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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護理人員是病患的直接照顧者，也是醫療團隊人數最多的一群。國內外亦有很多研究指出，護理人員之工作滿意度低不但

是造成護理人員的離職率高的主因，甚至影響本身業務的推展及醫療保健體系功能的發揮。 本研究旨在探討護理人員基本

屬性的護理人員對自我評量、工作環境、福利制度的滿意度及其相關性。研究採描述性研究法，研究對象為彰化縣某區域

教學醫院的正式護理人員，於94年4月15日至4月31日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220份問卷，回收202份，回收率為96.3%；其

中有效問卷20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5.2 %。研究工具採結構式問卷，以SPSS for Window 10.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變異數

分析法（ANOVA）及薛費氏事後比較檢定（Scheffe’s test）等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護理人員對自我評量的滿意

度最高，對福利制度的滿意度最低。期許本結果可供各醫療機構護理主管參考，以加強勞資雙方的溝通管道，並達成人性

化的管理理念。建議日後進行滿意度調查時，可運用顧客滿意度理論，調查機構內部顧客對護理人員的觀感，作為改進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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