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本書使用說明

2. 關鍵焦點

提出本章最關鍵的考點，

考生可以特別針對這個部

分加強閱讀。

3. 榜首導讀

點出本章最關鍵的考點，

考生可籍由前輩的提醒事

項直接切入！

4. 命題趨勢

提出本章占各年度的考題

數，考生可以依命題趨勢

分配閱讀時間。

1. 本章架構

考生可以先了解本章概略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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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閱讀完成日

可記錄唸完本章的時間，

再複習時以供參考。

6. 上榜關鍵

針對內文延伸出的重要觀

念，或是老師提醒考生應

該注意的地方，增進實

力。

7. 知識補給站

針對內容較艱深的部分

做例子補充或說明，考

生一目瞭然。

8. 練功坊

學習一段重要觀念後，馬

上加以練習，增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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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點便利貼

讀完本章，供考生最後再

次瀏覽本章重點。

10. 擬真考場

章末附上相關試題，難題

提供解析，加強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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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錄　歷屆試題

書末歷屆試題除供考生練

習外，每題亦附上出題的

章節，如果有不清楚的地

方，更可以快速翻閱，進

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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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趨‧勢

關‧鍵‧焦‧點

榜‧首‧導‧讀

人事行政之緒論
第
一
章 

CHAPTER 1

100 年起各種考試出題題數、比例

年度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考試 初等 地特 初等 地特 初等 地特 初等

題數 4 1 0 0 2 1 2

• 本章內容為人事行政之基礎概念，若能理解本章內容與原

則，在解題上即能從容判斷；本章要點，有助於讀者對其後

章節之了解與記憶，並可作為準備本科相關考試申論試題之

作答總結或補充說明。

• 功績制度的意義與特點。

• 考試權的意涵非常重要。

• 人事行政的內涵。

• 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差異。

cs4  z-kc120-01　五校 AG-bx-bx-AG-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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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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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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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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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要旨

特質

範圍

發展的演變

人事行政之意涵

★

文官制度

人事管理

考試權

人力資源管理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人事行政之相關名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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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1 人事行政之
意涵

閱讀完成：

                 月          日

一、人事行政的意義

摘擷歷來中外專家學者對「人事行政」之界說如次：

學者專家 界說要點

魏勞畢

（W. F. 
Willoughby）

人事行政係指政府處理公務時，選任並維持最有效能公務人員之各

種程序和方法，並施以有效管理與指導的制度。

賽蒙

（H. A. 
Simon）

行政所探討的，就是人員之間的關係與行為。

狹義的人事行政：指組織中工作人員的選任、陞遷、轉調、降免、

退休、訓練、俸給、衛生、安全及福利等事宜。

張潤書

1. 人事行政就是政府機關推行工作，對其所需用的人員所作之選

拔、任用、培育與管理的一套完整制度。

2. 研究如何使機關達到「求才、用才、育才與留才」目的之一種複

雜學問。

趙其文

人事管理為「管理」的一部分；人事行政則是「行政」的一部分。

人事行政涉及政策、原則的層面較多，而人事管理則涉及技術、執

行的層面較多。

許南雄

人事行政即：

1. 機關組織「人的管理」問題。

2. 「人力資源管理」及「人性化管理」為其旨趣。

3. 行政首長與主管運用人事權責的技巧。

4. 機關組織人事業務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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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1 人事行政之意涵

學者專家 界說要點

蔡良文

1. 人事行政，係指政府機關為達成任務及使命時，對其所需要人員

之考試、任用、考績、級俸、陞遷、獎懲、保障、撫卹、退休、

訓練等行為和措施。

2. 為機關組織有關「人力資源運用」及「人員行為管理」之措施。

3. 其概念包括：

（1）以研究政府機關人事有關問題及原理為主。

（2）須憑科學方法付諸實施與管理，既為一門科學，亦為一項藝

術。

（3）機關為達成任務、研究人的資源，使發揮最高效能的一種科

學。

（4）人事行政的對象，不外「人」與「組織」，不但重視人與事

之配合，更規範組織與個人之關係。

（5）具人才主義、效率主義、合作主義與人本主義之人事行政要

旨。

二、人事行政的目的

說明

經濟
政府機關之行政運作，需要專業合適之公務人員，人事行政即在為適

當與妥善地處理人事問題以達成經濟效益與行政效率經濟的目的。

社會

人事行政也在使政府與公務人員、公務人員與人民、以及公務人員與

公務人員之間的互動，獲得合理化與人性化的關係；並在健全與和睦

的社會脈絡下，使得社會面付出的生產成本或工作成本，可以降低至

最低。

個人

人事行政除了消極地設法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更積極地在使公務人

員的聰明才智、知識能力等，皆能獲得最大的運用與發展，達到「適

才適所、人盡其才、才當其用」，進而提升公務人員的行政效率與執

行能力，更使其能有高尚的情操、豐富的知能、健康的體魄及敬業樂

群的精神。

技術

利用科學的方法，以客觀分析的角度來研究人事管理標準化的技術與

方法，並推廣之成為普遍又有效的運用方法。因此，現代人事行政工

作，即是一種專業性的工作，而人事行政人員為專業人員。

1 人事行政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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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
的目標

求才即人員羅
致，包含甄選、

任用等

用才即人力安置，包
含工作說明、績效考
核、陞遷、輪調等

育才即人力發展，
包含教育、訓練、

職涯規劃等

留才即人力維護，包含
薪資制度、福利制度、
退休制度、安全衛生、
員工服務、雇主關係等

三、人事行政的要旨

人事行政
的要旨

人才主義（第一
要義）

1. 用人唯才
2. 選賢與能 人本主義（管理）

1. 了解所屬人員個別
化的差異

2. 尊重人格
3. 人性化管理

效率主義（宗）
1. 激發行政人力的

最大潛能
2. 公務事物達致

最大效用

合作主義（功用）
1. 建立政府機關的

團隊精神
2. 有效的協調合作

背誦
口訣

  求、用、留、育

  才、本、合、效

目標

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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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1 人事行政之意涵

四、人事行政的特質

人事行政之問題以「人」為中心，因人之思維複雜，人之行為非依完全理性而

決定，是以人事行政的業務處理，有下列特質之說明：

說明

人事
因常涉及許多繁瑣的例行業務，所謂「管人以治事，管事易治人

難」；因此，人事行政業務處理特別困難。

管理者

中心責任

政府機關的運作若缺乏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組織人力資源與鼓舞

工作動機），將有礙於組織目標的達成；因此，人事行政實具重要

特殊之地位。

衝突與

矛盾

人事行政必須調和「公共利益」、「政府利益」與「公務員利益」

等三者利益。

重要的

管理工作

人事權既表彰首長的重要權力之一，又為各級主管實質的監督管理

職能；因此，人事行政為各級行政主管的重要職責。

不夠客觀

公平

人事行政工作的推行，常因人性主觀好惡的偏見影響決定，或權勢

與人情受託的偏倚，或情感與情緒衝動的心理因素等，而導致人事

行政更多更複雜的困擾；因此，人事行政業務處理易陷於不夠客觀

公平的爭議。

五、人事行政的範圍

綜之，人事行政的範圍，包括人事行政運作的原理原則、人事機構的建制與類

別、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工作激勵相關內容，以及各項人事制度的意涵等；若再

從現代人事制度特點而論，則人事行政的範圍重點有：人事機構設計、文官制度建

制、人力的培訓與發展、福利與保障制度、人本化人事行政運作的配合，以及科學、

客觀的考試方法。

六、人事行政發展的演變

人類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因應環境的需求，人文思想與歷史制度不斷的改進，關

於人事行政發展的軌跡，茲參考學者的觀察意見，可由不同面向來分析整理：

（一） 由統治人民的工具轉變為服務人民的工具因著民主政治的發展，所謂「公僕」

的公職人員已不再是帝王統治的家臣、奴僕或宰制人民的工具，現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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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功能在為人民謀福祉，而人事行政的功能亦即隨之轉為促使「人盡其才」

以發揮服務人民的最高效能。

（二） 由分贓制度轉變為功績制度：

1.  「分贓制度」是指對公職人員的任用並無公平、公正、公開的選才標準，而

是全憑選舉獲勝者的喜惡，其以政治分贓的方式而任命政府機關的人員，是

故人事行政充斥著贍恩循私、買官求職的現象。此一風氣於美國初期甚為風

行，直至 1881 年美國加斐爾總統（J. A. Carfi ell）為求職不成者所槍殺，遂

而引起美國朝野間重視人事行政制度的建立。並於 1883 年制訂「文官法」

或稱「潘德頓法」（The Law of Civil Service / The Pendleton Act），奠定了

以「功績原則」為民主先進國家人事行政制度的選才基石。

2.  所謂「功績制度 知」（Merit System），是指對於公務人員的任免、陞遷，

不得基於私人之恩寵而有所取捨，也不能有種族、膚色、宗教或信仰的偏見，

並要求公部門人員之進用，應遵循公開競爭的原則。此外，美國於 1978 年

通過「文官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進一步規定具體的功績制

度原則。而功績原則的要點為大致可說明如下：

（1） 文官篩選的方式是才能取向與公平的考試競

爭。

（2）同工同酬並獎勵績效優良的人員。

（3） 工作績優者應予留用，工作績效差者應有改

進或淘汰機制。

（4） 防止不當的政治分贓並確保公務員不受專斷

處分、偏私不公或政治迫害。

3.  由被動性、例行性與登記性之功能轉變為主動

性、策略性與前瞻性之功能。

4.  由品位觀念轉換為職位觀念，再轉變為品位觀

念與職位觀念的調合觀點。

上榜關鍵 ★★

民主制之人事體制具有
以下特色：
1.  民主行政與治事效

能：遵循依法行政原
則， 亦 受 責 任 政 治

（政務官）與文官法
（事務官）的規範。

2.  職位觀念與公僕角
色：由重視官爵、品
級、名分轉趨偏重職
務、職責、職能的工
作態度。

3.  永業制與功績制：地
位受保障，潛能受激
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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