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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路歷程分享 

  在這次演講中，吳佳恩學長分享了他從台大農化系畢業、進入研究所，最後跨領

域考取法務部調查局的心路歷程。他坦言，大學時期對未來並沒有清晰的規劃，僅是

照著課表完成課業，並未特別思考職涯方向。進入研究所後，實驗進展不順、成果難

產，讓他開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適合走學術研究這條路。這段過程雖然挫折，卻也培

養了他面對困境時分析問題、尋求解方的能力，為他日後辦案打下紮實基礎。 

  服兵役時，他透過一位準備調查局特考的學長，開始接觸並了解這個領域，對調

查工作的多元性與挑戰性產生興趣。退伍後，他毅然報考調查局，並花了一年時間準

備刑法、憲法與經濟學等考科，最終順利錄取。進入調查局後，他發現與學術生活最

大的差別，是辦案時必須獨立完成判斷與決策，不能再像學生時期一樣依賴師長或同

儕。從一開始的不適應，到後來能夠獨立撰寫法律文書、分析案情，他一步步建立起

屬於自己的專業能力與信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長並不認為農化背景與調查工作之間毫無關聯。反而，他

認為農化系所訓練出的邏輯推理、資料整理與耐心分析，與調查工作高度契合。從撰

寫實驗報告到整理監聽譯文、從閱讀科學文獻到研讀法律判決，這些跨領域技能的轉

換，正是他成功轉型的關鍵。這段歷程不僅展現了他的勇氣與適應力，也讓我們看見

「科系出身不是侷限，是起點」，未來方向，取決於我們選擇如何運用手中的能力。 

 

二、從農化到調查局：跨域的專業應用 

      吳學長指出，農化系的學經歷對於邏輯思維、資料整合與書寫能力上的養成有

著很大的幫助，這些技能也與調查工作所需高度相符。尤其當檢舉函到來或檢舉人做

筆錄時內容多半是碎片化或空泛的，需要依靠調查官來從中找出跟案件有關的部分。 

      大學的許多經歷也與調查局雷同。例如，在案件監聽中需將片段對話統整成法

官可理解與法律上習慣的敘述，與農化實驗報告撰寫相似；從龐雜資料中抽取重點，

調查局工作時學習各種先進工具或系統時需要閱讀大量說明，亦如同研究過程中培養

出大量閱讀文獻跟整合資料的能力。此外，農化系眾多實驗課程中所鍛鍊出的細心與

耐心，也對於偵辦過程中的分析與資料處理大有助益。 

      學長特別強調進入調查局後時常需要書寫許多移送書、搜索票聲請書等法律文

件。其中對於文字的使用及內容的架構性、邏輯性尤為注重。在大學時系上各個實驗

課程所要求的研究報告與心得撰寫中無形的鍛鍊了書寫的邏輯性及連貫性，不只是減

少了進入機關的適應問題，也是調查官所需培養的重要能力之一。 

 

三、辦案實錄與調查技術 

      吳佳恩學長以兩個案件分享辦案實況，第一個是司法官集體貪瀆案，案件承辦

人需要長期監聽此案的關係人，包含司法官的婚外情對象，甚至不止一個對象要監聽，

每天進辦公室就是要戴著耳機長期監聽，而每月要整理監聽譯文繳交法院審查。關於



跟監則是要忍受烈日，在高等法院外待整天，寸步不離，避免錯過關鍵的收賄畫面或

證據。行動蒐證過程中需分組合作、耐心等待時機，且必須有高度的警覺心，當察覺

自己被發現時，要儘速告知同伴，隨時替換。而在問訊時也需依照對象性格調整策略，

從心理與邏輯盲點突破嫌犯心防。 

       吳佳恩學長還有提到另一個他偵辦的案子：冒名地政士詐貸案，嫌犯冒用他人

名義辦貸款，必須透過手機號碼、車牌等資訊層層追查，而在監聽嫌犯手機過程中，

發現他會在特定時間出現在某地，且車上有許多危險物品，因此學長向上級申請配槍

及穿著防彈背心，結果到了現場制伏嫌犯後，打開車門發現只有一支球棒，當時在台

下聽學長講到這段的我們整個大笑出來，真的是同時充滿風險及挑戰性但又蠻有趣荒

唐的故事。 

 

四、調查局的多元任務與訓練歷程   

  吳佳恩學長也向我們介紹了他進入調查局前的訓練過程，除了需要參加並通過筆

試、體測及面試的調查人員特考外，還需要在展抱山莊進行為期一年的密集訓練。在

集訓中會學到許多身為調查人員需要具備的技能，包含偵查、情資分析、法律實務，

還有射擊、防身術等，以跟蹤技巧為例，除了在展抱山莊進行模擬訓練外，還會有到

外勤單位實習的機會。結訓後才會將通過考核的學員分發至各個不同的單位，如北機

站組或局本部等，開始著手從事調查官的各項業務。 

       調查局的任務相當多元廣泛，每個任務會有不同批的調查官來進行，以國安維

護犯罪調查方面，有的調查官負責建立人脈情資搜集，有的從大盤下手打擊毒品等辦

案的部分，以支援管理跨域合作方面，有的負責進行案件或植物DNA或親子鑒定的偵查

鑑識，有的負責跟民眾溝通，還有跨國合作等任務，可以試著照自己的想法或專業去

選擇想要進行哪種面向的工作。 

五、成為調查官需具備的核心能力 

1. 研析案情：能夠從舉報信件或各類資訊中迅速掌握案情重點，準確辨認是否符

合法律構成要件，並具備初步法律判斷能力，以作為後續調查方向的基礎。 

2. 問題解決：針對不同案件特性，設計合適的偵查手段與資料調取策略。例如，

如何合法調取通聯、金流紀錄，或進行數位鑑識，並根據調查進度靈活調整行

動方案，有效排除困難與障礙。 

3. 團隊合作：調查工作往往需與不同單位協力進行，例如偵查組、監聽組、技術

組等分工協調，特別是在執行跟監、監聽或搜索任務時，團隊間的默契與分工

效率將直接影響任務成敗。 

4. 人際互動：調查官需頻繁與檢察官、其他司法機關人員、案件關係人甚至一般

民眾互動，必須具備良好溝通與協調能力，能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建立互信合

作的關係。 

5. 表達能力：無論是對內推動案件進度，或是對外與地方人士建立良好關係，都

需具備清晰有邏輯的表達能力，能夠將調查成果、偵查意圖或任務目標，準確

傳達給相關人員。 



6. 簡報製作：調查過程中需將複雜案情進行條理化整理，並透過圖表、時間軸或

關聯圖像化呈現，以利向上報告、跨單位協調，或作為將來起訴證據的重要輔

助資料。 

7. 終身學習：隨著科技發展與犯罪手法不斷演變，調查官需具備高度學習動機與

自我提升能力，持續掌握數位偵查、金融犯罪、資安等新興領域知識，保持調

查效能與專業競爭力。 

 

六、心得 

  吳佳恩學長這次為我們介紹了一個很新奇的職涯選擇，調查局的工作我常在電影

裡看到，跟蹤、破案、與犯人對峙，我也對這職業有很多的好奇，很高興學長這次能

為我們演講，使我更加了解這個看起來相當酷炫的工作。這堂演講中讓我理解到，從

學習到從業的過程並不是一條必定的路徑，而是透過自身多方嘗試與摸索，逐漸修正

出適合自己的道路。學長所分享的經驗也說明了，就算，橫跨不同領域的行業，從三

類組的農化系畢業跨足到普遍觀念認為是一類組學生從事的調查局，過去所累積的能

力與經驗也不代表毫無用處，而是能透過不同呈現方式加以使用、變通。除此之外，

學長分享在調查局所面對的挑戰及甄試過程，讓我對於公職人員有更加確切的理解與

概念。 

  原本以為農化系所學的內容，如有機化學、分析方法、實驗技巧，未來可能只能

應用在農業、食品、環境等相關產業。然而，學長以自身經歷證明，即使是這樣一個

看似與「調查局」毫不相關的科系，也能成為他進入公職、發揮所長的重要基礎。這

讓我重新看待自己目前所學的價值，也對未來充滿更多可能的想像。 

  學長提到，調查官的工作內容涵蓋案情研析、資料整合、邏輯推理、報告撰寫與

團隊協作，這些工作其實和我們平時在系上所接受的訓練並不衝突。舉例來說，我們

在分析實驗數據時，不僅要觀察細節，更要從混亂的現象中找出規律與合理推論，這

樣的邏輯能力，與學長在辦案過程中「從資訊中抽絲剝繭」的工作方式，有著驚人的

相似。 

  學長最後送給我們一句話：「勇敢跨出第一步，下一步自然會出現。」這句話對

我來說不僅是職涯上的提醒，更是一種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鼓勵。原來我們不需要被

所學所侷限，重點是要把握當下所學，把每一堂課、每一份報告、每一次實驗都當成

累積能力的過程。未來會走向哪裡或許仍未知，但只要願意行動，農化系的背景也能

通往無數想像不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