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試委員之觀點-技師考用配合之省思

(考試院考試委員 李雅榮)

 技師係屬憲法第 86 條第 2款所稱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以下簡稱專技人員），在大法

官釋字第 453 號解釋界定專技人員為「具備經由

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

能，而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生

命、身體、財產等權益有密切關係者而言」，故由此可界定技師的功能之一為保障

公共利益或人民生命、身體、財產等權益。另技師與產業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技

師的工作主要在藉由其專業知能檢核產業產出，控管產出品質，故技師的另一功能，

為產業產出品質把關，幫助產業競爭力提升。因而，健全之技師制度將有助於提升

國家競爭力。

現今的技師分科 32 類科係於民國 78 年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依技師法第 2條規定之

權責公布修定，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之久。惟據工程會網路公告各科執業技師人數統

計，截至 100 年 2 月 1 日止 32 類科技師中有 22類科執業人數仍低於 100 人。次查，

該 22 類科中有 15 類科每年平均報考人數不足 100 人。從這些數據顯示 32 類科中多

數類科並無執業空間，其中亦隱含著社會對於某些類科專業人才已無需求，抑或是

某些類科執業環境的不完善扼殺技師在社會上參與之機會及其應發揮的功能。不論

背後隱含的問題為何，都是亟需進行改革的時刻，重新重視社會對專技人員專業知

能的需求，發揮其保障公共利益、人民生命、身體、財產等權益之功能。所幸，近

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與考試院考選部已研擬多像改革措施，

積極推動技師考用制度全面革新，茲將改革重點整理如下：

一、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亞太工程師組織」（APEC Engineer）

會員，針對技師之專業職能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提升我國技師實務經驗等研擬多

項措施：

（一）技師考試規劃分兩階段考試架構，第一試考基礎學科，第二試考實務 考選部

於 98 年 10 月成立「考選部技師考試改進推動委員會」，在 32 類科技師中，先選擇

具有簽證制度、執業人數超過 100 人且其公會組織較具規模之「土木工程」、「結



構工程」、「大地工程」、「水利工程」、「測量」、「環境工程」、「電機工程」、

「水土保持」、「冷凍空調工程」等 9類科技師考試研議改革，規劃如下：

1、應考資格：

(1)第一階段考試：區分為本科系與相當科系

a.本科系：考選部將與相關部會協商本科系之標準，符合要件者才納入本科系。

b.相當科系：訂定專業領域最低修課標準。

(2)第二階段考試：須具備一定期間之實務工作經驗年資，初步規劃配合技師法發給

執業執照之服務年資規定。

2、應試科目：

(1)第一階段考試：列考基礎學科。

(2)第二階段考試：

a.筆試：列考實務專業學科。

b.視類科需要併採口試：口試委員之組成，應包含具技師資格之委員。

考選部並邀集前述 9類科領域產官學界專家設 7個分組，就 9類科技師執業範圍、

核心職能、應考資格改採修習專業領域學分、實務工作經驗養成標準及應試科目等

做細部檢討研擬，有關執業範圍所研擬之結果再送交工程會，作為該會重新檢討各

類科技師執業範圍之參考。

（二）工程會於 99 年初擬定「改進技師簽證及執業管理實施計畫」(後改稱「改進

技師簽證及執業輔導實施方案」)

計畫內容除同步配合考選部研修技師考試規則及技師法，推動兩階段考試，亦將進

行檢討修正技師執業範圍、協助技師認證取得國際性工程師資格；研修技師法訂定

推動技師證照國際化工作之法令規範、擬訂各類科技師專業核心能力事項及換照應

完成之專業訓練課程。

二、針對部分技師類科執業人數、報考人數過低之問題因應之相關措施

（一）為有效利用國家考試資源及確保技師專業品質，對報考人數及執業人數均低

之技師考試類科，採間年辦理考試之方式處理



考選部業已配合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第 3條規定，技師

考試「每年舉行一次」修正為「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並經考試院 99 年 6 月 21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09900048961 號令修正發布，業配合公告「99 年 12 月辦理 32 類

科技師考試；100 年技師考試，航空工程、紡織工程、冶金工程、漁撈、造船工程、

採礦工程、礦業安全等 7類科不舉辦，僅舉辦土木工程等 25 類科」。

（二）工程會於 99 年初擬定「改進技師簽證及執業輔導實施方案」 計畫內容研擬

之因應措施包括：1、檢討修正各科技師執業範圍；2、檢討各科技師實施簽證事項

或擔任職務；3、檢討訂定或修訂簽證及執業法令並擬定法制計畫；4、擬定各科技

師專業核心能力事項；5、規劃各科技師社會需求調查機制及擬訂考試次數建議；6、

檢討報考人數甚少且無執業空間之科別存廢。

從工程會及考選部研擬的多項措施來看，技師考用制度已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全面性

改革，希望藉此讓沉寂渾沌多時的技師市場活化，並藉由改革提升技師的專業及實

務經驗以符合社會需求、到達國際水準，亦希望技師考用合一的改革作為其他專技

人員日後改革的標竿。惟在面臨更新轉變之際，宜忌多頭馬車，應隨時抓住問題核

心，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因此本文以下將再重申目前技師考用制度的核心課

題，即首要重點與成敗的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確實知道社會需求，若明白確有需求

後，又能否確實讓各類科技師立於平等的起跑點，為其預備完善的執業空間，使技

師能在社會上發揮其功能。這兩大問題若沒有改善，藉由考試、專業訓練製造產出

的技師也只是虛有其名，卻無用武之地。

有關如何了解社會需求訂定適合的技師類科，首先宜從最根本的專技人員的定義之

釐清開始。自司法院大法官第 453 號解釋文公布後，有關憲法第 86 條「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之定義終有一輪廓及概念，雖然各領域的專業內容差異性高，實無法用

單一原則標準就可認定是否應納入為專技人員之範疇，但專技人員的定義加以明確

化，的確有助於初步檢討刪減目前對社會及產業已無重要性的技師類科。其次，技

師的社會需求如何調查如何量化可說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相關的研究，多藉由技

師的執業人數、應考人數、政府機關、技師公會的資料或問卷調查，從供給面角度，

設法還原社會需求的本貌，但卻忽略產業及人民的看法才是真正的社會需求。需求

面的探求主要困難在於產業及人民的調查對象之不確定性，因此可藉由訂定明確的

技師執業範圍，使執業所涉及之產業明確化，得以該些產業作為需求調查對象。另

亦可跳脫供給面的數據，用更寬廣的角度觀看需求問題。例如，可藉由現有的政府



統計數據、產業生產流程管理資料等作為觀察社會需求的依據。像藉由行政機關的

仲裁或司法機關的訴訟案件性質及數量來探討人民身體、財產損害的紛爭與產業內

部有無技師參與的關連性高低，以判斷相關類科技師之於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或藉

由技師執業範圍相關的產業產值來判斷技師需求量的高低。

有關如何改善各類科技師的執業空間，從政府的立場而言，即係將各類科技師的執

業範圍及簽證制度法制化，訂定各類科技師專有之簽證及執業法令，以規範執行業

務的程序保障人民權利，並拘束產業生產過程能達到應有的且能滿足人民需求之品

質。就舉近來衛生署推展食品技師投入產業的例子，因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繁，

為保障民眾在食品消費上的品質及維護國民健康，衛生署致力於加強食品業者生產

過程之控管，遂於 89 年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納入食品衛生管理法中，依該法第

20 條第 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業別，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

規定。衛生署亦冀藉由食品技師之專業，協助食品業者規劃、管理、執行上開系統

之運作，以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故衛生署 97年 5 月 8 日發布「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中的第四點規定，食品業者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應設立管制小組，其成員中至少

一人應具備食品技師證書，並自 101 年起實施。又上開系統規範自 97年發布後，97

年的食品技師報考人數從過去平均每年 200 至 300 多人，增加為 526 人，98 年更到

達報名人數 828 人。且依據衛生署調查，上開系統於 101 年實施時市場有 1,500 名食

品技師需求，而目前通過食品技師考試及格人數僅 461 人，遠低於需求名額，故考

選部於本(100)年 6 月 11 日至 6月 12 日將增辦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食品技師市場的

活絡指日可待，而藉由食品技師參與產業生產過程，又能維護民眾身體健康權益，

切實滿足社會需求，可說是一項多贏的政策，實值得執業人數偏低的技師類科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思考及仿效。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能對技師執業環境之改善課題

加以重視，在主管之法令規章上積極明確建立技師之執業範圍，以充分利用技師專

業能力，特別是在政府組織再造，公務人力緊縮之際，如能「充分運用外部資源」，

將技師規劃為公務人員之外援人力，將可大幅提升政府競爭力，而此時，技師執業

空間擴大，前述之執業人數、應考人數偏低將會逐漸改善，並能確實供給社會對技

師專業能力之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