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人員訓練處 105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壹、願景 

「培訓優質公務人力、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貳、使命 

「全國頂尖培訓機構、市政人才育成中心」 

參、施政重點 

一、 確立培訓方向及重點，連結市長施政理念，規劃辦理訓練班期，突顯城市治理特色。 

二、 完善市府管理階層人才培訓體系，強化訓用結合，發展才能評鑑作法及相關配套機制。 

三、 發揮大臺北生活圈政策影響力，善用培訓軟硬體資源優勢，促成北北基桃宜等鄰近縣市

互動，建立訓練資源互惠共享機制。 

四、 運用策略聯盟合作模式，結合中央、本府及環保團體等多元環教資源，增進環境教育推

廣能量。 

五、 參加國際訓練年會及國際人才培訓競賽，汲取人力發展最新趨勢及訓練新知，提升訓練

品質與績效。 

六、 符應府層級優先推動施政項目-智慧城市，規劃「運用臺北 e大推動市民數位學習」計畫

，期能提供高品質之數位學習服務，滿足市民快速、便捷的智慧學習需求。 

七、 配合府層級優先推動施政項目-推動田園城市推廣計畫，推動「e化課程」方案，將田園

城市概念、農作知識、栽種技術等友善農耕課程數位化，提供民眾快速、便捷的學習管

道。 

八、 開發符合多元載具的平臺功能，搭配優質的數位及行動學習課程，滿足學員即時學習的

需求。 

九、 協助局處導入數位學習，讓局處同仁透過臺北 e大取得政策推動所需專業職能之教育訓

練資源，提升人力培訓效率。 

十、 規劃套裝或特色課程，搭配有效學習推廣方案，持續進行品牌經營，以提高會員對臺北

e大的黏著度。 

十一、透過異業結盟，善用彼此訓練資源，發展互惠互利共享機制。 

十二、配合府層級優先推動施政項目，積極進行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認證相關作業。 

十三、更新設施、設備及改善住宿環境，規劃多功能園區以提供多元化服務，並營造安全、

主動、積極、友善、優質的客服情境。 

十四、加強園區綠美化，並注入豐富的人文要素，營造具高度親和力和轉化潛能的學習環境

，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十五、為活化本處空間及圖書資源，規劃開放友善空間、共享資源。（百日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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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壹.
一

般

行

政 

 
一.
行

政

管

理 

 
<一>行政管理 

 
1.辦理會計、人事等業務。 

2.辦理研考、客服等業務。 

貳.
訓

練

業

務 

 
一.
在

職

訓

練 

 
<一>教務業務 

 
1.確立培訓方向及重點，連結市長施政理念，規劃辦理訓練班期，突

顯城市治理特色。 

(1)配合市長施政理念及本府重要施政方向，規劃辦理重大政策班期

。 

(2)加強局處訓練需求調查，辦理訓練發展實務研習班及局處訓練需

求協調會等，使年度訓練計畫更臻完善。 

2.完善市府管理階層人才培訓體系，強化訓用結合，發展才能評鑑作

法及相關配套機制。 

(1)設計階層管理職能模組，強化核心能力，精進課程內容及教學方

法，以符應官務需求。 

(2)結合評鑑中心法，逐步發展建立本府科長級主管才能評鑑模式。 

(3)經營「e-PA市政管理學苑線上交流平臺」，發展混成學習模式，

有效擴散市政管理知識與經驗。 

3.發揮大臺北生活圈政策影響力，善用培訓軟硬體資源優勢，促成北

北基桃宜等鄰近縣市互動，建立訓練資源互惠共享機制。 

(1)規劃辦理簡任文官培訓班，開放適量名額提供新北市政府遴薦高

階人員參訓。 

(2)規劃辦理「公共政策與城市治理論壇」，開放適量名額供北北基

桃宜等鄰近縣市派員參訓。 

4.運用策略聯盟合作模式，結合中央、本府及環保團體等多元環教資

源，增進環境教育推廣能量。 

(1)開辦「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班」及「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課程研習班

」等認證專班，發揮環教認證訓練機構功能。 

(2)開辦各類環教講座、研習營、體驗營、工作坊等，提供本府同仁

多元學習選擇。 

5.參加國際訓練年會及國際人才培訓競賽，汲取人力發展最新趨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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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新知，提升訓練品質與績效。 

(1)參加 ATD和 ARTDO 二場國際訓練年會，藉以吸納前瞻的培訓新

知，強化訓練專業。 

(2)參加「Brandon Hall Excellence Awards」評選。 

  
 

 
<二>綜企業務 

 
1.符應府層級優先推動施政項目-智慧城市，規劃「運用臺北 e 大推

動市民數位學習」計畫，期能提供高品質之數位學習服務，滿足市

民快速、便捷的智慧學習需求。 

(1)以市民需求為核心，開發其所需之數位課程。 

a.透過年度滿意度問卷調查、經營實務座談會等方式，了解市民

學習經驗及課程需求，納入課程開發方向。 

b.與局處策略聯盟，開發與市民生活相關之數位課程，協助提升

本府為民服務業務之施政效能。 

(2)優化數位學習平臺系統，打造友善使用介面。 

a.開發建置「顧客服務系統」與「問題回報及處理追蹤系統」，

以強化使用者建議及平臺發展需求的知識管理。 

b.辦理數位學習平臺系統後續功能擴增事項，提升系統運作效率

、資訊安全等級與同時上線人數。 

2.配合府層級優先推動施政項目-推動田園城市推廣計畫，推動「e化

課程」方案，將田園城市概念、農作知識、栽種技術等友善農耕課

程數位化，提供有興趣參與打造田園城市的民眾學習，共同努力讓

臺北市成為綠色健康城市。 

(1)與產業局、公園處及教育局(社區大學)合作開發錄製相關課程。 

(2)辦理實體及線上學習推廣活動，擴大知識傳播並達到市政行銷目

的。 

3.開發符合多元載具的平臺功能，搭配優質的數位及行動學習課程，

滿足學員即時學習的需求。 

(1)開發符合多元載具平臺功能，提供民眾利用如手機或平板等行動

載具，上網學習功能。 

(2)開發與市民生活相關之優質數位與行動學習課程。 

4.協助局處導入數位學習，讓局處同仁透過臺北 e大取得政策推動所

需專業職能之教育訓練資源，提升人力培訓效率。 

(1)與局處策略聯盟，將專業職能數位化，便利局處進行教育訓練，

提高公務人力發展水平。 

(2)與機關分享「臺北 e大」豐沛的學習資源，依其需求規劃客製化

學習服務專區，有效提升機關團體學習綜效。 

5.規劃套裝或特色課程，搭配有效學習推廣方案，持續進行品牌經營

，以提高會員對臺北 e大的黏著度。 

(1)規劃如初任人員、政府採購法、環境教育、性別主流、行政中立

、法制知能、原住民等重要政策相關套裝系列課程，便利同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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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順利達成數位學習時數及政策規定的訓練內容要求。 

(2)定期推薦主題性套裝課程線上學習推廣活動，鼓勵會員善用數位

學習管道持續自主學習，提高臺北 e大品牌知名度。 

6.透過異業結盟，善用彼此訓練資源，發展互惠互利共享機制。 

(1)持續與點燈文化基金會、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合作。 

(2)與國內公部門及相關數位學習網站互換數位課程，分享學習資源

。 

7.配合府層級優先推動施政項目，持續規劃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

會認證機制，如參與人員分類原則、認證報名系統開發、認證中心

地點選定等相關作業。 

  
 

 
<三>教務行政

業務 

 
1.更新教學設施、設備及改善住宿環境，規劃多功能園區以提供多元

化服務，並營造安全、主動、積極、友善、優質的客服情境。 

(1)不斷改進學員用膳環境，及提升餐具、餐點之品質與衛生。 

(2)提供多元而充實的教學設備，強化訓練效果。 

(3)改善教學及學員宿舍設施，提升服務品質。 

(4)提高講義教材印製之質量，減少外製，以節省公帑。 

(5)提升財物及各類器材設備之品質，發揮最大功能。 

2.加強園區綠美化，並注入豐富的人文要素，營造具高度親和力和轉

化潛能的學習環境，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1)勵行環保措施，做好資源回收，節約能源。 

(2)加強環境綠美化、設施維護更新及公廁管理、清潔，提供整潔舒

適的訓練環境。 

(3)配合重點課程，展出學員作品或相關主題文物展，觸發學員學習

興致，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3.為活化本處空間及圖書資源，規劃開放友善空間、共享資源。（百

日新政） 

(1)「場地設施活化專案小組」持續針對各空間進行活化方案評估，

並積極規劃 A、D宿舍空間做為本府單身員工宿舍使用，以期提

升使用率、發揮最大效益。 

(2)持續精進公訓圖書站各項為民服務內容，並運用各項行銷管道提

升知名度，鼓勵民眾踴躍使用本圖書站之圖書資源。 

參.
建

築

及

設

備 

 
一.
其

他

設

備 

 
<一>其他設備 

 
1.汰換一對一分離式冷氣，計 7臺（7.1KW含管線安裝費）。 

2.新增機房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計 1臺（9.3KW含管線安裝費）。 

3.汰換教室可調頻無線麥克風組，計 6組。 

4.新增 L型推車 4臺。 

5.電腦周邊設備及零組件。 

6.汰換個人電腦。 

7.電腦圖書費。 

公訓處 31-4 
 



8.圖書費。 

  
二.
營

建

工

程 

 
<一>營建工程 

 
1.廁所整修工程。 

2.屋頂整修工程。 

3.體育館地坪整修工程。 

4.E區擋土牆補強修復工程。 

肆.
第

一

預

備

金 

 
一.
第

一

預

備

金 

 
<一>第一預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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