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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整體經濟環境之轉變，企業迅速成長，但因人力結構調整不易，因此造成人力供需失衡之結果，而企業為使人力供需

達至平衡，以維持企業生產目標的達成，勢必採行相關政策來因應，但企業在實際執行上，人力雇用與調整政策總遠不及

企業生產目標的成長與變化。 故本研究藉由系統動力學之研究方法，建構出一般企業人力雇用政策之系統模式，並透過加

班、增加人力雇用比率、降低勞工產出之估計、降低勞力流出等情境模擬，進而了解企業人力雇用政策之改變對生產目標

達成的影響，並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結果發現：在人力雇用政策的動態模式下，非單一人力政策的執行即可達成企業生產

目標，同時若人力雇用與調整政策運用得宜，將對企業成長之生產目標達成有明顯的影響，此外，企業常忽略了人力成熟

鏈所造成的連鎖效應，因而在制定人力雇用政策時矯枉過正，產生了人力雇用政策之「引酖止渴」現象，最後反而導致了

人員雇用過多、產能短缺更不足、人力成本高漲、勞工流動率更高等後遺症。 關鍵詞：系統動力學，系統思考，人力雇用

與調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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