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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雅  惠 自 傳 

 

109 年 5 月 29 日 

我是楊雅惠，現任（第 12 屆）考試委員，由中華經濟研究院

借調至考試院服務，並於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擔任兼任教

授，教育部審定教授資歷迄今逾 28 年。 

在學校所學為商學、經濟、金融領域，為國立臺灣大學之商學

士、經濟學碩士、經濟學博士。長期從事研究工作，自 69 年 10

月起任職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從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至研究員，

期間持續進行多項研究計畫並時常發表專書與論文，並曾擔任該

院第三所（臺灣所）副所長、所長，與財經策略中心主任。多年

來在國內大專院校兼任教職，包括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

學等。個人著作包括專書、中英文論文、研討會論文、研究計畫

等多項論著。 

94 年至 95 年間擔任中央銀行理事，參與貨幣政策之決策；96

年至 103 年間擔任兩任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參與金融監

管決策工作，並獲頒二等金融專業獎章。 

103 年 9 月起在考試院服務，參與考試院文官體制各項重要

決策，數度擔任國家考試典試委員長，對考選部、銓敘部、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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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相關政策與業務，均提出不少建言。尤

其對於退撫制度的階段性改革、退撫基金的安全性與獲利性議

題，在考量經濟金融脈動與退撫機制特質之多方思考下，屢屢提

出意見，發表論述。 

關於文官體制未來興革方向，個人建言簡述如下。 

（一） 考試選才多元性方面： 

國家考試務必公平、公正，維繫長期建立起來的公信力。

為因應社會多元化發展，需要具有國際視野與前瞻思維的文官

體系來積極創新應變。因此，宜多方擇取優秀人才加入公務行

列，不据泥於舊有取才角度。未來可精進之方向，包括：配合

跨領域之多元需求以調整考試類科項目、與用人單位縝密協商

用人需求之內涵與員額、精進考選作業程序、與教育部門研商

如何培養國家所需人才並引導優質人力應考等。 

（二） 人事制度彈性化方面： 

適切的人事制度方能達到引才、用才、留才之目標，提升整

體政府功能，有助政策推動與任務執行。由於國內外政經環境多

變，挑戰多元，政府必須致力於提高競爭力，人才運用機制與時俱

進，因此人力相關規範宜朝彈性活化方向改進，避免繁文縟節。未

來可精進之方向，包括：職組職系滾動式檢討、在用人制度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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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一致性與多元活化性之間尋求理想空間、檢視各人事相關法

規機制是否有過度僵化繁複之規範並作適切修正、檢討專業加

給制度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政府機關行列等。 

（三） 人力培訓前瞻性方面： 

培訓可提昇工作效率，初入公門者給予基礎訓練，在職文

官給予在職培訓，充裕專才與通才人力。精進方向包括:讓初入

公門者在基礎訓練中充分瞭解政府部門職責與規範，認知政府

經費與人員之運用空間與限制，重視品德與使命感，導入實務

訓練以充實專業能力，並加強訓練之評鑑以發揮擇優汰劣功

能。在職訓練宜拓展視野，掌握全球政經社會脈動，瞭解我國

面臨之挑戰與機會，強化政策研判能力，研擬長短期政策規劃

藍圖，並加強跨部會之協調能力，以及跨國交流之宣導能力。

擔任培訓之教師宜多元遴聘，包含產官學各界，並具有國際觀

與前瞻思維。 

（四） 退撫制度永續性方面： 

退撫制度保障退休及撫卹所得，必須妥適規劃處理。建議

如下： 

1、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3 條，對於 112 年 7 月

1 日初任公務人員，須提出新的退撫機制。到底採取確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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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DC）或確定給付（defined benefit 

plan, DB），或多重混合模式，以及過渡階段如何配套，須經

過研析、討論、決策等過程，宜儘速審慎研擬。 

2、改進退撫基金組織架構，研擬在現制上微調或大幅調整，期

以引進更多專業人士之技能，提高經營績效。  

3、加強退撫基金同仁之投資專業訓練，建立專家諮詢網。 

4、退撫基金必須兼顧安全性與獲利性。 

5、建立新制以追求永續為目標，舊制逐步改革時，至少暫以維

持一個世代讓基金不用罄為目標，並加強精算作業。過渡階

段，宜有配套措施。 

 

政府各部會政策宜相互合作協調，尋求整體最佳策略。文官

體制之完善，有賴教育、考選、培訓、進用之各環節合作串連。

個人多年來常剖析經濟金融之脈動，近年來更對退撫機制進行檢

視，結合人力資源與財經金融，作更廣泛周全之建言。 

個人除持續追求專業精進，亦對音樂人文有長期旨趣。個

人於考試院推動成立合唱團，每年參加跨院聯合音樂會，與其

他政府單位合唱團聯合公益演出，期透過音藝與文藝，提喚同

仁與社會之人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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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公職部門服務多年，深諳公務部門相互合作補強之重

要性，秉持中立客觀角度，以理性冷靜的態度對問題整合剖析。

個人若有機會續任考試委員，將以目前於考試院所習經驗與觀察

所得，盡力投入，期許我國奠定可長可久的優質文官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