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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 

(一)績效管理的意涵： 

    績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最早奠基於功績制（Merit System），強調對於受雇者的工作績效，應該提供一個

客觀的標準。大約從 1980 年代開始，因當時在政府部門大力推行政府改革，其目的即是在提升政府本身的績效，因此自私

部門引進「績效管理」的概念。績效管理的目的包含以下三方面： 

策略目的：績效管理制度應首重與組織目標結合，而落實策略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界定實現策略所須之結果、行為及員

工的特徵等。進而發展能夠評量結果、行為等成效的績效管理制度。然而，針對管理實務者調查顯示，績效管理的目的，大

都側重於行政管理及發展的目的。 

行政管理目的：組織以績效管理資訊，作為許多行政管理決定的參考。所謂行政管理決定包括：薪資管理、陞遷、留任、

中止雇傭、解雇、個人績效的獎勵等等。 

發展目的：發展員工有效的執行其工作，當員工績效不彰時，績效管理尋求改善其績效的方法。 

 
(二)各國的推行經驗： 

    績效管理系統起源於 1990 年代，澳洲、紐西蘭、美國和英國相繼採用，包括美國 1993 年的「政府績效與成果法」、2001

年的「總統管理議題」，英國的「續階計劃」、「公民憲章」、「財務管理法」，澳大利亞「計劃管理與預算」，以及紐西蘭的「財

政法」，目的皆在利用績效資訊以提升行政效率、透明與課責度。例如美國的「政府績效與成果法案」即提出績效管理成功

的三項功能： 

1.定義明確之任務與預期達到之成果。 

2.評估績效以了解執行之進展。 

3.利用績效成果資訊，做為決策之依據。 
 
(三)績效管理產生的問題： 

我國學者孫本初認為，績效管理可能存在的問題，經綜合分析歸納為以下四大層面： 

績效管理制度： 

績效管理的泛政治化現象，政黨或利益團體可能利用績效管理的資訊當作政治鬥爭的手段。 

績效管理本身就是政治運作的產物，政策評估的結果端賴誰執行這項評鑑？其觀點為何？ 

績效管理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將所有績效均以量化方式呈現，再據此進行績效衡量，對公部門而言將面臨如

何將公共服務量化的問題。 

政治的考量經常是資源分配的重心，所以要獲得客觀的績效衡量，仍值得商榷。 

績效資訊： 

若所蒐集的資訊錯誤，不夠全面，就無法真正反應機關實際的績效。 

績效資訊的提供對於基層工作人員而言，似乎過於集中在例行的文書作業。因此對於不同類型的顧客及不同的服

務都無法提供有效地幫助。 

資訊回饋的時效性問題，政府必須與立法機關或審計部門相互配合，以致降低了回饋的時效性。 

每一組織的績效衡量，理論上都應該量身訂做，但公部門內部缺乏具有分析背景的專業人才，使得績效的衡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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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眼高手低。 

公部門的績效很少能控制環境的因素，因此績效衡量往往只限於直接輸出項。 

績效評估措施： 

組織績效如何與個人績效相互連結的問題，若無法連結或聯結不當，很容易造成組織成員的抗拒。 

績效評估基本上是一政治的過程，理性化的指標衡量過程是不可能的。 

政府績效的因果關係難以認定，公部門的計畫往往難以衡量，因為公共財通常無法分到不同的單位。 

績效指標設計： 

功能相同的公共組織有地區的差異，其規模大小不一，以同樣的績效指標來衡量它們之間的績效，並做比較，似

乎不公平。 

如何訂定與品質績效有關的指標是績效評估主要的限制，大多數的公共服務品質難以客觀具體的數據來衡量。 

績效管理或評估制度的成效，取決於績效指標的制定是否周延、是否合理、是否客觀、是否能涵蓋該組織的重要

績效。 
 
二、 

    美國公共管理學者包爾（Bower）曾明言：「有效的公務管理和有效的企業管理並不相同」，公部門

與私部門間無論是基本的組織目標、角色到實際的運作等皆有所差異。然而，這個結論並不為少數主張

公私部門管理無差異的學者所接受，因而呈現眾說紛紜的情況。以下將根據我國學者徐仁輝的整理分析，

將公私部門在管理上可能出現差異或並無差異的兩派論點，透過下列六大範疇來分別探討之： 
(一)組織目標 
1.主張公私管理有差異者，認為公共管理者很少有一清楚的組織目標，但私部門則可以利潤、市場績效或企業的存活

為目標。 
2.然而，反對論者認為組織目標只不夠是一種設計的方向，政府機關也許必須衡量與平衡不同的競爭利益，但這不表

示其不能設定目標。私人組織可能也有多重目標，如規模成長、穩定性、債務減少、分散市場等，而非僅是單純的利

潤，同樣難以建立明確清楚的組織目標。 
 
(二)規劃時程 
1.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公共部門管理人面對政治的需求與政治時效性，經常是只有相對較短的時程可做政策規

劃與改變；相對而言，私部門經理人顯然有較長的時程去做市場開發、技術創新、投資、與組織重建等規劃設計。 
2. 然而，反對論者認為許多的企業經理人亦必須在壓力下做快速反應，這完全視產業別的不同而定。規劃上的時程主

要決定於管理的環境，特別是在既定時間內的政治與組織氣候，因此不能就公私部門對時程規劃作單純的劃分。 
(三)人事任免 
1.在政府機關無論考試、任用、升遷、考績、解雇、退休等皆有詳細的法令規章， 與一定的作業程序，公部門管理者

很難從效率的角度，善用人力資源。反之，私部門經理人對於人事的任用、調任、與免職皆有很大的權限，可對人力

資源作較佳的利用。 
2. 然而反對論者認為，一個公司如果利用解雇員工作為主要強化權威的手段，則會造成恐懼與不信任的組織氣候，對

士氣產生嚴重傷害。不同產業間解雇率的高低也不同。公部門管理者雖受限於人事法規不易解雇員工，但其處罰員工

的能力亦不能低估，如可以用調職、記過、與羞辱等方式。 
(四)分權與負責 
1.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公部門基於憲法均權與制衡的設計，公部門組織的權力與責任是分散的，結果是任何一

個公共政策的推動，公共管理者皆需不斷的與其他機關進行溝通協調。相對的，私人企業則較無須花時間資源去做外

部的談判。 
2.然而反對論者認為，大多數的企業經理仍須處理內部的政治衝突，因此仍是在玩談判的遊戲。又私部門經理人亦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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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要與勞工聯盟、原料供應商、政客（為改變法令或管制）等談判與溝通。 
(五)決策過程 
1.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私部門經理人在經過專注的研究過後做決定性的決策；相對的，公部門管理者則是不斷

的在做、重新修正或不做決定，而且是處於草率的分散的狀況下。公部門管理者可能面對較多急迫性危機問題，暴露

在來自各方利益的干擾，因此其決策經常是無法像私部門經理人一樣可以在有計畫的時程表下進行。 
2. 然而反對論者認為，私部門經理人的主要任務是對於新的問題能快速持續的反應予以解決，並隨時準備迎接新問題，

無論公私部門皆如此。私經理人的決策亦非一定是按計畫詳加分析後作成的，具長期性前瞻性的。同時，公部門管理

者的決策在某些狀況下也並非需要快速反應的，如立法既定的政策、有前例可循的政策、或需經過長時間慢慢達成共

識的政策。總之，公私經理人所面對的環境管理問題是相似的，在某些狀況下兩者可能皆需要做快速的決策反應。 
(六)公開程度 
1.主張公私管理差異者認為政府管理必須攤在公共的目光監督下，因此較公開：相對的私部門企業管理皆是內部進行，

不需經過大眾的審視，因此較封閉。 
2. 然而反對論者認為，這種差異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確是事實，例如對於政府許多高層的政務官言，確實其所作所為可

能隨時受到媒體、利益團體、競爭對象的注意。但如此即斷定公私管理的公開性與封閉性與否，亦失之草率。對於許

多上市公司而言，其管理決策亦經常需暴露於大眾的注意下，如財務報告與公司政策需向股東、投資分析者、政府提

出報告。 
 

以上節錄自徐仁輝教授《公私部門管理的比較》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