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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面對國際環境激烈競爭及勞動彈性化之影響，企業為降低用人成本，紛紛引進派遣人力，解決短期、非核心

業務的勞務需求，導致國內人力派遣（dispatching industry）市場迅速崛起。人力派遣的興起已衝擊長期聘僱的勞雇關係，

因此政府必須加速針對這類非典型工作（atypical employment）人力市場完成立法工作，避免波及現有穩定的勞雇關係。

另外面對高失業率，以及後福特主義轉折（Post-Fordism）的現象，我國在許多相關促進就業政策逐漸失衡及強化就業服

務機構本質缺失之際，有必要以另一型態的解決失業方式，達成就業安全體系目標，而以公辦民營（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establishment）的方式設置人力派遣公司就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因為公辦民營是政府組織再造的趨勢，不僅可以提

高經濟效率，並達到政府節省開支的目的，同時可以解決企業之彈性人力的需求及做為政府解決失業率之參考。 本研究以

探討公部門設置人力派遣公司之議題為主軸，首先採文獻分析的方式，整理學者專家對於人力派遣、公辦民營及就業服務

體系之論述，歸納三者之功能與爭議，找尋相關的次級資料以發展訪談問題；接著再跟人力派遣業者、企業界、公辦民營

單位及政府機關共十九個單位計二十三人作深度訪談；最後依據敘事分析方式發現瞭解所面臨之問題並找出及提供解決對

策及運作模式之參考。 本研究目的有（一）瞭解在政府行政革新的人事精簡制度上，探討政府設置公辦民營之人力派遣公

司之可能，供給彈性人力，符合勞動市場彈性化之目標。（二）突破現有行政體制與管理限制，藉由公辦民營的精神，達

到就業安置、企業僱工雙重目標。（三）整合民間派遣公司與政府部門分工辦理人力派遣業務之連動機制。（四）藉由研

究成果提供政府設置公辦民營之人力派遣公司，以降低失業率，解決失業問題之參考。 綜合上述的研究，於結論中主要發

現所面臨的問題有（一）公部門與私部門對公辦民營的期待並不一致共有二項；（二）內部環境政策面向因素共有十七項

；（三）外部環境技術面向因素共有二十項；（四）公辦民營「運作模式」的問題檢討共有七項。進而從法規層面（三項

）、契約層面（六項）、新公共管理層面策略原則（包含資訊(information)策略「五項」、誘因(incentives)策略「五項」、

信任(trust)策略「六項」、品質(quality)策略「六項」、風險(risk)策略「六項」等五類策略層面原則）等面向提出解決對策

之研究建議。最後再提出三項運作模式層面的方式及策略，並進而分析最具可行之運作模式及後續研究有關建議。 關鍵字

：公辦民營（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establishment），人力派遣（dispatching industry），派遣業者（dispatched work

agency），受派遣業者(user enterprise)，派遣勞工（dispatched workers）

關鍵詞 : 公辦民營 ; 人力派遣 ; 派遣業者 ; 受派遣業者 ; 派遣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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