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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中高齡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陳聰堅 *林景瀅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 

摘要 

台灣行政院於 2016 年通過長照 2.0 計畫，除了延續 1.0 的計畫目標擴增服務對象及項目，同

時更積極地推動在地老化，因此，讓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居服員）在長照政策中需求更大

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因居服員的工作辛苦，且工作流動率偏高，為進一步了解居服員的工作

壓力及生活幸福感，本研究探討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的差異及相關性。針對台

中市居家服務機構的中高齡居服員，採取便利取樣的方式，發出 365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341

份，回收率 90%。研究結果顯示：(1)人口特微：45-49 歲已婚女性居多、高中職畢業占比最高、工

作資歷以 5 年以上至 10 年居多、已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及 CPR 證書者最多；(2)工作壓

力：以「居服員的工作是很耗體力的」、「害怕因做錯事造成個案的傷害」、「遇到無法溝通的家屬

會有壓力」三個因素為中高齡居服員感到壓力的主因；(3)生活幸福感：以「生命非常有意義及目

標」、「對生活中的事件產生好的影響」、「工作上有成就感」的認同度最高。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

析中，整體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具顯著的低度負相關，研究結果可提供居服相關機構與學界參

考，建議居服相關機構重視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並定期給予專業培訓及溝通技巧之訓練，

以提升其生活幸福感。 

關鍵詞：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生活幸福感、中高齡 

1. 前言 

台灣即將在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人口推估，台灣社會在 2040

年時，每二位青壯年人口需扶養一位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於 2045 年平均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位

是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民眾對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居服員）需求也逐年明顯增加，在政府

提倡在地老化政策下，居服員的需求量大增，居服員的相關研究更顯得重要。 

衛福部於 2018年 1月調整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後，居服員的平均月薪資收入達到了 3萬 8,498

元，時薪也提升到 223元/小時（衛福部，2019），但仍與行政院主計處(2020)所統計之台灣員工平



中高齡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作者：陳聰堅、林景瀅                            293    

均月薪 4 萬 2 仟元有些許差距。同時，居服員於培訓後的就職率從 2017 年的 21%成長到 2019 年

的 53%（勞動部，2020），有所提升，但仍然偏低。居服員的人力缺口從 2017 年 9的 2600人（監

察院，2018）成長到 2019 年 12月的 9600人（監察院，2020）。 

面對偏低的就職率及持續增加的居家照顧人力缺口，是否代表居服員的薪資、職場環境、尊

嚴、工作壓力、生活幸福感等等相關問題值得研究探討。基於上述的背景，引發本人以探討「中

高齡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台中市為例」為本研究之主題。本研

究以便利取樣方式針對居服員中占比最大的中高齡族群做為研究對象，以工作壓力及生活幸福感

做研究構面，透過：(1)中高齡居服員在面對工作負荷、專業技能、人際關係及角色壓力時，哪些

因素讓他們感受到的壓力最大？不同背景變項的中高齡居服員在面對不同的工作壓力因素時，在

感受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2)中高齡居服對於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自我肯定感受程度為何？

不同背景變項的中高齡居服員對其生活的幸福感受在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3)中高齡居服員的

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的關係為何來探討。援此，研究之目的希望瞭解：(1)中高齡居服員因不同

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2)中高齡居服員因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生活幸

福感有無顯著差異；(3)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相關。最後根據研結果能

進一步瞭解中高齡居服員的現況並提出相關建議，提供相關單位做為改善照顧政策及福利制度之

參考依據。 

2. 文獻探討 

2.1 全國暨台中市中高齡居服員人口數 

依據衛服部 2020年 11 月統計，全國居服員至 2020年 7月止，從業人口共計有 28,317人，鐘

琳惠與藍福良(2019)在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長照產業人力結構與職場環境問題分

析及因應對策研究報告中指出，各縣市皆以女性居服員為主。培訓人員多數年齡層為 45 歲至 55

歲中高齡者（衛福部，2016），而從事居服員之平均年齡分大多分佈於 41至 50歲，顯示在居家照

顧服務工作中，從參與培訓到實際投入工作行列，大多為中高齡族群，同時以女性居多。居家照

顧服務從業人口全國及台中市從業人口統計如表 1 所示。 

衛福部於 2018年 1月推行長照給付及支付新制，以及彈性工時制度，以吸引更多人從事居家

照顧服務工作。由圖 1 全國居家照顧服務就業人口走勢圖中可看出，2019 年全國居家照顧服務就

業人口數相對於 2018年的全國居家照顧服務就業人口有明顯的成長。依據衛福部統計，截至 2020

年 7 月底，照顧服務員總計為 64,609 名，居服員計有 28,317 名、社區照顧服務員有 5,895 名及機

構照顧服務員 30,397 名，相較 2018 年增加 29,528 人。但居服員的人力缺口從 2017 年 9 的 2600

人（監察院，2018）成長到 2019 年 12 月的 9600 人（監察院，2020），相較之下，居服員的人力

補充仍無法滿足長照的人力需求。在台中市長照據點六都第一成果專案報告(2018)中，台中市居家

服務單位由 14家增加至 62家，快速成長達 4.4倍，在居服員人力需求方面，台中市長照 2.0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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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專案報告(2017)中，預估 2020年居服員之需求人力為 1,263人，而台中市於 2019年之居服員

人數已有 2206人，因此推估至目前，台中市的居服員需求人力是充足的。 

表 1. 居家照顧服務全國及台中市從業人口統計 

單位：人 
老人居家服務－服務員人數 

（2009年-2019年） 

縣市別 全國 臺中市 

老人居家服務員別 總計 總計 

性別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2009 年 4,794 333 4,461 - - - 

2010 年 5,591 400 5,191 - - - 

2011 年 6,353 479 5,874 565 34 531 

2012 年 7,118 552 6,566 578 36 542 

2013 年 7,463 659 6,804 607 41 566 

2014 年 7,668 579 7,089 657 49 608 

2015 年 8,368 635 7,733 694 43 651 

2016 年 8,988 738 8,250 750 51 699 

2017 年 9,801 847 8,954 959 102 857 

2018 年 13,538 1,412 12,126 2,017 268 1,749 

2019 年 21,306 2,882 18,424 2,206 455 1,751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居家服務 

 

圖 1. 全國居家照顧服務就業人口走勢圖（數據資料來源：衛福部 2020 年 11月） 

2.2 工作壓力相關理論與研究 

如果個人持續長時間在過重的工作壓力下，將會進一步使人產生各種生理及心理上的不適狀

態(Curtis, 2000; Stanford & Salmon, 1993; Taylor, 1999)。工作壓力是指個人在工作中知覺到個人能

力與環境不能配合，而影響到身心健康及健康行為的一連串過程（張寶仁，1999）；壓力並無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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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雖然我們常討論它的負面效果，但它也有正面價值。不可諱言，壓力也是工作的一部分（高

鳳霞、鄭伯壎，2014）。許多研究證明了壓力與人的疾病有著高度相關性；台中榮民總醫院壓力與

疾病：若當外界的危險或威脅無法克服時，個體即會自主性地採取另一項「保守─退縮」的反應 

(Conservation-Withdrawal reaction)，而呈現出副交感神經系統有關之生理變化，例如新陳代謝的合

成作用，減低心跳速度、降低血壓及氧氣的消耗量、肌肉放鬆、呼吸緩慢下來，胃壁充血減少而

胃酸、腸液分泌增加、胃腸蠕動加快以準備消化狀態，吸收營養，儲存及節省能源，藉以預備下

一次再遭受壓力時的攻擊或逃避反應。當外在的危險持續不停，而此兩項的其中任一項反應使用

過久，使得心身疲於奔命或缺乏活動（身體內的代謝產物乳酸無法氧化掉而積留在體內等），則會

導至身體的崩潰，產生疾病（卓良珍，2018）。 

居服員是需要經過培訓的專業工作者，才能為失智者、失能者及身心障礙者提供主要照顧服

務；在工作中需面對不同環境、服務對象、同事彼此的人際關係及自身的專業技能是否能勝任突

發狀況等，其所產生的壓力，都會影響中高齡居服員的穩定性，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下，對個人生

活幸福感也會有身心方面的影響。陳曉雯(2020)「居服員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之研究—

以南投市為例」研究結果發現，居服員的不同背景變項於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皆

出現顯著差異；皮爾森積差結果顯示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負相(r=-.498, p<.01)，工作壓

力與離職傾向呈現顯著正相關(r=.293, p<.01)，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呈顯著負相關(r=-.613, p<.01)。

討論與結論：居家照護工作複雜性高、心理負擔壓力大，建議相關單位重視並改善其勞動條件，

提升工作滿意度，使居服員留在職場。陳香君(2020)「居服員工作壓力及生活品質相關因素之探討」

研究結果：居服員的工作壓力、生活品質、社會支持均呈中等程度。性別、教育程度、子女數、

機構型態、語言、服務人數於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性，其最大預測因子為服務人數，並與社會支

持程度呈現顯著負相關。魏伊芬(2020)「居服員工作壓力對留任意願的影響-以台北市某居家長照

公司為例」研究結果，主要發現如下： 

(1) 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其中不同年齡與婚姻在「技術低度使用」的工

作壓力有顯著的差異；不同工作年資在「角色衝突」的工作壓力有顯著的差異；不同教

育程度在「角色模糊」的工作壓力有顯著的差異。 

(2) 居服員的留任意願與「健康狀況」有顯著的正相關，與工作壓力中的四個變項「工作負

荷過度」「技術低度使用」「角色衝突」「角色模糊」有顯著的負相關。 

(3) 「健康狀況」與「技術低度使用」二個變項，為留任意願之重要影響因素。健康狀況越

好，留任意願越高；技術低度使用工作壓力越高，留任意願越低。 

綜合上述中居服員與工作壓力的相關研究，得知工作壓力均與工作滿意、生活滿意、留任意

願、社會支持程度等呈現負相關，而與「工作負荷」、「專業技能」、「人際關係」、「角色壓力」等

因素有正相關，本研究採取「工作負荷」、「專業技能」、「人際關係」、「角色壓力」為工作壓力構

面之因素，探討對於不同背景變項之中高齡居服員是否具顯著差異及對中高齡居服員的生活幸福

感之相關性為何。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9(3), 2021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296 

2.3 生活幸福感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生活幸福感的定義：「一種完好的狀態，個體能夠認識到他或她的能力，

能夠應對日常生活中正常的壓力，能夠卓越有成效地工作，能夠對他或她的社會有所貢獻。」在

這個定義裡提到的狀態與能力是有其自身的含義。從積極的意義上說，精神健康是個人和社會的

完好狀態和有效工作的基礎，而不僅僅是沒有精神疾病而已。（劉鐵橋等人，2004） 

在生活滿意及正向情緒相關理論，Argyle與 Crossland (1987)對於幸福感之定義包含了三個部

份：首要體驗快樂情緒強度與頻率、再者是對生活整體滿意程度、整體沒有抑鬱與焦慮及負面之

情緒狀態。對中國人來說，幸福感不論在個體內部或外在，都呈現滿足及和諧狀態，是個人主觀

經驗，包含正負向情緒及整體生活品質層面滿意度的感受（羅潔伶、蕭偉昌，2015）。陸洛(1998)

將幸福感定義是一種正向情緒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主觀感受。施建彬(1995)則認為幸福是個人主觀、

正向的感受，非外在客觀標準為評斷依據，幸福感就是個體有正向情緒、沒有負面感受，而且提

升整體生活品質滿意程度。 

Maslow (1970)認為人生下來即有生理、安全、尊重、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等不同的需求層次，

當只要能實踐需求後便能得到滿足；而在需求滿足時，才會感到幸福，反之，當需求長期無法得

到滿足時，則個體就會產生不幸福感(Argyle, 1987)。林麗惠(2002)指出，生活滿意是「一個多面向

的概念，係個人對目前生活的主觀評估過程，包括對整體生活適應感到滿足快樂的程度，及其生

命過程中期望目標和實際成就之間的一致程度」。同時，需求層次與幸福感指標有關，只有達成該

階段目標，才會有幸福感（陳鈺萍，2004）；個體能否達到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及目標，是影響幸

福感關鍵因素，個體努力達到目標所獲得穩定且長期性的滿足才能叫做幸福(Omodei & Wearing, 

1990)。生活滿意度屬於主觀幸福感測量維度之一，著重反映人們在情感方面的心理健度狀態，如

何適和應付生活並如何發揮自身潛能並獲得幸福感（洪晟惠、周麗端，2012）。 

在自我肯定相關理論中，Claude (1988)「The Psychology of Self-Affirmation: 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提出自我肯定理論，強調一個整體自我評價統整(self- integrity)的概念，認為

許多不同自我功能同時運作，彼此影響，使得自我統整得以維持，因此個人能保持正向的自我形

象(self-image)與評價。個人在工作及休閒運動等活動歷程中，發揮其能力，並使個人需求滿足進而

感到成就感和價值感(Argyle, 1987; Diener, 1984)，因此幸福感是經由個人主動地且積極地參與活動

的過程而產生，而非活動的結果（陸洛，1997；Diener, 1984）。缺乏自我肯定對幸福感的影響，方

格正等人(2012)在「以緩解與縱貫設計探討憂鬱症患者缺乏自我肯定與憂鬱症狀的關係─以某地區

醫院為例」中指出：在人際行為量表中，缺乏自信心分量尺的定義為對自己持有負面的態度，及

在人際互動技巧上缺乏自信，覺得自己不值得他人的讚美、協助，或是自己的意見不重要。久而

久之可能會減少與他人互動的機會，飽受寂寞的折磨，進而導致憂鬱症狀的持續與惡化；對於生

活滿意及生活幸福感也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林伶惠(2008)「新竹縣居服員背景、居家工作特性與工

作滿意度之研究」結論顯示居家照顧服務人員對於工作特性的感受越強時，對於居家工作特性屬

性越清楚與重視所產生的工作滿意度也會越高，「生活滿意度」也愈高，彼此間呈正相關。張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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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1)「困境向前行～高雄縣市居服員服務經驗探究」研究結果指出，居服工作是正面的工作

意象、與案主情感連結、看到案主功能進步，是突破服務困境的正向力量。鐘唯安(2020)「長照機

構居服員工作滿意之探討」研究可以發現，居服員對整體工作表現是呈現滿意，而「自我肯定」

之成就感是居服員對此是最感到滿意的事項；以其相關性而言，「自我肯定」與工作滿意同樣為正

相關。  

綜合上述關於生活幸福感的研究資料及文獻，整理出「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自我肯定」

做為本研究「生活幸福感」構面的三個因素，並以此來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中高齡居服員對生活

幸福感是否有顯著差異，同時探討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性為何。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及研究課題 

本研究在探討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現況及其相關性，以台中市的中高齡居

服員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將「個人不同背景變項」、「工作壓力」、「生活幸福感」三構面編

制問卷調查，研究架構如圖 2所示，研究課題如表 2所示。 

3.2 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編製 

本研究對象之母群體為台中市的中高齡居服員，研究問卷設計構面分為：(1)人口統計變項：

包括受試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資歷、薪資收入、專業證照共 7 題；(2)工

作壓力構面：工作負荷、專業技能、人際關係、角色壓力等四個因素共 25題；(3)生活幸福感構面：

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自我肯定等三個因素共 16 題，合計 48 題。除第一部分採用非計量的名目

尺度、簡單態度尺度、順序尺度和區間尺度外，其餘則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作為測量尺度

（林嵩麟、王志鵬，2010）。 

3.3 問卷信效度分析 

參考相關文獻及研究，再彙整編製成原始問卷，初步符合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為使本研

究預試問卷內容更為適切性，委請三位具有專業知識背景學者專家提供專業指導，專業背景介紹

如表 3 所示。對於問卷題項之語意、內容及措詞等進行檢驗修訂，以增加問卷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9(3), 2021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298 

 

圖 2. 研究架構圖 

表 2. 研究課題 

課題項目 

H1：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有無顯差異。 

H1-1：不同性別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1-2：不同年齡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1-3：不同教育程度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1-4：不同婚姻狀況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1-5：不同工作資歷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1-6：不同薪資收入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1-7：有專業證照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H2：不同背景變項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2：不同年齡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3：不同教育程度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4：不同婚姻狀況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5：不同工作資歷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6：不同薪資收入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2-7：有專業證照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H3：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相關。 

表 3. 專業背景 

名稱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相關專業人員 蕭博士 中部某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相關專業人員 洪博士 中部某國立大學 助理教授 

相關專業人員 林○○ 中部某醫院 護理部主任 

再進行問卷預試，預試對象與正式問卷抽取的對象性質須相同，皆是台中市年滿 45 歲（含）

以上之中高齡居服員。發放時間自 2020年 11月至 2020 年 12月期間，預試人數共 50人。以 SPSS 

22.0 統計套將軟體進行各題項之項目分析及整體信度考驗。經信度分析各構面 Cronbach's α 值結果

彙整如表 4所示，結果顯示預試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據此以台中市的中高齡居服員為研究對象，

  

 

 

                H1                                    H2  

 

 

H3 

背景變項 

性別、年齡、工作資歷、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薪資收入、 專業證照 

工作壓力 

工作負荷、角色壓力 

人際關係  專業技能 

生活幸福感 

生活滿意、正向情緒 

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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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2,206人為母體大小，信心水準為 95%，誤差範圍為 5%，計算公式依據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 之標準樣本大小公式 ss=Z2*(p)*(1-p)/c2 公式說明：Z=Z值（e.g. 1.96 for 95%信心水準），

p=信心區間，c=抽樣誤差；經由公式計算後得出的樣本數至少需要 328份。採用「便利取樣模式」

方式，共發放問卷 376 份，回收有效樣本 341 份，進行描述性統計的次數分配與百分比、描述性

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 法事後檢定、皮爾森相關性分析等統計

方法得到結果。 

表 4. 預試信度統計量Cronbach's α 

研究構面 衡量因素及題數  Cronbach's α值  

工作壓力 

工作負荷 6 0.813 0.879  

專業技能 6 0.829   

人際關係 6 0.87   

角色壓力 7 0.879  0.91 

生活幸福感 

生活滿意 7 0.878 0.923  

正向情緒 4 0.912   

自我肯定 5 0.875   

註：Cronbach's α 值＞0.7表示信度良好 

4. 課題分析 

4.1 背景資料之分析與討論 

個人變項分別為：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資歷、薪資收入、專業證照如表 5

所示。分析結果如下：台中市中高齡居服員以女性為主占 90%，其工作年齡層以 45-49 歲居多占

27.6%，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居服員平均年齡為 48.77 歲（蘇信鳳等人，2018）。薪資收入介於 2.5-3

萬最多占 30.5%，其次為 3.5 萬以上占 30.2%，衛服部於 2018 年調查，居服員平均月薪資為 3 萬

8,498 元整。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占 40.5%，臺南市政府社會局(2020)長照居家照服員統計分析

報告得知，台南市居服員教育程度占比由高至低依序為高中職＞大學（含專科）＞國中＞國小＞

研究所，顯示居服員的教育程度有向上提升的趨勢。婚姻狀況已婚為主，工作資歷 5 年以上為主

占 56.9%，專業證照以同時有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證及 CPR 證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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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個人變項分析表 

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4 10.0 

女 307 90.0 

年齡 

45-49歲 117 34.3 

50-54歲 94 27.6 

55-59歲 67 19.6 

60-64歲 54 15.8 

65歲（含）以上 9 2.6 

教育程度 

國小 14 4.1 

國中 53 15.5 

高中職 138 40.5 

大學（含專科） 110 32.3 

研究所（含）以上 26 7.6 

婚姻狀況 

未婚 57 16.7 

已婚/同居 196 57.5 

離婚 60 17.6 

喪偶 28 8.2 

工作資歷 

1年以下 25 7.3 

1年（含）至 2 年 32 9.4 

2年以上至 3年 30 8.8 

3年以上至 5年 60 17.6 

5年以上至 10 年 194 56.9 

薪資收入 

2.5萬內 47 13.8 

2.5萬以上至 3萬內 104 30.5 

3萬以上至 3.5萬內 87 25.5 

3.5萬以上 103 30.2 

專業證照 

無，有受訓證明 124 36.4 

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73 21.4 

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CPR 證書 144 42.2 

4.2 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生活幸福感描述性統計分析與討論 

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中高齡居服員在工作壓力調查結果顯示整體平均數為 3.43，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

表示中高齡居服員對工作壓力之感受程度偏高。在工作壓力四因素中，以「工作負荷」因素 3.76

平均數最高，「專業技能」因素 3.71 平均數第二，「人際關係」因素平均數最低。在工作壓力構面

中，中高齡居服員對於「工作負荷」因素及「專業技能」因素所感受之壓力趨近於「同意」；對於

「工作負荷」題項的認同程度排序分別為「我覺得居服員的工作是很耗體力的」、「我害怕在照顧

個案時做錯事，造成個案的傷害」以及「我覺得我的體力不夠，在搬動個案或協助個案個人清潔

工作時覺得吃力」。對於「專業技能」題項的認同程度排序分別是「如果遇到無法溝通的家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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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壓力」、「個案或個案家屬對我傷害性的語言（貶低、抱怨），讓我覺得壓力很大」以及「我需

要照顧一位病情惡化或即將辭世的個案，讓我覺得壓力很大」，結果如表 6 工作壓力部分所示。 

中高齡居服員生活幸福感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中高齡居服員在生活幸福感調查結果顯示整體平均數為 3.9 趨近於「同意」，表示中高齡居服

員認同其生活幸福感。在生活幸福感三因素中，以「自我肯定」因素平均數 3.9最高，對於「自我

肯定」題項的認同程度排序為「我總是能對生活中的每件事產生好的影響」、「我的工作總是能帶

給我成就感」以及「我的工作能幫助需要照顧的弱勢者，造福社會」，顯示台中市中高齡居服員因

從工作中能幫助到弱勢者，為案主帶來身理及心理上正向的影響，從中獲得成就感以及對自我的

肯定，結果如表 6生活幸福感部分所示。 

表 6. 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生活幸福感描述性統計 

構面 因素 平均數 排序 

工作壓力 

工作負荷 3.76 

3.43 

1 

專業技能 3.71 2 

人際關係 2.91 4 

角色壓力 3.33 3 

生活幸福感 

生活滿意 3.91 

3.90 

2 

正向情緒 3.81 3 

自我肯定 3.97 1 

4.3 不同變項對於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差異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工作壓力構面及因素之差異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專業證照對工作壓力構面有無具顯著差異，分析如表 7 所示。結

果顯示，教育程度愈高對工作壓力的感受愈大。而無專業證照對於工作壓力的感受大於有專業證

照，專業證照是對自身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肯定，對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及減少工作壓力會有相對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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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構面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教育程度 

①國小 3.42 

F=4.022 
p=.003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②＜③        

②＜④        

②＜⑤ 

②國中 3.14 

③高中職 3.41 

④大學（含專科） 3.5 

⑤研究所（含）以上 3.62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54 

F=3.955 
p=.020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①＞② 
②1張，看護丙級證照 3.33 

③2張，看護丙級證照+CPR 證書 3.36 

註：*p<.05，**p<.01，***p<.001 

不同背景變項之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資歷、專業證照對工作負荷因素有無具顯

著差異，如表 8 所示。結果顯示年齡愈小對工作負荷的壓力感受愈明顯；學歷愈高對於工作壓力

感受愈明顯。Robbins (1996)認為教育程度較低者，其工作壓力較低。實際研究也發現工作壓力會

隨著教育程度增加而上升，學歷在研究所以上之教師的工作壓力顯著高於大學學歷之教師（吳水

丕、吳佩珊，2008）。較深的工作資歷對於工作負荷感受明顯高於工作資歷較淺的。居服員職家衝

突與督導功能影響職業疲潰之探討研究中指出：居服員是提供「人」長期照顧服務的工作者，是

容易產生職業疲潰的族群，需要適時協助與輔導，若無法提供有效抒解方式與管道，可能因日積

月累的疲潰，導致居服員的工作表現、離職率、健康、照護滿意度與照護品質等問題（李昭憲等

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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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負荷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年齡 

①45-49歲 3.7 

F=3.281 
p=.012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①＞⑤ 

②＞⑤ 

③＞⑤ 

④＞⑤ 

②50-54歲 3.82 

③55-59歲 3.84 

④60-64歲 3.83 

⑤65歲（含）以上 3.04 

教育程度 

①國小 3.98 

F=2.600 
p=.036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②＜③ 

②國中 3.55 

③高中職 3.7 

④大學（含專科） 3.86 

⑤研究所（含）以上 3.87 

婚姻狀況 

①未婚 3.82 

F=5.261 
p=.001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③＜④ 

②已婚/同居 3.78 

③離婚 3.51 

④喪偶 4.1 

工作資歷 

①1年以下 3.83 

F=3.325 
p=.011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③＜⑤ 

②1年（含）至 2年 3.6 

③2年以上至 3年 3.41 

④3年以上至 5年 3.73 

⑤5年以上至 10年 3.85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95 

F=7.547 
p=.001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①＞②                

①＞③ 

②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3.6 

③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CPR

證書 
3.69 

註：*p<.05，**p<.01，***p<.001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薪資收入、專業證照對專業技能因素有無具顯著差異，如表 9 所

示。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較高者對專業技能感受程度高於教育程度較低者，可能因為教育程度較高

者兼具管理職務，對專業技能的壓力感受會大於教育程度較低者。薪資對於專業技能的因素中，

薪資收入低的工作族群對於專業技能壓力感受顯著於薪資收入高的工作族群。無專業證照族群對

於專業技能的壓力感受大於有專業證照的族群，專業證照是對自身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肯定，對解

決工作上的問題及減少工作壓力會有相對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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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背景變項對專業技能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教育程度 

①國小 3.67 

F=3.013 
p=.018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②＜⑤ 

②國中 3.47 

③高中職 3.69 

④大學（含專科） 3.74 

⑤研究所（含）以上 4.08 

薪資收入 

①2.5 萬內 3.93 

F=3.862 
p=.010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①＞④ 

②＞④ 

②2.5萬以上至 3萬內 3.8 

③3萬以上至 3.5萬內 3.68 

④3.5萬以上 3.53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89 

F=6.576 
p=.002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①＞③ 

②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3.68 

③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CPR 證書 
3.56 

註：*p<.05，**p<.01，***p<.001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對於人際關係因素及角色壓力因素有無具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10 及

表 11 所示，顯示教育程度較高族群對人際關係因素及角色壓力因素的壓力感受會大於教育程度較

低族群。 

表 10. 教育程度對人際關係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教育程度 

①國小 2.93 

F=3.556 
p=.007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 檢定 

②＜④                

②＜⑤ 

②國中 2.61 

③高中職 2.86 

④大學（含專科） 3.01 

⑤研究所（含）以上 3.15 

註：*p<.05，**p<.01，***p<.001 

表 11. 教育程度對角色壓力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教育程度 

①國小 3.16 

F=4.167 
p=.003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②＜③                  

②＜④ 

②國中 2.97 

③高中職 3.38 

④大學（含專科） 3.41 

⑤研究所（含）以上 3.43 

註：*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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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變項對於生活幸福感構面及因素之差異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之專業證照對於生活幸福感構面有無具顯著差異，結果顯示有專業證照族群對

於生活幸福感之感受程度高於無專業證照族群，如表 12所示。 

表 12. 專業證照對生活幸福感構面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74 

F=6.183 
p=.002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①＜②＜③ 

②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4.02 

③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CPR 證書 
3.98 

註：*p<.05，**p<.01，***p<.001 

不同背景變項之專業證照對於生活滿意因素有無具顯著差異，結果顯示有專業證照族群對於

生活滿意之感受程度高於無專業證照族群，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專業證照對生活滿意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75 

F=6.135 
p=.002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①＜② 

①＜③ 

②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4.02 

③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CPR 證書 
3.99 

註：*p<.05，**p<.01，***p<.001 

不同背景變項之專業證照對於正向情緒因素有無具顯著差異，結果顯示有專業證照族群對於

正向情緒之感受程度高於無專業證照族群，如表 14 所示。 

表 14. 專業證照對正向情緒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66 

F=4.609 
p=.011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②＞① 

②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3.95 

③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CPR 證書 
3.87 

註：*p<.05，**p<.01，***p<.001 

在不同背景變項中的教育程度、薪資收入及專業證照對於自我肯定因素有無具顯著差異。研

究顯示，教育程度較低族群對於自我肯定因素之感受大於教育程度較高族群，如表 15所示。 

在薪資收入方面，Diener等人(1999)的研究發現，高收入者相較低收入者而言擁有較高的幸福

感；鄭佳瑋(2012)成年男性生活壓力、幸福感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結果指出：臺北地區成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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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活壓力」會因「個人平均月收入」的不同而有顯著之差異存在，個人平均收入較低者之「整

體生活壓力」顯著高於個人平均收入較高者。雖然不同薪資收入對整體生活幸福感無顯著差異，

但在自我肯定的因素中具有顯著差異，對幸福感還是有相關性的影響。專業證照對於自我肯定因

素具顯著差異，有專業證照者對於自我肯定因素的感受程度高於無專業證照者。 

表 15. 不同背景變項對自我肯定因素差異分析 

變項 平均數 F檢定    顯著性(雙尾) 事後檢定 

教育程度 

①國小 4.37 

F=3.449 
p=.009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①＞④ 

②國中 3.98 

③高中職 4.05 

④大學（含專科） 3.84 

⑤研究所（含）以上 4.09 

薪資收入 

①2.5 萬內 3.97 

F=3.112 
p=.026 

具顯著差異 

Dunnett T3檢定    

②＜③ 

②2.5萬以上至 3萬內 3.82 

③3萬以上至 3.5萬內 4.09 

④3.5 萬以上 4.02 

專業證照 

①無，有受訓證明 3.8 

F=6.392 
p=.002 

具顯著差異 

Scheffe檢定 

①＜② 

①＜③ 

②1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4.08 

③2張，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證

+CPR 證書 
4.06 

註：*p<.05，**p<.01，***p<.001 

4.4 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性分析 

工作壓力的各項因素與生活幸福感的各項因素間之相關分析 

工作壓力構面的各項因素間為中度或高度之顯著正相關；生活幸福感構面的各項因素間均為

高度之顯著正相關；工作壓力中的各項因素與生活幸福感中的各項因素均為低度顯著負相關，如

表 16 所示。 

表 16. 工作壓力的因素與生活幸福感的因素之相關分析 

 

工作壓力 生活幸福感 

工作負荷 專業技能 人際關係 角色壓力 生活滿意 正向情緒 自我肯定 

工作   

壓力 

工作負荷 1 
      

專業技能 .753** 1 
     

人際關係 .746** .657** 1 
    

角色壓力 .521** .532** .594** 1 
   

生活

幸福

感 

生活滿意 -.176** -.156** -.176** -.129* 1 
  

正向情緒 -.201** -.163** -.177** -.155** .887** 1 
 

自我肯定 -.155** -.152** -.161** -.114* .972** .778** 1 

註：***p<.001,**p<.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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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整體「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值為 γ= -0.192，顯著水準為 p=.000＜0.01，結果顯

示：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具顯著低度負相關，如表 17所示。  

表 17. 整體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相關 工作壓力 生活幸福感 

工作壓力 1 -.192** 

生活幸福感 -.192** 1 

註：***p<.001,**p<.01,* p <.05 

4.5 研究課題之檢定及討論 

本研究參酌相關文獻探討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之相關研究結果，針對本研究

架構與研究目的所提出研究課題。經由量化步驟、設計問卷、發放問卷、進行資料收集並研究分

析，研究課題檢定結果如表 18所示。 

表 18. 研究課題之檢定 

課題項目 
 

H1：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部份有顯著差異 

H2：不同背景變項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部份有顯著差異 

H3：中高齡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相關。 有顯著相關 

H1：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有無顯著差異之課題為部份有顯著差異；不同變項對於工作壓

力之各細項因素之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19不同變項對工作壓力之課題檢定所示，說明如下。 

表 19.  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之課題檢定 

課題項目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H1-1：不同性別對工作壓力

有無顯著差異。  
全部無顯著差異 

H1-2：不同年齡對工作壓力

有無顯著差異。 
工作負荷因素 

專業技能因素、人際關係因素、角

色壓力因素 

H1-3：不同教育程度對工作

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工作負荷因素、專業技能因素、人

際關係因素、角色壓力因素 
工作壓力構面 

H1-4：不同婚姻狀況對工作

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工作負荷因素 

專業技能因素、人際關係因素、角

色壓力因素 

H1-5：不同工作資歷對工作

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工作負荷因素 

專業技能因素、人際關係因素、角

色壓力因素 

H1-6：不同薪資收入對工作

壓力有無顯著差異。 
專業技能因素 

工作負荷因素、人際關係因素、角

色壓力因素 

H1-7：有專業證照對工作壓

力有無顯著差異。 

工作壓力構面、工作負荷因素、專

業技能因素 
人際關係因素、角色壓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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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不同背景變項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之課題為部份有顯著差異；不同變項對於生活

幸福感之各細項因素之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20不同背景變項對生活幸福感之課題檢定所示。 

表 20. 不同背景變項對生活幸福感之課題檢定 

課題項目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全部無顯著差異 

H2-2：不同年齡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全部無顯著差異 

H2-3：不同教育程度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自我肯定因素 
生活滿意因素 

正向情緒因素 

H2-4：不同婚姻狀況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全部無顯著差異 

H2-5：不同工作資歷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全部無顯著差異 

H2-6：不同薪資收入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自我肯定因素 
生活滿意因素 

正向情緒因素 

H2-7：有專業證照對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差異。 
生活幸福感構面、生活滿

意因素、正向情緒因素 
自我肯定因素 

H3：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有無顯著相關。 

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中，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構面間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壓力」對

「生活幸福感」結果γ= -.192，p=.000 有顯著性低度負相關。同時以線性迴歸中的自變數為工作

壓力構面，因變數為生活幸福感構面，得知「工作壓力」對「生活幸福感」具顯著低度負相關。 

本研究結果與以下參考文獻的研究結果相同： 

(1) 陳曉雯(2020)「居服員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之研究—以南投市為例」研究結

果皮爾森積差結果顯示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r=-.498, p<.01)。幸福

感對於員工工作滿意度有著正向的高度相關（張純瑋，2006），因此在工作壓力愈低時，

幸福感隨著工作滿意度影響愈高，形成負相關的影響。此與本研究之結果相同。 

(2) 柯淑惠(2020)「居服員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留任因素之探討─以南投某區域醫院為例」

研究中典型相關分析顯示：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壓力（工作負荷、專業技能、人際關係）

是負相關；而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具高度正向相關（張純瑋，2006），因此在工作壓力高

時，幸福感隨著工作滿意度影響而降低，形成負相關的影響；換言之，工作壓力愈低，

幸福感愈高，此與本研究之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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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1) 不同的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資歷、專業證照、薪資收入對中高齡居服員的

工作壓力會有顯著的差異；而不同的教育程度、薪資收入、專業證照對中高齡居服員的

生活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2) 工作壓力的「工作負荷」因素是影響中高齡居服員最大的因素，居家照顧服務工作是很

耗體力的，因此在搬動個案或協助其個人清潔時更為吃力；同時在服務的過程中，會害

怕因一時不慎而造成對個案的傷害，成為產生工作壓力的最主要原因。 

(3) 工作壓力的「專業技能」因素，在面對無法溝通的個案家屬以及個案或個案家屬有傷害

性言語（貶低、抱怨）時所感受到的壓力最大，而在執行一般專業照顧時感受到的壓力

最小。 

(4) 工作壓力的「角色壓力」因素，中高齡居服員要兼顧工作角色及家庭角色所感受到的壓

力，同時也會認為其工作角色是較差的社經地位。 

(5) 生活幸福感的「自我肯定」因素是中高齡居服員在生活幸福感中認同度最高的。中高齡

居服員的工作能幫助需要照顧的弱勢者，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能對生活中的事件產生

好的影響，提升了對自我的肯定。 

(6) 生活幸福感的「生活滿意」因素，中高齡居服員能感到生活是有意義有目標，同時可以

有彈性的時間可以安排去完成想做的事；但對收入的部分可能因為不穩定的工作時數而

產生不安全感。 

(7) 中高齡居服員的工作壓力與生活幸福感為低度負相關，其工作壓力愈低，生活幸福感愈

高。 

5.2 建議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政府單位及居服相關單位、學術界作為參考。專業證照與專業技

能對於中高齡居服員的生活幸福感有正向影響，因此建議鼓勵居服員受訓並取得專業證照，定期

舉辦在職教育課程，並設計線上或行動學習課程以方便居服人員學習提高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能。

中高齡居服員在面對無法溝通的個案或個案家屬，及有傷害性言語（貶低、抱怨）時所感受到的

壓力最大，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加強對於溝通技巧及面對職場暴力的預防及自我保護的相關課程。

工作負荷是影響中高齡居服員工作壓力的最大因素，建議居服單位及居督人員，在配案時對於中

高齡居服員的勞務比例與實際情況需慎重評估，避免因過度重力勞動而使工作負荷過大造成相關

的傷害，對此同時，提供護具（護腰、護腕、護肩等）以及基本輔具並教導使用方法，如移位板、

轉位板等列為居服單位在職訓課程；在擔心因工作疏失對個案會造成傷害而產生的工作壓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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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政府針對居服單位加強推動「長照機構責任保險」、「照服員專業責任險」並列入考核指標中。

中高齡居服員會認為其工作角色是較差的社經地位，建議政府部門加強宣導居服員的業務形象。

對於案家及案主於提供居家服務前，對其所服務內容及規範實施衛教宣導需更詳盡，明確清楚服

務界線。 

衛福部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9 條(2017.01.26)有明確說明：為吸引居家照顧服務員人力投入及鼓

勵久任，服務提供單位（雇主）應善盡雇主責任，適當調升薪資待遇及建立單位內人事管理制度，

包括居家照顧服務員因工作所需之交通與油料之負擔方式、獎懲考核制度、升遷機制、證照津貼

等事項，提供完整人事制度與職涯願景，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基於上述相關說明，提

出下列補充： 

(1) 對於中高齡工作資歷較深的優秀居服員輔導轉任居督或管理職，傳承及分享居服工作的

寶貴經驗。 

(2) 對於獎懲考核制度，建議居服單位更全面的依據居服員的專業能力、工作規範及態度、

服務時數、自我成長及工作倫理等方面進行考核及獎勵，有條件式的增加薪資收入，提

升居服員對工作的認同感及生活幸福感，同時也提升照顧服務品質。 

(3) 目前長照政策中僅有「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証」，而國外例如日本的長期照護人員就有

等級區分，對其職務及專業性有更深層的定位。建議我國政府相關部門以長期照顧人員

的等級與專業性再加以細分，例如再增加「長期照顧服務士」、「長期照顧服務師」等技

術証，不但對居服員的生涯發展更有幫助，並有機會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加入長期照顧的

行列。 

(4) 建議政府部門加強管理考核居家服務單位，輔導居服員取得專業證照，在職教育課程，

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能、居家意外緊急處理措施等相關課程列為考核，利用考核機制提升

居服單位服務能力。 

(5) 建議居服單位對中高齡居服員於轉場的通勤時間要求能更彈性，並能更加重視居服員在

職場及交通方面的保障，例如：投保團體意外險及機車任意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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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continuing 1.0 plan to expand service targets and projects, the Long-Term Care 2.0 plan of 

Taiwan Executive Yuan 2016 actively promotes locally aged. A long-term care policy is a dire need a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because of sheer hard work, there’s high turnover among the providers. 

To understand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the well-being of its provide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the well-being of life of middle-aged servants. 

For middle-aged and senior residents of Taichung Home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by issuing 365 questionnaires, of which 341 valid ones were returne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90%. The research analysis shows that (1) Population profile: the majority are married 

women in the age group of 45-49,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being high-school graduates with work 

experience of more than 5-10 years. The number of providers with single-level technical certificate and 

CPR certificate is the highest; (2) Among specific job stressors, physical strength required to perform 

duties received the highest attention, as a lack of it might cause injuries to those in their care, and dealing 

with family members or relatives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ity of 

the job, economic well-being, a meaningful life with a goal, positive impacts on daily life events, and a 

sense of achievement that comes from a job well don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home-care coherent units 

should focus on the work load of the middle-aged and senior home-care providers and provide regul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enhance happiness in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Keywords: home-care providers,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occupational st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