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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 OO（111 學年度入學） 

壹、 報考緣由 

    在公務機關任職的這幾年中，發現機關內人員學歷皆不低，

碩士學歷逐漸成為普遍現象，而有時辦理業務會體認到自己無法

更為全面的考量各方立場，所以萌生精進自己知能及補足碩士學

歷的想法。而衡量未來數年生涯規劃，決定運用現階段空檔進修。 

    因公務機關運作必與公共行政有高度相關，而臺北大學於公

共行政領域名列前茅、師資充足，於行政機關間頗具名聲，必定

是很好的選擇。再者，當初匆促決定報考，考量於工作忙碌之餘

準備筆試效益不高，臺北大學採用書審及面試，也是吸引報考的

原因。最後，在職專班時間多於平日晚上上課，通勤時間是最大

考量，臺北大學上課地點交通方便，且位於辦公室附近，能對工

作時間的衝擊降到最低。所以在報考時便將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

政策學系當成首要目標。 

貳、 準備方式 

一、 書面審查資料準備 

    書面資料除繳交自傳外，尚需撰寫研究計畫或職涯心得二

擇一。考量自己公務機關年資較淺，且並未承辦較大型的專案，

或解決業務上特殊問題的經驗，於職涯心得中較難發揮，爰選

擇撰寫研究計畫。書面資料前後約莫花一個月的零碎時間準備，

而在撰寫研究計畫中，有幾個準備方向： 

(一) 確認研究問題/主題 

當初在撰寫研究計畫時，最大困難是確認研究問題/主題，

這部分可從職場的經驗著手，無論是執行某個政策時與民

眾或標的團體溝通不順暢、執行成效不彰、辦公室長官領

導風格等，這些在過去曾經有疑問或覺得不合理的事情，

都可能成為研究計畫的題目，且與個人經驗結合，撰寫起

來會更省時省力。 

(二) 確認研究方向 

確認主題後需要再思考要用甚麼角度切入問題，運用甚麼

理論基礎來解釋問題，比如說想知道為何政策執行成效不

彰，可以從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角度切入，探討其不配合政



策的原因。這部份建議可先至國家圖書館查閱相關科系畢

業生的論文，從題目及摘要篩選出與自己題目或方向相似

的論文，學習他們從甚麼理論及角度發展論文，也能從每

個論文的關鍵字去延伸搜尋更多資料。而當初自己準備時，

也去借一本公共政策課本，花幾天大略翻閱有甚麼概念可

以套用在自己的題目中。 

(三) 撰寫格式及章節 

系上有提供研究計畫的章節安排與撰寫重點，並配合其中

的格式要求來調整。而自己也有去找幾篇主題類似的論文

及期刊，參考他們的撰寫架構及敘述方式，每篇論文重點

參考前三、四章的內容，即能了解研究計畫的主要架構。

另外需注意，如有引述任何資料或數據須逐一備註，並列

入最後的參考資料中，以避免爭議。 

二、 面試準備 

    本系既為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特別著重我國政策發展，

建議在準備時多留意近期重要政策輿論及爭議，也可至國家發

展委員會網站瀏覽我國重要政策或中長程計畫，有助於掌握政

策方向，並從中練習表達對政策的反思或不同意見。對於政策

的評論並沒有對錯，重點是能讓考官看到表達意見及提出問題

的潛能。另外也建議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資料蒐集部分

有初步的了解。 

參、 就讀心得 

    開學迄今大約兩個月的時間，雖然就讀的是在職專班，但課

堂老師所提供的資料量並不少，在兼顧工作及課業的情況下，需

要犧牲大量休息及假日的時間，來閱讀文獻、寫作業及做報告，

重新建立讀書的習慣，實在非常辛苦。 

    但換個角度而言，進入職場後已經很少有單純為個人的目標

努力的機會，所以重返校園、坐在教室裡面單純追求知識，也是

非常難得。而課堂老師也都十分用心，儘量提供學生不同的思考

方向，刺激課堂上的交流，使大家可跳脫工作上的業務，接觸更

多面向的新知識。如有心想增進自我知能的人，相信在這裡會很

有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