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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人才培育 

 

【文／教育人力發展中心編審 黃宇瑀】 

【圖／教育人力發展中心提供】 

人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從各國有關人力資源的文獻中亦可發現，人才培育更是維持國家生產

力及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不論是政府、組織、機構、學校乃至私人企業，通常都透過教育或訓練的

方式進行人才的培育。 

傳統來由於受到科學典範的影響，有關人才的培育往往誤以為數量的擴充即代表效能的提升，

殊不知品質才是價值和尊嚴的起點。過度偏重量能的展現而忽略品質的追求，結果只會導致量多質

不精，不僅耗損資源也模糊了特色，這在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上如是，在專責培育人才的培訓機構

更是如此。 

從人力資源的觀點而言，人才培育最重要的是成員能力的提昇及觀念的改變。換言之，除了涵

養知識、鍛鍊技能並能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外，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要有願意接受改變的心。尤

其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下，組織和成員正面臨來自工作性質的改變以及社會責任需求所產生的挑戰，

如何讓成員有能力、具備新觀念與態度以面對隨時變遷的環境，便成為人才培育的思考重點。此外，

良好的人才培育制度也必須要做好人力資源管理，如此不僅有助於個體職能提升，也有助於達成組

織發展目標與願景。 

以企業發展為例，目前國外企業組織對於社會企業責任的承諾包括產品、服務、觀念以及解決

方案等方面。能夠橫跨所有市場並按照一致性的模式成功地傳送產品及服務，就需要員工在被雇用

的過程及產品中有良好的訓練，訓練因而成為一種企業生活方式。例如美國銀行，將受過良好教育

訓練的員工視為其最大的資產，因此，它快速地發展成學習型組織以應付市場的競爭性並且成為全

世界都受到讚賞的組織。同時它也透過鼓勵提升軟實力（如人際溝通和關係的技巧、批判思考能力）

的個人發展而採取了廣泛的學習觀點，使工作夥伴能夠更快地適應多元及快速的變遷環境，使團隊

可以快速地形成並工作以便處理新的問題。在組織的所有層級中採取行動，提升員工對學習機會的

瞭解以確保員工已準備好使用他們所需要的訊息以執行他們的角色及責任。 

然而，如何進行人才的培育？以下試著從人力資源發展的角度提出個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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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明確的能力指標 

全球化時代，工作性質已不同以往，以服務為導向的產業將成為市場新寵。在美國，SCANS

（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Ａchieving Ｎecessary Skills），清楚定義了在所有層級裡成功所必須要

的問題解決能力，包括：擬定計畫、使用及傳達訊息、選擇並應用科技、瞭解並掌控系統、以及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 

二、營造終身學習的情境 

組織成員需要發展新的技能並且適應工作場所改變的要求。在組織外部，成員需要透過 e 化學

習、網路基礎訓練以及同步學習時事等管道進行學習；在組織內部，則需要充分利用正式以及非正

式的學習機會，持續轉化個體生命以面對新的挑戰並保持競爭力。 

三、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 

結合屬性相近的機構或教育人員一起合作，預測未來工作，做什麼？如何做？有關未來技能需

求的相關資訊也應該放入課程設計裡。不斷地重新檢視人才培育的目標，否則成員所學與工作需求

之間將會產生嚴重落差。 

四、發展成 CRM 管理模式 

所謂 CRM 即客戶關係管理，它是改善機構與客戶間關係的一種管理機制，一般多實施於企業

的市場行銷、銷售、服務以及技術支援，目的是要提供快速和優質的服務以吸引更多客戶。用在人

才培育機構上，主要在於能針對客戶的需求，提供適當的課程和服務以滿足其需求，最後透過友善

關係的建立確保學員滿意並建立口碑。好的 CRM 模式不但能獲得學員高的滿意度，同時也可以透

過對業務流程的全面管理來降低風險並提高成效。 

五、發展創新思維與態度 

不論組織對人才培育的目標是要拓展客源或提供服務，很重要的是成員必須願意接受改變。成

功最大的瓶頸之ㄧ就是改變員工有關創新的態度與行為，因此，成員要有開放的心、不斷學習探索

的心，這是很重要的。 

總之，未來充滿變數與挑戰，工作性質的改變也使得人才要有相應的培訓。從事人力資源管理

以及人才培訓者可透過思考企業要如何訓練員工以及組織應如何培訓人才，以便將我們目前的處境

轉化成未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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