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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成为必考内容台公务员考试将首涉两岸事务特别报道今年9

月19日开始的台湾公务人员(即公务员)考试将首度加考与两

岸相关的科目，要求新进人员要同时具备原属“部会”业务

及大陆事务专长。大陆民法等主要法律成为台公务员高等考

试第二级必考科目。近年来，岛内对有金饭碗之称的公务人

员(即公务员)又开始热衷，报考人数增多，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2009年的台湾公务人员考试报名人数暴增为9.3万多人，

增幅达75%，创历年新高。尤其是9月份公务人员考试首设两

岸组，设置岗位人数仅为22个，已吸引1600多人报考，录取

率只有1.4%。其中以“教育行政两岸组”竞争最激烈，231人

争取2个名额，录取率仅约0.9%。首次增设两岸组别关于涉及

两岸的考试内容，台“考选部”经过与各用人单位研商后，

已设计出三套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包括两岸关系相关法律及

其施行细则、大陆的民法等，供用人单位从三套考试组合中

去选择。台湾公务人员(即公务员)高等考试一级暨二级考试

第一试9月19日至20日将在台北市登场。不同以往的是，这是

高等考试二级增设两岸组后的首次考试。台“考试院”4月16

日通过公务人员高等考试二级考试规则修正案，将在包括一

般行政、户政、文化行政、教育行政、新闻、司法行政、经

建行政、农业行政、渔业行政、卫生行政等十项相关考试类

科增设两岸组，使新进人员同时具备原属业务专长及大陆事

务专长。“考选部”表示，目前要全面加考大陆法规的可能



性不高，现阶段只针对公务人员高等考试的二级考试应考科

目。9月份的台湾公务人员考试中，需要大陆事务专业人才的

机关单位包括“内政部”、“农委会”、“交通部”、“陆

委会”、“卫生署”、“移民署”、“境管局”、“警政署

”等，考试专业科目分别有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两岸民事

法律比较、两岸教育制度及政策之比较、两岸产业经济研究

、两岸高教与科技发展研究、两岸农业交流与问题研究、两

岸渔业交流与问题研究、两岸卫生政策研究等科目。命题大

纲内容也包罗万象。如一般行政“经贸两岸”组，要考“两

岸经济交流与整合”，紧跟目前“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

议(ECFA)”热门话题；一般行政“两岸民族类组”，还要考

“中华民族形成”等内容。大陆事务人才急缺随着两岸互动

频繁，相关“部会”对大陆事务专业人才需求迫切，陆续有

用人单位向台“考试院考选部”反映机关内缺乏通晓大陆法

规及大陆事务的人才，已造成业务推动的困扰。当前，两岸

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层次逐步提

高，正在向深层次、专业化、合作型发展。去年6月，海协会

与海基会在北京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两会商谈，并成功地签

署了《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海峡两

岸包机会谈纪要》两项协议，开启了两岸谈判的历史新页

。11月4日，举世瞩目的第二次“陈江会谈”在台北成功举行

，并签署对两岸交流有重要影响的《海峡两岸空运协议》、

《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

岸食品安全协议》四项协议。今年4月26日第三次“陈江会谈

”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

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等三项协



议，并就陆资赴台达成共识。随着这些协议和共识的落实，

海峡两岸基本实现全面、直接“三通”直接通邮、直接通航

、直接通商。就两岸人员交流来说，自去年大陆居民赴台旅

游实施之后，两岸旅游业界在已形成的旅游合作机制基础上

，互动情况良好，交流频繁。台“陆委会”统计，截至6月底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已超过30万人次。就两岸经贸交流

来说，2008年两岸贸易总额达到1292.2亿美元，比2007年增

加3.8%，其中台湾顺差是774.6亿美元；大陆累计批准台商投

资项目76339个，合同台资金额1123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467

亿美元。为落实两岸交流成果，相关“部会”建议通过公务

人员高等考试科目修正，进而录取这类急缺专才，以便在政

策推动上“知己知彼”。为顺应时代变迁、建设发展趋势及

配合用人需求，台“考试院”通过公务人员(即公务员)高等

考试二级考试规则修正案，增设两岸组，使新进人员同时具

备原属业务专长及大陆事务专长。考录选用法规完备台“立

法机关“也通过了不少“法律”明确规范公务人员制度的运

作，包括“公务人员考试法”、“公务人员任用法”、“公

务人员保障法”、“公务人员升迁法”、“公务员服务法”

、“公务人员考绩法”等，相关规范十分严密。台湾地区的

文官制度秉承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体制构架，其“考试院”具

有与“立法院”、“行政院”平等的地位，独立行使权力。

台湾实施公务人员考试制度70余年来，致力于考试制度建设

，形成了权威性高、门类齐全、系统严密、内容科学、操作

性强的公务人员考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考试制度为广纳

优秀人才为社会服务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根据台湾“公务人员保障法”第三条规定，公



务人员是指“法定机关依法任用之有给专任人员及公立学校

编制内依法任用之职员”，其包括政府机关、公立学校、公

营事业机构担任组织法规所定编制内职务支领俸给人员，但

不包括军职人员、各级民意代表、政务人员及公立学校教师

。在台湾“宪法”中，明文规定“公务人员之选拔，应实行

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而公

务人员的任用资格也必须由“考试院”依法考选决定。因此

要想成为台湾当局“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除若干特别人

事制度不受任用资格限制外，不论是行政工作还是技术工作

，都必须通过由“考试院”举办的“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考试

”。引起广泛注意的是今年4月16日，台通过了公务人员高等

考试二级考试规则修正案，首次增设两岸组，将涉及两案交

流的内容，列入考试内容。同时，“考试院”2009年度施政

计划中表示，为提高文官素质，除身心障碍人员特考等3种考

试外，自2010年1月开始，公务人员考试将分阶段全面加考英

语(论坛)，让公务人员具有国际观，与全球接轨。“公务人

员保障法”为公务人员的待遇提供了保障，而公务人员的优

厚待遇也是吸引台湾民众“打破头”争夺的重要原因。台湾

公务人员具有门槛比较低、收入高，工作又稳定的优势。公

务人员不同等级、不同单位、不同工作，收入也不同。但总

的来说，收入虽然比起企业界人士不多，但非常有保障。最

低薪水比一般企业员工高出32%至59%，平均年薪更是比一般

劳工高出好几倍。近几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制造业，科技公

司纷纷亏损裁员，少了分红的科技人员不再是“新贵”。根

据台“考试院”公布的2007年年报，公务人员当年单位人事

成本是138万元新台币，居各行业之首。除了工资之外，还有



其他的各种福利，比如看病费、公款旅游，可以享受两个月

的婚假和产假，子女享有每年最高3.58万元的教育补助，享有

免税、水电费半价的优惠等。年终的时候，不管大环境怎样

，年底奖金是铁定的。虽然去年经济低迷，当局为了鼓励扩

大消费，决定公务人员年终工作奖金仍维持过去惯例发给1.5

个月。另外，台湾公务人员的饭碗真的是金的。到现在为止

，台湾公务员没有“辞退”之说。不过当局已提议修改“公

务人员考绩法”，根据官员的考绩建立公务人员的退场机制

。延伸阅读台湾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与科目台湾“公务人员资

格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虑到特殊性质部门的需要及保障

残疾人就业权益，不定期举行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公务人员

要升任高一职位或高一资位的任用资格一般要求通过升官等

考试。公务人员考试正额录取者，并不表示其已取得公务人

员资格，还需要接受训练，训练期满成绩及格者，才算完成

整个考试程序，发给考试及格证书。“公务人员考试法”明

确规定，“公务人员资格考试”主要分为高等考试、普通考

试、初等考试和特种考试四种。其中高等考试又依学历分为

三级，其基本应考资格分别是高考一级考试得有博士学位，

或经高考二级考试及格满四年者；高考二级考试得有硕士学

位，或经高考三级考试及格满二年者；高考三级考试要求专

科以上学校毕业，或经普通考试及格满三年者；普通考试要

求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经初等考试及格满三年者；初

等考试则不限学历资格，凡年满18岁者均可报考。特种考试

则是为满足警察机关、情报机构等特殊机构而举办的公务人

员考试。特种考试参照公务员高普初考试制度，分为一、二

、三、四(相当普考)、五(相当初等考)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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