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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倫理中利害關係人
的倫理視角

國
內過去對於評鑑人員評鑑倫理

的探討，多聚焦在外部評鑑委

員之倫理議題，然許多評鑑倫理的挑

戰，則來自於評鑑之委託單位及利害

關係人，因此評鑑實務中的委託單位

與利害關係人，也應該跟評鑑人員共

同分擔評鑑倫理之義務與責任（Morris 

and Cohn,1993）。

本文擬藉由利害關係人的倫理視

角，如內部評鑑人員的倫理意識、外部

評鑑委員的倫理素質、受評單位的倫理態度、評

鑑機構的倫理軌道，以及社會對評鑑倫理的期

待，來綜整探討評鑑倫理的本質。

評鑑倫理意涵

由評鑑專業社群訂定、供評鑑利害關係人共

同遵守的行為準則，稱為評鑑倫理（ethics of 

evaluation）。評鑑倫理含括指引評鑑建構的起始

階段、支持評鑑中的適切行為的過程階段，以及

判斷評鑑的品質結果階段（曾淑惠，2006）。

評鑑倫理是評鑑品質的核心，為避免違反評鑑

倫理的情形發生，除公開可能的利益衝突，藉由

法規與制度來設計一些避免偏差行為的倫理機制

外，評鑑委員自身的自省、自覺與自律，加上個

人的道德與品格，對整個評鑑工作與評鑑倫理的

建立，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般而言，評鑑倫理常涉及的主要層面包括：

評鑑專業的倫理規範與價值信念、委員自身的道

德準則與實踐層次、委員與利害關係人互動方式

之人際倫理規範，以及評鑑專業與社會責任的社

會倫理規範等。評鑑過程中須尊重多元開放的聲

音，且重視對話倫理機制之建置，以利評鑑結果

能更公平、客觀，且對受評單位的運作品質有所

提升，進而對整體社會產生正向的善循環。

評鑑之利害關係人

由於評鑑工作必須面對面接觸，難免涉及人情

因素，為了確保評鑑品質，建立公正、客觀的評

▲評鑑要想發揮正面效益，評鑑結果必須讓參與者及社

會大眾接受與信任。（陳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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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結果，實有必要建立評鑑倫理之相關規範，俾

利評鑑相關人員可以有所依循，並促使評鑑之利

害關係人共同分擔評鑑的義務與責任。

評鑑之利害關係，可分為：委託者與被委託者、

評鑑者與被評鑑者、評鑑團隊內部成員間、評鑑

專業的社會責任等關係。而評鑑的利害關係人，

則可分為：專業評鑑機構、受評單位、委託單位、

被委託單位、內部評鑑人員、外部評鑑委員、社

會大眾等。

評鑑過程中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專業、信任度很

容易受到挑戰或破壞，所以信任關係的維繫與處

理，是過程中需要凝聚與建立的共識基礎，如此

才能有效且公正客觀地執行評鑑工作。

內部評鑑人員之倫理意識

內部評鑑人員面臨的倫理困境，不同於外部評

鑑委員，因為其受雇於受評單位，且身處龐大行

政體系中，由於擔心評鑑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因

此可能發生資料被隱匿、結果未被充分揭露，以

及作假之情事。內部評鑑人員亦可能因其具有專

業評鑑人員與組織成員的雙重角色而形成衝突，

而降低對倫理問題的敏感度。

內部評鑑人員於評鑑後，容易遭受不同利害關

係人運用人際關係，來影響最終的評鑑結果，甚

至因為彼此熟識而有粉飾太平，或借機挾怨報復

之疑慮，因此評鑑任務結束後，評鑑人員應忘卻其

身分，儘速恢復其原本在組織裡的職務與角色。

外部評鑑委員之倫理素質

外部評鑑委員需具備的基本態度、行為規範與

專業能力、委員的素質，以及評鑑委員小組之召

集委員應有的職責，會影響評鑑結果的公正、客

觀。一般認為委員應該具備評鑑專業能力、恪守

倫理守則、認同評鑑精神。同時，在實地評鑑進

行前、實地評鑑過程中，以及實地評鑑後等三個

階段，均能確實執行評鑑工作所應遵守之倫理準

則及保密規範。

評鑑委員與組織之倫理，應聚焦在委員執行評

鑑工作時，個人與評鑑機構、受評單位以及評鑑

委員之間，所應遵守之相互尊重、平等對待與良

好溝通等互動行為準則的倫理規範。評鑑委員與

社會之倫理，則是期待能確保評鑑結果的正確

性，避免受到政治意識的干擾，期能善盡公民責

任，以促進社會福祉。

受評單位之倫理態度

受評單位對於評鑑的倫理態度為何？是主動歡

迎，還是被動應付？答案端看受評單位接受評鑑

的目的為何，是否將評鑑視為一種自我診斷的作

為？這其實是評鑑能發揮多少效益的關鍵。有些

受評單位可能是因上級主管機關要求，或為獲得

某種認證，或是透過外部機構或人員檢視單位之

整體狀態、策略方向、能力與活動的一致性、可

能盲點等自省作為而進行評鑑。

在變動快速的環境裡，一個機構要能存活，甚

而追求卓越，必須不斷檢視環境威脅與機會，以

及自身的優勢與劣勢，再擬定自身定位，先立於

不敗之地，進而掌握環境帶來的機會，調整自身

資源以創造有利態勢。相反的，如果受評單位處

於被動應付，往往只求滿足程序要求、準備被要

求提供之必要資料，甚至隱藏單位問題。最終，

可能浪費了龐大單位資源，卻無法達到自我診

斷、精益求精的效益。甚至可能因為評鑑單位及

委員被誤導，而提出不當的診斷與建議，將組織

帶往錯誤方向，或是產生不當的資源配置。

評鑑機構之倫理軌道

評鑑機構就像一面鏡子，也是一個參考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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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受評單位排除盲點並看清自己。最終評

鑑結果可以幫助受評單位自我檢視，反思核心

任務與目標、執行作為、配套措施是否協調一

致。

評鑑過程中，委託單位、評鑑機構與受評單

位，無論是何種文化背景，各參與者應在尊重彼

此差異與協調過程中，達到共利之目的。因此，

要先協調釐清評鑑的真正目的、使用範圍與界

限、各參與者的角色與責任，以及評鑑的可能效

益、風險與成果、所需資源與管理機制等。

評鑑機構在參與過程中，應明確公開其評鑑的

目的、設計、流程、問題、評準及本身的角色，

同時也要公開委託評鑑的單位，以及其所支用經

費的來源。評鑑過程應以符合邏輯、可追蹤方式

充分記錄，以供相關利害關係人檢視與審查，並

秉持公開透明原則進行。

委託單位對委託程序、合約研擬與過程管理，

或是評鑑機構對於評鑑方法、專案管理與情境文

化認知，都應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及技能。評鑑

機構與受評單位間的獨立性與關聯性，也必須釐

清與揭露。評鑑團隊要隨時掌握科技與工具的進

步情形，並對評鑑的情境與目的，慎選適當的評

鑑策略、方法、工具與程序。同時要透過有系統

工具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讓整個評鑑過程展現

專業效能。一般而言，評鑑是在協助委託單位、

受評單位或社會大眾，進行決策、學習、知識建

立與能力發展，是一個啟發的助力，而不是限制

發展的勢力。

社會對評鑑倫理的期待

社會由各種專業分工組成，也因各式專業發揮

功效而促使社會繁榮，所以，如果某一項專業不

能發揮功能或違反倫理，則很容易造成該產業的

沒落，並對社會造成負面衝擊。評鑑倫理如能落

實，除了能協助社會大眾辨識具有品質的評鑑對

象，也能為受評單位帶來價值。

評鑑要想發揮正面效益，評鑑結果必須讓參與

者及社會大眾接受與信任，所以評鑑的程序、方

法、專業能力與判斷，必須具有可信度。另外，

問題的發現與結論必須針對使用者，在建議內容

上，須是清晰且針對評鑑目的來呈現，以增加其

有用性。

結語

評鑑過程中應對所有利害關係人展現友善、尊

重、人性與互惠，以提升利害關係人的尊嚴。要

能具有文化敏感度，尊重不同世界觀與價值觀、

宗教、性別與年齡，並納入評鑑的考量。同時，

對評鑑中所接觸的認知、知識、文件，都應善盡

告知、保護隱私、機密之責任。應先標示可能風

險，並對傷害採取預防管理作為，以降低過程中

造成的傷害。

因此，在評鑑過程中，應要提供必要的合作分

工，維護相關利害關係人與團體的權益，並謹遵

應有的倫理規範與倫理守則，不受任何利益團體

之威脅與妥協，以儘可能避免倫理爭議的情事發

生。

◎註：本文作者將協助台灣評鑑協會出版評鑑倫理相關專書，預計於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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