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考試數位化題庫的規劃架構 

壹、前言 

考選部為提升國家考試技術與方法，從民國 80 年開始推動題庫管理電腦化，導入題

庫管控機制、考試資料建置、命審題委員資料建檔、題庫試題及屬性建檔、電腦試題存放

及抽題等資訊化作業，一套試題自建檔至製成試卷或輸出電子檔均採用電腦輔助完成，藉

以降低人為因素影響，穩定試題品質，並大幅提升行政管理效能。其中，電腦題庫抽選試

題作業時，其試題難易度依據考試取才標準及考試目的不同予以彈性運用，更有助於達成

國家考試公平競爭、為國掄才的指標性意涵。 

隨著國家考試電腦題庫用題數量需求的擴增，考選部於 99 年 2 月啟用新一代國家考

試題庫平台，建置完成線上徵題網站及題庫 e 化系統的整合介接功能，同時，藉由有效管

理數位化題庫，及計畫性納入多元型式電腦化測驗與情境題型試題，以滿足傳統紙筆考試

及電腦化測驗考試所需的電腦題庫，並逐步、加速達成「建置量大質優之 e 化題庫」總體

性目標。 

貳、規劃範圍 

 

 

 

 

 

 

 

 

 

 

圖一 國家考試數位化題庫網站 



一、建置題庫網站 

(一) 線上徵題網站：藉由資訊科技輔助命題者製題活動，提供網站版、離線版兩種命擬試

題標準編輯介面，同時輔以製題作業準則（含括試題版型、附加圖檔格式、方程式模

組等），確保試題結構的一致性，校正試題參數標注的有效性，以快速大量累積優良

題庫試題。 

(二) 命審試題傳遞途逕：透過網際網路資訊安全服務通道，提供命審題委員 24 小時全天

候命審題及上傳作業機制，試題採用加密及簽章雙重保護措施，以降低網路使用風險。 

二、 網頁試題編輯界面 

(一) 題庫試題採用 XML 為儲存檔案格式，包括試題題幹、選項及屬性（如題型、難易度、

情況題組）、特殊符號、多媒體試題（如聲音檔、動畫檔、影音檔、圖片）等題庫結

構。 

(二) 試題編輯為網頁操作模式，支援各種型式題庫製作功能，包括數學方程式、表格、圖

檔等基本編輯。 

三、 試題比對機制 

(一) 提供線上徵題、臨時命題、線上審題、國家闈場製題及歷屆考古題等試題相似度比對

功能，配合系統斷詞產出的結果、關鍵字詞對應權重的關係，以排序試題雷同程度。 

(二) 提供即時性及批次比對機制，試題比對來源包括當次考試命擬試題、該科目已建檔的

題庫試題、相同考試及相同類科的考古題，其比對結果採清單形式，呈現題目相似程

度、題目資料出處、相似題目數量等輔助判讀資訊，使得雷同試題不會重現，以提升

重覆性試題命題的處理時效。 

四、 題庫後端應用服務 

(一) 題庫倉儲：命擬電子試題派送內部審核及整編歷年試題時，提供快速匯轉及入庫備用

功能，以全面提升題庫試題的數量與品質。 

(二) 題庫多元題型：結合電腦化測驗考試的應用需求，納入聲音、動畫或影片多媒體等情

境式試題類型，替代傳統題庫試題受限於紙本作業，僅能提供文字、符號及圖片等試

題型態。 

(三) 整合管理服務：提供與國家考試典試人力資料庫的介接功能，提供更為便利的國家闈

場製題、建檔、組卷等末端應用服務，以發揮整體數位化題庫的綜效。 

(四) 行政輔助管理：提供徵題網站管理、題庫狀況管理、題庫基本資料建置、委員命題品

質統計等功能，以提升題庫工作人員作業效能。 

(五) 題庫委員遴聘控管：透過命審題查核紀錄資訊，追蹤管考題庫委員的工作品質及進

度，並做為下次遴提參據。 

五、 國家闈場 e 化整合服務 

(一) 配合完成試題登打、電腦化測驗線上校對、題庫建檔及組卷作業等電腦操作環境優



化，以有效支援系統 e 化的使用。 

(二) 規劃闈場資訊服務入口網，設置一套闈務與題庫知識管理架構，統整線上輔助說明功

能，納入中文造字檢測、闈場圖書資源、法規檢索、軟體工具操作及題庫相關技術資

訊、使用手冊、注意要項、訓練文件、題庫詞彙集與系統操作影片檔。 

(三) 臨時命題或題庫命題的電子題卡檔案來源，採用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技術，在伺服器及瀏覽器端，進行非同步的交換資料。簡言之，使用者可於瀏

覽器使用者界面進行拖曳、選取、調整、編排網頁資料時，更具操作彈性與親和性。 

參、架構設計 

 

 

 

 

 

 

 

 

 

 

圖二 國家考試數位化題庫架構 

一、引用開發技術規範 

考量整合性專案的「相依性」分析，衡量各種共同應用程式構面，採用最契合的國

際標準技術規範。 

(一) 介面技術：Web Service-Based (XML/SOAP) 

(二) 元件技術：Component-Based (.Net/J2EE/Object-Oriented) 

(三) 架構技術：3-tier (N-tier) 

(四) 文件規格：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五) 試題規格：IMS QTI(Question and Test Interoperability)  

(六) 開發程序：ISO12207 



由於原有題庫管理系統版本的作業流程、演算邏輯、系統文件較為完備，新版數位化

題庫逕採同步模式的軟體開發流程，可經由多組團隊同時開發、資訊同步、整合性的管理

系統，以縮短題庫 e 化作業上線時間。 

二、題庫業務流程再造 

(一) 進行題庫工作流程、IT 技術流程規劃等關鍵流程分析，兼顧整合數位化題庫架構及

簡易操作管理與使用介面，重新構思及調整流程合理化、作業標準化、管理規範化等

系統開發前置衡量因素。 

(二) 進行題庫試題建置、臨時命題、試題疑義處理、題庫抽選題演算法、題庫日常管理等

基礎流程分析，以整合實務運作期間與 e 化流程的相對應作業模式。 

三、引進策略資訊規劃服務 

(一) 應用資訊檢索技術有關潛在語意剖析方法，分析考古題的試題是否有相同或相似的情

形。具備自動化比對、中文斷詞、斷句處理機制，即時自動顯示「相似程度」供使用

者參考，以有效管理雷同試題的重複性比率。 

(二) 採用 XML 網頁語言進行資料處理及儲存結構，由於 Web Service-Based 標準介面支援

跨網站的資料交換應用，系統將具備擴充應用彈性與資料交換條件。 

(三) 經由統計分析題庫資訊，隨時更新題庫內容，以確保題庫使用效度及減少試題疑義。 

四、資訊安全維運機制 

(一) 資訊安全防護 

1. 考選部於 94 年 10 月啟用網路資訊安全維運機制，有關考選網際網路應用服務系

統（如全球資訊網、網路報名、典試委員人力庫、試務人力庫）及數位化題庫系

統，均使用高安全性的電腦硬軟體防護架構及 24 小時遠端監控等資安措施。 

2. 程式資訊安全部分，著力於開發構面的規劃完整性，將資安要求納入系統設計，

並提出符合國際資安標準要求的具體作法，以確保系統維運期的資安有效性驗證。 

(二) 電子簽章認證服務 

1. 整合運用自然人憑證及未來公務憑證機制，自動識別登錄人員身分，即時檢核憑

證有效性。 

2. 電子試題整合電子簽章及數位憑證機制（驗章採用簽章金鑰對），建立文件簽核不

可否認性，完整保留封裝試題內容、時戳、詮釋資料。 

3. 簽核認證過的文件，系統具備自動驗證查核簽體與文件機制，以確保傳檔過程未

被竄改。 

4. 電子檔案傳送過程採用加密金鑰對、防偽雜湊演算法則、稽核紀錄及驗證功能。 

五、高安全性的題庫運作環境 



(一) 強化應用程式資訊安全管理，包括身分識別、權限控管、資料傳輸及資料庫的安全防

護，以確保應用系統及機敏性資料的資通訊安全措施。 

(二) 深化系統環境資訊安全管理，包括建置高安全性網站、資安監控、資訊設備、備援及

儲存環境，規劃題庫安全作業機制及執行程序，以確保資訊化安全議題的嚴謹性。 

肆、心智圖輔助規劃資訊專案 

數位化題庫專案其流程再造構面，涵括線上題庫命（徵）題、審題作業方式及流程、

不同類型題庫試題存放及管理程序、題庫試題屬性及試題組成結構、題庫經營計畫、檢討

修訂相關考選法規、短中程應用需求、題庫科目的建檔執行順序、命題作業準則、國際資

安規範稽核運作機制等流程分析作業。 

心智圖法（Mind Mapping）採用放射性延伸思考方法來模擬大腦，就像是大腦中的地

圖，其運用知識領域廣泛，在國外風行已久，也有電腦輔助應用軟體。而數位化題庫使用

心智圖輔助思考資訊專案的定向、定標、定策原則，有助於描繪初始資訊專案構思的發展

樣貌，以便提出 e 化綜效的新思惟及作法。 

伍、結語 

試題是題庫的生命，有好的試題，才能建立好品質的題庫。題庫 e 化是必要的輔助措

施，建立理想的數位化題庫，至少具備三個要件，擬題者素養、試題的品質、數位化題庫

管理系統。就未來國家考試題庫高成長供題需求來說，新一代國家考試題庫平台，必須引

用國際資訊標準及產業領導規格，深化資訊系統結構的擴充彈性，始能提供國家考試題庫

恆常運作與經營的穩定維運環境。 

推動數位化題庫專案之始，運用心智圖法工具探討短、中程目標與範圍、發展策略與

架構、題庫 e 化領域知識、題庫經營、專案管理、資訊安全、資訊技術評估及行動方案等

關鍵因素，俾能完整描繪規劃架構。 

資訊化活動整合銜接徵題網站、網站內容管理、題庫建檔及管理、題庫抽選題、國家

闈場試題編輯及題庫組卷、電腦化測驗試題匯轉及亂題處理等操作平台，讓前端 e 化系統

緊密支應後端資訊應用服務，實為規劃架構的衡酌要項。 

未來建構數位化題庫過程，藉由引進 QTI 標準的資源共享與交流及試題再利用特性，

擴增試題數量，提供多樣題型試題、景觀與建築製圖類科考試操作型測驗及多媒體互動式

測驗試題，以滿足傳統紙筆考試及電腦化測驗考試所需的電腦題庫。同時，輔以題庫試題

分析回饋機制，提供命審試題良莠根因判斷基礎，以型塑更具有信度及效度的國家考試題

庫。 

 (本文由考選部資訊管理處專門委員陳建華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