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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內部服務志工之參與動機、 

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 

梁大慶 1*                蔡昀珈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副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碩士 

摘   要 

台灣都市化發展下，大部分人口向都市集中，資源也集中於都市，因此偏鄉的農村資源更是缺乏，

尤其是人力資源，但農村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財務並不充足之狀況下，協助社區工作的人員不一

定有足夠經費給付薪資以僱用人力，來協助社區繁瑣的事務。所以農村社區以「志工」形態參與社區工

作的形態出現，且是現在農村社區組織下普遍的狀況。本研究正就是探討在人口外流情形嚴重狀況下，

志工願意留在社區或進入社區協助社區組織之動機原因，或在工作中的滿意度，及對組織的忠誠度，將

來還有意願再次選擇服務社區。其原因之探究至關重要，志工服務對於維護農村社區組織之活動和發展，

對整個社區有關鍵性影響力，因此本研究探討社區志工服務社區的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

的影響性，本研究於 108 年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發放問卷做調查，共得 328 份有效問卷，經統計進行分

析後，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基本屬性之志工對參與動機大部分都有顯著差異，不同基本屬性之社區志工

對工作滿意度大部分都有顯著差異，不同基本屬性之社區志工對忠誠度都有顯著差異。志工參與動機對

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參與動機對忠誠度具有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對忠誠度具有顯著影響。社區

志工的參與動機及工作滿意度可以有效提高社區志願服務的忠誠度，確實有效引進人力資源幫助弱勢社

區，減緩農村社區缺乏人力的情形。 

關鍵詞：社區志工、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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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受到過去工商業蓬勃發展與都市化風潮的影

響，農村社區人口大量的往都市集中並且由於資源

有限，農村社區生活機能明顯低落，城鄉差距越來

越大，人口外移的農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近年來

台灣農村社區逐漸邁向「極限村落化」，意指因人

口外流導致空洞化、高齡化；部分農村 65 歲以上

人口達半數以上。社區組織的機能維持已達到極

限，顯然農村的人力動能不足，然而在政府提出制

定「農村再生條例」積極的調整下，對於農村有了

初步的發展計畫及目標，盡力協助農村改進農業生

產方式、提高農村居民生活品質等，更重要的是為

農村注入人力，創造在地動能，也是為推動農村在

地事務，為此需要更多的人力參與及協助(梁大

慶，2016)，但農村社區組織財務資源並不充足，

而參與人員並不一定有薪資給付，故以「志工」形

態參與服務是現行農村社區普遍的狀況。 

近年來志願服務工作在全世界激起澎湃的浪

潮，許多人以加入志願工作活動與服務為榮且引以

為傲。在社區工作中，志工在社區組織從事工作

如：關懷據點之從送餐、電話問安、活動帶領及參

與、餐點製備、器材整理等、皆需要志工的參與才

能順利完成服務的工作(李聲吼、張麗玉、謝振裕，

2016)。因此，志工的服務參與，對社區組織而言，

是最珍貴的資產與執行社區服務的動力來源。本研

究將以在社區服務，並協助社區事務的人統稱為

「社區志工」，故本研究定義之社區志工意旨「在

社區參與農村事務，並付出自己的勞力與經驗回饋

社區且不求任何報酬，一切以服務農村為目的的

人」。 

志願服務對於維護農村社區意識和建設以及

提 供 基 本 的 社 區 服 務 相 當 重 要 (Davies, 

Lockstone-Binney, and Holmes, 2018)。因此，探究

有那些因素會影響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態度或動

機以及是否能使志工在服務過程中感到滿足而繼

續持有參與服務的熱忱，志願服務單位更是需要了

解志工參與動機，以協助志工在服務過中可以獲得

工作的滿足，才能更有效的激勵志工，使其持續參

與服務，以達到社區組織的目標及發展。本研究期

望深入了解志工參與社區事務的動機，未來可以給

予社區志工不同程度及方式的鼓勵，亦針對相關策

略延續社區志工服務之意圖，有助於社區志工的長

期發展，提高工作滿足，社區組織內的志工會更有

意願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或得到更高的工作滿足

感。進而引進更多人口來到社區共同幫助農村社

區，減輕農村社區缺乏人力的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以志願服

務的角度來探討社區志工服務社區參與動機、工作

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社區志工服務社區對志願服務參與動機

之情形。 

(二)瞭解社區志工服務社區對志願服務工作滿意

度之情形。 

(三)瞭解社區志工服務社區對志願服務忠誠度之

情形。 

(四)探討社區志工服務社區之參與動機、工作滿意

度與忠誠度之間的影響性。 

貳、文獻回顧 

一、志願服務 

(一)志願服務定義與意涵 

志願服務係指一種自發性意願所從事的工

作，Ellis and Noges(1990)在其著作 By the people

一書中也提到，志願服務所關心的並不是金錢，而

是一種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來呈現其個人需求所

選擇的行動引自(黃翠蓮，1999)。本研究將志工參

與社區志願服務定義為：志工從事社區志願服務為

自發性行為且願意付出勞力、技術、熱心助人並具

有責任心、犧牲個人時間、體力或生活，不以財務

報酬為考量為透過個人或組織的利他行為，參與協

助過程中得到滿足的服務工作，以提供服務社區為

宗旨。 

根據我國志願服務法對志願服務的定義為：民

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秉

誠心以知識、體能、勞力、經驗、技術、時間等貢

獻社會，不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

能及增進社會公益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而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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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者，亦簡稱為志工，指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

者。諸多學者對於志願服務的想法有所不同，以下

為本研究對於志願服務得定義整理如下表 01 所

示：

表 01 志願服務定義 

研究學者 年份 定義與內涵 

中華民國志願

服務協會 
1998 

是一向只求奉獻、不計回饋的崇高志業，其精神乃基於個人對社會的價值取向，而其最終目標為有效運

用社會資源，協助解決社會問題，進而達到強化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和諧。 

內政部 2001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秉誠心以知識、體能、勞力、經驗、技術、時間等貢

獻社會，不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益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陳秋蓉 2001 
是出自於個人自願及興趣而形成的服務，透過有計畫的目標和計畫的籌謀，利用空閒之餘，進己之力，

不求回報和長期的付出。 

Finkelstien 2009 
是為了開展他們的時間，幫助重要的人以及得到他人的認同，同時也是為了個人尋求獲得新的學習經驗

或鍛鍊技能。 

黃綺茹 2010 
不計酬勞，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金錢、能力、勞力、技術等，為社會需要的人提供專業性與非專業性

的服務。 

馮文彬 2010 
為自發性行為，利用工作職責以外的個人時間，以利他改善社會風氣與善盡公民為宗旨，主動提供公益

性服務的作為。 

黃碧月 2011 

是一種助人的服務行為，是出於個人自由意志，主動積極的投入；在歷程上，是利用閒暇之餘，提供他

人服務；在目的上，除了解決受惠者困難，也能從中獲得自我實現和自我成長。志願服務乃出於個人意

願，以服務他人，非圖利自己的一系列社會參與活動。 

張麗雲 2012 
個人行有餘力之時，對社會自發的責任心，憑藉自由意志，主動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以增進自我成長、

增進社會大眾的利益及促進社會進步，不受強迫不求取財物金錢、報酬的服務工作。 

黃美銀 2013 
依個人意願選擇參加，撥出個人工作之餘的時間參與，是一種不具有金錢收入且非正式性的工作，在服

務的同時也能促進個人成長。 

林之丞、江淑

芳 
2018 

即使志工具有高度之情緒勞務，但正念特質應能夠緩衝情緒勞務對於工作滿意度之影響。正念特質應能

有效緩解情緒勞務對於工作滿意度之負面影響。 

李聲吼、張麗

玉等 
2018 

具有自信心、自我控制能力高與自我尊重高的人比較能夠有效的去追求個人的目標，持續投入志願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志願服務的定義，本研

究將志工參與社區志願服務定義為：志工從事社區

志願服務為自發性行為且願意付出勞力、技術、熱

心助人並具有責任心、犧牲個人時間、體力或生

活，不以財務報酬為考量為透過個人或組織的利他

行為，參與協助過程中得到滿足的服務工作，以提

供服務社會為宗旨。 

二、參與動機 

(一)參與動機之相關定義 

參與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

動，並導致該活動朝某一目標的一種內在歷程(張

春興，1996)，也是行為的原動力，可以用來解釋

個體行為發生的原因或理由(林正祥，2011)。本研

究所稱之的志願服務參與動機是一種由個人內在

因素所引發的行為，會因為個人的需求不同而有不

同的參與動機，個人的內在需求會朝向自我設定的

目標前進，亦會影響往後的工作成果，故志工出自

於個人意願到社區服務，不計較任何報酬，然而特

定的動機通常不是一成不變的，若能維持一定的動

機水準，則能引發他人朝著該目標前進，也會得到

心理上對該目標的渴望。動機的定義根據不同研究

者的研究觀點與方向也會有不同的見解，對動機的

意義與解釋也有所不同，以下為本研究整理出許多

國內外學者對動機的定義如表 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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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參與動機重要定義 

研究學者 年代 定義與內涵 

Maslow 1954 
動機是緣於某些需求未獲得滿足，而這些需求可能來自於生理方面，或說是一種內在驅力，普遍存在

於人類的人格特質中。 

Vroom 1964 
動機源於工作結果、價值、工具性連結強度與期望等變數間的關係，是人們為了得到他們所想的到的

酬賞而做的努力。 

Locke 1973 引導個體行為去完成個體接受的目標的力量。 

曾士雄 2001 起於行動前，是一種持續的內在歷程，能引起個體常向某一目標，表現出外顯行為。 

陳秋蓉 2001 激發某一種行為的心理歷程，程度大小視行為後所能獲得的報酬或滿足感而定。 

Lee, Saito, & etc 2008 

志願服務動機是多層面且有許多不同原因造成的，參與志願服務動機是為了促進廣泛的社會網絡，並

且可以隨著自己的興趣參與活動且教育活動可以使他們本身廣交朋友，擴大自我的社交範圍，並且提

供他們機會去參與志願活動。 

黃富順 2010 
動機介於刺激與反應之間的中介變項，由動機引起的行為是有目標有方向的，可以分成內在動機與外

在動機。 

李麗美 2011 
個人從事某一件工作的意願，是推動個人進行活動的內部原動力，並引發個人活動及維持該活動向某

一特定的目標或需求前進的過程。 

張麗雲 2012 
基於個人內在自發性的意願，人們工作與行為驅動的主要因素，動機會影響個人從事工作的理念心態，

也會影響工作後的結果。 

李聲吼、張麗玉等 2018 
社區志工們在參與服務的主要動機包含，改善自己對生命情況的態度、讓生活更豐富、學習待人處事、

參與不同的活動、與不同年齡的人接觸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所稱之的志願服務參與動機是一種由

個人內在因素所引發的行為，會因為個人的需求不

同而有不同的參與動機，個人的內在需求會朝向自

我設定的目標前進，亦會影響往後的工作成果，故

志工出自於個人意願到社區服務，不計較任何報

酬，然而特定的動機通常不是一成不變的，若能維

持一定的動機水準，則能引發他人朝著該目標前

進，也會得到心理上對該目標的渴望。 

(二)志工參與動機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所列之構面，將構面性質

與意義相近的項目合併，意將知識技術、自我成

長、自我學習與發展、個人學習成長合併成為一個

構面為「個人學習」；社會接觸、社會認同、成就

感、人際關係、他人期望、未來報償合併成為「未

來報償」；志工服務中對社區產生責任感並希望自

己所服務的社區可以更好，因此本研究新增「心理

責任」構面與回饋社會、社會責任合併成，此外，

文獻中也提及志工動機的利他動機，單純只想幫助

別人，故本研究新增了「服務他人」構面，依此形

成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四個參與動機構面，即是「個

人學習」、「未來報償」、「心理責任」、「服務他人」。 

 

三、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是一種個人的主觀性知覺，受個人

期望的影響，亦受客觀環境的影響。會影響志工對

於志願服務工作態度與觀感，將影響志工的身心健

康與參與服務的品質(鍾立君，2009)。是一種工作

中獲得的愉悅感，是一種對工作的期望所表現出來

的感覺與態度(謝秉育，2001)。本研究所稱之的工

作滿意度係指志工透過參與社區服務過程中，產生

自我主觀的態度，工作滿意度至今已被廣泛的研

究，並且運用在許多方面。因此，本研究將深入探

討志工在服務過程中之工作滿意度，本節根據相關

研究之文獻，探討工作滿意度的定義、工作滿意度

相關理論及志工滿意度相關研究。由於研究對象與

架構的不同，各位學者對於工作滿足的定義也不盡

相同，以下為本研究整理諸位學者對於工作滿意的

研究發現與結果如下表 0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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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3 工作滿意度重要定義 

研究學者 年代 定義與內涵 

Hoppock 1935 員工心理與生理兩者對環境因素的滿意程度，亦即員工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映。 

Porter, Lawler 1968 
以期望差距的概念，強調工作滿意是工作者自認所應得及實際所得兩者之間差距的感受和看法。差距越

小滿意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Locke 1973 個人經由工作評估或工作經驗所獲得的愉快或正面的情緒感觸。 

曾士雄 2001 個人和環境交互作用後產生，為個人對事物主觀判斷與感覺的一種態度。 

黃綺茹 2010 是一種對工作綜觀性評價的結果，其認知越高表示工作滿意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張麗雲 2012 
志工對其志願服務工作因其個人因素、工作本身及工作環境等因素，對志願服務工作構面所產生的主觀

反應及評價，而影響其服務意向與結果的個人主觀感受。 

林之丞、江淑芳 2018 
館高齡志工之情緒勞務對於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負向影響，現正念特質可緩和情緒勞務對工作滿意度之影

響效果，當博物館高齡志工之正念特質越強，則情緒勞務對於工作滿意度之影響較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表 3 所示，國內外學者對工作滿意度的定

義，本研究認為工作滿意度係指志工透過參與社區

服務過程中，產生自我主觀的態度，若志工在服務

過程中感到正面的支持或愉快的情感，則表意工作

滿意，反之則代表志工對於工作不滿意。上述所提

到的因素，可以促使工作上的滿意，所以也稱為滿

意因素，因為個人與工作、心理的成長感覺及工作

積極態度相關，能有效的激勵個人產生較佳的績效

與努力，因此又稱激勵因素。 

(一)志工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 

因志工的工作滿意構面會隨著研究者所訂定

的研究對象與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構面產生，以下

為本研究對諸位學者研究之工作滿意度構面整理

分析表如下表 04 所示，以作為本研究志工參與社

區服務工作滿意度之研究面向之擬定參考。 

表 04 志工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構面 

年代 

   構面 

 
 
 
 
 

代表 

研究者 

自

我

成

長 

自

我

肯

定 

自

我

發

展 

機

構

福

利 

組

織

氣

氛 

組

織

制

度 

工

作

特

性 

工

作

環

境 

工

作

價

值 

他

人

肯

定 

人

際

關

係 

社

會

參

與 

自 

我 

成 

長 

與 

滿 

足 

福 

利 

與 

關 

懷 

福 

利 

與 

訓 

練 

1969 Aves                

2006 郭淑卿                

2007 張志榮                

2008 魏宗豊                

2009 鍾立君                

2011 李麗美                

2012 張麗雲                

2018 李聲吼                

2018 林之丞                

總計 7 2 2 1 5 1 1 4 1 6 2 1 1 2 1 

 

根據表 04 所歸納各研究者之工作滿意度構

面，可以了解志工工作滿意度所涉及的構面相當廣

泛多元，構面包括自我成長、自我肯定外，尚有其

他相關構面等。本研究透過上表所列構面中，將構

面性質與意義相近的項目合併，意將自我成長、自

我肯定、自我發展合併成為一個構面為「自我成

長」；福利與關懷、福利與訓練、機構福利合併成

為「福利與關懷」；組織氣氛、工作特性、工作環

境合併成為「組織氣氛」，依此形成本研究所要探

討的三個工作滿意度構面，即是「自我成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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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與關懷」、「組織氣氛」。上述對於工作滿意度文

獻調查所獲得的構面及內容，將成為本研究問卷量

表工作滿意度構面之基礎。 

四、忠誠度 

忠誠度意指某段時間內的重複涉入行為，而除

了本身的重複意願外，尚包含願意向他人推薦並給

予正面口碑的行為(Kotler, Philip, & Armstrong, 

1999)。忠誠度觀念可分為行為與態度二個向度，

行為部分係指個人參與特定活動、設施與接受服務

的次數，表現遊客多次參與的一致性；態度則是情

感上的偏好程度(Backman & Crompton, 1991)。本

研究所稱之的志工對於志願服務的忠誠度係指志

工參與志願服務而產生正向情感使志工有再次參

與的意圖及向人推薦的意願或在結束後推薦與宣

傳志願服務。基於相關文獻發現忠誠度多用於顧客

消費行為，較少用於志工參與志工服務中，因此本

研究試著將忠誠度的概念融入志工參與志願服

務，認為志工對於志願服務的忠誠度係指志工參與

志願服務而產生正向情感使志工有再次參與的意

圖及向人推薦的意願或在結束後推薦與宣傳志願

服務並將忠誠度分為態度忠誠與行為忠誠兩構面

作為問卷之忠誠度量表，各構面內容簡析如下： 

1.態度忠誠 

屬於志工心裡層面，對活動產生正向情感使志

工有再次參與  的意圖及向人推薦的意願。 

2.行為忠誠 

屬於志工實際行為，活動結束後願意再次參與

志工活動的並且會推薦與宣傳此活動也樂意提供

建議使活動更好。 

五、志工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

三者之相關研究 

(一)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度 

引用相關研究分析指出志工參與動機與工作

滿意度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參與動機越高，其工

作滿意度也越高，且參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

的預測力，因此本研究推論，增加社區志工的參與

動機，將有助於提昇社區志工對志願服務工作的滿

意度，且繼續留任組織服務的意願也會相對提高。

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之命題-(H1)：志工志

願服務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性。 

(二)參與動機與忠誠度 

動機是一種被刺激的需求，促使個人採取行動

來滿足需求，並藉由需求獲得滿足來降低個人的焦

慮與不安，亦即所有的行為皆由動機開始，參與動

機是為了滿足參與者多重複雜的需求，進而影響往

後對事物的滿意度與忠誠度(鄭峰茂，2018)。洪維

聯、張世明、張弘毅(2016)研究發現，參與動機和

虛擬經驗皆為影響關係品質及忠誠度的重要因

素，參與動機在虛擬經驗的影響下對關係品質無法

顯現出預測效果，但仍對忠誠度具有顯著的影響。

故，本研究推論，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高低會影響

其志工對志願服務的忠誠度，且志工參與動機愈

高，則志工對志願服務的忠誠度會愈高；反之，志

工參與動機愈低，則志工對志願服務的忠誠度亦會

愈低。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二之命題-(H2)：

志工志願服務參與動機與忠誠度有顯著影響性。 

(三)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 

當個人對組織為抱持有正面滿意度時，通常也

會產生忠誠度，反之當抱持有負面滿意度時，忠誠

度則會降低，兩者呈現正向的相關(Briggs et al., 

1982;Baker & Crompton, 2000; Oliver et al., 1997)。

Ghiselli, La Lopa and Bai(2002)認為，工作滿意度為

組織衡量員工的忠誠度、離職意願的重要指標。本

研究推論，當一個能提供志工充實自我、發揮專

長、增加經驗、完整的福利與設備資源及良好氣氛

的組織，其志工的工作滿意度會提高，志工也較願

意留在組織中為組織付出。故志工的工作滿意度高

低會影響其志工的忠誠度，且志工工作滿意度愈

高，則志工的忠誠度會愈高；反之，志工工作滿意

度愈低，則志工的忠誠度亦會愈低。因此本研究提

出研究假設三之命題-(H3)：志工志願服務工作滿

意度與忠誠度有顯著影響性。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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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志工(Community volunteer)為在社區參與

農村事務，並付出自己的勞力與經驗回饋社區且不

求任何報酬，一切以服務農村為目的的人社區志工

參與社區志願服務的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及忠誠

度之間的影響。基於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及文獻分

析，瞭解各變項之意義及其相互關係，以參與動

機、工作滿意度及忠誠度構面，作為本研究之架

構，並就每一構面之變項加以探討，作為本研究實

證之用，包括社區志工志願服務「參與動機」、「工

作滿意度」以及「忠誠度」三個主構面。參與動機

包含四個次構面為個人學習、未來報償、服務他人

與心理責任；工作滿意度包括三個次構面為自我成

長、福利與關懷與組織氣氛；忠誠度包含兩個次構

面為態度忠誠及行為忠誠，如圖 01 所示。 

 

圖 01 研究因素及相互影響關係之架構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圖，本研究提出三項研究假設： 

H1：志工志願服務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相互間

有顯著影響性。 

H2：志工志願服務參與動機對忠誠度相互間有顯

著影響性。 

H3：志工志願服務工作滿意度對忠誠度相互間有

顯著影響性。 

二、採用研究方法 

依照相關文獻及研究架構，彙整構面為問卷題

項，先行預試先行測試效度及信度，將效度、信度

不佳之問題刪除，再進行正式施測。內容分為四大

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背景特性資料，第二部份為

忠誠度量表，第三部份為工作滿意度量表，第四部

份為參與動機量表。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

進行施測，分數由 1 分至 5 分（1 為非常不同意，

2 為不同意，3 為沒意見，4 為同意，5 為非常同

意）。 

(一)個人背景特性資料 

個人背景特性資料部分係參考多位學者之研

究及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後所編製，依本研究需要

所選擇之個人背景特性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職業、婚姻狀況、參與過社區志願服務的次

數、投入志工的年資、是否願意再次參與社區志工

志願服務活動，共計 8 項。 

(二)參與動機量表 

「參與動機量表」之問卷設計，是以第二章文

獻探討有關國內外學者對於志工參與動機理論與

相關研究為基礎，並蒐集相關論文研究資料整理分

析。本研究參考諸位學者之研究，加以修正以符合

本研究的目的，建構志工服務社區參與動機之量

表，表內包括「個人學習」、「未來報償」、「服務他

人」、「心理責任」共四個構面，共列出四個構面

23 個題項。 

(三)工作滿意度量表 

「工作滿意度量表」之問卷設計，是以文獻探

討中有關國內外學者對於工作滿意度理論與相關

研究為基礎，並蒐集相關論文研究資料整理分析。

本研究參考諸位學者之研究，加以修正以符合本研

究的目的，建構志工服務社區工作滿意度之量表，

表內包括「自我成長」、「福利與關懷」、「組織氣氛」

共三個構面，共列出三個構面 15 個題項。 

(四)忠誠度量表 

「忠誠度度量表」之問卷設計，以文獻探討及

蒐集相關論文研究資料整理分析，將忠誠度分為態

度忠誠與行為忠誠兩構面作為問卷之忠誠度量

表。本研究參考諸位學者之研究，加以修正以符合

本研究的目的，建構志工服務社區之忠誠度量表，

表內包括「態度忠誠」及「行為忠誠」共兩個構面，

共列出兩個構面 8 個題項。 

(五)問卷對象及二階段問卷 

研究範圍為雲林縣虎尾鎮周邊農村社區為範

圍，研究選定鎮內社區組織志工組成較為完善之社

區合計 11 個農村社區，並針對社區發展協會為志

工服務目標之組織對象。經過第一階段預試，共發

放 80 份問卷，回收有效 60 份問卷（回收率 75%），

初步瞭解調查過程中的困境及問項需要修正之

處，作為第二階段正式問卷修正之依據，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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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 350 份問卷，回收有效 328 份問卷（回收率

94%）。 

(六)問卷設計 

本研究為瞭解志工服務社區之參與動機、工作

滿意度及忠誠度，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調查。

依據研究目的和文獻探討衍生出研究架構，進而編

制志工服務社區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及忠誠度之

研究問卷。問卷構面如圖 02 所示。 

三、預試問卷 

為了提高本研究問卷之可行性，在發放正式問

卷前先進行問卷預試，檢視問卷題目的適切性與是

否具有信度，經由分析後於必要時進行問卷內容修

改，使正式發放的問卷有檢驗機會。本次預試對象

為虎尾鎮周邊社區志工，調查時間為 108 年 3 月開

始，問卷發放共計 80 份，實際收回 76 份，剃除填

答過於集中或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

數為 60 份，並依據填答結果，進行 SPSS 項目分

析與信度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05 所示。 

 

表 05 預試問卷的信度係數 

主要構面 題數 Cronbach'sα係數 

參與動機 23 .831 

工作滿意度 15 .873 

忠誠度 8 .873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志工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

綜合分析 

(一)社區志工參與動機之分析 

本研究之社區志工參與動機量表共包括四個

構面及 19 個題項，依表 06 之評比看來，社區志工

參與動機的構面以「未來報償」較高，顯示「未來

報償」對社區志工參與動機之相關性高；而以「心

理責任」較低，此表示社區志工之參與動機較少考

量「心理責任」因素。進而推估，受訪之社區志工

較希望能得到一些對於自己的報償或回饋，比較沒

有偏重於對於社區的責任，因此以「未來報償」此

構面最高。 

表 06 志工參與動機題項之排序 

構面 參與動機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個人學習 

透過志願服務工作可以增加自我知識和技能 3.94 .704 9 

透過志願服務工作可以發現自己的潛力與專長 3.74 .684 16 

透過志願服務工作可以讓我擴充視野增廣見聞 3.75 .710 15 

透過志願服務工作可以促進自我成長 3.93 .624 10 

透過志願服務工作可以增加我的自信心 3.88 .696 12 

未來報償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獲得成就感 3.93 .694 10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得到快樂 4.48 .601 1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擴展人際關係 4.28 .606 5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得到他人的肯定 4.35 .660 4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接觸到新鮮的人事物 4.26 .599 6 

服務他人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我有興趣的事情 4.40 .656 3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因為我喜歡幫助別人 4.47 .625 2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我生涯規劃的一部份 3.95 .825 8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是因為我有宗教信仰的熱忱 3.14 .832 19 

心理責任 

參與志工將使我服務的社區改善在地生活環境 4.11 .668 7 

參與志工能使我服務的社區增加在地產業發展 3.70 .818 17 

參與志工能使我服務的社區生態保育更加進步 3.60 .829 18 

參與志工能使我服務的社區文化保存更加進步 3.86 .730 13 

參與志工能使我服務的社區增加對外遊客的吸引力 3.81 .755 14 

整體量表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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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工工作滿意度之分析 

本研究之社區志工工作滿意度量表共包括三

個構面及 13 個題項，依表 07 之評比來看，社區志

工工作滿意度的構面以「組織氣氛」滿意度最高，

顯示社區志工對「組織氣氛」構面有較高的滿意

度，而已「自我成長」構面滿意度最低，此顯示社

區志工對於社區與志工們及志工夥伴之間的相處

關係感到滿意，但社區志工較不滿意在社區志願服

務時對於「自我成長」方面所發揮的成效。 

表 07 社區志工工作滿意度題項之排序 

構面 工作滿意度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自我成長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追求新知充實自我 3.96 .646 9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有機會發揮專長 3.95 .696 10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體驗不同工作經驗 4.02 .661 8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適度面對人生挑戰 3.75 .776 12 

福利與關懷 

社區組織有提供足夠的資源和設備 3.81 .725 11 

社區組織有提供完善的福利措施 3.75 .670 12 

社區組織有在瞭解與關心志工的工作狀況 4.26 .614 4 

社區組織能有效協調志工的問題與困難 4.20 .650 6 

社區組織有提供志工的意見表達管道 4.18 .638 7 

組織氣氛 

在志工服務時，社區組織的工作氣氛良好 4.36 .605 2 

在志工服務時，社區組織給予志工充分的自主性 4.31 .630 3 

在志工服務時，獲得社區組織的尊重和歡迎 4.25 .605 5 

在志工服務時，和志工夥伴相處融洽 4.44 .572 1 

整體量表 4.10   

 

依據有效問卷填答結果分析，各題項的評比如

表 08 所示，社區志工工作滿意度以「組織氣氛」

構面之「在志工服務時，和志工夥伴相處融洽」題

項排序最高，而以「福利與關懷」構面之「社區組

織有提供完善的福利措施」與「自我成長」構面之

「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以適度面對人生挑戰」題項

排序最低，因此推論，社區志工們在參與志願服務

時彼此間相處的情況良好，因此讓社區志工們感到

滿意，而在社區所提供的設備與資源部分可能較為

不足且從事社區志願服務時較不會感到面對人生

挑戰，因此使的社區志工們感到較不滿意。 

(三)志工忠誠度之分析 

本研究之社區志工忠誠度量表共包括兩個構

面及 8 個題項，依表 08 之評比來看，社區志工忠

誠度的構面以「行為忠誠」較高，而以「態度忠誠」

構面較低一些，但也都有達到 4.0 以上的平均值，

此顯示社區志工在參與社區志願服務後，對於社區

志願服務活動有相當高的忠誠度。 

 

表 08 社區志工忠誠度題項之排序 

構面 忠誠度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態度忠誠 

我有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 4.28 .606 3 

當我有參與活動需求時社區志願服務活動是我的優先選擇 3.81 .850 8 

我有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推薦給他人的意願 4.29 .663 2 

行為忠誠 

我會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 4.28 .606 3 

我會主動向他人推薦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 4.08 .742 7 

我會向他人宣傳此次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精彩之處 4.13 .738 6 

當有人詢問我意見時我會推薦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 4.25 .639 5 

若活動有需改進之處我願意提出建議 4.31 .669 1 

整體量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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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有效問卷填答結果分析，各題項的評比如

表 9 所示，社區志工忠誠度以「行為忠誠」構面之

「若活動有需改進之處我願意提出建議」題項排序

最高，以「態度忠誠」構面之「當我有參與活動需

求時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是我的優先選擇」題項

排序最低，因此推論，社區志工們對於回饋社區提

供建議有相當高的意願而對於參與社區志工志願

服務活動的意願很高但較不會是優先。 

二、不同志工的社經背景對於參與動機之

差異性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社區志工社經背景變相對於參

與動機各構面之影響，故將「受訪者的社經背景」

變項視為自變項，「參與動機」則視為依變項，藉

由獨立樣本 t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檢測其

分析結果之差異情形。 

(一)性別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之社區志工在參與動機的整體表現

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參與動機之 p 值達顯著水

準(t=0.004,p=0.000<0.05)，表示不同性別的社區志

工在整體的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也就是不同的

性別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進一步從各構面

看來，在「個人學習（p=.000*）」、「未來報償

（p=.000*）」、「服務他人（p=.002*）」、「心裡責任

（p=.004*）」四個構面上 p 值均小於 0.05 有顯著差

異，表示是性別在四個構面上皆有影響。 

(二)年齡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層之社區志工在參與動機整體與各

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5.788,p=0.000<0.05)，表示不同年

齡層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亦

即年齡層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 進一步從

各構面來看，在「個人學習（p=.000*）」、「未來報

償（p=.028*）」、「服務他人（p=.000*）」、「心裡責

任（p=.000*）」四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整體觀

之，表示不同年齡層的受測者其參與動機有所不

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確實會因年齡層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 

(三)教育程度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區志工在參與動機整體與

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3.140, p=0.026<0.05)，表示不同

教育程度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

異，亦即教育程度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進

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個人學習（p=.025*）」、「未

來報償（p=.014*）」、「服務他人（p=.000*）」三個

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僅有「心裡責任（p=.345*）」

構面未達顯著水準(F=1.109, p=0.345>0.05)，表示

不同教育程度不會影響「心裡責任」此構面。 

(四)職業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職業之社區志工在參與動機整體與各構

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整體表現之 p 值達

顯著水準(F=6.583, p=0.000<0.05)，表示不同職業

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亦即職

業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進一步從各構面來

看，在「個人學習（ p=.000*）」、「未來報償

（p=.001*）」、「服務他人（p=.000*）」、「心裡責任

（p=.001*）」四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

職業的受測者其參與動機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

的參與動機確實會因職業不同而有所差異。 

(五)婚姻狀況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區志工在參與動機整體與

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整體表現之 p

值未達顯著水準(t=0.416, p=0.858>0.05)，表示不同

婚姻狀況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參與動機上並無差

異，亦即不同婚姻狀況不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

機，但從各構面來看，僅有在「服務他人」構面上

有達顯著水準(t=0.927, p=0.000<0.05)，表示不同婚

姻狀況對「服務他人」此構面有影響。 

(六)參與過社區志工服務的次數與參與動機之差

異分析 

社區志工服務參與次數不同之社區志工在參

與動機整體與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

整 體 表 現 之 p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F=8.408, 

p=0.000<0.05)，表示社區志工服務參與次數不同的

社區志工在整體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亦即社區

志工服務參與次數不同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

機。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個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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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未來報償（p=.003*）」、「服務他人

（p=.000*）」、「心裡責任（p=.002*）」四個構面上

皆達顯著水準，整體觀之，表示社區志工服務參與

次數的不同其參與動機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

參與動機確實會因社區志工服務參與次數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 

(七)投入志工的年資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投入志工年資的不同之社區志工在參與動機

整體與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整體表

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6.583, p=0.000<0.05)，表

示不同職業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參與動機上有顯著

差異，亦即職業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進一

步從各構面來看，在「個人學習（p=.000*）」、「未

來報償（p=.001*）」、「服務他人（p=.000*）」、「心

裡責任（p=.000*）」四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整

體觀之，表示志工投入年資的不同其參與動機有所

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確實會因志工投入

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八)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與參

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在參

與動機整體與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參與動機

整 體 表 現 之 p 值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t=0.089, 

p=0.000<0.05)，表示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

動的意願在整體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亦即表示

社區志工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

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進一步從各構面看

來，在「個人學習（ p=.000*）」、「未來報償

（p=.000*）」、「服務他人（p=.000*）」、「心裡責任

（p=.001*）」四個構面上 p 值均小於 0.05 有顯著差

異表示是否有意願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

動在四個構面上有影響。 

三、不同志工的社經背景對於工作滿意度

之差異性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社區志工社經背景變相對於工

作滿意度各構面之影響，故將「受訪者的社經背景」

變項視為自變項，「工作滿意度」則視為依變項，

藉由獨立樣本 t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檢測

其分析結果之差異情形。 

(一)性別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的整體表

現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工作滿意度之 p 值達顯

著水準(t=0.007, p=0.001<0.05)，表示不同性別的社

區志工在整體的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也就是

不同的性別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而進一

步從各構面來看，「自我成長（p=.000*）」、「組織

氣氛（p=.000*）」構面上之 p 值小於 0.05，已達顯

著水準，表示性別在「自我成長」、「組織氣氛」構

面上是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而在「福利

與關懷（p=.056*）」構面上之 p 值大於 0.05，未達

顯著水準，表示性別在「福利與關懷」構面上不會

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 

(二)年齡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層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整體與

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工作滿意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2.972, p=0.008<0.05)，表示不同

年齡層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差

異，亦即年齡層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進

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自我成長（p=.000*）」、「福

利與關懷（p=.012*）」、「組織氣氛（p=.001*）」三

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年齡層的受測

者，其工作滿意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工作

滿意度確實會因年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三)教育程度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整體

及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工作滿意度整體表現

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4.933, p=0.002<0.05)，表示

不同教育程度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工作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異，亦即教育程度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

意度，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自我成長

（p=.000*）」、「福利與關懷（p=.000*）」、「組織氣

氛（p=.000*）」三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

同教育程度的受測者，其工作滿意度有所不同，因

此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確實會因教育程度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 

(四)職業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職業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整體及各

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工作滿意度整體表現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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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達顯著水準(F=2.642, p=0.016<0.05)，表示不同

職業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差

異，亦即職業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進一

步從各構面來看，在「自我成長（p=.000*）」、「福

利與關懷（p=.039*）」、「組織氣氛（p=.000*）」三

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職業的受測者，

其工作滿意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

度確實會因職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五)婚姻狀況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的整

體表現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工作滿意度之 p

值未達顯著水準(t=0.794, p=0.939>0.05)，表示不同

婚姻狀況的社區志工在整體的工作滿意度上並無

差異，也就是不同的婚姻狀況不會影響社區志工的

工作滿意度。而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自我成長

（p=.589*）」、「福利與關懷（p=.019*）」構面上之

p 值小於 0.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婚姻狀況在「自

我成長」、「福利與關懷」構面上是會影響社區志工

的工作滿意度，而在「組織氣氛（p=.058*）」構面

上之 p 值大於 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婚姻狀況

在「組織氣氛」構面上不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

意度。 

(六)參與過社區志工次數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

析 

不同參與過社區志工次數之社區志工在工作

滿意度整體及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工作滿意

度 整 體 表 現 之 p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F=3.729, 

p=0.012<0.05)，表示不同參與過社區志工次數的社

區志工在整體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亦即參與

過社區志工次數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進

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組織氣氛（p=.000*）」構

面上 p 值<0.05 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參與過社區

志工次數的受測者在「組織氣氛」構面上會影響其

工作滿意度，而在「自我成長（p=.061*）」及「福

利與關懷（p=.092*）」構面上 p 值>0.05 未達顯著

水準，表示不同參與過社區志工次數的受測者在

「自我成長」及「福利與關懷」構面上不會影響社

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 

(七)投入志工年資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投入志工年資不同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

整體及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工作滿意度整體

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4.822, p=0.001<0.05)，

表示投入志工年資不同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工作滿

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即投入志工年資會影響社區志

工工作滿意度。 

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自我成長

（p=.002*）」、「福利與關懷（p=.008*）」、「組織氣

氛（p=.000*）」三個構面上 p 值<0.05 皆達顯著水

準，表示投入志工年資不同的受測者，其工作滿意

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工作滿意度會因職業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八)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與參

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參與意願之社區志工在工作滿意度的整

體表現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工作滿意度整體表

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t=0.000, p=0.000<0.05)，表示

不同參與意願的社區志工在整體的工作滿意度上

有顯著差異，也就是不同的參與意願會影響社區志

工的工作滿意度。而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自我

成長（p=.002*）」、「福利與關懷（p=.000*）」、「組

織氣氛（p=.000*）」構面上之 p 值小於 0.05，已達

顯著水準，表示參與意願在「自我成長」、「福利與

關懷」及「組織氣氛」構面上是會影響社區志工的

工作滿意度。 

四、不同志工的社經背景對於忠誠度之差

異性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社區志工社經背景變相對於忠

誠度個構面之影響，故將「受訪者的社經背景」變

項視為自變項，「忠誠度」則視為依變項，藉由獨

立樣本 t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檢測其分析

結果之差異情形。 

(一)性別與忠誠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之社區志工在忠誠度的整體表現及

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

著水準(t=0.073, p=0.000<0.05)，表示不同性別的社

區志工在整體的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也就是不同

的性別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度。而進一步從各構

面來看，「態度忠誠（p=.000*）」、「行為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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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構面上之 p 值小於 0.05，已達顯著水

準，表示性別在「態度忠誠」、「行為忠誠」構面上

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度。 

(二)年齡與忠誠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層之社區志工在工忠誠度整體與各

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

顯著水準(F=2.972, p=0.008<0.05)，表示不同年齡

層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亦即年

齡層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度。進一步從各構面來

看，在「態度忠誠（ p=.004*）」、「行為忠誠

（p=.014*）」兩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

年齡層的受測者，其忠誠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

工的忠誠度確實會因年齡而有所不同。 

(三)教育程度與忠誠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區志工在忠誠度整體及各

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

顯著水準(F=6.769, p=0.000<0.05)，表示不同教育

程度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教育

程度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度。進一步從各構面來

看，在「態度忠誠（ p=.000*）」、「行為忠誠

（p=.001*）」兩個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

教育程度的受測者，其忠誠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

志工的忠誠度會因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 

(四)職業與忠誠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職業之社區志工在忠誠度整體及各構面

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

水準(F=6.522, p=0.000<0.05)，表示不同職業的社

區志工在整體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亦即職業會影

響社區志工的忠誠度。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態

度忠誠（p=.000*）」、「行為忠誠（p=.000*）」兩個

構面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職業的受測者，其

忠誠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忠誠度確實會因

職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五)婚姻狀況與忠誠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區志工在忠誠度的整體表

現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t=0.362, p=0.006<0.05)，表示不同婚

姻狀況的社區志工在整體的忠誠度上有顯著差

異，也就是不同的婚姻狀況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

度。而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態度忠誠

（p=.002*）」、「行為忠誠（p=.015*）」構面上之 p

值皆小於 0.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婚姻狀況在「態

度忠誠」、「行為忠誠」構面上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

作滿意度。 

(六)參與過社區志工服務次數與忠誠度之差異分

析 

不同參與過社區志工服務次數之社區志工在

忠誠度整體及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忠誠度整

體 表 現 之 p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F=10.267, 

p=0.000<0.05)，表示不同參與過社區志工服務次數

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亦即參與

過社區志工服務次數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度。進

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態度忠誠（p=.000*）」、「行

為忠誠（p=.000*）」兩構面上 p 值<0.05 皆達顯著

水準，表示不同參與過社區志工服務次數的受測者

在「態度忠誠」、「行為忠誠」兩構面上會影響其工

作滿意度。 

(七)投入志工年資與忠誠度之差異分析 

投入志工年資不同之社區志工在忠誠度整體

及各構面之差異分析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F=4.822, p=0.001<0.05)，表示投入

志工年資不同的社區志工在整體忠誠度上有顯著

差異，亦即投入志工年資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忠誠

度。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在「態度忠誠

（p=.000*）」、「行為忠誠（p=.000*）」兩個構面上

p 值<0.05 皆達顯著水準，表示投入志工年資不同

的受測者，其忠誠度有所不同，因此社區志工的忠

誠度確實會因投入志工年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八)再次參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與忠

誠度之差異分 

不同參與意願之社區志工在忠誠度的整體表

現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在忠誠度整體表現之 p

值達顯著水準(t=0.000, p=0.000<0.05)，表示不同參

與意願的社區志工在整體的忠誠度上有顯著差

異，也就是不同的參與意願會影響社區志工的工作

滿意度。而進一步從各構面來看，「態度忠誠

（p=.000*）」、「行為忠誠（p=.000*）」兩構面上之

p 值小於 0.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參與意願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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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忠誠」、「行為忠誠」構面上是會影響社區志工的

忠誠度。 

五、志工參與動機與工作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為了瞭解社區志工對於社區志工志願

服務的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及忠誠度的影響性，

因此採用多元迴歸進行分析，假設一主要在探討社

區志工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顯著

的影響性，藉由多元迴歸發現，工作滿意度受大部

分參與動機各構面的顯著影響，分析結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表 

參與動機 工作滿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解釋力與顯

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化誤差 Beta 分配 

個人學習 

自我成長 

.679 .047 .666 14.528 .000*** R=.589 

R²=.347 

調整後 

R²=.339 

F=42.964 

未來報償 3207 .053 .177 3.895 .000*** 

服務他人 -.083 .041 -.082 -2.024 .044* 

心裡責任 .100 .037 .112 2.673 .008** 

個人學習 

福利關懷 

-.059 .065 -.060 -0.914 .362 R=.589 

R²=.347 

調整後 

R²=.339 

F=42.964 

未來報償 .344 .074 .305 4.672 .000*** 

服務他人 .265 .057 .270 4.653 .000*** 

心裡責任 .161 .052 .188 3.126 .002** 

個人學習 

組織氣氛 

-.085 .025 -.097 -3.975 .001** R=.935 

R²=.874 

調整後 

R²=.873 

F=561.381 

未來報償 .683 .029 .686 23.925 .000*** 

服務他人 .357 .022 .411 16.155 .000*** 

心裡責任 -.008 .020 -.011 -0.414 .679 

*:p<0.05；**: p<0.01，***:p<0.001 

六、志工參與動機與忠誠度分析 

本研究為了瞭解社區志工對於社區志工志願

服務的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及忠誠度的影響性，

因此採用多元迴歸進行分析，假設二主要在探討社

區志工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顯著

的影響性，由多元迴歸發現，忠誠度受參與動機各

構面的顯著影響，分析結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參與動機對忠誠度之迴歸分析表 

參與動機 忠誠度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解釋力與顯

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化誤差 Beta 分配 

個人學習 

態度忠誠 

.202 .062 .185 3.281 .001** R=.722 

R²=.521 

調整後 

R²=.515 

F=87.941 

未來報償 .218 .070 .173 3.101 .002** 

服務他人 .372 .054 .340 6.856 .000*** 

心裡責任 .206 .049 .216 4.195 .000*** 

個人學習 

行為忠誠 

.261 .057 .254 4.578 .000*** R=.731 

R²=.535 

調整後 

R²=.529 

F=92.87 

未來報償 .232 .065 .197 3.578 .000*** 

服務他人 .311 .050 .303 6.192 .000*** 

心裡責任 .153 .045 .171 3.369 .001** 

*:p<0.05；**: p<0.01，***:p<0.001 

七、志工工作滿意對與忠誠度分析 

本研究為了瞭解社區志工對於社區志工志願

服務的參與動機、工作滿意度及忠誠度的影響性，

因此採用多元迴歸進行分析，假設三主要在探討社

區志工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顯著

的影響性，由多元迴歸發現，忠誠度受工作滿意度

各構面的顯著影響，分析結果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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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工作滿意度對忠誠度之迴歸分析表 

工作滿意 忠誠度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解釋力與 

顯著性 B之估計值 標準化誤差 Beta分配 

自我成長 

態度忠誠 

.254 .045 .236 5.656 .000*** R=.739  R²=.546 

調整後 

R²=.542  F=129.889 

福利關懷 .418 .049 .375 8.481 .000*** 

組織氣氛 .403 .057 .320 7.061 .000*** 

自我成長 
 

行為忠誠 

.286 .042 .284 6.834 .000*** R=.742  R²=.551 

調整後 

R²=.547  F=132.456 

福利關懷 .347 .046 .332 7.541 .000*** 

組織氣氛 .386 .053 .327 7.251 .000*** 

*:p<0.05；**: p<0.01，***:p<0.001 

 

八、綜合分析與歸納 

本研究對 328 位曾經或正在擔任社區志工者

發放調查問卷，將問卷回收並整合資料、建檔、統

計分析後，以社區志工之現狀、參與動機、工作滿

意度及忠誠度之差異分析與關聯性，依據研究結果

提出下列重點： 

(一)就參與動機各構面而言，社區志工以「未來報

償」動機最強；「心理責任」動機最低，整體

社區志工對於參與動機之 19 題問項的平均值

為 3.98，介於「普通」到「同意」之間，表示

社區志工認同參與動機量表中所列之題項會

影響其在社區擔任志工的參與動機，由研究結

果發現，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主要是希望能過

透過參與社區服務而得到對於自己非金錢上

的報償或回饋以及能替他人服務並且能夠學

習到對自己有幫助的事物，也希望可以透過社

區服務使社區各方面的發展可以更好。 

(二)就工作滿意度各構面而言，社區志工以「組織

氣氛」滿意度最高；「自我成長」滿意度最低，

整體社區志工對於工作滿意度之 13 題問項的

平均值為 4.10，介於「滿意」到「非常滿意」

之間，表示社區志工認同工作滿意度量表中所

列題項會影響其在社區擔任志工的工作滿意

度，由研究結果發現，社區志工工作滿意度對

在從事社區服務時社區與志工間以及志工伙

伴間相處的關係感到滿意，也對社區所提供的

資源設備以及給予關懷照顧感到滿意，也認為

在從事社區服務的同時也能促進自我成長。 

(三)就忠誠度各構面而言，社區志工以「行為忠誠」

忠誠度最高；「態度忠誠」忠誠度最低，整體

社區志工對於忠誠度之 8 題問項的平均值為

4.18，介於「同意」到「非常同意」之間，表

示社區志工認同忠誠度量表中所列之題項會

影響其在社區擔任志工的忠誠度，由研究結果

發現，社區志工的忠誠度主要是在社區服務結

束後對於回饋社區提供建議的意願很高，也願

意將社區志工活動推薦的他人，並且會再次參

與社區志工志願服務活動的意願也相當高。 

(四)社區志工之參與動機越強其工作滿意度就越

強，顯示社區志工之參與動機與忠誠度有非常

密切的關係。 

(五)社區志工之參與動機與忠誠度呈現正相關，表

示參與動機越強其忠誠度就越強，顯示社區志

工之參與動機與忠誠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六)社區志工之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呈正相關，表

示工作滿意度越高其忠誠度越強，顯示社區志

工工作滿意度與忠誠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伍、結論 

本研究探討社區志工服務社區的參與動機、工

作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影響性，本研究於 108

年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發放問卷做調查，共得 328

份有效問卷，經統計進行分析後，研究結果為分列

如下： 

一、 不同基本屬性之社區志工對參與動機大部分

都有顯著差異，不同基本屬性之社區志工對

工作滿意度大部分都有顯著差異，不同基本

屬性之社區志工對忠誠度都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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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動機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參與

動機對忠誠度具有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對

忠誠度具有顯著影響。 

三、 社區志工的參與動機及工作滿意度可以有效

提高社區志願服務的忠誠度，確實有效引進

人力資源幫助弱勢社區，減緩農村社區缺乏

人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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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Working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f Local Volunteers Serving for 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a-Ching Liang*    Yun-Jia Cai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Abstract 

Most of the population gathers in cities due to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aiwan, and most resources 

are also invested in cities, so rural resources are even scarce. Initial development plans and goals were 

accomplished for the rural areas; however, due to financial resources limitation, no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fully funded. For that reason, offering services through volunteering is the common trend in rural communities 

today. It is worth studying the motivation to volunteer in rura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during today's mass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Volunteering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the rural community's sustainability, awareness, 

construction, and general community service. Thu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olunteer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A total of 328 valid questionaries was 

collected between April and May of 2019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Analyzing with SPSS, we found the types 

of community volunteer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ost volunteer motivations,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W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volunteer motivations,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proposed to promote volunteer motivations and satisfaction to enhance volunteer loyalty. In turn, 

this would attract volunteers to reside in rural communities,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rural communities, 

and delay rural-urban migration. 

Keywords：Community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Working Satisfaction,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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