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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對一個制度完整而富有彈性的警察機關及其各個功能單位而言，組織目標的達成需要群策群力的去完成，但是再好的組織

及典章制度還是要靠人去執行，因此人才是組織最重要的資產，而如何驅動該組織的人力資源並發揮最大的效能，就非靠

部門主管扮演驅動者的角色不可。在主管的領導作為及情境因素的干擾之下，其領導效果究竟如何？本研究基於以上研究

意旨，乃對台北縣政府警察局相關分局就有關分局領導者以家長式領導之領導型態在其情境因素干擾之下，所產生之實際

之領導效能，藉問卷調查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並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經由有關領導型態、情境因素及領導效能相關文獻

回顧並輔以針對各該分局所做之問卷分析，充分顯示領導型態中的家長式領導之仁慈領導、德行領導對領導效能的影響為

正相關。領導型態與情境因素的各個變項，均與領導效能有顯著相關性，而領導型態與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並未對領導效

能達到顯著效果。且本研究母群的領導者較喜歡引用家長式領導中之仁慈領導，而基層主管又較中階主管偏重於威權領導

。主管與基層員警對於主管領導型態的看法是沒有顯著差異。其領導效能在目標達成度上，中階主管優於基層主管，外勤

主管又較內勤主管重視部屬態度。皆顯示出本研究假設大部均屬成立，而有利於警察領導效能之研究與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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