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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國際勞動力專業人員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force 

Professionals, IAWP)，係創立於 1913年之全球性非營利專業協會，目前該協會會員超

過 13,000 名，主要會員來自於美國各州公民營就業服務單位的從業人員及退休人士，

成立目的主要在增進全體會員的成長與發展，分享勞動力發展最新資訊，並為從事社

會安全相關業務人員提供服務。我國自 1965年以中華民國（臺灣）(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之名稱加入該協會，目前為該協會第 11 區會，由勞動部駐美秘書擔任區會理

事。 

第 106 屆勞動力發展年會(106
th

 Workforce Development Conference)於 2019年 6月

15日至20日於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Taxes)舉行，約有來自美國各州代表、

加拿大、沙烏地阿拉伯、日本、法國等 100多人與會。 

我國成員包括勞動部危科員泰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發展署) 顏專員

慈慧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 黃專員耀民及駐美黃勞工秘書哲上。由勞動

部危科員泰焌代表持我國國旗進場致意，除共同參與大會各項會議、工作坊及參訪行

程外，顏專員慈慧及黃專員耀民並於國際專題小組討論中先後擔任報告人，分別就「臺

灣協助更生人就業政策」(Introduction of Ex-offender Employment Policy in Taiwan)，以

及國發會黃專員耀民以「臺灣人口挑戰與中高齡勞動力就業服務」(Demographic 

Challenge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Elderly Persons in Taiwan)為題進行報告與回應。 

此外，在本屆國際文化交流展中，我國代表自臺灣準備多項具臺灣特色的文化展

示品，名產甜點供與會人員品嚐。另亦準備精緻小禮品供與會人員索取，獲與會人員

讚賞不已，對促進實質國民外交，具正面效益。 

我國代表除於會中獲頒獎狀表彰本次會議參與之貢獻，並於會後提供參與本次年

會之照片剪輯，透過該協會網站宣傳推廣，理事長、執行長等人均對此表達感謝與讚

賞，我國代表與主辦單位及與會人員建立相互友好關係，深具國際宣傳及國際交流之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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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背景與目的 

美國「國際勞動力專業人員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force 

Professionals, 以下簡稱IAWP)，係一個創立於 1913 年之全球性非營利專業協會，成立

目的主要在增進全體會員的成長與發展，包括提供美國各州政府就業服務政策與辦理

現況等具教育性、適時性之相關訊息、分享勞動力發展相關研究資訊，提供從事就業

服務相關業務人員專業認證等服務，並於每年舉辦教育研討會，讓會員們交換彼此工

作心得、認識新的法令、學習新的技巧與資訊，並與國際會員分享各國勞動體系最新

發展及資訊。 

目前IAWP會員超過 13,000名，舉凡從事於勞動力發展相關工作之人員均可加入該

協會成為會員，會員主要來自美國各州公民營就業服務單位的從業人員及退休人士。

由於該協會每年舉辦年會與論壇，事務繁雜，故將美國各州代表區分 8 個區域，再加

上加拿大、日本、我國、歐洲及其他等 5 個國際會員，共設立 13 個區會(District)，協

調辦理各區會間與總會之相關事宜。我國於 1965 年以中華民國（臺灣）(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之名稱加入IAWP，目前為協會第 11區會，並由勞動部駐美秘書擔任區

會理事，參與協會相關業務並行使理事職權。 

第 106 屆勞動力發展年會(106
th

  Workforce Development Conference)於 2019 年 6

月 15日至 20日於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Taxes)舉行，約有來自美國各州、

加拿大、沙烏地阿拉伯、日本及法國等地代表共 100多人與會。 

本次會議為IAWP去(2018)年依與會人員議決結果，決定本屆年會暨論壇地點，除

向會員們報告IAWP相關會務之外，藉由與實務緊密連結的研討議題，讓從事於就業服

務相關工作的會員們學習新的勞動資訊，以增進全體會員的成長與發展。 

近年來，我國大致每年均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勞動部派員參與，透過與國外專業

人員分享工作心得，除增進我國辦理勞動力業務相關同仁之國際交流經驗外，亦可藉

由國際文化交流展之活動，宣揚我國文化及觀光資訊。又今年由於國際會員代表包括

我國、日本及法國，於小組討論中就勞動力最新發展政策進行專題報告，因此，我國

由勞動部駐美黃勞工秘書哲上、危科員泰焌、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發展署)顏專員慈

慧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黃專員耀民代表與會，進行國際交流，並由顏專

員慈慧及黃專員耀民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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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主要內容 

我國代表勞動部危科員泰焌、勞動力發展署顏專員慈慧及國家發展委員會黃專員

耀民 2019 年 6 月 15 日自臺灣出發，於美國時間同日分別抵達美國聖安東尼奧國際機

場，並與駐美黃秘書哲上會合。4人於當日向大會工作人員辦理報到後，即陸續參與大

會安排之各項行程。最後一日會議於 6月 20日中午結束，所有團員於當日結束行程返

國。此次主要活動如下表所示。 

主要活動 

日期 主要活動內容 

6/15 
啟程(臺北至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國際機場) 

報到及早鳥網絡會議 

6/16 
上午 

1、2018-2019理事會 

2、分組工作坊A 

下午 分組工作坊B 

6/17 

上午 
1、開幕式專題演講 

2、分組工作坊C 

下午 
1、分組工作坊D 

2、國際布展 

6/18 

上午 
1、專題演講 

2、分組工作坊E 

下午 
1、分組工作坊F 

2、國際勞動情勢報告 

6/19 

上午 
1、專題演講 

2、閉幕演講 

下午 
1、閉幕式 

2、IAWP事務會議 

晚上 閉幕晚宴 

6/20 上午 2018-2019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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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依主辦單位之規劃，依參與人員共分為三大類：全體會員共同參與之專

題演講、國際情勢報告及開(閉)幕式；由會員自行選擇參與的分組工作坊及國際文化交

流展；僅限理事可參與之理事會議等。 

一、全體會員共同參與之會議 

(一)報到及早鳥網絡會議 

6 月 15 日下午我國代表前往會場辦理報到程序，並於辦理報到程序期間，與其他

與會人員交流並自我介紹，藉此瞭解未來幾天會議進行之方式與焦點。 

早鳥網絡會議(Early Bird Networking)於 6月 15日晚間以晚會型式舉行，主要目的

除歡迎提早報到的各州與國際代表外，並藉此會議特別介紹首次參與的新成員及國際

代表，使各出席代表們於會議正式開始前，有機會彼此相互交流認識，讓未來數日之

會議討論氣氛更加熱絡。 

(二)年會開幕式 

6 月 17 日開幕式由各州代表及國際會員持舉代表旗或國旗進場。我國係由勞動部

代表危科員泰焌持我國國旗進場，於入場時介紹我國國名並簡短致意，獲得全場熱烈

的歡迎掌聲，充分達到國際宣傳效果。 

 

危科員泰焌持我國國旗進場並致意 

進場儀式結束後，由理事長Grant Axtell致詞，他首先感謝在場與會人員出席第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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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IAWP年會暨論壇，並表示會議期間將有許多勞動力發展新知與最新實務，亦可與國

際代表互動，就國際勞動觀點及處境交換意見。此外，本年度會議期間，亦將就對於

IAWP有成就之會員頒發獎狀或獎座，以表彰其傑出貢獻。另外，對於明(2019)年度會

議將在科羅拉多州舉辦，理事長也希望各位會員能持續踴躍參與。 

(三)開幕式專題演講 

6月 17日開幕專題演講由Serilda Summer-McGee以「工作場所學習的包容性取向」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Workplace Learning)為題發表演說。Serilda Summer-McGee指

出，身處於高度變動的現代社會中，不斷因應改變是必要的挑戰，也是生存的要件。

而工作場域不斷變動，所有人必須強化適應能力，才能因應更多的挑戰。她指出，為

了強化適應能力，亦需具備相關特質，包括提高警覺性，時時關注職場與環境變化，

以採取適當因應措施；如遇到困難問題，應適時向同仁或上司尋求協助；另外，也應

對於需要之同仁適時提供所需協助。Serilda Summer-McGee表示，目前職場文化強調以

下特質：1.多樣性(diversity)：我們被多樣性所包圍，亦被鼓勵以更直接、真誠之方式

對待同仁。2.工作彈性(flexibility)：更強調工作與生活平衡。3.多才多藝(versatility)：勞

工更被鼓勵換工作或單位，以吸收更多不一樣之工作經驗。4.企圖心(ambition)：比起

以往勞工較安於現狀，現在新世代受僱者更積極爭取被肯定與晉升之機會。5.瞭解科技

(tech savvy)：對於新科技、智慧型手機功能、網路連結等之相關功能更為熟悉。 

在這些條件下，每個勞工擁有各自不同之工作期待，係可想而知。管理者應細心

體認多樣化職場之不同期待，以調整適當之管理模式。Serilda Summer-McGee提醒管理

者調整取向包括從單一技術專精轉移為社群技術專精、由學院派轉向為溝通派、從如

何(how to)轉化成為何(why)、由課堂訓練模式轉化為資通訊訓練模式、由過程導向

(process-oriented)轉為結果導向(outcome-oriented)、由個人焦點轉向為組織焦點。 

談到工作場域如何扼殺創造性，包括提供單面向學習機會 (providing 

single-dimensional learning opportunity)、僅協助員工解決問題，而非協助他們找出問題

(solving a problem for employees rather than helping them identify problem)、提供不必要

之程序與架構(providing unnecessary processes and frameworks)、誤把專業當作阻礙多元

發展之工具(misus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as a defense against passion and 

diversity)、鄙視錯誤與失敗(looking down on mistakes and failures)、科層體制與僵化工



5 

 

作內容，使得人們無法超越傳統限制，而發展出大膽與重要之突破(hierarchy combined 

with rigid job descriptions mak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people to step for enough beyond 

the painted lines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bold and important)。如果公司鼓勵多元文化，

卻不發展包容性職場氛圍，將產生更多衝突。因此，她鼓勵同仁提出問題、突破既有

科層限制、創造學習與尊重之工作文化、鼓勵直接溝通、找出根深蒂固的成見並將其

打破，這樣才能創造多樣兼具包容性之工作職場，為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與活力提供養

分。 

 

 

Serilda Summer-McGee開幕專題演講 



6 

 

(四)專題演講 

6月 18 日上午，由Greg Wilson以「公司部門夥伴關係」(Sector Partnership)為題進

行演講。Greg Wilson表示，目前職場都被要求透過更深入發展經濟與商業夥伴關係，

來提升勞動力發展。目前美國勞動市場失業率 3.6%，係自 1960 年以來最低、就業釋

出達 750 萬，在在都呈現出勞動市場前景一片大好，然而相對地，在效率掛帥工作倫

理中的職場上，每個人都被要求以更少的資源提供更多的服務，然而單靠個人，是無

法達到這種全面性之要求，因此，建構更全面之夥伴關係，顯得刻不容緩。 

Greg Wilson指出，建立優質夥伴關係方向，包括 1.建立尋職者、工作場域專業、

企業商務發展之三贏關係；2.隨時調整企業經營方向，以符合企業終極目標；3.經常且

儘早慶祝階段性成就；4.聚焦於職場關係之維護與經營；5.經常溝通。除此之外，他也

建議透過以下建立更完善夥伴關係，包括透過餐飲聚會、發布企業最新消息、傾聽工

作夥伴心聲、參加夥伴機構之活動、寄發邀請函與感謝狀、尋找協助夥伴機構之各項

方法、分享所建立之網絡關係等，都是相當好的經營夥伴關係策略。 

  

Greg Wilson以「公司部門夥伴關係」為題進行演講 

6月 19日上午，由Amber Drake以「準備下一個經濟衰退」(Preparing for the Next 

Economic Downturn)發表演講。目前美國雖然失業率達近 60年來新低記錄，各項數據

也都顯示勞動市場發展蓬勃，但依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cs相關研

究調查顯示，這樣的趨勢可能在 2020年年底產生翻轉，因此經濟保護主義與房市遲滯

之問題有可能被突顯出來。 

Amber Drake表示，在上一次經濟蕭條中，許多勞工政策學者認為勞動力體系仍未

做好準備，以因應經濟蕭條之挑戰，因此許多聯邦與各州之勞政機關也從鉅視角度，

努力推動相關職業訓練方案，協助勞動力升級，以符合勞動市場需求。目前聯邦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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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紛紛強化與企業、工會及學校之合作，推動學徒制(apprenticeship)職業訓練，在結合

教育及就業市場導向、在職之職業訓練、資通訊產業技術訓練、人工智慧產業發展等

部分，推動相關方案。 

 

 

Amber Drake以「準備下一個經濟衰退」為題帶領分組討論及進行演講 

(五)國際小組討論 

6月18日下午大會舉行國際小組，討論各國針對弱勢勞工所提供之就業服務措施，

包括日本勞工秘書Katsuto Hisano分享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服務、法國勞工秘書Celine 

Jaeggy報告法國最新勞工保障制度，我國則分別由勞動力發展署顏專員慈慧以「臺灣協

助更生人就業政策」(Introduction of Ex-offender Employment Policy in Taiwan)，以及國

發會黃專員耀民以「臺灣人口挑戰與中高齡勞動力就業服務」(Demographic Challenge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Elderly Persons in Taiwan)為題進行報告。 

顏專員慈慧主要說明我國目前相關政策對更生人提供就業服務協助之政策，她分

別從法規內容、更生人統計數據、更生人就業問題、我國政府因應策略、相關協助措

施與方案、成功案例分享等進行說明。 

黃專員耀民則透過人口推估結果及勞動力統計數據之國際比較，說明我國目前所

面臨之人口結構挑戰，包括少子女化所衍生之工作年齡人口老化問題，加上國人投入

勞動市場呈現晚進早出(Late In, Early Out)之現象，使得我國勞動力短缺問題更為嚴峻。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能促進有工作意願之中高齡勞動力重回職場，則對勞動

力不足問題將有顯著的助益。為此，我國提出相關政策，協助中老年勞工進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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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調整法規、鼓勵雇主創造友善工作環境、推動中老年勞工多元就業服務方案等，

及提供適度補助與津貼等政策，期在既有的人口結構中，增加勞動參與率，充實我國

勞動力之供給。與會者對於在國際小組中獲得日本及我國所面對最新挑戰及相關政策

回應，都紛紛與報告人員互動，並分別就我國協助更生人就業成功案例，以其我國青

年投入勞動市場不足之原因、我國引進外勞之比率等進一步細節，提出相關問題，盼

我國代表進一步說明，許多與會人員認為目前美國也有勞動參與率不足之情況，並對

我國分享相關政策推動內容表示感謝。 

 

 

2019IAWP國際小組討論 
勞動力發展署顏專員慈慧 

介紹我國協助更生人就業政策 

 

 

國家發展委員會黃專員耀民 

介紹我國人口挑戰及中高齡就業服務政

策 

我國代表與日、法代表及 

現任IAWP國際處長Rebecca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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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頒獎典禮 

IAWP為表彰行政人員之辛勞、以及退休人員對於IAWP長期之支持與協助，特頒

獎表揚。另外，對於不同分區推動爭取更多會員加入、公共政策提案、教育會員努力

及對會員辦理溝通說明之成效等亦進行頒獎。 

其中我國勞動部林常務次長三貴，因長年推動國際事務、致力強化臺美勞工合作，

獲IAPW頒授Ealton Nelson國際貢獻獎，顯示我國勞動部長年在國際勞動事務上之用心

與成果獲得肯定。 

  

我國勞動部林次長三貴獲頒 Ealton Nelson 國際貢獻獎， 

由黃秘書哲上代為領獎並與主辦單位合影留念。 

(七)閉幕式專題演講及閉幕式 

閉幕專題演講Fia Fasbinder以「MOXIE簡報法」(The MOXIE Method: Presentation 

Secrets of Actors)為題分享成功之簡報技巧。她表示，多次在TED演說中分享成功簡報

經驗，獲得廣泛人士熱烈回應，她希望這些技巧能被與會者運用，讓自己也能成為成

功之演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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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成功簡報技巧不外乎以下幾個要素，包括： 

1. 嘴巴(Mouth, M)：簡報時切勿急躁，反之，應該放慢講話速度、適時停頓、強

調重點、讓自己聲調配合簡報重點與方向。 

2. 呼吸(Oxygenate, O)：讓自己呼吸順暢、如緊張時以腹部深呼吸以緩和緊張情

緒。 

3. 讓聽眾提起興趣(Xcite your Audience, X)：呈現出自我具有信心之姿勢、環顧四

周、聽眾會因為演說者具有自信之姿勢而被說服。 

4. 其他因素(It Factor, I)：其他方式例如就重點內容以其他方式再講述一次，協助

聽眾聚焦。 

5. 享受經驗(Enjoy the Experience, E)：設法讓自己享受簡報或演說過程，能讓自

己更投入。 

  

閉幕專題演講 Fia Fasbinder以「MOXIE簡報法」為題分享成功之簡報技巧 

閉幕式首先由理事長Grant Axtell致詞，他除了感謝來自全國各州的會員不遠千里

來到加州科斯塔梅薩聚首，更感謝我國、日本及法國代表的參與，此次會議不但讓會

員間建立更深厚感情，也透過許多工作坊或專題討論，就勞動革新議題交換意見，並

學習其他州的最佳作法，實是充滿教育意義。在即將卸任之際(每任理事長只有 1年任

期，期間並有下屆理事長當選人陪同觀摩，藉此達到會晤傳承效果)，他不僅以自己為

例，說明加入IAWP後對他人生所造成的重大正面效果，也期勉各位會員以作為IAWP

會員為榮，持續參與相關會議並提出意見，讓IAWP運作更加完善、圓滿。 

致詞完畢之後，他宣布最新投票結果，新任下屆（2019-2020）理事長當選人為Mary 

Rogers，並請其致詞。Mary Rogers致詞則感謝所有會員對她以及IAWP的支持，她並希

望這一年會務能順利推動，並期盼明年在科羅拉多所舉辦的第 107屆IAWP年會也能順

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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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自行選擇參與的活動 

(一)國際文化交流展 

6月17日下午分組工作坊結束後，我國與會人員隨即辦理國際文化交流佈展事宜。

在本屆國際文化交流展中，我國展示多樣文化內容，包括人物造型香包、我國國旗別

針與飾品，並準備具我國特色之零食、飲品與國際友人互動。豐富與精緻多元的佈展

規劃與現場解說獲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國際發展處處長等與會人員讚不絕口，

期間除不斷與我國代表拍照留念，並數次表達感謝之意，足見其對臺灣文化之重視，

對促進實質國民外交，具正面效益。 

文化交流展後，IAWP主席Grant Axtell並特別邀請臺灣代表、美國代表及大會重要

幹部餐敘，感謝今年國際代表的貢獻，係本屆會議出席之正面效應，也是促進實質國

民外交之另一形式。 

  

  

國際文化交流展分享我國特色零食、飲品，並與國際友人合影留念 

(二)分組工作坊 

分組工作坊是IAWP年會重要的活動之一，自 6 月 16 日上午開始展開為期 4 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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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共計參與 7場分組工作坊，各場研討內容摘要如下： 

1.研討題目：創造性討論(Innovation Discussions) 

研討時間：6月 16日 10:00-11:30 

內容摘要： 

本工作坊由Nancy Fink擔任講座。她首先請參與者舉出自己最喜歡的電影、書籍或

電視節目，並說出喜歡的原因與啟發。藉此她指出，討論過程中，如要能引發出創造

性之思考，閱聽者需評斷溝通內容之真確性，藉由對講述內容之背景瞭解、說話者之

眼神互動以及肢體語言等部分進行評估，因此如果說話者想要讓閱聽者信服自己的說

話內容，就必須要掌握相關技巧，因為美國有一句諺語「重點不在於說話內容，而在

於說話方式」(It’s not what you say it, it’s how you say it)，正確的說話方式能傳達正確的

立即感知給閱聽者，而達到正確溝通之目的，因此才能引導創造性之討論模式。 

Nancy Fink認為，聽見是一種感覺，但傾聽卻是一種技巧(Hearing is a sense, but 

listening is a skill)，說話時要以舒服的方式張開雙臂(Be as big as you can be comfortably)，

適當回饋溝通內容並有助於營造相互支持之氛圍。她並說明，我們只有一張嘴，但有

兩隻耳朵，意味著仔細聆聽，比起搶著發言，在溝通中能扮演更重要角色。 

2.研討題目：文化發揮影響力：探索無意識之偏見 (Culture Matters: 

Exploring Unconscious Bias) 

研討時間：6月 16日 13:00-16:30 

內容摘要： 

分組工作坊由奧勒岡州就業廳培訓協調員Grant Axtell帶領，主要係探究人們在職

場上如何以尊重方式面對多樣文化，包括性別、年齡、種族、國籍、膚色等，讓自己

避免以不公平對待或歧視方式處理工作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找出並解釋自身偏見對認

知行為所扮演之關鍵，我們就能找出偏見如何發展，並減少偏見之形成。 

Grant Axtell提到，每個人都不免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世界，因為人只要看到東西，

就會以自己的方式類型化，但這會造成部分失真，並可能產生負面效果。因此，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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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必需時時自我檢視有色視角(biased view)，打開自己的心靈，將有助於以截然不同

方式看待世界與周遭的人事物。 

他並指出，我們有以下 5種無意識之偏見影響我們的認知，包括： 

(1) 親近性偏見(Affinity Bias)：我們傾向於喜歡跟我們相近的人，並給予更多支

持。 

(2) 既有性偏見(Availability Bias)：傾向於讓某個既有例子或事件之經驗，影響我

們決定或合理化過程。 

(3) 確認性偏見(Confirmation Bias)：尋找相關資訊以支持我們之前就已經確認的信

念或假設。 

(4) 月暈效應(Halo/Horn)：依正面印象(halo)或負面印象(horn)而直接評價他人。 

(5) 認知偏見(Perception Bias)：依據對群體之刻板印象或無根據之假設，而直接評

價他人。 

這些偏見都會在非常細微、我們無法知悉到的層次，影響我們所有行為及決策，

而造成工作關係緊張或者組織發展之偏頗。因此，若要建立常態化、正常化之工作環

境，必須體認並內省自己的認知評價系統，才能建立免於偏見及歧視之工作場域。 

3.研討題目：家庭自足計畫：導向成功之路(The Family Self-Sufficiency 

Program: A Pathway to Success) 

研討時間：6月 17日 10:00-12:00 

內容摘要： 

本工作坊由Rebecca Stancil擔任講座。她介紹蒙大拿州密索拉市(Missoula)所推動之

家庭自足計畫(Family Self-Sufficiency Program, FSS)之內容及其方式。FSS於 1990年頒

佈，以幫助參與者追求就業和其他目標的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公共住宅機構將其收入

增加時家庭支付所增加租金存入其中託管帳戶，完成該計畫的家庭可以在參與計畫 5

年後，於帳戶內提取所需基金。 

Rebecca Stancil表示，密索拉之FSS，主要係協助地區內之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

其計畫涵蓋許多部分，並將相關要素予以結合，包括住房需求與就業需求結合、健康

需求與教育需求結合、家庭需求與經濟需求結合、系統性支持需求與法律需求結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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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FSS計畫之低收入家庭，在計畫完成後於帳戶中獲得存款，有助於低收入戶家庭規

劃生活所需，或參加職業訓練。透過地方非營利組織、各州相關計畫、聯邦補助方案

等，讓參與FSS之家庭成功脫貧並尋得更好工作機會。Rebecca Stancil並表示，未來提

供參訓者更佳住房需求，MHA甚至可以購買部分不動產，作為提供公共住宅之方法，

其計畫推動模式可謂相當具有彈性。 

4.研討題目：工作場域之不同世代(Generations in the Workplace) 

研討時間：6月 17日 15:00-16:30 

內容摘要： 

本工作坊由奧勒岡州就業廳培訓協調員Grant Axtell帶領Tim Duffy擔任講座，他表

示，工作場所中有許多不同年齡之工作者，在價值觀與思考模式上有相當大差異，這

些都歸咎到他們隸屬於不同世代，由於不同時期之文化、社會事件、價值體系所形塑，

因此其存在之差異代表著不同世代所普遍分享之價值觀，如果我們能理解不同世代之

價值觀，調整互動或領導方式，將可有效建立更有效溝通管道。 

他並以美國為例，目前在職場上可略分為以下 4個世代，包括： 

(1) 傳統世代(traditionalists)：這些人出生於 1925年至 1945年，受到重大事件影響，

包括二次大戰、經濟大蕭條、新政(New Deal)、韓戰、冷戰、爵士樂等影響。 

(2) 戰後嬰兒(Baby Boomers)：這些人出生於 1946年至 1964年，受到搖滾樂、毒

品、性解放、人權保障、越戰、水門事件、月球登陸事件、冷戰等影響。 

(3) X世代(Gen X)：這些人出生於 1965 年至 1980 年，受到愛滋病、波灣戰爭、

MTV、柏林圍牆倒塌、離婚潮、鑰匙兒童等影響。 

(4) Y世代(Gen Y)：這些人出生於 1981年至 1996年，他們受到社群媒體、智慧型

手機、電視遊樂器、網路約會、911 事件、校園暴力、更頻繁之自然災害等影

響。 

不同世代也秉持截然不同之價值觀，並影響其工作認知，例如傳統世代重視信任

與愛國情操、以組織任務為導向、對組織發展有忠誠度與向心力、傾向工作穩定、對

於工作責任有高度期待等。戰後嬰兒則亟於在組織中求個人表現、喜歡凸顯差異、高

度競爭、質疑傳統權威、不喜歡尋求協助、強調效率與品質等。X世代則強調希望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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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自己的事業、質疑組織與人際關係、充滿活力並愛好追求樂趣、開始使用網路資

源等。Y世代則以自己的價值觀評價組織、具有更全球性的視野、希望更迅速取得相關

訊息、熟知並喜愛最新科技、喜歡找對自己有意義之工作等。 

Grant Axtell強調，由於世代交替，X世代與Y世代逐漸成為工作場域最大群體，再

過不了幾年，Z世代也將逐漸進入職場，因此有效掌握各世代不同之核心價值觀與思考

模式，適時調整組織經營策略與管理模式，將有助於建構更有效率之工作環境。 

5.研討題目：別被機器人解僱：社會智慧如何勝過人工智慧(Don’t Get Fired 

by a Robot: How Social Intelligence Outwi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研討時間：6月 18日 10:00-11:40 

內容摘要： 

本工作坊由Dan Day擔任講座，他首先說明人工智慧已在各個組織、各個領域扮演

重要角色，甚至連繪畫等創意領域，亦面臨被人工智慧取代之威脅。在此威脅下，如

何在人工智慧與人類獨有之社會智慧(social intelligence)間作出差異，並凸顯社會智慧

之不可取代性，顯得非常關鍵。 

何謂社會智慧呢？Dan Day 指出，人類發展出的溝通 (Communicate)、連結

(Connect)、適應(Adapt)，以及創新(Innovate)等能力，就是人工智慧所不及之處，也就

是社會智慧。面對AI浪潮襲來，人類的最佳因應之道，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加人性化

(become more human)；然而，人類化繁為簡之天性，產生許多認知性偏誤(cognitive bias)，

可能影響我們上述四種能力，因此要發展社會智慧技能，就必須先打破我們的偏誤與

習慣。 

在溝通方面，人們常犯的錯誤是自我評估偏誤(Self-Evaluation Bias)，也就是我們

無法精確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與他人接觸，導致造成許多誤解，進而歸咎於對方的

人格或性格問題；然而，許多時候，其實只是雙方行為模式有所不同而已。解決方式

在於認清，並學習各種不同的行為模式。Dan Day指出，人類依內向、外相、控制、情

感等性格維度，可區分為四種社會模式，包括分析性模式(Analytical Style)、驅動型模

式(Driving Style)、友善型模式(Amiable Style)、表達型模式(Expressive Style)。藉由學

習、理解各種行為模式，了解彼此的觀點與期望，可以達到更有效率的溝通，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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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不必要誤解。 

在與他人建立連結上，人們經常犯的毛病是透明性偏誤(Transparency Bias)。由於

人們通常能夠辨識對方臉上表情呈現的喜怒哀樂，因而常常高估自己的情緒辨識能力，

誤以為別人能夠理解自己，或自己能夠理解他人的情緒，然而，許多幽微的情緒其實

並不寫在臉上。破解之道在於主動傾聽(active listening)，也就是更加關注對方的肢體動

作與臉上細微的表情變化，使我們更能同理對方的感受，建立更深刻的連結。 

在適應性上，人們則常受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阻礙，也就是關注在負面多於

正面，導致我們無法順利適應變動。Dan Day 建議我們練習當面臨挑戰時，停止身體

無意識的負面思考，轉為主動思考，察覺自己所處的情境，並找出實際的對應方法(即

Challenge->Active Thinking->Realistic Response，CAR模式)，以克服負面偏誤之影響，

增進個人的適應能力。 

至於創新方面，人們則容易囿於隧道視野偏誤(Tunnel Vision Bias)，過度專注小範

圍的目標；或受限於過去的經驗而無法跳脫窠臼。Dan Day介紹了在面對問題時，以不

同觀點看待的S.C.R.E.A.M.方法，也就是替代(substitute)、結合(combine)、翻轉(reverse)、

消除(eliminate)、適應(adapt)以及強化(magnify)等技巧，鼓勵人們勇於嘗試各種不同的

可能性，以激發我們與生俱來的創意。 

三、理事會議與業務會議 

IAWP目前共設立 13 個區會，協調辦理各區會間與總會之相關事宜，我國係屬

IAWP第 11區會員，並由勞動部駐美秘書擔任第 11區理事。本次會議共召開 2次理事

會議(Boarding Meeting)及 1次業務會議(Business Meeting)，會議重點如下： 

(一)2018-2019年理事會議(6月 16日、6月 20日) 

6 月 16 日一早即舉行理事會議。會議一開始由財務長Misti Hodges報告，她表示

2018至 2019年度由於許多撙節措施、加上新增招募 140名會員，目前財務狀況非常良

好，並說明近一年來相關收支情況。 

其後，理事長Grant Axtell向國際會員以及各區分會理事長出席會議表示歡迎，並

表示某些會員由於經費因素或因機構性支助而無法前來此次會議，因此本年度與會人

數未足 200 人，然目前IAWP會員人數有 2,100 人，因此，對於吸引更多人參加年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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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空間。 

此外，近一年來IAWP提高會費收費標準，並就各分會與總會間之會費繳納程序進

行改革，也因此傳出有些分會不滿之情緒，其中加州分會因不滿情緒嚴重，因此今年

加州分會並未參加大會。理事長Grant Axtell也特別請秘書長Steve Bent持續溝通，使其

瞭解改變之必要性，並尋求支持。 

(二)業務會議(6月 19日) 

業務會議於閉幕式之前召開，此會議主要由現任理事長Grant Axtell說明 2018年至

2019 年協會運作狀況以及所達到的成果。他表示，近幾年來，由於年長的會員逐漸凋

零、新血輪入會情況不佳，使得會員人數逐漸減少，加上年度大會參與人數逐年下滑，

如何維持協會收支平衡事非常重要之目標。所幸在這一年來協會官方網站改版創造新

氣象、更改協會標誌、提升會務運作科技效能、擴展協會國際化視野、重新設計協會

標誌等，再加上各分會持續吸納新會員，使得IAWP在這一年來的確呈現出不同過往的

新氣象，也確實本次會議中展現更活潑的氣息。他特別感謝協會團隊的用心，並希望

會員們能夠持續支持協會之運作這些改變。 

參、 觀察心得與建議 

本次出席會議收穫十分豐富，除對於IAWP運作程序更為了解，也讓美國各州會員

更加認識我國勞動力發展趨勢及推動政策內涵。謹針對本案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 

一、 IAWP係各州勞工行政人員參與之大型年度會議，我國身為國際會員及理事會成

員，每年派員出席會議對我國而言有重要宣傳意義，且IAWP將我國列名臺灣，

並於官網上將我國使用之繁體中文列為官方轉譯語言之一，十分重視我國之參與。

此外，我國勞動部林次長三貴獲頒國際勞動事務推動貢獻獎，係國際組織對我國

勞動事務推動成果之肯定，也是我國不斷參與IAWP國際會議，透過會議討論及

交流，凸顯我國努力與能見度之最佳表徵，爰建議爾後仍應積極派員出席會議，

持續強化國際友我系統。 

二、 本屆IAWP專題演講及工作坊之課程內容，相當程度著重於溝通、協調與合作，

包括：消除無意識的偏見，創造包容性的職場文化、協調不同世代的工作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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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會智慧並更加人性化等。事實上，近年已有諸多文獻指出，隨數位科技發展

與全球化程度之深化，未來職場所需工作技能，除與資訊、數位相關如程式撰寫

等「硬技能」外，溝通、協調、創新等「軟技能」的重要性亦日益提升。本次會

議藉由許多從事就業服務第一線工作人員，分享與傳授相關知識與技巧，對我國

人力發展及勞動政策相關人員而言，獲益良多。 

三、 IAWP是一個結合與勞動力發展相關公、民營組織中之現職與退休人士組成之組

織，從本次會議的安排可知，議程相當緊湊，但進行相當流暢，從場地選擇、人

員邀約，或是活動設計、工作人員分工等相關經驗均相當豐富，實值我國未來辦

理國際會議之參考。此外，該協會係由退休人士與現職人員組成，本屆年會中，

多位負責主要議程者皆為退休人士，且有多位退休人士擔任志工，協助會議庶務

工作。我國或可參考其運作方式，由勞動力發展相關公、民營組織中之現職與退

休人士組成非營利組織，持續探討勞動力發展相關議題、促進該領域人員充分交

流，增進創新能量並持續精進成長。 

四、 本屆年會諸多活動設計如：早鳥網絡會議以晚會型式舉行、貴賓室交流活動及閉

幕晚宴等，氣氛皆相當輕鬆，人員互動熱絡有趣，話題開展自然。我國辦理各項

大型會議或可融入類似的活動設計，有助加強人員互動與交流，值得我國未來辦

理大型會議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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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簡報資料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顏專員慈慧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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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發展委員會黃專員耀民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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