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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學年度「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授    課    大    綱 

一、課程名稱：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專題   

二、時    間： 10：50～12：30 

三、學  分： 2 

四、授課教授： 洪美仁教授、彭錦鵬教授         

 

五、課程基本構想：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介紹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論與相關議

題，分析公部門與其他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的異同，藉此發展出解決公

部門相關問題的能力，具體課程內容包括憲政體制設計與人力資源管

理制度、公部門的考選、職位設計、薪資、績效評估以訓練等的實務

運作與困境等，並鼓勵同學運用課堂所學，結合實務經驗，設計與討

論可能的解決方案。 

 

六、課程安排： 

週

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

者 

一 2/25 課程介紹/人力資源管理概念介紹 洪美仁 

二 3/04 公共人事制度之內外環境與趨勢 彭錦鵬 

三 3/11 
專題演講: 憲法基本權利與公部門人力資

源管理 
施能傑 

四 3/18 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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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3/26 

(日) 

公務人力考選 

3/25 補班，改至 3/26 上課 
洪美仁 

六 4/01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放假一天  

七 4/08 人力規劃運用與員額評鑑 彭錦鵬 

八 4/15 專題演講: 薪資制度的設計與實務 施能傑 

九 4/22 專題演講: 稻盛和夫的人性管理哲學 

王國雄 

(成真社會企業 

董事長) 

十 4/29 績效評估 洪美仁 

十

一 
5/06 高階文官制度 彭錦鵬 

十

二 
5/13 訓練與知識管理 洪美仁 

十

三 
5/20 公務員的權利與義務的變遷 洪美仁 

十

四 
5/27 公務人力資源改革的趨勢 洪美仁 

十

五 
6/03 分組報告  

十

六 
6/10 期末考  

十

七 

6/18 

(日) 

6/17 補班，改至 6/18 上課 

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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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求與評分標準： 

分組報告: 人力資源管理個案撰寫與分析 (50%) 

第一部分 問題撰寫: 請就職場上觀察到的人力資源管理的議題或困境撰

寫成一個個案，包括摘要、問題背景、問題陳述、衝突的觀點或爭議、待

解決的難題等。 

 

第二部分 問題分析: 包括相關議題的文獻回顧、訪談對象、訪談成果 (個

案特性與解決方案)，結論等。 

請就上述的個案，參考既有的學術研究，並訪談三位不同部門(公部門、

私部門、非營利部門)有一定工作經驗的業務或人事單位的主管，分析個

案爭議的特性(是否只出現在特定部門?類似的議題是否出現在受訪者的

組織部門)，並在特定部門的制度框架之內與之外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案。 

 

個案主題截止日期: 3/31 

個案撰寫截止日期: 4/30 

個案分析截止日期: 5/31 

請於截止期限前上傳至 NTUCOOL 指定繳交區，需繳交分工以及互評表 

報告需具備上述的結構與內容，並遵守學術論文相關的規範與格式，不合

格者將予以退回。 

 

期末考 (50%) 共兩題 

第一題 請任選一周的主題，詳細說明該周授課內容及教材所帶來的新概

念知識或理論，並討論運用在實務上的可能性與原因。 

第二題 由授課教師出題  

 

 

八、教材與參考書目： 

教科書： 

➢ 蔡良文（2018）。《人事行政學：論現行考銓制度》（7 版）。台北：五南。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service: paradoxes, processes, and 

problems / Evan M. Berman, James S. Bowman, Jonathan P. West, 

Montgomery R. Van Wart, Berman, Evan M., author. [2020]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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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貿、蘇偉業、賴怡樺（2019）。我國行政機關公務人力流動之初探：

以跨職系流動為焦點。行政暨政策學報，(69)，49-84。 

➢ 吳宗憲、郭怡貞（2019）。動保文官同情疲勞現象、成因、影響及因應

策略之思辨。東吳政治學報，37(1)，115-172。 

➢ 李仲彬（2018）。與生俱來與後天培養：影響公務人員創新態度與行為

的因素分析。公共行政學報，(54)，1-40。 

➢ 林明鏘（2011）。德國公務員制度之最新變革：兼論我國文官制度的危

機。臺大法學論叢，40(4)，2037-2085。 

➢ 邵靄如、傅從喜（2017）。年金制度與世代公平－我國不同世代公務員

退休保障的比較。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8(1)，75-103。 

➢ 施能傑（2016）。政府部門女性公務人員的代表性分析。台灣政治學刊，

20(1)，169-227。 

➢ 施能傑（2021）。公務人員的大學畢業學校圖像。東吳政治學報，39(1)，

57-102。 

➢ 洪美仁（2020）。文官體系政治化的發展趨勢與衝擊：兼論英國經驗。

公共行政學報，(59)，31-65。 

➢ 孫煒（2010）。我國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的設置及其意涵。臺灣民主

季刊，7(4)，85-136。 

➢ 張鎧如、陳敦源、簡鈺珒、李仲彬（2015）。探索臺灣公務人員工作績

效之影響因素：能力、動機與機會的整合觀點。東吳政治學報，33(4)，

1-71。 

➢ 彭錦鵬 (2011)。〈臺灣高階文官培訓制度發展現況：國際趨勢的反思〉，

《人事月刊》，53, 3: 49-66。(與劉坤億合著) 

➢ 彭錦鵬 (2012)。〈從歐美等國經驗分析我國高級文官團之創設與甄選機

制〉，《公務人員月刊》，197: 5-17。 

➢ 曾冠球、趙書賢（2014）。影響基層官僚組織服務品質的因素：政府服

務品質獎的資料分析。公共行政學報，(47)，35-72。 

➢ 黃東益、黃宗賢（2020）。新問題、舊矛盾？三級機關政務與常務雙軌

制分析。東吳政治學報，38(2)，1-54。 

➢ 黃建勲、陳敦源（2018）。政務事務互動關係：台灣文官對政治的容忍

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36(2)，1-64。 

➢ 黃建勳（2018）。為民而戰的游擊隊政府？初探臺灣文官異議行為與動

機。政治科學論叢，(76)，159-198。 

➢ 黃政勛、董祥開（2020）。選擇沈默還是發聲？影響公務員揭弊意願因

素之實證研究。東吳政治學報，38(3)，1-63。 

➢ 黃婉玲（2019）。為何選擇就讀軍警院校？公共服務動機的角色。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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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學報，(57)，83-118。 

➢ 黃煥榮、方凱弘（2013）。台灣文官人力資本、生涯選擇及目標與升遷

狀況的性別差異：以 2008 年台灣文官調查為例。台灣政治學刊，17(2)，

231-282。 

➢ 楊戊龍（2016）。美國公務員言論自由的保障與限制：聯邦最高法院判

決分析及其對台灣的啟示。政治科學論叢，(68)，1-36。 

➢ 劉淑範（2013）。論公務員職務調動之概念及法律性質：揮別我國特別

權力關係思維之遺緒。臺大法學論叢，42(1)，1-48。 

➢ 蔡馨芳、郭昱瑩、余致力（2022）。2018 年公務人員年金改革對我國文

官態度之影響。行政暨政策學報，(75)，1-35。 

➢ 謝儲鍵、陳敦源（2022）。析探初任高考公務人員的工作責任、工作生

活平衡及人際關係滿意度之影響。政治科學論叢，(91)，85-130。 

 

 

 

 

 

蔡良文（2018）。《人事行政學：論現行考銓制度》 

第一章 人事行政的建構 

第二章 人事分類法制建立與改革 

第三章 人事機關的建制 

第四章 公務人力資源規劃 

第五章 公務人力資源與運用 

第六章 公務人員 

第七章 公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及其責任 

第八章 公務人員的引進與考選 

第九章 公務人員的任用與陞遷 

第十章 公務人員的俸給與福利 

第十一章 公務人員的考績 

第十二章 公務人員的保障與培訓 

第十三章 行政中立的理論與法制 

第十四章 行政倫理的理論與應用 

第十五章 公務人員的退養與撫卹 

第十六章 政府改造與文官政策 

第十七章 人事行政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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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service: paradoxes, processes, and 

problems / Evan M. Berman, James S. Bowman, Jonathan P. West, 

Montgomery R. Van Wart, Berman, Evan M., author.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