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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詭譎多變的產業環境、適者生存的激烈競爭，企業不斷處在變革中。高壓力

的生活，是所有勞動工作者都在面對的職場現況，正因為環境在變而員工的心理

狀態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因壓力而間接觸發的各種身、心疾病如失眠、焦慮、

憂慮等影響個人的工作及生活層出不窮。工作─家庭平衡是我們常在學術上探討

的議題，它也是職場員工所需要的，因為我們發現許多員工的困擾都來自於家庭

(婚姻、子女等)，而他們的這些心理壓力問題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更會影響到工

作生產力表現甚至感染整體的工作氣氛。近來企業開始透過員工協助的方式協助

員工因應各種壓力問題，增進員工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企業員工的心理健

康，期望能夠達到快樂勞動、企業成功的雙贏。而員工協助方案究竟是什麼、為

什麼企業需要它、根基的理論技術、運作的型態以及實際實施流程在這一學期的

課程中由三大名師、及新竹生命線、桃園捷運、中科管理局及漢翔航空的個案分

享，讓我對 EAP 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身為人管專業的我們，一直深諳人是組織的重要資產，但企業中的人管問題

已經越趨複雜，來自全球化的競爭，派外、外包、購併是組織營運的常態；經濟

的不景氣，組織精減再造是生存的策略，如何在制度底下做的更為人性化、多一

些關懷，讓員工在面對組織變革時能適應的更好，增加企業與員工的情感連結，

幫助員工建立對企業的認同感使其有更穩健的職涯發展是我們希望能做的。員工

協助方案給了我很好的思考方向，無論是內置型、外置型或聯合型的模式，都是

利用 EAP 的平台使各種問題發生時，讓員工立即找到協助的資源，渡過難關；而

它也是一個貫徹企業關心員工、留才、創造和諧組織氣氛的工具；最後，它可以

是營造安全健康職場的長期實行策略，做好最早期的預防工作。站在人力資源管

理的角度思考，透過與 EAP 的結合，在員工的照顧上可以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但實行時應同時考慮組織的企業文化、員工特質結構組成以及主管的敏感度訓練

才能夠推行順利，因為每個組織都有其獨特的策略與員工之需求，這需要被客製

化，因組織而異，並不是每個組織都一定要推行完整的 package，而是要經由事

前完整的調查、訪談、分析，了解組織問題之存在，才設計出我們所需要的方案。

漢翔的經驗讓我了解到實施所有的方案其背景都跟隨著組織結構及其所面對的

問題，像是他們的重大傷病支持團體及各種健康管理方案實施如此健全的背景是

由於組織年齡結構的老化，每個組織都會有其所面臨的問題。除此之外，推行導

入 EAP 時，人資必須妥善運用各種媒體的力量，以達到內部行銷的效果，讓員工

懂得去找資源與協助。 

  EAP 與純粹的個人諮商存在著同與異，因為 EAP 是有條件的去幫助員工，它

不只關注員工個人的成長，同時兼負的組織的績效目標，它要創造的是員工與組

織間的雙贏，並不純然是當事人中心，它也不僅僅只是心理諮商。EAP 像是一座

橋，同時連結組織的目標與員工的需求；它能建立危機的處理機制，也能讓員工

懂得運用自己的資源。我覺得要當一個 EAP 的從業工作者，除了資源的整合力，

自身一定要具備足夠的助人技巧，才能快速的澄清問題，傾聽、同理他人的感受

這是無論在個人諮商或是企業管理都應該學會的能力。我一直很喜歡心理諮商的

溫暖，透過對話建立一段特殊的關係，能夠了解當事人表面卡住的堅持與頑固，

更往深處去挖掘，陪他走一段路，提供他資源或是讓他看到自己所擁有的資源，

以到達他原本想要到達的地方；我也喜歡企業管理以組織綜觀面去剖析的思維，

透過策略行動縝密擘畫，以達成組織整體目標：但我更喜歡兼顧兩者的 EAP，因

為在結果導向的組織之中，固然重視人力資本，但企業重視的是如何弭平職能落

差如何增進員工的能力，對於人的溫暖是較為缺乏的，EAP 能有效強化員工的心

理韌性，讓人們在漫長達 20~30 年的職涯中，感受到自己不是孤軍奮戰。 

  勞委會於 100 年開始獎勵「員工協助方案」優良事業單位，足以顯示健康職

場、尊嚴勞動的概念已慢慢深化在企業，必然是未來的顯學，國外早已實行多年



的員工協助方案，在國內正在萌芽發展是值得我們深耕的領域，期許未來的自己

能夠成為公司 EAP 的重要推手，協助企業建立員工協助服務系統，為員工打造幸

福的工作環境，身、心、靈都受到最完整的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