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c/cn/news/2010-09/02/*.html on 
this server.

Additionally, a 403 Forbidden error was 

  首  页 | 机构概况 | 新闻中心 | 科研课题 | 学术跟踪 | 学术交流 | 学术刊物 | 科研奖励 | 他山之石 | 咨询项目 | 招生培养 | 联系我们 | 科研基地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他山之石 >> 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

       国际观察

       热点关注

他山之石

台湾公务员考试以及录用制度的借鉴意义 

2010-09-02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卢绍武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各具特色。大陆公务员制度建立虽然较晚，但毕竟是建立在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积累的有效的干部管理制度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考

试录用制度具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鲜明特点。而台湾地区实施公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制度，从源

头算起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分试淘汰制、考训结合制、考训合一制和高普考二阶段分试制等几

个阶段。较为完善的考试录用制度为广纳优秀人才奠定了基础。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几个主要经验可为我们

借鉴。 

立法 

在法律方面，台湾延用早在1939年10月23日中华民国公布的《公务员服务法》等比较重要的公务员法

典，从时间跨度来看，整整比我们早了半个世纪。 

台湾根据与公务员有关的各种制度来立法，制定了“公务人员考试法”、“公务人员升官等考试法”、

“公务人员升迁法”、“公务人员任用法”、“公务员服务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务人

员俸给法”、“公务人员保险法”、“公务人员考绩法”、“公务员惩戒法”、“公务人员抚恤法”、“公

务人员退休法”、“公务人员保障法”等十几部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公务员法律的法位都是同

等的，都是由同一机关制定公布的，都集中在第一位次上，都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 

台湾的公务员法走的是规则一体化的立法道路，如前面讲到的台湾“公务人员考试法”、“公务人员升

官等考试法”、“公务人员升迁法”、“公务人员任用法”、“公务员服务法”等等都是在一个法律层面上

的，没有法律位阶的高低之别，看似松散其实这些法律都是一体化的。 

 

大陆建立公务员制度时间迟。1993年8月14日，我国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年10月1日实

施。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于2006年1月

1日施行。1994年6月17日人事部公布《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2007年11月6日中组部、人事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制定公布了《国家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大体上是按照下列位次排列的：第一个层次为宪法，第二个层

次为法律，第三个层次为行政法规，第四个层次为地方性法规，第五个层次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六个

层次为行政规章。显然，人事部先后公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和《国家公务员录用规定（试

行）》都是位于第三个层次为行政法规，但这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的。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继续努力，制定

和完善其他相关法规（如分类考试规定或办法），并争取能将行之有效的《规定》、《办法》上升为法律。 

分类考试 

在考试类别方面，台湾分类考试较细，有高普初特考试，同时又分一二三等考试，有利于吸纳各类人

才，建立专业素质较高的专业化公务员队伍。而我们目前尚未实行分类考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实行职位分类制度，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



行政执法类。还可依法增设其他职位类别。而目前尚未实行职位分类考试，有关考试科目的规定有1995年人

事部人办录发［1995］15号《关于统一确定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的通知》，和1997年人事部人录司

函［1997］16号（要求公务员录用考试使用统编教材《综合知识》）。此后，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多次召集

研讨，并于2001年9月19日全国公务员管理大会提出“分类考试、突出能力、定时定期，方便考生”。从当

年起，考试科目定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且不指定考试教材，有利于对考生的能力测

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行已多年，目前尚未实行分类考试，考试科目仍仅设《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和《申论》两科，虽具有“简便、统一、省事、安全”等优点；但对于“因职施考，因才施招”，建立

专业化高素质公务员队伍，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改进考试科目内容设置，并使之相对稳定，这也是建立考试题库的前提条件之一。建立试题库的优点之

一是提高考（论坛）试水平。但科目内容设置相对稳定的弊端之一是容易造成考（论坛）生考前冲刺，死读

书，考试有些反映不出考生真实水平和潜能。改进的措施之一是提高命题水平。 

我们应加强分类分级考试的研究与探索实践，可先行试点。公务员虽有交流，但专业性较强的系统公务

员交流，基本是在系统内进行，因此，依法实行分类考试，有利于建立专业化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录取范围 

在考试对象和录取范围方面。台湾“法律”对公务员规定的涵义不一致。 

综合起来看，台湾公务员界定范围宽，包括：各级机关公务人员、各级公立学校职员、公营事业机构从

业人员等等其他相关人员。具体分为须经考试进用的公务人员（指行政机关、公营事业机构、卫生医疗机

构、各级公立学校职员）；依其他方式进用者（指不经考试及格，包括政务人员、机要人员、派用人员、雇

员、公营事业人员及留用人员等）。“公务员”的进入门槛较低，有些职位对学历资格没有要求。台湾现行

公务员考试竞争依然比较激烈，考试的通过率（及格率）也很低，2008年公务员考试的总录取率约为应试人

数6%。尽管报考人数一再增多，但其各职位招考的条件保持相对固定，没有因竞争激烈抬高学历等现象。  

而我们大陆公务员范围没有台湾地区那么宽，目前招考对象范围基本按照国情、省情设定。但台湾的做

法值得借鉴，就学历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

工作能力。”客观地说，学历资格是要的，但不能因竞争激烈，而不顾职位实际需要，不停地攀高，甚至基

层一线普通职位，也因学生就业难，可能报考的人数会多，就将招考学历定为研究生（论坛），且英语（论

坛）要四级、六级。如此演绎下去，将来博士生多了，非要招博士不可。（作者系原国家人事部特聘的公务

员录用考试专家，现任福建省人事人才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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