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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4 年員工協助方案「並肩行  築溫暖」實施計畫 

                                                 114 年 2 月 20 日高市府人企字第 11430175600 號書函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二、 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三、 113 年度本府員工協助方案(以下簡稱 EAP)檢討會議決議及 114 年檢

視作業事項。 

貳、 目的 

發現並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的個人問題(包括健康、婚姻、家

庭、財務、法律、情緒等)及協助組織處理可能影響生產力的相關議題，

進而提高團隊凝聚力及整體發展競爭力。 

參、 任務目標 

一、 依據不同性別、族群及分眾需求，發展多元關懷措施，提升性別平

等意識，並打造健康、醫療與照顧多面向的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二、 協助員工運用身心健康測驗工具，強化健康自主管理能力，並引導

建立健康互助的生活理念。透過提升自我覺察、培養同理心及鼓勵

主動關懷，營造具組織支持氛圍的合理友善職場。 

三、 推動團隊合作，建構人人皆為關照員（關懷同仁、照應需求）的網

絡連結理念，鼓勵關心同仁、回應需求，並共同傳播職場正向能

量。 

肆、 服務對象：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全體員工。 

伍、 辦理時程：114 年 1月 1 日至 114 年 12月 31日止。 

陸、 工作項目 

一、 瞭解需求 

(一)運作方式：透過員工需求調查、滿意度調查、常見員工問題、研習

(活動)回饋、交流意見信箱等資訊，結合關懷機制及心理專業機

構合作廠商年度報告，並於推動前後瞭解並結合管理方意見，以

及針對業務性質特殊族群及高關懷對象於組織整體凝聚互動表現

及工作績效等綜合分析需求，以作為推動方案重要參據。 

(二)預期效應：符合需求與管理效能，提供在地、適性及客製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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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運作經營方案 

(一)員工協助方案工作圈 

1、 運作方式：為提供符合員工及組織需求之 EAP，透過工作圈集思

廣益、盤點及整合機關相關內外部資源，規劃多元 EAP 服務或

宣導方式，並隨時檢視及檢討推動效益，據以精進。 

2、 預期效益：以工作圈結合本府關懷機制之方式，共同規劃並推

展本府員工協助方案。 

(二)本府內部關懷工作團隊 

1、 人員組成: 

各機關籌組內部關懷工作團隊，結合推動單位及機關各單位具

主動、溫暖關懷特質之主管或非主管人員組成，且設有團隊召

集人及關照員(關心同仁、照應需求)(如圖一)： 

(1)團隊召集人由高階主管擔任。 

(2)推選至少 1 名關照員負責將本府現有關懷知能、技巧、EAP

相關資源提供機關學校同仁或內部關懷工作團隊宣導及運

用。 

2、 運作方式： 

(1) 藉由關懷團隊合作平台，辦理教育訓練、提供資源及進行團

隊間實務案例分享等交流聯繫活動。另為提升關照員對於

EAP 資源之熟悉度，建立 EAP 合作平台，透過網路社群向關

照員廣泛傳遞各項資源。 

(2) 提供 EAP 支援手冊、關懷職場實務攻略手冊、教育訓練(實

體及數位)、實務案例探討工作坊等培力措施，精進敏感

度、陪伴與轉介等助人技巧。 

(3) 共同研商機關內部 EAP 支持方案並運用團隊瞭解員工需求、

組織及管理面潛在問題、主動發掘問題，以提供關懷服務，

必要時得組成跨機關關懷工作團隊共同交流研討。 

3、 預期效益：擔任機關內部溝通橋樑、預防職場霸凌及建構性別

友善職場環境，初步排解同仁負面情緒，並針對機關職場實際

需求，提供 EAP資源及陪伴、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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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三)各機關運作策略(如表一) 

表一 

策略/步驟 規劃方式 

1.團隊行動 

各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應組成內部關懷工作團隊，

由機關內主管及同仁共同研討構思 EAP 措施，以符合機

關組織文化及員工所需。 

2. 團隊合作 
各機關可相互合作，共同組織跨機關工作團隊，以具備

相同需求或特性之機關一起提供 EAP服務措施。 

3. 需求評估 

以問卷調查或評估性別、年齡、工作性質及常見員工問

題等參數比較其趨勢，統計分析後針對同仁多數需求再

深入訪談，取得第一線成員回饋意見並找出特殊族群及

潛在需求，融入機關首長及單位主管意見，俾利執行內

容符合組織與個人需求。 

4. 方案訂定 

各機關除依據本計畫服務內容所提供一般性服務，應依

據需求調查後結果或組織危機突發事件提具客製化服

務，擬定員工協助方案服務計畫。 

5. 宣傳推廣 

應分為普遍宣傳及重點性宣傳，普遍宣傳分為基層同仁

與分眾之不同宣傳內容與方式，前者應著重於提供員工

協助資訊、轉介方案與組織適應宣導內容；後者為因應

個別化，提出專屬宣導。重點性宣傳則應依據調查所歸

納的特殊族群訂定宣導方案，屬更深入的宣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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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步驟 規劃方式 

6. 成就支持 
內部關懷工作團隊應積極尋求機關首長支持，提供執行

策略與成果予首長，俾融入首長意見以提升後續成效。 

7. 檢討回饋 

內部關懷工作團隊應不定期或固定每季討論執行成果，

檢討各種回饋建議，即時修正或提供創新方案。針對特

殊族群，應個別訪談追蹤滿意程度，尤其滿意度低者應

加強瞭解，以落實員工協助方案服務宗旨。 

三、 全面傳輸導入方案 

(一)全員知悉 

本府全體人事夥伴投入宣導，透過安心小卡、電子書、EAP 短片、

電子郵件、海報、刊物、跑馬燈、 

EAP 宣導品等多元媒介，或運用主管會報、新進人員座談會等集會

演講或社團、機關辦理活動場合，宣導員工協助方案及本市各種

協助管道資源。 

(二)促進全員參與 

1、辦理宣導及活動導入，務必關注機關每位員工處境、訊息接收

度、服務措施參與力，運用各類管道及技巧，促進全員均享有

知悉及參與權利，並得透過各類文康活動(如點心製作、手工

皂 DIY、園藝製作、繪畫、芳香精油紓壓等)中融入心理健康與

EAP 課程，提升同仁參與度。 

2、應建立 EAP 具溫暖、支持、可信賴等形象，以提升同仁使用

EAP 服務之意願。 

(三)機關首長與主管人員支持認同 

運用多元推廣方式爭取機關首長及單位主管支持，結合首長理念

及融合組織文化訂定相關 EAP 措施，帶領團隊共同推廣 EAP 健康

促進活動。 

(四)分眾性導入 

1、 新進人員（包含初任及調任新職務等）：瞭解新進人員面臨之

各項挑戰及需求(如從學校轉換到工作或新的工作類型、原有社

會支援網絡喪失或改變、職涯成長壓力)，提供相應資源與關懷

行動： 

(1) 實施就地生活化職場關懷措施，並輔以資深職場導師、內部

師資等培訓模式及數位宣導媒材，協助快速融入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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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新進人員服務機關組織文化特性及習慣，使新進人員較

快掌握處事眉角，適應內部狀態、減輕職場壓力。 

(3) 另建立多元表達需求管道(如線上諮詢)，提供新進人員發聲

機會，以利發展適切關懷措施。 

(4) 展現支持員工身心健康之機關組織文化，例如針對新進人員

辦理自我身心照顧訓練課程、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鼓勵員工

依需求休假，或親身體驗心理健康支持資源等。 

2、 即將退休人員:主動關心退休後生活規劃與情緒，針對中高齡族

群辦理職務健檢並安排健康檢查，提供健康維護措施；另對於

即將退休人員辦理關懷講座，如退休生涯規劃、退休理財、身

體保健、長期照顧服務資源運用等相關課程，推動公務同仁落

實自主性健康管理。 

3、 生涯轉變人員(婚、喪、生育等):依性別、生理及家庭結構改

變，於協助差假或補助申請的同時，提供適合之服務資源，如

關懷輔導、環境空間、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訊息宣導等。規劃

親子教養、婚姻情感經營及家庭照顧者關懷措施，並提供親職

溝通、工作與照顧分配、孕期保養、時間管理及紓壓等措施。 

4、 多元性別：針對多元性別族群提供相關之心理支持資源，並建

立符合性別認同之環境空間(如廁所、更衣室、休息室等)，另

可透過訓練課程及宣導等方式構築員工性別意識。 

5、 身心障礙人員：透過關懷工作團隊導入 EAP 資源，主動視需求

進行工作環境改善、職務再設計方案，並提供適當輔具，協助

並減少工作適應問題，提升基礎概念以正確認識自身需求及價

值，另建立同仁對於身心障礙人員正確認知，有助於身心障礙

人員適當表達需求。 

6、 主管人員：提供敏感度、同理心、衝突管理、團隊領導、危機

應變等教育訓練，強化主管組織角色定位認知及應發揮的功

能，進而促進覺察及瞭解同仁差異化需求(如主管與非主管、不

同性別、身心障礙同仁等)，並適當回應同仁、適時協助激發同

仁潛能。 

7、 職場上不法侵害當事人(職場霸凌、性騷擾等)： 

(1) 關懷工作團隊運用多元方式宣導合理友善職場觀念、職場上

不法侵害相關規範、申訴管道、各項心理支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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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主管、各類型同仁、承辦人員辦理職場上不法侵害規

範、預防措施、案件處理流程、實務案例及當事人責任等訓

練課程，另提供同理心訓練、溝通技巧、自我保護的心理建

設技巧、創傷後身心調適方式及承辦案件同仁壓力管理等職

場關懷課程。 

(3) 遇有申訴案件時，應儘速掌握並尋求外部專家學者協助，以

正確措施進行危機處理，保障當事人權益，且積極提供當事

人相關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等必要資源及

服務，另依當事人及機關需求，適時提供團體諮詢(商)服

務，或導入外部專業資源進行員工工作輔導晤談。 

(4) 申訴案件處理後，積極瞭解當事人需求，提供 EAP 相關資源

及服務，並持續追蹤、關懷該等人員工作適應、生理及心理

狀態。 

(5) 定期檢核或檢討上述服務及申訴管道是否暢通，並滾動精進

職場上不法侵害相關規範，俾符機關及同仁實際需求。 

8、 其他： 

(1)績效改善：篩選考績連續 3 年乙等、受懲處(懲戒)、法院扣薪

及降調職務人員，規劃適合的服務資源並協助主管運用，以提

升員工平時表現績效及工作生活平衡。 

(2)依機關特性採行相應 EAP 措施：如警察、消防單位因體制較特

殊，執行任務風險、工作壓力也較一般機關為重，得設置訓練

專班課程，或利用會議、活動或訓練課程期間置入性宣導

EAP、健康自主管理等觀念。 

(五)雲端推播-資源 TOP、幸福 UP 

本府員工關懷網提供健康面、生活面、工作面及組織與管理面等

有趣又充實小品文章，與影音、身心檢測小遊戲及整合服務措

施，藉由先行上網瞭解個人需求與所需資源，提升生活品質及促

進情緒紓緩。 

柒、 網絡支援方案 

秉持與本府全體同仁共同攜手建立健康溫馨，以及合理友善職場之精

神，由各機關學校內部建立關懷網絡，並與機關學校外部資源建立合作關

係，最後持續提供同仁或機關學校各項外部專業資源，層層建立關懷網

絡，給予有感的服務，接住同仁及機關學校的需求(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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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網絡—各機關學校內部關懷工作團隊：藉由機關學校內部同仁

籌組內部關懷工作團隊，以團體合作之力量，相互協助、提供各項

專業資源予周遭同仁，並逐步建構人人皆為關照員之網絡連結理

念，照顧自我也關懷他人。 

二、整合外部與內部資源—公私合力：與專業之機關(構)建立合作關

係，提供本府各機關學校專業有力之後盾；穩定給予本府同仁多元

專業之協助。 

三、外部網絡—社區資源：政府部門及

民間機構提供許多專業資源(如衛

生福利部、本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

心、自殺防治、精神衛生、心理衛

生、法律諮詢、親子教養及長期照

顧等)，形成穩固的網絡，盡可能

接住每個人需求。透過持續宣導上

開資源，使各機關學校及同仁運用

專業協助，解決影響工作效能的個

人問題，或組織生產力的相關議題。            圖二 

捌、 服務項目 

一、本府 114 年員工心理諮商服務 

(一)委託機構： 

1、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2、好加在心理諮商所 

(二)預約方式(以官方 Line、電子郵件方式預約者，請寫姓名、電話、

服務機關、職稱、年齡、性別、主要問題簡述、方便電話初談的時間)： 

1、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電話：07-7513171轉 2227、2228 

(2)線上表單預約：https://reurl.cc/4686WX 

2、好加在心理諮商所： 

     (1)電話：0975-733510、0965-833510 

 (2)線上表單預約：https://reurl.cc/04Knyk 

 (3)官方 Line：@haojazai 

 (4)電子郵件：haojazai@gmail.com 

(三)提供之諮商服務 

mailto:haojaz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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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諮商服務：範圍涵括身心壓力、家庭、情感、人際溝通、生

涯規劃、職場組織管理等面向。 

2、攜眷諮商服務：於個人諮商服務範圍內，如經心理專業諮商服務

人員評估有必要員工與其眷屬(眷屬最多 2 人)共同參加諮商，以

個人諮商時數 2 小時計，並列入員工個人年度免費心理諮商時數。 

3、團體諮商服務：組織變革管理、創傷壓力事件、績效改善、組織

氣候分析、重建團隊士氣、焦點團體訪談等議題。 

(四)申請服務條件(免費時數) 

1、本府現職員工每年每人得申請個別諮商服務 6 小時。 

2、本府各機關每年得申請團體諮商服務 6 小時。 

(五)諮商場所：原則係以委託機構地址為主，另得視員工需求以通訊

諮商方式進行。 

(六)其他事項： 

1、教育人員之心理諮商服務部分，請優先依本府教育局年度教師及

教保人員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計畫辦理。 

2、受委託提供服務之心理諮商機構不會紀錄本府同仁之病歷，僅有

會談紀錄，並放置檔案櫃妥善保存，到達規定年限後銷毀，高度

保護同仁隱私。 

二、員工諮詢(商)資源 

(一)衛生局 AI 心靈會客室 

「AI 心靈會客室」LINE 聊天室，針對精神、心理健康、菸害防治與

社會安全等四大領域，提供雲端候診室心衛諮詢服務。 

➢ AI 心靈會客室連結 

(二)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服務資源 

為提供近距離貼近民眾生活的心理健康服務，主要服務項目計有心

理講座/活動、諮詢及諮商服務、資源轉介服務、支持服務、個案服

務，另提供各分區聯絡資訊如表二：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872ohp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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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社區心衛中心各分區據點 

 苓雅 岡山 鳳山 林園 杉林 

地

點 

苓雅區凱旋

二路 132 號 2

樓 

路竹區國昌路

86 巷 22 號(與

路竹區衛生所

合署辦公) 

鳳山區鳳頂

路 225 號 2

樓 

林園區林園北

路 185 號 2 樓 

杉林區大愛路

1 號 

聯
絡 
方
式 

(07)713-1500 (07)696-6602 (07)792-8608 (07)716-8650 (07)677-6030 

備

註 

※如有心理問題需要諮詢，亦可撥打衛生福利部 24 小時免付費 1925 安心專線，上

班時間可撥打衛生局心理諮詢專線 07-7161925，服務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

12時；下午 13時 30分至 17時 30分。 

(三)高雄市心理衛生資源(可點選超連結) 

(四)衛生福利部「15-45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衛生福利部自 113年 8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推出「15-45 歲

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 15-45 歲民眾有心理諮商需求

者 每 人 3 次 免 費 心 理 諮 商 ， 詳 情 得 至 該 方 案 官 網

(https://sps.mohw.gov.tw/mhs)查閱。 

(五)線上心理諮商核准機構 

隨著網路及通信科技發展，心理諮商不再侷限於面對面實體諮商，

衛生福利部提供合格可執行通訊心理諮商之專業機構名單資訊，各

機關及同仁評估需求後，可自行選用合適之心理諮商服務方式。 

➢ 各縣市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機構(可點選超連結) 

(六)法律諮詢：本府行政中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七)其他:整合本府資源提供免費法律諮詢、稅務理財、社福及長照 諮

詢等服務，以上資訊置於本府員工關懷網(需先登入 iKPD 人事服務

網：https://eap.kcg.gov.tw/tw/index.asp?au_id=203)。 

三、組織與管理面服務 

(一) 運作方式：發展同仁自我覺察問題並主動尋求協助、同事間相互

關心給予支持、主管發覺下屬影響工作的癥兆、系統性分析員工

所遇問題類型、導入外部專業資源協助組織進行員工工作輔導晤

談，提供協助資源，建立友善工作職場環境。 

https://health.kcg.gov.tw/News_Content.aspx?n=79909E9F40F370F3&sms=16055E2C31AC9DBB&s=5BD8C62100AA0E39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news-show.php?num=1354&page=1&zone=15&author=91
https://sps.mohw.gov.tw/mhs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358-61706-107.html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358-61706-107.html
https://eap.kcg.gov.tw/tw/index.asp?au_i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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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簡式健康量表」協助瞭解自身身心適應狀況，亦可由主管

運用題項關懷同仁情況進行評估及協助。 

2、 辦理「友善職場」課程：包括組織創新與風險管理、團隊建立與

發展、績效領導、永續發展、職場上不法侵害案件處理及預防等

議題。 

3、 機關學校得聘請合格心理諮商機構或心理衛生醫療院所具專業證

書及執業登記證明之心理師等專家，指導及協助機關學校進行員

工工作輔導晤談(如附件一)。 

(二) 預期效益：透過導入外部專業資源協助、主管體驗與實際使用本

府員工協助方案資源和諮詢服務，以及 EAP 宣導資源、相關訓練

課程，提升本府同仁及主管自我覺察及同理他人，並解決可能影

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另依據主管方的回饋意見精進服務措

施。 

四、工作面服務 

(一)運作方式：辦理多元研習課程(含線上數位課程)。 

1、職能補給站：強化新進人員承辦業務知能及增強各機關人員公務

運作能力等研習課程。 

2、辦理「樂活職場」課程： 

(1)專業知能系列：包括數位科技運用、專業提升、工作適應等議

題。 

(2)工作與生活平衡系列：包括退休生活規劃、公教志工一日體驗營

及觀光旅遊等議題。 

(二)預期效益：藉由多樣貌課程提升本府同仁工作面專業訓練及相關知

能，並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 

五、生活面服務 

(一)運作方式：辦理多元研習課程及提供多面項服務。 

1、生活便利店(點)：辦理生活照護、法律糾紛處理、財務規劃等研

習活動；稅務線上申報服務。 

2、辦理「快活人生」課程： 

(1)社福系列：包括親子溝通、婚姻家庭及長照等議題。 

(2)財務系列：包括理財規劃、財稅概念、兼顧職場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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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系列：包括行政及實用法律、法制能力等議題。 

(二)預期效益：透過一系列法律、理財及醫療保健課程增加同仁相關

概念及知識，並整合社會資源提供同仁便捷使用。 

六、健康面服務 

(一)運作方式：辦理身心健康研習活動及提供醫療相關資源。 

1、心情量體溫：各機關運用心情溫度計1或心理健康危險因子檢核表
2，於相關課程、集會或定期辦公室巡迴協助同仁檢測，針對測驗

分數超標者，由各機關 EAP 團隊進行關懷、轉介諮商與後續追蹤，

並建議先由詢問睡眠狀況為關懷協助的起點。 

2、多元健康促進活動或措施：以多元形式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倡導

合理友善職場及身心健康重要性，並宣導各項心理衛生資源(含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等相關憂鬱症及自殺防治識能宣導)。 

3、辦理「慢活人生」課程： 

(1)醫療保健系列：包括紓壓養身妙方、運動保健、休閒健康管理與

飲食等議題。 

(2)心理健康系列：包括人際溝通、情緒療癒、精神健康知能、壓力

管理、創傷後身心調適、人事人員及第一線服務高壓族群之相關

研習融入職場壓力調適等議題。 

4、善用互動式影片:各機關運用本府製作之 EAP 系列課程等數位課程

及數位動畫互動影片，宣導各項 EAP 資源及方案，提供同仁工作

與生活平衡的需求。 

5、自殺防治巡迴宣導：於各公開場合集會或課程辦理「幸福捕手-看

聽轉牽走」巡迴宣導，將自殺防治概念推展至公務職場，強化本

府同仁敏感度、心理健康初段之預防工作，並提升本府同仁對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之重視，傳播職場正向能量。 

6、運用本府衛生局(暨所屬院所)及相關機構之醫療資源，提供同仁

所需諮詢服務；另與高雄市醫院及各區衛生所等醫事機構合作，

辦理全民健保成人健檢定點服務，提供同仁便利之健檢服務。 

 
1 得至本府「員工關懷網」/身心狀況測驗/自殺防治項下連結或手機下載 APP使用。 

2 得至本府「員工關懷網」/身心狀況測驗項下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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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供預防、診療職業傷病與健康諮詢等資源，協助本府同仁以健

康身心投入工作。 

(二)預期效益：以心情溫度計等前測措施早期發現同仁健康與身心壓

力需求，策劃多元身心課程或服務，藉以增進本府同仁對身心靈

健康之重視及敏感度。 

玖、 員工協助方案服務使用資料保密與保存 

一、 相關規定：個人資料保護法、心理師法及相關專業倫理規範。 

二、 資料管理措施： 

(一)資料保密： 

1、各項服務使用紀錄及求助者之個人資料不論為紙本或數位影音、電

子檔案均應予以保密，除經當事人授權同意或配合法律程序外，

不得無故洩漏。 

2、落實資料列冊專卷、專案管理，完善維護當事人隱私及個人資料，

紙本資料存放可上鎖之資料櫃，電子資料設定加密。 

3、如有洩漏資料情事，應以維護當事人權益為最高準則，提出應變防

護措施，並依相關規定查處洩密人員。 

4、例外： 

(1) 有意圖自殺(傷)或危害他人之人身安全情況，則應予預警或為

自殺防治通報。 

(2) 涉及刑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攸關法律責任須依法辦

理事項。 

(二)資料調閱：申請者需敘明理由、所需資料類別及資料使用目的，

經審核後始得調閱並簽訂保密協議。如申請者非當事人，需先經當

事人知悉及同意。 

(三)合作廠商協力管理 

1、本府對外徵求員工協助方案合作廠商，均要求廠商提出資料保密

措施，作為評估合作之審議要項。 

2、員工心理諮商受理人員應事先告知申請者權利與義務，諮商心理

師在諮商前應再次告知諮商關係的性質、目的、過程、技術的運

用、限制及損益等，以幫助當事人做決定，同時確認雙方接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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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訊息。當事人有權要求更換諮商人員或隨時終止諮商關係，但

諮商人員得與個案進行結案會談。 

(四)資料保存：相關紀錄於 10 年後由本府各機關及合作廠商銷毀，惟

如有其他法令規定，則從其規範。 

三、 運用科技之注意事項：運用科技提供 EAP 服務時，應顧及個案隱私並

符合專業倫理要求，例如利用 AI 技術提供服務時，提醒使用者勿將個

案基本資料洩漏，使用相關資料時，應去識別化，或與委外廠商簽訂

保密條款等。 

壹拾、 個案(一般/非自願性/危機/高關懷)流程轉介及通報機制 

一、 一般個案處理流程(如附件二、三)： 

(一)問題發現系統：當事人申請員工協助方案處理，或透過相關人員

(主管)轉介申請相關服務。 

(二)問題評估系統：由當事人或由相關人員(主管)與專責人員或委外

機構直接聯繫進行初步洽談，並依個案初談情形提供服務，判斷

是否運用內部資源予以協助解決，並視實際需求轉介外部免費或

付費資源進行協助。 

(三)問題解決系統：心理諮商輔導、法律諮詢輔導、醫療諮詢輔導、

財務諮詢輔導、管理諮詢輔導。 

二、 非自願性個案處理流程(如附件四)： 

(一)本府各機關依照自傷（殺）、傷人或嚴重情緒困擾等個案判斷是

否有立即性危險，視情況另進行協助個案工作適應或評估調整工作

內容可行性。 

(二)無立即性危險者，進一步聯繫當事人接受專業心理諮商意願，當

事人如願意接受諮商，即依諮商流程辦理；當事人如不願意接受

諮商，得採取其他方式辦理。 

(三)有立即性危險者，視當事人情況會同衛生單位與警察單位強制送

醫，接受醫療協助及專業輔導，並安排專業心理諮商與持續追

蹤。 

三、 危機個案處理流程(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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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位主管與專業人員洽談，並運用心情溫度計或心理健康危險因

子檢核表，進行危機評估判定與轉介諮商，瞭解事件發生情形，

並充分告知其權利義務，給予所需協助。 

(二)協助當事人工作適應或評估調整工作內容可行性。 

(三)依危機程度進行緊急危機照護，並通報其他相關人員協助，安排

專業心理諮商，持續至危機程度降低，並進行諮商會談。 

四、 高關懷個案防護機制策略： 

(一)第一階段-評估狀況，即時通報 

首先進行員工關懷及工作輔導晤談，並運用心情溫度計或心理健康

危險因子檢核表，以評估是否需要通知相關單位與轉介諮商，以建

立危機預警通報機制，觀察通知相關單位並紀錄搜證，建立危機預

警通報機制，並與家屬保持密切聯繫。 

(二)第二階段-專業諮詢，研擬因應 

運用本府 EAP 健康面、工作面、生活面及組織管理面之服務資

源，並洽請本市專業心理機構提供諮商、諮詢及建議，開辦團體

諮商、研習課程等，以建立正確認知及規劃整體性措施。 

(三)第三階段-結合資源，攜手合作 

結合本府 EAP 相關資源，共同協助員工職場適應事宜，並持續追

蹤管理。 

五、 各機關如發生危機個案或非自願個案等特殊情事，由內部關懷工作團

隊成員、當事人服務單位主管及人事主管進行關懷與協助，必要時得

與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研議處理方式與轉介諮商，集結組織力量協助

處理。但於特殊且危急情況，各機關於討論階段得邀集外部專家學者

訂定處理及協助方案，以避免傷害或影響擴大，保障當事人權益。 

壹拾壹、 EAP專家進場-檢討回饋機制方案 

一、 定期或不定期檢討本府員工協助方案執行情形(含方案內容是否切合多

數同仁及主管需求、兼顧服務特殊族群、符合組織目的、服務知悉

度、使用率、滿意度、離職率等)。 

二、 每年定期於本府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業務簡報，由本府各機關

及心促會委員提問，共同研討增進身心靈健康與友善職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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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當年度 12 月底檢討本府員工協助方案辦理情形，該年終檢討會由本

府人事處處長擔任主持人，並邀請國內員工協助方案領域專家學者及

本府一級機關及區公所人事主管代表共同研商討論。 

壹拾貳、 推動績效檢核方案 

本府人事處得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與人事人員代表，依據規劃、執行、檢核

與行動改善查核辦理本府各機關員工協助方案實地訪查，協助各機關辦理

推動事宜： 

一、 訪查對象：本府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二、 訪查指標：包含「瞭解需求與規劃方案」、「進行宣導與推廣」、

「提供服務、成果與檢討回饋」、「發掘問題與因應作為」等四大評

估構面，填報「高雄市政府各機關人事機構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成效力

評估表」。 

三、 訪查方式：本府人事處以書面審查各機關填報之「高雄市政府各機關

人事機構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成效力評估表」，必要時，進行實地訪視

檢核推動成果。 

壹拾參、 附則 

一、 本府各機關同仁如需於辦公時間使用本方案各項服務，請依「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規定，辦理請假事宜。 

二、 本府各機關內部關懷工作團隊得視年度執行情形及具體事蹟，覈實檢

討辦理行政獎勵。 

三、 辦理本方案所需之經費由本府人事處及各機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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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4 年度預定開辦 EAP相關研習課程一覽表 

根據本府 EAP 需求調查與統整各面向 EAP 服務規劃，本府 114 年度預定開辦 EAP 相關研習

課程如下表。 

研習面向 授課類別 課程主要目標 

組織與 

管理面 

組織創新與

風險管理 

1.宏觀公務人員新視野，拓展新思維，提升行政服務格局。 

2.依據組織目標，設計各項創新流程，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3.明瞭政府風險管理作業理論，及風險管理實務操作。 

團隊建立與

發展 

1.學習實用的溝通技巧與策略解決職場上跨世代溝通問題，

打造優質團隊。 

2.建立同仁領導、溝通及協調能力，並選擇用不同溝通方

法，學習團隊協調與問題解決。 

績效領導 
1.提升主管人員組織管理能力。 

2.學習有效領導組織成員，針對業務變革採取適當處置，以

配合未來政策趨勢發展。 

永續發展 
1.配合淨零發展政策，瞭解台灣轉型策略及趨勢，強化市府

同仁推動淨零轉型能力。 

2.增進市府員工 ESG與碳排放通識知能。 

職場上不法

侵害案件處

理 及 預 防

(含職場霸

凌、性騷擾

等) 

實體課程： 

1.提升主管人員敏察性別與權力的運作，並覺察同仁需求及

困擾，以營造友善職場環境，防治職場上不法侵害。 
2.提供同理心訓練和溝通技巧，並讓同仁學習如何提供情感

支持，另提供諮詢及轉介資源等友善服務扶助措施相關實

務知能。 
3.強化職場上不法侵害案件承辦人員處理申訴案件作業與技

巧，以及學習如何調適身心及壓力管理，以因應申訴案件

處理之身心壓力。 

4.建立本府同仁職場上不法侵害防治觀念及相關規範，並瞭

解主管與當事人之責任、以及遭遇職場上不法侵害之救濟

等相關實務案例作法。 

數位課程： 

透過「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A)—定義篇」、「職場霸凌防治

及處理(B)—預防篇」、「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C)—責任與

救濟篇」、「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實務案例研習」、「性騷

擾調查實務探討(A)-接獲性騷擾申訴應變作為」、「性騷擾

調查實務探討(B)-性平三法適用範圍」、「性騷擾調查實務

探討(C)-性騷實務案例分享」及「職涯非懸崖—共創多元、

公平、共融的友善職場」等數位學習課程，使本府同仁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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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面向 授課類別 課程主要目標 

空間限制，獲取職場上不法侵害預防、申訴救濟及相關諮

詢、轉介資源。 

工作面 

數位科技 

運用 

1.培養具備運用資通訊科技進行公共問題解決之能力。 

2.瞭解當前政府治理之趨勢與內涵、不同領域之數位服務創

新作法。 

3.增進對智慧科技發展的瞭解，並設計規劃如何於公部門體

系中運用人工智慧，以提升行政效率。 

專業知能 
針對本府員工業務需要，提供定期或不定期之訓練課程，以

增進員工專業知能，並符外在環境變化及組織內部需求。 

職場適應 
1.建立新進人員業務處理及職場適應力。 

2.發展同仁面臨壓力或困境時能自我覺察、情緒管理與調適

之技巧。 

生涯規劃 1.協助同仁思考並實現退休後第二生涯的規劃。 

2.提升同仁對銀髮照護資源之瞭解。 

工作生活 

平衡 

1.透過自我瞭解與覺察，建立同理心，增進職場適應及人際

互動能力，以提升工作運作順暢度。 

2.運用同理心技巧進行溝通與關懷。 

3.透過各式文康活動(如點心製作、手工皂 DIY 等)，協助員

工紓壓，並體認工作與生活平衡之重要性。 

生活面 

社福諮詢 

1.提升在面對家庭關係溝通與情緒表達技巧的認識，並促進

與家人互動間的和諧。 

2.提升同仁對銀髮照護資源瞭解，並列舉現行長照策略及社

區關懷據點設施。 

財務諮詢 協助同仁妥善規劃理財，保障經濟生活無煩惱。 

法律諮詢 瞭解工作上可能遇到之法律問題及各式生活法律案件中的法

律意涵和責任歸屬，進而學習如何防止觸法及遠離糾紛。 

健康面 

醫療保健 提供本府員工各式專業之身體保健方式及醫療資源，協助同

仁照護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1.透過提供多元紓壓方式及專業心理衛生資源，協助同仁照

護自身心理健康。 

2.學習面對危機或重大壓力事件之自我照顧、情緒及壓力管

理，俾以健康身心投入工作。 

身心健康促

進數位學習 

藉由本府製作線上學習課程「愛與被愛-友善他人與善待自

我」、「與周公約在夢鄉-睡眠品質管理」、「自我成長及情

緒照顧」、「關懷他人及溝通技巧」等，協助同仁建立自我

健康管理以及健康互助觀念。 

 



 

 

 

 

 

機關學校員工遇有情緒困擾、職場適應問題或工作效率低落，

機關學校視需求啟動員工工作輔導晤談時，得聘請合格心理諮

商機構或心理衛生醫療院所具專業證書及執業登記證明之心理

師等專家，進行指導及協助。 

 

 

 

 

 

 

 

 

 

 

 

 

 

 

 

 

 

 

 

 

  

 

 

 

 

 

 

 

 

 

 

 

洽詢前開機構、醫療院所或專家等，並商洽時間、地

點、晤談方式及出席之專家名單等事項。 

專家指導及協助機關學校員工工作輔導晤談進行，並得

依其專業，提供當事人及機關學校建議事項。 

員工工作輔導晤談紀錄依規定存檔，並嚴守保密規範。 

高雄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各機關學校員工工作輔導晤談 
導入外部專業資源流程 

持續追蹤員工身心狀況、職場適應及工作情形。 

核銷相關費用： 

1.參照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支給專家鐘點費，並應符合

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2.前開費用由各機關學校編列經費支給。 

附件一 



 

 

 

 

 

 

 

 

 

 

 

 

 

 

 

 

 

 

 

 

 

 

 

 

 

 

 

 

 

 

 

 

  

 

 

 

 

 

 

 

高雄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ㄧ般個案處理流程 

當事人依據個人需求申請

EAP服務 

由當事人與直屬單位主管、機關內部關

懷工作團隊或專業人員聯繫尋求協助 

初步判斷當事人需協助類型並協助諮

商(詢)時間與地點 

當事人與專業人員進行諮商(詢) 

服務記錄依規定存檔，嚴守保密規範 

結案 

附件二 



 

 

 

 

 

 

 

 

 

 

 

 

 

 

 

 

 

 

 

 

 

 

 

 

 

 

 

 

 

 

 

 

 

 

 

 

 

 

 

 

高雄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主管人員轉介流程 

接獲通報或主動發現個案 

主管人員提出 EAP個案申請 

由專業人員判斷個案問題與需求類型 

依據個案需求安排適當專業人員 

提供 EAP服務 

結案 

對於個案進行追蹤輔導改善情形 

專業人員向主管人員

提供管理諮詢建議 

機關評估提報安衛小組(或

內部關懷工作團隊) 

否 

是 

服務記錄依規定存檔，嚴守保密規範 

附件三 



 

 

 

 

 

 

 

 

 

 

 

 

 

 

 

 

 

 

 

 

 

 

 

 

 

 

 

  

 

 

 

 

 

 

 

 

 

 

 

 

高雄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 

單位主管通報，並提報機關安全及衛

生防護小組(或內部關懷工作團隊) 

關懷與協助當事人接受 EAP服務 

安排專業人員進行 EAP服務 

結案 

服務記錄依規定存檔，嚴守保

密規範 

1. 通報送醫戒護治療並連繫家

屬、通知上級機關。 

2. 如知悉自殺行為情事，應於

24小時內通報自殺防治通

報系統。 

是否有立即性危險

(或自殺傷人風險) 

協助案發單位主管加強關懷協

助、內部關懷工作團隊持續傾

聽陪伴，必要時通知個案家屬 

是 

否 

是 

否 

備註：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共

同研議 

當事人是否願意接
受協助 

持續關懷至少三個月至半年 備註： 

1. 由單位主管及人事室評

估職務回任或調整 

2. 必要時與專家共同研議 

相關人員至醫院慰問 

主管發現個案及 

面談 

非自願性個案定義： 

員工確有需求卻不願意接受 EAP協助。 

附件四 



 

 

 

 

 

 

 

 

 

 

 

 

 

 

 

 

 

 

 

 

 

 

 

 

 

 

 

  

 

高雄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緊急危機個案處理流程 

發生緊急危機事件 

單位主管通報機關首長，並提報安衛

小組(或內部關懷工作團隊) 

啟動 EAP機制 

1. 通報警消單位送醫，同時聯絡

家屬，進行慰問及提供諮詢服

務。 

2. 通知上級機關，另如有事件之

關係人(例如事件負責部門、

廠商、機關等)，應納入通知或

溝通對象。 

協助工作適應或調整工作內容 

結案 

服務記錄依規定存檔，嚴守保密規範 

由專業人員依需要對當事人、家屬與機關同事進行晤談，並運

用心情溫度計或心理健康危險因子檢核表，進行危機評估判定

與轉介諮商提供 EAP 服務(含服務諮詢、管理措施介入，導入

身心調整資源) 

是否發生傷亡 
是 

否 

 

備註： 

1. 必要時得請專家共同研議。 

2. 如知悉自殺行為情事，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自殺防治通報

系統，並連繫家屬、通知上級

機關。 

備註： 

1. 由人事單位協助直屬單位

主管評估職務回任或調

整。 

2. 必要時與專家共同研議。 

視個案情況定期關懷 

(含身心狀況與職務適應)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