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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人力資源發展，有一種說法認為係指:「組織為了就業的目的，

所從事技術發展及知識的取得。」此一說法係將人力資源發展限制為組織

的人事管理實務。而另一由聯合國發展計畫（ＵＮＤＰ）的界定則是認為

「人力資源發展乃是一種政策、方案，它能提供與支持公平的機會，使得

技術和知識得以持續的獲得和應用，並且進而提升個人的自主性以及個

人、社區和所處環境的相互利益」（Ｒａｏ﹐１９９６：２５—２７）。

比較第一種以經濟發展、效率、競爭的目的觀點所界定的人力資源發展概

念，後者是以公平、和諧、合作、生命共同體的精神，兼顧國家整體發展

步調，來說明人力資源發展的內涵，故顯得較為周延，並且可以用之於

國家層次的人力發展。Ｔ．Ｖ．Ｒａｏ則兼顧個人與國家、社會整體發展

的需求來界定人力資源發展，認為所謂人力資源發展，在於創造一些情

境，使人們能夠藉以獲得自己與生命中的最佳表現;其目的在於培育才能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以追求健康快樂的人生，進而

提升家庭、組織、與國家的生活品質（Ｒａｏ﹐１９９６：１５－１７）
所謂人力資源發展的情境則為：在一段特定的期間，雇主所提供的、有組

織的學習經驗，用以改善績效、促進個人成長

（Ｎ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ｄｌｅｒ﹐１９８９：４）。他同時將人
力資源發展區分為三個層次：

（一）個人層次：在於發展個人的能力，以確保快樂和健康的生活。此能

力包

　　　括具備良好的教育、技能基礎，以便增加收入及滿足其他社會需求

良

　　　好的所得基礎;自尊、安全、社會地位、幸福的家庭、社會歸屬感等。

（二）組織的層次：在於培養有能力、積極的員工來確保組織的高生產力

獲

　　　利率與成長。

（三）國家的層次：如何使人民活得長壽、活得快樂且免於疾病與饑餓，

有足

　　　夠的能力來謀取自己的生活與幸福，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備感



尊嚴且

　　　有所歸屬：

　　從Ｒａｏ的定義來看，人力資源發展的工作不只是個人及組織的事，

更是政府的重要施政課題，當然，在做法及重點上也許三者有若干差異，

但是目標則是一致的。因此，政府在規劃政府機關的人事政策時，不能只

考慮公部門的人力需求與培育，而應從更廣義的角度，全面性的規劃公、

私部門的人力發展，使得人才得以相互交流，各安其位、各盡其才。

　　要達到人力資源發展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藉助於教育與訓練

一項功能，使公務人力得到最佳的運用。Ｌｅｏｎａｒｄ　Ｎ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Ｚｅａｃｅ　Ｎａｄｌｅｒ（１９８９：４）將人力資源發展

的範圍區分為包括三個活動領域：訓練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發展（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其定義如下（張火燦，民８５：二四０～二四一）：

（一）日訓練（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乃是針對學習者目前工作所進行

的學習

　　　。是為了改善員工目前的工作表現，或增進即將從事工作的能力，

以適

　　　應新的產品、工作程序、政　　　策、和標準等，以提高工作績效

其

　　　對工作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在性質上雖是一種花費，同時也可

視為投

　　　資。

（二）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針對學習者未來工作所進行的學

習。是

　　　欲培養員工在某一特定方向或提昇目前工作的能力，以期配合未

來工作

　　　力的規劃，或擔任新工作、新職位時，對組織能有較多的貢獻。對

於公

　　　部門的公務人員而言，比較強調在成為一位公務人員之前，應該

具備什

　　　麼樣的教育背景、專業能力，才是政府所需要的人才，其吸引至政

府服

　　　務。但是從廣義而言，教育也應該包括現職人員的教育或培育，以

為組

　　　織、個人未來發展之所需，因此，嚴格來說，公務人員的進修就是

一種

　　　教育的功能，其目的不在對目前的工作技術加以精進，而是對未



來提供

　　　一種發展的潛能，機關與主管應該對其加以鼓勵，其積極的提供

各種可

　　　能的管道。

（三）發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不是針對學習者工作所進行

的學習

　　　，其目的在獲得新的視野、科技和觀點，使得整個組織有新的發展

目標

　　　、狀態和環境；除了組織發展外，也包括個人的發展，培養繼續學

習的

　　　意願，具備自我發展的能力等。

　　這三項活動在理論上各有不同的目的與功能，訓練適用於新進人員，

各階層內接掌新工作者，最主要的目的在增強與目前工作有直接關係的

能力；教育在就業前泛指個人長期接受的人格、專業養成教育，就業後則

適用於各階層將晉升、轉換、或添加新工作者對未來發展性需要的培育；

發展則包括個人與組織二方面，貫穿整個組織體系，適用於全體員工

（張火

燦，民８５：二五二）。然而，在實際的應用上，由於三者目標一致、功

能重疊、實施過程交錯，因此，經常不易嚴格的區分開來，而是同時進行

　　上述的三個活動領域，可以分別放在國家的總體層次、組織的個體層

次、與人員的個人層次來分析。人力資源發展所指涉的範圍，因此構成了

三個層次與三個活動領域的整體架構：而以追求健康快樂的人生，進而

提升家庭的生活品質、組織的高度成長與國家的永續經營為中心。

　　從人力資源發展與組織的關係來看，人力資源發展的目的在使人力

素質提高並獲致有效的運用，以成為機關組織發展的基礎，一方面須顧

及個人在永業化過程中的能力及其任職的發展（如陸續升遷與成就），

另一方面亦須兼顧機關組織的利益與其管理目標的達成，故個人與組織

的發展包括組織群體與個人自我的目標、需求、利益及成就相輔相成。也

就是說，

人才訓練與培育及人力發展方案，都需符合組織的需求及未來發展的目

標（許南雄，民８６：三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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