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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國整個警察組織體系中，警察分局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其功能是否有效發揮乃為警察任務遂行及警政工作成敗與基層

員警服務士氣消長關鍵之所在；惟基層員警亦是治安工作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治安理念與服務士氣將直接或間接影

響治安工作之推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分局長轉型領導與基層員警服務士氣之間的關係，除探討分局長轉型領導、員警

服務士氣的內涵、現況，暨瞭解員警人口變項和分局背景變項在分局長轉型領導與員警服務士氣得分的差異情形外，亦分

析分局長轉型領導與員警服務士氣之相關程度，並探討分局長轉型領導及員警服務士氣之預測情 形。 本研究係以基隆市

警察局所屬之警察分局及員警為研究對象，以「分局長轉型領導與員警服務士氣調查問卷」為工具進行 研究，並得到以下

數項結論： 一、分局員警在知覺「分局長轉型領導問卷」的總得分上屬中上程度， 在各構面之得分中，以「共創願景」

最高，其次依序為「魅力影 響」、「激勵動機」；最低則是「個別關懷」。 二、員警人口變項與分局背景變項中，年齡

學歷、服務年資、職務及分 局所在地基層員警服務士氣問卷上均具有顯著差異。 三、員警知覺分局長轉型領導問卷得分

中，低、中、高三組在整體員警 服務士氣及基層員警服務士氣各構面均有顯著差異。 四、分局長轉型領導及各構面，與

員警服務士氣及各構面間呈現出顯著 正相關，亦即員警知覺分局長轉型領導之共創願景、魅力影 響、 勵動機、個別關懷

的領導行為愈高，則員警服務士氣之工作投入、 組織認同、團體凝聚力也愈高。 五、在探討分局長轉型領導各構面，以

共創願景及個別關懷二者對員警 服務士氣之聯合預測力最佳，尤以共創願景最具有預測力。 總之，本研究係透過文獻探

討及專家學者學術意見暨上述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相互印證後提出多項結論與建言，將有助警政位單位採行領導

策略，提升基層員警士氣及作為未來規劃警察教育訓練之參考。 關鍵字：轉型領導，服務士氣，人口變項，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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