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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層警察人員身負維護治安和社會秩序之責任，勤務安排制度採輪班方式等工作特性，對其休閒生活規劃有所限制影響。

一般而言參與休閒活動能有放鬆、愉悅、自我發展等效益，警察人員透過休閒活動之參與，能降低警察人員之休閒阻礙，

協助其舒緩壓力。本研究目的旨在瞭解基層外勤警察人員休閒參與現況和影響休閒阻礙之因素。 研究對象為基隆市警察局

各單位，共約900名之基層警察人員，以休閒參與和休閒阻礙量表為研究工具，於2005年3月至 4月，採便利抽樣至19個單

位及25個派出所中發放450份問卷，共計回收有效問卷443份。資料分析使用獨立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與Pearson相關係數

等統計方法。 根據研究結果，基層警察人員在休閒參與、休閒阻礙上，會因性別、婚姻狀態、宗教信仰及壓力源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結論如下：一、男性對於社交型活動較為依賴，且參與頻率、休閒阻礙感受高於女性。二、未婚者參與藝文

型活動頻率高於已婚者。無子女、子女滿18歲者參與休閒活動頻率、休閒阻礙感受高於子女在17歲以下者。三、信仰基督

教與天主教者比信仰佛教者、道教者、無宗教信仰者休閒參與頻率低，休閒阻礙感受高。四、壓力越大，家屬支持低者，

休閒參與頻率越低，阻礙感受越高，但人際阻礙部分卻越低。文末根據結果分析、結論加以討論，提出數項建議，以供警

政相關單位、基層警察人員，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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