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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地區原住民的就業障礙顯然高於漢人，雖然政府針對原住民的就業促進採取各項措施與服務，惟原住民的失業率

仍居高不下，多維持在8-9%顯示，原住民的就業特性與相關活動無法獲致一致。相關研究指出，問題之一在於原住民的工

作價值觀之差異。尤其是原住民由原鄉部落遷移至都市地區，在適應社會結構的明顯變遷後，其工作價值觀的澄清，也就

是瞭解自我，察覺自我能力、價值、以及職業生涯定向，做好自我肯定與發展，並形成樂在工作的正向價值，才是協助其

解決就業困境的關鍵。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都市原住民工作價值觀內涵，並比較兩個不同的聚居型都市原住民社區(

一個是彰化縣芳苑鄉新寶村的安家新 社區與台北縣汐止鎮東湖社區的花東新村)，運用問卷調查及個別訪談方法就工作價

值觀各構面進行資料收集，歸納研究發現據以研提可行政策建議及未來就業服務計畫之參考。 　　本研究計收集三十七位

原住民問卷資料及訪問十三位原住民，經統計分析及質化研究的言辭分析，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ㄧ、整體樣本工作價值

觀的變異數分析發現，三項個人基本屬性（性 　　別、就業職別、婚姻)，在目的價值與工具價值構面呈現顯著差異 　　

性。 二、彰化縣安家新 社區樣本的工作價值觀變異數分析發現，有 　　五項個人基本屬性(性別、年齡、婚姻、工作薪資

、就業狀況)， 　　在目的價值與工具價值構面呈現顯著差異性。 三、台北縣花東新村樣本的工作價值觀變異數分析發現

，有四項個人基 　　本屬性(就業職別、經濟來源、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在工具價值 　　構面呈現顯著差異性 四、深度

訪談部分在工作價值觀量表無法顯現的個人深層資料， 　　在訪談後有以下三項發現 （一）人際互動取向子構面可能影

響其工作價值觀的表現。 （二）改變傳統刻板印象，以建立自我實現的工作價值觀。 （三）祈求穩定的工作，以建立自

我成就與責任的工作價值 　　　觀。 五、不同地區都市原住民工作價值觀的差異性，經分析發現導因於 　　社會工作者

介入就業服務、社會變遷影響、工作倫理與家庭教育等 　　因素造成。 本研究建議計有： 一、政策方面：重視影響都市

原住民工作價值觀的因素、社工團體舉辦 　　就業成長活動影響原住民工作價值觀的因素、家庭教育響都市原住 　　民

工作價值觀的因素。 二、執行方面：掌握都市原住民個人背景的差異，其對於工作價值觀的 　　殊異，再予不同程度的

就業服務方式，以有效提昇都市原住民就業 　　動機與意願，並進而提高就業服務績效。

關鍵詞 : 工作倫理 ; 工作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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