重點歸納： 
重要的人事法規：經過前述的分析之後，同學們是不是能體會到精讀「現行考銓制度」的重要性，

接下來繼續說明準備「現行考銓制度」的方法。「現行考銓制度」的考試內容，主要是要考我國的

人事制度法規的規定，因此本科是由非常多錯綜複雜的人事法規堆疊而成，藉由觀察歷屆考題，

可以歸納出以下這 15 個主題，以及與每個主題相關的法規，如下表： 
章節 主題 重要相關法規 

1 人事體制 
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機關

總員額法。行政院組織法（民國 99年 2月 3日公布）。公務職位分類法（已廢止）。

2 人事機構 
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考試院組織法。銓敘部組織法。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組織條例。人事管理條例。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

3 考選 

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公務人員升

官等考試法施行細則。典試法。典試法施行細則。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

員考試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檢定考試規則（已廢止）。 

4 任用 

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行政院限制所屬

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雇員管理規則。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條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 



公 
職 

王 

現行考銓制度 
 

前 2 

5 陞遷 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6 俸給福利 
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7 考績 
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考績委員會組

織規程。 

8 獎懲 
公務員懲戒法。行政院及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獎章

條例。獎章條例施行細則。 

9 服務 
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經商禁止」相關函釋。公務人員服務守則。 

10 服務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

行細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業務主管人員範圍標準。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1 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法。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 

12 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施行細則。 

13 撫卹 
公務人員撫卹法。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學校教職員

撫卹條例。 
14 訓練進修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 
15 保障 公務人員保障法。 
16 協會 公務人員協會法。 

上述表中所列都是國家考試中常常被提到的法條，不過並不是整部法條從頭到尾都很重要，很多

法規常考的就只有少數條文而已，本書會陸續在每個章節中為同學去蕪存菁，歸納與整理法條中

的考試重點，以節省同學們的時間。 
歷屆試題分析：鑑往可以知來，欲了解「現行考銓制度」各單元的重要程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由歷屆試題來分析，由下表可以知道最近這十年內，「現行考銓制度」各單元的命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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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命題排名可以知道，最受命題者青睞的單元前三名依序是「考試」、「任用」與「考績」，這三個

單元的命題比例就已經將近五成，既然這三個單元是考試重點，同學們在準備這三個單元的時候，

一定要花特別多的心力，除此之外，老師建議在準備「現行考銓制度」的時候時，也可以從這三

個單元開始，不一定要按照單元的順序由第一章「人事體制」、第二章「人事機構」循序研讀。「考

銓制度」的各單元雖然彼此具有關聯性，但是並沒有先後性，無論從哪一個單元切入都可以，既

然我們是準備國家考試，當然是從考試最常考的單元切入才會事半功倍，可收立竿見影之效，同

學們準備起來也會比較有成就感。從「考試」這個單元開始準備還有一項優點，就是對一個目前

正在準備國家考試的同學來說，最需要了解的當然就是國家考試的制度以及方法，由「考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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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元開始準備，更能讓你身歷其境。 
近年來命題趨勢分析： 
近年來隨著政府改造，公務人員的法制也有相當大的革新，例如：隨著延長公務人員退休年齡

政策而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為促進行政革新，考試院推出的公務人員考績法改革；在現代民

主政治要求下，所訂定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每一件法案在推動在制定的過程中，都受到「現

行考銓制度」命題者的青睞，甚至在法案訂定完成公布實施後，還在國家考試的題目中餘波盪

漾，其命題也很簡單，多數是請同學們敘明法規修正的重點，及針對有爭議的議題發表評論，

對於這部分的題目，本書都有在各章節中事先預測，並先試擬適當的答案供同學們背誦時參考。 
考試院表示，為了讓國考更貼近實務，將請相關單位推薦資深警官、高階文官，列入「典試人

力資料庫」，未來可參與出題、閱卷等工作。國考越來越強調「職能分析」，講究與實務切合，

納入實務專家參與命題，才能確保考試選來的人才，不會與業界脫離太多。目前考試院已發函

警政、消防、國文、英文等四領域相關 178 個大專系所，資料庫建置完成後，預計每三年重新

更新一次，其間若有新的優秀名單，仍可隨時以書面審查更新，確保典試人力跟上時代脈動。

以往現行考銓這一科，命題比例最高的是法規背誦題，所以準備方式也以法條背誦為主，但若

是往後考試院命題方式逐步加重實例題比例，未來就要特別針對實例題準備。實例題主要有兩

種的命題方法，虛擬的例子和實際的例子，其中虛擬的例子是要測試考生們會不會運用法規，

而用實際例子來出題很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為是特殊例子所以通常不是依法規

就能處理，可能要從主管機關的函釋中才能知道這個案例的處理方式或解釋。 

三、現行考銓制度的準備方法： 
考銓各單元架構的建立：考銓制度中不管是任何單元，內容都相當繁雜細瑣，法規條文又常常東

拉西扯，交雜不清，因此同學們在開始研讀各單元之前，一定要先建立起本單元的架構，才不會

迷失在法條的翰海之中，愈讀愈迷糊，或是浪費太多時間深究不重要的問題。因此本書在每個章

節前面，除了「考試重點提要」之外，還會有一個本單元「架構大綱」，「考試重點提要」的目的

是要幫助同學瞭解本單元的考試重點，而「架構大綱」就像是書櫃，上面有一格一格存放書籍的

空間，你的工作就是找出本單元的內容，按照書櫃上所標明的位置，依序將內容存入適當位置。

一旦發現書格中，有空的位置，那一定是有部分內容未讀熟，就要趕快補強，以免掛萬漏一，而

在考場上徒呼負負。當自己讀完一個單元之後，記得要回頭看看是不是「架構大綱」中所列的各

項重點，都已經仔細研讀了。 
法條的背誦程度：關於這個問題，就像「書要不要全唸？」是一樣的道理。考試的時候當然是讀

的越多，越能掌握考試的題目；讀的愈熟、愈精準，能夠拿到的分數愈高，現行考銓制度的法條

也是一樣的。不過，面對浩瀚的人事法規，一定給同學們帶來很大的壓力，因此本書在每個章節

前面的「考點提要」就是用來叮嚀同學這個單元中有哪些項目是必須熟背的，所謂「熟背」當然

是要將法條的內容記熟，最好能將條號也記住，因為這些常考題目的答案，都是同學們耳熟能詳

的，愈詳細、愈有條例的答案才能讓自己的答案，在眾多考生的答案中脫穎而出。 
背誦的方法： 
抄寫與默寫：背誦課文或法條，建議同學用眼到手到的方式，也就是一邊看一邊抄寫，最好還

能利用與國家考試答案卷用紙相似的紙張來抄寫，除了記憶之外，還可以讓自己習慣在這樣的

範圍內寫字，增加字體工整度和書寫的速度。 
默背：現行考銓制度的法規中有非常多重要的規定，這些規定在背誦一段時間之後，建議同學

們要能不翻書默背出來，例如：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 條全部的內容都相當重要，甚至題目曾經

出現過，以下規定哪些文字有誤？這樣的考題，如果法條背的不熟，看到似是而非的文字，可

能難以辨別其中的錯誤，像這樣的法條規定就一定要背熟。此外，相信同學們看過歷屆試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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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一定都會有個疑問，在考試時間那麼短的情況下，怎麼有可能寫出這麼多的文字？這就

要靠平常勤加練習了 
記憶的原理： 
記憶包含了【編碼】、【儲存】、【檢索】三個過程，【編碼】指的是將要記憶的人事物利用形、

音、意或是情境、動作等等的方式做成記憶線索，經過【儲存】的過程，再透過【檢索】的

過程把記憶從腦海中取出來使用，這就是記憶的完整歷程。其中有一個過程出問題就會發生

記憶失敗，例如：若沒有記入腦海，當然想不出來（儲存失敗），是記憶失敗；若單純記住，

卻想不起來（檢索失敗），也是一種記憶失敗。先假設一般正常人的【儲存】功能都正常，若

是要增加【檢索】成功的機會，可能就要加強【編碼】的途徑，就好像多開幾條路到目的地，

即使其中一條路不通，也可以藉由其他的路到達目的地，若是每條路都通，還可以互相參照，

提高正確性。 
前面講過【編碼】指的是將要記憶的人事物利用形、音、意或是情境、動作等等的方式做成

記憶線索，檢索的時候就能透過【編碼】所留下的線索，來檢索記憶資料。舉例來說：警察

會將嫌疑犯帶到犯罪現場，模擬犯罪的情節。就是利用情境的方式，增加嫌疑犯的記憶檢索

成功率。所以一般看書若只是用理解的方式，那就是利用形、音、意中的【意】的方法來編

碼跟檢索資料，若是能增加抄寫的動作，那就會多一個【動作】的編碼，看著自己寫出來的

字，會增加【形】的編碼，另外讀了較久的同學，一定會發現，對於自己比較熟的法規和章

節，甚至能記住某些內容在書本中的哪一頁的哪一個位置上（例如：頁面的左上角、或右下

角）這也是一種【形】的編碼跟檢索。使用自己習慣的文具（例如：筆、墊板、立可白），除

了用起來比較順手以外，應該算是一種【情境】的編碼與檢索。 
「現行考銓制度」準備方法不難，端視你有無恆心與毅力，國家考試中許多科目亦是如此，當你

覺得很煩讀不下去，很想偷懶，或是想少背這部分內容時，想想其他同學正在努力背誦法條，穩

健地朝著國考的終點邁進，你想要偷懶，法規背的少、又背不熟，在考場上你想要憑哪一點要贏

過這些人呢？ 
【資料來源：學儒出版社／現行考銓制度／李齊／100 年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