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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源是任何組織提供勞務與永續經營發展時最重要之生產因素，

其重要性不因組織之公私性質有別，亦不因組織之規模大小而異。職是之

故，組織管理之主要重心即在獲致、維持及發展與組織特性相稱之人力資

源，而此項工作則有賴於良善之整體人事政策，特別是員工待遇政策。不

適宜之待遇政策將難以吸引適切之人力，難以產生積極性之工作激勵效

果，從而降低人力運用之經濟效率（註二）。

　　員工待遇係指組織對員工提供之貢獻所給予之報償，就理論概念而

言，報償之型態是多樣的，如圖貳－一（註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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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內滋性報償通常是指非金錢性之報酬，如員工從工作中得到滿

足感、成就感等。一般而言，管理者並不易計算出內滋性報償之真實價值

除了是因為難以貨幣化外，更因為其價值會因人而異，亦因此在待遇理

論上比較少談此一部分之報償。就外滋性報償中，主要支出之型式是以俸

給部分為主，不過福利部分支出之重要性亦日漸增加。一項對美國各州政

府薪資之調查研究發現，福利性支出占各州政府總人事費用支出比例已

高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間；美國商業總會（Chamber of Commerce）對

民間部門所作之待遇調查發現，在一九五九年時福利性支出占總人事費

用支出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四點七，至一九九○年時比例已成長至百分之三

十八點四（註四）。正因為員工福利支出之重要性日增，且傳統之俸給政



策方式亦未能產生預期之功能，近來之策略性薪俸理論發展，如「策略性

薪資」或「新薪資策略」，皆強調應從整體性待遇之角度設計待遇政策，

使福利方可成為管理者設計待遇時之重要工具。

　　雖然員工福利之重要性日趨重要，但與俸給相較，學者之研究顯得

較少。特別是我國，有關員工福利方面之研究並不多見，此亦與我國員工

福利支出比例一向不高有關。以民國八十三年度中央政府（公營事業機構

除外）文職人員為例，在全部一千二百多億之人事費用支出中，包括退

休、撫卹等事項之福利性支出僅有一百億三千多萬元，所占比例約為百分

之八點五。

　　大體而言，員工福利制度因屬附加薪給之性質，且遠比俸給項目繁

複，故其範圍多不明載於俸給法律中，至其應包含那些項目？各國亦未

必一致。公務人員福利，就學理上言之，包括保險、退休、撫卹、生活津貼

福利互助、急難貸款、住宅輔購與輔建、自強文康活動、宿舍借用及福利品

供應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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