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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考看臺大人公職傾向
──考試院拜訪臺大有感

文 ‧圖／楊雅惠

考
試院職司為國舉才職責，期選賢與能，為求人才能有效晉用，教、考、訓、

用，宜適切聯結，與各校教育制度之關係甚密，有賴相互交流以達選才旨

意。2023年6月15日風和日麗的午後，考試院由黃榮村院長率團，包括考試委員、

秘書長、考選部長及同仁等，踏入臺大行政大樓，在會議廳與陳文章校長及各學院

系所共19位代表，交流討論若干議題，如合作宣導國考與徵才活動、學術及政策研

究，研議電腦化試場以及國考相關議題。

刻正於考試院服務的我，亦為臺大校友，榮幸擔任此次活動之聯絡窗口。在收

集相關資訊時，看到臺大人在歷年國考資訊中的數據，對於臺大人的公職傾向有些

解讀，故在此分享。

鐘鼎山林，人各有志。校園驪歌聲起，學子在菁菁校園裏埋頭學習的日子告一

段落，將踏上芸芸眾生的多樣世界，展翅開航，作出抉擇。這個抉擇是人生重要的

關鍵點，投入企業界，抑或進入教研圈、公職，不同的走向，對個人、對家庭、對

社會、對國家，都有著不同的意義，人生也刻下不同的軌道。

國家考場的窄門
考試院考選部所舉辦的各式國家考試，一年約20場，分成兩大類：公務人員

考試（高考、普考、初考、特考、升官等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以下稱

專技考試，又分為高考與普考）（見圖1）。高普考及初考包括行政類科及技術類

科，特種考試包括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司法人員、警察人員、身心障礙人員、原

住民族、外交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等等。升官等升資考試為在職者陞遷晉階之

試。至於專技考試，錄取者取得證照，方有進入職場服務的機會，乃針對特殊學識

或技能，其業務與公共利益、人民生命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依法律應經考試認

證者，例如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專業。

每場國考皆動員不少人力進行典試與試務工作，規模則隨考試類別而有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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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其中以每年7月之高普考最具代表性。111年典試工作邀集了逾千名專家學者擔任出題、審

題、閱卷工作，試務工作約動員了8900人，分在全國13考區（112年增為14考區，113年增為16

考區）進行，由各地方政府與學校支援協助。一旦貼出朱砂筆圈點的錄取榜單，幾家歡樂幾家

愁。考試通過者，再經過國家文官學院的訓練，合格者透過分發，步入公門。 

每年參加國考者眾，觀察公務人員100年至111年到考人數，顯示逐年下滑趨勢（圖2）。

人數的遞減應與少子化（學校總畢業人數逐年遞減），經濟榮枯（景氣循環影響投入公職意

願）、公私部門待遇差異（民間產業與公務員薪資福利差異），乃至於社會氛圍（公部門形象

之社會觀感）等相關，各因素影響權數不等。任一因素變動，均影響了報考應考人數之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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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國家考試體系簡要圖。（資料來源：考選部）

圖2：公務人員考試到考人數與錄取率。（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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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務人員之錄取率並不高，100年為3.26%，111年為6.49%，這些年之平均錄

取率為5.40%。目前應考者減少尚不致於造成沒有新血加入，但公務人員組成結構

將有何變化，則有待進一步研究觀察。

一般大專畢業當年約22歲，畢業立即取得公門入場證者不多，約有九成是數

度應考，待鯉躍龍門之際，已近而立之年。以公務人員高普考而言，高考錄取者

之平均年齡為30.6歲，普考29.8歲。在65歲退休之前，四、五十年間委身公職，參

與政策決定，服務鄉梓社稷，表現績效各自差異。每年考試院選拔傑出貢獻公務

人員，獲獎者來自不同機關，皆在職涯上耕耘出亮眼感人的事蹟。　

英雄榜中的臺大人
國考向天下廣招英才，邀請各校學子前往試筆。攤開各項國考及格資料，經過

一番競爭後的榜單，各校表現大相逕庭。根據報考資料，整理學生畢業3年內投入

111年高普考的錄取人數，對各校錄取人數高低予以排名，表1顯示：不分類科之總

錄取人數，前5名依序為成功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臺灣大學、高雄科技大

學。行政類科中臺灣大學居第二，技術類科中臺灣大學與高雄科技大學並列第三。

表1：大學畢業生畢業3年內報考111年高普考錄取人數學校排行

不分類科 行政類科 技術類科

排名 學校名稱 錄取人數 學校名稱 錄取人數 學校名稱 錄取人數

1 成功大學 161 政治大學 110 成功大學 111

2 政治大學 125 臺灣大學 67 中興大學 79

3 中興大學 120 臺北大學 64 臺灣大學 49

4 臺灣大學 116 成功大學 50 高雄科技大學 49

5 高雄科技大學 89 東吳大學 50 臺北科技大學 48

6 臺北大學 89 臺北商業大學 44 臺灣科技大學 47

7 逢甲大學 76 中正大學 41 逢甲大學 43

8 臺灣科技大學 56 中興大學 41 中央大學 41

9 中正大學 54 高雄科技大學 40 臺灣海洋大學 31

10 中央大學 53 臺灣師範大學 39 交通大學 28

資料來源：考選部

註：本項統計表數值係依據各種考試應考人於報名時，填列之個人履歷資料彙總而成，

其數值可能因應考人誤（漏）填致有疏漏，請參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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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名人數與錄取人數上，臺大未居鰲頭，但在錄取率上則閃爍出亮眼光譜。表2顯示：

111年高普初考之全國總報名人數中，臺大生占2.5%，錄取率達6%；特種考試全國總報名人數臺

大占3.2%，錄取率為3.4%；專技人員高等考試之兩項比例分別為3.6%與5.3%；專技普考之兩項

比例分別為1.21%與2.15%。由此可見：無論公務人員考試或專技人員考試，臺大畢業生占全國

考生之比例均低，而錄取比例則遠高於全國平均值。

表2：111年臺灣大學學生參加國家考試報考與錄取/及格占全國百分比

考試種類 考試等別
報考人數

占全國百分比(%)
錄取/及格人數
占全國百分比(%)

公務人員考試
高等、普通及初等考試 2.5 6.0

特種考試 3.2 3.4

專技人員考試
高等考試 3.6 5.3

普通考試 1.21 2.15

資料來源：考選部

註：同表一

若干專業領域，必須通過專技考試，取得一張認可的證照，方能在職場上掛牌取的發揮的

機會。這方面，臺大畢業生表現得頗為優異。舉例而言，臺大畢業獲得律師、醫師、會計師執

照者不少，臺大人之錄取率皆比全國及格率為高。以醫師而言，臺大生之及格率為80.85%，高

於全國考生及格率61.51%，律師、會計師之臺大生及格率分別是21.40%與27.14%，高於全國及

格率8.31%與16.58%。其實，進入臺大就讀的學子大多是第一志願踏入校園的，在專業證照上表

現優異並不意外。 

根據臺大之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的調查，從111年8月13日至10月30日的調查，如表3所

示，各學院在企業、政府部門、學校、非營利機構、創業，以及政府、自由工作者等任職的比

例不同，整體而言，皆是在業界任職比例最高，再者，第二位可能是政府部門或學校。以政府

部門居第二位者包括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至於以學校

為第二位者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管理學院、生命科學院等。不同領

域的職涯發展路線，有相當差異。

政府部門中的公務人員分成政務官員與常任文官，其選任過程與負責事務頗有不同，前者

主導政策走向，多隨執政策略而有任免易動；後者執行措施，不隨政黨輪替而出入公職。確有

不少臺大人在政府部門擔任高官要職，至於在政府部門中不同層級比例高低，則有待進一步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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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臺灣大學畢業生流向分析-任職機構屬性之分佈   
 單位: %

答項

文學

院

理學

院

工學

院

電機

資訊

學院

管理

學院

法律

學院

社會

科學

院

公共

衛生

學院

生命

科學

院

生物

資源

暨農

學院

醫學

院

共同

教育

中心

進修

推廣

學院

189

人

209

人

424

人

363

人

419

人

95

人

208

人

94

人

110

人

282

人

339

人

13

人

47

人

企業 55.0 65.6 88.9 94.2 87.4 61.1 58.7 60.6 60.0 70.6 69.9 76.9 87.2

政府

部門
13.2 9.6 3.3 2.2 2.6 31.6 27.4 27.7 17.3 14.9 14.7 . .

學校 18.5 21.1 4.5 2.5 3.1 3.2 5.3 7.4 20.0 7.8 11.2 15.4 2.1

非營

利機

構 

5.8 2.4 0.9 0.8 . . 6.7 3.2 0.9 3.2 2.7 . 2.1

創業 0.5 0.5 1.2 0.3 6.4 . 1.0 1.1 0.9 2.8 0.6 . 8.5

自由

工作

者

6.9 1.0 1.2 . 0.5 4.2 0.5 . 0.9 0.7 0.9 7.7 .

其他 . . . . . . 0.5 . . . . . .

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臺大學務處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111/12/16「109學年度畢業滿1年學生流

向追蹤問卷調查報告」頁27。

公門修行：先天下之憂而憂
古今中外，不少賢人達士對公務部門任職的意義多所闡釋，彰顯價值。宋朝

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慨然道出為官者奉

獻社稷，蒼生為念的氣魄胸襟。被稱南非國父的曼德拉（N.Mandela）說：「行動

是改變的基礎。不要只是抱怨問題，要成為解決問題的一部分，成為公務員。」前

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Kennedy）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

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鼓勵年輕人：「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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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的信念，而是我們的行動。如果你想改變世界，踏出舒適區，成為一名公務員。」企

業界中為蘋果電腦創造輝煌績效的賈伯斯（Steve Jobs）提到：「在公共服務中，你可以改變世

界，你可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當年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給留學生寫信、打電話、拍電報，希望優秀留學生能回國任

職公部門，引導了不少學子歸國服務。時空轉變，公部門的角色與運作模式有了一些改變。椰

林大道上的臺大人，如何在變遷的時代中抉擇適合的行列，且在傅鐘聲響，編織理想時，忖度

思量。

	楊雅惠 小檔案

學歷： 臺大商學系 1978 年畢業

 臺大經濟學碩士、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人

現任： 考試院考試委員

 臺大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曾任：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

 中央銀行理事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臺灣經濟所所長

興趣： 音樂、文學。

 合唱團指揮，獲金韻獎作詞作曲獎，曾辦鋼琴

獨奏暨獨唱音樂會。

考試院拜訪臺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