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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改革腳步向前邁進、經濟自由化的推動，及民眾自主權益意識高漲的同時，要求政府行政機關改革聲

浪的訴求，也源源不絕湧向政府各部門，而改革的成敗關鍵在於-人，而能把人力資源發揮到最境界在於-績效評估制度是

否得當。故本文藉由各種研究方法去探討目前我國地方公務人員績效評估制度之優勢與劣勢，讓我國公務員行政效率能為

國家競爭力產生加分的效果。 著名恐龍電影「侏儸紀公園」演員對話中有一句引人省思的名言-「每一種生命都有其出路

」（every life will find way out）。而公務人員績效評估制度的變革既然已經成為不得不然的政府改造運動，那麼如何為政

府部門公務人員績效評估制度找尋出路呢？本論文從文獻資料分析法、比較研究法等二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基礎，進行

我國地方公務人員績效評估制度之研究，以找出最佳的「中國式公務人員績效評估模式」。 經研究發現，現行我國地方公

務人員績效評估在制度面及實務面的各項法規，雖立意良好，但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官場文化消極應對下，產生

許許多多足與績效評估精神背道而馳的事情發生，諸如考績採輪流及新進與升遷者優先考列乙等．．等皆是，這些鄉愿的

作法，引起相當多組織內部動盪不安與成員間紛爭的後遺症。績效評估制度本身設計與運用不當時，組織未蒙其利反受其

害，故本論文經運用各種研究方法，總結出目前績效評估制度需修正各種具體建議，作為主管機關推動時的重要參考資訊

，期能建立現代化的文官體制，落實為民服務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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