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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組織發展

十九世紀以前及二十世紀初，人類的社會基本上變化不大，人與人之問

的互動較單純，傳統的組織結構也不須有太大的改變，就能夠應付與解

決各種需求與問題。然而，二十世紀的社會面對的是一個變化非常快速的

環境，不僅對組織結構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對人們的思想、價值觀等，也

有很大的影響。面對如此大的動態性變遷壓力，組織與個人均必須做某種

程度的調整，才能夠應付各種問題，並且持續的生存。組織發展理論的緣

起，即是因為現代組織要適應不斷變遷的環境，強調「計畫變遷」策略的

運用，以及在實現組織目標的前提下，能提供個人自我實現的機會，使

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能夠相互協調（張潤書、民８７：三二三）。

　　對於組織發展的定義，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ｌｌ（一九七

八）認為：組織發展乃是一項促進組織解決問題和革新過程的長期努力，

尤其是透過更有效及更協同一致的管理方式改變組織文化，藉由變革推

動者的協助，採取應用行為科學的理論與技術（孫本初，民８６：二五

八）。

組織發展的意義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張瀾書，民８７：三二五）：

（一）從目的上來說，組織發展是為增進組織效能，提高組織自存的能

力和與外界環境保持

　　　動態平衡的活動。其目的包括：

　　　１．形成具有人文性和創造性的組織，期能尊重個人，以提高組

織成員對

　　　　　組織信任和支持的程度；

　　　２．增加組織內橫向、直向以及對角線溝通的開放性，促進個人與

組織目

　　　　　標調和一致，提高組織成員的工作熱誠，和增進人際關係的

和諧；

　　　３．透過適切的革新策略，將組織革新的理論付諸行動，帶動組

織的整體

　　　　　革新，以增進組織之健全與效能，提高組織了解並解決本身

內外在問

　　　　　題的能力：



　　　４．增進組織成員對外界和組織問題識別的能力，與解決問題的

技術，以

　　　　　提高組織應付內外在變遷與內部腐化諸問題的能力，使組織

能隨外界

　　　　　環境的變遷而保持組織功能的正常運作。

（二）從內容來看，組織發展所要維持或更新的對象，包括了構成組織

的各次級系統，因

　　　此，組織發展是組織各次級體系有效分工協調的結果。

（三）從方法來看，組織發展是以行為科學的理論與技術為基礎的一種

教育性策略，也是組

　　　織為實現其目的的一種「訓練」方式；亦即，組織發展是要透過組

織成員的行為改變

　　　及組織本身各種規範之改變，以適應外在環境之挑戰，增進組織

之效率。

　　從上述組織發展的意義來看，人事制度的目的在於增進政府組織的

效能，其促進與外界環境保持動態平衡的活動與能力，因此，制度的基

本精神必須要能尊重個人，提高組織成員對機關的信任和支持程度；也

要能增加機關內部多元、開放性的溝通，促進個人與組織目標的一致性，

提高公務人員的工作熱誠；並且透過適切的革新策略，將政府行政革新

的理論付

諸行動，帶動組織的整體革新，以增進組織之健全與效能；最後，要能

增進公務人員對外界和機關本身問題識別的能力，與解決問題的技術，

以提高政府應付內外在變遷其內部腐化諸問題的能力，其隨外界環境的

變遷而保持組織功能的正常運作。

　　其次，從內容而言，人事制度的設計除了為配合國家整體發展所需

之外，還必須兼顧各機關、各種制度、法規的相互協調與分工，因此，公

務人員人事制度中的教育、考試、訓練、任用等，彼此必須相互配合才能

充分發揮應有的功能與目的。

　　最後，就所應用的方法而言，為了要使政府組織能夠適應外在環境

的挑戰，增進組織效能，必須適當的改變一些制度與規範，導引組織中

成員行為的改變，因此，制定新法或修改舊法即為必要的手段，並且應

用若干行為科學、管理科學的技術進行干預，例如，工作設計、工作擴大

化、工作豐富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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