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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選定台北縣與桃園縣都會區的刑事鑑識人員為對象，與其他從業人員相較之，這些人員的工作壓力是無處不在的，

因此他們必須適當地調整其工作特性，將更能增進其工作投入。本研究針對工作特性構面、工作壓力及工作投入等要素，

透過問卷調查與基本統計工具，將統計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數、每日平均工作時數、輪班

與否、工作職務以及薪資所得等來加以探討，得到如下的結果：

一、工作特性構面間(如變化性、完整性、重要性、自主性及回饋性)及整體工作特性、工作壓力及工作投入，彼此皆是呈

現正相關的關係。

二、經由統計分析結果，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方面，是呈現不顯著的差異性；而子女數、每日平均工作時數

、輪班與否、工作職務以及薪資所得方面，是呈現顯著或非常顯著的差異性。

三、工作壓力與工作投入要素間的迴歸分析得知，此一迴歸式具有顯著性，而R2值(判定係數)為0.2174，表示此迴歸模型

中的自變數可以解釋應變數總變異程度的21.74%。該模式中，工作壓力與工作投入要素具有正向關係，表示若工作壓力越

高，則工作投入程度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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