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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消防原隸屬於警察組織體系內，民國八十四年起始陸續獨立，各縣市消防局成立後，領導、管理等相關制度大部分沿

襲警政制度，在整個消防組織體系中，消防救災救護大隊長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其功能是否有效發揮乃為消防任務遂行及

消防工作成敗與基層隊員工作士氣消長關鍵之所在；惟基層隊員亦是消防工作活動中不可或缺之角色，其工作理念與服務

士氣將直接或間接影響消防工作之推展。 消防工作是一種冒險犯難、出生入死、衝鋒陷陣、義無反顧的神聖志業，消防人

員不計辛勞，工作如積極有效，必能發揮助人絕不抱怨的英勇表現，委實受到社會大眾一致地嘉許與喝采；但如士氣不振

，工作效率必定大打折扣，無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研究係以基隆市消防局為例，著重點在探討消防大隊長領導管

理與基層隊員工作士氣之關係，除探討大隊長領導管理、隊員工作士氣的內涵、現況情形，暨了解隊員人口變項對大隊長

領導管理與隊員工作士氣的差異情形外，亦分析大隊長領導管理與隊員工作士氣之相關程度，並探討大隊長領導管理及隊

員工作士氣情形。 本研究係透過文獻探討及專家學者學術意見暨深入訪談結果 ，進行分析與討論，相互印證後，提出多

項建言，將有助消防單位領導管理策略，提升基層隊員工作士氣，做為未來規劃教育訓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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