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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經濟因金融海嘯而全面衰退，國內景氣惡化，工商百業蕭條，社會大眾對國營事業之要求與日俱增，面對外界諸多質

疑及社會之期待，國營事業應更有積極作為，展現變革與努力，塑造新的形象與社會觀感，以提升企業整體服務的效能，

並提升企業未來發展的競爭力。因此，績效管理的改進遂成為各企業再造核心之一，而人力資產更是企業提升績效的重要

基石。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藉由文獻資料蒐集及糢糊層級分析法的運用，探討國營電力事業人力運用、配置及合理性，經

部門主管與主辦問卷調查，取得相關權重數據並進行分析「人力資源規劃」項目之相對重要性比較，除了解台電公司現行

人力結構及其特質外，並同時探討台電基層管理階層對公司現行人力加強運用、配置及整體運用策略之相對重要性評比。

期望能求得一最佳方案，以提供台電公司決策階層（包括管理階層、員工、電力工會等）在進行人力資源規劃及擬定用人

政策時的一個客觀的依據與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主管與主辦人員在現階人力資源規劃之「調整人力結構」、「提升人力

效能」、「促進人力發展」及「改變員工心態」四大改善構面上，對其重要性程度有不同的看法。接近決策核心的部門主

管與貼近現場基層員工的主辦人員在其重要性排序有認知上的差異；由於主管與主辦人員所處職位不同所考量的政策及實

務層面亦有不同；主管人員負有配合整體政策的考慮因素及績效壓力，而專業主辦人員則較傾向於優先考量現場技術人員

的質與能，及人力實際調度狀況為優先，兩者在基本面的考量因素不同對於決策與方案推行之重點認知亦有不同的著力點

，此一差異性認知將可提供台電公司未來在進行策略性人力資源規劃與執行、預算提撥與分配比率上，得以參考其整體重

要性權重比，評估政策面與執行面契合的執行順序，以避免產生資源與人力上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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