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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公務員週末之休閒涉入與休閒滿意度間之關係。本研究以立意及便利抽樣法，調查14間鄉鎮市公所，共

發放679份問卷，有效問卷478份，有效回收率為70.4%。統計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及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樣本特性： 以女性稍多、平均年齡為42歲、專科畢業、已婚、承辦

員居多、工作21年以上、所得在20,000~39,999元較多。 二、假設驗證： (1)性別、婚姻狀況、家庭生命週期、教育程度、

個人所得在休 閒涉入上有顯著差異。 (2)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生命週期、工作年資、個人所得在休閒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異。 (3)行為涉入與其社會心理涉入呈顯著正相關。 (4)休閒涉入與其休閒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最後就研究

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供對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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