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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人是有思想、有情緒的，同樣的一項措施，加諸在不同人身上，就會發生不同的效應。因此，人事管理在組織經營更

顯重要，尤其政府組織中工作人員的選用、昇遷、調轉、降免、退休、訓練、薪資、衛生、安全及福利等措施，也就是對

機關人員的計畫、指導、監督及協調，使得人盡其才，事竟其功，以最經濟的手段獲致最大的效果，成功達成組織任務。 

公務員的薪給，不僅是工作的報酬，同時亦是促進工作者努力服務的吸引力與催化劑，而公務員的薪給收入，足以決定其

生活方式與思想行動。因此，薪給是政府吸收優良工作人員的有力號召，更要作為工作人員奮勉戮力的催化劑，經常性的

給與已有不足。 考績制度問題叢叢，雖有諸多建言，仍無有效結論；績效獎金制度，適時提供另一種新思維，然而，橫在

前頭的困難重重，如何有效排除以達預訂目標，仍待吾人努力發現。 績效獎金制度可謂一突破性措施，相信透過不斷的檢

討、研議、改進，績效管理措施的催化作用，必能激發更大的回響，營造更多的激勵方案，創造更優質的施政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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