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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才是國家發展之根本，政府治理人才是國家施政的基石。政府治

理人才的育成從教育開始，經過考選、培訓再到任職，終成為一名中流

砥柱的公務人員。 

教育乃百年樹人之大計，攸關國家榮衰，對社會、經濟、文化等均

有深遠影響，對個人能力的基礎建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是政府高度

重視的部分。在公務人員任用方面，為了篩選出適當的人才，我國考選

部舉辦的多項公務人員考試作為公務人員任用的依據，其中高普考試、

地方政府特考及初等考是我國文官體制中具有代表性的任用考試，提供

了來自於不同學習領域的人才就業機會，更滿足了國家適才唯用、多元

化的用人需求。 

本分析報告內所稱「職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所稱，指各機關

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本分析報告以本所之職員為範圍，第一部分分析職員的考試情形、考試

及格的種類。接著第二部分，因資歷的深淺影響工作的效率及熟練程度，

故本分析報告第二部分分析本所正式職員年資現況。另外，進行性別統

計分析，落實性別主流化，目的在藉由數字適切反映出不同性別之職員

官等的差異。運用性別統計之數據及相關資訊，從性別觀點分析造成不

同性別者處境差異之原因，以瞭解本所職員性別現況及差異，期能對本

所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及性別平等業務推展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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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所正式職員考試情形現況與分析 

 
一、 本所正式職員考試情形現況 

    依照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6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為因

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保障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之就業權益，得

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行一、二、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 

     

    特種考試種類很多，其中包含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是為因應地方政府用人需要而舉辦，因此由表一 本所職員 111年考

試情形表及表二 本所職員 110年考試情形表之數據分布中可發現本

所職員兩年間特種考試考試及格人數皆為 14人，高於其他各項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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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人數，並由圖一可發現本所職員 111 年特種考試及格比例為 31%，

高於其他各項考試比例。由此可見，對地方政府而言，特種考試地方

政府公務人員考試為公務人員人才提供的重要來源。 

 

 

    另外，由表一及表二中可以發現 111年及 110年中升等考試及普

通考試，本所考試及格人數皆為 12人及 9人，並由圖一可以發現 111

年升等考試及普通考試之考試及格所佔比例為 27%及 20%，雖然略少

於特種考試之及格人數，但此兩項考試連續兩年考試及格人數高居本

所考試及格人數之第二、三名，可以發現升等考試及普通考試此二項

考試對地方政府而言，也為公務人員人才提供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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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分析 

    運用性別統計之數據及相關資訊，從性別觀點分析造成不同性別者處境

差異之原因，以瞭解本所職員不同性別間不同官等人數之現況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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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二 本所職員 111年委任及薦任男女人數橫條圖中，本所職員人數

111年共計 45人，委任職員人數 17人，其中女性有 10人，男性有 7人，

女性多於男性；薦任職員人數 28人，其中女性有 13人，男性有 15人，男

性多於女性。再由圖三 本所職員 110 年委任及薦任男女人數橫條圖中,本

所職員人數 110 年共計 43 人,委任職員人數 17 人,其中女性有 10 人,男

性有 7 人,女性多於男性;薦任職員人數 26 人,其中女性有 12人,男性有 

14 人,男性多於女性。兩個年度中，本所不同官等中男女人數，薦任皆為男

性多於女性，委任皆為女性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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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及圖五可以更清楚的發現 111年及 110年此二年度中，本所委任職

員，女性占比較多；而本所薦任職員，男性占比較多。較高的職位或者主管

職位，男性占比多於女性，這個現象在現今社會普遍發生，可能源於傳統

「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這個觀念在多數家庭仍根深蒂固，也因此許多

女性在步入婚姻後，將生活重心移至家庭，較不追求工作上的升遷，男性則

因為婚後主要承擔家庭經濟上的負擔，而積極追求工作上的升遷，因此造成

此一現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本所 110年及 111年薦任職員女性比例由

46.15%微幅上升至 46.43%，薦任職員男性比例由 53.85%微幅下降至 53.57%，

顯示本所傳統的「較高的職位或者主管職位，男性占比多於女性」這個現象

正在緩步改善，雖然進步幅度不多，但仍為正面發展，期待未來繼續進步，

實現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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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所正式職員年資現況 

 一、本所正式職員年資現況 

    各機關公務人員之資歷的深淺影響工作的效率及熟練程度，而從機關

人員年資分布的狀況可以得知資歷的深淺。 

     

    由圖六 本所職員 111年年資現狀人數 長條圖中可以發現本所 45名正

式職員中只有 6人之年資在 5年以下，其餘 39人之年資皆在 6年以上，甚

至 15年以上年資之職員有 23人，也就是有高達 51%的職員年資皆在 15年以

上，可以發現本所職員多為資歷較深、有一定工作年資之公務人員，可以推

論出本所職員工作經驗較豐富，對於承辦工作的熟練度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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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所薦任男性職員人數多於薦任女性職員人數，顯示出公務人員「職

等越高，女性越少、男性越多」的現象。女性公務人員面臨生兒育女、負

擔家務的家庭責任，及職場方面的工作責任，在這雙重壓力下家庭與工作

之間的角色衝突，導致女性可能無法全心投入職場，因而減緩升遷的速度，

甚至放棄某些升遷的機會。男性公務人員則因為婚後主要承擔家庭經濟上

的負擔，而積極追求工作上的升遷，導致公務人員「職等越高，女性越少、

男性越多」的現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本所 110年至 111年薦任職員女性比例微幅上升，薦

任職員男性比例微幅下降，顯示本所正在緩步改善「職等越高，女性越少，

男性越多」的現象，雖然進步幅度不多，但仍為正面發展，期待未來繼續進

步。 

性別統計分析在整個性別主流化工作中，占有極重要的角色，可以明 

確的觀察到社會現象中性別差異。而縮小性別之間的落差，讓不同性別能 

有公平發揮的機會，仍是未來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