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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歐美企業提倡”樂在工作”的概念，企圖透過諸項 員工需求的福利制度推廣，讓員工能樂於工作，如美國的賽仕電

腦軟體顧問公司(SAS Insitute)、福特汽車公司等知名企業皆以多 項促進工作滿意與員工滿意的福利的方案而聞名遐邇。在

台灣企 業亦越來越重視員工福利內涵的發展趨勢裡，企業提升福利投資 卻很少確保福利提供的內容與員工的喜好相符。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透過對國內企業在福利措施的問卷調 查，來瞭解企業在福利措施推行的現況及員工對滿意的福利之期 

望。研究問題為:1.在各種福利類型中，員工優先需求的福利具 體內容為何？2.企業目前推行之福利措施與員工優先需求的

福 利措施之差異為何？3.建構企業與其員工滿意的需求福利制度 之內容為何？ 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並在問

卷工具編制前先 進行初步非正式問卷調查，爾後開發正式問卷。問卷分為三個部 分，分別為福利項目類別員工滿意的需

求度、福利項目類別企業 提供之有無、個人基本資料等問卷結構。研究對象為以天下雜誌 2006 年5 月版之1000 大製造業

、500 大服務業，100 大金融業， 共回收445 份有效問卷。透過SPSS 10.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 析，採用信度分析、描述性

統計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等方法驗證假設。本研究結果如下: 1. 就整體26 項福利需求而言，員工需求度最高

的前三項福利措 施為社團活動、分紅入股及交通設施。 2.就5大福利類型分析，在個人型福利方面，員工期待企業提 供旅

遊補助金，約為每年五千至一萬元。部門型福利中，員工期 望公司能同時提供國內旅遊及海外旅遊。家庭型福利中，以子

女 托育補助費需求最高。在工時型福利方面，員工希望企業每年能 提供一至二天的春假。另於設施行福利中，員工希望

能有自助餐 式的員工餐廳，以滿足員工的多重菜色選擇。 3.個人特徵與福利需求差異分析而言，性別方面，女性員工對語

言訓練及家庭勞務安排需求較高，男性則對低利貸款額度較感 興趣；教育程度越高之員工對企業之福利措施期望相對增高

； 年齡較輕之員工對於福利之需求高於年長者。 4.企業屬性對福利實施程度及福利需求差異分析而言，福利實施 程度，

以製造業的實施程度最高，其次為金融業，實施程度最 低者為服務業；企業規模越大其所能提供之福利措施越完善。 福

利需求差異方面，服務業及金融業之員工對家庭型福利需求 均高於製造業之員工；服務業之員工對工時型之福利需求亦高

於製造業之員工。製造業之員工對各項福利措施之需求程度均 低於其他二種產業之員工，而服務業之員工對企業福利之需

求 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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