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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長期的醫師人力缺乏，衛生署自民國九十一年之後衛生所主任一職具有師三級以上之醫事人員均可擔任是項職務，然

而衛生所是在基層鄉鎮市擔負主要健康照護者的角色，除了醫師之外具備師三級以上的醫事人員是否能夠取得其他同仁的

一樣的支持與尊重。 本研究對象是：彰化縣、台中縣、南投縣衛生局所屬31個衛生所編制內員工為研究對象，透過275 份

有效回收問卷之觀點進行實證研究，以員工之人口統計變項特性、員工人格特質、主管領導型態為自變項，探討依變項員

工工作滿意程度之間的關係，作為領導者改善領導型態之參考。研究結果如下： 一、 在『工作滿意』各構面上與個人人

口統計特徵中有顯著的差異是：在年齡層方面顯示在『工作條件』、『工作成就』與『整體工作滿意構面』三個面向中

，51歲以上對31~40歲有正向明顯的差異。在教育程度方面顯示在『人際互動』的工作滿意面向中，高中職有較高於大學

或以上學歷的顯著的正向差異。在執業別方面顯示在『工作條件』的面向中『其他工作人員』對『護理人員』有顯著的正

向差異；『醫事人員』對『護理人員』有顯著的正向差異。在『人際互動』面向中『其他工作人員』高於『護理人員』高

於『醫事人員』高於『行政人員』。在『整體的工作滿意度』的總構面上『其他工作人員』高於『護理人員』。 二、 在

主管領導型態中的『關懷』與『定規』因素，在工作滿意各構面中均有顯著差異；其中『高關懷』所呈現的滿意度最高。 

三、 人格特質中『親和性』人格特質在『工作方式』的工作滿意度構面顯示正向性顯著差異；『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對

工作滿意的『工作方式』、『工作成就』及『整體工作滿意構面』的構面顯示正向性顯著差異。『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工

作滿意的『工作條件』與『工作成就』及『整體工作滿意構面』顯示正向性顯著差異。 四、 人格特質內外控在『工作條

件』及『人際互動』的工作滿意構面上有顯著的差異（內控＞外控）；『工作成就』、『工作方式』及『整體工作滿意』

有更顯著的差異（內控＞外控）。 五、 領導者身分（醫師或非醫師）領導型態關懷因子及工作地點（位於彰化縣、台中

縣、南投縣之間的不同）、員工的人格特質中『內控因素』與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關聯性。

關鍵詞 : 醫師 ; 非醫師 ; 師三級醫事人員 ; 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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