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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九十三年警基層警察人員特考，經由內政部蘇部長、簡常務次

長、警政署謝署長、臺灣警察專科學校劉校長及各相關單位的努力、

折衝，及考試院、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等單位的協助

下，已於九十三年九月三日，順利完成考試規則的制定，並自九十三

年九月二十日開始販賣招考簡章，暫定九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七、八日

日考試。本項考試由奧林匹克運動會跆拳道金牌選手朱木炎、鄭詩

欣、黃志雄、紀淑如等人代言，在形象清新的｢金牌警校軍｣行銷之下，

從公告至販賣招考簡章，雖只有三天，但因響應熱烈，粗估已有一萬

二千人報考(簡章共銷售二萬二千份)，暫定錄取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男

性四五○名、女性五○名，基層消防警察人員男性一八○名、女性二

○名，合計七○○名。本項考試錄取率約百分之四、五，錄取人員將

具大專以上學歷，教育程度高於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招

考高中生之養成教育，錄取人員經過一年的訓練，未來將從事最基層

的警察工作。｢學士後警察｣的考、訓、用政策，對提升警察職業聲望，

建立警察形象，節約訓練經費，均有正面功能，應屬於用人機制的劃

時代作為。 

貳、創辦原由 

九十三年警基層警、消人員特考之舉辦，屬於事實需要與落實

理想下的產物，也是解決現狀問題並配合國家考試取才的必然趨

勢，茲謹說明如下： 

一、警力嚴重不足：警察機關現有巡佐以下缺額，必須儘速補足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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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餘人。因為警察機關至 93年 7 月底止計有 1、895 人缺額，

雖 93年度已核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招生 1、010 人，

惟每年自然退離人數約 1、090 人，警政署除維持每年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常態性招生 800 人外，必須儘速補足約 1、000 餘人。

單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理二年制專科養成教育，長期培訓進

用，實緩不濟急，且該校學生畢業後也必須面臨警察特考的挑

戰，錄取情況難以掌握。 

二、警察年齡老化：目前現職警察人員平均年齡約 39 歲，老化問題

嚴重，而現有警察特考取才制度，應考年齡規定在三十七歲以

下，以筆試成績取才，無體能甄選配套措施，難以落實警察年

輕化目標，反有加速警察老化現象。 

三、提升警察素質：現職警察人員僅具高中學歷者，約 35、000 餘

人，上開人員大都安於現狀，無意進修，因此，警政署除採取

多項激勵措施，鼓勵同仁勤餘進修外，另招考有志優秀青年，

活潑警察人事，對提升警察素質與激勵警察士氣，也具有加成

效果。 

四、考量國家財政：以培訓基層警察人員而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辦理二年制專科養成教育，平均每人約需新臺幣 56 萬元，無疑

是國家財政一大支出。而全國普設大學，有志於從警的優秀人

才頗多，如能擴大招生來源管道，不但滿足民眾的從警意願，

也為有志青年提供良好的就業途徑。 

五、養成教育問題：長久以來，中央警察大學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之警察教育，係以｢招、訓、用、考｣方式，銜接警察教育與警

察實務，惟自 87年監察院糾正警政署違法任用無任官資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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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92年起，二校應屆畢業生均俟通過警察特考後，才能分發

任職。但因二校畢業生參加警察特考，無法達到百分之百之錄

取率，造成落榜學生須賠償教育訓練費用並遭冊報回役，對學

生權益造成重大傷害。 

六、我國文官「考、訓、用」合一制度，行之多年，於基層警察人員

之進用，亦可運用。 

參、全般策略執行 

一、構想對策： 

因應快速增補優秀基層警察人力之需求，減少現行警察｢招、訓、

用、考｣教育制度缺失，警政署乃推動招考有志青年加入警察行列，

以創新取才。爰嘗試推動「九十三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行政警察

人員及基層消防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之訂定，以期快速增補警、消缺

額，並兼顧優秀人才之甄選。 

二、全般配套措施 

為籌辦九十三年警基層警察人員特考，有關本項考試之舉辦法源

及各項配套措施，均已全部建構完成，其特色分述如下： 

(一)考試等級部分：本項考試屬於四等考試，相當於普通考試，與現

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生之任用機制相當，惟預估錄取者之學

歷，均具大專以上程度，整體而言，教育程度將明顯高於警察大

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所招考的養成教育高中生，此外，錄取者

均經國家考試及格，未來結訓後可直接分發任職，在任用上也具

有絕對優勢。 

二、應考年齡部分：18 歲以上、28 歲以下，男性須役畢。應試年齡

為目前所有國家考試中最低者，且男性役畢身分，沒有錄取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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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符合警察機關｢即考即用｣之需求。 

三、應考學歷部分：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六條規定，本考試既為

四等考試，應考學歷限制為高中(職)畢業，無法提升至大專學

歷，惟運用應試科目之設計(如法學緒論、刑法概要、行政法概

要)，能將錄取者之程度全部提高至大專以上。 

四、男女名額部分：男女分定錄取名額，完全符合用人機關之計畫性

招生構想。 

五、考試方法部分：本考試分二試舉行，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

口試；第一試錄取者，始得應第二試。第二試口試成績占百分

之十，且口試成績未滿六十分者，不予錄取。此種口試方法有

別於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入學考試之口試，不僅

實用有效，也有法令依據，未來不致衍生爭議。 

六、體能測驗部分：考試院以附帶決議，授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嚴

格之標準訂定 1、600 公尺之跑走體能測驗，藉以淘汰不適格之

人員，而使錄取人員能年輕體健，維持高檔的戰鬥指數。 

七、考試科目部分：完全採普遍化、通識化原則，不預設人才來源管

道，預期高報考人數及低錄取率的理想，將可超出預期。此外，

增列｢英文｣為普通科目，強迫錄取人員應具有一定程度之外語能

力，對提高警察國際化，走出艱辛的第一步，警政署的用心，實

具深遠。 

肆、預期目標 

本項考試從評估、規劃、設計、執行、文宣、招考、訓練都經過

精深研議，雖仍難免有疏漏之處，惟在大方向上，未來應可達到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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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標： 

一、與國家考試接軌：由於錄取人員均經國家考試及格，與國家考試

之｢考、訓、用｣制度接軌，並符計畫性招考原則，不致再發生黑

官問題，且錄取人員已服完兵役，完成軍事洗禮，符合警察即戰

力需求。 

二、改變警察的社會形象：預判本項考試錄取人員大多具有大專以上

學歷，可形成｢學士後警察｣的社會印象，能立即提升警察形象與

警察職業聲望，全體警察人員同蒙其利。 

三、節省大量的訓練成本：由於本考試錄取人員訓練時程縮短，訓練

經費大量節省（本項考試錄取人員受訓一年，訓練期待遇比照警

專正期學生，每人每月生活津貼 14、190 元），符合｢品質優良、

經濟有效｣之彈性用人需求。 

四、能培訓更適格的警察：依據公務員考試法及基層警察特考規則規

定，基層警察特考錄取人員之訓練，屬於考試過程之一，訓練過

程中遭淘汰者，屬於考試不及格情形，無法救濟，因此，如能厲

行淘汰制度，律定淘汰比率，應能培育出更適格的警察人員。 

伍、未來展望 

基層警察人員特考之舉辦，對警察機關而言，是一項劃時代的考

試，也為社會優秀青年提供的一項從警機會。以往，警、消人員的進

用，都由中央警察大學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招考高中生，經取得專科

或大學學歷後，再參加警察特考，分發任職，因此，有志從警的一般

大專青年，無法從事警察工作。基層警察特考主要從大專青年中招

考，一方面提供社會優秀青年的從警機會，一方面也活潑警、消機關

的組織，是雙贏的策略，如果此次考試辦理成效良好，未來應可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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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舉辦，讓警察工作成為大家最好的就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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