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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防工作攸關人民福祉及生命財產安全，越是先進國家，對於消防及災害救治的工作越是重視。消防人員與社會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之關係密切且重要，因此消防人員之身心健全、組織健全是最直接且深切影響著消防救災績效之良窳。為了提昇

組織績效，管理者必須利用不同的管理工具與方法，使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發生整合，員工的工作滿意程度可以影響組織

的正式運作，故了解人員之需求及滿足，才能發揮組織效能，激發組織士氣，減少人員流動。 本研究以文獻對消防工作特

性進行探討，以問卷調查並對基層主管進行團體訪談，結果如下： 基層人員感覺1.肯定消防工作的性質。2.人員認為他們

的勤務時間過長。3.關於勤務內容過多過雜。4.配置的人員嚴重不足。5.關於經費、配備的不足感。6.同事之間相處關係良

好。7.普遍肯定主管管理方式。8.雙重上級主管單位讓他們覺得困擾。9.感覺社會地位較差。10.相關的教育訓練不足。

關鍵詞 : 消防人員，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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