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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協助方案學分學程」，在我剛考上碩士班的時候就很期待修這門學程，

對於大學就讀國際企業的我，這何嘗不是一件能夠結合管理與諮商兩大領域的好

機會呢？ 

  還記得第一天上課，老師在台上向各位同學介紹何謂「EAP」，其中也提到

了很多商管領域的字詞，像是：組織管理、組織合併、員工管理…，當時身處在

演講廳又聽到這些名詞，讓我心中升起了一種莫名的熟悉感，同時也熱血沸騰！

因為過去在商管領域，老師都是在教「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創造最大的利潤」，所

以都一直強調「錢錢錢」，上課內容也比較利益導向，當然不全然都是冷冰冰、

死板板的，但總是少了點「人味」。不過 EAP 很特別，它雖然是從企業的角度出

發，但其主要目的是「照顧員工」，對企業而言，「營利」是經營公司最重要的事，

所以一般企業都會把成本直接投資在「產、銷、人、發、財」上，因為那是最直

接可以看到利潤回收的地方，但投資 EAP 卻是相反的概念，「員工協助方案」是

從「預防」的角度切入。接著就來談談我所認識的 EAP 吧！ 

  「企業諮商？不就是在企業裡面做諮商嗎？」這是剛開始接觸 EAP 的諮商

師第一件想到的事，但此時我的心中出現了一個問題，既然都是做諮商，面對的

員工也算是一般民眾，那麼「企業諮商」不就和一般的「社區諮商」一樣嗎？只

是晤談的場域不同而已呀！我在楊明磊老師的「職場健康心理學工作坊」中找到

了答案，原來「企業諮商」與「社區諮商」最大的不同點在於，企業只關注「影

響員工工作表現的議題」，也就是說，對於公司的管理者而言，如果員工的個人

問題不會對工作有所影響，那麼公司就不會介入，而這就是屬於「社區諮商」的



範疇，此時諮商師要處理的則是一般民眾的問題；反之，今天員工的工作績效下

降、工作表現不佳，而管理者發現員工的異常，進而轉介給企業諮商師，同時諮

商師必須要運用有限的資源下穩定員工的工作狀態，此時則為「企業諮商」的範

疇。 

  以上提到的只是用「諮商」的視角來了解 EAP，但其實所謂的「員工協助方

案」包含的面向很廣，諮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整個 EAP 所涵蓋的層面除了

心理諮詢之外，還包括法律諮詢、理財諮詢、健康諮詢、管理諮詢、危機處理…

等等，所以對於從事 EAP 的人員而言，不僅要了解員工的心理狀態，更重要的

是要懂得「資源整合與分配」，畢竟每個員工都有不同的困擾，如何結合其他資

源來幫助員工解決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 

  對於企業而言，為什麼要投入 EAP 呢？在前面我有提到「預防」的概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員工對企業來說是相當重要的資產，就像機器廠房一樣，

如果不定期照顧保養，一旦出了問題，整個生產線都會受到影響，到時候的損失

常常是無法估計的，所以對公司來說，機器廠房都知道要保養了，那麼員工的狀

態又怎麼能夠忽略呢？假設員工發生了危機事件，牽動的是整個公司同仁的工作

氛圍，而像富士康的例子，受到影響的已經是企業形象了，如果當初富士康有設

置 EAP，或許在第一個跳樓的員工出現之後，就能夠妥善處理而不會接二連三地

發生這麼多悲劇。 

  EAP 的系統雖然是從美國而來，但其實台灣早在解嚴後的勞資衝突時期就開

始發展 EAP 的概念，只是到現在一直都沒有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的運作模式，還

記得日本的渡部卓先生有提到，美國的 EAP 並不適用於日本，我想是因為文化

差異太大的關係吧！所以我認為，台灣可以參考其他國家地區的做法，但還是要

發展出適合台灣本土企業文化的 EAP，同時針對台灣企業較會面臨到的問題做切

入處理，才能慢慢地將 EAP 的觀念導入企業，真正地照顧到台灣的公司與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