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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警察人員之休閒參與及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的影響。以彰化縣所有警察人員為研究樣本，共發放問

卷800份，有效問卷581份，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在現況分析中發現，彰化縣警察人員整體的休閒活動參與程度屬於中度偏低的情形；工作滿意程度屬於中等以上的情形；

幸福感程度則是不佳的狀況。

在差異分析中發現，不同之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性質、服務年資及工作屬性在休閒參與上有顯著差異；不同之工作

屬性在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不同之工作屬性在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

在相關分析中發現，彰化縣警察人員休閒參與、工作滿意度及幸福感之間均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最後，綜整本研究實證發現，提出綜合建議，供警政機關、警務人員與後續研究者，作為未來管理及運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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