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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面對複雜、多元與動態的環境，現代政府已經從原來「管理者」的角色，轉化為「提供服務者」，為使政府能提供高效能

、高品質的服務，最主要決定於政府機關內人力運用成果。人力運用過程首重甄拔(Selection)及補充(Recruitment)，若能甄

補勝任的人力至政府機關服務，則人事行政系統相關作業功能都將事半功倍。有了優良人力，其人力運用績效如何評量及

績效指標為何，長期以來深受機關內部人員關切，又機關與民眾對績效評估的解讀亦有差異，如何取得平衡，是現代人力

資源管理迫切的課題。 政府機關長期以來服務績效欠佳，如何改善地方行政機關績效及落實提昇服務的觀念與作法，是政

府在大力執行改造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層面，因為地方行政機關人力是面對民眾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地方行政機關績效

的優劣關係到政府改造的成敗。本研究透過人事行政、新公共管理、激勵及行政生態的觀點探討我國政府改造過程中有關

地方行政機關人力甄補與績效措施規定，與新公共管理學者強調重點觀念的差異性並探討地方行政機關人力甄補方式與績

效的關連影響。 本研究結果分析發現，地方行政機關在人力分析、人力甄補權行使方式、人力甄補途逕、績效項目與標準

、衡量績效方式、甄補與績效關聯性等各方面均有諸多缺失與問題，透過檢討分析，分別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地方行政

機關實務運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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