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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案報告摘要 

 

    因應台灣人口老化以及社會福利需求增加的趨勢，照護人力的需求也隨之增加，但目前

因為照顧服務員工作環境的不佳，工作壓力高、負荷重、待遇低等問題，使得照顧服務員人

力招募困難且流動率高。面對政府推動長照2.0為高齡化社會鋪路之餘，更面臨照顧服務人力

不足的窘境，金門地區從民國93年起開始進行照顧服務員訓練，但實際執業者甚少，面對逐

年人口老化照顧人力需求增加，實有必要了解這些接受訓練的照顧服務員不執業之相關因素。 

    本調查針對金門地區完成照顧服務課程受訓後的照顧服務員進行調查，探討其背景資

料、是否投入照顧職場、未投入或離開照護職場因素、對於照顧職場的福利、薪資期待及工

作壓力源、工作疲倦及留任意願等之間的相關性探討。本調查採橫斷式質量性研究，量性問

卷訪談目前執業者144名，未投入或離開照護職場者104名，質性訪談共10位，其中5位為目前

執業者、5位為未執業者。照顧服務員職場執業者調查發現，填答者每月薪資期望以

30,001~34,999元者最多(佔38.9%)，最期待福利的前三順位分別為：年節獎金、退休制度、

績效獎金。填答者留任的主要原因前三項分別為：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填答者所具備之條件與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呈現統計顯著差

異，顯示出填答者一般身分有較高的工作壓力，榮民有較高的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自

覺健康程度不好者的工作倦怠程度較高。未投入或離開照護職場者調查發現，從未投入照顧

職場者居多佔62.5%，而曾投入照顧職場者佔37.5%。未投入照顧職場的原因方面為：有其他

工作、照顧家人、時間無法配合。曾投入照護職場離開的主要原因包括：照顧家人、有其他

工作、健康因素、其他、時間無法配合等。而未來再投入的可能性方面，前三順位分別為：

這份工作很有意義、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調查當初參加照服員訓

練之動機前三順位分別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學習新知識、自我肯定。期望照服員工作之

每月薪資以30,000~39,000元者最多，而在福利期待方面，最期待的前三順位分別為：退休制 

因素。 

    綜合以上結果提供金門地區衛生局及長照管理中心、長照機構未來作為改善或擬訂符合

在地的照顧服務福利與政策、提升誘因增加照顧人力，供金門縣長照政策規劃之參考。 

    
    關鍵詞：照顧服務員、照顧職場、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離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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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 計畫緣起及目的 

    台灣因醫療衛生進步、平均壽命延長及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快速上升；雖人口老化程

度不若先進國家嚴重，但速度卻較大多數國家為快，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統計台灣 2018 年邁

入高齡社會，2026年將再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2061 年預計高達 41%，

與日本、韓國同為世界上最老化的國家(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各個先進國家在 21 世紀必須

面對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人口快速老化及所帶來的衝擊，臺灣也不例外，人口老化伴隨疾病型

態慢性化、健康問題障礙化、照護內容複雜化、照護時間長期化等問題，長期照護服務的外

援需求日益明顯，機構、社區及居家式服務需求增加。經建會老年失能人口推估 2011 年失能

人口為全國人口之 1.9%，2016 年則升高為 2.3%，至 2036年升高為 4.6% (如表一)；吳及林

(1999)研究指出，我國老年人口中，因日常生活活動或認知障礙，需要長期照護約有 15-30

萬人，此項需求在未來三、四十年間將成長 4 倍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特定族群是長期照顧服

務的主要對象，其服務內容多以生活照顧為主、醫療護理照護為輔。是一種融合醫療與社會服

務領域的照顧，它兼具綜合性、連續性、多元性、複雜性的特質，因此除了需要醫學、護理、

社工、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等直接照顧的專業人力之外，也需要大量照顧服務員的協助，才能減

少醫療專業人員於非專業工作的負荷。照顧服務員不僅肩負起照顧病人的生活起居，也協助行動

不便的病人或老人，在醫院或機構中與住民接觸最長，也是最密切的工作人員。所以照顧服

務員之供需與素質的提升在未來 10年期間，是推動長期照護政策成敗非常重要的因素。 

  

 

  表一：2011 年-2036 年失能人口推估 

年別  失能人口總計  全國總人口數  失能人口/全國人口數 

2011 448,528 23,296,248 1.9% 

2016 542,271 23,634,537 2.3% 

2021 641,342 23,853,101 2.7% 

2026 758,541 23,930,657 3.4% 

2031 900,494 23,832,371 3.8% 

2036    1,078,821 23,502,833 4.6% 

    資料來源：經建會人力規劃處:我國長期照護需求推估及服務供給現況 

             (www.ndc.gov.tw/dn.aspx?uid=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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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關懷總會推估目前台灣約七十六萬名失能、失智及身心障礙者，

約兩成使用政府長照資源，近三成聘僱外籍看護工，逾五成完全仰賴家庭照顧亦產生有照顧

壓力與離職的問題。勞動部自93年開辦「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能檢定，截至106年9月底止，

累計已有64,196人報考，共核發40,327張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每年約五千人報考、每年平

均核發三千張技術士證(勞動部，2017)。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統

計公布照顧服務員人數截至106年底，在各相關機構如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社區及居

家式服務之照顧服務員，共計15,201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花蓮門諾醫院副院長周

恬宏先生更推估2016年全臺灣地區需要近6萬名照顧服務員，雖全國已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的

人數計8萬餘人，但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員的人數卻只有 16％，約1萬多人，已明顯供需失衡。

陳、吳、黃 (2012)的研究顯示，目前縣市政府及民間單位共同遭遇的困境是照顧服務員人

力不足與人力流失。照顧服務員不論在醫院、安養護機構或家中，其工作都是以病人的生活

照顧為主，包含有上下床、大小便、穿衣、沐浴、進食、服藥、拍背、陪同運動散步等等。

雖然服務員所從事的照顧工作多為補足家人照顧人力之不足，但卻常扮演著危機介入的角

色，協助偶發事件或緊急事件的處理，但是當處理不當或無法滿足需求時，常會受到責難，

工作負荷重，導致照顧服務員受訓後投入照顧服務的意願受到很大的影響(杜、林、林，

2007)。照顧服務員與住民的接觸時間長，互動密切，且須隨時面對住民及家屬的各種要

求，工作壓力大，其壓力源會受到年齡、服務年資、薪資、 國籍、身份、在職訓練、工作

中歇息情形、 是否輪值夜班、照顧住民時間與人數所影響 (林，2000； 林，2005；林、

黃、徐、王、李，2009)。照顧人力不足且高流動原因中，與照顧服務員是第一線照顧提供

者有關，照顧服務員多為女性受到家庭、工作壓力高、待遇低及社會形象低等影響，造成培

訓後未能進入職場或不易留任(蔡、陳、林、梁，2013)，婚姻狀況、工作資歷、照顧住民數

及社會支持會影響照顧服務員的離職意願(蔡、陳、林、梁，2013)。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壓

力，會對其身心帶來負面影響(Cox,Griffiths, Barlow, Randall,Thomson,Rial-Gonzalez, 

2000； 蔡、陳、林、梁，2013)，造成健康亮紅燈，產生職業倦怠，離職意願增高，影響照

顧品質(李、賴、楊、黃，2015；杜、林、林，2007)。當員工承擔照顧角色後，工作壓力會

導致不好的生理和情緒反應，因而造成健康狀況不佳，工作表現不好，離職率增高  

(Montoro-Rodriguez & Small, 2006； 杜、林、林，2007)。綜合以上文獻，照顧服務員工作

過程不僅勞心又勞力、工作內容也是負荷沉重。這些有形與無形所造成的工作壓力，長期累積會造成

身心俱疲、健康亮紅燈，工作士氣低、工作效率降低、不易集中注意力、請假率高、生病、離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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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因疏忽和判斷錯誤而導致嚴重傷害和損失，引爆不可收拾的局面。 

    人口高齡化的照顧需求增加及照顧服務員工作環境的不佳，使得照顧服務員人力補充不

易在短期內獲得解決，目前政府推動長照 2.0 為高齡化社會鋪路，更使照顧服務人力不足問

題更加嚴重。依推估，20年內台灣需要被照顧的失能者會超過120萬人， 衛福部統計 2017 年照服

人力缺口約五千六百人，2018 年預估增加到一點二萬人，補足照顧人力迫在眉睫。過去勞動部

為了填補此一人力缺口，一直努力嘗試且積極調整國際移工政策，但台灣目前初階人力招募

仍困難且流動率高，照服人力不足的困境仍將持續存在。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服務對象多為

老年人、失能者或失能的老年人，需要高度的情緒投入，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壓力及職業疲勞

不僅影響照顧品質也影響照顧服務員的身心健康，導致執業或留任不易。金門地區近年來人

口數不斷增加，截至 2017 年 3 月總人口數已經超過 13 萬 5342 人， 65 歲以上長者的人

數為 15,966 人 ，高齡長者比率為 11.80%，若刪除戶籍在人不在，僅計算實際居住或常住

之人口，則高齡者的比率會更高。金門地區人口老化快速，長期照護問題更應該被重視。因

此本計畫主要探討照顧服務員留任意願、與其背景資料、是否投入照顧職場之現況未投入或離

開照顧職場的原因、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及福利期待、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程度等之間的相

關性，在政府現況所推展的長照系統，就顯得非常重要，本研究成果可了解金門地區已完成

照顧服務員訓練者的就業與離職（含未投入照顧職場）之因素，以協助照顧服務員因應工作

壓力及倦怠程度，並幫助提昇服務品質及穩定就業。 

    

二、 計畫目標 

1. 瞭解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個人基本資料變項 

2. 瞭解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是否投入照顧職場之現況 

3. 瞭解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的原因 

4. 瞭解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及福利期待 

5. 瞭解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 

6. 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不同個人背景與是否投入照顧職場情況、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

的原因及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及福利期待之影響。 

7. 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基本資料變項與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

性。 

8. 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源及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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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了解照顧人力政策與本地供需差異性，以提供金門縣照顧人力之未來政策規劃參考。 

10.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相關機構參考。 

 

三、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為一橫斷式質量性研究，量性調查以結構式問卷以面談方式進行，調查金門地區

至107年底完成照顧服務員培訓計畫之人員，調查範圍包括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

烈嶼鄉。照服員工作地點則包括長照機構(護理之家、安養機構、養護機構)、居家護理、居

家服務等。本次調查對象依據金門地區衛生局提供完成照服員訓練所列之名冊，扣除戶籍遷

出、拒訪、空號樣本或不再居住在金門或已死亡等人員，完成執業中144位，未執業中104位

調查。 

     除了量化分析外，本研究亦進行質性訪談，由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採一對一個別訪談方

式，收集照服員訓練者影響就業及留任意願之質性意見，共訪談10名，其中，執業者及未投

入與離開照顧職場者各5名。而本研究為了切合研究目的且以受訪者能否提供必要的資訊能力

作為抽樣的標準，執業者訪談選擇目前在各不同照顧服務場域工作者之照顧服務員，包括醫

院1位、居服員2位、養護機構2位。 

 (二)研究工具 

    量化研究工具有兩份，分別是針對1.照顧服務員職場就業中者及2.未投入/已離開照顧職

場者進行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六個部分基本資料變項、投入照顧職場、照顧職場的期待、工

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資料。 

1.照顧服務員職場就業中者調查，問卷內容如下(附錄一): 

(1) 基本資料變項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福利身分別、慣用語言、居住地區、宗教、婚姻 

      狀況、子女人數、月收入、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及自覺健康狀況等。 

(2) 投入照護職場 

      包括投入照顧職場的時間及場所。 

(3) 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 

      包括目前薪資、期望薪資、福利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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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壓力源 

    採用 Cheng和 Luh等人(2003)發展的工作內容問卷中譯版(C-JCQ)共 22題，

包括工作控制及社會支持兩部分。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已獲相關文獻證實(張、

葉、陳、陳、石、鄭，2007；葉、鄭、陳、邱 ，2008a；葉、鄭、陳、邱 ，2008b； 

Cheng , Luh , Guo, 2003；Cheng, Huang, Li, Hsu, 2011； Yeh, Chen, Chen, 

Hu, Kristensen, 2007 )。工作控制之題目包含「技能裁量」6題及「工作自主

權」3題；「心理負荷量」5題；社會支持則分兩大項，分別是「來自主管的支持」

4題與「同事的支持」4題。以 Likert scale 4點量表計分，依序為「非常不同

意」 1 分、「不同意」2分、「同意」3分及「非常同意」4分。 

(5) 工作倦怠程度 

    使用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鄭雅文老師研發之職場疲勞量表包含個人

疲勞、工作疲勞、對服務對象疲勞、工作過度投入四項共 21題，。選項分總是

(4分)、常常(3分)、有時(2 分)、不常(1分)、從未(0分)，滿分各 100 分，分

數越高疲勞程度越高。 

(6) 留任意願 

    參考護理人員的留任意願量表(蔡、盧，1998）及相關文獻修改，因問卷中

的問題為反向問答，故受訪者所填答的留任意願得分以「總是如此」（幾乎 100

％都是如此做）=1 分、「經常如此」（幾乎 75％都是如此做）=2 分、「有時如此」

（幾乎 50％都是如此做）=3 分、「極少如此」（幾乎 25％都 是如此做）=4 分、

「從不如此」（從來都沒有如此做）=5 分來計分， 四題問項之得分，最低分為 4 

分，最高分為 20 分，如得分愈高，表示留任意願愈高，離職傾向愈低；反之，

得分愈低，表示留任意願愈低，離職傾向愈高。 

 

2. 照顧服務員職場未投入/已離開職場調查，問卷內容如下(附錄二): 

(1) 基本資料變項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福利身分別、慣用語言、居住地區、宗教、婚姻 

      狀況、子女人數、月收入、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及自覺健康狀況等。 

(2) 未投入/已離開職場 

      包括前職業目前執業、是否曾投入照護職場、當初參加照服員訓練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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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初參加照服員動機 

(4) 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 

      包括目前從事其他工作之薪資、期望照顧服務員之薪資、對於照服員工作福利期 

      待 

(5)   親友對從事照服員的態度 

(6)   過去照顧職場工作時經驗(曾投入但已離開職場者作答) 

      A.工作壓力源 

          採用 Cheng和 Luh等人(2003)發展的工作內容問卷中譯版(C-JCQ)共 22題，

包括工作控制及社會支持兩部分。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已獲相關文獻證實(張、

葉、陳、陳、石、鄭，2007；葉、鄭、陳、邱 ，2008a；葉、鄭、陳、邱 ，2008b； 

Cheng , Luh , Guo, 2003；Cheng, Huang, Li, Hsu, 2011； Yeh, Chen, Chen, 

Hu, Kristensen, 2007 )。工作控制之題目包含「技能裁量」6 題及「工作自主

權」3題；「心理負荷量」5題；社會支持則分兩大項，分別是「來自主管的支持」

4題與「同事的支持」4題。以 Likert scale 4點量表計分，依序為「非常不同

意」 1 分、「不同意」2分、「同意」3分及「非常同意」4分。 

      B.工作倦怠程度 

    使用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鄭雅文老師研發之職場疲勞量表包含個人

疲勞、工作疲勞、對服務對象疲勞、工作過度投入四項共 21 題，。選項分總是

(4 分)、常常(3 分)、有時(2 分)、不常(1 分)、從未(0 分)，滿分各 100 分，分

數越高疲勞程度越高。 

 

3. 質性研究部分 

    針對執業者及未投入與離開照顧職場者各五位訪談，除收集人口學變項外，以訪談大

綱為基礎，採一對一個別訪談方式（經受訪者同意後錄音）收集資料，以瞭解此族群最初

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的背後原因，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後投入、未投入照顧職場，或投入

後再離開照顧職場的相關因素，訪談大綱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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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架構如下: 

 

圖一、領有照顧服務員證書投入及未投入長照工作或離職因素相關因素 

 

(三) 統計資料分析 

問卷資料經整理編譯後，以 SPSS 22.0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所有統計分析之檢定以α=0.05

為信賴水準。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及推論性統計。描述性統計以平均值、標準差、百分比來

描述樣本的基本資料變項、是否投入照顧職場及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的因素、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

程度與留任意願之現況呈現；在推論性統計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基本資料變項中的年齡與工作壓力

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及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以卡方分

析瞭解基本資料變項與是否投入照顧職場及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的因素之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獨立樣本 t檢定瞭解基本資料變項與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之差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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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研究部分，錄音訪談資料完成逐字稿，然後採質性內容分析法，分類與組織，依

據最初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的背後原因，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後未投入照顧職場的因素，或

投入後再離開照顧職場的相關因素等，歸納主題與次主題，並舉例說明。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照顧服務員投入照顧職場或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做調查，投入照顧職場共

訪問 144 位，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共 104 位，質性訪談 10 位；以下就(1)照顧服務員職場

就業中及(2)照顧服務員職場未投入/已離開職場 (3)質性訪談資料三部份進行統計分析。 

(一)、 照顧服務員職場就業中 

1. 填答者個人背景資料 

針對 144 位金門縣照顧服務員執業者填答個人背景資料，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1-1 所示。

在性別部分，以女性填答者居多，有 131位，佔 91%；而男性填答者有 13位，佔 9%。在年齡

方面，144位填答者平均年齡為 50.66歲（標準差 11.75歲），最小 22歲，最大 79歲。在最

高學歷方面，以高中職學歷者最多，有 52 位，佔 36.1%，國中學歷者有 47位，佔 32.6%，國

小學歷者有 17位，佔 11.8%。在身分別方面，填答者以一般戶者最多，有 140 位，佔 97.2%，

而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者有 2 位，佔 1.4%。在所具備之條件方面，以一般者最多，有 109

位，佔 75.7%，新住民者有 32位，佔 22.2%。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或同居者最多，有 88 位，

佔 61.1%，未婚者有 19 位，佔 13.2%，離婚或喪偶者有 16位，佔 11.1%。在慣用語言方面，

以國語者為最多，有 122位，佔 54.2%，台語者有 91位，佔 40.4%。針對目前居住地區方面，

以金門縣者為最多，有 142 位，佔 98.6%，而新北市、其他地區者有 1 位，佔 0.7%。針對有

無撫養子女方面，以沒有撫養子女者為最多，有 41位，佔 28.5%，撫養 2 名子女者有 39 位，

佔 27.1%，撫養一名子女者有 23 位，佔 16.0%。針對家庭月收入方面，以 30,001~40,000 元

者為最多，有 46 位，佔 31.9%，而 20,000~30,000 元，有 43 位，佔 29.9%，在 50,000 元以

上者有 31位，佔 21.5%。針對填答者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部分，是與否各佔一半，各有

72位填答者。針對自覺健康程度方面，以自覺健康程度為好者居多，有 78位，佔 54.2%，自

覺健康程度為很好者有 55位，佔 38.2%。針對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方面，

大部分填答者尚未考取，有 107 位，佔 74.3%，而有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者有

37位，佔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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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填答者個人背景資料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性別 
男 13 9.0 144 

女 131 91.0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22 79 50.66 11.75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最高學歷 

大學及以上 14 9.7 144 

專科 11 7.6  

高中職 52 36.1  

國中 47 32.6  

國小 17 11.8  

不識字 3 2.1  

身分別 

低收入戶 2 1.4 144 

中低收入戶 2 1.4  

一般戶 140 97.2  

具備之條件 

一般 109 75.7 144 

榮民 2 1.4  

原住民 1 0.7  

新住民 32 22.2  

婚姻狀況 

已婚或同居 88 61.1 144 

未婚 19 13.2  

離婚 16 11.1  

分居 4 2.8  

喪偶 16 11.1  

其他 1 0.7  

慣用語言 

國語 122 54.2  

台語 91 40.4  

其他 12 5.3  

目前居住地區 

金門縣 142 98.6  

台灣新北 1 0.7  

其他 1 0.7  

有無扶養子女 

沒有 41 28.5  

1名子女 23 16.0  

2名子女 39 27.1  

3名子女 20 13.9  

4名子女以上 21 14.6  

家庭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5 3.5 144 

20,000~30,000元 43 29.9  

30,001~40,000元 46 31.9  

40,001~50,000元 19 13.2  

50,000元以上 3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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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是否為家中主要

經濟來源 

是 72 50.0 144 

否 72 50.0  

自覺健康程度 

很好 55 38.2 144 

好 78 54.2  

不好 11 7.6  

是否已考取「丙

級照顧服務技術

士」證照 

是 37 25.7 144 

尚未考取 
107 74.3  

 

2. 投入照顧職場現況分析結果 

現在投入照顧職場工作者主要以照服員居多，有 92位，佔 63.9%，而居服員則有 52 位，

佔 36.1%。針對目前工作單位名稱者，以松柏園、第一照顧、長照協會所佔人數最多，均佔

26位，佔 18.1%，其次是金門醫院者有 24 位，佔 16.7%，福田家園則有 21位，佔 14.6%。針

對工作單位之年資部分，其平均值為 46.93 個月，約 3年 10 月，標準差 56.20 個月。此外，

針對以前工作單位方面，有工作經驗者人數最多有 82位，佔 57.7%，而沒有工作者有 60 位，

佔 42.3%。針對以前工作單位，包括：金門社會處、社會局、金寧鄉公所、醫院、居家看護、

家庭主婦等，其中又以在金門縣社會處工作人數最多，有 21位；而在工作年資方面，平均為

97.19個月，約 8年 2 個月，標準差 88.7個月。最近三月雇用模式，以全職受雇者最多，有

95位，佔 66.0%，而部分工時雇用者有 49 位，佔 34.0%。其中針對全職受雇者中，輪班工作

制為 8 小時者有 67 位，12 小時者有 7 位。在部份工時受雇者中，工作時間平均為 27.30 小

時，標準差 11.43小時。有關投入照顧職場現況分析彙整如表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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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投入照顧職場現況分析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現在投入

照顧職場

工作 

照服員 92 63.9 144 

居服員 
52 36.1  

目前工作

單位名稱 

大同之家 12 8.3 144 

列嶼日間照顧中

心 

4 2.8 
 

列嶼青岐社區 1 0.7  

松柏園 26 18.1  

金門醫院 24 16.7  

長照協會 26 18.1  

晨光教養園 1 0.7  

第一照顧 26 18.1  

福田家園 21 14.6  

蘭湖日照中心 3 2.1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年資 

( 單 位 ：

月) 

0.0 257.0 46.93 56.20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以前工作

單位 

無 60 42.3 142 

有 82 57.7  

遺漏值 2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年資 

( 單 位 ：

月) 

2.0 360.0 97.19 88.70 

最近三月

雇用模式 

全職受雇者 95 66.0 144 

部份工時受雇者 49 34.0  

 

3. 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 

    針對 144 位填答者其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之意見彙整如表 1-3 所示。首先在

薪資(現況)方面，填答者每月薪資為 30,001~34,999 元者最多，有 56 位佔 38.9%，

25,000~29,999 元者有 35 位，佔 24.3%。而期望每月薪資方面，則以 30,000~39,000 元

者最多，有 79 位，佔 54.9%；40,000~49,999 元者有 34 位，佔 23.6%。而在福利期待方

面，最期待的前三順位分別為：年節獎金、退休制度、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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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填答者對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目前每月薪資 

10,000元以下 2 1.4 144 

10,000~14,999元 7 4.9  

15,000~19,999元 5 3.5  

20,000~24,999元 22 15.3  

25,000~29,999元 35 24.2  

30,001~34,999元 56 38.8  

35,000~39,999元 8 5.6  

40,000~44,999元 6 4.2  

45,000~49,999元 1 0.7  

50,000元以上 2 1.4  

期望每月薪資 

20,000~29,999元 10 6.9 144 

30,000~39,000元 79 54.9  

40,000~49,999元 34 23.6  

50,000元以上 21 14.6  

福利期待 

(複選題) 

工作規則與職責說明 55 11.1  

退休制度 96 19.4  

休假 61 12.3  

年節獎金 104 21.0  

績效獎金 87 17.5  

員工旅遊 82 16.5  

其它 11 2.2  

 

4. 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 

 144 位填答者認為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1-4 所示，而親

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以沒意見者最多，有 84位，佔 58.3%；而很支持者，則有 57

位，佔 39.6%。 

 

      表 1-4  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親友對從事照顧 

服務員的態度 

很支持 57 39.6 144 

沒意見 84 58.3  

反對 3 2.1  

 

 

5. 研究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 

  144位填答者對於工作壓力各研究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5所示。結果

顯示出，工作壓力各構面之平均分數介於 8.67至 17.44間，其中以「技能裁量」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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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最高，其次依序為：同事的支持、心理負荷量、來自主管的支持、工作自主權。而整

體工作壓力的平均分數為 65.27分。 

 

表 1-5  工作壓力各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表（N=144）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技能裁量 17.44  1.75  1 

工作自主權 8.67 1.23 5 

心理負荷量 14.57  1.51  3 

來自主管的支持 12.07  1.64  4 

同事的支持 15.55  2.00  2 

整體工作壓力 65.27  5.70   

 

    此外，針對 144 位填答者對於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兩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彙整如表 1-6所示。其中工作倦怠程度的平均分數為 47.29，標準差為 11.34；留任意願

的平均分數為 7.23，標準差為 3.31。此外，有關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之

Cronbach’s 之 α信度值分別為 0.839、0.917、0.924。 

 

       表 1-6  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表 （N=144）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倦怠程度 47.29 11.34 

留任意願 7.23 3.31 

 

    針對 144 位填答者對於留任的原因進行調查，其留任的主要原因前三項分別為：喜

歡幫助別人的感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有關支持填答者留任

意願原因分析彙整如表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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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7  支持您留任的原因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支持您留任 

的原因 

喜歡照護工作 63 7.6 

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91 11.0 

薪水合理 49 5.9 

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87 10.5 

自我肯定 71 8.5 

喜歡老人 53 6.4 

工作穩定 64 7.7 

離家近 35 4.2 

找不到其他工作 5 0.6 

學習新知識 69 8.3 

離家近 25 3.0 

需要這份薪水 64 7.7 

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44 5.3 

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94 11.3 

其它 17 2.0 

 

6. 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不同個人背景與是否投入照顧職場情況及對於照顧職場的 

薪資及福利期待之影響 

    此部分主要針對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不同個人背景與是否投入照顧職場情況及對於

照顧職場的薪資及福利期待之影響，並採用卡方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來進行。 

    首先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現在投入照顧職場工作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8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最高學歷、婚姻狀況、家庭月收入等三項對

現在投入照顧職場工作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

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最高學歷、婚姻狀況、家庭月收入對現在投入照顧職場工

作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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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8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現在投入照顧職場工作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1.052 1 0.305 

最高學歷 22.500* 5 0.000 

身分別 1.304 2 0.521 

具備之條件 1.894 3 0.595 

婚姻狀況 14.050* 5 0.015 

目前居住地區 3.588 2 0.166 

有無扶養子女 9.699 4 0.046 

家庭月收入 17.867* 4 0.001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0.120 1 0.729 

自覺健康程度 0.097 2 0.952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0.295 1 0.589 

檢定項目 t值 顯著性  

年齡 -0.921 0.359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以前工作單位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9所示。分析結

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性別、年齡等二項對以前工作單位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

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性別、年齡對

以前工作單位有差異。 

 

表 1-9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以前工作單位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5.761* 1 0.016 

最高學歷 9.014 5 0.109 

身分別 3.012 2 0.222 

具備之條件 3.804 3 0.283 

婚姻狀況 8.996 5 0.109 

目前居住地區 1.484 2 0.476 

有無扶養子女 3.332 4 0.504 

家庭月收入 3.135 4 0.536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0.115 1 0.734 

自覺健康程度 0.037 2 0.982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1.039 1 0.308 

檢定項目 t值 顯著性  

年齡 -2.451* 0.01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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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最近三月雇用模式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0所示。分析

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最高學歷、婚姻狀況等二項對最近三月雇用模式差異性分

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最

高學歷、婚姻狀況對最近三月雇用模式有差異。 

 

      表 1-10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最近三月雇用模式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2.212 1 0.137 

最高學歷 20.122* 5 0.001 

身分別 1.263 2 0.532 

具備之條件 3.334 3 0.343 

婚姻狀況 13.402* 5 0.020 

目前居住地區 3.932 2 0.140 

有無扶養子女 9.066 4 0.059 

家庭月收入 8.818 4 0.066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0.031 1 0.860 

自覺健康程度 0.386 2 0.824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0.410 1 0.522 

檢定項目 t值 顯著性  

年齡 -1.511 0.133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目前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1 所示。分析結

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最高學歷、婚姻狀況、目前居住地區、家庭月收入、是否為

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等變項對目前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

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最高學歷、婚姻狀況、目前居住地區、家庭

月收入、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對目前每月薪資有差異。 

 

      表 1-11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目前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8.888 9 0.448 

最高學歷 44.151 45 0.508 

身分別 12.317 18 0.830 

具備之條件 13.335 27 0.987 

婚姻狀況 90.050* 45 0.000 

目前居住地區 31.118* 18 0.028 

有無扶養子女 32.757 36 0.624 

家庭月收入 54.257* 36 0.026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17.399* 9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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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程度 16.375 18 0.566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14.866 9 0.095 

檢定項目 F值 顯著性  

年齡 0.321 0.967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期望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2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具備之條件變項對期望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

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具備之條件對期望每月

薪資有差異。 

 

       表 1-12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期望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3.668 3 0.300 

最高學歷 12.914 15 0.609 

身分別 2.708 6 0.845 

具備之條件 21.600* 9 0.010 

婚姻狀況 16.792 15 0.331 

目前居住地區 6.713 6 0.348 

有無扶養子女 16.850 12 0.155 

家庭月收入 16.655 12 0.163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3.675 3 0.299 

自覺健康程度 4.776 6 0.573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1.276 3 0.735 

檢定項目 F值 顯著性  

年齡 1.280 0.284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3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變項

對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

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對親友對從

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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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3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2.464 2 0.292 

最高學歷 13.952 10 0.175 

身分別 4.488 4 0.344 

具備之條件 6.068 6 0.416 

婚姻狀況 5.642 10 0.844 

目前居住地區 2.242 4 0.691 

有無扶養子女 6.281 8 0.616 

家庭月收入 3.456 8 0.903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0.962 2 0.618 

自覺健康程度 7.257 4 0.123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6.504* 2 0.039 

檢定項目 F值 顯著性  

年齡 0.751 0.474  

      *p<0.05 
 

7. 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基本資料變項與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 

    針對 144位填答者性別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用獨立

樣本 t 檢定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4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性別與工作壓

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性別不同，

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產生影響。 

 

表 1-14  不同性別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雙尾) 

工作壓力 
男 64.77  7.13  

-0.271 0.791 
女 65.32  5.57  

工作倦怠程度 
男 47.54  15.00  

0.064 0.950 
女 47.27  10.99  

留任意願 
男 8.31  3.88  

1.065 0.305 
女 7.12  3.25  

*p<0.05 
 

    針對 144位填答者年齡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相關分析，採用皮爾

森績差相關分析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5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年齡與工

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相關(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年齡

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產生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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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不同年齡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之相關分析 

 年齡 

相關 顯著性(雙尾) 

工作壓力 0.016 0.847 

工作倦怠程度 -0.048 0.567 

留任意願 -0.001 0.987 

*p<0.05 

 

    針對 144位填答者最高學歷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6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填答者最高學歷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

照顧服務員的最高學歷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此外，最高學歷

與留任意願產生差異影響(p<0.05)，進一步經由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最高學歷

類別間兩兩無差異。 

 

    表 1-16  不同最高學歷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大學及以上 66.79  7.39  

1.170 -- 

專科 68.45  9.72  

高中職 64.65  5.82  

國中 64.83  4.19  

國小 65.47  3.84  

不識字 63.00  3.61  

工作倦怠

程度 

大學及以上 51.79  11.90  

0.735 -- 

專科 48.36  11.53  

高中職 47.10  12.83  

國中 46.81  10.43  

國小 44.35  9.09  

不識字 50.00  3.61  

留任意願 

大學及以上 10.14  3.63  

2.968* N.S. 

專科 6.73  4.15  

高中職 6.94  3.44  

國中 7.02  2.74  

國小 6.29  2.49  

不識字 9.00  3.46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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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144位填答者身分別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7所示。分析結果顯示，

填答者身分別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

照顧服務員的身分別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產生差異。 

 

      表 1-17  不同身分別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低收入戶 65.50  0.71  

0.856 -- 中低收入戶 70.50  9.19  

一般戶 65.19  5.69  

工作倦怠

程度 

低收入戶 44.50  13.44  

0.269 -- 中低收入戶 52.50  3.54  

一般戶 47.26  11.42  

留任意願 

低收入戶 4.00  0.00  

1.984 -- 中低收入戶 4.00  0.00  

一般戶 7.32  3.31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144 位填答者具備之條件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8 所示。分析結果顯

示，填答者具備之條件與工作壓力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具備

之條件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產生差異。此外，填答者所具備之條件與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

意願呈現統計顯著差異(p<0.05) ，進一步經由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具備條件類別

間兩兩無差異。 

     針對 144位填答者婚姻狀況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用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19所示。分析結果顯示，

填答者婚姻狀況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

區照顧服務員的婚姻狀況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產生差異。 

 



22 

 

   表 1-18  不同具備之條件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一般 65.58  5.93  

0.732 -- 
榮民 61.50  0.71  

原住民 61.00  . 

新住民 64.59  4.97  

工作倦怠

程度 

一般 49.13  11.08  

4.640*  
榮民 50.00  5.66  

原住民 41.00  . 

新住民 41.06  10.55  

留任意願 

一般 7.68  3.37  

4.227*  
榮民 10.00  1.41  

原住民 4.00  . 

新住民 5.63  2.59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表 1-19  不同婚姻狀況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已婚或同居 65.78  5.61  

1.088 -- 

未婚 64.63  7.02  

離婚 63.06  5.86  

分居 61.75  3.50  

喪偶 66.31  4.38  

其他 65.00  . 

工作倦怠

程度 

已婚或同居 46.76  10.99  

1.068 -- 

未婚 51.47  13.59  

離婚 49.50  13.27  

分居 42.25  11.81  

喪偶 44.25  7.41  

其他 48.00  . 

留任意願 

已婚或同居 6.89  3.01  

1.784 -- 

未婚 8.95  4.61  

離婚 8.13  3.74  

分居 5.75  2.06  

喪偶 6.56  2.28  

其他 7.00  .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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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144 位填答者目前居住地區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20 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填答者目前居住地區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

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目前居住地區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

產生差異。 

 

表 1-20  不同目前居住地區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金門縣 65.23  5.69  

1.263 -- 台灣新北 74.00  . 

其他 63.00  . 

工作倦怠

程度 

金門縣 47.33  11.41  

0.109 -- 台灣新北 42.00  . 

其他 47.00  . 

留任意願 

金門縣 7.23  3.33  

0.095 -- 台灣新北 6.00  . 

其他 8.00  .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144 位填答者有無扶養子女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21 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填答者有無扶養子女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

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有無扶養子女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

產生差異。 

 

    針對 144 位填答者家庭月收入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22 所示。分析結果顯

示，填答者家庭月收入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

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家庭月收入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產生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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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不同有無扶養子女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沒有 64.10  6.05  

1.042 -- 

1 名子女 66.87  6.64  

2 名子女 65.90  5.97  

3 名子女 64.85  3.99  

4 名子女以上 65.05  4.57  

工作倦怠

程度 

沒有 48.00  10.78  

1.012 -- 

1 名子女 48.30  13.94  

2 名子女 44.69  12.16  

3 名子女 46.50  8.49  

4 名子女以上 50.38  9.90  

留任意願 

沒有 7.95  3.65  

1.139 -- 

1 名子女 7.22  3.66  

2 名子女 6.49  3.42  

3 名子女 6.80  2.40  

4 名子女以上 7.62  2.62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表 1-22  不同家庭月收入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20,000 元以下 66.40  2.97  

0.706 -- 

20,000~30,000 元 65.26  4.18  

30,001~40,000 元 65.00  6.48  

40,001~50,000 元 63.79  5.92  

50,000 元以上 66.42  6.48  

工作倦怠

程度 

20,000 元以下 47.40  7.30  

1.122 -- 

20,000~30,000元 48.67  12.11  

30,001~40,000 元 45.59  10.52  

40,001~50,000 元 51.05  12.98  

50,000 元以上 45.58  10.70  

留任意願 

20,000 元以下 7.40  3.71  

0.344 -- 

20,000~30,000 元 7.30  3.38  

30,001~40,000 元 7.17  2.97  

40,001~50,000 元 7.89  3.84  

50,000元以上 6.77  3.43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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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144 位填答者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

差異分析，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23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

答者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

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

留任意願產生影響。 

  表 1-23  不同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 

           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雙尾) 

工作壓力 
是 66.10  6.47  

1.753 0.082 
否 64.44  4.70  

工作倦怠程度 
是 46.75  11.74  

-0.572 0.568 
否 47.83  10.98  

留任意願 
是 6.85  3.00  

-1.389 0.167 
否 7.61  3.57  

*p<0.05 
 

    針對 144 位填答者自覺健康程度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24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

填答者自覺健康程度與工作壓力、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

的自覺健康程度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留任意願產生差異。此外，在填答者自覺健康程度與

工作倦怠程度間呈現統計顯著差異(p<0.05)，進一步採用雪費法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自覺健康

程度不好者比自覺健康程度為很好者在工作倦怠程度較高，顯示出，自覺健康程度不好者的工

作倦怠程度較高。 

表 1-24  不同自覺健康程度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很好 65.18  5.33  

0.079 -- 好 65.41  6.09  

不好 64.73  4.92  

工作倦怠

程度 

很好 44.95  12.08  

4.779* 不好>很好 好 47.71  10.22  

不好 56.09  11.41  

留任意願 

很好 6.60  2.88  

1.671 -- 好 7.58  3.42  

不好 7.91  4.28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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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144位填答者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

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25 所示。

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

留任意願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

士」證照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產生影響。 

     

    表 1-25  不同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 

            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雙尾) 

工作壓力 
是 65.16  5.59  

-0.136 0.892 
尚未考取 65.31  5.76  

工作倦怠程度 
是 47.49  9.65  

0.134 0.894 
尚未考取 47.22  11.91  

留任意願 
是 6.92  3.17  

-0.680 0.499 
尚未考取 7.34  3.37  

*p<0.05 
 

（八）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源及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的相關性 

    針對 144 位填答者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之相關分析結果彙整於表

1-26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出留任意願與工作倦怠程度間呈現顯著正相關(p<0.05)，其餘變

數兩兩間未達統計顯著相關(p>0.05)。 

 

      表 1-26  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之相關分析彙整表 

 工作倦怠程度 留任意願 

工作壓力 -0.034 -0.158 

工作倦怠程度  0.608*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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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服務員職場未投入/已離開職場 

1. 填答者個人背景資料 

針對 104 位金門縣照顧服務員職場未投入/已離開職場填答者個人背景資料調查結果彙

整如表 2-1所示。在性別部分，以女性填答者居多，有 100位，佔 96.2%；而男性填答者有 4

位，佔 3.8%。在年齡方面，104位填答者平均年齡為 47.07歲（標準差 9.24歲），最小 22歲，

最大 73 歲。在最高學歷方面，以高中職學歷者最多，有 36 位，佔 34.6%，國中學歷者有 25

位，佔 24.0%，大學及以上學歷者有 21 位，佔 20.2%。在身分別方面，填答者以一般戶者最

多，有 98位，佔 94.2%，而中低收入戶者有 5 位，佔 4.8%。在所具備之條件方面，以一般者

最多，有 75位，佔 72.1%，新住民者有 23 位，佔 22.1%。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或同居者最

多，有 85位，佔 81.7%。在慣用語言方面，以國語者為最多，有 91位，佔 62.8%，台語者有

52位，佔 35.9%。針對有無撫養子女方面，以撫養 2名子女者為最多，有 37位，佔 35.6%，

撫養 3 名子女者有 29 位，佔 27.9%。針對家庭月收入方面，以 50,000 元以上者為最多，有

38位，佔 36.5%，而 20,000~30,000 元與 30,001~40,000 元，各有 20位，佔 19.2%。針對填

答者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部分，以否者居多有 72位，佔 69.2%，而是者有 32位，佔 30.8%。

針對自覺健康程度方面，以自覺健康程度為好者居多，有 22位，佔 42.3%，自覺健康程度為

好者有 55位，佔 52.9%，很好者有 39位，佔 37.5%。針對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

證照方面，大部分填答者尚未考取，有 85 位，佔 81.7%，而有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

證照者有 19位，佔 18.3%。 

 

表 2-1  照顧服務員職場未投入/已離開職場填答者個人背景資料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性別 
男 4 3.8 104 

女 100 96.2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22 73 47.07 9.24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最高學歷 

大學及以上 21 20.2 104 

專科 13 12.5  

高中職 36 34.6  

國中 25 24.0  

國小及不識字 9 8.7  

身分別 

低收入戶 1 1.0 104 

中低收入戶 5 4.8  

一般戶 98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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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之條件 

一般 75 72.1 104 

榮民 3 2.9  

原住民 3 2.9  

新住民 23 22.1  

婚姻狀況 

已婚或同居 85 81.7 104 

未婚 10 9.6  

其他 9 8.7  

慣用語言 

國語 91 62.8  

台語 52 35.9  

其他 2 1.4  

有無扶養子女 

沒有 16 15.4 104 

1名子女 13 12.5  

2名子女 37 35.6  

3名子女 29 27.9  

4名子女以上 9 8.7  

家庭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13 12.5 104 

20,000~30,000元 20 19.2  

30,001~40,000元 20 19.2  

40,001~50,000元 13 12.5  

50,000元以上 38 36.5  

是否為家中主

要經濟來源 

是 32 30.8 104 

否 72 69.2  

自覺健康程度 

很好 39 37.5 104 

好 55 52.9  

不好 10 9.6  

是否已考取「丙

級照顧服務技

術士」證照 

是 19 18.3 104 

尚未考取 
85 81.7  

 

2. 未投入/已離開職場 

針對 104位填答者中，針對目前是否有工作方面，以有工作者最多，有 66位，佔 63.5%，

其目前有工作的職業包括：自開店、店員、服務業、社會處、保母、保全、特教助理、清潔

人員、廚工、衛生局、臨時工等。待業中者有 38位，佔 36.5%。針對是否曾投入照顧職場方

面，以沒有投入照顧職場者居多，有 65位，佔 62.5%，而有投入照顧職場者有 39位，佔 37.5%。

針對 39位有投入照顧職場之填答者，針對工作單位之年資部分，其平均值為 55.31個月，約

4 年 8 月，標準差 61.97 個月。針對工作的場所方面，前三順位分別為：其他、居家照護、

養護機構。針對離開照護職場因素的主要原因包括：照顧家人、有其他工作、健康因素、其

他、時間無法配合等。針對未來再投入的可能性方面，前三順位分別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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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針對 65位沒有投入照顧職場之填答者，未投

入照顧職場的原因方面，前三順位分別為：有其他工作、照顧家人、時間無法配合。針對未

來投入可能性方面，以未來會投入者有 34 位居多，佔 52.3%，而不會者有 31 位，佔 47.4%。

有關未投入/已離開職場現況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2所示。 

 

表 2-2  未投入/已離開職場現況分析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目前是否有工

作 

有 66 63.5 104 

待業中 38 36.5  

是否曾投入照

顧職場 

是 39 37.5 104 

否 65 62.5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年資 

(單位：月) 
1.0 360.0 55.31 61.97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工作的場所 

(複選題) 

養護機構 7 16.3  

安養中心 4 9.3  

居家照護 11 25.6  

身心障礙機構 5 11.6  

私人家中 3 7.0  

其它 13 30.2  

離開照護職場

因素 

(複選題) 

照顧家人 9 20.0  

有其他工作 7 15.6  

照服員工作太累 4 8.9  

健康因素 7 15.6  

時間無法配合 6 13.3  

薪資不合理 1 2.2  

照服員工作壓力大 1 2.2  

照服員工作倦怠 3 6.7  

其它 7 15.6  

未來再投入的

可能性 

(複選題) 

喜歡照護工作 12 13.0  

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13 14.1  

薪水合理 4 4.3  

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13 14.1  

自我肯定 6 6.5  

喜歡老人 8 8.7  

工作穩定 6 6.5  

離家近 4 4.3  

學習新知識 6 6.5  

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8 8.7  

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1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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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1 1.1  

未來投入可能

性 

會 34 52.3 65 

不會 31 47.7  

從未投入照顧

職場： 

未投入照顧職

場的原因 

(複選題) 

照顧家人 26 28.3  

有其他工作 33 35.9  

照服員工作太累 5 5.4  

無工作缺額(找不到工

作) 

2 2.2  

健康因素 1 1.1  

時間無法配合 13 14.1  

薪資不合理 1 1.1  

照服員工作壓力大 5 5.4  

其它 6 6.5  

從未投入照顧

職場： 

未來再投入的

可能性 

(複選題) 

喜歡照護工作 4 6.1  

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16 24.2  

薪水高 4 6.1  

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2 3.0  

自我肯定 6 9.1  

喜歡老人 3 4.5  

工作穩定 3 4.5  

離家近 3 4.5  

找不到其他工作 4 6.1  

學習新知識 6 9.1  

需要這份薪水 4 6.1  

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1 1.5  

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9 13.6  

其它 1 1.5  

 

針對 104位填答者對當初參加照服員訓練之動機彙整如表 2-3所示。調查結果顯示，動

機前三順位分別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學習新知識、自我肯定。 

 

      表 2-3  當初參加照服員訓練之動機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當初參加照服

員訓練之動機 

喜歡照護工作 20 7.3 

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53 19.4 

薪水高 2 0.7 

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24 8.8 

自我肯定 36 13.2 

喜歡老人 20 7.3 

工作穩定 7 2.6 

離家近 10 3.7 

找不到其他工作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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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知識 51 18.7 

需要這份薪水 8 2.9 

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7 2.6 

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25 9.2 

其它 6 2.2 

 

針對 104 位填答者對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之意見彙整如表 2-4 所示。首先在日前

從事其他工作之每月薪資方面，填答者每月薪水以 50,000元以上者最多，有 36位，佔 34.6%，

20,000~24,999 元者有 15 位，佔 14.4%。而期望照服員工作之每月薪資方面，則以

30,000~39,000 元者最多，有 60 位，佔 57.7%，40,000~49,999 元者有 27 位，佔 26.0%。而

在福利期待方面，最期待的前五順位分別為：退休制度、休假、年節獎金、工作規則與職責

說明、績效獎金。 

 

      表 2-4  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日前從事其他

工作之每月薪

資 

待業 1 1.0 104 

10,000元以下 3 2.9  

10,000~14,999元 11 10.6  

15,000~19,999元 13 12.5  

20,000~24,999元 15 14.4  

25,000~29,999元 14 13.5  

30,001~34,999元 5 4.8  

35,000~39,999元 2 1.9  

40,000~44,999元 2 1.9  

45,000~49,999元 2 1.9  

50,000元以上 36 34.6  

期望照服員工

作之每月薪資 

20,000~29,999元 5 4.8 104 

30,000~39,000元 60 57.7  

40,000~49,999元 27 26.0  

50,000元以上 11 10.5  

遺漏值 1 1.0  

對於照服員工

作之福利期待 

(複選題) 

工作規則與職責說明 63 15.8  

退休制度 73 18.3  

休假 71 17.8  

年節獎金 69 17.3  

績效獎金 61 15.3  

員工旅遊 60 15.1  

其它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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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104 位填答者認為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5

所示；結果顯示出，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以沒意見者居多有 59位，佔 58.4%，而很

支持者有 31位，佔 30.7%。 

 

      表 2-5  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彙整表 

變數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樣本總數 

親友對從事照

顧服務員的態

度 

很支持 31 30.7 101 

沒意見 59 58.4  

反對 11 10.9  

遺漏值 3   

 

3. 研究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 

針對 39位填答者對於工作壓力各研究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6所示；結果

顯示出，工作壓力各構面之平均分數介於 2.84 至 3.02 間，其中以「同事的支持」平均分數

最高，其次依序為：來自主管的支持、工作自主權、心理負荷量、技能裁量。而整體工作壓

力的平均分數為 2.90 分。 

 

表 2-6  工作壓力各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表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技能裁量 2.84  0.40  5 

工作自主權 2.89  0.50  3 

心理負荷量 2.86  0.43  4 

來自主管的支持 2.96  0.36  2 

同事的支持 3.02  0.45  1 

整體工作壓力 2.90  0.37   

 

此外，針對 39位填答者對於工作倦怠程度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7所示。其中

工作倦怠程度的平均分數為 2.27分，標準差為 0.65分。 

 

表 2-7  工作倦怠程度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彙整表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倦怠程度 2.27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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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不同個人背景與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的原因及對於照顧職    

      場的薪資及福利期待之影響 

 

此部分主要針對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不同個人背景與未投入或離開照顧職場的原因及對

於照顧職場的薪資及福利期待之影響，並採用卡方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來進行。 

首先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目前是否有工作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8 所示。分

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此變項對目前是否有工作差異

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

者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對目前是否有工作有差異。 

 

      表 2-8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目前是否有工作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2.395 1 0.122 

最高學歷 8.565 4 0.073 

身分別 0.603 2 0.740 

具備之條件 7.118 3 0.068 

婚姻狀況 2.414 2 0.299 

有無扶養子女 6.148 4 0.118 

家庭月收入 7.553 4 0.109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11.519* 1 0.001 

自覺健康程度 2.641 2 0.267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2.596 1 0.107 

檢定項目 t值 顯著性  

年齡 -2.551* 0.013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是否曾投入照顧職場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9 所示。分

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年齡與具備之條件、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

證照此兩變項對是否曾投入照顧職場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

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年齡與具備之條件、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

技術士」證照對是否曾投入照顧職場有差異。 

 

 



34 

 

 

       表 2-9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是否曾投入照顧職場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2.496 1 0.114 

最高學歷 2.604 4 0.626 

身分別 1.704 2 0.426 

具備之條件 8.629* 3 0.035 

婚姻狀況 0.094 2 0.954 

有無扶養子女 3.296 4 0.510 

家庭月收入 0.965 4 0.915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0.193 1 0.661 

自覺健康程度 2.925 2 0.232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9.483* 1 0.002 

檢定項目 t值 顯著性  

年齡 1.735 0.086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未來投入可能性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0所示。填答者

不同背景資料在年齡與自覺健康程度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

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年齡與自覺健康程度有差異。 

 

       表 2-10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未來投入可能性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0.009 1 0.924 

最高學歷 7.051 4 0.133 

身分別 2.868 1 0.090 

具備之條件 2.893 2 0.235 

婚姻狀況 5.679 2 0.058 

有無扶養子女 3.983 4 0.408 

家庭月收入 0.926 4 0.921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2.564 1 0.109 

自覺健康程度 6.750* 2 0.034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0.546 1 0.460 

檢定項目 t值 顯著性  

年齡 -0.467 0.642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日前從事其他工作之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1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在性別、最高學歷、婚姻狀況、家庭月收入此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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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對日前從事其他工作之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

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出，填答者性別、最高學歷、婚姻狀況、家庭月收入對日前從

事其他工作之每月薪資有差異。 

 

       表 2-11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日前從事其他工作之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19.611* 10 0.033 

最高學歷 64.600* 40 0.008 

身分別 9.433 20 0.977 

具備之條件 24.164 30 0.764 

婚姻狀況 33.925* 20 0.027 

有無扶養子女 50.308 40 0.127 

家庭月收入 90.497* 40 0.000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14.056 10 0.170 

自覺健康程度 12.739 20 0.888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11.142 10 0.347 

檢定項目 F值 顯著性  

年齡 1.350 0.216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期望照服員工作之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2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有自覺健康程度此變項對期望照服員工作之每月

薪資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顯示

出，填答者自覺健康程度對期望照服員工作之每月薪資有差異。 

 

       表 2-12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期望照服員工作之每月薪資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1.593 3 0.661 

最高學歷 6.937 12 0.862 

身分別 3.853 6 0.697 

具備之條件 7.901 9 0.544 

婚姻狀況 3.771 6 0.708 

有無扶養子女 11.108 12 0.520 

家庭月收入 19.575 12 0.076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7.008 3 0.072 

自覺健康程度 13.140* 6 0.041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3.148 3 0.369 

檢定項目 F值 顯著性  

年齡 0.860 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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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針對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差異性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3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有無扶養子女、自覺健康程度此變項對親友對從

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差異性分析結果達統計顯著差異(p<0.05)，其餘變數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p>0.05)。顯示出，填答者有無扶養子女、自覺健康程度對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有

差異。 

 

      表 2-13  填答者不同背景資料對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差異性分析彙整表 

檢定項目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性別 0.694 2 0.707 

最高學歷 10.953 8 0.204 

身分別 3.038 4 0.552 

具備之條件 8.115 6 0.230 

婚姻狀況 3.742 4 0.442 

有無扶養子女 16.568* 8 0.035 

家庭月收入 11.600 8 0.170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5.573 2 0.062 

自覺健康程度 11.007* 4 0.026 

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0.010 2 0.995 

檢定項目 F值 顯著性  

年齡 2.283 0.107  

      *p<0.05 
 

5. 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未投入/已離開職場基本資料變項與工作壓力源、工作倦怠程度之 

    相關性 

針對 39位填答者年齡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相關分析，採用皮爾森績差相關分

析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4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年齡與工作壓力、工作倦

怠程度間無相關(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年齡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

作倦怠程度產生相關性。 

 

      表 2-14  不同年齡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之相關分析 

 年齡 

相關 顯著性(雙尾) 

工作壓力 0.225 0.168 

工作倦怠程度 0.052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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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0.05 
針對 39位填答者最高學歷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5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最高

學歷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最高學

歷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15  不同最高學歷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大學及以上 2.96  0.27  

0.67 -- 

專科 3.04  0.36  

高中職 2.77  0.59  

國中 2.89  0.15  

國小及不識字 3.02  0.21  

工作倦怠

程度 

大學及以上 2.38  0.34  

1.01 -- 

專科 2.58  1.13  

高中職 1.99  0.64  

國中 2.28  0.56  

國小及不識字 2.46  0.58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 p <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39位填答者身分別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6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身分別

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身分別不同，

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16  不同身分別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低收入戶 3.00  . 

0.07 -- 中低收入戶 2.98  0.16  

一般戶 2.90  0.38  

工作倦怠

程度 

低收入戶 2.95  . 

0.63 -- 中低收入戶 2.43  0.20  

一般戶 2.24  0.66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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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39位填答者具備之條件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7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具

備之條件與工作壓力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具備之條件不同，

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17  不同具備之條件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一般 2.99  0.27  

2.29 -- 
榮民 2.68  0.13  

原住民 3.11  0.34  

新住民 2.70  0.50  

工作倦怠

程度 

一般 2.28  0.67  

0.11 -- 
榮民 2.02  0.10  

原住民 2.37  0.55  

新住民 2.27  0.72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39位填答者婚姻狀況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8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婚姻

狀況與工作壓力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婚姻狀況不同，不會對

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18  不同婚姻狀況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已婚或同居 2.91  0.40  

0.17 -- 未婚 2.81  0.31  

其他 2.95  0.08  

工作倦怠

程度 

已婚或同居 2.21  0.67  

1.41 -- 未婚 2.32  0.54  

其他 2.86  0.25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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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39 位填答者有無扶養子女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19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

者有無扶養子女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

員的有無扶養子女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19  不同有無扶養子女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沒有 2.83  0.27  

0.36 -- 

1 名子女 2.81  0.72  

2 名子女 2.89  0.31  

3 名子女 2.99  0.10  

4 名子女以上 3.02  0.23  

工作倦怠

程度 

沒有 2.31  0.47  

0.44 -- 

1 名子女 2.48  0.97  

2 名子女 2.31  0.65  

3 名子女 2.12  0.61  

4 名子女以上 2.02  0.35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39位填答者家庭月收入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20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家

庭月收入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的家

庭月收入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20  不同家庭月收入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力 

20,000 元以下 2.89  0.27  

0.81 -- 

20,000~30,000 元 2.74  0.57  

30,001~40,000 元 2.93  0.36  

40,001~50,000 元 3.13  0.31  

50,000 元以上 2.94  0.23  

工作倦怠

程度 

20,000 元以下 2.20  0.74  

0.37 -- 

20,000~30,000 元 2.09  0.68  

30,001~40,000 元 2.47  0.86  

40,001~50,000 元 2.25  0.78  

50,000 元以上 2.29  0.43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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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39位填答者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

用獨立樣本 t檢定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21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是否為家

中主要經濟來源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

員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影響。 

 

表 2-21  不同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   

        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雙尾) 

工作壓力 
是 2.97  0.22  

0.85 0.40 
否 2.88  0.42  

工作倦怠程

度 

是 2.54  0.44  
2.00 0.05 

否 2.17  0.69  

      *p<0.05 
 

針對 39位填答者自覺健康程度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的差異分析，採用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22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填答者

自覺健康程度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

的自覺健康程度不同，不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差異。 

 

表 2-22  不同自覺健康程度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工作壓

力 

很好 2.90  0.61  

0.05 -- 好 2.89  0.24  

不好 2.95  0.08  

工 作 倦

怠程度 

很好 2.19  0.79  

0.30 -- 好 2.27  0.65  

不好 2.44  0.30  

註：-- = p>0.05，無顯著差異 

 *p<0.05，有顯著相關、有顯著差異 

    N.S=組間無顯著差異 

 

針對 39 位填答者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

度的差異分析，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進行，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2-23 所示。分析結果顯

示，填答者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間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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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顯示出，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不同，不

會對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產生影響。 

 

       表 2-23  不同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之填答者與工作壓力、 

               工作倦怠程度、留任意願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雙尾) 

工作壓力 
是 2.90  0.23  

-0.08 -- 
尚未考取 2.91  0.43  

工作倦怠程

度 

是 2.15  0.52  
-0.86 -- 

尚未考取 2.32  0.71  

     *p<0.05 
 

6. 探討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源與工作倦怠程度的相關性 

針對 39位填答者對於工作壓力、工作倦怠程度之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出工作壓力源與工作

倦怠程度間未呈現顯著相關(p>0.05)(相關係數為 0.185，p>0.05)。 

 

表 2-24  工作壓力源與工作倦怠程度之相關分析彙整表 

 工作壓力源 工作倦怠程度 

工作壓力源 1.00  

工作倦怠程度 0.185 1.00 

      *p<0.05 
 

(三)、質性研究訪談分析 

     10位受訪者中，有 7名女性、3名男性，綜合訪談結果發現當初選擇上照服員課程訓練

的動機多為為照顧家人、充實自己照護知識、想要一份工作(薪水)等。 

    五位未執業受訪者未執業原因為(1)擁有漁保身分，無法執業 (2)無法配合上班時間 (3)

目前已有收入不錯的工作 (4)健康因素無法執業 (5)家中有小孩需照顧 (6)沒有經濟壓力 

(7)覺得工作太辛苦 (8)地位較低。 

    五位目前執業者，其中 2位擔任居服員，2位在機構工作、1位在醫院，五位均表示會繼

續執業下去，留任意願高。訪談結果顯示居服員對目前工作滿意度較高，因為長照 2.0 政策

中，他們的工作模式彈性、工時變短，且薪資增加(最高可到 5, 6 萬)。機構工作薪資雖僅 3

萬多，但已經習慣機構工作模式，且福利制度佳，有年節獎金，所以沒考慮轉換職場。醫院

工作者因為有漁保身分，只能自己當老闆，無法選擇當居服員或到機構上班，在醫院照護個

案採輪流分配，每天薪資 2200元，薪資不固定，每個月約有 2-3萬多，因為是自己接個案，

所以沒有福利跟年節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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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照顧服務員投入照顧職場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的照服員大部分為女性，為了兼顧家庭，而選擇了這份工作，從事照

顧服務的動機以賺取薪資、維持家計為主要目的，每月薪資期望為3,0000~39,000元。不同的

照護職場中，以居家服務最具優勢，即是工作時間彈性自由、可兼顧家庭且薪資較高。最期

待福利的前三順位分別為：年節獎金、退休制度、績效獎金。工作滿足上因可直接照顧及幫

助老人，讓他們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很有成就感及滿足感，並且覺得對社會有貢獻，增

加留任意願。填答者一般身分有較高的工作壓力，榮民有較高的工作倦怠程度與留任意願；

自覺健康程度不好者的工作倦怠程度較高。 

    在選擇照顧職場時會因對薪資的需求而有差異，長照2.0將居家服務工作薪資調

高，增強了留在此照顧場域之意願。建議相關單位正視照服員在其它工作單位如醫院或養護

機構之薪資，以增加其留任意願。此外，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長期累積會造成身心俱疲，健

康亮紅燈，也後續影響到請假率或留任意願。建議工作單位在職訓練課程中增加壓力調適或

健康促進課程主題，提升照服員健康及體能，以改善上述的現象。 

 

（二）照顧服務員未投入照顧職場的因素 

    調查104位參加受訓課程之動機前三順位分別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學習新知識、自我

肯定，顯示需要這份工作或薪水並不在其主要考量範圍。其中從未投入照顧職場者居多，佔

62.5%，其原因分析為：有其他工作、照顧家人、時間無法配合。37.5%曾投入照護職場後離

開的主要原因包括：照顧家人、有其他工作、健康因素、其他、時間無法配合等，目前雖離

開職場，但未來再投入的可能性分析為:這份工作很有意義、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喜歡幫

助別人的感覺。對於每月薪資的期望以30,000~39,000元者最多；而在福利期待方面，最期待

的前三順位分別為：退休制度、休假與年節獎金。質性訪談與量性資料有雷同之發現，顯示

未投入照顧職場原因與個人需不需要這份薪資、家中是否有需要照顧者及時間無法配合佔重

要因素。 

 

（三）政策對照護職場人力的影響 

1. 歷經多年來政府長照政策的變動，資深照服員雖然因為薪資不足而帶來不小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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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讓這群服務員仍然堅守崗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這特殊的照服領域職場中從自我肯定，找

到自己的工作價值，提升自我的生命意義與定位。但也因為已具備較多的照顧技巧與知識，

相對的也感受到投入與收入的不平衡。因此為留住這些具有豐富經驗與技術的優秀照顧(服)

人才，本研究建議：配合國家長期照顧政策，鼓勵可獨當一面的照服員創業，發展在家創業

的社區式家庭托顧新興服務; 或組成一個服務社群或團體，相互支援相互合作，也兼顧自己

的體能與生活品質；或者選擇需求高、需初備專業知識的服務項目自行創業，如陪同就醫

等，讓照顧服務員除任職醫院或機構看護、居家服務外，有自主性或開創性的其他多元選

擇，更因而帶動長照行業的蓬勃發展，有利因應未來超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2. 長照2.0自推動以來，衛生福利部持續致力於充實本國照顧人力，提升照顧服務員薪資條

件，目前已透過轉場交通津貼、專業證照加給等，將全職居家照顧服務員薪資提升至平均3

萬元。但在退休制度或福利、年節獎金等，則依工作單位性質而有不同。  

從訪談中了解退休制度多依照勞基法制定。在福利方面，居服員受訪者對兩項福利表示滿意

(1)“轉程費”：針對兩個個案之間的路程給予費用補(2)“交通補貼費”：一天給予固定的

油錢補貼或是一趟的補貼費用。而機構照服員對於每月全勤1000元獎勵金表示滿意。年節獎

金、獎勵金或年終獎金部份，有的單位三節有禮金，有的單位三節給水果，醫院的照服員因

為是屬於自己接個案的，所以無福利、禮金或獎勵金，而年終獎金有的單位有，有的沒有，

但受訪者ㄧ致表示其重要性，此結果與量性調查結果雷同，年節獎金、獎勵金及年終獎金是

照服員（居服員）所重視的福利，久任獎金應也列入考慮，建議相關單位將以上列入工作福

利，以增加執業者留任意願及滿意度。 

3. 金門大學目前在健康護理學院下設有長期照護系、社會工作系及護理學系，可提供金門地

區優質長期照護人才。長照系教師群(蘇、朱、謝、及何，2017)調查發現學生投入照顧服務

員工作意願高，此結果不僅符合社會期待與需求，同時也可落實政府相關教育政策，將長照

人力提升至大學學歷，以提升長照相關服務與照護品質之目標。建議中央及當地政府相關單

位詳加規劃未來如何優化長照照護整體工作環境，包含：薪資、升遷、工作場所及工作時

間，尤其是離島之金門地區，或是提供獎學金，以提高金門大學畢業學生服務金門地區銀髮

長者之意願，提供銀髮長者優質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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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lib.tajen.edu.tw/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2221142X


46 

 

附錄一、金門縣領有照顧服務員證書未投入長照工作或離職因素調查計畫 

                     照顧服務員職場就業中問卷 

 

您好： 

 

這是一份由金門縣衛生局補助調查接受訓練的照顧服務員執業或不執業之相關因素，調查

對象為金門地區 93 年至 106 年底完成照顧服務員培訓計畫之人員。問卷內容共七個部分，約

需 15-20分鐘，感謝您撥冗填答。 

本問卷採不記名及無法辨識個人的方式作答，紙本資料輸入電腦後即銷毀，電子資料保存

至 110年 12月即刪除。研究團隊將盡力維護您的隱私及善盡保密責任，盡量減少可能的風險。

填寫完畢後，請將問卷交給施測人員，問卷完成後會贈送精美禮物一份以表謝意。 

此研究未來發表採整體分析，您不會被辨識出，將發表於期刊，亦無衍生的商業利益。 

請您自由決定是否填寫，亦可中途不填寫，無需感到壓力，惟一旦繳交，本問卷無記名且

無編碼，研究團隊將無法辨識本問卷，恕無法刪除您填寫的內容 

若您想詢問本問卷內容，或有興趣得知研究結果，此研究將於 108年 6月底完成，歡迎您

依照下述聯絡方式索取研究結果摘要（計畫主持/聯絡人:蘇貞瑛，電話:0973359862，

email:_cysu@nqu.edu.tw_）。 

 

 

   

國立金門大學大學護理學系、健康護理學院、護理學系 

蘇貞瑛老師、翁瑞宏院長、謝秀芳主任 敬上 

 

108年 2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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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 □(2).女 

2.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3. 請問您最高學歷為？  

  □(1).大學及以上 □(2).專科 □(3).高中職 □(4).國中 □(5).國小 □(6).不識字  

4. 請問您的身分別為何？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一般戶  

5. 請問您具下列哪項條件 

□(1).一般 □(2).榮民 □(3).原住民 □(4).新住民  

6. 請問您婚姻狀況為？  

    □(1).已婚或同居 □(2).未婚 □(3).離婚 □(4).分居 □(5).喪偶 □(6).其他:           

7. 請問您的慣用語言為何？ 

          □(1).國語 □(2).台語 □(3).其他：           

8. 請問您目前居住地區為？  

  □(1).金門縣 □(2).台灣，      市（縣） □(3).其他：          

9. 請問您有無扶養子女  □(1).沒有 □(2).1名子女 □(3).2名子女 □(4).3名子女 

            □(5).4名子女以上  

10. 請問您的家庭月收入: 

    □(1). 20,000以下  □(2).20,000~30,000 □(3).30,001~40,000 □(4).40,0001~50,000  

□(5).50,000以上 

11. 您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1).是 □(2).否 

12. 您的自覺健康程度 □(1).很好 □(2).好 □(3).不好 □(4).很不好 

13. 您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1).是 □(2).尚未考取 

 

二、投入照顧職場 

1. 現在投入照顧職場工作是  □(1).照服員 □(2).居服員 

目前工作單位:                                          

在目前工作單位之年資：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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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前工作單位 □(1). 無 □.有(續填以下) 

                             (1) 工作單位名稱:                    

                                 工作單位之年資：  年  月   

        (2) 工作單位名稱:                    

            工作單位之年資：  年  月 

        (3) 工作單位名稱:                    

            工作單位之年資：  年   月 

三、最近三月雇用模式 

    □ 1.全職受雇者:      輪班工作制  (1)□8小時 (2)□12 小時 

    □ 2.部份工時受雇者:  每日工作時數         小時 

 每週工作時數         小時  

四、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 

1. 目前每月薪資  

□(1).10,000 元以下  □(2).10,000~14,999  □(3).15,000~19,999   

□(4).20,000~24,999  □(5)25,000~29,999   □(6).30,001~34,999   

□(7).35,0000~39,999 □(8).40,0000~44,999 □(9).45,0000~49,999  

□(10).50,000 以上 

2. 期望每月薪資 

       □(1).20,000~29,999 □(2).30,000~39,000 □(3).40,000~49,999  

       □(4).50,000 以上 

3. 福利期待(可複選) 

       □(1).工作規則 □(2).工作職責說明 □(3).退休制度 □(4).休假   

□(5).年節獎金 □(6).績效獎金     □(7).員工旅遊 □(8).其它:                     

 

五、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 

      □(1).很支持 □(2).沒意見 □(3).反對  

 

 

 



49 

 六、工作壓力 

請依照您目前工作壓力情況，勾選出合適之情況「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同意」及「非常同意」。 

題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1. 在工作中，我需要學習新的事物。     

2. 我的工作內容，很多是重複性的工作。     

3. 在工作中，我必須具有創新的想法。     

4. 在工作中，很多事我可以自己作主。     

5. 我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技術。     

6. 對於如何執行我的工作，我沒有什麼決定權。     

7. 我的工作內容是很多元的、多樣的。     

8. 對於工作上發生的事，我的意見具有影響力。     

9. 在工作中，我有機會發展自己特殊的才能。     

10. 我的工作步調很快     

11. 我的工作很辛苦。     

12. 我的工作不會過量。     

13. 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工作。     

14. 我的工作會需要我長時間集中注意力。     

15. 我的主管會關心部屬的福利。     

16. 我的主管會聽取我的意見。     

17. 我的主管對我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18. 我的主管能成功的組織部屬一起工作。     

19. 我的同事能把份內的工作做好。     

20. 我的同事會關心我。     

21. 我的同事很友善。     

22. 我的同事在需要時，會幫忙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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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倦怠 

請依照您目前工作倦怠情況，勾選出合適之情況「總是」 、「常常」、「有時」、「不常」及「從未」。 

題目 總是 常常 有時 不常 從未 

1. 您常覺得疲勞嗎?      

2. 您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累到完全沒有力氣)嗎?      

3. 您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心情上非常累)嗎?      

4. 您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5. 您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6. 您的工作會令您情緒上心力交瘁(心情上非常累)嗎?      

7. 您的工作讓您覺得挫折嗎?      

8. 工作一整天之後，您覺得精疲力竭(累到完全沒有力氣)嗎?      

9. 上班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您就覺得沒力了嗎?      

10. 上班時您會覺得每一分鐘都很難熬(時時刻刻都覺得累)嗎?      

11. 您會覺得和服務對象互動有困難嗎?      

12. 服務對象會讓您感到很累嗎?      

13. 您會希望減少和服務對象接觸的時間嗎?      

14. 您對服務對象感到厭煩嗎?      

15. 您會覺得您為服務對象付出比較多，而得到回饋比較少嗎?      

16. 您會想要趕快把服務對象打發掉嗎?      

17. 早上一起床，您就會開始想著工作的事嗎?      

18. 下班回家後，您還會想著工作的事嗎?      

19. 上床睡覺時，您還想著工作的事嗎?      

20. 您會為了工作，犧牲其他的活動嗎?      

21. 您希望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在工作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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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留任意願 

題目 總是如此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極少如此 從不如此 

1.我考慮要辭去目前的工作      

2.我對目前的照護工作感到不滿意，並且

不願意繼續從事此項業務 

     

3.如果有其它適合我的就業機會時，我不

排除轉換目前工作的可能 

     

4.我在目前的單位工作之後，曾經嘗試找

過其它非照護的工作機會 

     

 

 

九、支持您留任的原因(可複選) 

 

□(1).喜歡照護工作 □(2).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3).薪水合理 □(4).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5).自我肯定 □(6).喜歡老人 □(7).工作穩定 □(8).離家近 □(9).找不到其他工作 

□(10).學習新知識 □(11).離家近 □(12).需要這份薪水 □(13).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14).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15).其它: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祝您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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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金門縣領有照顧服務員證書未投入長照工作或離職因素調查 

照顧服務員職場未投入/已離開職場問卷 

 

您好： 

 

這是一份由金門縣衛生局補助調查接受訓練的照顧服務員執業或不執業之相關因素，調查

對象為金門地區 93 年至 106 年底完成照顧服務員培訓計畫之人員。問卷內容共七個部分，約

需 15-20分鐘，感謝您撥冗填答。 

本問卷採不記名及無法辨識個人的方式作答，紙本資料輸入電腦後即銷毀，電子資料保存

至 110年 12月即刪除。研究團隊將盡力維護您的隱私及善盡保密責任，盡量減少可能的風險。

填寫完畢後，請將問卷交給施測人員，問卷完成後會贈送精美禮物一份以表謝意。此研究未來

發表採整體分析，您不會被辨識出，將發表於期刊，亦無衍生的商業利益。 

請您自由決定是否填寫，亦可中途不填寫，無需感到壓力，惟一旦繳交，本問卷無記名且

無編碼，研究團隊將無法辨識本問卷，恕無法刪除您填寫的內容 

若您想詢問本問卷內容，或有興趣得知研究結果，此研究將於 108年 6月底完成，歡迎您

依照下述聯絡方式索取研究結果摘要（計畫主持/聯絡人:蘇貞瑛，電話:0973359862，

email:_cysu@nqu.edu.tw_）。 

 

 

   

國立金門大學大學護理學系、健康護理學院、護理學系 

蘇貞瑛老師、翁瑞宏院長、謝秀芳主任 敬上 

 

108年 2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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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 □(2).女 

2.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3. 請問您最高學歷為？  

  □(1).大學及以上 □(2).專科 □(3).高中職 □(4).國中 □(5).國小 □(6).不識字  

4. 請問您的身分別為何？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一般戶  

5. 請問您具下列哪項條件 

□(1).一般 □(2).榮民 □(3).原住民 □(4).新住民  

6. 請問您婚姻狀況為？  

□(1).已婚或同居 □(2).未婚 □(3).離婚 □(4).分居 □(5).喪偶 □(6).其他:           

7. 請問您的慣用語言為何？ 

  □(1).國語 □(2).台語 □(3).其他：           

8. 請問您目前居住地區為？  

  □(1).金門縣 □(2).台灣，      市（縣） □(3).其他：          

9. 請問您有無扶養子女  □(1).沒有 □(2).1名子女 □(3).2名子女 □(4).3名子女 

            □(5).4名子女以上  

10. 請問您的家庭月收入: 

    □(1). 20,000以下  □(2).20,000~30,000 □(3).30,001~40,000 □(4).40,0001~50,000  

□(5).50,000以上 

11. 您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1).是 □(2).否 

12. 您的自覺健康程度 □(1).很好 □(2).好 □(3).不好 □(4).很不好 

13. 您是否已考取「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證照” □(1).是 □(2).尚未考取 

 

二、未投入/已離開職場 

1. 您目前是否有工作？ 

(1) 有，職業是＿＿         ＿ 

(2) 待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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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曾投入照顧職場 (若是，直接填寫 2.1,2.2,2.3,2.4)(從未投入照顧職場，則填寫 

2.5,2.6) 

   □ 是: 2.1投入照顧職場的時間：     年     月 

      2.2工作的場所: (可複選) 

□1.養護機構 □2.安養中心 □3.居家照護 □4.身心障礙機構 □5.私人 

家中 □6.其它:              

     2.3 離開照護職場因素(可複選) 

  □1.照顧家人 □2.有其他工作 □3.照服員工作太累 □4.健康因素  

□5.時間無法配合 □6.薪資不合理 □7.照服員工作壓力大  

□8.照服員工作倦怠 □9.其它:                        

  2.4  未來再投入的可能性: □不會(直接跳至三)  □會(續填以下 2.4.1) 

       2.4.1 未來投入可能性的原因: 

              □(1).喜歡照護工作 □(2).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3).薪水合理  

           □(4).上班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5).自我肯定 □(6).喜歡老人  

          □(7).工作穩定 □(8).離家近 □(9).找不到其他工作 □(10).學習新知識  

          □(11). 需要這份薪水 □(12).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13).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14).其它:                 

□ 從未投入照顧職場 

2.5 未投入照護職場因 (可複選) 

           □1.照顧家人 □2.有其他工作 □3.照服員工作太累 □4.無工作缺額(找不到 

工作) □5.健康因素 □6.時間無法配合 □7.薪資不合理 □8.照服員工作壓 

力大 □9.其它:                        

2.6 未來投入可能性: □ 會(續填以下 2.6.1)  □不會 

     2.6.1 未來投入可能性的原因: 

             □(1).喜歡照護工作 □(2).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3).薪水高 □(4).上班 

            時間符合我的需求 □(5).自我肯定 □(8).喜歡老人 □(9).工作穩定 □ 

            (10).離家近 □(11).找不到其他工作 □(12).學習新知識 □(13).離家近  

            □(14).需要這份薪水 □(15).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16).喜歡幫助別 

            人的感覺 □(17).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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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初參加照服員訓練之動機 (可複選) 

    □(1).喜歡照護工作 □(2).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3).薪水高 □(4).上班時間符合我的 

需求 □(5).自我肯定 □(8).喜歡老人 □(9).工作穩定 □(10).離家近 □(11).找不到 

其他工作 □(12).學習新知識 □(13).需要這份薪水 □(14).過去有照護工作的經驗 

□(15).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16).其它:                 

 

四、對於照顧職場的薪資、福利期待 

1.日前從事其他工作之每月薪資  

  □待業中 

□(1).10,000元以下  □(2).10,000~14,999  □(3).15,000~19,999   

□(4).20,000~24,999  □(5)25,000~29,999   □(6).30,001~34,999   

□(7).35,0000~39,999 □(8).40,0000~44,999 □(9).45,0000~49,999  

□(10).50,000以上 

 2.期望照服員工作之每月薪資 

    □(1).20,000~29,999 □(2).30,000~39,000 □(3).40,000~49,999  

    □(4).50,000以上 

3.對於照服員工作之福利期待(可複選) 

    □(1).工作規則 □(2).工作職責說明 □(3).退休制度 □(4).休假   

□(5).年節獎金 □(6).績效獎金     □(7).員工旅遊 □(8).其它:                     

 

五、親友對從事照顧服務員的態度 

     □(1).很支持 □(2).沒意見 □(3).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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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過去照顧職場工作時經驗 (曾投入但已離開職場者作答) 

 1.工作壓力 

請依照您之前照顧工作壓力情況，勾選出合適之情況「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同意」及「非常同意」。 

題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1. 在工作中，我需要學習新的事物。     

2. 我的工作內容，很多是重複性的工作。     

3. 在工作中，我必須具有創新的想法。     

4. 在工作中，很多事我可以自己作主。     

5. 我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技術。     

6. 對於如何執行我的工作，我沒有什麼決定權。     

7. 我的工作內容是很多元的、多樣的。     

8. 對於工作上發生的事，我的意見具有影響力。     

9. 在工作中，我有機會發展自己特殊的才能。     

10. 我的工作步調很快     

11. 我的工作很辛苦。     

12. 我的工作不會過量。     

13. 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工作。     

14. 我的工作會需要我長時間集中注意力。     

15. 我的主管會關心部屬的福利。     

16. 我的主管會聽取我的意見。     

17. 我的主管對我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18. 我的主管能成功的組織部屬一起工作。     

19.我的同事能把份內的工作做好。     

20. 我的同事會關心我。     

21. 我的同事很友善。     

22. 我的同事在需要時，會幫忙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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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倦怠 

請依照您過去照顧職場工作倦怠情況，勾選出合適之情況「總是」 、「常常」、「有時」、「不常」及「從未」。 

題目 總是 常常 有時 不常 從未 

1. 您常覺得疲勞嗎?      

2. 您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累到完全沒有力氣)嗎?      

3. 您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心情上非常累)嗎?      

4. 您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5. 您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6. 您的工作會令您情緒上心力交瘁(心情上非常累)嗎?      

7. 您的工作讓您覺得挫折嗎?      

8. 工作一整天之後，您覺得精疲力竭(累到完全沒有力氣)嗎?      

9. 上班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您就覺得沒力了嗎?      

10. 上班時您會覺得每一分鐘都很難熬(時時刻刻都覺得累)嗎?      

11. 您會覺得和服務對象互動有困難嗎?      

12. 服務對象會讓您感到很累嗎?      

13. 您會希望減少和服務對象接觸的時間嗎?      

14. 您對服務對象感到厭煩嗎?      

15. 您會覺得您為服務對象付出比較多，而得到回饋比較少嗎?      

16. 您會想要趕快把服務對象打發掉嗎?      

17. 早上一起床，您就會開始想著工作的事嗎?      

18. 下班回家後，您還會想著工作的事嗎?      

19. 上床睡覺時，您還想著工作的事嗎?      

20. 您會為了工作，犧牲其他的活動嗎?      

21. 您希望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在工作上嗎?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祝您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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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質性調查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非藥品) 
 

( 屏基 IRB 2016-09-05修訂 )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之內容需包含以下十五大項，主持人可依個人計畫之需求修正。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之繕寫應以研究參與者明瞭其內容為原則。 

◎研究執行完畢時，請將「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簽名頁」（所有研究參與者）全部影印一份送至人

體試驗審查委員會存查，以作為下次申請之考量。 

◎計畫主持人姓名:      蘇貞瑛                           

 

(一)研究機構名稱及經費來源： 

國立金門大學/金門縣衛生局 

(二)研究目的及方法： 

研究目的: 

    本調查將進行金門地區照顧服務員其背景資料、是否投入照顧職場、未投入或離開照護職

場因素、對於照顧職場的福利、薪資期待及工作壓力源、工作疲倦及留任意願等之間的相關性

探討，期能發現影響照顧服務員就業、留任或不就業相關問題，以提供金門地區衛生局及長照

管理中心、長照機構未來作為改善或擬訂符合在地的照顧服務福利與政策、提升誘因增加照顧

人力，並期望能了解金門縣各鄉鎮照顧服務人力供需差異及資源分配情形，供金門縣長照政策

規劃之參考。 

方法: 

   採橫斷式質量性研究，主要是針對金門地區完成照顧服務課程受訓後的照顧服務員進行調

查，量性調查以結構式問卷普查方式，調查金門地區 93年至 106年底完成照顧服務員培訓計畫

之人員，包括未投入、曾投入但已離開職場或目前在職場就中之照顧服務員。工作地點包括長

照機構（護理之家、安養機構、養護機構）、居家護理、居家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照管

理中心等，依據金門地區社會處完成照服員訓練所列之名冊，扣除戶籍遷出、拒訪、空號樣本

或不再居住在金門或已死亡等人員，預計調查約 250 人。除了量化分析外(不需同意書)，本研

究將採個別訪談方式，收集完成照服員訓練者對於影響就業及留任意願之質性意見，以深入了

解未投入與離開照顧職場的相關因素，預計訪談人數 15名。 

(三)研究主持人之姓名、職稱及職責： 

蘇貞瑛副教授 

1.計畫協調進度與掌控 2.計畫資源規劃與人力分配 3.整體計畫之實施、推動、整合與督導 4.

實驗活動的協調、溝通與執 行 5.實驗資料之評鑑、分析與探 討 6.分析結果之評估與論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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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四)研究計畫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蘇貞瑛/0973359862 

(五)召募及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的流程（過程）： 

1.經由研究助理隨機電話詢問照服員(職業及未職業者)接受質性訪談意願後，由主持人蘇貞瑛

或協同主持人謝秀芳前往訪談。 

受試者之同意事項： 

本計畫提供書面同意書，讓受測者充分了解實驗(研究)過程： 

（一）本人已詳閱上列實驗計畫內容及相關資料。 

（二）主持人業已將計畫之有關事項詳細解釋，本人已瞭解且無疑問。 

（三）基於對研究之興趣及精神，本人在試驗期間願意配合主持人所規定之相關事項，   

      以利研究調查之進行。 

（四）本人同意接受質性訪談。 

（五）本人知道調查結果將來會做為學術研究發表用。  

(六)研究對象之權益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一）計畫執行單位及主持人對受試者之個人人權及權益，應會加以尊重及保護。 

（二）本研究採質性訪談，經個案同意後才進行訪談，測試地點在照服員工作地點或學校研究

室，並不會侵犯參與者隱私。 

（三）研究調查所得資料可發表於學術性雜誌，但不會在具有商業行為之場合公開。 

      在發表時不會公佈受試者的姓名，且對受試者之隱私權應給予絕對之保密。 

（四）研究過程中使用的個人資料及訪談錄音檔及紙本，均會鎖在主持人辦公室的書櫃 

      內 3年後銷毀，鑰匙只有主持人有。電子檔資料也會放置在設有密碼的桌上型電 

      腦，妥善保存。  

(七)研究對象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及撤回之方式： 

（一）受試者於訪談期間，如有身體不適或無意願者，可隨時撤回同意書並退出調查。 

(八)可預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之救濟措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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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訪談電子檔及紙本保存期限為三年，會鎖在主持人辦公室的書櫃內，3年後銷毀 

(十)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及及應用之約定： 

無 

(十一)研究參與者的聲明: 

以上的資訊我已詳讀與了解，並且同意參與此項研究計畫，如果我仍有疑問時，我可以與聯絡

人詢問。 

我 □需要 □不需要保留一份同意書副本。 

研究參與者(簽名):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電話:               

或 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             電話：              

我 □同意 □不同意 將我個人前述資料作為屏東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

審查委員會後續追蹤管理之用。 

(十二)解釋與取得同意之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              

(十三)見證人: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電話：               

(十四) 研究計劃主持人(簽名):                      日期：                      

或  協同主持人(簽名)：                     日期：                     

(十五)您若對參與研究的相關權益有疑問，可以向下列單位詢問： 

聯絡人：陳秀如                單位：屏東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電話：08-7368686分機 2711      傳真：08-7381345 

電子郵件：03549@ptch.org.tw     地址: 屏東市大連路 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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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訪談大綱 

1.您是什麼時候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呢？為什麼那時候會想要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呢？ 

2.您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時，有工作嗎？若有，做什麼呢？那時，您想換工作（做照顧服務

員）嗎？ 

3.您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時，課程費是否有獲得補助呢？若有，相關條件？金額？ 

4.在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之後，您是否曾經做過照顧服務員呢？ 

  若是，多久呢？在哪裡呢？為什麼離職呢？ 

  若否，為什麼沒有呢？ 

5.您現在有無工作？若有，是什麼？若無，想找工作嗎？ 

6.您未來是否可能再做照顧服務員？為什麼？ 

7.您的親友對於您做照顧服務員有什麼態度/想法？支持或反對？ 

8.您覺得我們臺灣社會對於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印象如何？ 

9.您覺得案主（照顧服務員服務的對象）對於照顧服務員的態度（友善？尊重？）如何？ 

10.您對於照顧服務員的待遇（如薪資、福利、升遷、態度等）有什麼建議？ 

11.您對於照顧服務員訓練有無意見（如時數、上課內容、學科考試、術科考試等）？ 

12.其他任何關於照顧服務員的意見或建議？ 

 

*以上述訪談大綱為基礎，然後，根據受訪者的回復，更深入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