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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麼是審議式公民參與
1
 

 

(一) 為何需要審議式公民參與？ 

 

民主的根本，是大家都可以平等的表達自己想要什麼。雖然每個人想要的都不一樣，但

我們應該都要有機會根據理性、和充分的資訊參與決策，這樣大家才會服氣，也才符合民主

的意義。 

但是，我們雖然投票選出政府和民意代表，這個「平等」的理想卻難以實現。不論是政

府官員還是民意代表，都不一定能夠平等地考慮每一個人的想法。雖然我們也可以透過請願、

遊說、示威、抗議來表達，但並不是大家都有機會可以透過組織或運動的管道發聲；我們也

不見得有充分的資訊，來判斷政策、提出意見。再者，有些人也只根據政黨藍綠來支持或反

對，並不理性；另外，政府決策有時也包含複雜的技術及知識，一旦公民想要集體表達意見，

卻容易被評為「民粹壓倒專業」。 

為了讓大家都能有充分的資訊來表達意見、參與決策，西方國家發展了許多「審議式的

公民參與模式」，讓每個人都能考慮不同的利益和價值衝突，也讓大家透過討論，對有爭議的

政策提出集體意見。 

 

(二) 什麼是審議式公民參與？ 

 

如前所述，審議是一種大家深思熟慮、彼此包容的對話過程，讓政策決定產生足以服人

的立論根據。理想的審議會有三種特質：一是講道理，大家以理服人，並且瞭解、尊重、包

容不同的觀點，也同時重新考量自己原來的想法有沒有問題；二是談公益，大家要以「這方

案對我們社群，或對我們共同珍惜的價值，會帶來什麼影響」，而不是只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

出發；三是謀共識，針對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尋找彼此能夠接受的理由，來提出解決方案。 

那麼，需要哪些條件，才能使得審議的過程，能夠「講道理、談公益、求共識」？這就

需要一些程序規則的指引，才能創造出理想的審議情境。在形式上，可能依據參與人數規模、

性質和操作方式的不同，區分成各種不同的審議模式，包括審議式民調、公民陪審團、願景

工作坊、公民會議等。雖然在實作上不盡相同，不過這些審議式的公民參與，都在程序中反

映四個相似的特質： 

                                                      
1
 本文修改自《2012 代孕制度公民審議會議議題手冊》〈什麼是公民審議會議〉，經原作者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林

國明老師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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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與平等： 

參與過程應該包含不同背景的公民，讓各種多元

的聲音和主張都能夠呈現；所有參與者的地位都

平等，每個意見都值得重視和尊重。 

對話與溝通： 

參與者在有經驗的主持人引導下，依據會議規

則，進行說理的溝通。 

資訊充分： 

審議式的公民參與都假定，參與者應該具有一定

的知識與資訊，才能審慎判斷各方說法是否妥當

合理，因此都會提供文字或影像資料，以及借用

專家的協助，讓參與者了解討論議題的基本事實

和各方爭議，同時也會邀請代表不同利益、價值

和主張的人士，如社會團體代表或政府官員，到

論壇中提供觀點，並與參與者對話。 

形成集體意見： 

審議的目的，不是只是「各說各話」，而是對

共同關切的問題形成集體意見。不同類型的參

與模式，對集體意見的呈現是否要以共識為基

礎，看法不一。有的是以書面陳述共識結論或

表決記錄，有的是以意見調查的方式，形成參

與者對解決方案的意見分布，以供決策參考。 

 

(三) 什麼是公民會議？「基北區家長論壇」又是什麼模式？ 

 

「公民會議」是由丹麥所發展出來。丹麥強調共識政治與公民參與，凡是牽涉到倫理與

社會議題的科技政策，在決策之前都必須要徵詢公眾的意見。丹麥科技委員會便應運而生，

它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鼓勵公眾對科技議題的參與討論，而一個重要的參與機制，就是公

民會議。 

從 1987年以來，丹麥科技委員會已經針對各類議題舉辦了二、三十次的公民會議，並逐

漸受到各國重視與仿效。以基因政策議題為例，OECD 國家中，至少有十一個國家，曾先後舉

辦過至少二十次的公民會議。美洲的加拿大、美國和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有台灣，都曾舉辦過基因議題的公民會議。台灣最早在 2002年

引進公民會議，用於二代健保規劃的公民參與實驗。後來，這種審議式公民參與模式也廣泛

地應用在各種政策議題的討論。從 2004年到 2008年，光是中央政府部會就委託辦理了十二

場的公民會議。 

本次「基北區家長論壇」所採用的是一種名為「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的

模式，是由史丹佛大學教授 James Fishkin所發展的。民意調查適用於重大的政策議題，當

需要知道民意趨向，以作為政策決定的指引時，採用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但

傳統民意調查的缺點在於，一般公眾對於政策的內涵並非完全瞭解，因此審議式民調作了改

良，將傳統民調加入了公民會議的元素，參與調查的公民將會得到較完整的資訊並參與會議

討論，在這些討論中，可以和其他公民以及不同立場的專家進行對談，形成較具體的意見。

因此審議式民調所呈現的具有代表性的知情民意，甚具政策決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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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議式民調有哪些必要的操作程序？2 

 

建構出一套政策選項，或不同的行動方案，讓具有代表性的公眾能夠去

審議不同方案的選擇，去思考並決定該怎麼做才能解決問題。 

 

由不同立場的人士共同組成執行委員會，負責決定審議式民調的重大事

務，並監督會議籌備工作的進行。 

 

 

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從全國人口之中抽取代表性樣本，針對會議所要討論

的議題，進行一次公眾民意調查(前測)。在進行前測的最後階段，邀請

受訪者參加公民審議會議。審議活動結束後，再針對參與者，就相同問

題，進行一次問卷調查(後測)。 

 

 

以容易閱讀的方式，提供平衡的觀點和充分的訊息，來介紹各種不同政

策選項和行動方案的內容和正反意見，讓公民審議活動的參與者瞭解不

同政策選項的利弊得失。 

 

透過小組會議與其他公民的討論，以及全體會議和專家的對談，來瞭解

不同的政策方案的選擇，並進行後測調查，瞭解參與者的偏好及議題知

識的變遷。 

 

比較前、後測的結果，並將結果告知參與者、委託機構、相關決策機關

和媒體。 

                                                      
2本節引用自林國明(2008)，《審議民主公民參與全國型議題操作手冊》第五章〈審議式民調〉，行政院研考會 

建立議題 

成立 

執行委員會 

進行民意調查

及招募參與者 

提供閱讀資料 

召開 

公民審議會議 

後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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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議式公民參與所形成的結論是否具有法定約束力？有何效果？ 

行政機關應該如何回應？ 

 

審議式公民參與所形成的結論，是提供給具有決策權力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作為決策

參考，公民並沒有權力要求立法者和政府官員非得採納其結論不可。 

在現今的代議民主體制中，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透過選舉和任命以獲得制訂法律與政策

的權力，有決策權力者，也必須負起責任。公民審議並無責任政治的機制，參與審議的公民，

不必為集體意見負政治責任，如果有權決定具有法定約束力的政策，就造成權責不符。但代

議民主體制有不少缺陷，因此透過審議民主公民參與可以讓公民更積極、直接地影響政策，

也讓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有更多說理與溝通。 

雖然形成的結論不具有法定的約束力，但經由這種討論過程，往往能呈現社會的重大關

切、核心價值和多元觀點，也顯示經過審慎思辨之後的民意，對具有爭議性的政策所持的立

場，因此對希望提升正當性和品質的行政機關來說，非常有參考價值。政府機關對於公民會

議的結論，雖不必照單全收，但也必須負起說明的義務，公開回應，說明它是否採納、或將

如何執行公民審議的政策建議或意見。同時，這份結論也可以作為往後進行社會溝通的重要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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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探討 

 

(一) 十二年國教發展回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緣起於民國 72年研擬之「延長以職業教

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然而屢因規劃不周以及財務問題而擱置。直到民國 95 年教育部開始成

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工作小組及專案辦公室」，開始進行十二年國教之相關研究，並

宣布於民國 98年實施。但之後也因相關爭議以及政黨輪替再度停擺。 

民國 99年，馬英九總統開始大力推行十二年國教，除了在行政院成立十二年國教推動小

組，更在民國 100年元旦文告中表示將於民國 103年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教。並於 101年通過

多項配套方案以及各種措施。 

 

年度 大事記要 教育部長 

72年 規劃實施「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計畫  

結果：民間反對，財務問題未能實施 

朱匯森 

83年 部分地區試辦完全中學 郭為藩 

85年 試辦綜合高中 

95年 1. 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工作小組及專案辦公室 

2. 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方案 

杜正勝 

96年 

 

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98年實施十二年國教 

結果：相關爭議以及政黨輪替未能施行 

99年 9月成立行政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小組、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工作小組  

吳清基 

100年 1. 馬英九總統元旦祝詞表示：「啟動十二年國教，103年高中職全面

免學費，大部分免試入學」 

2. 2月行政院成立十二年國教國民基本教育推動會 

3. 4月教育部舉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說明暨各方案執

行展示記者會」，公告 7大面向以及 29項配套方案 

4. 9月 20日行政院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並自

民國 103年開始實施 

5. 行政院院會 10 月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101年 1. 修正原草案，將「落實適性教育」納入法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5月初審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 

蔣偉寧 

(資料整理自 http://12basic.edu.tw/about05_evo.php) 

 

而所謂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概念上並不等同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強迫

入學」(compulsory schooling)，學生在接受小學、國中教育後，並沒有被強制一定要繼續

http://12basic.edu.tw/about05_ev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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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三年的後期中等教育(或稱高級中等教育)，所以「十二年國教」的「國教」在定義上與

社會大眾所認知的「國民義務教育」有所不同。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公聽會手冊〉的資料，「國民教育」與政府未來將推動的「十

二年國教」(簡言之，「高級中等教育改革」)的定義區隔如下表： 

 

國民義務教育 十二年國教(高級中等教育) 

普及、 

免學費、 

強迫入學、 

免試 

普及、 

免學費、 

非強迫入學、 

免試為主 

 

雖然教育當局希望藉由十二年國教推廣「高中均質、區域均衡」，但不同於九年國教，高

中職階段包含了高中與高職，多數家長、學生對於兩者的偏好程度也不盡相同3。 

因此，像台大的駱明慶教授就指出：「學區劃分大概不可以畫出只有單一高職的學區，即

使學區內包含高中和高職，如何決定誰讀高中或誰讀高職，將是另一個分數需要出現的時候。」
4十二年國教的入學制度應該如何規劃，是教育當局必須面對的課題。 

 

 

 

 

 

 

 

 

 

 

 

 

 

 

 

 

 

 

 

 

                                                      
3
 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高中職未來將分為：普通高中、技術高中、綜合高中、單科高中，然而由於法案

尚未通過，而且該法案對於高中的「分類」，要如何套用至現有高中職也還有疑問，所以本議題手冊依然採用大

眾熟悉的「高中職」一詞。 
4
 http://blog.roodo.com/lakatos/archives/2793687.html 

http://blog.roodo.com/lakatos/archives/2793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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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升學考試制度的變革 

 

受到傳統應試文化影響，從教改推動開始，升學考試往往是社會大眾最在乎的一環。最

近幾十年教育制度的變革，也大多是在升學考試方面打轉。 

為了消除「一試定終身」的流弊，自民國 90 年起，全國統一的「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取

代了各招生區舉辦的「高中聯招」。與聯招相比，國中基測的主要差異為： 

1. 一年測驗兩次，取最好的那一次成績，不再「一試定終身」。 

2. 採「量尺計分」，計分標準是根據考生答題的「相對表現」來決定。 

3. 除了作文。全部考選擇題、題目難度採「中間偏易」。 

4. 若採申請入學進入高中，基測成績亦非唯一入學參考指標。 

然而國中基測舉辦數年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逐漸浮現： 

1. 應考機會的增加，使得每年都有過半數考生選擇再考第二次。 

2. 全選擇題、題目難度降低的結果，考生也從以往「分數」的競爭變成「錯幾題」的競

爭。 

3. 雖然國中基測並不是申請入學的唯一參考指標，但依然占多數高中申請入學積分的絕

大比重。又，由於基測成績為登記分發入學的唯一標準，在分數「擇優採計」的情況

下，致使考生的壓力並未隨聯考制度的廢除而減輕。 

而中研院研究員林妙香的〈90-93 年度國中基測量尺及等化程序之個案研究〉報告，更

使得國中基測的公信力受到挑戰5。也因為林妙香研究員這份報告，國中基測的計分方式，自

98學年度從舊有的量尺計分改為「線性計分」
6
。 

另外，由於 99學年度起免試入學的推展，使得國中基測的重要性隨之下降。根據政府的

規劃，101年 9月入學高中職，各分發區免試入學招生名額至少須達到全體招生名額的 55%，

102年 9月免試入學比例更提升為 65%以上。伴隨著免試入學擴大招生，101 年起，國中基測

也從每年舉辦兩次減為每年一次。 

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現有的「申請入學」與「登記分發」將取消。屆時除了免試入學擴

大辦理外，並提供「特色招生」入學管道。根據現規劃之〈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

案〉，特色招生分為以下兩種： 

1. 甄選入學：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高職藝術類科、……等。 

2. 考試分發入學 

至於北北基前年實行一屆就停辦的「北北基聯測」，雖然題目和國中基測有所不同，但仍

舊採用與新制基測相同的計分方式。在此不贅述。 

                                                      
5
 在林妙香的〈90-93 年度國中基測量尺及等化程序之個案研究〉報告，提出了舊制基測計分方式的幾個缺失，

整理如下： 

1. 各科量尺分數的最高分並非設定在 60 分，而且各科各年度皆不相同。 

2. 二次測驗量尺並無等化（equating）步驟，只是單純進行分數連結（linking），導致考生二次基測平均分數皆

比一測高出幾分，由於基測成績採擇優計分，「只考一測較二測都考吃虧」。 
6
 現行基測的分數換算方式，根據心測中心提供的資料，單科「原始分數」滿分為 60 分，全體考生該科平均設

定為 30 分，每一題分數皆相等，考生得分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其公式為： 

1. 斜率 A＝（60－30）/（全對題數－全體考生平均答對題數） 

2. 考生成績＝斜率 A × (學生答對題數－全體考生平均答對題數)＋30 分 

然而在考題為「中間偏易」的情況下，將平均分數設定為 30 分，反倒比「舊制基測」更容易出現原始分數為「負

分」的考生。因此最後成績單上顯示的各科成績，是該科原始分數加 20 分所得到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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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升學考試制度變革圖 

 

民國 90年以前 

 

 

 

 

民國 90年 

 

 

 

 

民國 96年 

(各高中資優班 

改為校內甄選) 

 

 

 

 

民國 101年 

 

 

 

 

 

 

十二年國教上路後 

 

 

 

 

 

 

 

 

 

 

 

國中基測(兩次) 

國中基測(一次) 

國中基測(兩次) 

申請入學 登記分發 

資優甄試 高中聯招 

甄選入學 申請入學 登記分發 

免試入學 

申請入學 登記分發 

免試入學 

甄

選 

特色招生 

考

試

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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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行規劃之十二年國教基北區特色招生與「免試入學超額比序」說明 

 

1.特色招生： 

特色招生係指「經認證為優質的公私立高中及高職，為落實因材施教與開展學生多元智

能，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發展之精神與學校特色課程教學之需要及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特色招生計畫，透過公開甄選的方式，遴選符合其性向、興趣與能力之學生，以接受學

校適性化教學與輔導」。依照「基北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基北區應成立入學

推動工作小組及特色課程招生審查會，辦理高中高職特色招生，但據了解，至今尚未召開審

查會討論。 

 

2.十二年國教免試比序項目及積分計算方式：(總積分 90分) 

 

採計 

項目 
志願序 多元學習表現 國中教育會考 

分項積分 30 分 30分 30分 

內容 

依現行規劃: 

第一志願 30 分， 

第二志願 27 分， 

依次遞減到 

第十志願 3 分; 

第十一到二十志願 2分; 

二十一至三十志願 1分; 

均衡學習(18分)：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等三領域五學期

平均成績及格，各得 6分  

服務學習(12分)： 

每學期服務學習 6 小時以

上，可得 4分 

國文、英文、數學、 

自然、社會等五考科 

各 6分 

 

3.十二年國教免試比序順次： 

 

第一 

順次 

第二 

順次 

第三順次 第四 

順次 如果還 

是超額： 

採抽籤方式決

定入學資格 

國中會考成績 

「志願序、多

元學習表現、

國中會考成

績」的總積分 

多元學 

習表現 

積分 

總
分 

國
文(

三
等
級) 

英
文(

三
等
級) 

數
學(

三
等
級) 

社
會(

三
等
級) 

自
然(

三
等
級) 

寫
作(

六
級
分) 

志
願
序 

(資料整理自：http://12basic.ntpc.edu.tw/?post_type=junior-studies&p=60) 

 

4.舉例說明： 

現有甲、乙、丙三位學生，甲同學將 A高中填為第一志願，他的「健康與體育」、「藝術

與人文」兩科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有兩學期服務滿 6小時以上，他的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有

三科精熟、兩科普通，因此「甲同學相對於 A高中的總積分」換算為： 

志願序 30分 + 均衡學習 12分(6x2) + 服務學習 8分(4x2) + 會考 26 分(6x3+4x2) 

 = 76分 

http://12basic.ntpc.edu.tw/?post_type=junior-studies&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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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同學則將 A高中填為第五志願，他的「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與「綜合活動」

三科五學期平均成績都及格，他有四個學期服務滿 6小時以上，他的會考成績則是四科精熟、

一科普通。假設乙同學前四志願都沒上，「乙同學相對於 A高中的總積分」為： 

志願序 18分(30-3x4) + 均衡學習 18分(6x3) + 服務學習 12分(服務學習積分上限)  

+ 會考 28分(6x4+4)分= 76分 

 

丙同學將 A高中填為第二志願，他的「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與「綜合活動」三

科五學期平均成績都及格，他有三個學期服務滿 6小時以上，他的會考成績則是兩科精熟、

三科普通。假設丙同學第一志願沒上，「乙同學相對於 A高中的總積分」為： 

志願序 27分(30-3) + 均衡學習 18分(6x3) + 服務學習 12分(4x3) +  

會考 24分(6x2+4x3) = 81分 

 

根據甲乙丙三位學生得到的積分，丙同學將比甲乙兩學生優先錄取 A高中。 

 

倘若甲乙兩學生同時接受 A高中「同分超額篩選」，由於第二順次先看「多元學習表現積

分」，乙同學多元學習積分(30分)較甲同學(20分)高，因此乙同學優先錄取。 

 

(四) 「國中教育會考」與「國中基測」的差異 

 

自民國 103年「十二年國教」上路後，現有「國中基測」將被「國中教育會考」所取代。

雖然兩項考試考科相同，且都由台師大心測中心舉辦。但由於官方對於兩項測驗的定位差異，

因此會考無論是命題難易度、測驗題型、計分方式、還是施測對象等，都和現行國中基測有

所區隔。 

在測驗題型部分，相較於「基測」，「會考」的英文科加考聽力、數學科則加考非選擇題。

命題難易度也從過去的「中等偏易」調整為「難易適中」。 

十二年國教實施前，也就是現有入學制度的規劃，「國中基測」占多數高中申請入學積分

的絕大比重，而且是登記分發入學的唯一標準。為了與申請入學、登記分發入學有所區隔，

102年 9月入學之免試入學並不採計國中基測成績，「基測」也是在「免試入學」錄取生報到

後才舉行。 

在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由於會考成績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中的一項，因此會考施測時間

提前到免試入學申請前舉行。然而根據〈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會

考積分不得超過總積分的三分之一，各科計分方式也簡化成「精熟」、「基礎」、「待加強」三

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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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考試之差異請參見下表。 

 

 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基測 

科目 
國文、英語(加考聽力)、數學(加考非

選擇題型)、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及寫

作測驗 

測驗

難度 
難易適中 中間偏易 

計分

方式7 

標準參照 

(評量個人的表現是否達到預先設定

的標準) 

常模參照 

(評量個人表現與團體內其他成員表

現的比較) 

成績

計算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及自然評量

結果，各科均分為「精熟」、「基礎」

及「待加強」三個等級；寫作測驗分

為一至六級分。 

除寫作測驗為標準參照之六級分制

外，其他五科都以「量尺分數」計算

(國英數自社各科最高分為 80分，寫

作測驗 12分，總分為 412分) 

功能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中的一項，但不超

過總積分的三分之一 

1. 登記分發唯一採計項目 

2. 申請入學的主要依據 

施測

時間 
免試入學前 免試入學後 

應試

對象 
全體國三學生 

沒有經由免試入學管道進入高中職

的國三學生 

辦理

時間 

預定自民國 103 年起每年 5 月舉辦一

次 

民國 90 年~民國 100 年每年舉辦兩

次； 民國 101 年、民國 102 年改為

每年六月舉辦一次 

 

(資料整理自：http://cap.ntnu.edu.tw/background.html) 

 

(五) 十二年國教實施前後，北北基免試入學制度的比較 

 

根據教育部提供的〈高中高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為推動十二年國教，教育部自

99學年度起，即開始要求各高中職辦理免試入學方案，並且將免試入學期程分成三階段，十

二年國教實施前為「宣導推動期」與「擴大辦理期」。根據政府的規劃，十二年國教實施前一

年，免試入學的招生比率至少須為 65%以上。待十二年國教上路後，也就是免試入學「全面

實施期」，各免試就學區之免試入學名額應占核定總招生名額達 75％以上。 

對於大多數家長而言，免試入學「漸進式調整」的「調整幅度」並非關心的重點。相較

於免試入學招生比例的變化，家長們更在乎的是：「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是不是有錢人才玩

得起的遊戲？」、「需不需要花錢補習，以獲得較好的在校成績？」、「需不需要參加競賽、檢

                                                      
7
 相關說明整理自：http://12basic.tn.edu.tw/faq.asp?ItemFAQID=66 

http://cap.ntnu.edu.tw/background.html
http://12basic.tn.edu.tw/faq.asp?ItemFAQI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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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獲得免試入學加分的機會？」……諸如此類。 

實際上，十二年國教前後的「免試入學制度」是不同的。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十二年

國教實施後」，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制度不再採計學業成績，而改採用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與

國中會考成績。雖然〈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同意將「競賽、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項目納入採計項目，但基北區有別於其他部分縣市，

並未採計競賽、檢定成績，因此，家長、學生不需要為「要不要參加校外比賽來獲取(升學)

積分」而煩惱。 

103年及 102年基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異同請參閱下表。 

 

 103 年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102年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採計項目 
統一為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與國

中會考成績 
學業成績及其他各校自訂標準 

志願選填 
30個志願： 

志願序高低影響學生比序積分 

4個志願： 

志願序不計分  

是否採計在

校成績 
不採計 採計 

是否採計競

賽檢定 
不採計 各校自行決定 

比序方式 

1. 「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國中

會考成績」的總積分 

2.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 

3. 會考總分→國文→數學→英語

→社會→自然→寫作 

4. 志願序 

5. 如果還是超額：抽籤 

1. 在校總成績 

2. 各校自訂項目 

名額分配 
一視同仁，沒有各市招生名額分配

問題 

1. 優先保障同市國中 

2. 新北市高中另有社區生保障

名額給學區國中8 

 

十二年國教前後「免試入學」學區的劃分也有所不同，根據〈高中高職及五專免試就學

區實施方案〉，十二年國教實施時，高中職的「學區」，將以「免試就學區」為名，以區隔九

年國民教育所稱之「學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則明文記載全

國分為十五個免試就學區。實際上，這十五個「免試就學區」，也就是沿用過去高中升學的「登

記分發區」。 

                                                      
8
 在 99 年免試，也就是北北基三縣市獨立招生時，各縣市免試入學方式皆不相同，分述如下── 

1. 台北市的「北星計畫」免試入學方式為：各國中推薦至同所高中學生名額最多 10 名 

2. 新北市的「新北星計畫」免試入學則有以下兩點特色： 

(1) 參與「國中薦送」還是「學生申請」(或兩個都參加)，由各校自行決定 

(2) 國中薦送部分，各高中有專屬「學區」，且學區內各國中「配額」都不相同 

3. 基隆市的免試入學，則是各高中由「國中薦送」與「學生申請」兩招生管道「二選一」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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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相關問題 

 

1. 私立學校會不會參與免試？ 

 

十二年國教實施後，部分家長擔憂這套「免試入學制度」是否只適用於公立高中，而私

立學校卻不受限制。也因此，才會有《商業周刊》1278期〈小六開始衝刺大學〉的報導：許

多家長乾脆把孩子先送進私立學校，寄望「免試直升」從國中直升高中。 

的確，關於「私立學校參與免試與否」的規範，教育當局至今仍然還沒有定案。因此十

二年國教實施後，教育當局能不能強制私立學校「提供一定名額讓招生區內的國中畢業生申

請免試入學」，還是說「只要私立學校不接受政府補助，就可以不受當局規範」，值得觀察。 

 

2. 未來「國中部直升」這項制度如何辦理？ 

 

依照現行的〈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免試入學」的定義為：「提供學生依性

向、興趣、能力、志願、特殊才能或競賽成績優異等方式，直升入學或於免試就學區內之高

級中等學校入學。」也就是說，根據現在的制度規範，「國中部直升」也可以算作「免試入學」。 

按照教育部的規劃，《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若能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成為法律，未來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也會跟著調整。目前《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還在立法

院審議，而在法案通過後，〈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會如何修訂，目前也還沒有答

案。 

根據媒體的報導，目前公立學校「國中部直升高中」已明訂不得超過 35%9，未來如何辦

理尚未定案。在私校部份，如同前面所提，私立學校參與免試的規範尚未出爐，因而後續私

校「國中部直升」的比例亦仍待規範。

                                                      
9
 這項報導出自 2012 年 9 月 2 日《聯合晚報》： 

〈明星私校篇／限直升比率 教部：還在溝通協調〉 



 15 

附件   基北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入學管道辦理流程圖

 

高中高職五專學生 

接受適性教育 

學生畢業，參加下一階段考試或就業 

 

參加高中高職五專

轉銜機制,進入適

性學校(班級) 

各校皆辦理特

色課程，可於

學生入學後進

行分班事宜 

高中高職

五專在學

階段 

 

七

月 

國中適性輔導 

國中在

學階段 

 

高中、高職免試入學 

國中學生 

國中提供學生升學輔導建議 

 五專 

免試入學 

錄取 錄取 

否 

報到入學 

 

(可同時報名，但錄取後擇一校報到) 

是 

否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六

月 

報到入學 

 

報到入學 

 

填寫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志願卡 

(可同時報名，但錄取後擇一校報到) 

 

高中高職 

免試入學 

（第二次） 

 

特色招生 

學科測驗

(鑑定) 

(同時辦理) 

錄取 

特色招生 

術科測驗 

五專 

免試入學 

（第二次） 

特色招生 

學科測驗

(鑑定) 

(得同時辦理) 

錄取 

 

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報到入學 

 

是 

國中教學正常化 

及學力品質確保 

國中教育會考 

（5月辦理） 身心障礙學

生就學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