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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新任公務人員職場環境認知調查-

以 103 年至 107 年經高普考試錄取之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

分析報告

壹、前言

本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公務人員考試、銓，

保障、撫卹及任免晉用等事項，對各機關執行有關考銓業務並

有監督之權。因國際主流趨勢的演變視文官公部門員工為國家

重要資產，至其在公共服務及工作價值的認知，往往影響決定

行政效能和政府競爭力。而對於新進投入公務部門的生力軍，

其個人對於機關整體工作面向的看法將會影響未來整體公務

體系文官制度之推動，進而會對個人職涯發展及工作績效產生

一定程度的影響。

公務人員是決定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假若缺乏

強烈誘因驅使其工作熱忱且積極努力從公，則政府亦無法發揮

有效治理能力。因此，充分了解新任公務人員在工作環境的認

知，包括對職場組織創新思維及管理，個人與組織間的契合以

及對職涯發展的期待等資訊蒐集，有助於當前及未來擬定文官

體系人事資源管理計畫之參考。各年經高普考試錄取新進公務

人員依機關提報及個人需要調分至各中央及地方機關服務，蒐

集機關該階層人員對於公部門工作環境認知等資訊，聚集公平

且平衡理念，別具深意，不僅表示政府對於文官體制新進人事

管理之重視，同時亦能反映當今年輕世代的新思維，透過意見

的表達凝聚共識，可改善及推動政府各項文官人事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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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問項設計來源參考 104年本院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陳

敦源教授研究公務人員職涯發展模式初探與規劃中針對公部

門整體工作環境與認知問卷調查及本院 107 年針對中高階薦

任升簡任資深人員辦理之職場評價調查問項，因應時空背景的

變化與時俱進，在公部門不同層級人員對同質性問項內容調查

結果相互比較當具有ㄧ定的價值，建立前後資訊資料的蒐集及

長期性整理有助於公務人力資源管理規劃及政策擬定，爰辦理

本次調查。

貳、調查過程及方法

一、調查對象：經參加 103 年至 107 年高普考試錄取之新任公

務人員。

二、調查項目及調查表式：(詳附件)

分二大部分:主要問項及基本資料

（一）主要問項內容包括約 30 項

1.組織特性。（問項 1 至 4）

2.組織職涯管理。（問項 5 至 14）

3.個人特質。（問項 15 至 19）

4.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問項 20 至 26）

5.整體看法（問項 27 至 30）

（二）基本資料之問項，計 8 小項。

三、調查方式：採用本院線上問卷調查系統進行網路問卷調

查。

四、調查實施期間：109 年 3 月間辦理調查。調查期間視回收

情形進行催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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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機關：本院統計室主辦，負責調查之規劃、推動、總

彙整調查結果分析等事宜；資訊室協助問卷調查系統運作

事宜。

六、調查樣本：函請全國人事管理機構（基於此次調查期間，

考量基層單位及醫療院所因防疫工作免除受調），提供目

前該服務機關之 103 年至 107 年經高普考試錄取之新進人

員進行資料蒐集。

七、調查資料之處理及彙編：將回填輸入本院主機系統問卷資

料，轉出原始資料檔，運用 EXCEL 及 SPSS 電腦套裝軟體

進行資料分析。

八、調查工作進度： （詳下表）

（一）擬訂調查實施計畫（含問卷調查表）：108 年 10 月底。

（二）抽樣資料整理：109 年 1 月底

（三）線上問卷系統測試：109 年 2 月底

（四）正式實施開始調查:109 年 3 月底

（五）資料處理及結果分析：109 年 5 月底。

參、問卷調查回收情形

本次調查共計回收 5,238 件。

本次受訪者年齡分布以 35 歲以下為主，占 71.30%，而年資

在 6 年以下，占 90.98%，該等群組應屬公務體系人力生力

軍之年輕世代者，即是本次調查了解新任人員職場認知主要

對象。至於年齡在 46 歲以上約 274 人，占 5.18%，而年資

達 13 年以上 63 人，占 1.01%，該類群組應屬於原就任公務

機關是其他考試資格（不具高普錄取資格）人員為主，仍屬

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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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資料類別 受訪人數 百分比(%)

總計 5,285 100.00

性別 男性 2,509 47.47

女性 2,776 52.53

年齡 21-25 271 5.13

26-30 1,901 35.97

31-35 1,591 30.10

36-40 904 17.11

41-45 344 6.51

46-50 183 3.46

51-55 65 1.23

56以上 26 0.49

服務機關 總統府及五院 95 1.80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2,548 48.21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703 32.22

縣市政府暨所屬 878 16.61

其他 61 1.15

主管別 是 141 2.67

否 5,144 97.33

公務年資 未滿1年 41 0.78

1年至3年 2,808 53.13

4年至6年 1,959 37.07

7年至9年 306 5.79

10年至12年 118 2.23

13年至15年 32 0.61

16年以上 21 0.40

工作需與民眾接觸 是 3,692 69.86

否 1,593 30.14

教育程度 博士 51 0.96

碩士 2,104 39.81

學士 3,084 58.35

專科 39 0.74

高中職 7 0.13

服務單位性質 業務部門 3,415 64.62

行政幕僚部門1 1,470 27.81

其他 400 7.57
1包括人事、主計、政風及秘書總務等。

肆、調查結果資料分析

一、基本資料特性分析

表 1 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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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別

26歲 27歲 28歲 29歲 30歲 31歲 32歲 33歲 34歲 35歲 36歲 37歲

人 5,285 3,925 254 382 395 425 445 374 427 293 244 253 232 201

% 100.00 74.27 4.81 7.23 7.47 8.04 8.42 7.08 8.08 5.54 4.62 4.79 4.39 3.80

總計
計

年齡

受訪者特性，以女性，30 歲上下，年資 1 至 3 年 ，學士

程度，任職中央各部會暨所屬機關，業務單位，工作內容

需與民眾接觸，非主管職者居多。

（一）性別：男女各占 47.47%及 52.53%，女性多於男性。

（二）年齡：以各年齡比較，30 歲、32 歲及 29 歲，分居

第一、第二及第三，人數介於 425 人至 445 人，各

占約 8%。以年齡層比較，26 歲至 30 歲最多，占

35.97%；其次為 31 歲至 35 歲，占 30.10%；36 歲至

40 歲居第三，占 17.11%。

基本資料-按年齡分(200 人以上)
單位：人、%

（三）服務機關：中央各部會暨所屬人數最多，占 48.21%；

其次為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占 32.22%；縣市政府暨

所屬居第三，占 16.61%。

（四）是否主管職：多數為非主管職，占 97.33%；主管職

者僅占 2.67%。

（五）公務年資：以各年資比較，3 年、1 年及 2 年，分居

第一、第二及第三，人數分別為 1,105 人、855 人及

848 人，各占 20.91%、16.18%及 16.05%。以年資層

比較，集中 1 年至 3 年，占 53.13%；其次為 4 年至

6 年，占 37.07%；7 年至 9 年居第三，占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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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別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人 5,285 4,435 855 848 1,105 819 808

% 100.00 83.92 16.18 16.05 20.91 15.50 15.29

總計
計

年資

基本資料-按年資分(800 人以上)
單位：人、%

（六）工作是否與民眾接觸：工作需與民眾接觸高達

69.86%，無需與民眾接觸者占 30.14%。

（七）教育程度：學士最高，占 58.35%；其次為碩士，占

39.81%；博士居第三，占 0.96%。

（八）服務單位性質：業務部門最多，占 64.62%；其次為

行政幕僚部門，占 27.81%。

二、調查問項分析

本調查主要問項共計 30 題，依其特性區分為 5 大面向-

組織特性、組織職涯管理、個人特質、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

整體滿意度。各問項之選項依李克特量表 6 點尺度設計，由

受訪者勾選即代表該問項得分， 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

「不同意」、3 為「有點不同意」、4 為「有點同意」、5

為「同意」、6 為「非常同意」。

為分辨各問項偏向於認同或不認同，將「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有點不同意」合併為「不認同」；將「有點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合併為「認同」。從「認

同」角度而言，比率占 80%以上代表「認同」度高，70%以

下代表「認同」度低(換言之，即 30%以上代表「不認同」

度高)。另各問項統計平均數 1 ~ 未滿 4 分代表「不認同」，

4 ~ 6 分代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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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認同 認同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組織特性

1-1 相較於類似的機關，我的機

關通常是很早接受新知的。
3.07 5.53 10.63 23.07 41.48 16.23 19.22 80.78 4.43 1.22 1.48

1-2 我的機關幾乎不太能有新的

作為，除非大多數其他的機

關都已採用。
4.26 18.49 24.54 22.25 20.28 10.18 47.28 52.72 3.66 1.37 1.87

1-3 有「創新」意願的人，在我

的機關中是會被獎勵的。
4.09 7.49 16.05 28.48 33.70 10.20 27.63 72.37 4.11 1.25 1.56

1-4 我的工作團隊能夠很有效率

的溝通。
4.86 6.66 13.23 23.01 38.86 13.38 24.75 75.25 4.24 1.30 1.70

問項

另依五大面向將各主要問項（依變數）與性別、服務機

關、服務單位性質三項基本資料（自變數）做交叉分析，並

藉由卡方檢定及 95%信賴區間（P-value 值），觀察問項與基

本資料間是否存在差異性（即是否互相影響），若 p 值＜0.05

表示具差異性，代表該問項會隨基本資料不同而存有顯著關

聯。

（一）依 5 面向之各主要問項分述如下：

組織特性：主要係指機關在業務推展是否具有創新動能

思維及部屬與長官間工作互動來觀察。包括問項 1~4。

表 問項 1-4 組織特性-次數分配表 單位：%

圖 問項 1-4 組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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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機關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單位

性質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1-1 男 0.000 ⁎ 100.00 19.22 80.78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24.21 75.79 業務 0.031 ⁎ 100.00 19.18 80.82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8.09 81.91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7.20 82.80

女 100.00 17.30 82.70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5.97 74.03 行政幕僚 100.00 20.14 79.86

1-2 男 0.000 ⁎ 100.00 46.63 53.37 總統府及五院 0.002 ⁎ 100.00 49.47 50.53 業務 0.022 ⁎ 100.00 47.47 52.53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47.76 52.24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50.62 49.38

女 100.00 47.87 52.13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9.75 60.25 行政幕僚 100.00 46.94 53.06

1-3 男 0.087 100.00 27.78 72.22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28.42 71.58 業務 0.000 ⁎ 100.00 28.58 71.42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5.39 74.61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7.72 72.28

女 100.00 27.49 72.51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4.28 65.72 行政幕僚 100.00 25.24 74.76

1-4 男 0.000 ⁎ 100.00 21.16 78.84 總統府及五院 0.030 ⁎ 100.00 21.05 78.95 業務 0.001 ⁎ 100.00 26.33 73.67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4.14 75.86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54 75.46

女 100.00 27.99 72.01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8.02 71.98 行政幕僚 100.00 22.31 77.69

問項

相較於類似的機關

，我的機關通常是

很早接受新知的。

我的機關幾乎不太

能有新的作為，除

非大多數其他的機

關都已採用。

有「創新」意願的

人，在我的機關中

是會被獎勵的。

我的工作團隊能夠

很有效率的溝通。

表 問項 1-4 組織特性-交叉分析表 單位：%

1.描述性分析

(1)統計平均數：除問項 2 平均數未滿 4，為 3.66 之外，

其餘各問項平均數均達 4 以上，其中又以問項 1 平均

數最高，為 4.43。

(2)由占率觀之：除問項 2「認同」比率最低，為 52.72%，

及問項 1 比率最高，為 80.78%之外，其餘問項「認同」

比率約 75%。

2.交叉分析

(1)性別：

A.卡方檢定：除問項 3 之外，其餘問項與性別存有顯

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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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性別來看：無論男女，均以問項 1 認同比率最高，

分別為 80.78%、82.70%；而以問項 2 認同比率最低，

分別為 53.37%、52.13%。

C.就相對程度來看：問項 1、3 女性認同比率(分別為

82.70%、72.51%)略高於男性(80.78%、72.22%)，而

問項 2、4 男性認同比率(分別為 53.37%、78.84%)

高於女性(分別為 52.13%、72.01%)。其中以問項 4

男女認同比率差距較大，為 6.83 個百分點，表示男

性對工作團隊能有效率溝通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女

性。

(2)服務機關：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服務機關存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機關來看：除總統府及五院認同比率以問項

4(78.95%)最高之外，其餘機關均以問項 1 認同比率

最高；而各機關均以問項 2 認同比率最低。

C.就相對程度來看：縣市政府暨所屬機關除問項 2 之

外，在各問項中認同比率均呈現最低狀態。另外，

中央各部會與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對各問項看法趨向

一致，兩者認同比率差距不大，差距介於 2.85至 0.41

百分點間。

(3)服務單位性質：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服務單位性質存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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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服務單位性質來看：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均以問

項 1 認同比率最高，分別為 80.82%、79.86%；而以

問項 2 認同比率最低，分別為 52.53%、53.06%。

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1 業務單位認同比率

(80.82%)高於行政幕僚單位(79.86%)之外，其餘問項

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均高於業務單位。其中，以

問項 4 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兩者認同比率差距較

大，為 4.01 個百分點(業務單位 73.67%、行政幕僚

單位 77.69%)，表示行政幕僚單位對工作團隊能有

效率溝通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業務單位。

3.小結：

(1)整體言，本面向受訪者對自己機關通常是很早接受新

知的(問項 1)，認同度最高；惟對「我的機關幾乎不

太能有新的作為，除非大多數其他的機關都已採用。」

(問項 2)，認同度最低，亦即受訪者認為自己機關比

其他機關快速採用新作為的。

(2)交叉分析來看，多數呈顯著關聯；且無論男女、各服

務機關、單位亦以問項 1 認同度最高(惟總統府暨五院

以問項 4 認同度最高)，問項 2 認同度最低；中央各部

會與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對各問項看法趨向一致；行政

幕僚單位認同比率普遍高於業務單位。

組織職涯管理：主要含括組織內領導，組織支持及組織正

義三方面來觀察。包括問項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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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認同 認同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組織職涯管理

1-5 我認為在工作時，部屬們皆能夠瞭解

上級長官指示的事項。 2.65 5.62 15.14 25.35 41.99 9.25 23.41 76.59 4.26 1.16 1.34

1-6 我認為我的機關能夠因應業務需要，

實施人力相互支援的措施。 7.28 8.95 14.15 22.01 35.82 11.79 30.39 69.61 4.05 1.41 1.98

1-7 我的主管能夠有效激勵員工士氣。
7.42 8.16 13.17 24.30 33.23 13.74 28.74 71.26 4.09 1.41 2.00

1-8 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科室之間橫向

工作協調和聯繫」的狀況。 8.93 12.94 23.90 28.38 21.27 4.58 45.77 54.23 3.54 1.32 1.74

1-9 我的主管很鼓勵大家在工作上充分表

達自己的意見。 4.84 5.75 9.50 24.26 39.60 16.05 20.09 79.91 4.36 1.29 1.67

1-10 當我提出新想法時，我的主管通常會

認真考慮其可行性。 3.77 5.15 10.26 26.83 40.36 13.64 19.17 80.83 4.36 1.21 1.47

1-11 即便我工作繁忙，我的機關主管仍會

支持我去參加訓練與進修。 4.62 5.41 9.52 23.31 39.22 17.92 19.55 80.45 4.41 1.29 1.67

1-12 我機關中的同事大都能夠獲得訓練與

進修的機會。 2.95 4.98 10.56 23.56 42.04 15.91 18.49 81.51 4.45 1.20 1.43

1-13 我機關單位的工作指派與分工很合

理。 10.80 10.71 19.81 24.92 28.00 5.75 41.32 58.68 3.66 1.41 1.99

1-14 我認為我的機關在工作上賦予我的權

力以及責任是相稱的。 6.02 6.85 14.04 26.24 39.15 7.70 26.91 73.09 4.09 1.28 1.65

問項

表 問項 5-14 組織職涯管理-次數分配表 單位：%

圖 問項 5-14 組織職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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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機關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單位

性質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1-5 男 0.000 ⁎ 100.00 21.92 78.08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14.74 85.26 業務 0.003 ⁎ 100.00 24.86 75.14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1.62 78.38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37 75.63

女 100.00 24.75 75.25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8.25 71.75 行政幕僚 100.00 20.75 79.25

1-6 男 0.008 ⁎ 100.00 29.69 70.31 總統府及五院 0.003 ⁎ 100.00 17.89 82.11 業務 0.000 ⁎ 100.00 32.83 67.17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8.77 71.23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0.53 69.47

女 100.00 31.02 68.98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6.67 63.33 行政幕僚 100.00 25.51 74.49

1-7 男 0.000 ⁎ 100.00 26.03 73.97 總統府及五院 0.062 100.00 20.00 80.00 業務 0.008 ⁎ 100.00 30.22 69.78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7.67 72.33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9.18 70.82

女 100.00 31.20 68.80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2.35 67.65 行政幕僚 100.00 25.37 74.63

1-8 男 0.000 ⁎ 100.00 43.76 56.24 總統府及五院 0.001 ⁎ 100.00 34.74 65.26 業務 0.000 ⁎ 100.00 49.25 50.75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43.92 56.08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7.74 52.26

女 100.00 47.59 52.41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9.77 50.23 行政幕僚 100.00 39.93 60.07

1-9 男 0.021 ⁎ 100.00 18.61 81.39 總統府及五院 0.004 ⁎ 100.00 14.74 85.26 業務 0.038 ⁎ 100.00 21.05 78.95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9.23 80.77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9.96 80.04

女 100.00 21.43 78.57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3.92 76.08 行政幕僚 100.00 17.76 82.24

1-10 男 0.006 ⁎ 100.00 18.53 81.47 總統府及五院 0.019 ⁎ 100.00 15.79 84.21 業務 0.031 ⁎ 100.00 20.23 79.77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8.96 81.04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8.09 81.91

女 100.00 19.74 80.26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2.78 77.22 行政幕僚 100.00 16.60 83.40

1-11 男 0.039 ⁎ 100.00 19.17 80.83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16.84 83.16 業務 0.000 ⁎ 100.00 20.76 79.24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7.90 82.10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1.26 78.74

女 100.00 19.88 80.12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1.64 78.36 行政幕僚 100.00 16.87 83.13

1-12 男 0.076 100.00 18.85 81.15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21.05 78.95 業務 0.000 ⁎ 100.00 20.03 79.97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5.62 84.38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9.61 80.39

女 100.00 18.16 81.84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49 75.51 行政幕僚 100.00 14.97 85.03

1-13 男 0.000 ⁎ 100.00 37.82 62.18 總統府及五院 0.003 ⁎ 100.00 32.63 67.37 業務 0.000 ⁎ 100.00 43.92 56.08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39.95 60.05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2.63 57.37

女 100.00 44.49 55.51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3.96 56.04 行政幕僚 100.00 35.78 64.22

1-14 男 0.000 ⁎ 100.00 25.43 74.57 總統府及五院 0.077 100.00 20.00 80.00 業務 0.000 ⁎ 100.00 28.67 71.33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6.49 73.51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7.48 72.52

女 100.00 28.24 71.76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7.56 72.44 行政幕僚 100.00 22.45 77.55

我機關中的同事大

都能夠獲得訓練與

進修的機會。

我機關單位的工作

指派與分工很合

理。

我認為我的機關在

工作上賦予我的權

力以及責任是相稱

的。

我認為我的機關能

夠因應業務需要，

實施人力相互支援

的措施。

我的主管能夠有效

激勵員工士氣。

我很滿意機關中

「不同科室之間橫

向工作協調和聯

繫」的狀況。

我的主管很鼓勵大

家在工作上充分表

達自己的意見。

當我提出新想法時

，我的主管通常會

認真考慮其可行

性。

即便我工作繁忙，

我的機關主管仍會

支持我去參加訓練

與進修。

問項

我認為在工作時，

部屬們皆能夠瞭解

上級長官指示的事

項。

表 問項 5-14 組織職涯管理-交叉分析表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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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性分析

(1)統計平均數：除問項 8、13 未滿 4，分別為 3.54 及 3.66

之外，其餘各問項平均數均達 4 以上；問項 12 平均數

最高，為 4.45，問項 8 平均數最低為 3.54。

(2)由占率觀之：「認同」比率高達 8 成以上者，為問項

10~12，分別為 80.83%、80.45%及 81.51%；「認同」

比率低占 70%以下者，為問項 6、8、13，比率分別為

69.61%、54.23%及 58.68%。

2.交叉分析

(1)性別：

A.卡方檢定：除問項 12 之外，其餘問項與性別存有顯

著關聯。

B.就性別來看：男性以問項 10 認同比率最高，為

81.47%，女性以問項 12 認同比率最高，為 81.84%；

而無論男女均以問項 8 認同比率最低，分別為

56.24%、52.41%。

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12 女性認同比率(81.84%)

高於男性(81.15%)之外，其餘問項均為男性認同比率

高於女性。其中，問項 7、13 男女差距較大，分為 5.17、

6.66 個百分點，表示男性對主管能有效激勵士氣及工

作能合理指派與分工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女性。

(2)服務機關：

A.卡方檢定：除問項 7、14 之外，各問項均與服務機關

存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機關來看：總統府及五院認同比率以問項 5、

9(85.26%)最高，中央各部會暨所屬以問項 12 認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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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84.38%)最高，直轄市政府暨所屬以問項 10 認同

比率(81.91%)最高，縣市政府暨所屬以問項 11 認同

比率(78.36%)最高；而各機關均以問項 8 認同比率最

低。

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12 以中央各部會暨所屬認同

比率(84.38%)高於其餘機關之外，各問項均以總統府

及五院認同比率高於其餘機關；而以縣市政府暨所屬

在各問項中認同比率均為最低。另外，除問項 8、11

之外，中央各部會與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對各問項看法

趨向一致，兩者認同比率差距不大，差距介於 0.73

至 2.68 個百分點間。

(3)服務單位性質：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服務單位性質存有顯著差異

性。

B.就服務單位性質來看：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均以問項

12 認同比率最高，分別為 79.97%、85.03%；而以問

項 8 認同比率最低，分別為 50.75%、60.07%。

C.就相對程度來看：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均高於業務

單位。其中，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各問項認同比率以

問項 8 差距最大，為 9.32 個百分點(業務單位 50.75%、

行政幕僚單位 60.07%)，以問項 13 差距次之，為 8.14

個百分點(業務單位 56.08%、行政幕僚單位 64.22%)，

問項 6「我認為我的機關能夠因應業務需要，實施人

力相互支援的措施。」居第三，差距為 7.32 個百分點。

表示行政幕僚單位對單位間人力相互支援、橫向聯

繫、工作指派與分工合理性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業務

單位。



15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認同 認同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個人特質

1-15 在工作上，我會不斷尋找新的方法

使我的工作做得更好。
0.62 1.17 3.42 24.11 49.84 20.83 5.22 94.78 4.84 0.88 0.77

1-16 相較於其他同事，我通常是很早接

受新知的人。
0.62 1.63 11.39 34.02 37.90 14.44 13.64 86.36 4.50 0.97 0.94

1-17 如有需要，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

來完成我的工作。
2.37 2.99 6.74 26.51 43.73 17.67 12.09 87.91 4.59 1.09 1.19

1-18 執行公共服務對我來說是一種公務

人員責任。
1.48 1.72 5.37 25.58 46.91 18.94 8.57 91.43 4.72 0.99 0.97

1-19 我願意將「人民及社會的利益」擺

在「我的個人利益」之前。
3.05 3.60 9.86 29.16 39.19 15.16 16.50 83.50 4.43 1.15 1.33

問項

3.小結：

(1)整體言，受訪者對主管領導能力及機關人才培育措施

(問項 10~12)，認同度高；惟對科室間橫向聯繫(問項

8)及工作指派分工合理性上(問項 13)，認同度低，亦

即受訪者認為自己機關科室間橫向聯繫成效不彰，也

不認為工作能被公平合理地指派與分工。

(2)交叉分析來看，多數呈顯著關聯；大致來說，男性認

同比率高於女性，總統府及五院認同比率高於其餘機

關，而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均高於業務單位，尤其

在單位間橫向聯繫及工作指派分工合理性上更是明顯

(認同比率差距分別為 9.32、8.14 個百分點)；縣市政府

暨所屬在各問項中認同比率均為最低；中央各部會與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對各問項看法普遍趨向一致。

個人特質：主要指公務人員長期在公務機關服務養成的

個人特質，含個人的工作服務態度及精神。包括問項

15~19。

表 問項 15-19 個人特質-次數分配表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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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機關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單位

性質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1-15 男 0.000 ⁎ 100.00 5.66 94.34 總統府及五院 0.307 100.00 4.21 95.79 業務 0.001 ⁎ 100.00 5.74 94.26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5.06 94.94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5.34 94.66

女 100.00 4.83 95.17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5.24 94.76 行政幕僚 100.00 4.01 95.99

1-16 男 0.000 ⁎ 100.00 10.64 89.36 總統府及五院 0.024 ⁎ 100.00 17.89 82.11 業務 0.003 ⁎ 100.00 12.65 87.35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3.66 86.34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2.92 87.08

女 100.00 16.35 83.65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3.78 86.22 行政幕僚 100.00 15.78 84.22

1-17 男 0.000 ⁎ 100.00 13.07 86.93 總統府及五院 0.003 ⁎ 100.00 12.63 87.37 業務 0.000 ⁎ 100.00 13.50 86.50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1.50 88.50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0.98 89.02

女 100.00 11.20 88.80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5.38 84.62 行政幕僚 100.00 8.91 91.09

1-18 男 0.000 ⁎ 100.00 9.37 90.63 總統府及五院 0.027 ⁎ 100.00 8.42 91.58 業務 0.003 ⁎ 100.00 9.14 90.86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7.57 92.43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8.81 91.19

女 100.00 7.85 92.15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0.82 89.18 行政幕僚 100.00 8.37 91.63

1-19 男 0.000 ⁎ 100.00 15.42 84.58 總統府及五院 0.182 100.00 15.79 84.21 業務 0.000 ⁎ 100.00 16.78 83.22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16.44 83.56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6.74 83.26

女 100.00 17.47 82.53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15.83 84.17 行政幕僚 100.00 16.94 83.06

執行公共服務對我

來說是一種公務人

員責任。

我願意將「人民及

社會的利益」擺在

「我的個人利益」

之前。

在工作上，我會不

斷尋找新的方法使

我的工作做得更

好。

相較於其他同事，

我通常是很早接受

新知的人。

如有需要，我願意

付出額外的努力來

完成我的工作。

問項

圖 問項 15-19 個人特質

表 問項 15-19 個人特質-交叉分析表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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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性分析

(1)統計平均數：本面向認同程度均高，各問項平均數均

達 4 以上；其中叉以問項 15 平均數最高，為 4.84，問

項 18 平均數次之為，4.72。

(2)由占率觀之：本面向「認同」比率均高，均達 80%以

上，其中以問項 15、18 更高逹 90%以上，分別為

94.78%、及 91.43%。

2.交叉分析

(1)性別：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性別存有顯著關聯。

B.就性別來看：無論男女，均以問項 15 認同比率最高，

分別為 94.34%、95.17%；而以問項 19 認同比率最低，

分別為 84.58%、82.53%。

C.就相對程度來看：男性認同比率與女性認同比率相較

互有高低。其中，問項 16 男女差距 5.71 個百分點較

大，表示男性對自己很早接受新知的認同程度明顯高

於女性。

(2)服務機關：

A.卡方檢定：除問項 15、19 之外，各問項均與服務機

關存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機關來看：各服務機關均以問項 15 認同比率最

高，分別為 95.79%、94.94%、94.66%、94.76%；除

總統府暨五院以問項 16 認同比率(82.11%)最低之外，

其餘機關均以問項 19 認同比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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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就相對程度來看：各問項中央各部會與直轄市政府暨

所屬對各問項看法趨向一致，兩者認同比率差距不

大，差距介於 0.28 至 1.23 個百分點間。

(3)服務單位性質：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服務單位性質存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單位性質來看：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均以問項

15 認同比率最高，分別為 94.26%、95.99%；而以問

項 19 認同比率最低，分別為 83.22%、83.06%。

C.就相對程度來看：業務與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相較

互有高低。其中，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各問項認同比

率以問項 17 差距最大，為 4.59 個百分點(業務單位

86.50%、行政幕僚單位 91.09%)，表示行政幕僚單位

對願意付出額外努以完成工作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

業務單位。。

3.小結：

(1)整體言，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很早接受新知(問項 16)、

並願意付出額外努力以完成工作(問項 17)，及注重人

民社會利益(問項 19)的人，尤其更樂於不斷找尋新的

方法以使工作能做得更好(問項 15)，且對公共服務具

高度熱忱與使命感(問項 18)。

(2)交叉分析來看，多數呈顯著關聯；本面向各問項平均

數(均達 4 以上)及認同比率(均達 80%以上)均高，然若

各問項間相互比較，以問項 19 認同比率稍低；中央各

部會與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對各問項看法趨向一致。



19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認同 認同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

1-20 我很在意社會大眾、媒體或民意代

表對公務人員的評價。
3.16 6.96 12.96 29.42 32.56 14.93 23.08 76.92 4.26 1.24 1.55

1-21 我以身為公務人員一份子為榮。
3.73 6.07 13.79 33.38 29.74 13.28 23.60 76.40 4.19 1.23 1.51

1-22 我的家人對於我能夠在公務機關服

務感到高興。
0.95 1.46 3.22 20.74 43.78 29.86 5.62 94.38 4.95 0.96 0.91

1-23 為了兼顧家庭，我願意放棄陞遷的

機會。
5.00 7.57 17.43 23.86 30.88 15.27 29.99 70.01 4.14 1.35 1.83

1-24 比起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我能處理

更具挑戰性的工作。
1.85 3.39 16.69 36.37 31.79 9.91 21.93 78.07 4.23 1.06 1.13

1-25 我的績效能夠公平地反映我的工作

上的表現。
6.26 6.62 13.66 27.98 36.06 9.40 26.55 73.45 4.09 1.30 1.69

1-26 我的機關長官對於新任人員工作分

配是合理。
6.60 7.44 15.93 27.76 34.44 7.83 29.97 70.03 3.99 1.31 1.71

問項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主要係指以身為公務人員對機關

間的密契關係，含括外界對機關的評價、自身的榮譽、

家庭關係及長官對工作分配與工作績效間的平衡。包括

問項 20~26。

表 問項 20-26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次數分配表 單位：%

圖 問項 20-26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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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機關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單位

性質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1-20 男 0.000 ⁎ 100.00 23.95 76.05 總統府及五院 0.049 ⁎ 100.00 23.16 76.84 業務 0.087 100.00 23.69 76.31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1.66 78.34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49 75.51

女 100.00 22.30 77.70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37 75.63 行政幕僚 100.00 22.72 77.28

1-21 男 0.000 ⁎ 100.00 21.12 78.88 總統府及五院 0.289 100.00 25.26 74.74 業務 0.005 ⁎ 100.00 24.07 75.93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2.88 77.12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96 75.04

女 100.00 25.83 74.17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3.12 76.88 行政幕僚 100.00 23.74 76.26

1-22 男 0.001 ⁎ 100.00 6.86 93.14 總統府及五院 0.001 ⁎ 100.00 4.21 95.79 業務 0.000 ⁎ 100.00 6.30 93.70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5.49 94.51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5.99 94.01

女 100.00 4.50 95.50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5.35 94.65 行政幕僚 100.00 4.15 95.85

1-23 男 0.000 ⁎ 100.00 24.43 75.57 總統府及五院 0.002 ⁎ 100.00 42.11 57.89 業務 0.000 ⁎ 100.00 29.69 70.31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8.02 71.98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2.24 67.76

女 100.00 35.01 64.99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0.30 69.70 行政幕僚 100.00 32.18 67.82

1-24 男 0.000 ⁎ 100.00 20.01 79.99 總統府及五院 0.002 ⁎ 100.00 26.32 73.68 業務 0.001 ⁎ 100.00 23.02 76.98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1.74 78.26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1.73 78.27

女 100.00 23.67 76.33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1.64 78.36 行政幕僚 100.00 19.52 80.48

1-25 男 0.000 ⁎ 100.00 24.75 75.25 總統府及五院 0.028 ⁎ 100.00 28.42 71.58 業務 0.002 ⁎ 100.00 27.26 72.74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5.98 74.02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72 75.28

女 100.00 28.17 71.83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1.89 68.11 行政幕僚 100.00 25.24 74.76

1-26 男 0.000 ⁎ 100.00 26.98 73.02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25.26 74.74 業務 0.000 ⁎ 100.00 32.15 67.85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7.43 72.57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0.18 69.82

女 100.00 32.67 67.33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7.59 62.41 行政幕僚 100.00 25.37 74.63

比起現在所從事的

工作，我能處理更

具挑戰性的工作。

我的績效能夠公平

地反映我的工作上

的表現。

我的機關長官對於

新任人員工作分配

是合理。

我很在意社會大

眾、媒體或民意代

表對公務人員的評

價。

我以身為公務人員

一份子為榮。

我的家人對於我能

夠在公務機關服務

感到高興。

為了兼顧家庭，我

願意放棄陞遷的機

會。

問項

表 問項 20-26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交叉分析表 單位：%

1.描述性分析

(1)統計平均數：除問項 26 平均數未滿 4，為 3.99 之外，

其餘各問項平均數均達 4 以上，其中又以問項 22 平均

數最高，為 4.95。

(2)由占率觀之：問項 22「認同」比率最高達 94.38%；以

問項 23、26「認同」比率低，各約為 70%。

2.交叉分析

(1)性別：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性別存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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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性別來看：無論男女，均以問項 22 認同比率最高，

分別為 93.14%、95.50%；男性以問項 26 認同比率最

低，為 73.02%，女性以問項 23 認同比率最低，為

64.99%。

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20、22 女性認同比率高於男

性之外，其餘問項均為男性認同比率高於女性。其

中，問項 23、26 男女差距較大，分為 10.58、5.69 個

百分點，表示男性對為了兼顧家庭而放棄陞遷，及長

官對新人工作分配合理性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女性。

(2)服務機關：

A.卡方檢定：除問項 21 之外，各問項均與服務機關存

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機關來看：各服務機關均以問項 22 認同比率最

高，分別為 95.79%、94.51%、94.01%、94.65%；除

縣市政府暨所屬以問項 26 認同比率(62.41%)最低之

外，其餘機關均以問項 23 認同比率最低。

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25、26 以中央各部會及直轄

市政暨所屬看法較趨向致之外(認同比率差距分別為

1.2、2.75 個百分點間)，以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暨

所屬對各問項看法趨向一致，兩者認同比率差距不

大，差距介於 0.09 至 1.94 個百分點間。

(3)服務單位性質：

A.卡方檢定：除問項 20 之外，各問項均與服務單位性

質存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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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服務單位性質來看：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均以問項

22 認同比率最高，分別為 93.70%、95.85%；業務單

位以問項 26 認同比率(67.85%)最低，行政幕僚單位

則以問項 23 認同比率(67.82%)最低。

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23 之外，行政幕僚單位認同

比率均高於業務單位。其中，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各

問項認同比率以問項 26 差距最大，為 6.78 個百分點

(業務單位 67.85%、行政幕僚單位 74.63%)，表示行

政幕僚單位對新任人員工作分派合理性的認同程度

明顯高於業務單位。。

3.小結：

(1)整體言，家人對受訪者能在公務機關服務感到高興(問

項 22)，認同度最高；對於為兼顧家而放棄陞遷(問項

23)及新任人員工作分配合理性(問項 26)，認同度低，

亦即受訪者認為陞遷機會優於兼顧家庭，且認為機關

長官對新人工作分配是不合理的。

(2)交叉分析來看，多數呈顯著關聯；大致來說，男性認

同比率高於女性，而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均高於業

務單位；另在兼顧家庭願意放棄陞遷機會(問項 23) ，

男女看法出現大幅差距(認同比率差距 10.58 個百分

點)，男性對陞遷應兼顧家庭的認同程度明顯高於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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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認同 認同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整體滿意度

1-27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薪資待

遇。
11.54 11.14 20.11 26.30 25.85 5.05 42.80 57.20 3.59 1.41 1.98

1-28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我目前機關的領

導風格。
8.74 9.20 16.65 28.84 28.76 7.81 34.59 65.41 3.83 1.38 1.89

1-29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目前機關環境中

的硬體設施。
8.97 9.86 18.07 25.92 30.14 7.04 36.90 63.10 3.80 1.39 1.92

1-30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目前機關的工作

氣氛。
4.94 6.32 13.26 26.53 37.26 11.69 24.52 75.48 4.20 1.28 1.63

問項

整體滿意度：係指對機關目前待遇、領導風格、硬體設

施及工作氣氛的看法。包括問項 27~30。

表 問項 27-30 整體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單位：%

圖 問項 27-30 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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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機關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服務單位

性質

p-value

顯著性
⁎ 總計 不認同 認同

1-27 男 0.000 ⁎ 100.00 46.63 53.37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36.84 63.16 業務 0.000 ⁎ 100.00 45.18 54.82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41.48 58.52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5.10 54.90

女 100.00 39.34 60.66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3.39 56.61 行政幕僚 100.00 40.00 60.00

1-28 男 0.000 ⁎ 100.00 31.77 68.23 總統府及五院 0.001 ⁎ 100.00 22.11 77.89 業務 0.000 ⁎ 100.00 36.54 63.46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33.05 66.95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7.29 62.71

女 100.00 37.14 62.86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5.88 64.12 行政幕僚 100.00 31.50 68.50

1-29 男 0.000 ⁎ 100.00 33.64 66.36 總統府及五院 0.000 ⁎ 100.00 33.68 66.32 業務 0.002 ⁎ 100.00 38.16 61.84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34.65 65.35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37.87 62.13

女 100.00 39.84 60.16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42.26 57.74 行政幕僚 100.00 33.67 66.33

1-30 男 0.000 ⁎ 100.00 22.12 77.88 總統府及五院 0.002 ⁎ 100.00 18.95 81.05 業務 0.156 100.00 25.65 74.35

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100.00 23.82 76.18

直轄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4.90 75.10

女 100.00 26.69 73.31 縣市政府暨所屬 100.00 26.99 73.01 行政幕僚 100.00 22.99 77.01

整體來說，我很滿

意目前機關的工作

氣氛。

整體而言，我很滿

意目前的薪資待

遇。

整體來說，我很滿

意我目前機關的領

導風格。

整體來說，我很滿

意目前機關環境中

的硬體設施。

問項

表 問項 27-30 整體滿意度-交叉分析表 單位：%

1.描述性分析

(1)統計平均數：除問項 30 平均數達 4 以上，為 4.2 之外，

其餘各問項平均數均未滿 4，其中又以問項 27 平均數

最低，為 3.59。

(2)由占率觀之：除問項 30「認同」比率最高，為 75.48%

之外，其餘問項「認同」比率均 70%以下，其中又以

問項 27 平均數最低，為 57.20%。

2.交叉分析

(1)性別：

A.卡方檢定：各問項與性別均存有顯著關聯。

B.就性別來看：無論男女均以問項 30 認同比率最高，分

別為 77.88%、73.31%；而男性以問項 27 認同比率

(53.37%)最低，女性以問項29認同比率(60.16%)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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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就相對程度來看：除問項 27 女性認同比率(60.66%)

高於男性(53.37%)之外，其餘問項均為男性認同比率

高於女性。問項 27 男女差距較大，為 7.29 個百分點，

表示女性較男性更滿意目前薪資待遇。

(2)服務機關：

A.卡方檢定：各問項均與服務機關存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機關來看：各機關均以問項 30 認同比率最高，

分別為 81.05%、76.18%、75.10%、73.01%；而以問

項 27 認同比率最低，分別為 63.16%、58.52%、

54.90%、56.61%。

C.就相對程度來看：各問項均以總統府及五院認同比率

居第一，中央各部會暨所屬居第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暨所屬則互居第三或第四。

(3)服務單位性質：

A.卡方檢定：除問項 30 之外，各問項均與服務單位性

質存有顯著關聯。

B.就服務單位性質來看：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均以問項

30 認同比率最高，分別為 74.35%、77.01%；而以問

項 27 認同比率最低，分別為 54.82%、60.00%。

C.就相對程度來看：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均高於業務

單位。其中，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各問項認同比率以

問項 27 差距最大，為 5.18 個百分點(業務單位

54.82%、行政幕僚單位 60.00%)，表示任職於行政幕

僚單位者較業務單位者更滿意目前薪資待遇。



26

3.小結：

(1)整體言，除受訪者對目前機關工作氣氛 (問項 30)滿意

之外，其餘問項均呈現不認同狀況，無論對薪資待遇

(問項 27)，機關領導風格(問項 28)或機關硬體設施(問

項 29)，認同度均低，亦即受訪者對整體職場環境呈

現不滿意情形居多。

(2)交叉分析來看，多數呈顯著關聯；男性認同比率普遍

高於女性，總統府及五院認同比率均高於其餘機關，

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亦均高於業務單位。

（二）綜上觀之：

1.各主要問項「認同」比率占 80%以上者(認同度高)共計

11 題，「認同」比率占 70%以下者(認同度低)共計 9

題。其中，「認同」比率達 90%以上及居 60%以下者

如下：

(1)「認同」比率達 90%以上：

A.問項 15「在工作上，我會不斷尋找新的方法使我的

工作做得更好。」，認同比率為 94.78%(認同比率

最高)。

B.問項 18「執行公共服務對我來說是一種公務人員責

任。」，認同比率為 91.43%。

C.問項 22「我的家人對於我能夠在公務機關服務感到

高興。」，認同比率為 94.38%。

(2)「認同」比率居 60%以下：

A.問項 2「我的機關幾乎不太能有新的作為，除非大

多數其他的機關都已採用。」，認同比率為 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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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問項 8「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科室之間橫向工作

協調和聯繫』的狀況。」，認同比率為 54.23%(認

同比率最低)。

C.問項 13「我機關單位的工作指派與分工很合理。」，

認同比率為 58.68%。

D.問項 27「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薪資待遇。」，

認同比率為 57.20%。

2.平均數不滿 4 (不認同)者共計 7 題，其餘問項平均數均

達 4 以上(認同) 。其中，平均數最高及最低者如下：

(1)問項 22「我的家人對於我能夠在公務機關服務感到高

興。」平均數最高（4.95）。

(2)問項 8「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科室之間橫向工作協

調和聯繫』的狀況。」平均數最低（3.54）。

3.就性別及服務單位性質在各問項看法上較分歧，認同比

率差距達 7 個百分點以上者如下：

(1)性別認同比率差距大者：

A.問項 23「為了兼顧家庭，我願意放棄陞遷的機

會。」，男女認同比率差距為 10.58 個百分點。

B.問項 27「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薪資待遇。」，

男女認同比率差距為 7.29 個百分點。

(2)服務單位性質認同比率差距大者：

A.問項 6「我認為我的機關能夠因應業務需要，實施

人力相互支援的措施。」，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認

同比率差距為 7.3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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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問項 8「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科室之間橫向工作

協調和聯繫』的狀況。」，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認

同比率差距為 9.32 個百分點。

C.問項 13「我機關單位的工作指派與分工很合理。」，

業務及行政幕僚單位認同比率差距為 8.14 個百分

點。

伍、結論

本次調查問項設計參採 104 年本院委託政大陳敦源教授

主持之公務人員職涯發展模式初探與規劃研究中問卷調查有

關問項，對象含括各官階各年齡層人員之抽樣（簡稱整體層人

員），計 3,574 人不等，及本院 107 年針對中高階薦任升簡任

資深人員辦理之職場評價調查問項，調查對象為各機關重點培

育且深具職務經驗之歷練者（簡稱資深歷練人員），計 1,390

人。本次調查對象針對 103 年至 107 年高普考試錄取新進公務

人員（簡稱新任人員），計 5,285 人，由於當前公務人員服務

職場評價的實證資料，有助於人事制度政策之檢討參考價值，

雖在各調查階段有不同時空及背景調查結果會有數據落差，然

對於同質性問項填達結果趨勢變化內涵有其ㄧ定的價值。

本次調查結果與前兩次調查比較結論，各調查階段相同各

問項均呈現中高認同度且趨勢ㄧ致性，唯本次調查結果各問項

呈現較整體層級有更高度認同，但較資深且歷練經驗者的認同

度為低，其差異情形將以五大組織分類說明如下：

一、組織特性方面：本次調查新進人員對機關組織特性表示能

很早接受新知且對工作創新動能思維及意願，均持中高度

認同，尤其是對於問項 2「我的機關幾乎不太能有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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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組織特性

1-1 新任人員 5,285 4.43 1.22 1.48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90 0.91 0.83

整體層人員 3,574 4.04 1.07 1.14

1-2 新任人員 5,285 3.66 1.37 1.87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3.13 1.35 1.82

整體層人員 3,574 3.38 1.13 1.13

1-3 新任人員 5,285 4.11 1.25 1.56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73 0.98 0.97

整體層人員 3,574 4.11 1.17 1.38

1-4 新任人員 5,285 4.24 1.30 1.70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553 4.38 0.98 0.96

相較於類似的機關，我

的機關通常是很早接受

新知的。

我的機關幾乎不太能有

新的作為，除非大多數

其他的機關都已採用。

問項

有「創新」意願的人，

在我的機關中是會被獎

勵的。

我的工作團隊能夠很有

效率的溝通。

為，除非大多數其他的機關都已採用」持較其他兩次調查

平均不認同為高，顯示新進公務人員對於目前機關組織文

化在創新作為雖持肯定態度，但仍期許我的機關工作團隊

在溝通方面更有效率，是此應加強努力來改善。（如下表

2）

表 2 組織特性歷次調查比較 單位：人、%

二、組織職涯管理方面：新進人員對機關在組織領導、組織支

持及組織正義均持中高度認同，各項認同度與其他兩次比

較，雖較整體層級為高，但較資深且歷練經驗者認同平均

低 0.4，顯示年齡愈大對組織的適應性愈好，在組織中也

相對較易獲得尊重，故領導及溝通情況較好，而新進人員

有待時間來強化其經驗歷練度。此外，新進人員與整體層

人員均對問項 8「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科室之間橫向工

作協調和聯繫』的狀況及問項 13「我機關單位的工作指

派與分工很合理」，均持較低認同度，顯示機關領導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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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組織職涯管理

1-5 新任人員 5,285 4.26 1.16 1.34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61 0.88 0.78

整體層人員 3,629 3.91 1.10 1.22

1-6 新任人員 5,285 4.05 1.41 1.98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57 1.06 1.13

整體層人員 3,574 3.79 1.21 1.47

1-7 新任人員 5,285 4.09 1.41 2.00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629 4.10 1.22 1.48

1-8 新任人員 5,285 3.54 1.32 1.74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574 3.62 1.16 1.34

1-9 新任人員 5,285 4.36 1.29 1.67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72 0.99 0.97

整體層人員 - - - -

1-10 新任人員 5,285 4.36 1.21 1.47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574 4.28 0.93 0.86

1-11 新任人員 5,285 4.41 1.29 1.67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81 1.01 1.03

整體層人員 3,574 4.22 1.07 1.15

1-12 新任人員 5,285 4.45 1.20 1.43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81 0.91 0.82

整體層人員 3,574 4.22 1.07 1.13

1-13 新任人員 5,285 3.66 1.41 1.99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553 3.67 1.19 1.41

1-14 新任人員 5,285 4.09 1.28 1.65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80 0.90 0.81

整體層人員 3,553 4.19 1.02 1.04

問項

我認為我的機關在工作

上賦予我的權力以及責

任是相稱的。

我認為在工作時，部屬

們皆能夠瞭解上級長官

指示的事項。

我認為我的機關能夠因

應業務需要，實施人力

相互支援的措施。

我的主管能夠有效激勵

員工士氣。

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

科室之間橫向工作協調

和聯繫」的狀況。

我的主管很鼓勵大家在

工作上充分表達自己的

意見。

當我提出新想法時，我

的主管通常會認真考慮

其可行性。

即便我工作繁忙，我的

機關主管仍會支持我去

參加訓練與進修。

我機關中的同事大都能

夠獲得訓練與進修的機

會。

我機關單位的工作指派

與分工很合理。

於工作溝通聯繫及合理分配量在各層級均有待加強，期能

達到公正公平作為。（如下表 3）

表 3 組織職涯管理歷次調查比較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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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個人特質

1-15 新任人員 5,285 4.84 0.88 0.77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5.17 0.66 0.43

整體層人員 3,661 5.00 0.72 0.52

1-16 新任人員 5,285 4.50 0.97 0.94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95 0.73 0.54

整體層人員 3,661 4.55 0.86 0.73

1-17 新任人員 5,285 4.59 1.09 1.19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5.29 0.64 0.41

整體層人員 3,629 5.06 0.72 0.52

1-18 新任人員 5,285 4.72 0.99 0.97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5.33 0.62 0.38

整體層人員 3,661 5.03 0.76 0.57

1-19 新任人員 5,285 4.43 1.15 1.33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5.17 0.73 0.53

整體層人員 3,661 4.92 0.83 0.70

我願意將「人民及社會的

利益」擺在「我的個人利

益」之前。

問項

在工作上，我會不斷尋找

新的方法使我的工作做得

更好。

相較於其他同事，我通常

是很早接受新知的人。

如有需要，我願意付出額

外的努力來完成我的工

作。

執行公共服務對我來說是

一種公務人員責任。

三、個人特質方面：新進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的工作態度及

精神看法，工作上雖展現願意吸收新資訊、也願意付出更

多努力完成工作及願意將人民及社會利益為優先思維

等，均持中高度認同，但均較其他兩次調查認同度為低，

其中問項 17「如有需要，我願付出額外的努力來完成我

的工作」及問項 19「我願意將『人民及社會的利益』擺

在『我的個人利益』」之認同度低近 0.5 平均數之多，顯

示愈年長者公共服務動機愈強，而年輕世代對於公共治理

觀念是較微弱，且較不願付出額外努力來完成工作。（如

下表 4）

表 4 個人特質歷次調查比較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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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

1-20 新任人員 5,285 4.26 1.24 1.55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96 0.85 0.72

整體層人員 3,553 4.41 1.02 1.04

1-21 新任人員 5,285 4.19 1.23 1.51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92 0.99 0.98

整體層人員 3,553 4.52 0.96 0.92

1-22 新任人員 5,285 4.95 0.96 0.91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5.08 0.83 0.68

整體層人員 3,553 4.61 0.91 0.83

1-23 新任人員 5,285 4.14 1.35 1.83

資深歷練人員 1,066 3.57 0.82 0.67

整體層人員 3,661 3.94 1.27 1.61

1-24 新任人員 5,285 4.23 1.06 1.13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95 0.75 0.56

整體層人員 3,661 4.47 0.92 0.85

1-25 新任人員 5,285 4.09 1.30 1.69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75 0.92 0.85

整體層人員 3,661 4.19 1.14 1.29

1-26 新任人員 5,285 3.99 1.31 1.71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 - - -

我的績效能夠公平地反映我的工作

上的表現。

我的機關長官對於新任人員工作分

配是合理。

問項

我很在意社會大眾、媒體或民意代

表對公務人員的評價。

我以身為公務人員一份子為榮。

我的家人對於我能夠在公務機關服

務感到高興。

為了兼顧家庭，我願意放棄陞遷的

機會。

比起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我能處理

更具挑戰性的工作。

四、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方面：新進公務人員對於外界對機關

評價、自身的榮譽及對未來願意處理更具挑戰性工作及要

求合理公平的工作績效等持中高度認同，但較資深歷練者

低 0.7 平均數之多，各群組均以身為公務員為榮且獲得家

人肯定支持，但新任年輕群組因職位低、資歷淺，的確在

榮譽感受較薄弱些；而問項 23 為了兼顧家庭是願意放棄

升遷的機會仍持較高不認同（且女性不認同遠高於男性約

10.58 個百分點），顯示年輕群組會想兼顧家庭及擁有更

多陞遷機會，但也期待機關長官對新人工作分配較合理，

且能公平反映在工作績效上。

表 5 個人與組織間契合度歷次調查比較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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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整體滿意度

1-27 新任人員 5,285 3.59 1.41 1.98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23 1.13 1.28

整體層人員 3,602 4.02 1.14 1.29

1-28 新任人員 5,285 3.83 1.38 1.89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602 3.81 1.24 1.53

1-29 新任人員 5,285 3.80 1.39 1.92

資深歷練人員 - - - -

整體層人員 3,602 4.04 1.18 1.39

1-30 新任人員 5,285 4.20 1.28 1.63

資深歷練人員 1,390 4.51 1.03 1.05

整體層人員 3,602 4.25 1.00 1.01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

薪資待遇。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我目前

機關的領導風格。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目前機

關環境中的硬體設施。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目前機

關的工作氣氛。

問項

五、整體滿意度方面：新進人員僅對目前機關工作氣氛持中高

認同度，但較其他兩次調查為低；而對於薪資待遇、機關

的領導風格及環境的硬體設施持不認同比率達 35%至

43%，平均數較其他兩次調查為低，顯示年齡愈長者對於

工作滿足感的程度愈高，而對於新進人員職位較低，年資

較淺有關，至對薪資待遇滿足感較低，對整體職場環境呈

現不滿意情形居多。若以基本資料交叉觀察性別、機關別

及服務單位均有很大顯著差異，顯示公務體系現行機關領

導風格及改善各項硬體設備仍有很大努力空間。

表 6 整體滿意度歷次調查比較 單位：人、%

透由本次對政府機關新進公務人員之特定層級群所作職

場評價議題的調查，充份掌握到公務體系文官制度機關內組織

文化已在脫變改造中，未來若能建立具有ㄧ套實質獎勵創新的

環境，增加部屬與主管間團隊合作及專長技能相符下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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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勢將更能活絡且翻轉原本刻版的公務職場面貌，進而朝

向良好組織管理，且在ㄧ群熱忱奉獻的公務人精神特質下，從

地方到中央推展更具前瞻的文官政策，相信會創造更優質的公

務職場環境及評價，使每位公務人員對職涯發展呈現一片美好

前景與希望。

總結：本次調查問項內容延續採自本院 104 年委託國立

政治大學陳敦源教授研究「從循證人力資源管理建構激勵導

向的公共服務：公務人員職涯發展模式初探與規劃」中對於

「公部門整體工作環境與認知調查」部分問項，透由調查問

項實證資料來建立一套公務人員職涯發展管理策略，研究結

論建議本院能站在國家高度文官人力規劃立場，以整體與跨

域思維，讓公務人員的職涯管理藍圖落實，而本院統計室站

在擔負公務人力主客觀資料收集與分析的角色，有系統規劃

透由調查蒐集實證資料，並建置時間數列資料庫，期能及時

提供我國整體公務人力資源管理資料推手，成就統計調查真

正價值，也是完成本次調查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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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新任公務人員職場環境認知調查-以 103 年至 107 年經
高普考試錄取之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

調查問卷

親愛的公務界新任同仁您好：

恭喜您成為新任公務人員之一份子，經過數年的歷練經驗，您將是

政府機關重要的生力軍。考試院暨所屬部會掌理公務人員考試、銓敘、保

障及培訓等事項，為保障您們的權益，並協助職涯發展及成長，辦理此次

問卷調查。透由您對機關組織特性及管理文化、個人與機關間契合度及個

人特質上評價，可幫助我們瞭解目前新任公務人員對於職涯發展過程的想

法，並提供寶貴資訊作為將來擬定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的參考。

懇請撥冗填下您寶貴的意見，並感謝您的支持合作，我們保證填答

的資料僅作公務分析之用，絕對保密，且僅以集體資料方式呈現，不會有

引用個別填答內容，請安心填答。若有任何疑問，也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感謝您鼎力合作使調查能順利圓滿。

再次感謝您！敬祝您 身體健康、平安快樂

聯絡人：考試院統計室主任闕惠瑜

電 話：(02)82366043

E-mail：c384@exam.gov.tw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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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依下述問題回答及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相較於類似的機關，我的機關通常是很早接受新

知的。
□ □ □ □ □ □

2. 我的機關幾乎不太能有新的作為，除非大多數其

他的機關都已採用。
□ □ □ □ □ □

3. 有「創新」意願的人，在我的機關中是會被獎勵

的。
□ □ □ □ □ □

4. 我的工作團隊能夠很有效率的溝通。 □ □ □ □ □ □
5. 我認為在工作時，部屬們皆能夠瞭解上級長官指

示的事項。
□ □ □ □ □ □

6. 我認為我的機關能夠因應業務需要，實施人力相

互支援的措施。
□ □ □ □ □ □

7. 我的主管能夠有效激勵員工士氣。 □ □ □ □ □ □
8. 我很滿意機關中「不同科室之間橫向工作協調和

聯繫」的狀況。
□ □ □ □ □ □

9. 我的主管很鼓勵大家在工作上充分表達自己的意

見。
□ □ □ □ □ □

10. 當我提出新想法時，我的主管通常會認真考慮其
可行性。

□ □ □ □ □ □

11. 即便我工作繁忙，我的機關主管仍會支持我去參

加訓練與進修。
□ □ □ □ □ □

12. 我機關中的同事大都能夠獲得訓練與進修的機

會。
□ □ □ □ □ □

13. 我機關單位的工作指派與分工很合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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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4. 我認為我的機關在工作上賦予我的權力以及責任

是相稱的。
□ □ □ □ □ □

15. 在工作上，我會不斷尋找新的方法使我的工作做

得更好。
□ □ □ □ □ □

16. 相較於其他同事，我通常是很早接受新知的人。 □ □ □ □ □ □
17. 如有需要，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來完成我的工

作。
□ □ □ □ □ □

18. 執行公共服務對我來說是一種公務人員責任。 □ □ □ □ □ □
19. 我願意將「人民及社會的利益」擺在「我的個人

利益」之前。
□ □ □ □ □ □

20. 我很在意社會大眾、媒體或民意代表對公務人員

的評價。
□ □ □ □ □ □

21 我以身為公務人員一份子為榮。 □ □ □ □ □ □
22 我的家人對於我能夠在公務機關服務感到高興。 □ □ □ □ □ □
23 為了兼顧家庭，我願意放棄陞遷的機會。 □ □ □ □ □ □
24 比起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我能處理更具挑戰性的

工作。
□ □ □ □ □ □

25 我的績效能夠公平地反映我的工作上的表現。 □ □ □ □ □ □
26 我的機關長官對於新任人員工作分配是合理。 □ □ □ □ □ □
27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薪資待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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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28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我目前機關的領導風格。 □ □ □ □ □ □
29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目前機關環境中的硬體設施。 □ □ □ □ □ □
30 整體來說，我很滿意目前機關的工作氣氛。 □ □ □ □ □ □

二、以下關於您個人基本資料的幾個問題：

1.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性 □ (2)女性

2.請問您的出生年？

19_______年

3.請問您目前服機關？

□(1)總統府及五院 □(2)中央各部會暨所屬 □(3)直轄市政府暨所

屬□(4)縣市政府暨所屬 □(5)其他

4.請問您目前是否是主管？

□(1)是 □ (2)否

5.請問您服務公務年資？(包括服役年數)

_________年

6.請問您是否有直接工作需與民眾接觸溝通聯繫的經驗？

□(1)是 □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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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題關於「教育程度」之選項請參照號碼填入：

您本人的最高教程度？

①博士 ②碩士 ③學士 ④專科 ⑤高中職

8.請問您服務機關單位之性質？

□(1)業務部門

□(2)行政幕僚部門(包括人事、主計、政風及秘書總務等)

□(3)其他

（問卷結束） 非常感謝您今天撥空填寫我們的問卷，祝您工作順

心，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