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4

人力資源規劃



人力資源規劃能
瞭解並預先規劃
企業所需要的人
力資源。



Chapter 4 學習目標

1. 瞭解人力資源規劃的意義

2. 說明人力資源規劃的目的

3. 說明人力資源規劃的流程步驟

4. 能分辨各種人力資源需求預測的工具與技
術所適用的情況與優缺點

5. 能運用各種方法預測組織內的人力資源需
求

6. 能運用各種方法進行人力資源盤點



章前引導



• 從產生人力需求到到員工正式上線工作必
須經過一段前置時間，這段前置時間會造
成組織需求與人力供給之間的落差，必須
要預先規劃並及早作業，才不會出現人力
銜接的問題。

延伸閱讀：台灣醫護人才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AkHBzRs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AkHBzRs0s


4.1 人力資源規劃的意義

• 人力資源規劃（Human Resource Planning, 

HRP）

–組織致力於人力資源供需之預測，使組織不至
於出現人力資源短缺或過剩的現象。

• 組織內部環境預測

• 組織外部環境預測

4.1 人力資源規劃的
意義及目的 4.2 4.3 4.4 4.5 4.6 4.7



• 規劃人力資源之發展

• 合理配置人力資源

• 適應業務之需要

• 降低組織用人成本

• 滿足組織內員工之需求

4.1 人力資源規劃的目的

4.1 人力資源規劃的
意義及目的 4.2 4.3 4.4 4.5 4.6 4.7



4.2 人力資源規劃的程序

• 人力資源規劃是一個系統性的程序，同時
也是一個循環的動態程序

檢視組
織的經
營目標
與策略

擬定與
執行人
力資源
行動方
案

檢視行
動方案
之有效
性

人力資源
需求分析

人力資源
供給分析

4.1
4.2 人力資源規劃的

程序 4.3 4.4 4.5 4.6 4.7



4.3 檢視組織的經營目標與策略

 短期規劃（1-2年）

 補充員工經常性流動的職缺需求，或是組
織近期的成長擴充或轉型等人力需求

 中期規劃（3-5年）

 因應因預算或計畫產生的營運需求

 長期規劃（6年以上）

 協助組織達成長期策略目標

4.1 4.2
4.3 檢視組織的經營

目標與策略 4.4 4.5 4.6 4.7



4.4 人力資源需求分析

• 組織內部環境

–組織人力資源現況

–組織人力資源策略

–組織未來發展計畫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 人力資源需求需考量下列數項因素：

–人員流動率（組織人員之辭職或解雇）

–員工素質

–產品或服務品質之提升，以利新市場之開拓

–生產力、技術及管理之提升

–可運用的財務資源

4.4 人力資源需求分析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 判斷性預測方法

–德菲法

–管理者估計法：top-down/ bottoms-up

–天真預測法

• 數量性預測方法

–趨勢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

–迴歸分析

–電腦預測

人力資源需求預測方法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 趨勢分析

–隨手畫法

• 先將時間數列數據依時間推移順序，繪點於圖形上

而形成散佈圖（scatter diagram），然後信手在散佈

圖上繪一條線，來代表散佈圖上繪點的走勢

–半平均法

• 先將時間數列分長兩組，然後在散佈圖上畫一條趨

勢線通過兩組的平均數。

人力資源需求預測方法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 趨勢分析

–移動平均法

• 以移動平均數做為長期趨勢的預測工具，而進行預

測的方法而言。

–指數平滑化法

• 每一項新預測值是以前一個預測值的基礎，再加上

預測值與實際值之差額的若干百分比。

• 每個新人力資源需求預測值等於前一個人力資源需

求預測值加上一個人力資源需求誤差的百分比。

人力資源需求預測方法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 比率分析

–影響人力資源需求之因素

–公司所需員工的數目

範例
歷史資料顯示，上統公司過去三年平均需要15為銷售
人員，才能達成7,500萬元的年銷售額。明年上統公司
計劃銷售額為1億2千萬元，請問該公司明年銷售人員
的需求為何？

人力資源需求預測方法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檢查過去企業經營相關資料，例如營業額、利
潤、成本、生產力、人員雇用人數等，以多元
迴歸的方法，將相關指標的預測值放入多元迴
歸模型，以預測相對應之所需人力數量。

• 電腦預測

–所需資料

• 單位產品生產所需的直接工時

• 每條生產線的最低生產量、最大生產量、最可能生
產量

人力資源需求預測方法

4.1 4.2 4.3
4.4 人力資源需求

分析 4.5 4.6 4.7



4.5 人力資源供給分析

人力資源

內部供給

人力資源
外部供給

人力資源
供給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人力資源內部供給分析

• 現有人力數量

• 現有人力素質

• 人力盤點：瞭解組織目前人力資源的數量及價值。

–以人為核心

–以工作為核心

–以資料為核心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 組織外部環境

–總體環境分析（PEST分析）

•科技
•資訊化/自動化/
生產及製造技術
水準/服務品質

•社會
•人口結構/工作態
度/勞動意識/社
會價值觀

•經濟
•經濟成長率/國民
所得/通貨膨脹率
/經濟結構

•政治
•勞工政策/法規/         
貿易限制/政治穩
定 P E

TS

人力資源外部供給分析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我國總體環境趨勢

• 政治環境

–我國勞動法令趨於齊備

–我國對外貿易限制及政局穩定性

• 經濟環境

–全球經濟持續成長

–我國已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體之經濟體系

–企業邁向全球化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實務觀點

• 2014文茜世界周報-台灣恐成人才荒島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8tgqxRL5Q


• 科技環境

–科技越來越複雜、昂貴

–資訊及自動化科技普及

–企業普遍以授權或購買的方式取得新科技

我國總體環境趨勢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分析 4.6 4.7



• 女性就業人數幾乎佔就業人口半數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因教育程度提升及服務業提
供工作機會增加等因素而呈現上升

•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就業者趨增

–大專及以上程度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比率已由
76年之13.63%，上升至100年之44.43%

• 倚賴外籍勞動力與日俱增

–我國引進外籍勞工人數從88年引進294,967人至
民國102年年底已達489,134人，成長幅度達
166%

我國勞動市場趨勢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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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領就業人口持續穩定成長

我國勞動市場趨勢

4.1 4.2 4.3 4.4
4.5 人力資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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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力供需行動方案

•人力資源供給與需求處於穩
定且平衡的狀態供需平衡

•現有人力數量或素質無法滿
足組織所需人力短缺

•現有人力因應企業目前運作
或未來發展之人力需求之後
還綽綽有餘

人力過剩

4.1 4.2 4.3 4.4 4.5
4.6 人力供需行動

方案 4.7



人力資源調整做法

• 延長工作時間(加班)

• 留住優秀人才

• 雇用臨時人力

• 非核心工作外包

• 重新招募新人

• 縮編

• 人事凍結(遇缺不補)

• 減薪/減少福利

• 鼓勵提早退休

• 提供進修轉職

• 縮短工時

• 裁減非核心人力

人力短缺 人力過剩

4.1 4.2 4.3 4.4 4.5
4.6 人力供需行動

方案 4.7



4.7 人力供需行動方案之有效性

• 人力供需分析的準確性

• 方案執行的效益

4.1 4.2 4.3 4.4 4.5 4.6
4.7 人力供需行動
方案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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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集團人力資源
策略，要打三星打
造為世界上最令人
稱羨的公司！

4.1 4.2 4.3 4.4 4.5 4.6
4.7 人力供需行動
方案之有效性

http://www.samsung.com/tw/index.html
http://www.samsung.com/tw/index.html


實例透視

問題討論

1.韓國三星集團在人力培育方面不遺餘力，其
具體做法有哪些？

2.就你所知，你認為國內哪家企業培育人才的
做法足以做為典範？

3.韓國三星集團打破學歷用才的迷思，以能力
為用人基礎的做法，你認為在我國社會文化
背景下是否可行？請討論。



本章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