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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與需要性。

 明瞭職場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

 知曉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知道目前工作職場常見的問題。

 對員工協助方案的認識。

 明白臺灣職場社會工作的未來展望。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工作壓力、職場傷害、個人健康、家庭婚姻、經濟
負荷及職涯發展等問題，都有可能在職場打拼時發
生，而這些職場問題正是助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必
須關懷和投入協助的領域。



第一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與需要性

壹、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

最普遍的定義是：「雇主或工會為其員工或即將
進入職場的勞工所提供的各項政策與服務」。

主要目標在於透過服務的提供，並處理情緒問題
、社會關係衝突及其他個人問題等。

壹、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



第一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與需要性

貳、職場社會工作的需要性

為了讓員工有高績效的工作表現，必須針對影響
績效的狀況或障礙加以適當處理。

一.基本前提

1.個人問題與工作表現的連動性。

2.工作問題與職場組織利益的影響性。

貳、職場社會工作的需要性



第一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與需要性

3.專業介入與職場環境改善的相關性。

4.社會工作者與組織管理者的協合性。

5.員工私密與職場組織干預的互斥性。

6.員工工作績效與組織生產效益提升的一體性。

貳、職場社會工作的需要性



第一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與需要性

二.對員工的功能

1.經濟性功能。

2.教育性功能。

3.心理性功能。

4.社會性功能。

貳、職場社會工作的需要性



第一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定義與需要性

三.對職場組織的價值

1.職場組織收益。

2.人力資本價值。

3.健康成本。

貳、職場社會工作的需要性



第二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

 第一次出現「社會工作」一詞是在1892~1893年間，
，意指為勞工提供住宅、飲食、健康照護和其他能
使生活更舒適的相關事宜。

 社會工作是屬於補充性的職場工作，是由企業服務
與社會工作充分整合。



第二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

壹、實務發展面

一.福利秘書

致力於「福利運動」之推展，提供餐廳、員工宿
舍等，並且聘任「福利秘書」推行這些福利方案
，以解決當時的勞工問題。

壹、實務發展面



第二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

二.員工個人問題取向的服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係以「工
業諮商」為名，提供員工健康、經濟等服務。

三.問題員工多重服務方案

基於員工的本質─「人」的考量觀點，因而從「
工業酗酒戒酒方案」擴大為「員工協助方案」，
以提供多重的方案協助解決多樣的員工問題。

壹、實務發展面



第二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

四.全體員工服務方案

在問題員工多重服務方案模式後接著進展到注意
事前預防，以改善和保持員工健康為目標。

五.因應組織變遷的員工協助方案

以整體組織的更新配合員工的發展，社會工作者
經常與管理者合作討論組織的問題。

壹、實務發展面



第二節 職場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

貳、教育發展面

美國學校的社會工作系所工業和職場相關活動的
發展開始於1964年一項改革計畫，此計畫由哥倫
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及喜兒門健康中心共同負
責。

貳、教育發展面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壹、臺灣工業化發展與產業結構之轉變

1950年代係屬農業的經濟社會，1960年代由農業
蛻變為工業經濟社會，1970年代持續工業經濟社
會，但於1980年代後期轉型為服務業經濟社會，
從此臺灣進入工商服務的經濟型態。

壹、臺灣工業化發展與產業結構之轉變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
臨的問題

短時間的工業化發展，雖然使得臺灣地區國民生
活水準提高，但亦帶來若干的現象，例如：農村
人口流向都市、以及形成許多新的勞工問題。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一.1960年代農工經濟轉型前的農業發
展勞工問題（紡織業全盛期）

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加速發展，衍生出一些具
體的勞工問題，諸如所得分配問題、勞工合法權
益問題及農、漁民和退伍軍人等福利問題。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二.1970年代經濟轉型後的工商業發展
勞工問題（重工業全盛期）

70年代初期政府開始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的
發展，技術人力的需求增加以因應產業結構的轉
變，成為企業用人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三.1980年代行業結構改變勞工自主意
識高漲勞工問題（電子業全盛期）

這一時期的勞工大多是與農村隔離的第二代勞工
，以及因與農業關係愈加淡薄和工商社會的強烈
競爭，造成工作的不安定性，就業遷移率提高。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四.1990年代以後經濟全球化、自由化
與民主化的勞工問題

政府因應政策主要有二：(1)1993年提出「振興
經濟方案」；(2)1996年修正《勞動基準法》，
擴大適用範圍及實施變形工時，因而形塑勞資關
係的新發展。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五.2000年代以後民進黨執政時所謂的
知識經濟新世紀

主張應修正把臺灣建成為「綠色矽島」與全球高
科技製造及服務中心，避免臺灣經濟的「大陸化
」，從而增強與歐美高科技國家的經濟聯繫。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臺灣工業化歷程與勞工面臨的問題

六.2010年代國民黨執政的「後ECFA時
代經濟發展戰略」

(1)不開放大陸勞工也不增加農產品來臺項目

(2)照顧弱勢產業、勞工以及農民

(3)貨品與服務業的關稅減讓與市場開放，簽署
知識產權協議

(4)對等互惠，沒有傷害臺灣的尊嚴。

貳、臺灣勞工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壹、職場工作面問題

員工心理狀態不佳，便會失去工作熱情、工作情
緒低落，進而工作效率、工作滿意度、客戶服務
品質亦隨之降低。

壹、職場工作面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一.工作壓力

1.生理症狀：當人感到壓力過大時，最容易感受
到的就是生理上的症狀。

2.心理症狀：壓力感和不滿意感都會隨之而來，
進而對工作喪失興趣。

3.行為症狀：包含工作效率滑落、失眠等。

壹、職場工作面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二.職場人際關係問題

若工作職場中主管與員工間或員工之間的關係發
生變化、引發衝突時，造成彼此之間的對立。

三.工作－生活兼顧的問題

工作－生活關係是影響員工職涯發展與個人生活
幸福的重要因素。

壹、職場工作面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四.組織變革人力精簡的問題

當職場組織因合併、經營困難等因素需要大規模
裁員時，必然出現普遍性心理問題。

五.員工財務安全與健康的問題

職場員工在財務方面的壓力很大也很普遍。又因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影響，使職場員
工在財務方面更為焦慮和不安。

壹、職場工作面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貳、情緒／心理問題

一.焦慮

一種缺乏明顯客觀原因的內心不安或無根據的恐
懼，表現為持續性精神緊張或發作性驚恐狀態，
常伴有自主神經功能障礙。

貳、情緒／心理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二.憂鬱

輕症者外表如常，內心有痛苦體驗；重症患者會
出現悲觀厭世、體重銳減等。

三.恐懼症

某種物體或環境一種不理性、不適當的恐懼感。

貳、情緒／心理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參、情感、婚姻與家庭的問題

一.感情問題

擇偶困難仍是當今很多人面臨的主要問題；生活
壓力使許多年輕人對婚姻缺少安全感。

二.婚姻問題

往往是嫉妒、家務、孩子、金錢、社交、電視、
作息習慣、外遇、渡假及性生活等。

參、情感、婚姻與家庭的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三.家庭問題

家庭中各種關係的複雜度不同，家庭衝突愈多，
對員工的心理健康和情緒穩定影響愈大。

四.親子教育問題

很多父母由於工作關係，疏於對孩子的早期教育
，導致孩子在智力、性格上出現缺陷。

參、情感、婚姻與家庭的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肆、職涯發展問題

一.離職

員工離職前的心理狀態有一些共同特點，包括：

1.缺乏安全感。

2.缺乏公平感。

3.缺乏信任感。

4.強烈的挫折感。

肆、職涯發展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二.升遷

工作環境的改變，員工必須在工作心態和方法上
有所調整，而調整的結果如果與預期產生偏差，
就容易引發一連串問題。

肆、職涯發展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三.外派

1.預期效益不確定的風險。

2.環境壓力。

3.職涯發展不連貫的風險。

4.對職場組織產生不良印象甚至誤解。

5.困擾外派員工的家庭難題。

肆、職涯發展問題



第四節 工作職場中常見的問題

伍、網路成癮與自殺問題

一.網路成癮問題

網路上的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內容也容易造成人
格異化，都是用人單位所不願看到的。

二.自殺問題

職場組織員工的自殺不僅帶給家人和朋友無比的
傷痛，甚至會在整個組織內掀起風波。

伍、網路成癮與自殺問題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EAPs係為了改善／維持生產力和職場健康，以及為
工作職場提出特別業務需要，同時運用人類行為和
心理衛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而設計。

壹、基本概念

一.EAPs具有獨特的雙重使命和目標

對員工的責任

幫助員工及其家屬處理和解決個人問題，尤其
是可能影響到工作績效、健康和安全的問題。

壹、基本概念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對職場組織的責任

是協助組織提高生產力，促進職場健康運轉，
滿足組織特定的業務需求。

二.服務內容

從勞工心理輔導和休閒娛樂活動，延伸到工作壓
力的紓解、組織變革離職員工轉職服務和留任員
工勞資信任服務等問題的服務方案。

壹、基本概念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三.核心技術

EAPs是為了改善／維持生產力和職場健康，以及
為職場組織提出特別業務需要。

四.服務輸送／運作模式

1.內部服務輸送模式。

2.外部服務輸送模式。

3.整合服務輸送模式。

壹、基本概念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五.專業倫理原則

服務

EAPs專業人員定期為一些利益衝突和目的不同
之案主提供諮詢。

受惠

為了使他們服務的個人及組織能得到最佳的利
益，也保護任何與他們互動者的福利與權益。

壹、基本概念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忠誠

職場中利益關係人維持互信的關係，這種信任
關係存在於他們所輔導或諮詢的個人。

誠實正直

目的是為他們所服務之個人和組織的最佳利益
，且不可以用偷竊、欺騙或呈現不實資訊等行
為傷害個人或組織。

壹、基本概念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尊重案主的權利

重視所有人的尊嚴及個人隱私保密的權利，也
重視提供服務的職場組織之相對需求、指令及
權利。

專業能力

致力達成並維持熟練的專業實務與專業功能的
發揮，且基於自己的教育、訓練、執照或專業
訓練提供服務。

壹、基本概念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貳、專業方法

(1)在職場組織內部建立一個服務系統。

(2)專業工作者以EAPs的實施步驟、專業技術協助
員工發現問題或解決問題。

(3)運用社會工作研究法、方案規劃與評估方法。

貳、專業方法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一.導入程序

1.確認導入的負責部門。

2.成立推動導入組織。

3.EAPs方案需求調查與分析。

4.設立目標及編列預算。

5.設置EAPs專業人員。

6.指定專業服務機構。

貳、專業方法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7.建立EAPs系統。

8.發展EAPs系統。

9.試行方案。

10.全面導入。

貳、專業方法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二.介入過程

1.行為觀察。

2.行為記錄。

3.問題確認與評估。

4.面質。

5.個案看顧。

貳、專業方法



第五節 員工協助方案取徑的職場社會工作

6.推介。

7.轉介。

8.追蹤服務。

9.事後照顧。

10.管理諮詢。

貳、專業方法



第六節 臺灣職場社會工作的現狀與未來展望

壹、從事職場社會工作（勞工輔導工作
）的組織機構

一.民間機構

主要係指教會團體、救國團和EAP專業機構。

在教會團體方面，最早從事勞工輔導工作的是天
主教會於1958年所成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

壹、從事職場社會工作（勞工輔導工作）的組織機構



第六節 臺灣職場社會工作的現狀與未來展望

二.企業組織

(1)心理諮商／諮詢服
務

(2)健康醫療服務

(3)法律服務

(4)理財理債稅務服務

壹、從事職場社會工作（勞工輔導工作）的組織機構

(5)管理諮詢服務

(6)危機管理／處理服
務

(7)職場壓力管理服務

(8)其他服務。



第六節 臺灣職場社會工作的現狀與未來展望

三.政府機關

因縣內工商發達，勞工問題日趨明顯之特殊需要
「加強勞工福利重點措施」，抽調6位社工員組
成勞工輔導組，開創縣市政府社工員勞工輔導員
業務。

壹、從事職場社會工作（勞工輔導工作）的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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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職場社會工作在臺灣的發展歷程

臺灣的職場社會工作無論在實務或教育上，雖然
努力與付出很多，但終因「供需不平衡」，包含
事業單位認知不夠；政府機構雖強力推銷，結果
成效不彰；學校教育亦因而停滯不前。

貳、職場社會工作在臺灣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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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望臺灣未來的職場社會工作

如何運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實施於工業體系或
企業組織中，以及充實的職業生涯成就，乃是當
今職場社會工作領域極迫切重視之課題。

一.制定法源

當政府欲推動任何政策時，就事業單位而言，都
必須依法有據，方能實施之。

參、展望臺灣未來的職場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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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職場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1)具社會工作師執業資格者

(2)大專院校修習社會工作、法律等相關科系，
經EAPs專業訓練合格並取得EAPA認證資格

(3)具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五年以上。

參、展望臺灣未來的職場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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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職場社會工作／EAPs的研究

1.職場社會工作／EAPs的實施與員工個人之關係。

2.職場社會工作／EAPs的實施對管理層面之影響。

3.職場社會工作／EAPs如何在組織內推展實施。

4.職場社會工作／EAPs專業服務方法。

5.職場社會工作／EAPs之倫理問題。

參、展望臺灣未來的職場社會工作



結論

 臺灣的職場文化中，一直以較重視物質報酬為主，
而忽視勞動者的工作與生活品質，因此，如何建構
本土化的職場社會工作模式與服務內容，以及培養
專業人力都需要更多方的思考、努力與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