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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欲探究的主題是先瞭解企業所處的內外部環境變動因素對人力資源部門及人員產生何種影響?人力資源部門在

公司中扮演何種角色?重要性又是如何 ? 人資部門目前的工作項目和以前是否有所不同？不同地方在那裡 ? 何種因素（原因

）造成這種不同？是外部原因 （政治、經濟、還是其他）？ 還是內部原因？人資部門如何因應這種轉變？是否有與公司

整體因應策略相結合?在台灣未來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會有怎樣的轉變?為訪談主題期間將藉由文獻整理及個案深入訪談的方

式，加以歸納分析，也就是將在文獻中敘述的相關理論經由實地的個案研究，做一整體性的探討與驗證。此一研究結果預

計將能給予在內外部變動環境的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及人員在定位其角色、重要性時做為參考以其能提昇其績效及能

力。 本研究所獲致之結論如下: 一、人資部門組織發展是有階段性的。 二、人資部門的所扮演的角色從以前的行政支援者

與管理者 的角色演變為建議者、諮詢者、決策者、甚至於變革推動者的角色，與人資部門組織發展歷程有關。三、人資部

門的重要性與扮演的角色有關。 四、人資部門目前工作的項目與人資部門組織發展歷程有關 且有朝向更專業化的趨勢。 

五、造成人資部門目前工作項目與以前工作項目不同的原因 內、外部環境變動因素有關。 六、人資部門因應轉變與公司

整體因應策略相結合。 七、公司組織中、長程目標及人資部門在這個目標下是被賦 予重要的角色。 八、人資部門主管與

總經理室幕僚主管對台灣未來人資部門 轉變的看法是一致的。

關鍵詞 : 人力資源管理 ; 組織理論 ; 角色 ;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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