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 1  WebHR 整體架構圖 

人事行政局「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簡介 

壹、前言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以下簡稱人事局）因應電腦軟硬體、開發工具、資料庫架構的進

步，自民國 80 年起即進行人事行政資訊系統的開發，民國 83 年開發ＤＯＳ版人事管理資

訊系統並推廣至行政院所屬中央機關；民國 86 年 9 月配合個人電腦視窗化開發「視窗版人

事管理資訊系統」（簡稱 Windows 版），並推廣至各行政機關；89 年在節省各機關重覆開發

之人力及經費考量下，和教育部合作開發「公教人員人事管理資訊系統」（簡稱 Pemis2k）

，使用者含括各級行政機關（包括中央、省屬及福建省連江縣各層級行政機關）及學校（

包括國立學校及省立高中（職）以下學校）。 

考量基層人事機構處理日常人事業務，除人事局開發之系統外，尚需使用銓敘部之銓

敘整合網路系統、中央健康保險局之健保系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之退撫

基金管理系統、臺灣銀行公保部之公保系統等，上述系統與人事局之應用系統有資料上、

下游關係，如能藉由資訊技術整合各主管機關系統，對於人事業務之推動及簡化將有極大

助益，遂於 97 年起運用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web 2.0 等新的

資通訊科技觀念和技術，開發網際網路版「人力資源管理資訊系統」（簡稱 WebHR），透過

人事行政作業流程再造，縱向整合基層機關及主管機關，橫向整合各人事業務主管機關，

改善基層人事人員資料重複報送，資料無法共享等問題，達到簡化人事業務的目標。 

貳、系統架構及功能 

一、整體架構說明 

網際網路版「人力資源管理系統」(WebHR)以人事局服務平台為基礎，人事服務網

（eCPA）為入口，整體架構如下圖： 

 



二、人事業務作業功能說明 

WebHR 系統採集中式之 Web-based 架構，整合了大部份人事機構之業務，就功能面

而言共包含個人基本資料、組織編制、考績、任免遷調、獎章獎懲、保險、退休撫卹、

待遇福利、差勤管理、統計、相片管理、人事傳輸、人事選員、中等以下學校、大專以

上學校兼免、系統管理等子系統，適合所有層級行政機關及學校之人事機構使用，主要

功能架構如下圖： 

 
圖 2  WebHR 人事業務作業功能圖 



（一）個人基本資料：提供各機關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或相關法規任用之人員，填寫公

務人員履歷各表(21 表)，依其各表號填寫欄位並參考全國性代碼，建立完整之公

務人員基本資料。 

（二）組織編制：提供行政機關依據組織法及編制表，維護機關代碼、名稱、各項職員

之編制官職等及員額、職務歸系、名冊管理、各項職務編號之明細(包含其編制單

位、員額類別、歸系職等、職系、目前佔缺人員等資料)，及相關統計運用等作業

。 

（三）任免遷調：提供機關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或相關法規，辦理機關內人員報到、離

職、新進人員任用、人員調動、陞遷選員(含內陞及外補)、任免核薪、銓審、約

聘僱計畫、升官等選員，及各項需報送銓敘部審查資料等作業。 

（四）獎章獎懲：提供依各機關依行政院及各級行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理辦

法、公務人員服務法及自行訂頒之平時獎懲標準規定，辦理人員之獎懲案建議函

、獎懲令、報表及獎懲統計、資深優良教育人員、模範(績優)公務人員及請頒服

務獎章等作業。 

（五）保險作業：提供依照公務人員保險法規定之公保、健保及退撫基金會等保險業務

所需之大批人員異動資料，以協助整批報送作業。 

（六）考績作業：提供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行細則，辦理媒體報送至銓敘部審定作

業、年終辦理考績作業、離退人員另予考績、主管機關核定、升等作業以及教職

員成績考核作業等作業。 

（七）差勤管理：提供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及相關出差休假等法規等規定，辦理差勤資料建檔及管理、結合刷卡系統、制度

管理、出勤管理、請假管理、出差管理、加班管理、輪班值班管理、勤惰統計管

理、國民旅遊卡資料處理及首長差假等作業。 

（八）統計作業：以個人基本資料分析，進行各項資料統計，包括行政機關、各級學校

、簡薦委官等、雇員、各種學歷(專科、大學、研究所、博士等)、年齡、考試、

官等、性別、年資、及各項異動狀況統計等作業。 

（九）待遇福利：提供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任用敘薪及現職資料，維護

待遇資料、經費類別、用表別、支領數額、專案加給表及金額、職務加給表及金

額、地域加給表及金額、學分費補助申請及慶生名冊製作等作業。 

（十）退休撫卹：提供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細則、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施行細

則，辦理退休意願調查，預算編列、退休撫卹事實表填報、計算退休金及撫卹金

、產生發放清冊及產製銀行媒體轉帳電子檔、三節慰問金、年終慰問金發放等作

業。 

（十一）相片管理：提供人員之相片批次轉入、轉出，及批次調閱功能。 

（十二）人事傳輸：提供人員依照交換格式規定，匯入及匯出人事 21 表資料。 



（十三）人事選員：提供一般選員及彈性選員，以選擇符合之條件人員名單供參考。 

（十四）中等以下學校：提供中小學之教師聘期、教師敘薪、教師兼行政、兼導師、緩

召作業等作業。 

（十五）大專以上學校兼免：提供大專以上之教師聘任、教師聘期管理、教師升等改聘

、學術行政主管作業等作業。 

（十六）系統管理：提供設定帳號、人員之權限管理、單位及人員區分及角色設定等作

業。 

叁、系統整合與介接 

一、整合人事服務網（eCPA）單一簽入機制 

整合人事服務網單一入口平台與簽入模組，讓人事人員只需記住單一網址及單一帳

號密碼，即可執行相關人事作業，避免因多重網址、帳號及密碼，徒增人事作業困擾。 

二、整合「憑證」提供高度身分認證功能 

整合人事服務網之「自然人憑證」、「機關憑證」認證機制，運用憑證之辨識機制，

提高身分認證強度，提升資料之有效性。 

三、整合人事局各項人事服務系統 

WebHR 系統整合了人事局現有之多項人事服務系統，包含「終身學習入口網」、「服

務獎章請頒系統」、「公教人員待遇管理系統」、「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報送服務

網」、「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建立系統間之資料自動傳輸機制，藉由全程資訊化提升資

料正確性，讓人事人員不再忙於資料之報送傳輸及處理因作業疏失而產生資料不一致問

題。 

四、跨院人事資料流整合 

主要人事業務主管機關包含銓敘部、人事局、縣市政府人事處(室)、台灣銀行公保

部、健康保險局、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等，因各自發展資訊系統的期程先後不一、使用

的工具不同與技術整合複雜，而產生系統各自獨立欠缺整合與介接。但就基層人事人員

觀點而論，人事作業重複繁瑣，同一項人事業務有多個不同的主管機關，整體人事業務

水平與垂直作業流程均不流暢與連貫，無法整合運用現有資源發揮資源最大效益。例如

公務人員考績作業，基層人事機構利用人事局開發之系統報送給主管機關審核；俟銓敘

部審定後，再以媒體傳送回基層人事機構；基層人事機構再以媒體送給人事局，造成資

料即時性、完整性、正確性均有待加強之問題。 

經透過不斷的協調與溝通，及資訊系統與資料的垂直整合，WebHR 系統完成與銓敘

部「銓敘整合網路系統」之跨院資料傳輸整合機制，基層機關的申辦資料透過 WebHR

系統傳送縣（市）主管機關完成核定作業，再送銓敘部進行核備作業；銓敘部作業完成

後之資料亦由 WebHR 系統負責接收導入各機關資料庫，以達流程改造、減少人工作業、

提升資料正確性、提供「一次申辦、全程運用、服務回饋」的創新作業運作模式。 



五、公保、健保及退撫基金作業跨機關與系統整合 

各機關均需按時報送各項繳費資料給公保處、健保局、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先前

皆由基層機關使用人事局開發之系統作業，再將產出之資料報送主管機關系統，但因法

規的解釋及特殊案例處理方式均由主管機關主政，致人事局系統計算偶有錯誤之情事發

生，造成基層機關與主管機關之困擾，為徹底解決上述問題，人事局主動協調台灣銀行

公保部、健康保險局及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由 W ebHR 系統產生人員大批異動資料，

再透過主管機關開發之系統介接程式接收，進行後續保費計算、人員資料更新作業，以

各師其職、分工合作的方式達到便利且正確的保費計算。 

六、整合考試院「全國人事法規釋例資料庫檢索系統」 

人事法規非常繁雜且主管機關不一，而依法行政是人事人員最基本要求，但法規及

釋例更動時，人事人員常常無法於第一時間取得資訊，容易造成人事作業之疏失及錯誤

，所以 WebHR 系統整合考試院「全國人事法規釋例資料庫檢索系統」，當有新版法規時

自動更新連結至最新法規，可節省人事人員法規搜尋時間及避免法規引用錯誤。 

肆、系統創新 

一、創造經驗傳承、迅速知識分享 

人事人員流動大，且基層機關由非人事人員兼辦人事業務的情形非常普遍，所以經

驗傳承非常重要，因為前人的經驗能讓剛進入人事服務的新進同仁在最短的時間內熟悉

人事業務，所以 WebHR 系統整合了人事局「人事知識分享平台」的推薦知識、熱門知識

、最佳知識等相關資訊，而且還建立小秘訣專區，讓人事人員於日常工作期間即可將心

得、作業注意事項或整理的作業秘訣及小撇步，放置並公告於系統中提醒自己，當人員

替換時新進人事人員可迅速的取得前人的武功心法，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工作所需知識

。 

WebHR 系統亦提供跨機關之工作經驗或秘訣分享機制，各機關可將公認良好的知識

分享給其他機關，同時主管機關亦可彙整所屬的優良工作經驗，形成整個主管機關之共

同知識，透過系統迅速的擴散，凝聚人事人員向心力，使人事機構猶如神經元一般，將

資訊立即且正確的傳遞，充分發揮數位神經效能且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二、提供主管機關法規及表件自主專區 

由於地方自治法的關係，各縣（市）政府許多人事作業流程及表格文件均不統一，

有集中管理、有分散授權、或採部分授權，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差異更大，在眾多

單行法分立的情況下，當人事人員跨主管機關調動時，往往會引用錯誤法規及表單，造

成業務上之困擾或影響當事人權益，WebHR 系統特別建立主管機關法規及表件自主專區

，讓新調任的人事人員能簡便且迅速的取得正確的法規及表單資訊。 

三、提供自建作業流程指引整合資訊系統操作 

人事作業非常繁雜，作業流程包含哪些步驟，哪一項又該先作，一直困擾著人事新

進人員，WebHR 系統特別建立主管機關業務流程指引專區且將系統操作整合至指引之每

一個步驟，讓主管機關可以自由設定業務流程，其內容包括系統內某一項功能、系統外



之某一網頁或檔案資料，新進人事人員只需依照指引之步驟一步步作業即可無遺漏的完

成各項人事業務，且為符合已熟練之人事老兵快速處理之需求，在系統目錄中仍建立各

分項之作業入口，以便可快速於各操作界面間切換。 

四、待辦信息主動提醒通知、增進業務處理時效 

人事人員日常作業非常忙碌，為避免產生作業漏做情況，系統於各項事件發生時貼

心的設計待辦事項提醒機制，例如當系統偵測到銓敘部已將考績核定完成時，提醒人事

人員進行資料下載及轉入作業；當有新的調查表需要填寫時，即時提醒人事人員；有公

務員利用「個人資料校對網」提出個人資料更正時，提醒人事人員儘快處理等。 

五、建立作業提醒機制，達到系統主動服務 

當機關人員報到或離職時，人事人員必須一連串的處理多項作業，其中任何一項漏

失均會影響當事人之權益，為避免錯誤產生及提升人事服務品質，於系統中建立作業提

醒機制，例如人員報到或離職作業時，提醒人事人員要辦理公保、健保、退撫基金之異

動作業，並提供人事人員簡便且快速的捷徑切換至相關作業畫面。 

六、運用表報排程技術，提升系統服務品質 

人事作業有其週期性及時間侷限性，例如考績作業都在年度結束時作業、教師聘用

統一於暑假期間作業，此作業時間的侷限性會造成系統在特定時段負載量暴增，尤其是

表報統計作業需使用大量資料及運算，更會造成系統無法負荷影響服務品質，藉由排程

技術可視系統負載狀況調整瞬間負荷量，提升線上服務品質及縮短線上反應時間。 

 

 

 



 

 

 

 

 

 

 

伍、系統推動輔助措施 

一、辦理系統上線前評估說明會議 

為讓縣(市)政府在正式使用前充分瞭解系統設計精神、作業流程、操作畫面、收集

系統與各縣(市)政府現行作業流程及表報之差異，均會由人事局人員、系統建置人員至

縣(市)政府依人事分工科別，分別辦理系統說明會議，與縣(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之人事菁

英充分溝通討論，使系統能充分符合實際作業流程及表報所需。 

二、充分辦理人員教育訓練 

為減輕主管機關之負擔，系統上線前提供多梯次（每梯次 5 天）之系統教育訓練，

除讓使用者能盡快熟悉系統操作並釐清疑義，且確保系統能於上線前完成必要之修正，

降低使用之困難度。 

三、提供數位教學影音檔案，縮短學習曲線 

為協助使用者於系統上線前或上線後自我服務，儘快處理問題，另行錄製了影音教

學檔案，提供使用者學習，以期迅速的瞭解系統操作方式。 

四、提供完善資訊客服機制 

建立使用者問題處理及服務中心，無論是使用者操作問題、資料錯誤或是系統問題

，均以「顧客服務」為導向，有專人立即且快速的回答使用者提出之問題，且所有問題

均會以系統方式掛號列管，方便追蹤查詢，並建置問題 Q＆A 專區，將相關問題彙整後

公告，讓系統新手能快速查詢、自我服務。 

五、協助建立菁英輔導機制，就近協助處理問題 

雖然建立了完善資訊客服機制，但總不如鄰近同事之良好溝通及貼心服務，所以輔

導各縣(市)政府建立菁英輔導責任區，再配合系統之身分切換機制，讓使用者能就近尋

求菁英輔導人員之協助，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問題處理完畢。 

六、上線後使用情形之調查及處理 

圖 3  WebHR 系統創新功能圖



系統上線後仍與縣(市)政府建立密切之溝通管道，瞭解各子系統之用情形，是否需

要協助等，以做為未來系統改進及提升服務品質的重要依據。 

陸、實施效益 

一、藉助雲端技術減輕人事人員工作負擔 

目前人事機構約 8,000 多個且遍佈全國，大部分機關人事人員需管理一套人事系統（

包含主機軟硬體、資料庫及人事管理系統），因人事人員非資訊專業，當系統出現問題時

無法自行處理，必須另行請求協助，但各機關不一定有設置資訊人員，將影響人事服務

品質，WebHR 系統藉助雲端技術將各機關主機集中至人事局或縣（市）主管機關統一管

理，各機關不再負責主機軟硬體之維護管理、系統程式更新、資料備份，將可大幅減輕

人事人員日常工作負擔。 

二、藉由線上申辦，提升作業效率、簡化公文傳遞，達成節能減碳目標 

縣（市）政府與所屬機關間無論是獎懲、考績、退休撫卹、中等以下教職員作業等

，往往需要大量之公文往返，不但曠日廢時亦浪費紙張，WebHR 系統建置線上申辦作業

可免除大量之公文往返，節省紙張費用及人員傳遞之成本，符合世界節能減碳之趨勢且

可提升傳輸作業及服務品質。 

三、透過腦力激盪及資訊輔助達到人事流程再造 

所有系統作業流程均與基層機關、縣（市）政府之人事菁英，以小組討論的方式充

分溝通、腦力激盪，針對現行人事作業瓶頸進行全面性研討及簡化，再透過資訊技術落

實與實踐，達人事流程再造之目標。 

四、整合人事局及各人事業務主管機關系統，簡化人事作業 

WebHR 系統整合了人事局現有之多項人事服務系統、銓敘部「銓敘整合網路系統」

，並介接公保、健保等人事主管機關業務系統，建立跨機關系統間之資料自動傳輸機制

，撫平系統作業流程，讓人事人員不再於各主管機關系統間進行繁瑣的資料報送、達流

程改造、減少人工作業、提升資料正確性、及「一次申辦、全程運用、服務回饋」目標

。 

五、與日常申辦業務結合提升資料的正確性 

以往建置之人事系統大多是人事文書作業完成後之資料儲存及管理，並沒有與人事

日常申辦業務充分結合，常發生資料登打錯誤之情況，人事局為取得全國人事資料及各

縣(市)政府為取得所屬機關人事資料，均要求各基層機關將資料匯出後再以手動方式進

行報送，如此不但增加人事人員工作負擔，亦常因作業疏失而產生資料錯亂之情況，雖

花費大量時間搜集及校正資料，資料正確性仍不如預期。 

WebHR 系統藉由線上申辦整合基層機關到縣（市）政府之所有作業及表報，透過機

關承辦人線上申辦、縣(市)政府負責人線上審核、當事人多次的資料檢視與校對，可大

幅提昇資料之正確性亦可簡化資料蒐集流程。 



六、全面提升人事業務處理效率 

為協助人事人員更有效率處理人事業務，WebHR 系統積極進行人事業務資訊化工作

，迄今已完成組織編制、個人基本資料、人事選員、人事傳輸、任免遷調、獎懲作業、

考績作業、差勤管理、待遇福利、退休撫卹、相片管理、大專教師兼免、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兼免、保險作業、統計、決策支援等，刻正再擴充出國案件、訓練進修管理、人事

法規整合等作業，可說全面含括了人事日常作業所需，藉由資訊系統輔助，提升人事業

務處理效率。 

陸、未來展望 

WebHR 服務系統只是完成前端服務提供，未來將持續藉由跨主管機關之行政流程改造

及業務資訊整合與整併，進而建置「人事共通服務平台」整合各人事主管機關資料庫及業

務系統，提供整體性決策支援，基於以上理念，將持續努力推動以下工作： 

一、建立雲端人事專業統計及決策資訊服務 

正確的資料是建構優質資訊服務的基礎，嚴謹的統計數據更能輔助人事政策形成，

各主管機關常有臨時性統計表報需求，例如教育部、審計部及其他業務主管機關常定期

或不定期要求各縣（市）政府提供統計資料；議員或首長亦常因問政需要，要求提供臨

時性統計資料。目前各主管機關常大費周章的以公告方式要求所屬機關人事人員全面放

下手邊工作，以最速件方式找出資料並完成報送作業，但常發生因定義認知不同、無法

即時取得或懷疑資料正確性之情況，另 WebHR 系統雖然已提供個人表報查詢、人事選員

等功能，讓主管機關可在統一的資料基礎下，即時且正確的取得所需資訊，但人事人員

常因不具備資訊能力或對資料庫欄位不熟悉，而無法如期、如質的提供所需資訊。 

人事局現已建置「公務人力資料庫」蒐集行政院及所屬機關之公務人員、技工工友

、駕駛、駐衛警等之個人基本資料、現職、待遇等資料及各機關之組織員額編制狀況，

並透過倉儲系統產生人事局所需之公務人力統計及分析資料，如能在現有的基礎上運用

雲端技術擴大服務範圍，將基層機關、縣（市）政府、業務主管機關等均納入服務範圍

，藉由整合人事局的人事專業及廠商的資訊技術，建置一套主動式雲端人事資料統計服

務，透過需求端之服務申請，人事局針對所收集資料庫建置表報並在資訊安全的前提下

建置適當之權限控管，以雲端服務方式提供各主管機關定期或不定期所需之各類統計表

報、選員服務及人事決策所需資訊，以輔助人事業務執行及政策之推動。 

二、建立完整公務生涯全程記錄資料庫 

正確資料為提供良好資訊服務的基礎，一個公務人員可能是通過國家考試後按資格

任用亦或由特殊法令進用，就業務流程而言公務人員通過考選部辦理之國家考試後，接

著由人事局或特考主辦機關分發至任用機關實務訓練起，便有任用、考績、獎懲、任免

、銓審、訓練、遷調、待遇、福利差勤、保險、退休等作業，其中保險事涉台灣銀行公

保部、健保局等機關；依法送銓敘部審查又有了銓敘、動態、考績、退休等；退休撫卹

之年資計算又由主管機關及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辦理，公務人員由考試至退休之完整生

涯週期資料可說散見於多個業務主管機關，人事局資料庫有公務人員基本資料、現職任

免、經歷異動、終身學習等相關的人事資料，而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有公務人員繳納退撫

基金完整資料紀錄、銓敘部則有公務人員詳盡的銓敘審查、考績等資料。當一個公務人

員要辦理退休時，系統若要主動提供退休金試算服務及建議，則至少必需分別取得三個



主管機關資料庫，方能提出退休最適時機點及退休金最優組合之建議，無論在資料查詢

、校對、運用上均屬不易。 

基於主動服務之觀念，希能以雲端技術更深層整合各資料來源，完整且正確的將公

務生涯全程記錄於單一整合性人事資料服務雲，方能在人事管理各階段工作時發揮完整

之查詢或檢核功用，進而提供公務人員各個階段全程、快速且優質人事服務。 

三、建立單一整合性跨機關人事業務服務雲 

核心人事業務包含任免、組織編制、銓審、考績、退休等業務，跨考試院、銓敘部

、退撫基金、公保部、人事局及 8,000 千多人事機構。人事局多年開發全國人事行政資訊

系統經驗發現要達成單一整合性跨機關人事業務服務之目標，除 WebHR 努力達成之「跨

人事主管機關資訊流程整合」外，尚須克服「業務分責、系統分立」之現況。例如：人

事局有「人事服務網」（eCPA）（包含組織員額、考試分發、待遇、子女教育補助、終身

學習、求職徵才、技工工友等）、銓敘部有「銓敘整合網路系統」（包含機關編制、銓審

、考績、動態登記、模範公務人員報備、聘用人員報備、公務人員試用期滿送審作業、

退撫資料查件等作業）、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有「退撫基金繳納作業系統」、台灣銀行公

保部有「公保網路作業系統」，但各資訊系統使用的工具與技術不同且分置多處欠缺整合

，人事機構人員推動日常業務必須於各系統間切換，自行調整適應不同的網路作業環境

、系統設計理念及操作方式，產生作業困難、資源無法共享等問題，如能運用單一簽入

技術，更甚是適度的跨機關系統整併，使跨主管機關之同一項人事業務能整合於單一系

統，不但可簡化作業之複雜度，亦可將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對於人事人員多會有莫

大之幫助。 

（本文由人事行政局資訊室科長林哲正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