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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前言:工作或生涯發展對女性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是相當重

要的，「工作」原本意指人類在不同場域中的身體與心智活

動，在就業的過程中，身障者本身不僅透過工作來達到成就

與滿足感，也透過就業強化了與社會的聯結及獲得社會資

源。對女性身心障礙者而言，就業所帶來的酬勞是獨立生活

的條件，同時，透過工作也可達到日常生活功能與社會功能

的重建。然而，對許多已就業的身心障礙女性勞工而言，職

場是否具備友善環境及氛圍也代表著另一種可能使障礙惡化

的危機，當工作缺乏彈性、工作負荷重、職場壓力過大、主

管同儕的歧視、工作支持環境無法視身障礙者的特質做調

整、職場的雇主與同儕沒有意識到身心障礙者的特殊需求，

而產生的排擠與排除時，壓力與精神相關的健康問題就會隨

之而來。 

方法:研究設計為調查某電子業的就業職場中，身障者與非身

障者職工其在職場感受到的工作壓力與社會支持上是否有所

差異，並探討工作特質、職場壓力及社會支持等因素對健康

相關生活品質的影響。本研究針對南部某電子業職場進行收

案，該公司中所有正式聘用的身障員工均邀請其參與本計畫

(身障組)；為了解身障員工與非身障員工在職場壓力與社會

支持的差異，另針對每一位身障員工其所任職的單位搭配一

位在職務上與其相近的非身障員工(對照組)進行收案調查。 

結果:本研究共調查 235 位樣本，身障組為 106 位，對照組共

129 位。在身障者 106 位中，以肢體障礙的勞工佔多數

(49%)，其次為聽障障別的勞工(34%)及聲音或語言障別

(6%)，少數為重要器官失其功能、多重障礙、智能障礙、視

障、顏面損傷、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在身障者

106 位中，65.1%為男性，女性身障勞工佔 34.9%，多數的教

育程度以高中職(含以下)為主，目前無配偶者佔 51.9%，有

一半的身障勞工在該公司的年資少於 3年，但年資大於 5年

者也有 43.4%；平均月收入中以低於 3萬佔多數(67%)，在詢

問其最近 3個月是否有感受到工作方面的壓力時，有 8.5%者

有來自主管的壓力、有 14.1%者有來自同事的壓力、有 26.4%

者有來自於工作負荷的壓力。在工作特質量表的得分上，研

究發現:身障勞工無論在工作控制權、技能裁量權、工作自主

權及心理負荷量上的得分教對照組勞工高。在健康相關生活

品質量表上，除了身體功能的得分較對照組低之外，其於 7

個面項均無差異。另在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自覺身

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之差異上，研究發現:身障

勞工同意目前職位感到很有保障的比率教對照組來的高，但

在詢問「如果失業，擔心很難再找到適合的工作」的身障勞

工同意度高於對照組勞工；對於公司在安排職前及在職課程



是否完善上，身障勞工同意的比率較高。 

在比較不同性別的身障勞工之差異，女性身障者在情感度的

得分上較男性低，另在工作特質量表的得分上，研究發現:男

女身障勞工無論在工作控制權、技能裁量權、工作自主權、

心理負荷量、社會支持上均無統計上之差異。相同情形也呈

現在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上的得分狀態。在比較男性身障

勞工與女性身障勞工在自覺身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

持上之差異上，研究發現:女性身障勞工對於「我的事業發展

和晉升的前景很好」此題項上，女性身障勞工同意度高於男

性身障勞工，其餘題項上均無差異。 

 

中文關鍵詞： 身障勞工、工作特質、社會支持、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英 文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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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前言:工作或生涯發展對女性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原本

意指人類在不同場域中的身體與心智活動，在就業的過程中，身障者本身不僅透

過工作來達到成就與滿足感，也透過就業強化了與社會的聯結及獲得社會資源。

對女性身心障礙者而言，就業所帶來的酬勞是獨立生活的條件，同時，透過工作

也可達到日常生活功能與社會功能的重建。然而，對許多已就業的身心障礙女性

勞工而言，職場是否具備友善環境及氛圍也代表著另一種可能使障礙惡化的危

機，當工作缺乏彈性、工作負荷重、職場壓力過大、主管同儕的歧視、工作支持

環境無法視身障礙者的特質做調整、職場的雇主與同儕沒有意識到身心障礙者的

特殊需求，而產生的排擠與排除時，壓力與精神相關的健康問題就會隨之而來。 

方法:研究設計為調查某電子業的就業職場中，身障者與非身障者職工其在職場

感受到的工作壓力與社會支持上是否有所差異，並探討工作特質、職場壓力及社

會支持等因素對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影響。本研究針對南部某電子業職場進行收

案，該公司中所有正式聘用的身障員工均邀請其參與本計畫(身障組)；為了解身

障員工與非身障員工在職場壓力與社會支持的差異，另針對每一位身障員工其所

任職的單位搭配一位在職務上與其相近的非身障員工(對照組)進行收案調查。 

結果:本研究共調查 235 位樣本，身障組為 106 位，對照組共 129 位。在身障者

106 位中，以肢體障礙的勞工佔多數(49%)，其次為聽障障別的勞工(34%)及聲

音或語言障別(6%)，少數為重要器官失其功能、多重障礙、智能障礙、視障、

顏面損傷、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在身障者 106 位中，65.1%為男性，

女性身障勞工佔 34.9%，多數的教育程度以高中職(含以下)為主，目前無配偶者

佔 51.9%，有一半的身障勞工在該公司的年資少於 3 年，但年資大於 5 年者也

有 43.4%；平均月收入中以低於 3 萬佔多數(67%)，在詢問其最近 3 個月是否有

感受到工作方面的壓力時，有 8.5%者有來自主管的壓力、有 14.1%者有來自同

事的壓力、有 26.4%者有來自於工作負荷的壓力。在工作特質量表的得分上，研

究發現:身障勞工無論在工作控制權、技能裁量權、工作自主權及心理負荷量上

的得分教對照組勞工高。在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上，除了身體功能的得分較對

照組低之外，其於 7 個面項均無差異。另在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自覺身

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之差異上，研究發現:身障勞工同意目前職位

感到很有保障的比率教對照組來的高，但在詢問「如果失業，擔心很難再找到適



合的工作」的身障勞工同意度高於對照組勞工；對於公司在安排職前及在職課程

是否完善上，身障勞工同意的比率較高。 

在比較不同性別的身障勞工之差異，女性身障者在情感度的得分上較男性低，另

在工作特質量表的得分上，研究發現:男女身障勞工無論在工作控制權、技能裁

量權、工作自主權、心理負荷量、社會支持上均無統計上之差異。相同情形也呈

現在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上的得分狀態。在比較男性身障勞工與女性身障勞工

在自覺身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之差異上，研究發現:女性身障勞工

對於「我的事業發展和晉升的前景很好」此題項上，女性身障勞工同意度高於男

性身障勞工，其餘題項上均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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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與文獻探討 

1.身心障礙者就業現況: 

  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於去年底已突破百萬人，但在社會上卻未能獲得實質平等的

對待，長期以來包括了高失業率、社區及職場的嚴重歧視、支持服務與支持性環

境的不足等，使身心障礙者雖佔總人口的 4％，卻仍舊處於弱勢的狀態，聲音不

被重視。身心障礙者雖然是社會成員，但因傳統的刻板印象，經常被定位為救濟、

安養的一群，因此在身心障礙者求職的過程中，充滿著不信任、被拒絕及特殊化

的困擾，身障者所面對的其實不僅僅是個人的身心障礙，而更多的是社會與相關

的規範所形成的障礙，在職業的過程中極多的因素是來自社會大眾、雇主的歧視

與疏忽和不當的對待。 

在 98 年的身心障礙勞動狀況調查分析：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現況上，目前就業比

率為 26.5% (含從事專職及兼職工作)，未從事工作者佔 73.5%，其無工作之原

因扣除因身體狀況確實無法工作者外，主要仍以身障者在求職過程中雇主以身心

障礙為由拒絕任用；而有工作收入之身心障礙就業者中，平均每月的薪資低於二

萬元佔 46.7%；而身心障礙就業者對目前工作不滿意之主要原因依序有「待遇太

低」、「工作負荷重」、「體力無法勝任」、「與主管或同事人際關係問題」及「工作

受到差別待遇」。從以上過去調查可看出一般職場對身心障礙員工仍存有偏見，

無法給予合理薪資以及適當的工作安排，讓身心障礙者倍感工作權無法受到完整

的保障。 

2.女性身心障礙者的的職場處境 

   工作是女性身心障礙者取得金錢來源的途徑之一，然而社會歧視、環境障礙、

雇主的偏見等因素，使得女性身心障礙者想要進入一般職場參與完全的勞動競

爭，確實具有一定程度的困難。澳洲身心障礙女性處境狀況的研究指出:礙於性

別加上身心障礙的雙重歧視，讓女性身心障礙者比其他女性非障礙和男性障礙者

生活更困難。女性身心障礙者有較少的機會獲得工作、並得薪資，即便有工作通

常也不是全職。擔任兼職工作時得到的薪資少得可憐，並且沒有穩固的工作保障

和福利，所以就職是很困難的，且常因為奇怪、無理的原因而被解雇，因此女性

身心障礙者常是全國平均收入曲線上的低收入戶族群。由於收入不足加上通常比

男性活得久，身心障礙女性經歷貧窮的時間也會相當得長。 

女性主義障礙研究學者 Helen Meekosha 指出年輕的女性障礙者普遍的教育程

度低於男性障礙者、女性障礙者比較不容易進入有給職的職場、不容易得到復健



機會、比較容易感受到公共空間的不友善。國內對於女性障礙者在職場上處境的

研究相當少，但綜合過去的資料可看出，女性身心障礙者在生活、求職的處境比

一般人遇到更多的阻礙，甚至在職場就業時都還必須面臨到職場歧視的狀況，這

些狀況都會直接或間接地造成女性身心障礙者在心理或生理層面的困擾。國外學

者 Oliver（1990）提出對障礙研究影響深遠的社會模式觀點的障礙（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強調障礙是一種社會問題而不是個人的問題，障礙的發生是因為

社會制度的設計沒有考慮到身體功能不同的人的差異，而產生的歧視效果與社會

排除，因此認為應該移除外在環境對身心障礙者的各種不利的結構因素，如環境

障礙、就業、工作歧視。工作或生涯發展對女性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是相當重

要的，「工作」原本意指人類在不同場域中的身體與心智活動，在就業的過程中，

身障者本身不僅透過工作來達到成就與滿足感，也透過就業強化了與社會的聯結

及獲得社會資源。對女性身心障礙者而言，就業所帶來的酬勞是獨立生活的條

件，同時，透過工作也可達到日常生活功能與社會功能的重建，無法就業通常伴

隨著社會接觸與社會支持的減少，進而導致了許多非障礙所引起的健康問題，惡

化了障礙的程度。然而，對許多已就業的身心障礙女性勞工而言，職場是否具備

友善環境及氛圍也代表著另一種可能使障礙惡化的危機，當工作缺乏彈性、工作

負荷重、職場壓力過大、主管同儕的歧視、工作支持環境無法視身障礙者的特質

做調整、或許多技術的不當操作而引起工作傷害時，都可能導致另種障礙；或職

場的雇主與同儕沒有意識到身心障礙者的特殊需求，而產生的排擠與排除時，壓

力與精神相關的健康問題就會隨之而來。 

  工作是女性身障者取得獨立生活、強化與社會連結及實現自我的方法之一，政

府在鼓勵雇主提高聘用身障者的前提下，應該也需要重視職場對身障勞工的友善

對待，包含營造職場友善的環境、建構職場支持系統、落實企業社會責任。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為了解身障者與非身障者職工其在職場感受到的工作

壓力與社會支持上是否有所差異，並探討工作特質、職場壓力及社會支持等因素

對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影響。 

 

 

 



研究方法 

1.本研究『身心障礙者』名詞界定 

  所謂的『身心障礙者』根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身心障

礙者，係指個人因生理或心理因素致其參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

無法發揮，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等級之下列障礙並領有身心障礙手

冊者為範圍」。而依「身心障礙等級標準」障礙類別共 16 項，包括視覺障礙者、

聽覺機能障礙者、平衡機能障礙者、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肢體障礙者、

智能障礙者、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顏面損傷者、植物人、失智症者、自閉症者、

慢性精神病患者、多重障礙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依據過去的調查顯示：15 歲以上就業

的身心障礙者中，以肢體殘障、聽覺殘障、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及智能障礙者等

參與就業勞動的比率較高。但因過去的調查顯示: 肢體障礙、重要器官失去功

能、聽覺機能障礙三種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比例較高，因此本研究在調查進行時，

這三種特殊身心障礙女性勞工人數較其他種類的身障勞工多。 

 

2.研究樣本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規劃為 1 年期的計畫，旨在了解目前身障勞工所處的職場友善現況。

所使用的方法以問卷調查等方式來收集資料。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31 條規

定，「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 50 人以上者，進用

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 2%。私立學校、團體及

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 100 以上者，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

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 1%」。故本研究在挑選研究職場時，有以下幾個挑選原則：

(1)挑選私立民營企業職場來進行(而非公營事業)，以便能了解被聘任於私立民

營的身心障礙員工其目前的職場現況及該企業目前所提供給身心障礙女性勞工

的職場友善現況是如何。(2)挑選聘用較多女性勞工為主的職場進行調查(如電子

業、醫療業、保險業等)，以便能多收集到女性身障勞工的資料。(3)挑選員工人

數在 1000 人以上的大型職場為主，因當員工數愈多，則理論上依據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 31 條規定，該公司會進用較多的身障員工。 

依據上述的 3 項原則下，本研究挑選了公司登記在南部科學園區的某家上市

電子業為研究場域，首先透過當面拜訪其健康管理部門主管並說明本研究計畫之

內容，並邀請該公司協助本研究之進行，亦告知本研究將尊重該公司員工之參與



本計畫意願。為能瞭解身障員工的職場處境是否與非身障員工有所差異，本研究

設計收集 2 種類別的員工職場處境(如職場壓力與社會支持)，一是該公司中所有

正式聘用的身障員工均邀請其參與本計畫(身障組)；另針對每一位身障員工其所

任職的單位搭配一位在職務上與其相近的非身障員工(對照組)進行收案調查。 

 

3.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針對同意協助本研究進行的身心障礙員工為研究對象，並針對願意協助

的身障員工其在職務上與其相近的非身障員工亦進行資料的收集。問卷調查的內

容包含有: 

1.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外(年齡、身心障礙別、工作年資、教育程度、婚姻狀態)； 

2.在職場壓力及社會支持的測量上是參考鄭雅文博士依據Karasek et al.於1998

年發表的 The 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簡稱 JCQ) 翻譯而成的中文版工作

特質量表(Chinese-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簡稱 C-JCQ) 來評估，主要是

欲瞭解受試者對目前工作的心理感受。依據中文版的工作特質量表的建構，包含

有技能裁量權(skill discretion)、工作自主權(decision authority)、心理負荷量

(psychological demands)、來自主管的社會支持(supervisor support)、來自同事

的社會支持(coworker support)等面向。 

3.家庭功能及支持的測量面項上: 採用 Smilkstein(1982)提出的「APGAR 家庭

功能評估表」，共有五題，其中 APGAR 則各自代表：A 適應度 Adaptation、P

合作度 partnership、G 成長度 growth、A 情感度 affection、R 融洽度 resolve。 

4.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測量將採用 SF-36 (Short-Form-36)量表為測量工

具:SF-36 為一個一般性的心理測量工具，共由 36 項問題組成八個量表，主要

測量受訪者身心健康狀態的八個概念，分別為身體功能、因身體問題導致角色受

到限制、身體疼痛、整體自覺健康、活力、社會功能、因情緒問題導致角色受到

限制、心理健康，發展過程各項心理計量特質不僅在一般族群檢測，亦針對不同

疾病族群進行施測，其信效度皆佳。 

 

4.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收集後，將資料建入 EXCEL 中，並使用 SAS 統計軟體進行相關分析，分

析內容包括身障員工與非身障員工其在工作屬性、平均薪資及相關措施、職場壓

力與社會支持上是否有所差異等。 



結果與討論 

   本次研究調查 235 位樣本，身障組為 106 位，對照組共 129 位。在身障者 106

位中(表一)，以肢體障礙的勞工佔多數(49%)，其次為聽障障別的勞工(34%)及聲

音或語言障別(6%)，少數為重要器官失其功能(4%)、多重障礙(2%)、智能障礙

(2%)、視障(1%)、顏面損傷(1%)、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1%)。 

 

在身障者 106 位中，65.1%為男性，女性身障勞工佔 34.9%，多數的(64.1%)

教育程度以高中職(含以下)為主，僅 35.9%有大學(含以上)的學歷，目前無配偶

者佔 51.9%，有一半的身障勞工在該公司的年資少於 3 年，但年資大於 5 年者也

有 43.4%；平均月收入中以低於 3 萬佔多數(67%)，在詢問其最近 3 個月是否有

感受到工作方面的壓力時，有 8.5%者有來自主管的壓力、有 14.1%者有來自同

事的壓力、有 26.4%者有來自於工作負荷的壓力。 

 

為了解身障者與非身障者職工其在職場感受到的工作壓力與社會支持上是否

有所差異，因此進行兩組的比較，在人口學相關特質上(表二)，身障勞工的平均

年齡顯著高於對照組勞工(36.3 歲 vs.30.7 歲，P<0.0001)且有配偶比率也較對照

組勞工來的高(48.1%vs 20.9%，P<0.0001)；在工作年資上，身障勞工年資大於 5

年的比率為 43.4%，高於對照組勞工(38%)；平均每月收入上，身障勞工月收入

在 5 萬元以上的比率較對照組勞工來的高(7.5%vs 0.8%，P<0.0001)。其餘在性別、

教育程度、來自於主管、同事及工作負荷上的壓力等，在兩組上並無統計上顯著

的差異。另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家庭功能及憂鬱量表得分上之差異(表

三)，兩組並無統計上顯著的差異(P>0.05)。 

 

兩組在工作特質量表的得分上(表四)，研究發現:身障勞工無論在工作控制權

(63.4 vs 58.8，P=0.0001)、技能裁量權(32.6 vs 29.6，P<0.0001)、工作自主權(30.4 

vs 28.8，P=0.0206)及心理負荷量上(29.8 vs 31.5，P=0.0001)的得分教對照組勞工

高。在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上，除了身體功能的得分較對照組低之外 (76.6 vs 

89.1，P<0.0001)，其於 7 個面項均無差異。 

 

在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自覺身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之差

異上(表五)，研究發現:身障勞工同意目前職位感到很有保障的比率教對照組來



的高(73.6% vs 53.5%，P=0.0015)，但在詢問「如果失業，擔心很難再找到適合的

工作」的身障勞工同意度高於對照組勞工(79.2% vs 57.3%，P=0.0004)；對於公司

在安排職前及在職課程是否完善上，身障勞工同意的比率較高(83.9% vs 72.8%，

P=0.0415) 。 

 

在比較不同性別的身障勞工其在家庭功能及憂鬱量表(表六)得分上，家庭功

能總體得分上男女並無差異，但在細項上，女性身障者在情感度的得分上較男性

低(1.53 vs 1.29，P=0.0455)，另在憂鬱量表得分上，男女性別並無差異。另在工

作特質量表的得分上(表七)，研究發現:男女身障勞工無論在工作控制權、技能

裁量權、工作自主權、心理負荷量、社會支持上均無統計上之差異。相同情形也

呈現在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上的得分狀態。在比較男性身障勞工與女性身障勞

工在自覺身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之差異上(表八)，研究發現:女性

身障勞工對於「我的事業發展和晉升的前景很好」此題項上，女性身障勞工同意

度高於男性身障勞工(59.4% vs 36.2%，P=0.0218)，其餘題項上均無差異。 

 

總結 

由本次調查發現，本次受訪的身障勞工來自於具有體制且歸模大的企業，因此在

比較身障勞工與非身障員工其在職場處境、工作特性與生活品質上並無太大差

異，反而在部份題項上，身障勞工的滿意度較非身障員工高；另在男女身障者的

比較上，多數並無太大差異，然在對「目前事業發展和晉升的前景很好」此題項

上，女性身障勞工較男性身障勞工較有自信。 

 

 

 

 

 

 

 

 

 

 



表一: 本研究身障勞工之障礙別狀態 (身障者人數共 106 位). 

 人數 (%)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聲音或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上肢/下肢/軀幹) 

顏面損傷 

多重障礙 

智能障礙 

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 (1%) 

37 (34%) 

6 (6%) 

52 (49%) 

1 (1%) 

2 (2%) 

2 (2%) 

1 (1%) 

4 (4%) 

 

 

 

 

 

 

 

 

 

 

 

 

 

 

 



表二:  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人口學資料上之差異 

 

變項 

身障勞工 

N=106 (%) 

對照組勞工 

N=129 (%) 

 

P-Value 

年齡, 平均值(SD) 36.3 (10.9) 30.7 (5.6) <0.0001 

性別 

   男性 

女性 

 

69 (65.1) 

37 (34.9) 

 

68 (52.7) 

61 (47.3) 

 

0.0554 

 

教育程度    

高中職(含以下)  

大學(含以上) 

68 (64.1) 

38 (35.9) 

95 (73.6) 

34 (25.4) 

0.1162 

婚姻狀態 

有配偶 

目前無配偶 

 

51 (48.1) 

55 (51.9) 

 

27 (20.9) 

102 (79.1) 

 

<0.0001 

在此公司的工作年資 

  <3 年 

  3-5 年 

  >5 年 

 

53 (50.0) 

7 (6.6) 

46 (43.4) 

 

76 (58.9) 

4 (3.1) 

49 (38.0) 

 

0.0067 

(Fisher exact test)

每月平均收入 

  <3 萬元 

  3-5 萬元 

  5 萬(含)以上 

 

71 (67.0) 

27 (25.5) 

8 (7.5) 

 

116 (89.9) 

12 (9.3) 

1 (0.8) 

 

<0.0001 

(Fisher exact test)

近 3 個月是否有感受到工作方面的壓力    

  來自於主管的壓力 (有) 9 (8.5) 13 (10.0) 0.6777 

  來自於同事的壓力(有) 15 (14.1) 12 (9.3) 0.2461 

  在自於工作負荷 (有) 28 (26.4) 28 (21.7) 0.3991 



表三:  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家庭功能及憂鬱量表得分上之差異(平均±SD)   

 

變項 

身障勞工 

N=106  

對照組勞工 

N=129  

 

P-Value 

家庭功能得分(Family APGAR)  6.9±2.3 6.5±2.5 0.1718 

  A 適應度 Adaptation 1.37 (0.57) 1.27 (0.58) 0.1645 

  P 合作度 partnership 1.33 (0.58) 1.20 (0.58) 0.1142 

  G 成長度 growth 1.28 (0.63) 1.30 (0.60) 0.8652 

  A 情感度 affection、 1.45 (0.58) 1.34 (0.59) 0.1502 

  R 融洽度 resolve 1.49 (0.53) 1.39 (0.57) 0.1967 

憂鬱量表得分(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9.4±8.5 10.7±8.4 0.2559 

 

 

 



表四:  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工作特質量表及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得

分上之差異 

 

面項 

 身障勞工 

Mean±SD 

對照組勞工 

Mean±SD  

 

P-Value 

工作特質量表 

工作控制權*  63.4±8.4 58.8±8.2 0.0001 

    技能裁量權  32.6±4.4 29.6±4.7 <0.0001

    工作自主權  30.4±5.4 28.8±4.8 0.0206 

心理負荷量  29.8±2.9 31.5±3.6 0.0001 

社會支持** 

  來自主管的社會支持 

 

 

19.8±0.7 

10.0±0.6 

19.7±1.1 

9.8±0.7 

0.3727 

0.1158 

    來自同事的社會支持  9.8±0.5 9.8±0.7 0.8227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身體功能  76.6±27.3 89.1±16.5 <0.0001

  因身體問題導致角色受到限制  71.2±36.6 77.7±35.5 0.1692 

身體疼痛  74.4±19.9 73.9±18.7 0.8427 

  整體自覺健康  58.4±17.3 58.5±19.7 0.9849 

活力  59.0±17.9 57.0±18.5 0.4222 

  社會功能  76.8±18.2 77.5±16.7 0.7840 

因情緒問題導致角色受到限制  72.0±39.6 79.0±35.5 0.1575 

心理健康  63.5±16.6 62.8±14.8 0.7557 

        *工作控制權=技能裁量權+工作自主權 

        **社會支持=來自主管的社會支持+來自同事的社會支持 

 

 

 



表五:  比較身障勞工與對照組勞工在自覺身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

之差異 

 

 

身障勞工 

% 

對照組勞工 

% 

P-Value 

職場狀態相關調查    

 1.我的職位很有保障 (同意) 73.6 53.5 0.0015 

 2. 我的事業發展和晉升的前景很好 (同意) 44.3 37.2 0.2677 

 3.我擔心自己可能會失業(同意) 64.1 75.9 0.0478 

 4.我擔心新技術的引進，為使自己在職場中被淘汰 (同意) 61.3 62.0 0.9132 

 5.如果失業，我擔心很難再找到適合的工作 (同意) 79.2 57.3 0.0004 

 6.我擔心自己會被調任至不合意的工作職位 (同意) 69.8 76.7 0.2301 

工作環境支持：    

 1.我的薪資結構、福利制度沒有受到不平等的對待 (同意) 77.4 76.7 0.9113 

 2.公司安排的職前、在職訓練課程相當完善 (同意) 83.9 72.8 0.0415 

 3.公司有依照個人特性，分配適當工作 (同意) 78.3 72.0 0.2747 

 4.公司有提供工作指導員，協助公司內身障者提昇工作效率(是) 10.3 10.8 0.9064 

 

 

 

 

 

 

 

 

 

 

 

 



表六:  比較不同性別(男性 vs 女性)的身障勞工在家庭功能及憂鬱量表得分上之差異   

 

變項 

男性身障勞工 

N=69  

女性身障勞工 

N=37  

 

P-Value 

家庭功能得分(Family APGAR)  7.1±2.4 6.6±2.4 0.3947 

  A 適應度 Adaptation 1.39 (0.59) 1.35 (0.53) 0.7356 

  P 合作度 partnership 1.37 (0.57) 1.24 (0.59) 0.2612 

  G 成長度 growth 1.26 (0.66) 1.33 (0.58) 0.6016 

  A 情感度 affection、 1.53 (0.53) 1.29 (0.66) 0.0455* 

  R 融洽度 resolve 1.52 (0.53) 1.43 (0.55) 0.4186 

憂鬱量表得分(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10.4±9.0 7.4±7.1 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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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比較不同性別(男性 vs 女性)的身障勞工在工作特質量表及健康相關生活品質量表得分上之差異 

 

面項 

 男性身障勞工 

Mean±SD 

女性身障勞工 

Mean±SD  

 

P-Value 

工作特質量表 

工作控制權*  64.1±8.5 62.1±8.2 0.2821 

    技能裁量權  32.5±4.4 32.8±4.3 0.7433 

    工作自主權  31.2±5.5 29.1±4.8 0.0815 

心理負荷量  29.5±3.1 30.3±2.4 0.1624 

社會支持** 

  來自主管的社會支持 

 

 

19.8±0.8 

10.0±0.5 

19.9±0.6 

9.9±0.6 

0.7075 

0.7355 

    來自同事的社會支持  9.8±0.6 9.9±0.4 0.3889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身體功能  76.6±27.1 76.5±28.1 0.9771 

  因身體問題導致角色受到限制  71.0±36.7 71.6±36.8 0.9357 

身體疼痛  73.7±20.7 75.7±18.3 0.6398 

  整體自覺健康  56.9±17.0 61.3±17.7 0.2170 

活力  57.9±18.4 60.9±17.1 0.4156 

  社會功能  76.3±18.2 77.8±18.4 0.6997 

因情緒問題導致角色受到限制  76.3±34.8 63.9±46.7 0.1631 

心理健康  63.2±17.2 64.0±15.7 0.8368 

        *工作控制權=技能裁量權+工作自主權 

        **社會支持=來自主管的社會支持+來自同事的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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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比較不同性別(男性 vs 女性)的身障勞工在自覺身處職場感受狀態及工作環境支持上之差異 

 

 

男性身障勞工 

% 

女性身障勞工 

% 

P-Value 

職場狀態相關調查    

 1.我的職位很有保障 (同意) 71.0 78.3 0.4124 

 2. 我的事業發展和晉升的前景很好 (同意) 36.2 59.4 0.0218 

 3.我擔心自己可能會失業(同意) 59.4 72.9 0.1655 

 4.我擔心新技術的引進，為使自己在職場中被淘汰 (同意) 55.0 72.9 0.0713 

 5.如果失業，我擔心很難再找到適合的工作 (同意) 78.2 81.0 0.7329 

 6.我擔心自己會被調任至不合意的工作職位 (同意) 66.7 75.6 0.3355 

工作環境支持：    

 1.我的薪資結構、福利制度沒有受到不平等的對待 (同意) 72.4 86.4 0.1001 

 2.公司安排的職前、在職訓練課程相當完善 (同意) 85.5 81.0 0.5539 

 3.公司有依照個人特性，分配適當工作 (同意) 75.3 83.7 0.3160 

 4.公司有提供工作指導員，協助公司內身障者提昇工作效率(是) 10.1 10.8 0.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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