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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ecker,Huselid, and Ulrich(2001)進行3000家的企業研究後， 提出人力資源計分卡理論，主張透過人力資源計分卡可以增進

組 織績效，是企業用以規劃推動更有效人力資源策略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以人力資源計分卡為理論，透過兩次深入訪談

分析台灣橡 膠業中領導品牌的A公司，其人力資源策略與經營績效的關連性， 最後以平衡計分卡四構面為基礎，並搭配人

力資源計分卡與訪談 內容，進而設計A公司人力資源計分卡，經由資料分析發現，A公 司的人力資源交付事項為甄選與教

育訓練，透過甄選與教育訓練 實務的執行，為支撐公司高績效背後穩固的系統。較為可惜的是， 由於人力資源單位隸屬

於管理部，未達一級單位規模，且所屬之 管理部也未受邀參予公司中的決策會議，該部門不論在行政地位 與策略性的角

色，看似無足輕重，傳統的人力資源作業。但根 據本研究卻也發現，該單位是使A公司各部門運作流暢與連貫的關 鍵策略

摳紐。

關鍵詞 : 人力資源計分卡,人力資源交付事項,高效能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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