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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改變最好是被記錄下來的…

▪ 老闆：你有依照我的要
求修改嗎？

▪ 員工：那要看狀況！

▪ 員工：你還記得要求我
修改甚麼嗎？

▪ 老闆：不記得了。

▪ 員工：是的，我改好了。



定義與內涵



定義一：計畫，政府運作的藍圖

▪計畫的特性
▪一個經過釐清的組織目標
▪一套經過設計的達標策略
▪一個細部規劃連接目標、策略與行動

▪計畫的本質

▪理性算計 公開宣示 行動導引 資源投注 績效評估



定義二：改變(變革)，政府運作的現實

▪沒有改變，進步不
可能發生，但是那
些無法改變想法的
人根本無法改變任
何事。

▪ Progress is impossible without change, 
and those who cannot change their 
minds cannot change anything. 

- George Bernard Shaw



定義三：「計畫改變」，政府運作基本功

▪ 任何對於組織現狀經過事先思考與初繪的調整，

可以讓組織進入一個比現狀更好的程度之上，謂

之計畫改變。

▪ Any kind of modification which is thought and 

sketched in advance and differentl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esent position of organization into 

better one is called planned change.



定義四：計畫改變的五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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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檔案管理專家 Thomas D. 
Norris 認為健全的檔案管理計畫，
應具備以下七項重點：

(一)需要評估與設定優先發展課題。
(二)設定計畫目標與投入資源。
(三)確保計畫依預定步驟執行。
(四)明確的分工與課責。
(五)對外能清楚闡明計畫主軸。
(六)投入計畫必要的預算。
(七)安排時程，定期進行事中評估
與最終成果評估。



目標錯置？：金檔獎 vs. 檔案管理建制



執行管理



檔案管理計畫作業的流程與內容

▪ 前期作業：環境分析與需求評估 –現況盤點

▪ 找出「落差」(gap)

▪ 自我資源評估 –預算、人力、才能(competence)、領導

▪ 時程評估，現有資源下，需要多長時間完成既定目標

▪ 核心作業：目標設定

▪ 短程、中程、長程目標

▪ 一階作業：中程計畫 (三~五年)

▪ 最好與現有組織中程計畫結合，也可獨立訂定

▪ 組織的設計 (前期作業之前?)

▪ 程序正當性：幕僚提案，部務會議通過，首長簽准，上呈報備

▪ 二階作業：年度計畫



檔案管理計畫執行的組織設計
▪ 台北市政府古亭地政事務所組織圖

▪ 所本部包含主任、秘書、研考課員共3人。

▪ 本所各單位職掌（預算員額數）如下：

▪ 一、登記課 ( 23 人 )：土地及建物改良之登記審核等事項。

二、測量課 ( 23 人 )：土地複丈、建築改良物測量、圖籍資料

管理及謄本核發等事項。

三、地籍資料課 ( 32 人 )：地籍資料登錄校對、書狀管理、謄

本核發及地籍倉庫管理等事項。

四、資訊課 ( 4 人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規劃與管理、資

訊安全管理及地政資訊業務等事項。

五、行政課 ( 16人 )：地政規費業務、地政業務諮詢、地政志

工管理、文書、檔案、出納、總務、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

單位事項。

六、主計機構 ( 2 人 )：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七、人事機構 ( 3 人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組織設計應該考量的七項問題：

一、結構設計：內部業務 vs. 臨時編組 (組織大小)

二、主領業務：研考 vs. 秘書 vs. 行政課 (規劃執行)

三、本業責任：地籍資料課 vs. 行政課 (分工)

四、指揮命令：上對下 vs. 平行合作 (領導涉入)

五、專業資源：諮詢會議 vs. 專業幕僚 (是否有人)

六、教育訓練：主領 vs. 人事 (訓練專業與業務量)

七、考核評估：檔案專業 vs. 研考專業 (指揮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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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計畫內容：中程與年度計畫

中程計畫 年度計畫
標題 OO機關(構)檔案管理中程計畫 (20XX~20XX年) 20XX年OO機關(構)檔案管理年度計畫

依據 檔案管理法、檔案管理局作業規範等… OO機關(構)檔案管理中程計畫 (20XX~20XX年)

時程 三~五年 一年期

要義：目標
中程(跨年)目標，《舉例》：建構本機關(構)符合
檔管局庫房標準的檔案庫房

當年度目標，《舉例》：該年度完成庫房硬體建
設

內容
組織分工、人力配置、業務分類(教育訓練)、跨
年計畫與進度、KPI指標、經費預算額度、考核
時程、內容與獎懲…

計畫進度、經費預算額度、考核時程與獎懲執行
細節…

其他 公布實施日期、修改的正當程序… 公布實施日期、修改的正當程序、作業規範…



計畫管理(1/6)：抗拒(resistance)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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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理(2/6)：圖象化的重要性



計畫管理(3/6)：中程與年度計畫的連接
▪ “甘特圖規劃法”

分年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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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管理(4/6)：以檔管教育訓練為例

中長程計畫指標 年度執行成效表 分級執行成效表



計畫管理(5/6)：標竿學習的選擇



計畫管理(6/6)：文物保存的亮點與創新



倫理問題



倫理思考：「書面 vs. 實際」落差

▪計畫改變的大敵：造假。

▪有書面資料展現改變的
績效是好的；但是「作」
資料卻沒有實際產生果
效卻是最不好的！

▪《舉例》：到底有沒有
開會？有會議記錄但是
卻沒有真正舉行。



倫理思考：成果的分享的不公平

▪變革績效的分享原則：公平！

▪破壞組織和諧最好的方法就
是「勞役不均，賞罰不明」，
這個管理的問題領導要負最
大的責任。

▪《舉例》「能者多勞」是否
能夠安撫努力的員工？公務
機關的「先付薪水」的最大
問題：「裝笨偷懶」
(shirking)。



倫理思考：分工但不合作？

▪組織變革最需要內部成員：合作

▪變革是有方向感的集體活動，組織
內部利害關係人可能會產生「利益
衝突」(interest conflict)的狀況，重
要的是找出彼此利益可以「共好」
的方案，讓合作能量增加。

▪《舉例》檔案管理的教育訓練，可
否請人事單位來主辦？如果人事單
位以一條鞭業務繁忙為由拒絕，要
如何說服加入？



倫理思考之四：「霍桑」(Hawthorne)效應

▪變革績效管理中最大的錯誤
心態：給人看見的才是績效

▪ 1930s年在美國工廠所作的工
作分析研究，發現員工會依
照環境要求「表演」大家期
待的方向，但是光線離開就
不會努力工作了。

▪《舉例》「得獎之後」的研
究，從行政院服務品質獎的
得獎者中作之前-之後的FB績
效研究‧



倫理思考之五：「目標錯置」(Goal Displacement)

▪評獎式的管理工具，
會不會有「應付」與
「表演」的問題？

▪行政院服務品質獎的
經驗分享，的確有，
還有沒有參加的單位
比參獎後的單位績效
還要好的問題！



“考前”複習



金檔獎檔管計畫部分評核的七重點

▪ 一、組織計畫結構的合理性：小單位有十二個年度計畫！

▪ 二、中程與年度計畫之間連接性：年度訓練計畫與中程計畫有何關係？

▪ 三、組織(與工作量)配置的適切性：檔管規劃與考核的分工如何設計？

▪ 四、各類考核資訊處理的整合性：誰在整合？流程有沒有整合？

▪ 五、執行改善機制的持續性：機制的流程是如何設計？如何討論與決策？

▪ 六、計畫評估行政(周期)流程的完整性：誰？甚麼時候？以及如何評估？

▪ 七、業務與計畫和考核的共變性：教育訓練是怎麼規劃和怎麼考核的？



結論



結語(I)：檔案管理的優質變革



檔案管理政策專業 (expertise)

＋

變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
能夠找出組織檔案管理的落差，從目標設定等
五個步驟，定下執行與評估計劃進行檔管品質提
升方案，並且理解且銷除倫理問題，產生變革。

∥

檔案的良善制理 (good governance)

結語(II)：追求檔案管理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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