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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一直以來肩負促進國民就業的重要功能，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在就業服務過程與成效上，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本研究在於探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服務人員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並分析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服務人員所需

具備之專業能力與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內容是否一致。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方式，研提就業服務

專業人員職能要項之內涵，並編製成德爾菲術（Delphi technique）問卷，作為研究調查工具。獲致的主要結論為： 一、公

立就業服務機就業服務人員應具備之知識，包含「相關法令」、「就業服務」、「服務倫理」、「顧客關係管理」、「社

會資源」、「會談」、「職涯諮詢」等知識。 二、公立就業服務機就業服務人員應具備之技能，包含「相關法令應用」、

「就業市場資訊蒐集、分析與應用」、「服務倫理」、「顧客關係管理」、「政府與社會資源之運用」、「會談」、「職

涯諮詢」等技能。 三、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服務人員所需具備「知識」與「技能」兩項職能，與現行政府辦理乙級就業

服務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所列職能要項具一致性。

關鍵詞 :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職能、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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