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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國內社會環境急遽變遷，加上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各項教育改革，各

公、私立大學校院亦無可倖免地亦受到來自各界不斷要求改革聲浪的衝擊，而面

臨到許多艱難挑戰，根據教育部 2021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覽表學校數據統計資料

顯示（教育部，2021），全國大專校院校數總計已達 159所，其中 49所為公立，

110所為私立。大學教育的普及化，滿足了社會大眾對於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但因學校數量的急速擴充，亦衍生如教育品質低落，以及大學生畢業後就業競爭

力不足等問題（周雪惠，2014）。臺灣高等教育在不斷增設與擴充下，如何在競

爭激烈的環境中，持續提昇教育品質並尋求未來永續發展，已成為各大專校院必

須積極應對的重要課題。 

基於教育環境的快速變革，公立大學人事人員亦需擁有能隨時適應變革的彈

性靈活思維，積極面對教育環境的變局及快速回應外界需求，自我提昇專業知能，

以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滿足全體教職員的服務需求，致力營造良好的校園風氣，

使每位同仁在切身權益相關的人事問題上，皆能得到滿意的服務。 

二、人事業務繁瑣及法規頻繁修正 

公立大學內部教職員工包括：教師、公務人員、軍訓教官、研究人員、專案

計畫人員、醫事人員、駐衛警、約聘僱人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技工工友等人

員。各類人員之任免敘薪、待遇福利、考核獎懲、退休撫卹、差勤管理、保險制

度等規定亦有所不同，使大學人事人員工作內容之複雜性及困難度，高於其他各

級學校及一般行政機關。 

國內少子化問題使各大專校院在學校人力結構上，亦須隨著學生人數進行相

關人事調整，人事人員除須配合學校轉型及系所整併進行員額控管等作業，亦須

善盡人力資源規劃及人才培育職能。在組織編制新措施方面，專科以上學校基於

專業特殊屬性及有效運用員額等用人考量，而有遴聘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需

求。是類人員原屬短期補充性人力，但在少子女化趨勢下，目前不少大專校院，

已很少進用編制內專任教師，皆傾向提高編制外教師比率以降低人事成本（立法

院，2022）。基此，教育部為落實編制外教師用人管理及工作權益保障，邀集各

方代表召開會議研商並達成共識後，訂定「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實施原則」，以保障其基本工作權益及待遇。在差勤管理方面，政府陸續推動

各項差勤新政策，例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請各機關學校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3），頁 115-118 

 

自由評論 

 

第 116 頁 

起試辦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試辦對象為公務人員及聘僱人員，並排除輪班輪值人

員。此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於 2022 年 6 月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二十三條，對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者訂定加班補償規範。而隨著《勞

動基準法》歷次修正，例如一例一休制度，例假之彈性調整、加班時數總量管制、

休息日及延長工時加班費計算等，亦增加人事人員的工作量。此外，在公教退撫

新制方面，政府為建構永續的年金制度，確保退撫基金的財務穩健，2018年推動

公教年金改革，諸如取消優惠存款、所得替代率降低及延長退休年齡等。2023年

又將推動「初任公教人員新退撫制度方案」，將退撫給付制度從確定給付制改為

確定提撥制。隨著政府各項政策與法令的不斷變革與修正，加深了學校人事業務

複雜度及工作內容困難度，亦使人事人員的工作壓力與日俱增。 

三、人事工作之壓力來源 

在教育改革的推動下，法規制度不斷推陳出新，同時基於大學自治原則，亦

儘可能地將人事業務授權予學校辦理，人事人員因此承受大量的工作負荷，大學

人事工作內涵繁雜，人事人員在工作量增加及工作品質要求下，也增加了更多的

工作壓力（何雪真，2002）。在日益重視員工權益及追求顧客導向的現代環境中，

大學人事人員為提昇人事服務品質所造成的工作壓力將是無可避免的，其中工作

壓力的主要來源包括專業知能、工作負荷、人際關係及角色衝突。 

(一) 專業知能 

人事法規多而繁雜，人事人員必須嫻熟相關法令規定，諸如教師資格、組織

編制、員額控管、人員進用、薪資待遇、保險、退撫、休假等。如誤解相關法令

規定，可能損及他人權益，並使自身遭受處分。 

(二) 工作負荷 

人事人員因工作量太大、工作複雜性及困難度高等情形而形成工作壓力。例

如教職員工因身分不同，在休假天數、出勤規定、保險制度、退休撫卹、待遇福

利等方面，分別適用不同法令規範，而增加人事人員之工作負擔。 

(三) 人際關係 

人事人員因在工作中缺乏良好人際互動與協調關係，難以得到他人在工作上

的支持與協助，將影響人事法令宣導及業務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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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角色衝突 

人事人員因扮演不同角色，如差勤管理者與同事之間的角色轉換，使人事人

員在執行人事業務時，產生矛盾與衝突壓力。 

四、對人事工作壓力因應之建議 

(一) 參加相關訓練課程，提昇個人專業知能 

參與各項法令研習課程，加強對人事法令的瞭解，有助其熟稔法令並正確引

用，透過不斷充實專業知能，嫻熟各項人事法令規章，以應對法令政策及教育環

境的快速變化。 

(二) 簡化人事業務，配置適當員額 

大學人事工作繁雜沉重，因此，應儘量簡化各項人事業務內容，並適當配置

充足人力，以減輕工作負荷。此外，亦可定期實施業務輪調，以降低職業倦怠。 

(三) 建立順暢溝通管道，維持良好人際關係 

鼓勵人事人員參與校內活動，以營造有利的溝通管道，促進同仁間良性互動。

惟有關懷服務對象的心理感受，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才能使教職員支持與配合

各項人事業務的推動。 

(四) 滿足同仁期待，互相尊重支持 

人事人員依法辦理人事業務及執行各項人事法令政策，執行法令時亦需致力

維護同仁權益及滿足同仁各項需求與期待，以獲取其對人事服務之支持與肯定。 

五、結語 

大學成立之宗旨，在促進學術研究、人才培育、文化提昇、社會服務及國家

發展（大學法，2019）。大學主要功能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是培養人才

的高等教育機構，而大學除了要有卓越的教學品質，還需有高績效的行政支持，

才能發揮完善的運作功能，以滿足社會大眾的期待。其中，大學人事室是支援學

校人事業務運作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門，若人事人員長期處於工作壓力環境

中，不僅對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亦會降低服務品質及工作效率，甚至萌生轉調部

門或離職意願。因此，適時給予人事人員鼓勵，使他們感受到正面支持能量，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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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同仁提供更好服務。人事人員亦應適時紓解壓力及肯定自我，才能持續迎接

更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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