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差異分析 

111年8月 

壹、前言 

根據1111人力銀行「職場男女薪資調查」顯示，有3成2的上班

族認為職場表現受性別因素的限制，其中以已婚有小孩的職業婦女

比例最高。主要影響包括薪資較低52.9%、升遷較慢40.7%、可選擇職

務類型變少40.5%、職級較低33.1%以及加薪幅度小32.1%1。另外，社

會工作人員的就業環境，一直被視為是一項「女性的工作」，而男性

在以女性為主的職場中常會因為他們「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感

到沮喪以及缺乏成就感2；再依據《社會工作人員工作倦怠的性別分

析》(高藝洳．陳芬苓)探討工作倦怠程度與性別意識的相關性，結

果顯示兩者呈現負相關，表示社會工作人員的「性別意識」和「性

別工作平權」越趨於傳統（分數越低），其所知覺的工作倦怠感越高
3。顯見，職場工作仍存在有性別差異問題。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性別工作平等，透過明文禁止性別歧視，

積極推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盼能真正落實職場性別

平等。據此，臺中市政府政風處關注性別差異的問題，探究承辦查

處業務廉政人員的性別與承受工作壓力之關係為何，期望提供職場

友善環境，並落實《CEDAW》第13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

措施：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

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為瞭解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差異，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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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因應策略，以維護同仁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增強機關整

體效能，爰透過問卷分析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性別、工作壓力之

來源及身體健康狀況，俾提出建議事項，期望對廉政人員工作壓力

之因應能有所助益。 

貳、性別統計分析 

一、廉政人員性別結構統計概況 

（一）政風處廉政人員性別概況 

政風處設4科（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3室

（人事室、會計室、秘書室），111年廉政人員為45人（不含人

事室、會計室、約聘僱人員、業務助理及行政助理等人員），其

中男性22人所占比率為48.9%，女性23人所占比率為51.1%，依

男女人數資料觀察本處廉政人員男女比率相當，女性人數僅略

多於男性1人。 

（二）政風處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性別概況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修正日期中華民國

101年2月3日），政風機構掌理事項為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

廉政法令、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廉政興革建議之擬

訂、協調及推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

理相關業務，機關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對於具有貪

瀆風險業務之清查，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之處理及協調，機關安

全維護之處理及協調等事項。 

其中，政風處承辦查處業務為第三科，廉政人員編制計13

人，實際分案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計9人，其中男性3人所占

比率為33.3%，女性6人所占比率為66.7%，經分析資料顯示本處

承辦查處業務女性人數多於男性。 



二、承辦查處業務工作壓力分析 

在廉政人員工作職掌中，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及辦理對於具

有貪瀆風險業務之清查業務，因涉及公務人員及民眾之法律上權益，

肩負著為民服務與蒐證懲處任務，極易遭到民眾針對處理結果不如

預期之情緒謾罵，亦須承受長官或民意代表要求查處時效等壓力，

顯見查處業務之工作特性具有相當程度之壓力。 

經整理彙整「壓力來源」、「壓力影響」及「壓力處理方式」等3

個面向，設計問卷共33道題，其中分數越高代表壓力越大；而壓力

影響可分為心理（包含情緒反應與工作表現）及生理（短期生理反

應與健康狀態）層面，有關本處第三科承辦查處業務工作壓力現況

分析如下： 

(一)依壓力來源面向分析 

壓力來源面向區分為承辦案件來源及工作特性2部分，各6

道題，每題1-6分，每題中間值介於3-4分之間，本次問卷共9份，

判斷壓力值以總分數9-18分為低等程度；以逾18分未達27分為

較低程度；以27-36分之間為中等程度；以逾36分未達45分為較

高程度；以45-54分之間為高等程度。有關承辦案件來源部分，

統計平均分數為39.3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較高程度，其中以

議員交辦案件計50分感到最有壓力(表1、圖1)；有關工作特性

部分，統計平均分數為33.3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

其中以面對民眾不理性的陳述及要求計43分感到最有壓力(表2、

圖2)。 

表1：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總分數 壓力判斷值 

承辦案件 1 27-36分 33 中等 



來源 
2 36 中等 

3 39 較高 

4 50 高等 

5 38 較高 

6 40 較高 

每題平均分數 27-36分 39.3 較高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圖1：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分析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表2：工作特性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總分數 壓力判斷值 

工作特性 1 27-36分 28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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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 較低 

3 27 中等 

4 43 較高 

5 42 較高 

6 34 中等 

每題平均分數 27-36分 33.3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圖2：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分析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二)依壓力影響面向分析 

壓力影響面向區分為心裡層面及生理層面2部分，各10道題，

每題1-6分，每題中間值介於3-4分之間，本次問卷共9份，判斷

壓力值以總分數9-18分為低等程度；以逾18分未達27分為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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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27-36分之間為中等程度；以逾36分未達45分為較高程

度；以45-54分之間為高等程度。有關心理層面關於感覺與行為

部分，統計平均分數為32.8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

其中以不能婉拒不合理的陳情案計43分感到壓力影響最大(表3、

圖3)；有關生理層面之身體健康部分，統計平均分數為31.2分，

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其中以為了應付工作多吃、多喝

茶/咖啡或多抽菸計36分，最受工作壓力影響（表4、圖4）。 

表3：心理層面-感覺與行為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總分數 壓力判斷值 

壓力影響-

心理層面 

1 27-36分 35 中等 

2 43 較高 

3 31 中等 

4 31 中等 

5 31 中等 

6 36 中等 

7 37 較高 

8 28 中等 

9 34 中等 

10 22 低等 

每題平均分數 27-36分 32.8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圖3：心理層面-感覺與行為之壓力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表4：生理層面-身體健康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總分數 壓力判斷值 

壓力影響-

生理層面 

1 27-36分 32 中等 

2 36 中等 

3 28 中等 

4 32 中等 

5 21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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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9 中等 

7 29 中等 

8 29 中等 

9 25 較低 

10 22 較低 

每題平均分數 27-36分 31.2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圖4：生理層面-身體健康之壓力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三)遇到壓力處理方式面向分析 

有關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遇到壓力處理方式，以複選方

式與開放式選項提供同仁選擇及填寫，經統計多數承辦查處業

務廉政人員以向長官或同事傾訴、排解及向家人、朋友訴苦之

溝通方式處理，或者安排動態消遣（如運動、旅遊散心等）來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消除壓力均各計6名，各占比率為23%，占所有處理方式比率69%。

經彙整尚無以社群 PO 文抒發、調整職務或其他方式處理。 

圖5：壓力處理方式分析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三、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差異分析 

為探究本處查處承辦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間關係，

將從「壓力來源」、「壓力影響」及「遇到壓力處理方式」3大面向作

分析，並針對細部研究主要原因，得出女性對於壓力之感受較男性

強烈，係因女性覺得受理案件容易因性別遭質疑專業度，此問項訪

問6位女性計算總分為19分，平均分數約為3.17分，相較於訪問3位

男性計算總分為3分，平均分數僅1分，顯有感受程度之落差。 

(一)壓力來源與性別差異分析 

壓力來源面向區分為承辦案件來源及工作特性2部分，各6

道題，每題1-6分，以數字越大代表感受壓力越高，訪問女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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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判斷壓力值以總分數6-12分為低等程度；以逾12分未達18

分為較低程度；以18-24分之間為中等程度；以逾24分未達30分

為較高程度；以30-36分之間為高等程度，並以近3個月內之情

況統計女性承辦案件來源部分，平均分數為27.7分，經分析壓

力值屬於較高程度（表5）。另訪問男性3名，判斷壓力值以總分

數3-6分為低等程度；以逾6分未達9分為較低程度；以9-12分之

間為中等程度；以逾12分未達15分為較高程度；以15-18分之間

為高等程度。並以近3個月內之情況統計男性針對承辦案件來源

部分，平均分數為11.6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表6)。 

依彙整結果顯示，男性對於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低於女性，

其中男女均對題號4（對議員交辦案件感到有壓力）感受壓力較

高。 

表5：女性針對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承辦案件來

源 

1 18-24分 23 中等 

2 26 較高 

3 28 較高 

4 34 高等 

5 30 中等 

6 25 較高 

每題平均分數 18-24分 27.7 較高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表6：男性針對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承辦案件來

源 

1 9-12分 10 中等 

2 10 中等 

3 11 中等 

4 16 高等 

5 8 較低 

6 15 高等 

每題平均分數 9-12分 11.6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近3個月內之情況統計女性針對工作特性部分，平均分數為

23.5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表7）。男性針對工作特

性部分，平均分數為9.8分，經分析壓力值亦屬於中等程度（表

8）。 

依彙整結果顯示，男性對於承辦案件來源之壓力程度與女

性相同，惟細究壓力感受程度略低於女性。其中男女均對題號4

（民眾不理性的陳述及要求）感受壓力中等。 

表7：女性針對工作特性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工作特性 1 18-24分 21 較低 

2 19 較低 

3 17 低等 

4 30 中等 



5 31 中等 

6 23 較低 

每題平均分數 18-24分 23.5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表8：男性針對工作特性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工作特性 1 9-12分 7 較低 

2 7 較低 

3 10 低等 

4 13 中等 

5 11 中等 

6 11 較低 

每題平均分數 9-12分 9.8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二)壓力影響與性別差異分析 

壓力影響面向區分為心理層面與生理層面2部分，各10道題，

每題1-6分，以數字越大代表感受壓力越高，訪問女性6名，判

斷壓力值以總分數6-12分為低等程度；以逾12分未達18分為較

低程度；以18-24分之間為中等程度；以逾24分未達30分為較高

程度；以30-36分之間為高等程度。近3個月內之情況統計女性

針對壓力影響心理部分，平均分數為22.6分，經分析壓力值屬

於中等程度(表9)。另訪問男性3名，判斷壓力值以總分數3-6分



為低等程度；以逾6分未達9分為較低程度；以9-12分之間為中

等程度；以逾12分未達15分為較高程度；以15-18分之間為高等

程度。以近3個月內之情況統計男性針對壓力影響心理部分，平

均分數為10.2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表10)。 

依彙整結果顯示，男性對於壓力影響心理層面之壓力程度

相同，惟細究壓力感受程度略低於女性。其中女性對於題號2

（不能婉拒不合理的陳情案）感受壓力較高，而男性則對題號

7(覺得目前工作挑戰不能學習新知，無法充實自己) 感受壓力

較高。 

表9：女性針對影響心理層面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壓力影響-

心理層面 

1 18-24分 24 中等 

2 32 高等 

3 22 中等 

4 21 中等 

5 22 中等 

6 22 中等 

7 22 中等 

8 19 中等 

9 23 中等 

10 19 中等 

每題平均分數 18-24分 22.6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表10：男性針對影響心理層面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壓力影響-

心理層面 

1 9-12分 11 中等 

2 11 中等 

3 9 中等 

4 10 中等 

5 9 中等 

6 14 較高 

7 15 高等 

8 9 中等 

9 11 中等 

10 3 低等 

每題平均分數 9-12分 10.2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近3個月內之情況統計女性針對壓力影響生理部分，平均分

數為20.6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中等程度（表11）。另訪問男性

針對壓力影響生理部分，平均分數為7.7分，經分析壓力值屬於

較低程度(表12)。 

依彙整結果顯示，男性對於壓力影響生理層面之壓力程度

略低於女性。其中女性對於題號1（莫名其妙的感到疲倦或精疲

力竭）、2（為了應付工作多吃、多喝茶/咖啡或多抽菸）及4

（心裡對工作感到厭煩）受壓力影響中等偏高，男性則僅對題

號2（為了應付工作多吃、多喝茶/咖啡或多抽菸）受壓力影響



中等。 

表11：女性針對影響生理層面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壓力影響-

生理層面 

1 18-24分 24 中等 

2 24 中等 

3 20 中等 

4 24 中等 

5 16 較低 

6 21 中等 

7 21 中等 

8 21 中等 

9 18 中等 

10 17 較低 

每題平均分數 18-24分 20.6 中等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表12：男性針對影響生理層面之壓力分析統計表 

面向 題號 中間值 平均分數 壓力判斷值 

壓力影響-

生理層面 

1 9-12分 8 較低 

2 12 中等 

3 8 較低 

4 8 較低 



5 5 低等 

6 8 較低 

7 8 較低 

8 8 較低 

9 7 較低 

10 5 低等 

每題平均分數 9-12分 7.7 較低程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三)遇到壓力處理方式與性別差異分析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曾於2013年調查發現，臺灣有209萬

名成人有明顯憂鬱情緒，最讓其感到憂鬱的主因就是工作。不

同性別在職場上感受到的壓力不同，男性上班族壓力來源前3名

為「業務」 (工作量過多、業績壓力等)、「健康」(長期外食、

沒時間運動等)及「時間」(工作時數過長、工作時間日夜顛倒

等)，女性則為「健康」、「業務」及「時間」。在紓壓方式上，

男性最常用「運動」紓壓，其次為「看電視電影」、「聽音樂唱

歌」，女性則是「看電視、電影」、「找親友訴說」及「聽音樂唱

歌」。4 

根據本處調查結果，與上揭統計差異不大，承辦查處業務

廉政人員為女性，其遇到壓力之處理方式，以採取向長官或同

事傾訴、排解及找家人、朋友訴苦之溝通方式處理占多數，各

有5名，合計占女性處理壓力方式比率達53%，其次為安排靜態

活動及動態消遣，各有4名，合計比率42%（圖6、圖7）；男性遇

 
4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B7%A5%E4%BD%9C%E5%A3%93%E5%8A%9B%E5%A4%A7-
209%E8%90%AC%E6%88%90%E4%BA%BA%E5%BE%88%E6%86%82%E9%AC%B1-144300789.html 



到壓力之處理方式，則以隱忍憋在心裡，或者安排動態消遣

（如運動、旅遊散心等）來消除壓力各有2名，合計占男性處理

壓力方式比率為58%（圖6、圖8）。 

顯見女性紓解壓力方式相較於男性，多選擇以溝通方式處

理，男性較不願與他人傾訴，多選擇自行排憂。 

圖6：壓力處理方式與性別差異分析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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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女性遇到壓力處理方式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圖8：男性遇到壓力處理方式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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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年齡之交叉分

析 

為探究本處查處承辦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

年齡間關係，爰蒐集本處同仁「生理上性別」、「年齡」及「工

作壓力」作交叉分析，因教育程度僅1位係研究所畢業，其餘均

為大學畢業，爰尚無顯著差異，未列入交叉分析範疇；另本資

料未蒐集不同性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的特殊性，未來

將關注此類特質是否對於工作壓力之感受有不同影響。 

本分析之「年齡」係採區間值之最低數，「工作壓力」則以

各項壓力合計總分計算(分數越高代表壓力越大)。分析結果，

以女性來說，年齡較長對於工作壓力之感受較強烈；以男性來

說，則較難以建立年齡越長感受工作壓力越強之規則(圖9)。鑒

於「壓力」是主觀的感受，每個人耐受程度不盡相同，除了女

性真的承受較重壓力外，另一項原因是，女性相對於男性來說

較願意講述自己的狀況（女性願意訴說比例53%，男性則為

28%），並向外界求援，而傳統文化亦不鼓勵男性向外求助，可

能導致男性在接受調查時，不願確實闡述自己的心理狀況，有

所顧忌。 

圖9：性別、年齡與工作壓力之交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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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111年4月問卷統計 

參、規劃&目標 

一、方案建議 

根據上述問卷分析資料顯示結果，本處承辦查處業務廉政

人員男女性別比例，係女性多於男性，且女性感受壓力程度較

男性為高，細究各感受壓力之面項，以「承辦案件來源」感受

壓力程度較高、因「工作特性」感覺壓力中等偏高、另「受壓

力影響心理及生理層面」均為中等程度。據此，綜合上述壓力

指數，為降低女性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工作壓力，鑒於女性

常以溝通方式紓解壓力，研究建議以下方案措施，達到提升工

作效率有助緩解壓力之目的。 

(一)辦理與查處業務特性之壓力調適課程 

在受理人民陳情時，經常接觸到對本處職權及陳情受理範

圍認知不完全的民眾，在陳情未被受理或對處理結果不能滿足

其所願時，常使用電話、信件、電子郵件、1999等管道騷擾、

謾罵，甚至親自前來，用挑釁、暴力、威脅等不理性方式抗議、

陳情。這些非理性的陳情行為，重則損害公務機關設施，危害

機關人員安全，輕則須花費額外的資源與時間，來處理陳情人

的非理性行為，無論何種方式，均造成承辦同仁壓力影響心理

或生理上反應。 

為避免人力、物力等各方面資源的浪費，及管理非理性陳

情行為，監察院彙編「非理性陳情行為處理作業手冊」5，提供

辨識、預防非理性陳情行為，以及事後問題處理之方法供公務

同仁參考。基此，為解決承辦查處業務女性廉政人員面對「不

能婉拒不合理的陳情案」感受壓力較高之問題，可聘請專家針

 
5 第一版98年，第二版102年，譯自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監察使辦公室出版之原文手冊 



對機關特性設計此類「處理非理性陳情行為」課程，透過訓練、

輔導以及指導能適切的處理非理性陳情案件；另因應工作特性

常遇民眾不停催辦或不理性陳述，亦可透過開辦「心理壓力調

適」課程，讓同仁面對陳情檢舉案件多點實務技巧與調適能力，

以提昇為民服務品質。 

(二)以分組模式彈性指派查處業務承辦人員 

鑒於女性面對承辦案件來源感受壓力之程度較高，且相較

於男性，女性覺得受理案件容易因性別遭質疑專業度之比例較

多，為平衡壓力的質與量，建議規劃3至4人籌組調查小組，透

過團隊合作方式彈性分派查處案件，小組應有男性與女性成員

在內，以便於因應具性別歧視之不理性民眾陳情案件；除此之

外，小組中若有緊急案件或成員因故無法辦理時，能有其餘成

員（對主管來說特定人員）協力完成，依限辦竣。 

主管於指派查處案件時，除針對承辦轄區派案外，亦建議

可將重大矚目或複雜程度案件、陳情民眾特性及近期承辦案件

數多寡等因素納入考量。避免複雜案件或緊急案件過於集中特

定組別，俾使廉政人員可善用時間多安排家庭活動、社交活動，

使家人感情更加凝聚緊密，並與朋友相互支持分享經驗，學著

釋放壓力，注意身心靈的健康；減少頻繁加班，透過公餘時間

讀書，並有終身學習的理念和實踐，在持續學習中吸取新知，

較不易與社會脈動脫節，俾以提昇生活品質。 

(三)提供不具名壓力諮商或安排休閒活動 

據問卷調查彙整結果，男女性別對遇到壓力處理方式不同，

女性多選擇以溝通方式處理，男性較不願與他人傾訴，而選擇

自行排憂。有鑑於此，管理上，對女性廉政人員應多鼓勵、少

責備，減少其壓力來源，並能與同仁分享工作經驗、交換心得

以降低其工作壓力。另外，可於機關內設置壓力諮商信箱，以



不具名方式蒐集改進業務之具體建言或對於管理方法之策進事

項，若反映個案問題研析須更進一步個別諮商，則留言指派專

人晤談輔導，給予同仁適度隱密性及主導權，尊重其溝通意願，

倘須尋求專業協助，則建議結合臺中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6，申

請公假協談。 

另提議人事單位可組織社團活動，針對同仁有興趣的主題

辦理，如瑜珈、有氧運動、電影欣賞，或安排休閒活動、體育

競賽等，且能至其他機構參訪或互動，鼓勵人員參加，以增進

同仁間人際交往並減輕工作壓力，藉此達成同仁情緒抒發、提

升效能效率，增進工作績效。 

二、方案分析並提出建議 

(一)方案評量指標 

評量指標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服務品質提升 是 是 否 

優化處理效率 否 是 是 

成本 中 低 高 

可行性 高 高 低 

(二)方案選定說明 

綜上分析，女性對於壓力感受程度平均可能較男性敏銳，

對於壓力來源及壓力影響感受明顯，但並非代表抗壓力低或無

法調適，相對而言，能掌握調適應的方法時，即使承受壓力亦

能有效紓解，而不會影響工作，甚至家庭生活、個人身心健康，

據此，方案2「以分組模式彈性指派查處業務承辦人員」，除能

考量案件特性，避免複雜案件或緊急案件過於集中以減少壓力
 

6 臺中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網站 https://www.taichung.gov.tw/1191416/ 



來源外，同仁協力分擔業務，提升工作效率與品質，可能會減

少加班頻率，因而獲得較多公餘時間安排休閒活動，達到釋放

壓力以降低壓力影響；且團隊中有不同性別，亦能解決面對具

性別歧視民眾之壓力，而僅透過工作指派的改變，未增加任何

機關成本，相對可行性較高等優點，故為本次分析建議之最適

合方案。 

肆、結語 

政風處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女性比例高於男性，且女性

感受壓力程度較男性為高，透過此次性別分析，提出降低女性

廉政人員承辦查處業務之壓力之策略方案，俾使其保持心理平

衡，藉以提升工作效率並維護身心健康。未來將持續關注承辦

查處業務壓力與性別間差異，建立溝通管道，適時輔導及修正

策略方案，建構兩性平等的工作環境。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研究問卷 

 

為撰寫本處「承辦查處業務廉政人員承受工作壓力與性別差異分析報告」需

要，請撥冗協助填寫下列內容，實不勝感激！ 

第一部份 

◎A 部份 壓力來源-承辦案件來源 

請在數字的地方，依照你的情況圈選出答

案。請依據過去三個月中的情形作答。 

非

常

肯

定

是

壓

力 

肯

定

是

壓

力 

一

般

而

言

有

壓

力 

一

般

而

言

非

壓

力 

肯

定

非

壓

力 

非

常

肯

定

非

壓

力 

1. 你對受理民眾陳情檢舉信函感到有壓力 6 5 4 3 2 1 

2. 你對受理民眾電話陳情檢舉感到有壓力 6 5 4 3 2 1 

3. 你對受理民眾當面陳情檢舉感到有壓力 6 5 4 3 2 1 

4. 你對議員交辦案件感到有壓力 6 5 4 3 2 1 

5. 你對直屬長官交辦案件感到有壓力 6 5 4 3 2 1 

6. 你對廉政署交辦陳情檢舉案件感到有壓力 6 5 4 3 2 1 

◎B 部份 壓力來源-工作特性 

請在數字的地方，依照你的情況圈選出答

案。請依據過去三個月中的情形作答。 

非

常

肯

定

是

壓

肯

定

是

壓

力 

一

般

而

言

有

壓

一

般

而

言

非

壓

肯

定

非

壓

力 

非

常

肯

定

非

壓



力 力 力 力 

1. 經常需要加班 6 5 4 3 2 1 

2. 必須將工作帶回家處理 6 5 4 3 2 1 

3. 中午需要輪值受理案件 6 5 4 3 2 1 

4. 民眾不理性的陳述及要求 6 5 4 3 2 1 

5. 民眾頻繁追蹤案件辦理進度 6 5 4 3 2 1 

6. 案件處理時間很短（7天內） 6 5 4 3 2 1 

第二部份  

◎A 部份 壓力影響-你的感覺與行為 

請在數字的地方圈選出你同意／不同意的

程度。請依據過去三個月中的情形作答。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些

微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擔心受理陳情檢舉案件處理不當被懲處 6 5 4 3 2 1 

2. 不能婉拒不合理的陳情案 6 5 4 3 2 1 

3. 當你受理陳情檢舉後，感到憤怒時，不容易

排解 

6 5 4 3 2 1 

4. 工作時你會懷疑自己的判斷 6 5 4 3 2 1 

5. 負責的工作出了差錯，會驚慌失措 6 5 4 3 2 1 

6. 承辦案件累積多件，沒有足夠精力處理 6 5 4 3 2 1 

7. 覺得目前工作挑戰不能學習新知，無法充實

自己 

6 5 4 3 2 1 

8. 不滿意自己完成的工作品質 6 5 4 3 2 1 

9. 回復陳情檢舉案件時，無法獲得對方認同而

感到壓力 

6 5 4 3 2 1 

10. 覺得受理案件容易因性別遭質疑專業度 6 5 4 3 2 1 

 



 

◎B 部份 壓力影響-你的身體健康 

請指出在過去三個月中，下列這些問題發

生的頻率？ 

非

常

頻

繁 

經

常 

偶

而 

不

經

常 

極

少 

從

不 

1. 莫名其妙的感到疲倦或精疲力竭 6 5 4 3 2 1 

2. 為了應付工作多吃、多喝茶/咖啡或多抽菸 6 5 4 3 2 1 

3. 呼吸急促或感到暈眩 6 5 4 3 2 1 

4. 心裡對工作感到厭煩 6 5 4 3 2 1 

5. 身體的某部位覺得刺痛或劇痛 6 5 4 3 2 1 

6. 早上倦怠不太想起床 6 5 4 3 2 1 

7. 精神不容易集中 6 5 4 3 2 1 

8. 因煩惱工作而造成失眠 6 5 4 3 2 1 

9. 變得暴躁易怒 6 5 4 3 2 1 

10. 生病感冒不容易好（抵抗力變弱） 6 5 4 3 2 1 

第三部份 

◎遇到壓力處理方式 

請在選項後方的空格勾選出你會採取的方式（可複選）。

請依據過去三個月中的情形作答。 

可複選 

1. 隱忍憋在心裡  

2. 找同事/長官傾訴、排解  

3. 找家人/朋友訴苦  

4. 社群 Po文抒發  

5. 安排動態消遣（如運動、旅遊散心…）  

6. 從事靜態活動（如聽音樂、看電影、吃吃喝喝等）  

7. 調整業務  

8. 其他方式：(請簡述) 



 

 

背景資料 

您對下列問題的回答將會提供許多有用的資訊。請勾選出最適當的

選項，或在空格中打勾，或在畫好的線上作答，謝謝您的協助。 

性別：男 女 

年齡：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歲以上 

教育程度： 高中（職）畢業（肄業） 

大專畢業（肄業）    研究所以上 

至本處承辦查處業務的年資？  ˍˍ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