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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就組織變革相關文獻理論加以研析，次以組織員額精簡及權益保障進行探討，並對國外實際經驗加以說明，輔以

精省個案深入訪談，其訪談發現臚列如下：1.對精省正當性之質疑；2.對經濟補償與心理輔導應並行；3.應公開溝通資訊並

強化協商管道；4.借鏡美國聯邦工作轉介制度及英國職業銀行之設制。復依相關文獻探討及訪談資料分析，就精省員工權

益保障歸納整理獲得檢視結論如下：1.以過渡心態處理問題，缺乏前瞻性之規劃；2.人力精簡及人力移轉措施消極化；3.暫

行編制人員附屬角色無法融入機關；4.工作權益涉及之權利義務尚未統合；5.欠缺心理輔導機制；6.行政機關之協商機制尚

待建構。綜上，本研究建議如下：1.建立周詳而制度化的保障體制；2.建構團體協商機制，加強溝通與尊重；3.經濟補償與

心理輔導並行；4.建立公務人力淘汰機制。 組織變革一定要經診斷、診斷、再診斷、方能對症下藥，藉由猜測作出不同方

向之決策，最後只會導致批評與指責，沒有互動與溝通的變革，除了不易成功外，政府勢必也會付出超乎想像的成本，如

何經由更人性化、尊重化、細膩化的變革模式，使得員工各項權益均能得到妥適的保障，進而將變革之負數降至最低，應

是組織變革成敗相當關鍵之因素，亦是政府應深思之課題。 關鍵字：組織變革

關鍵詞 : 組織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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