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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員工協助方案圓桌論壇研討紀錄 

壹、時間：112年 3月 30日（星期四） 

     上午場次：上午 10時；下午場次：下午 2 時 30分 

貳、地點：本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臺北院區 14樓貴賓廳 

叁、主持人：綜合規劃處張副處長芳琪 

肆、桌長：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林教授兼所長金定 

     中華心理健康促進協會林理事長聯章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郭教授乃文 

     聚芳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張執行長瑞明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鍾教授燕宜 

伍、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陸、主持人致詞：（略） 

柒、研討摘要： 

一、 議題一：如何運用多元方式（包含問卷及其他方式）進行

需求調查，深入瞭解機關同仁的真實需求。 

(一) 討論成果 

1、 辦理問卷調查或滿意度調查：運用問卷調查或於各類

數位、實體之訓練課程之滿意度調查時，一併請同仁

表達相關意見或需求，並進行內容分類及分析。 

2、 成立工作或關懷小組：透過工作圈、關懷小組等非正

式方式蒐集或轉達同仁意見。 

3、 分析現有統計資料：藉由現有資料（例如差勤資料、

加班紀錄、人員流動率或統計同仁常使用之諮詢項目）

進行分析，發覺同仁需求。 

4、 辦理訪談活動：辦理員工座談會、個人或團體深入訪

談等活動，亦可藉由設定特定主題，直接聽取同仁意

見及需求。 

5、 建置意見平臺：建置同仁意見平臺，例如員工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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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信箱或 Line@（Line 官方帳號）等，提供同仁直

接表達意見之管道。 

(二) 桌長回饋：因應高齡化社會，建議亦可多關注機關中高

齡同仁需求，並依其年齡設計合適之服務內容。 

二、 議題二：如何在機關資源有限情況下，結合外部資源提供

多元 EAP 服務，並強化同仁需求與服務內容之關聯性。 

(一) 討論成果 

1、 進行資源盤點：蒐集內部資源（如地方政府既有之醫

療、法制等資源）、外部免費或較平價資源（如張老師、

法律扶助中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運動中心等資訊）

或區域性共享資源（如花東地區之中央、地方機關資

源共享等），再將資源分類彙整。 

2、 建構資源地圖：將資源分區分類，例如健康、財務、

法律、工作及管理等類別，依同仁需求調整內容，並

將資訊放置於內網，鼓勵同仁使用。 

3、 職場健康促進：另同時可搭配小卡或海報放置於茶水

間等同仁易接觸之處，同步進行職場健康促進工作。 

(二) 桌長回饋 

1、 EAP如為外置式，可透過簽約機構提供整合資源，如為

內置式，可逐步調查、分析及整理相關資源，建置資

源地圖，放置內網供同仁參考使用。 

2、 EAP之執行可以結合三級預防模式，進行資源推廣、同

仁關懷及轉介諮商。 

三、 議題三：如何提供特殊需求同仁（如身心障礙、多元性別

等）適切的差異化服務。 

(一) 討論成果 

1、 盤點需求：先盤點或調查可能有特殊需求同仁之類型，

例如身心障礙、多元性別、情緒困擾、新進人員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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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災難事件相關人員等。 

2、 針對不同需求者提供差異化服務： 

(1) 身心障礙同仁：如係身體障礙，可透過無障礙設施

或職務再設計提供輔助及協助；如係心理疾病障礙，

協助同仁建立對疾病之認知（病識感），鼓勵其就醫

或協助轉介專業醫療機構，並須注意保密性。 

(2) 多元性別同仁：提供性別友善廁所並注重隱私性及

安全性，辦理教育訓練以建立機關同仁性別友善觀

念，避免歧視。 

(3) 情緒困擾同仁：可透過關懷員關心並提供其 EAP 相

關諮詢服務。 

(4) 新進人員：事先就輔導員辦理相關訓練，強化輔導

員品質，另可指定機關內資深或熱心同仁關懷新進

人員，適時提供協助。 

(5) 重大災難事件相關人員：可利用心情溫度計發掘身

心狀況不佳之同仁進行關懷，並提供相關資源協助，

例如辦理團體諮商。 

(二) 桌長回饋 

1、 提供 EAP 服務過程中，如有法規依循相關法規，如無

法規則可發揮創意提供服務。 

2、 推薦衛生福利部所建置「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臺」

（網址：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main），

有相當多文章及影片資源可供參考運用。 

四、 議題四：如何發掘機關同仁身心狀況及其可能影響工作效

能之原因，並施以相應之 EAP服務（例：過勞、霸凌、工

作適應不佳、家庭動盪等）。 

(一) 討論成果 

1、 分析差勤系統資料：透過差勤系統發掘同仁是否有出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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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請假或超時加班等異常情形後，由關懷員進行關

懷、瞭解原因，並提供 EAP 資源或轉介相關專業機構。 

2、 透過主管或關懷員察覺異狀：主管或關懷員察覺同仁

異狀，主動轉介人事機構提供相關 EAP 資源或專業諮

商；另建議主管及關懷員應參加敏感度訓練，提升敏

感度以發覺同仁異狀。 

3、 透過團體諮商等活動發覺狀況：透過團體諮商或藝術

治療等活動發掘同仁狀況或使同仁自我覺察，再提供

EAP相關協助。 

4、 建置平臺予同仁主動申請：提供隱私保密性高之平臺

供同仁主動申請相關 EAP 服務。 

(二) 桌長回饋：建議向機關同仁宣導可多加利用 EAP服務，

使同仁知悉可利用、可尋求協助之管道，使 EAP能發揮

事前預防之效用。 

五、 議題五：如何提供多元的管理諮詢服務（除管理諮詢或管

理類演講外之其他做法）解決機關的管理問題（如同仁工

作動力低下、績效不彰等），以提升工作績效。 

(一) 討論成果 

1、 辦理敏感度或同理心訓練：推薦主管參加敏感度或同

理心訓練，提升專業知識，有助於發現所屬同仁需求

及身心狀況並提供適當協助。 

2、 強化主管關懷及面談技巧：辦理溝通技巧相關訓練或

諮詢，強化主管與同仁對談、瞭解同仁狀況之能力。 

3、 鼓勵主管參加管理訓練課程：鼓勵主管參與時間管理、

工作管理等課程提升自身專業度，指導或協助同仁提

升工作效率。 

4、 鼓勵申請諮詢（諮商）：鼓勵主管及同仁多申請諮詢（諮

商），非僅限於工作相關議題，有需要均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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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桌長回饋 

1、 建議機關鼓勵主管推薦同仁參加諮詢（諮商），並善用

績效輔導或改善計畫，與同仁多進行面談。 

2、 建議諮商由上而下開始做起，藉以向同仁宣導諮商係

常見且普通之事，非專屬異常狀態者才進行諮商，讓

諮商去標籤化。 

捌、散會：上午場次：中午 12 時 30 分；下午場次：下午 5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