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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務員必讀系列(2018 MPUP獨家版) 

 

JRE中大家必須要避開的五大陷阱 

 

黃偉豪  

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主任 

 

承諾了大家會在今年再寫一篇有關 JRE（Joint Recruitment Examination)的文章，

但由於以前的不少相關文章，已向大家介紹如何有系統地為這個考試做足準備，

在這一個 2018年的最新版本裡，不希有所重複。因此，我決定在這裡為大家提

供在考試中，考生最容易墮入的五大常見陷阱，希望大家可在考試中保持頭腦清

醒，有完美發揮。 

 

陷阱一: 天馬行空，無備而戰 

 

近年來，由於社會上對加入公務員隊伍的興趣急劇增加，每年參與 JRE的考生數

目屢創新高。在自由市場上，有需求，自然也有供應，因此大家也應該發現到在

坊間有關公務員考試的訓練班，天書和參考書也增加了很多。對大家來說，這指

出了應付 JRE 這個考試已日趨「專業化」，很少人再會是無備而戰，在打所謂的

「天才波」，抱着來考試只求吸收經驗或碰碰運氣下，能夠成功脫頴而出。 

 

所以，熟悉考試的形式，明白考試的要求，了解考官對答案的期望，是十分重要。

大家必定要有備而來，用實力和足夠準備來証明自己是擁有對方所要求的能力。 

 

陷阱二: 長篇大論，言之無物 

 

就正正是因為第一點所指出，JRE的考生已越來越趨向「專業化」，大家均有備而

來，在水漲船高下，考官對於考生的要求也自然是相應增加。換句話說，要成功

通過筆試而進入面試的難度，也增加了不少。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JRE是沒

有一個絕對的合格分數，整個遊戲的性質是所有考生共同爭奪有限的面試機會。

因此，當考生越來越多，他們的考試技巧越來越高，要過關也越來越難，大家也

越來越需用更多言之有物的論點，不要再長篇大論，言之無物，才可在一眾考生

中成功突圍而出。 

 

陷阱三: 自作主張，離題萬丈 

 

另一個考生經常犯的錯誤及跌入的陷阱，是只是不斷說出自己熟悉的東西，來顯

示自己的智慧和見多識廣，而非在按照題目的要求來回答問題，犯下了「自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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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離題萬丈」的重大錯誤。 

 

離題通常有兩個常見的情況。第一，是答非所問。例如，當題目是問大家強制供

養父母的法例的好處和壞處的時候，大家應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來作答，而非突然

用三千字來定義何為孝道，討論孝道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及研究孝道在過去中國

歷史上不同朝代的興衰和演變。第二，是重點錯誤，反客為主。例如，當題目是

問零食稅的好與壞的時候，有考生可能是運動專家，所以只是開頭寫一句鼓勵運

動比零食稅更有效促進巿民健康，便把全篇答案的重點和討論放在推廣運動之上。

其實，推廣運動只是用來說明，可能有比零食稅更有效的方法達到政策目的，零

食稅而非運動仍然是問題的焦點，而不應用運動來喧賓奪主，借題發揮，最終離

題萬丈。緊記，JRE不是天才表現，自由發揮的場所。 

 

陷阱四: 忘記了「萬變不離香江」 

 

由於不想令政府尷尬，和有任何後顧之憂，所有 JRE的問題其實也是假設了問題

發生的背景是香港，但卻不能或絕少能在題目中提及「香港」二字，通常只是用

「小島 X」或「城市 Y」等代號來作暗示。所以，考生必須要自己醒目，明白「萬

變不離香江」的道理，把問題中的政策難題，自動地投射到香港的情景中來思考

和作答。這能使一切也自然地變得順理成章，得心應手，不會跌入一個抽象模糊，

自己完全不熟悉而想像出來的空間，使答案脫節離地。 

 

要知道，你是在考香港公務員的筆試，將來若成功入職，也是受僱來解決香港，

而非外國政府的政策難題。 

 

陷阱五: 過早放棄，過份緊張，給自己少於六次機會 

 

最後，在考試中過份緊張，使自己表現失準，而一旦一次失手，便變得心灰意冷，

過早放棄，往往是考試中兵家的大忌。官方數字很少公開透露，但從我接觸過的

成功考到 AO(政務官)的個案顯示，有同學 29 歲才加入 AO 團隊，也有同學前前

後後考了五次才做到 AO。由於時代進步，大家是不斷超越前人的紀錄，所以，

除非大家已年過 30 歲及曾付考六次或以上，否則，也切記不要輕易放棄。老土

一點也要說句，失敗乃成功之母，近年也有不少研究發現，成功者和失敗者的最

大分別不是能力，而是在於是否能接受失敗，擁有堅持屢敗屢戰的精神，及打不

死的復完能力(resili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