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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原住民族歷經不同政權

之更迭，在適應主流社

會、現代化，乃至全球化的進程，

逐漸喪失其民族主體性。隨著台灣

民主改革運動，80年代初原住民族

運動興起，凝聚集體意識，找回民

族尊嚴；90年代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價值，逐步朝向尊重多元價值與原

住民族主體性政策努力。

國家考試是台灣原住民族參

與國家體制運作及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自

1956年起開辦至今，歷經台灣省政府、內政

部，乃至考試院主責等不同時期，至2000年起

每年才穩定舉辦，在此之前，原住民族文官

（以下簡稱原民文官）在人力與素質均相當有

限。至1996年底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及2000年起各直轄市及地方政府陸續設置原

住民族事務單位，原民文官人力及多元人才需

求旋即大幅增加。

基於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的獨特性與權益之

保障，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至今，已陸續完備

相關法規政策；2016年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

原住民族道歉，透過總統府成立「原住民族歷

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啟動各項工作，已

然在公務體制內及運作。隨著原住民族社會變

遷與政策議題日趨複雜，更需要更多人力及各

類人才，加入國家體制運作的行列。全國原民

文官總計6 , 8 0 6人，約佔全國公務人員的

1.86%；僅佔原住民族總人口數的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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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原住民族特考中區考場巡場。

2021年原住民族特考中區考場巡場，合影留念。

報考、到考人數

今年（2021）原住民族特考的報考人數，

計有1,252人，到考人數計768人。相較於近三

年報考人數，2018年計2,578人；2019年計2,548

人；2020年計2,464人，由此顯見，雖然人數逐

年小幅減少，但與今年報考人數相比，明顯大

幅減少約50％。

從報考等別來看，三等考試 402 人、四等

考試 548人、五等考試 302 人。與2020年各等

別報考率相較，三等減少約23%、四等減少約

47%、五等減少約58%，以五等考試減幅最

大。

就實際到考人數及其比率來看，三等考試

2 0 6人（ 5 1 . 2 %）、四等考試 3 6 4人

（66.42%）、五等考試195人（64.57%），實

際到考人數計有 7 6 5人，平均到考率為

61.10%。與一般國家考試到考率七成多，有明

顯差距。

各等別類科與需用名額及錄取率

今年提缺類科總計有28類科，其中三等考

試提缺有10類科；四等提缺13類科；以及五等

考試提缺5類科。與2020年各等別提缺類科比

較，三等12類科、四等11類科、五等4類科。由

此顯示，每年各等別所提缺類科數大同小異。

從需用名額來看，三等考試計61名、四等

考試計56名、五等考試計9名，總計有126名。

三等考試以土木工程類科需用名額最多，計19

名；其次是原住民族行政與財稅行政各計有9

名；再者為經建行政計有6名。四等考試也以

土木工程類科需用名額最多，計有16名；其次

是一般民政計有9名；再者為一般行政計有8

名。五等考試以一般行政最多計有4名，其他

類科則約計有1-2名。

由次顯示，三等與四等考試需用名額以土

木工程類科最多，其次為原住民族行政與經建

國家考試巡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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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部分亦較多元，年齡較大之

應考人參加族語認證考試的比例

可能相對較低。

進一步依各等別的族語認證

級別來看，三等考試通過認證以

中級最多，計250人；其次為初

級，計123人；居三為高級，計17

人。四等考試通過認證也以中級

最多，計333人；其次是初級，計

182人；居三也是高級，計19人。

五等考試通過族語認證也以中級

最多，計170人；其次是初級，計

117人；居三也是高級，計9人。

由此顯示，今年參加原住民族特考者的族語認

證，以中級以上佔最多，顯見未來三年，提高

為「中級以上」族語能力認證應該不是困難。

期盼族語永續發展

台灣是多元民族的國家，在國家體制內有

一定比例的原民文官參與，可以促進政策多元

思維的價值，增進政策推展與運作之可行性。

惟近年原民文官人才發展之困境，包括報考率

及到考率均逐年下降、機關提缺逐年減少、技

術類科土木工程類科不足額錄取等，都需要透

過跨院、用人與考選機關共同研商因應對策，

逐步解決相關困境。

為能推展族語傳承與復振，也啟動原住民

族特考族語能力認證之新政策，相關訊息充分

普及或族人足夠時間準備等，都必須歷經適應

期。回顧2007年首推「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

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

言能力證明者，始得加分之規定，也曾讓原住

民族社會喧騰一時，而歷經15年之久，逐漸影

響其對族語的重視。

同理，新增族語能力認證之新政策，短期

內端賴用人與考選機關，透過各種機會與管道

主動積極宣傳，以期改善報考、到考及錄取人

數偏低的情況，同時透過新政策再度掀起原住

民族社會的族語運動，期盼未來族語認證能力

更擴大到就業或其他不同領域，創造更有利於

原住民族永續發展的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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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惟近十年不足額錄取情形，大致都集中

於技術類，尤以三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最為嚴

重。究其原因，主要受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均

偏低，加之專業科目成績偏低，導致到考人數

皆低於需用名額，而難以擇優錄取。

各等別率取人數及其錄取率，三等考試計

3 2人（ 1 5 . 5 3 %），四等考試計 3 7人

（10.16%），五等考試計11人（5.64%），總

錄取人數有80人，錄取率為10.46%。由此觀

之，提缺名額有126名，而錄取名額只有80

人，不足額名額高達46人。與2020年錄取率相

比，三等考試計有34人（13.8%），四等考試

計60人（9.88%），五等考試計16人（3%），

總體錄取人數為110人，錄取率為7.94%。提缺

名額有120人，但錄取名額只有110人，而不足

額錄取人數只有10名。根據歷年資料顯示，原

住民族考試每年均有不足額錄取的現象，惟相

較近2年的情形，今年又明顯偏高。

 經考選部初步分析，考試相關規則，包括

需用名額、提缺類科、應考科目及考試方式等

並無變動的情況下，唯一不同於往年的政策即

是族語能力認證做為報考資格條件，是影響今

年報考與到考人數驟降等原因之一。

首次增列族語認證為應考資格

為利於原住民族語言的傳承與復振，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法於2017年6月14日公布實施，

第25條規定：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

住民族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並於該法施行三年後實施。而今年適逢首次增

列族語認證為應考資格，這項規定自2021年應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初級以上」合格證書，自2024年起，報

名考試一、二、三等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委員

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中級以上」

合格證書。

根據考選部有關報考三等、四等級五等考

試之族語能力認證合格證書統計資料顯示，報

考人多數集中於2020、2021年取得族語認證，

顯示報考族人在掌握相關法令規定資訊下，在

近二年參加族語認證並取得初級以上之族語能

力認證書，取得報考資格。

各等別報考人取得認證的情形，三等考試

計398人；四等考試計541人；五等考試計305

人。由此觀之，三等、四等應考資格有學歷限

制，應考人在求學過程中，為增加升學優勢，

參加族語認證考試取得證書比例應該較高，五

等應考資格並無學歷限制，應考人來源廣泛，

於放榜前舉辦「國家考試點榜典禮」進行點榜儀式。

於國家考試巡場時，與現場人員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