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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化的人事制度，在管理運用上逐漸趨向人性化、彈性化、績效化，滿足公務人員的尊嚴與自我實現的需求，以激勵其

潛能及創造高度的工作效能；行政效能之提昇為政府再造的核心價值。行政效能之提昇，有賴於組織運用具有積極作用的

激勵誘因，以增進公務人員服務意願及動機而展現創造力。在各項激勵因素中，陞遷與發展即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本研

究探討在諸多公務人員激勵因素中，如何有效運用陞遷激勵制度，提昇其工作績效，增進其工作意願，落實為民服務，爭

取民眾向心，展現政府競爭力。而採取文獻研究法、問卷調查法等方式進行我國公務人員陞遷制度之研究，並比較美、德

、日、英、法等國之文官陞遷制度，期能獲得若干啟示。 　　本論文研究結果，發現當前公務人員陞遷制度之設計與運作

，均存在若干不公平之缺失，爰透過檢討分析後，提出建立內陞外補規範原則、建立人才通報系統使職缺資訊公開化、陞

遷過程公平化、公正化、公開化及以團體決定代替個人決定、合理劃分政治遷調職位與常任文官陞遷職位及非功績因素陞

遷之禁止及加強法令的宣導並針對陞遷制度不滿意因素加以改進之具體建議，以供人事主管機關參採，俾能早日實現符合

功績原則之陞遷制度。 關鍵字：激勵制度，陞遷

關鍵詞 : 激勵制度 ; 陞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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