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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郁芬的人資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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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育、 用、 留 」 —— 人 資 的 價 值 在
於對人的敏銳度

提到人資的工作內容，天鈺科技管理處資深

處長潘郁芬表示：「在一間公司內，人資的工作

不外乎『選』、『育』、『用』、『留』四個部分，

但光是這幾個面向就需要花許多時間著墨。」

潘郁芬從「選」——選才說起，當公司產生

新的職缺後，人資需要判斷這個職務應該從公司

內部尋找，或是從公司外部招募新人比較好；接

著則是「育」——育才，不管員工先前是否有相

關工作經驗，如何讓員工快速進入狀況，開始投

入生產，是人資在「育才」時需要注重的部分。除

此之外，在數位轉型的浪潮中，公司外部環境及內

部使用的工具都不斷地進化，如何讓員工的素質及

能力隨著數位轉型浪潮並進，也是人資在「育才」

時需要思考的面向；至於「用」——用人的部分更

是包含了非常多不同的目的性，如何將員工分配到

不同部門或任務，讓團隊能夠因為成員的組合產生

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非常考驗人資對於員工的理

解，也是在用人層面需要特別注意的部分；最後，

潘郁芬提到「留」——留人其實是企業非常在意的

層面，因為公司內每位員工的離職都代表著公司的

損失，無論離職的員工對公司而言是對的人或是錯

的人，對於公司而言都是極大的消耗。除了直接的

損失，員工離職可能還會涉及到品牌形象、客戶形

象及工商形象等內部成本，對於公司來說都是需要

極力避免的問題。

潘郁芬認為，人資是公司不可或缺的職務，

在不同的公司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些大公司

會專門成立人力資源部門，小公司則是常由主管

或總經理執行人資相關的工作。總而言之，人資

的工作內容，如用人、留人或是送人離開等等都

需要經過許多考量，過程中也會涉及到公司的成

本及損失問題，品牌跟形象更是會受其影響。因

此，公司內部一定會有人負責人資的職務，人資

在公司內能提供的價值及影響也非常巨大。

雇主與員工之間的橋樑——人資必須取
得的平衡

人資在公司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雇

主與公司之間的橋樑，需要顧及到很多面向。潘

郁芬說，人資在雇主面前要扮演勞工的角色，在

勞工面前則要站在雇主的立場，雙方都有各自的

需求，乍看之下似乎是對立的關係，卻也是個共

同體，為了要達到共識，人資最重要的第一步是

要釐清雙方的目的為何、雙方想要的是什麼？先

了解這一點，後續大部分的狀況都能迎刃而解。

談到解決勞雇問題，潘郁芬強調「情緒」問

題是很關鍵的，當情緒沒有被解決時，談再多的

事情都會沒有結論，這時候人資的就得站在客觀

及理性的角度，既要幫助勞工表達訴求，也要同

時站在雇主立場做判斷。另外，專業的部分則是

要建立勞雇雙方各自對人資的信任感，讓他們去

相信人資真的可以幫助達成雙方共同目標及平衡

點。

人資的必備錦囊——拼湊故事的能力

身為人資，潘郁芬認為對於公司的大小事情

都應當要有一定的敏銳度與拼湊故事的能力，以

便覺察或預防各部門發生問題。話雖如此，僅僅

孤身一人是無法完成浩大的工作量。因此，人資

也擁有自己的團隊運作，以便去掌握部門內、部

門與部門間互動的情形。而拼湊故事的能力，即

是將各部門一角一角的故事拼湊為一個大面向的

議題，得以做出預防性的措施。

溝通橋樑在公司內的重要性——進入職
場的震撼彈

提到進入職場後令潘郁芬印象最深刻的事，

她表示在之前的公司中，公司希望能和一位患有

心理疾病的員工解除勞僱關係，但那位員工先前

才因發生跳樓事件而留職停薪，因此在和他談解

除勞僱關係時，全公司上下都十分緊張，害怕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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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現大家都不期待的後果。潘處長表示她當時為了處理這

個案子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課，也針對這位員工做了很多背

景調查，將其在公司所有資料都調出來看，也和其主管、同

事及家人了解這名員工平常的個性和就醫情形，最後公司準

備了所有預防措施，並在這名員工家人的配合下，成功地和

這名員工解除了勞僱關係。「對我來說，進入職場後遇到最

難處理的就是人命關天的事。」潘郁芬語重心長地表示。

進入人資產業，「相關背景」重要嗎？

潘郁芬大學時就讀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工程系，在大三大

四的實習後，潘郁芬意識到自己的興趣不在此，因此努力往

跨域的方向前進。後來潘郁芬幸運地進入到人資相關領域工

作，一開始先接觸許多人不願意嘗試的 C&B （薪資）部分，

不過因為潘郁芬之前就讀理工科系，對於數字觀念及邏輯關

係 較 為 敏 銳， 因 此 在 這 方 面 十 分 得 心 應

手。加上潘郁芬認為自己對人的敏感度很

高，因此在進入職場後，又到了中央大學

的人力資源研究所就讀，慢慢磨練自己的

專業能力。

從理科背景跨域到人資工作，潘郁芬

也分享，「人資」是一個需要兼具理性和

感性二者的職業。若是本身為管理相關科

系出身的同學，需要多加強自己在感性層

面的能力，如傾聽、溝通及表達能力，都

是需要加強的部分。因為在公司內部，有

很多事情不是單靠「道理」就能解決的，

需要透過有效的溝通，及對人的敏感度才

能妥善處理；而同樣的，若是心理相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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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出身的同學，則需要多充實自己在企業管理相

關的知識，因為公司想要的可能不是幫助每位職

員進行心理諮商，而是能透過感性及理性兩者融

合的能力，擔任公司及職員之間的橋樑；至於非

相關科系出身的同學，潘郁芬認為只要有足夠的

熱情，也是可以進入人資產業闖蕩的。不過進入

公司後需要付出的努力也需比旁人多上許多，因

為同時要加強自己在感性及理性層面的能力。不

過，潘郁芬對此也感性表示，若是先有相關經驗

再進入職場當然較容易達到滿分的狀態，但人生

若是每件事情都要達到滿分才能嘗試，需要花費

太多的時間了。因此，潘郁芬鼓勵有志向的同學

們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標。

進入職場前的準備——大學生需要具備
的能力

潘郁芬認為當今的新鮮人於這個世代下，應

當要培養挫折的忍耐力。從校園跨入到職場，許

多新鮮人的身分一時之間轉換不及，在面對上

司的提點或指正下消化不良而產生排斥作用。

因此，潘郁芬建議每位新鮮人在踏入職場前，

應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態，了解自己進入職場是

為了企業而做出貢獻得以取得工資，非如同以

往繳學費到課堂上課，並認知到職場不再如同

校園般有一而再再而三犯錯的機會。在這樣的

基礎之下，建立好自己的忍耐力，學會將提點

與指正，化為助力修正、提升能力。

除 此 之 外， 潘 郁 芬 認 為 簡 報 能 力 也 是 相

當重要的一環。簡報是一種在大眾面前單方闡

述自我想法的方法，也可以比喻成一場表演，

因此要使台下的每一位聽眾都能夠理解想闡

述的內容。當中涵蓋的技巧像是：台風穩健、

說話語速、語調、停頓點⋯⋯等等，這些技巧

都是有目的性地將簡報化為一場盛大的表演，

最終得以成功傳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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