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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問卷調查部分

　　本研究針對中央、直轄市、台灣省各縣市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的問卷調

查結果，其重點分述如下：

　１．「本研究共發出一五○○份，回收有效問卷一一○四份，回收率達七

三

　　　．六％。

　２．在機關職務輪調範圍方面，受訪者答「必須為相近職系者」（四六

　　　九％）為最多，依次是「必須為同一職系」（二五．四％）、「沒有

限

　　　制」（一九．二％）。

　３．在機關職務輪調規定的標準方面，受訪者答「擔任同一職務達一定

時

　　　間」者（七八％）為最多，依次是「視人力培訓的需要」（三六．

一

　　　％）、「長官特定需要」（三一．九％）、「視個人考績而定」（一

　　　五．一％）及「年齡」（一四．三％）。

　４．在機關實際執行職務輪調時，所使用的方式方面，受訪者答「依照

制

　　　度規定」（七八％）為最多，依次為「被輪調者之個人意願」（三

六

　　　．一％）、「制度為主，但尊重個人意願」（三一．九％）、「長官

　　　偏好」（一五．一％）、「人情關說」（一四．三％）。

　５．在職務輪調對個人的影響方面，受訪者整體持正面的反應，只有

對「

　　　家庭影響」有較高的負面反應。受訪者最強烈之正面影響為「行政

經

　　　驗的增加」（九一％），依次為「專業知識」（八二．一％）、「領

　　　導才能培養」（七七．七％）、「工作場合人際關係」（七六、六％

　　　）、「生涯規劃」（六三．七％）、「職務陞遷」（五九．四％）、

　　　「工作氣氛」（四六．五％）、及「家庭關係」（二五．九％）。



　６．在職務輪調對機關的影響方面，受訪者也是整體持正面評價。其中

最

　　　強烈之正面影響為「防止弊端」（八三．二％），依次為「人員知

能

　　　」（七九．五％）、「工作士氣」（六一．六％）、「工作效率」（

　　　六一．三％）、「服務品質」（五九．三％）、「團隊合作」（五七

　　　．九％）、「工作氣氛」（五三％）、「與其他機關的關係」（四九

　　　．六％）、「民眾觀感」（四人．三一％）。

　７．在職務輪調的益處方面，根據受訪者開放式的填答，包括項目甚

多，

　　　前十名依次為「增進專業或行政經驗」、「防止弊端」，此外，也包

　　　括「促進組織活力」、「改進業務」、「建立培養人才制度」、「擴

　　　展人員工作領域」、「加強人際關係」、「發揮團隊精神」、「具有

　　　挑戰性及激發潛能」及「落實代理人制度」。

　８．在職務輪調的害處方面，受訪者開放式的填答結果，前十名依次

為「

　　　過渡時期心態」、「政策擬定與執行未能連貫」、「工作品質降低「

　　　、「無法訓練專才」、「家庭不安定」、「經驗無法在機關累積傳承

　　　」、「機關不安定」、「受主管個人好惡影響」、「團隊默契須再培

　　　養」、「無輪調意願者會造成反彈」。

　９．對實施職務輪調制度的看法，受訪者有七三．九％贊成，僅有八

％者

　　　反對。

１０．在職務輪調頻率方面，受訪者答「四年一次」（三四．三％）為最

多

　　　，依次為「不定期，視上級需要」（二一．四％）、「兩年一次」（

　　　一七．八％）、「三年一次」（一三．九％）、「每年一次」（七．

　　　四％）、「最好能不調就不調」（五．一％）。

１１．個人對職務輪調的範圍，有五四．八％認為應限於同一職系，但

亦有

　　　四二．一％持反對意見。此項意見比對表四｜三，即可互相印證，

因

　　　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以相近職系為範圍即可。

１２．受訪者列出其任職機關中，應加入輪調而尚未加入輪調的職務，

十位

　　　以上受訪者意見相同者為一般行政、全面實施、人事、總務。

１３．受訪者認為不應加入輪調的職務，十位以上受訪者意見相同者技

術人



　　　員、會計、人事、政風。

１４．受訪者對實施主管輪調的意見是七四．六％贊成，七．九％反對。

１５．受訪者認為主管的職務輪調頻率，依次為「三年一次」（三一．九

％

　　　）、「不定期，視上級需要而調整職務」（二匹．七％）、「四年一

　　　次」（一九％）、「兩年一次」（一五％）、「最好能不調就不調」

　　　（七％）、「每年一次」（二．三％）。

１６．根據本調查所得之個人基本資料及問卷結果，將各項重要變數與

職務

　　　輪調的關係，以迴歸分析及相關性測量的方法檢定其中各變數的

關係

　　　，其結果分述如下：

　　　（１）教育程度與輪調率之高上低無關。

　　　（２）贊成輪調制度者有較高輪調率的傾向。

　　　（３）服務公務總年資較高者有較高的輪調率。

　　　（４）服務於現任機關愈長者，輪調率愈低。

　　　（５）個人職務輪調率愈高者，其職務升調率也愈高。

　　　（６）個人的職務輪調率與其對職務輪調之任何可能影響的觀感

沒有關係。

　　　（７）組織欲實施職務輪調，如能事先傳輸正確的輪調觀念，爭

取人員的

　　　　　　認同，其成功性較大。

　　　（８）學歷愈高或服務於現職機關時間愈短的受訪者，愈容易感

受到職務

　　　　　　輪調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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