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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良好的工作生活品質意指館員對所從事的工作感興趣，覺得工作是有意義、具挑戰性的，而且在工

作上能擁有自主權及充分的參與。本文旨在探討鄉鎮圖書館館員之工作生活品質，除了可供圖書館管理

實務之參考外，亦可作為圖書資訊學界未來後續研究之基礎。 

Research applic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re extensive in industrial and service setting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mong librarian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rural area. 

The researcher explores every aspects of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mong the rural librarians in Taiwan and the 

result of an empirical study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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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國外學者 Nadler 與 Lawler，所謂的「工

作生活品質」（Quality of Working Life, QWL），係

指組織關心員工的個人面向及心理層面、員工是否

能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能否參與組織決

策等，並從這些角度評估組織是否有能力提供員工

良好的工作生活品質。(Nadler & Lawler, 1983)爰

此，組織重新思考與調整員工、工作、組織三者的

關係是界定工作生活品質的關鍵。而Efraty與Sirgy

兩位學者則指出個人需求在組織中滿足的程度即

為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員工所能獲得的滿足程

度，端視其個人的需求為何，以及組織所擁有的資

源能否滿足這些需求而定。(Efraty & Sirgy, 1990)

至於Cascio(1998)所定義之工作生活品質則是指個

人從工作上獲得的物質與心理福祉的知覺。由以上

工作生活品質定義之概述可知，各學者固然對工作

生活品質採用不同之定義，然所重視之範疇仍不外

乎注重工作環境條件之改善、關心工作環境對員工

個人需求之滿足程度及重視組織效能之提升等層

面。 

準此，員工對所從事的工作感興趣，覺得工作

是有意義、具挑戰性的，而且能夠充分參與工作內

容的決策，進而享有自主、快樂、健康、安全的工

作生活，即是良好工作生活品質的意義。相關文獻

指出，員工所享有的工作生活品質會影響其生產效

率及工作績效（Elmuti & Yunus, 1994），當員工的

工作生活品質愈高時，員工的工作滿足、組織承

諾、工作投入及工作績效亦愈高（Daley, 1995；諸

承明、潘士銘，民 89；李曜純，民 90；陳明國，

民 93；王迺榘，民 95）。研究員工工作生活品質之

目的，不僅在增進工作人員之福祉，同時亦可一併

提升組織效能（Baytos & Kleiner, 1995），其宗旨乃

是希望透過工作經驗讓所有員工滿足個人之需

求，泯除壓力，享受工作，成為真正快樂滿足的員

工，從而提高生產與服務的品質。 

李華偉教授(民 85)認為圖書館管理者要給館

員「一個愉快的工作環境」，迎合館員「追求快樂

和滿足感」的動機，以激勵館員、提高工作效率。

同時，李華偉並引述 Dessler 對工作生活品質之定

義：「在一個機構裡員工可以滿足他(她)們重要個

人需求的程度。」，並指出高品質的工作生活涵蓋

六個項目：1.對館員公正、公平和同情；2.館員能

充分發揮專業知能及達到完全自我實現的境界；3.

館員之間的溝通型態是開放的、互信的；4.館員能

參與有關工作的重大決策；5.適當、公平的薪酬；

6.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李華偉，民 85，頁 147）

簡言之，圖書館組織為使館員能夠密切配合其工作

內容，必須根據館員的重要需求設計各項管理制

度，以提升圖書館組織效能與服務品質。 

鄉鎮圖書館為公共圖書館體系中最基層的圖

書館，主要服務對象為所屬行政轄區之社會大眾，

目的在「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理

文化活動」（圖書館法，民 90），為一般社會大眾

主要的資訊來源之一。而鄉鎮圖書館中之從業人員

是圖書館服務的樞紐，為圖書館服務品質良寙之所

繫，其工作生活品質為何實值得關注。本研究中所

謂鄉鎮圖書館館員，係指在鄉鎮圖書館服務之從業

人員。基本上，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鄉鎮圖書館館

員為研究對象，探討當前鄉鎮圖書館館員所享有之

工作生活品質水準，並瞭解我國鄉鎮圖書館館員對

工作生活品質各面向滿足之程度，及分析影響其工

作生活品質之因素。希冀藉此研究結果提供圖書館

管理實務之參考，亦可作為圖書資訊學界未來後續

研究之基礎。  

貳、館員工作生活品質的衡量構面 

本研究對館員工作生活品質之意涵係採取如

下定義：「工作生活品質涵蓋工作相關各層面需求

滿足的情況，包括館員個人對圖書館工作環境、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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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與福利、安全感（保障）、發展機會、組織制度、

人際關係、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對工作外生活的影

響等範疇。」(陳書梅，民 92，頁 57)由於不同族

群其背景及經驗之差異，所從事之工作內容及組織

管理需要之不同，對於工作生活品質的內涵自然會

有不同見解與觀點；Tailor 也認為工作生活品質對

不同之工作族群代表不同之意義。(Tailor, 1979)因

此，關於圖書館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內涵之判斷標

準為何，仍須針對圖書館館員進行實証研究，藉以

了解圖書館館員工作生活品質之面向。 

有關圖書館館員工作生活品質之內涵為何，陳

書梅利用問卷調查，並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取了九個影響圖書館館員

工作生活品質的重要構面（陳書梅，民 92），各構

面之名稱與內容說明如下： 

一、 「主管關係」構面：係指館員與主管間

之互動關係。館員希望主管能在工作場域

中多注意工作氣氛的培養與員工的感受，

不但能共同討論工作目標及適當授權，還

能融洽相處、坦誠以對、互相尊重，同時

適時給予館員正向的回饋。 

二、「工作內容與志趣」構面：此構面與館員

之工作內容、工作特性、工作回饋及其個

人志趣有關。館員希望工作能帶給個人智

能成長的機會、得到快樂並發揮所長、有

足夠的時間與資源將工作做好、能看到有

意義的工作成果、工作不單調並適時輪

調，以及避免過大的工作壓力等。 

三、「管理制度與升遷」構面：此構面與館員

之升遷、工作職掌、工作分配、績效評量

等有關。館員認為館內各人應充分瞭解各

自的工作職掌及角色定義，對於升遷、考

評、獎懲、工作分配的公平性非常重視，

亦強調圖書館應提供足夠的升遷機會及績

效衡量的標準。 

四、「薪資福利與保障」構面：此構面與館員

之薪資、福利與工作保障等工作條件有

關。館員認為工作應有保障，薪水應與工

作能力一致，並且應有適當的福利措施及

休假等。 

五、「同事關係」構面：此構面係館員平時與同

事之互動關係，包括工作協助、相處情形

等。館員希望同事間相處和諧、融洽、互相

尊重與信任，在工作上能相互支援、彼此幫

忙，並且具有良好的跨部門工作協調。 

六、「工作自主與參與」構面：此構面為館員

對於工作進度、方法之自主性、對館內事

務參與管道等看法。館員希望能有機會對

館方的作法提出建議、工作方式可以發揮

個人創意、能獨立負責整件事情的處理過

程、決定工作進度等。 

七、「工作外生活」構面：此構面與館員工作

以外之時間運用、休閒、娛樂、家人相處

等有關。館員希望工作時段能符合個人需

要，配合家人或朋友的生活方式，亦希望

館方能重視館員的休閒娛樂需求。 

八、「社會關係」構面：係指館員於工作過程中

與讀者之互動、圖書館工作在社會上的尊

榮感等，館員希望能在服務過程中與讀者

保持良好的關係，圖書館工作在社會上有

良好的評價，在親朋好友間能享有地位等。 

九、「工作安全」構面：此構面與工作安全有

關。館員希望工作環境是健康、安全的，

不會在工作時發生傷害或意外，亦不會有

職業病的顧慮等。 

陳書梅的研究指出，不同個人背景 (如是否具

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教育背景、性別、年齡、婚

姻狀況、學歷、是否擔任主管職務、圖書館服務年

資、現任工作年數及工作內容等) 的館員對各構面

重要性之看法並無顯著差異，因此，就整體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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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九個構面應是量測圖書館館員之工作生活品質

可靠且代表性良好的重要指標。（陳書梅，民 92，

頁 68）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下就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對象、研究

方法與研究工具等四部份，說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

施。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調查台灣地區鄉鎮圖書館館員之

工作生活品質，除欲瞭解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的認

知，亦欲探討鄉鎮圖書館館員之個人背景因素，是

否影響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之認知。 

二、研究問題 

(一)台灣地區鄉鎮圖書館館員之工作生活品質

水準為何？ 

(二)台灣地區鄉鎮圖書館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

水準的認知是否受其個人背景因素之影響？  

三、研究對象 

在本研究中，所謂鄉鎮圖書館係指台灣地區各

縣之鄉鎮公所、縣轄市公所、各市區公所設立之鄉

鎮市區公共圖書館，不包括國立圖書館、台北市立

圖書館及各分館、高雄市立圖書館及各分館、各縣

市立文化局或文化中心圖書館。根據我國「公共圖

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在公共圖書館工作之人員

依其工作性質分為專業人員、行政人員及技術人員

等三類，就目前鄉鎮圖書館實際運作層面言之，其

從業人員皆為公所主管單位所指派，其職稱雖有管

理員、助理員、幹事、課員、書記、技工、工友及

約聘(僱)臨時人員等之不同，但皆在從事圖書館相

關業務；而若再由讀者觀點言之，在圖書館為其提

供服務者，讀者皆視之為館員，讀者較不會區分其

是否為所謂的專業人員、行政人員或技術人員。因

此在本研究中所謂鄉鎮圖書館館員，係指在鄉鎮圖

書館服務之從業人員。本研究採普查方式，並根據

國立台中圖書館編製之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名錄

（國立台中圖書館，民 92），以其公布之鄉鎮圖書

館的館員為研究對象，於民國 92 年 5 月 10 日起至

民國 92 年 7 月底止施以問卷調查，而填答本次問

卷之館員共計 380 位，分布於全省各地 189 所鄉鎮

圖書館，有效回收率 52.19%，其所回覆之問卷資

料為本文分析探討之範疇。 

四、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及電話訪談法。而

本研究之問卷係採用陳書梅設計之「館員工作生活

品質水準問卷」，基本上該問卷係以工作生活品質

的相關研究文獻為基礎，輔以館員訪談及圖書館工

作性質加以增刪而得，因此，其具有良好的內容效

度；此外，該問卷之構建係參考工作診斷調查(Job 

Diagnostic Survey)與工作說明指標(Job Descriptive 

Index)，因此，能確保問卷之信度與效度。而其結

構性信度之評估係採用 Cronbach 之信度係數

(Cronbach Alpha)，分析工作生活品質各因素量測

項目間之同質程度，其結果顯示工作生活品質各構

面之 Alpha 係數介於 0.70 與 0.89 之間，同時，問

卷之整體信度亦達 0.95，說明問卷題目具有相當高

的一致性，代表工作生活品質問卷具有良好信度。

（陳書梅，民 92，頁 59）詳言之，本研究係透過

主管關係、工作內容與志趣、管理制度與升遷、薪

資福利與保障、同事關係、工作自主與參與、工作

外生活、社會關係、工作安全等九個構面，以問卷

量測鄉鎮圖書館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的認知，同時

亦輔以電話訪談館員，除了瞭解其工作生活品質水

準，亦同時分析館員之個人背景因素是否為影響館

員對工作生活品質認知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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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以下闡述本研究結果，除了探討鄉鎮圖書館館

員工作生活品質水準外，亦分析館員個人背景因

素，如性別、年齡、婚姻狀況、學歷、圖書資訊學

相關科系教育背景、是否擔任主管職務、圖書館服

務年資、現任工作年數及工作內容等，對其工作生

活品質認知之影響。  

一、填答問卷館員基本資料分析 

茲將填答問卷的鄉鎮圖書館館員之基本資料

整理如表一。在本次研究中，填答者大部分為女

性，共計 278 位，佔 73.2％；40 歲以下的館員佔

了 51.1%；已婚者佔 70.3%；館員學歷佔最多的是

高中(含)以下佔 50.5%；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畢業

之館員僅有 7 人 (1.8%)；擔任主管職務者有

21.8%；於圖書館服務之年資在 5 年以下者佔了

63.2%；擔任現任工作在 2 年以下的館員約佔

42.4%，持續擔任同一工作達 10 年以上者亦有

12.1%；填答館員的工作內容大部份為混合服務(館

員同時兼任讀者服務、技術服務或行政等多項服務

者)，約佔 58.4%。 

 

表一：填答館員基本資料分析 

項目名稱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1. 男 102 26.8 26.8 
性別 

2. 女 278 73.2 100.0 

1. 20~24 歲 27 7.1 7.1 

2. 25~29 歲 64 16.8 23.9 

3. 30~34 歲 43 11.3 35.3 

4. 35~39 歲 60 15.8 51.1 

5. 40~44 歲 68 17.9 68.9 

6. 45~49 歲 63 16.6 85.5 

7. 50~54 歲 41 10.8 96.3 

年齡 

8. 55 歲以上 14 3.7 100.0 

1. 已婚 267 70.3 70.3 

2. 未婚 106 27.9 98.2 婚姻狀況 

3. 其他 7 1.8 100.0 

1. 高中(含)以下 192 50.5 50.5 

2. 專科 118 31.1 81.6 

3. 大學 67 17.6 99.2 
學歷 

4. 碩士(含)以上 3 0.8 100.0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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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項目名稱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1. 是 7 1.8 1.8 圖書資訊學相關 

科系教育背景 2. 否 373 98.2 100.0 

1. 是 83 21.8 21.8 是否擔任主管 

2. 否 297 78.2 100.0 

1. 2 年以下 146 38.4 38.4 

2. 2~5 年以下 94 24.7 63.2 

3. 5~10 年以下 79 20.8 83.9 

4. 10~15 年以下 35 9.2 93.2 

5. 15~20 年以下 20 5.3 98.4 

圖書館服務年資 

6. 20 年以上 6 1.6 100.0 

1. 1 年以下 81 21.3 21.3 

2. 1~2 年以下 80 21.1 42.4 

3. 2~3 年以下 34 8.9 51.3 

4. 3~4 年以下 32 8.4 59.7 

5. 4~6 年以下 62 16.3 76.1 

6. 6~8 年以下 25 6.6 82.6 

7. 8~10 年以下 20 5.3 87.9 

現任工作年數 

8. 10 年(含)以上 46 12.1 100.0 

1. 技術服務 4 1.1 1.1 

2. 讀者服務 94 24.7 25.8 

3. 行政服務 60 15.8 41.6 

工作內容 

4. 混合服務 222 58.4 100.0 

 
二、鄉鎮圖書館館員工作生活品質水準 

本次研究中鄉鎮圖書館館員所享有之整體工

作生活品質水準為 3.4722，介於「沒意見」(3 分)

與「滿意」(4 分)之間，尚未達滿意之水準。在工

作生活的九個構面中，同事關係係指館內的工作氣

氛融洽，同事間的互相尊重與信任，是鄉鎮圖書館

館員最感滿意的面向，評分為 3.7969；館員對工作

生活品質中之社會關係構面給予次高之評分，評分

為 3.7842，亦即在工作中與讀者的關係互動良好，

圖書館的工作在親人朋友間能獲得甚佳的評價。 

而鄉鎮圖書館館員認為工作生活品質中最未

獲得滿足的構面是「管理制度與升遷」，評分僅為

3.0789。根據電話訪談館員得知，在鄉鎮公所中，

首長掌握圖書館人員之任用權，尤其公所中其他主

管其職等往往較鄉鎮圖書館主管職等為高（例如鄉

鎮公所的課長為八職等，鄉鎮圖書館主管為七職

等，由課長調任圖書館主管常被視為降調），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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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行政運作上亦較未能發揮影響力，因此，館員對

此構面之不滿意由此可略窺一二。而館員給予薪資

福利與保障構面之評分為 3.1412，是次不滿意之項

目，鄉鎮圖書館工作人員流動性大，工作有其特殊

性與問題存在，尤其一些約聘(僱)臨時人員多為簽

約之工作人員，其工作時間僅為數個月，薪水亦偏

低，因而較未能對圖書館工作產生認同感，此種工

作心態亦影響其他人員之工作士氣。鄉鎮圖書館館

員對工作生活品質各構面之評分，詳如表二所示。 

 

表二：鄉鎮圖書館館員工作生活品質水準 

排序 工作生活品質構面 工作生活品質水準 說        明 

1 同事關係 3.7969* 工作生活中滿意度最高的構面 

2 社會關係 3.7842  

3 工作安全 3.6947  

4 主管關係 3.5776  

5 工作內容與志趣 3.5558  

6 工作自主與參與 3.4337  

7 工作外生活 3.2018  

8 薪資福利與保障 3.1412  

9 管理制度與升遷 3.0789 工作生活中滿意度最低的構面 

 整體工作生活品質 3.4722  

*評分意義： 5、4、3、2、1 分別代表很滿意、滿意、沒意見、不滿意、極不滿意等五種意見。 

 

三、館員個人背景因素對其工作生活品質

認知之影響 

鄉鎮圖書館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水準的認知

是否因其個人背景因素而有所不同，以下分別從性

別、年齡、婚姻狀況、學歷、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

教育背景、是否擔任主管職務、圖書館服務年資、

現任工作年數及工作內容等方面詳述之。 

(一)性別 

鄉鎮圖書館館員的性別會影響其對整體工作

生活品質的認知，男性館員之整體工作生活品質水

準平均為 3.5816，女性圖書館館員之整體工作生活

品質水準平均為 3.4321，利用t 檢定分析之結果，

發現男性館員的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較女性館員為

高，其差異已達顯著水準(p<0.05)，本研究結果在

其他相關之研究中亦有相同的發現。（林佳全，民

92；蔡俊傑、張順發，民 93；王迺榘，民 95）究

其原因，根據研究者電話訪談之結果得知，一般而

言，男性館員的個性較大而化之，遇事較能往正面

思考並積極尋求溝通，因此與讀者、主管、同事之

間的關係皆較佳，同時，對於工作外生活的干擾亦

較不受影響。 

(二)年齡 

鄉鎮圖書館館員的年齡會影響其對整體工作

生活品質的認知，各年齡組間之差異已達統計檢定

顯著水準(p<0.05)。本研究發現 20 至 24 歲的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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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館員，其整體工作生活品質水準平均為

3.5088，並非最低的一組，究其原因可能是年輕館

員剛由學校進入圖書館任職，對工作抱持較高的理

想，因而有較高之工作生活品質認知；而隨著年齡

增長，年輕館員對現實與理想的衝突漸有體認，對

整體工作生活品質之評分因而呈現下降的趨勢，此

現象可由圖一中 25-29 歲、30-34 歲及 40-44 歲之

館員，其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評分為所有館員中最低

者略窺一二。而如圖一所示，45 歲以上高年齡層

組之館員其整體工作生活品質水準較高，此種高年

齡層員工較低年齡層員工有較高工作生活品質的

現象，在其他工作生活品質的研究中亦有相同之發

現。（廖怡婉，民 91；陳明國，民 93；蔡俊傑、張

順發，民 93） 

 

3.2

3.25

3.3

3.35

3.4

3.45

3.5

3.55

3.6

3.65

3.7

整
體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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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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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質

整體工作生活品質 3.5088 3.3613 3.3889 3.5059 3.3889 3.5397 3.6552 3.5857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歲以上

 

圖一：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與館員年齡之關係 
 

(三)婚姻狀況 

已婚鄉鎮圖書館館員之整體工作生活品質為

3.4997，未婚館員為 3.4116，其他婚姻狀況者則為

3.3407，如圖二所示。婚姻狀況對館員工作生活品

質認知之影響，尚未達統計檢定顯著水準。根據訪

談得知，已婚館員較能得獲得家庭的情緒性支持，

在工作上遭遇的不平能獲得及時的紓解，而且已婚

館員多已在當地定居，工作的穩定性乃是其最重要

的考量，因而較能安於工作的現狀，相對而言，對

工作生活品質亦有較高的評價，此點在其他工作生

活品質之相關研究中亦有相同之結果。（蔡俊傑、

張順發，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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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與館員婚姻狀況之關係 
 

(四) 學歷 

鄉鎮圖書館館員學歷對其整體工作生活品質

認知之影響，各組間之差異尚未達統計檢定顯著水

準。如圖三所示，在所有館員中高中學歷者對圖書

館工作生活品質有最佳的評分，隨著學歷愈高，館

員整體工作生活品質有下降之趨勢，尤其具碩士學

歷之館員其工作生活品質感受最低。根據受訪館員

表示，高學歷的館員雖然在工作上有許多專業的想

法，但由於不易獲得主管的支持，在鄉鎮圖書館工

作感覺缺乏自主的空間，自我實現的心理需求方面

較未能得到充分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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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與館員學歷之關係 
 

(五)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教育背景 

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畢業之鄉鎮圖書館館員

其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評分為 3.4989，非圖書資訊學

相關科系畢業之鄉鎮圖書館館員為 3.4717，圖書資

訊學相關科系畢業之館員之工作生活品質水準似

乎稍高，惟二者相差甚微，其差異未達統計檢定顯

著水準。由於本研究之様本中，圖書資訊學相關科

系畢業之填答館員僅得 7 人，樣本較小，因此本項

統計分析結果尚待進一步之調查研究。 

(六)是否擔任主管職務 

鄉鎮圖書館館員是否擔任主管職務會影響館

員對工作生活品質的認知。擔任主管職務的館員其

整體工作生活品質為 3.6222，未擔任主管職務的館

員其整體工作生活品質為 3.4303，經以 t 檢定法分

析，二者之差異已達統計檢定之顯著水準

(p<0.05)。一般而言，擔任主管職務的館員在工作

上有較高之自主權及充分參與決策之機會，福利薪

資亦較高，在親友間會感受較高的社會地位，其對

工作生活品質水準的認知自然較一般館員為佳。 

(七)圖書館服務年資 

鄉鎮圖書館館員的圖書館服務年資對其整體

工作生活品質的影響，尚未達統計檢定顯著水準。

惟如圖四所示，年資少於 15 年的館員其整體工作

生活品質隨著工作愈久而下降，當圖書館的服務年

資在 10-15 年時，其工作生活品質為最低，此後

方逐年升高。究其原因，就如同一位館員在電話訪

談中所言，大部份的館員剛進圖書館時，大多覺得

能在文化事業單位工作頗為理想，館員個人亦有自

己對圖書館事業的抱負及熱忱，但是工作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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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感覺行政單位的支援不足，且處處受到法規制

度的限制，及主管單位一些人事上的干預，有些館

員因而衍生離職的念頭，而繼續留在工作崗位的館

員，則覺得已經待了十來年，對業務已駕輕就熟，

凡事往正面思考即愈來愈能適應。受訪館員的此種

想法，或許可以解釋剛進鄉鎮圖書館的館員其工作

生活品質感受較佳，而後逐年降低，到一定年資後

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的認知又再度上升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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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年以下 2-5年 5-10年 10-15年 15-20年 20年以上

 

圖四：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與館員圖書館服務年資之關係 
 

(八)現任工作年數 

現任工作年數對鄉鎮圖書館館員整體工作生

活品質的影響，尚未達統計檢定顯著水準。但如圖

五所示，館員擔任同一工作時間愈久，其整體工作

生活品質似乎有逐漸下降的趨勢。基本上，一般館

員多少會覺得同一個工作擔任太久，每天的工作內

容缺乏變化，因此覺得單調、枯燥無味，自然影響

館員對工作生活品質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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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與館員現任工作年數之關係 

 

(九)工作內容 

本研究依據館員的工作內容將館員分為技術

服務、讀者服務、行政服務、混合服務等四組，其

中混合服務的館員係指兼任多項工作性質者。工作

內容對館員整體工作生活品質的影響，尚未達統計

檢定顯著水準。惟如圖六所示，技術服務館員所感

受之工作生活品質為最高，其次為行政服務館員，

讀者服務及混合服務之館員較低。由於讀者服務及

混合服務的館員皆須面對讀者，雖然整體而言館員

與讀者的關係多能保持良好，但對讀者所提出的多

元化的問題仍然會有即時、精確回答的壓力，同時

亦會遭遇一些問題讀者的困擾，再者，工作輪班亦

會造成館員與家人親友休閒時間的不一致現象，因

此其工作生活品質認知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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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整體工作生活品質與館員工作內容之關係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我國鄉鎮圖書館館員工作生活品

質的部分現象，有關這些現象形成的因素及解決之

道仍須深入探討。惟根據本研究之發現，以下數點

值得圖書館管理實務注意，亦可供未來研究方向之

參考。 

一、鄉鎮圖書館館員認為工作生活中最未獲得

滿足的構面是「管理制度與升遷」及「薪

資福利與保障」，此一現象長期存在於圖書

館界，基本上係與圖書館組織結構及鄉鎮

圖書館之組織位階有關，以致館員普遍缺

乏升遷機會；另一方面，由於鄉鎮圖書館

館員許多係以約聘(僱)臨時人員等方式僱

用，缺乏公務人員享有之保障，亦使此問

題更形嚴重。再者，對於某些隸屬鄉鎮公

所的基層公共圖書館而言，表現良好的館

員往往易為主管單位調至其他部門，而造

成其他館員的困擾，並影響館務的推動與

發展，此種現象實有賴圖書館管理實務未

來之突破，圖書館宜調整組織結構與位

階，增加館員之升遷機會。此外，亦應提

升約聘(僱)臨時人員之工作保障。 

二、鄉鎮圖書館館員給予工作外生活構面之評

分為 3.2018，是較不滿意的項目之一，此

可能與館員多須輪班，以致休閒時間與家

人不同有關。基於此，圖書館組織宜重視

館員休閒娛樂之需求，以提高館員對此構

面之滿足程度。 

三、鄉鎮圖書館館員年齡進入 25 歲之後，其

整體工作生活品質水準突降，25-34 歲館

員陷入圖書館工作生涯生活品質的低潮

期，此一現象之意義值得圖書館管理階層

深思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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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本次研究中，碩士學歷之館員其工作生

活品質為所有館員中最低者，其真正原因

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同時，此現象實亦

值得圖書館管理階層注意。 

 

最後，本次問卷調查填答館員中，圖書資訊學

相關科系畢業者僅得 7 人，佔 1.8%，可見於基層

公共圖書館服務且為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畢業之

館員仍屬稀少。根據電話訪談一位圖書資訊學系畢

業的某鄉立圖書館館員表示，配合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推動「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方

案，鄉鎮圖書館館舍空間及各項硬體設施已獲致大

幅度改善，讀者到館人數亦明顯提升。換言之，公

共圖書館的空間改善計畫普遍獲得民眾的肯定，同

時更激勵了公共圖書館所有從業人員的士氣。然而

政府仍未針對鄉鎮圖書館擬訂長期性的經營政

策，並提供充裕的經費協助鄉鎮圖書館推展相關之

業務。基於此，鄉鎮圖書館各項服務之推展已刻不

容緩，相較於以往，現今民眾對於公共圖書館具有

相當的需求，館員因而更加能發揮學校所學之專業

知能，進而從工作中獲得個人自我實現需求之滿

足。準此，吾人宜加強重視鄉鎮圖書館之建設發

展，政府亦應積極挹注更多的人力與資源，同時更

亟待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畢業者之積極投入，以厚

植我國圖書資訊事業之基礎。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部份成果﹝NSC 

91-2413-H-002-025﹞，感謝國科會對本研究之經費

補助，同時亦感謝所有參與本研究之鄉鎮圖書館館

員的鼎力協助)。 

        

   （收稿日期：2006 年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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