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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代任何國家之中，警察機關實為國家行政機關中不可或 缺的一環，而執行此角色功能者，需賴全體警察人員戮力以赴

， 故警察人員是警察機關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在警察公務生涯 中，如何有效運用與發展此一人力資源，以激發人力潛

能及完成 機關使命，「生涯發展」制度實具關鍵性因素，因此，本文乃探 討警察教育分流制度對基層員警生涯發展之影

響為主要課題，目 前研究者尚未發現，有著墨於泛論，有著重於中高階職務人員之 陞遷，對於警察機關中之基層員警，

尤其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及特 考班的警職人員之任用狀況與實際運作的分流制度研究仍屬少 見，深具研究價值。警察人員

所擔負之任務與一般公務人員不 同，其工作具有忠誠性、專業性、辛勞性、機動性以及引誘性， 因此必需有最合理、最

健全之警察人事制度，方能鼓舞士氣並吸 收優秀人才加入警察陣營。所謂:「人隨制舉，事由法張」，警察 人員管理條例

的制定，建立了警察人事管理制度，尤在警察考訓 用分流制度的過程中，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因此為使警察人事 制度

更加趨於完善，使其安於位、敬於業，而利於培育優秀人才， 促進永業發展，希以此研究成果提供當局參考，使警察人事

管理 邁向另一新里程。

關鍵詞 : 分流制度，官職分立，生涯發展，黑官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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