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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思考組織的發展方向以擬定人力資源目標 

(一) 根據同情疲勞現象嚴重程度來投入資源 

1. 要從組織層次全面性地來觀察 

從下表觀之，全台動物保護人員同情疲勞的平均數，達 2.84，其實

並不算高。也就是說，同情疲勞未必是全面性的問題，但是，其標準差

達.691，則是一個不低的數值，如果進而分析同情疲勞當中的兩個次要

組織成分，即倦怠感（平均數 2.99，標準差.792）以及次級創傷壓力（平

均數 2.59，標準差.810），也有很類似的狀況，其中，次級創傷壓力這

樣的分布不均的問題更明顯，這也就是說，同情疲勞在不同的同仁之間，

有不小的差距。 

這樣的數據，其實是提醒著管理者，同情疲勞的解決方案，毋須對

動物保護人員全面性且大量的投入資源，反而必須要能夠找到標的者，

進而對症下藥，才是上策。 

表 7- 1同情疲勞與各項其他因素的描述統計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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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宗憲（2017b） 

2. 找出具有同情疲勞現象的標的員工： 

如上所述，尋找具有同情疲勞問題的標的員工如此重要，那些員工

是所謂的標的員工呢？從下圖與下表觀之，可以發現：心理健康較差者、

非正職人員（約聘雇）、年資高於三年者、女性，其工作內容為動物保

護稽查業務者（安樂死業務則接近顯著），都有比較明顯的同情疲勞現

象，但年齡、宗教與職等，其影響程度則不大。 

                  

 

圖 7- 5影響同情疲勞的個人因素 

資料來源：吳宗憲（2017b） 

 

表 7- 2動物保護工作業務性質與同情疲勞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p值 

查緝 
有 2.93 0.651 

2.157 0.032 
無 2.77 0.713 

安樂死 
有 2.99 0.699 

1.876 0.061 
無 2.81 0.686 

急難救助 
有 2.91 0.764 

1.528 0.128 
無 2.79 0.631 

屍體處理 
有 2.89 0.739 

0.712 0.477 
無 2.83 0.675 

絕育 
有 2.87 0.716 

0.569 0.570 
無 2.83 0.675 

野保 有 2.81 0.799 -0.388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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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2.85 0.675 

寵登 
有 2.82 0.679 

-0.447 0.655 
無 2.86 0.699 

管制捕捉 
有 2.85 0.706 

0.117 0.907 
無 2.84 0.684 

認養 
有 2.85 0.722 

0.205 0.837 
無 2.84 0.666 

宣導 
有 2.88 0.651 

0.804 0.422 
無 2.82 0.718 

收容管理 
有 2.90 0.748 

1.016 0.310 
無 2.82 0.661 

收容清潔 
有 2.79 0.756 

-0.576 0.565 
無 2.85 0.680 

資料來源：吳宗憲（2017b） 

 

(二) 根據影響同仁個人的程度來投入資源 

同情疲勞初步都展現在心理面向，不易外顯為生理現象，容易被忽視。

經本研究發現，同情疲勞的問題，不僅僅展現在生理的健康上面，有很大一

部分，是展現在心理的現象上面，研究發現，包括幻聽、侵入式思想、無力

感、憤怒、焦慮，都是同情疲勞可能產生的心理現象，但這些心理狀態常常

會被個人或者組織忽視，經本研究調查，必須提醒主管單位，這些心理症狀，

必須被組織所關注，動物保護人員本身，也必須被提醒，這是心理症狀有問

題的，都必須被處理。 

另方面，根據研究，同情疲勞的現象也是漸進的，也因此容易被忽視，

但相對地，如果組織或者同仁敏感度能夠提高，便能夠將同情疲勞的問題提

前消弭於無形。 

(三) 根據對組織影響的程度來投入資源 

另外，組織管理者也必須先思考組織的目標，根據組織目標來設計是否

或者如何處理同仁同情疲勞的問題。舉例來說，本研究就發現，同情疲勞的

兩個面向，包括次級創傷與工作倦怠，都不會影響到同仁的工作努力意願，

但工作倦怠卻會影響到道德疏離、離職意願，而次級創傷只會影響離職意願。

這表示說，如果管理者只關心同仁的工作努力意願，而不在乎道德疏離問題

或者離職意願的提高，其實是可以不用積極處理同情疲勞問題。此外，若管

理者關心的是離職意願問題，但並不在乎道德疏離的困境，則透過諮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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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次級創傷問題即可，由工作設計所導致的工作倦怠感，由於涉及較複雜

的組織面改革，或許可以將優先順序往後移。 

         

 

圖 7- 6 工作倦怠與次級創傷對組織行為的影響關係圖 

資料來源：吳宗憲（2017b） 

五、 組織層次：可根據人力資源目標來設計因應方案 

(一) 篩選策略 

根據調查發現，動物保護人員的動物同情平均數極高，達到 3.46，標準

差則為 5.64，表示目前動保單位，的確能夠甄選到具備有動物同情的動保員

進到組織服務，因此，根據前文所提到的思考架構，接下來得處理的，是針

對這些同情動物同仁中，較容易產生同情疲勞問題者，進行干預。通常所用

的方法，便是篩選出某些與同情疲勞的發生有高度關聯性的特殊人口特質變

項，為渠等設計適當的適應方案，根據本研究，凡是處理收容所業務，或者

動物保護稽查業務者，超過三年，女性，尤其是約聘僱同仁，前述因素中，

具有一項或多項特質之同仁，都應該成為主管解決同情疲勞各種方案的標的

同仁。 

(二) 適應策略 

1. 組織支持 

本研究發現，動物保護同仁所遭遇的組織問題非常多，在對外方面，

由於社會中的動物保護價值多元，在各方衝突之下，同仁常常變成夾心

餅乾，因此，主管對於外在壓力的承擔，或明確的任務指示，就變成非

常重要的議題。另外，動物保護組織內部問題更是急需解決，包括組織

位階，動物保護行政資源，動物保護職系的設計等等諸多問題，都已經

是過去動保專家學者所長期關注的議題，也都已經有相關專案報告及論

著，在此便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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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第一線工作者的關注 

於第一線獸醫同仁必須要面臨諸如動物的手術風險，安樂死的心理

困境，近年來經濟動物患染疫病的緊急撲殺，再再都使得第一線同仁必

須面臨同情疲勞的困境，因此，對於處理此類業務的同仁，主管單位必

須給予更高強度的組織支持，例如增加輪調的可能、減輕渠等工作量的

負擔、平日與渠等有更頻繁的互動、提供渠等更多行政資源等等，才比

較能避免類似桃園縣簡稚澄醫師的悲劇再次發生。 

六、 個人層次：面對同情疲勞的自處之道 

    除了上述主管或主管機關所能夠提供的組織協助以外，職員面對同情疲勞也

必須要有更積極的自我控制或者外部管理策略，才能避免自己受到傷害。 

(一) 自我控制策略 

1. 正向思考 

近年來興起的正向心理學理論，在坊間有許多相關著作，同仁可以

學習朝向事務的正向積極面努力，而非悲觀地鑽牛角尖，透過正向積極

的工作態度，較能有效地在數量上，在質量上，解決動物保護的困境，

實際問題解決了，心中的同情疲勞壓力某種程度得到紓解，這些心理困

境，便比較容易能夠處理。 

2. 自我覺察 

從研究中得知，同樣的工作壓力與動物需求，某些同仁若是未能夠

意識到自己正沉浸在同情疲勞的困境中，就常常會產生程度不一的負面

情緒反應，如氣憤、憂鬱、冷漠等等，甚者，進而影響到身體的健康。

但相反地，當某些同仁能夠自我意識到已經沉浸在同情疲勞當中，便容

易自覺地跳出情境，而減少受到這些壓力所影響，或許工作量與外在的

環境都沒有變動，但自我覺察卻使得自我的抗壓性變強，更能夠避免同

情疲勞對於自身的傷害。 

3. 冥想、正念及呼吸練習 

上述自我覺察的能力，必須透過練習才能夠達致。因此，近年來坊

間許多的舒壓課程，尤其是冥想、正念與呼吸練習等，在本研究的諮商

課程當中，都被證明是有效的方法，因此，若同仁平日便有參與冥想、

正念或呼吸練習的課程，可以再持續進行，若過去無此經驗者，則可以

接觸相關課程，學習自我覺察的各種方法。 

4. 心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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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仁能夠有自我覺察的能力，便有可能更主動地與所保護的對象，

保持某種安全的心理距離，在這種策略當中，同仁所有原先的行動強度

與方向都不需調整，但卻能夠因為保持心理距離的狀況，減少自己心裡

耗竭的困境。 

但是，保持心理距離必須是正向的動機，同仁必須要自我覺察，這

種保持距離策略，是否變成道德疏離或漠不關心，將自己與被保護者「隔

離」，若成為負面的自我隔離，反而會對執行業務的主動性及積極性，

產生負面的效果。 

5. 等待靈光乍現 

同仁也毋須對於同情疲勞現象過於擔憂，過度主動尋求協助或改變，

有時候耐心地等待靈光乍現，也是一種態度。本研究也發現，同情疲勞

一方面是必須處理的困境，但同情疲勞的體會以及自我超越，也是一種

靈性自我提升的過程，這過程中有時必須等待適當的人、事、物的組合

與累積，或許在某些時刻就有突破的可能性。 

(二) 外部管理策略 

1. 社會支持 

同情疲勞的同仁，很有可能因為沮喪、憂鬱、憤努、隔離等情緒，

逐漸地與身邊的朋友或家人產生距離，因此，同仁必須特別注意到，必

須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保持互動，包括參與各種社團、朋友聚會與家庭

支持，才能夠增加自己的社會支持，透過分享情緒與支持，降低同情疲

勞帶來的傷害。 

2. 工作距離 

從前述研究得知，同情疲勞並不影響工作努力意願，這常常才是最

大的危機。許多同情疲勞者可能認為，更積極地面對問題，處理問題，

可以從源頭減少問題的發生，進而不再使自己感到疲憊，但實際上，同

仁也必須意識到，許多問題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因此窮盡個人之力，

也無法在一朝一夕之間解決，因此，為了能夠使自己更有力量長期地投

入解決問題，保持工作距離，細水長流地處理問題，可能是更好的行動

策略。 

3. 宗教、藝術、運動與旅行的支持 

諮商活動中發現，透過宗教、藝術或運動的引入，可以使得同仁的

同情疲勞的困境得到紓解，因此，同仁可以尋找自己所熟悉的藝術、宗

教或運動領域，在公餘之外投入，宗教上的：祈禱、禪修、誦經，藝術

活動包括繪畫、音樂演奏或欣賞，另外，各種運動，或者生態旅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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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做為支持行動，消解部分的同情疲勞問題。 

七、 中介層次：以「諮商」來促進結構與個人層次的方案 

(一) 使用諮商輔導活動，作為同情疲勞最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前述所談到的結構層次及個人層次的解決方案，其實可以透過主管所設

計的「諮商輔導」活動來予以促進，因為，諮商活動的設計當中，一方面可

以展現結構層次（篩選受訓同仁、了解渠等工作需求）的照顧，另方面也可

以透過諮商活動賦予同仁自我照顧的能力，培養渠等自我覺察、正念、提高

靈性的能力。因此，可以使用諮商輔導活動，作為同情疲勞的最後階段，也

是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二) 可以應用本研究所建構的基本模式予以改良 

同情疲勞的「自我覺察照顧策略」，其主要的協助方式，不是著重如何

在現實中找到一個平衡，而是可以重新回去檢視自己的狀態，並給予內在力

量以及重新賦予自己力量。這些方法，在本研究當中都已經有提及，在一般

性的諮商課程設計方面，包括：1.靜心冥想；2.繪圖；3.抽牌卡以及 4.敘事

問題外化等等，都已經事證明為有效的方法。在特殊的諮商課程設計方面，

本研究發現：1.內在小孩的活動設計，以及 2.表達性藝術治療的活動設計模

式，都能夠有效地解決同情疲勞的問題。相關的活動設計，在本文的前面章

節都已經做了非常清楚地描述，未來若主管機關欲解決同情疲勞的問題，可

以應用本研究所驗證有效的基本模式進行干預，並對基本模式持續進行修正，

使其更具效果。 

(三) 須預防參與諮商課程被標籤化 

惟須特別注意的是，為了避免這些特質的同仁在篩選參與諮商過程被

「標籤化」，主管在設計干預或諮商方案時，可以將這些諮商課程架構在過

去已有的訓練課程架構之中，例如：在每一年的動檢員會議當中，特別針對

三年以上的同仁，為渠等特別設計同情疲勞的諮商課程。另外，主管也可以

特別與諮商師合作，簽訂多年期一對一的諮商面談，發給主管及同仁同情疲

勞的測量量表，請渠等自行評分，可自行私下與諮商輔導師聯繫諮商事宜，

如此便可避免標籤化問題，也可提高同仁參與諮商活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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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工作團隊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紀錄 106年 03月 27日（一）上午 10點~11 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動平會林憶珊、萬宸禎 

 

酆巧玲、陳利根諮商師提供五次工作坊時間 

    5/22.23    6/19.20    7/5.6   8/30.31    9/11.12 

    團隊的時間可依此安排 

量化：前後測資料蒐集在實務工作進行中的方式，安排於第一天的工作坊開始前

30分鐘安排、第二天結束前安排 30分鐘填後測問卷。 

質性（由吳老師設計提供訪談問題）安排在工作坊中引導成員討論分享： 

安排方式：（若看到吳老師的訪談問題會更具體了解如何安排是最適切） 

（1）分在工作坊中分別進行討論 

（2）一天各一小時或第二天兩小時 

（3）若安排在工作坊不太適合，那也可安排在工作坊後再獨立進行。 

下周工作討論吳老師與同學將與團隊分享研究前測後測及訪談問題。 

工作坊實務工作：請巧玲與利根老師設計三種模式 

（1）認知模式：可在每個主題後安排 QA人數約 50人參加 

（2）認知+經驗分享敘事混合模式：人數約 30人參加 

（3）經驗分享敘事模式：人數約 15人參加 

（4）最後一梯請宸禎安排一場半天諮商領域專家學者講座 

宸禎後續與巧玲與利根老師討論，工作坊課程表定稿的時間以便製作海報，發文

宣傳招生報名等後續工作。 

行政及核銷實務工作： 

（1）核銷的單據由吳老師提供 

（2）單據核銷由吳老師的學生負責，工作費每月 3000元，從４月開始共計９個

月２萬七千元從計畫經費扣除。 

動平會宸禎負責 

（1）宣傳公文由負責寫好提給吳老師，由吳老師透過學校發文。 

（2）動保處、動檢所通知等宣傳聯繫工作。 

（3）撰寫計畫執行報告。 

 

 

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04月 10 日（一）上午 10點~11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酆巧玲老師、陳利根老師、動平會萬宸禎 

 

吳宗憲老師與萬宸禎討論確定以北中南東開辦四場工作坊，年底再開辦一場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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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論壇，一場講座工作坊模式、一場混合工作坊模式、兩場體驗分享工作坊模式，

一場發表與論壇形式由團隊工作成員分別報告研究結果及專業觀察，邀請農委會

主管、地方動保處、動檢所、參與同仁一到兩位、及回應人（目前暫定葉明理教

授） 。 

吳老師提出體挺挺團隊曾經邀請音樂治療師協助夥伴，效果不錯，工作坊可參考

是否安排並邀請。 

工作坊課程由利根及巧玲安排，會將此提議納入參考。 

工作執行調整更新工作坊時間：6/12-13、 7/19-20、 8/1-2 、 9/11-12 團隊的時

間可依此安排 

工作執行： 

研究工作：吳老師及兩位同學分享前側、後測量表問題，吳老師表示還需要修減

題項。訪談問題共七題。 

利根老師提出問題，工作坊的工作會以成員需求問題給予回應為主，有的訪談問

題可能無法討論。 

吳老師回應：原則上請利根老師和巧玲老師若盡可能安排在工作坊中引導提問討

論，提供參與成員回應，若無法安排或沒有情境出現適合引導題項，再請研究助

理私下安排訪談。 

以上回應工作團隊達成共識。 

 

 

第三次會議紀錄 106年 04月 17日（一）上午 10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老師、動平會萬宸禎、林憶珊 

 

工作坊各模式區別： 

（1）講座工作坊模式：可在每個主題講座後安排半小時由主題諮商師帶領所有

成員共同一起進行體驗，再請成員分享或提問。 

（2）混合工作坊模式： 主題演講＋小組問題討論＋小組小結分享＋引導練習＋

分享提問時間。 

（3）體驗分享工作坊模式：以參與成員為主，由諮商師設計活動引導成員參與

分享與討論，較深入了解參與者個別壓力、困境、問題與需求，給予引導。 

以上與工作團隊成員達成工作共識。 

三種模式工作坊實施地點 

（1）北區╱台北體驗分享模式，地點╱訂心悅人文空間 

（2）東區╱花蓮體驗分享模式，地點╱東華諮商系可免費提供諮商地板教室（考

量太遠）目前詢問其他場地如慈濟大學 

（3）中區╱台中混合模式，地點╱橙藝空間或左西人文空（詢問中） 

（4）南區╱台南講座模式，地點╱台南大學是否有地板教室可使用，若    無

可使用多功能教室（詢問中）。 

工作坊實作報名問題討論（FB線上討論） 

問題： 

動保處及動檢所工作者可能因同仁不信任關係沒有參與意願或上級指派來參與

工作坊產生被動投入課程或分享很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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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式： 

可在發海報及簡章上文案上註明需要參與者的特徵，如感受壓力大、感受緊張、

焦慮、恐慌、挫折、難過、抑鬱等身心情況，並附上簡單版的自我檢測量表，例

如 10題超過 6題，建議參加，七題以上身心需要專業協助的方式。鼓勵同仁先

了解自己情況，意識自己身心需要專業上幫助，若報名參加情況是由長官指派，

自我檢測量表也可提供長官了解同仁是否有相關症狀，鼓勵需要參與工作坊的同

仁參與。 

以上工作團隊成員達成工作共識 

 

 

第四次會議紀錄時間：106年 05月 8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動平會林憶珊、萬宸禎 

計畫工作討論：量化問卷設計的各子題介紹 

 

 

第五次會議紀錄 106年 05月 22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吳宗憲老師：簡章已給農委會、RAY導演來拍片農委會尚未回覆。  

研究上的討論： 

（1）課程與研究設計-單一族群與混合族群是否依年資分組？  

  利根老師回覆：沒問題。但須考量各組紀錄者在換位置之後要重新記人。 

（2）課程與研究設計一組大約多少人？ 

利根老師回覆：15 人分為 3-4組，30人及 50人，通常一組以 5人為限。  

（3）吳宗憲老師：萬一工作坊後測分數沒有提高？  

宸禎秘書長：每個個體選擇學習方式不同，每個個體願意敞開心胸談內心的程度

不同，個體面臨的問題準備好要面對的程度也不同，三種模式皆能提供不同的人

受益。韌力的測量與個人長遠生命發展增能有關，量表後側可能改變不大。  

利根老師：有些後測不可能改變（例如失眠、做惡夢不可能馬上改善），情緒情

感的調適有可能改變。  

吳宗憲老師：前後側如果不顯著甚至是變差，質化的內容作補充。我們可以用質

化的資料來推論可能是那些原因，在第五場發表，現場可請參與的 同仁討論及

回饋。 

利根老師：工作坊諮商就像傷口化膿開刀，兩天的工作坊時間不夠使傷口完全好，

可能比原來更痛。  

宸禎秘書長：如果有經費資源，很希望可以提供需要的同仁之後繼續做一對一別

諮商，工作坊功能讓同仁發掘覺知並面對自身的問題與需求的準 備，若個體有

諮商的需求，後續的問題還是需要給予資源上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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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憲老師：可據此向農委會申請明年的經費再做一次後測。 

宸禎秘書長工作坊行政工作： 

（1）花蓮與台南場地變動（台南場維持 J509 我們手動排桌椅）  

（2） 海報一版不符預期，二版設計中，一周內出爐。  

 

 

第六次會議紀錄 106年 6月 5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吳宗憲老師： 

請農委會再發一次公文（確保來的人數），報名表的部分請再處理，看能否順暢

或簡化報名手續，請宸禎回應處理。  

農委會希望工作坊結束後諮商輔導完之後，可以詢問同仁願不願意接受導演的錄

影訪談，不採取當天留下來的模式，留下願意接受採訪的同仁姓名資料，提供給

導演約訪談。 

在台中場開始之前一星期開會，團隊夥伴共同順一遍活動流程。希望大家的資訊

與任務內容、前置準備都事先溝通，例如問卷的內容、上課用的 ppt，都在活動

前線上分享。  

 

宸禎秘書長： 

目前等待大家報名。工作坊開始前會做好簽到表、名牌、便當訂購。兩位同學記

得需要的東西（海報、問卷等）前一周先寄過去活動地點。  

與利根老師確認演講跟混合的形式都需要投影機、電腦（台南、台中場需要），

上課檔案請利根老師先提供給宸禎秘書長，也提供給團隊夥伴，讓團隊夥伴了解

課程內容，研究資料收集上更順利。 

工作坊活動的順序：宗憲老師開場說明前後測量表，介紹利根老師巧玲老師，請

兩位老師開場講解工作坊注意事項。 

除吳老師發文以及請農委會發文，我會打電話拜訪各地方政府主管，請各單位盡

可能鼓勵需要參加的同仁報名參加。  

 

 

第七次會議紀錄 106年 6月 19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問卷事宜：後測的第 11 部分，再請利根老師提供題目，讓我們來編輯問卷。 （利

根老師回覆：今天應該可以處理好） 問卷的發放與回收由吳老師助理處理。 

周四晚上 9點再次線上討論下周行政安排，及報名人數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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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意願參與工作坊的人：  

（1）上週雅禪口試，委員王順美老師（環境教育的教授）希望參觀察，希望來

看看這個工作坊對公務員有甚麼樣的效果，以及公務員有什麼反應。王老師也是

台灣少數有在做動檢員研究的老師，她之前有做動檢員的訓練，可能也認識部分

的動檢員。  

利根老師回應：擔心會影響到公務員說的意願 

吳老師：請宸禎邀請王順美老師出席 12/9（六）論壇。 

（2）宗憲老師一位朋友的女兒（心理系），也想來參加。  

利根老師回應：認為如果是當工作人員會好一些，比較不會讓動檢員有被觀察的

感覺。 

利根老師：目前是只有 6位報名，如果人數過少，在工作坊的課程設計上會與人

數多的情形不同（可能某些活動無法進行）。 

 

 

第八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7月 3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宗憲老師：關於台南場場地 台南大學的場地，諮商教室，木板，有坐墊不能吃

飯（沒有抱枕） 目前 15位報名，工作人員約 8-10位。 

宸禎回應：聯絡諮商系所（學校）跟外面的場地詢問，兩天的課需要合式椅（有

靠背）比較舒適，會繼續聯絡台南大學輔導中心確認場地，若不行，台南有六家

諮商中心，會找到適合的場地。 

關於台北場，花蓮場併到台北場，人數要加進來。 

利根老師回應：人數不能超過 20位，因為是體驗式的，人數不能太多。12位算

是很適宜的人數。  

宗憲老師：如果台北場人多，可以考慮拆兩場都是同仁參與的 （或者是說辦一

場 NGO的在台北，暫緩跟江科長提）  

宸禎：若拆兩場，最晚在 7月 10號要通知同仁調換時間（到 9 月份）。  

宗憲老師：這樣對報花蓮場的同仁比較好，不用再改他們的時間。 

請北場的同仁參加回去之後幫忙宣傳，讓其他同仁報名參加 9 月的場次。 

以最小變動原則。本周陸續有人報名。  

問卷及現場工作坊的討論： 

（1）商品卡忘記拿（補救方式：把商品卡直接黏在牛皮紙袋上）  

（2）問卷最後一頁忘記填（補救方式：把開放題移到最後一頁）  

（3）工作坊進行方式：希望能在第二天多一段時間，讓參與者分享如何應用這

兩天學到的技巧，來減少壓力；怎麼把這些技能帶回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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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7月 10 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怡貞處理逐字稿跟歸納整理快完成，處理完分享到對話框給大家，確認哪些問題

沒有問到，需要在下次的工作坊作調整，再跟大家討論。請利根老師和巧玲老師

協助設計在工作坊的活動中提問，以蒐集資料。 

宗憲老師跟雅禪處理全面性發前測問卷：評估來參與工作坊的同仁是否是同情疲

勞較嚴重，或有更有其他同仁同情疲勞問更嚴重，但沒有辦法參與等各種分析。

吳老師與助理雅禪已給全台動保處動檢所所長同仁打電話協助請其他同仁也填

問卷，都能協助配合。 

宗憲老師：花蓮所長，提到同仁彼此間隙，參加團體工作坊，擔心討論會不願意

多談，因此考量只派一個位同仁參加，希望我們能到花蓮作個別諮商。宗憲老師

回覆所長，可能可行性不是太高，因為資源經費有限，且如果讓其他縣市知道我

們只為了花蓮做個別諮商，可能會覺得資源分配不公平。另一方面需評估夥伴們

的意見及經費，公平性的問題也可以解決，比如這是實驗性質的個別諮商等，可

了解同仁對個別諮商對的需求，若評估後是必要的資源，可向農委會提出明年度

實施建言。目前先發問卷量表，了解花蓮同人同情疲勞的狀況。再評估之後的處

理方式。 

利根老師：若確定花蓮提供個別諮商，可邀請花蓮當地的諮商師。第四場花蓮來

參與一位同仁，可邀請彼此信任的同仁一起參加。 

宸禎：會聯絡報名的同仁確認，再聯繫所長。 

台北場 7月 20號，農委會到台南大學審查，開實驗動物小組會議，學校請吳老

師出席。工作坊第二天請宸禎幫忙，協助發放問卷的注意事項說明等。 

南大場地變更確認學生輔導中心可以借，確定在輔導中心團體諮商室舉辦工作

坊。 

第四場工作坊花蓮場調整在台北場舉辦，請宸禎打電話邀請農委會江科長與同仁

報名參加，連繫新北市的主管鼓勵同仁報名參加。 

 

 

第十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7月 17 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這次開會大家前置作業都在準備中，沒有問題。 

怡貞：台中場逐字稿已完成，發現工作的部分收到的資料很少。 

宗憲老師：可否請利根老師工作的部分分組討論多一些。 

利根老師：好的，會針對這個部分調整，強調工作與工作坊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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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7月 24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秘書長萬宸禎 

宸禎：台南的報名人數：19位  

利根老師 20位的團體諮商引導人數比較多會比較困難。 

宗憲老師：嘗試一個團體 20位，若帶起來困難，這次的經驗也可以做為以後團體

諮商的參考。 

宸禎會將活動照片放到動平會的網頁上分享給工作團隊。 

宗憲老師：這四場宸禎呈現記錄，可使用照片在其中。另外，每場活動應該要命名。 

宸禎：建議與三位老師一起討論每一場的名稱。 

宗憲老師：等四場結束後，一起討論。 

宗憲老師請教利根老師第一場與第二場差異： 

第一場：教學比較明確，如：在外化的部分，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在引導，實際的練

習，練習技能，同仁在技能上的學習比較好。（整個團體結構性清楚） 

第二場：教學比較少，運作的重點在於發現同仁討論整個體制的問題，民眾、長官

對他們的壓力，更集中於工作壓力上。引導痛苦講出來，回饋、陪伴，經驗分享，

從困難中陪伴，第二場的療癒性比較強。 

利根老師：同仁認為動物的問題都是小事，比較多是人的問題，這樣會不會和研究

目標有不同（不是聚焦在同情疲勞上）？ 

宗憲老師：會和怡貞、雅禪討論，同仁在分享的時候可不用糾正他們，下次再請老

師更聚焦於動物所帶來的壓力上，但其實也有可能他們壓力的主要來源是對人的壓

力，這也是研究的發現。 

第四場目前有四位報名，台北市的兩位同仁，以及農委會的六位同仁也還沒有報名。

應該至少會有九位報名第四場。 

 

 

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8月 21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動平會萬宸禎秘書長 

怡貞：主要想請巧玲老師及利根老師協助事項，請教關於引導的調整：  

最主要想要收集到的「同情疲勞」（就是因動物引發的創傷） 以及關於這個壓力帶

來的症狀、如何察覺到它的相關資料，如果下一場還有類似的分享，希望能鼓勵他

們多說一些。 

關於同情疲勞所帶來的影響，本題主要想問動檢員會因同情疲勞有何影響，例如生

活或工作有何改變？價值觀或工作態度有何改變？（比如說有人提到對工作失去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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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做到「靈肉分離」、做越久越討厭人類之類的）。這題也是因為有同情疲勞經驗

的人不多，所以可能比較難問到我們想要的。不過還是可以從單純的工作壓力作為

切入點來問。 

 

 

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9月 18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陳利根心理諮商師 

宗憲老師：感謝利根老師的協助，辦完了四場工作坊。四場工作坊的命名，下周再

與宸禎繼續討論。  

怡貞進度：工作進度進度逐字稿進行中，也對台北場兩位同仁進行後續訪問。本周

任務：農委會的結案報告大綱先完成，再繼續後續的訪問。 

雅禪進度：問卷已全數寄出給各縣市，下周會開始打電話催。還沒跑 SPSS。關於

對照組的問卷，本周開始打電話催。 

 

 

第十四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0月 9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動平會萬宸禎秘書長 

結案報告架構： 

（1）工作坊的活動觀察視時間安排再決定是否撰寫。 

（2）四場活動的命名再麻煩宸禎。 

（3）討論研究方法撰寫細節（觀察法）。 

（4）怡貞獨立出與 CF無關的變項（對工作的抱怨、參與者對工作坊的效果回

饋），一起寫進報告裡。 

量化部分：所有問卷 coding完成。 

研討會（12月 9 號）工作分配與報告順序： 

（1）宗憲老師（全面性報告：研究的目的、過程，介紹同情疲勞文獻，20mins） 

（2）宸禎（報告四場活動，20mins）  oo諮商模式之探討 

（3）巧玲、利根老師（對工作坊的心得與看法，各 15mins） 

（4）怡貞（質化報告，20mins） 

（5）雅禪（量化報告，20mins） 

（6）宗憲老師（結論，看時間決定是否報告影響 cf的各項因素，20mins） 

研討會名稱討論：請大家腦力激盪，提供 2個研討會的名稱，自己報告的主題名

稱，下周一起討論。 

 

 

第十五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0月 23日（一）上午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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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成員：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教授、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 

雅禪的題目：諮商團體對影響同情疲勞因素之研究─以動物保護行政人員為例。  

怡貞的題目：應用諮商探究同情疲勞之心理機制─以動物保護行政人員為例。 

怡貞整理質化資料的過程，可提供政府政策建議的案例（例如覺察的例子、沒有

同情疲勞的例子）特別註記，提供給吳老師整理最後結論報告。 

雅禪量化統計分析的結果，單從前後測來看，確實有顯著（前後測顯著的變項有：

同情疲勞、同情滿足、burnout、次級創傷、心理健康、自利、社會支持）。 

但不同的場次間沒有特別的差異。 

利根老師補充：學界也有因為哪個學派比較厲害而做過類似實驗，但是結果差異

不大。 

請雅禪在寫結案報告時，除了放前後測的差異有顯著以外，也要加入組別間分數

差異的說明。  

下周吳老師請假，其他人照例開會，討論 4場工作坊命名等事宜。 

 

 

第十六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0月 30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研究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秘書長萬宸禎 

 

利根跟巧玲，研討會上一起報告 30分鐘。報告身心壓力與困境，現場運用演情

境劇（台南場的情境劇），請團隊工作夥伴及現場民眾互動幫忙。 

情境劇的呈現豐富報告。 

四場團體諮商命名討論： 

 第一場敘事治療模式 

 第二場內在小孩治療模式 

 第三場情境劇模式 

 第四場表達性藝術治療模式 

 

 

第十七次會議紀錄 106年 11 月 6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副教授、研究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萬宸禎秘書長 

 

怡貞要幫忙發公文，農委會及全國各動檢所都發文，邀請全員參加。另外特別邀

請的各單位分享人再單獨具名發文給他們。  

邀請王順美等三位老師（不需發文，等待海報設計好一起寄）、及十二夜導演。  

關於第二場跟第四場同情疲勞明顯下降的解釋：台南場比較偏向情境劇，處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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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壓力的著墨比較多。而台北兩個場次（第二場與第四場）較著重個人內心的療

癒，時間比較足夠，因此下降較多。台中場則是沒有帶入太深的創傷。  

下周宗憲老師請假，大家繼續討論，掌握進度。 

 

 

第十八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1月 27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副教授、研究助理：辜雅禪、 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萬宸禎秘書長 

 

針對 12/9 研討會的流程大致順過一次，如下： 

吳宗憲老師：開始關心同情疲勞的原因及過程、說明整個計畫進行的流程。相關

文獻說明約 15分鐘。 

宸禎：模式介紹、應用方法介紹、結果。（建議在每個部分都加上一張分頁 ppt，

可以讓聽眾明確區分出不同區塊。）報告完成鋪陳讓利根老師接續下去。 

雅禪跟怡貞，文獻部分的 ppt 請在周日給宗憲老師。 

利根老師，會分成困境評估跟自我照顧兩部分，穿插情境劇。指派角色。 

宗憲老師最後全面性問卷報告。 

 

 

第十九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2月 04日（一）上午 9點 

開會成員：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吳宗憲副教授、研究助理：辜雅禪、郭怡貞 

          陳利根諮商師、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萬宸禎秘書長 

 

宸禎行政工作： 

研討會 12/9（六）一點到，一點半開始報到。 

目前 30 多人報名，會製作簽到表。可否帶外食要再確認。 

須自己帶筆電，請雅禪帶筆電。 投影機已租借。 

ppt 一起彙整，事先放在筆電桌面（一份給宸禎一份給雅禪）。海報完成，當天帶

去。請雅禪帶工作坊的海報，作指引。 

討論交流請集思提供桌子【2位老師 3位動保處同仁共五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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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動檢員同情疲勞與心理因素問卷 

 「動檢員同情疲勞與心理因素」問卷調查（前測）     編號： 

敬啟者： 

 研究調查指出，同情疲勞會對動物保護者及其工作產生負面影響，而某些特

定的心理特質也會影響同情疲勞的程度。本研究想了解動物保護者的同情疲勞，

在經過課程訓練後的差異，請不吝表達您的意見，填完後請放入隨函信封，彌封

後交給發送問卷人，謝謝。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  吳

宗憲 副教授 敬上 

 

第一部分、「同情滿足和同情疲勞」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身為動保工作者，我熱愛我的工作 □ □ □ □ □ 

2 我很高興能學習協助動物的技術與方案 □ □ □ □ □ 

3 我的工作讓我感到滿意 □ □ □ □ □ 

4 我擁有快樂的想法和感受 □ □ □ □ □ 

5 我相信因為我的努力，我的工作會有所不同 □ □ □ □ □ 

6 我對於我能提供的協助感到驕傲 □ □ □ □ □ 

7 我身為一個動保工作者是成功的 □ □ □ □ □ 

8 我很高興選擇了這項工作 □ □ □ □ □ 

9 我花太多心思在工作上，覺得被工作困住了 □ □ □ □ □ 

10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實現人生的目標 □ □ □ □ □ 

11 我覺得在工作上我是一個〝失敗的人〞 □ □ □ □ □ 

12 和動物相關的工作會讓我產生無力感 □ □ □ □ □ 

13 身為一位動保工作者我經常感到脆弱、疲憊、無力 □ □ □ □ □ 

14 我因為工作而感到情緒低落 □ □ □ □ □ 

15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區隔工作與生活 □ □ □ □ □ 

16 我的工作讓我覺得氣憤、理想破滅、毫無價值可言 □ □ □ □ □ 

17 我不時會回想起動物的遭遇 □ □ □ □ □ 

18 我會做惡夢，夢到動物所遭遇到的不好的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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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業務上碰到特別可憐的動物後，我會不由自主的回想

起這些場景 
□ □ □ □ □ 

20 我曾經在和動物相處時，不由自主的想起可怕的經驗 □ □ □ □ □ 

21 我會因為動物痛苦的遭遇而失眠 □ □ □ □ □ 

 

第二部分、「動物同理」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觀看悲傷的動物電影會讓我哽咽 □ □ □ □ □ 

2 看到動物單獨被關在籠子裡會讓我很難過 □ □ □ □ □ 

3 貓咪親人的呼嚕聲可以鼓舞我 □ □ □ □ □ 

4 當我看到動物被虐待的時候我會很憤怒 □ □ □ □ □ 

5 寵物對我的心情有很大的影響 □ □ □ □ □ 

6 看到動物在受苦會使我心煩意亂 □ □ □ □ □ 

7 當我看到疑似被遺棄的狗時，我通常會幫助牠 □ □ □ □ □ 

8 
在公眾場合看到別人和他們的寵物親吻或擁抱時會讓

我覺得不舒服 
□ □ □ □ □ 

9 太過依賴自己的寵物是很愚蠢的 □ □ □ □ □ 

10 我覺得人們會因為寵物老死而悲傷感到不可思議 □ □ □ □ □ 

 

第三部分、「工作負荷及工作努力意願」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我的工作內容太多以致於我無法處理好每件事情 □ □ □ □ □ 

2 我有太多事情要做且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 □ □ □ □ □ 

3 我花大部分的時間在趕工作進度 □ □ □ □ □ 

1 即便沒有被要求，我還是會主動幫助新進的同仁 □ □ □ □ □ 

2 如果對結果有幫助，我會願意超時工作 □ □ □ □ □ 

3 為了讓政策能改進，我會願意提出建議 □ □ □ □ □ 

4 我會自願承擔不屬我份內的工作 □ □ □ □ □ 

5 我不會逃避額外的責任和義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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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總是非常認真地工作 □ □ □ □ □ 

7 我會透過訓練以及其他各種方法來提升我的工作績效 □ □ □ □ □ 

 

第四部分、「心理健康」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覺得自己能專心做事 □ □ □ □ □ 

2 覺得自己能對事情做決策 □ □ □ □ □ 

3 覺得自己難以克服所遭遇的困難 □ □ □ □ □ 

4 覺得自己能夠勇敢面對遇到的難題 □ □ □ □ □ 

5 覺得所有的事情讓自己蠻高興的 □ □ □ □ □ 

6 覺得自己沮喪不快樂 □ □ □ □ □ 

 

第五部分、「知覺組織支持」的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組織相當重視我的目標和價值 □ □ □ □ □ 

2 組織相當重視我的福利 □ □ □ □ □ 

3 組織會在我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 □ □ □ □ □ 

4 組織會在意我所提出的意見 □ □ □ □ □ 

5 如果坦承自己的過錯，組織會願意原諒我 □ □ □ □ □ 

6 當我需要特殊協助時，組織會願意提供幫助 □ □ □ □ □ 

 

第六部分、「離職意願」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您經常慎重地考慮離開目前的工作 □ □ □ □ □ 

2 您有離職的打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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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已經開始在找其他工作 □ □ □ □ □ 

4 您覺得在別的地方找到適當職位的可能性很大 □ □ □ □ □ 

5 如果您現在離職可以在 1 個月內找到新的工作 □ □ □ □ □ 

 

第七部分、「多倫多正念」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我更喜歡對未知經驗敞開心胸，而不是想控制或改變它

們 
□ □ □ □ □ 

2 
我會很好奇自己從某些思想、感情或感受的反應裡，學

到甚麼 
□ □ □ □ □ 

3 我時時刻刻都很好奇，想體會我心中的感受 □ □ □ □ □ 

4 我對我腦中不時冒出的每個想法與感受，都感到好奇 □ □ □ □ □ 

5 我仍然好奇每個經歷發生的本質 □ □ □ □ □ 

6 我很好奇自己對每一件事物的特殊反應 □ □ □ □ □ 

7 透過觀察自己容易被甚麼事物吸引的過程，我能夠在其

中學到智慧 
□ □ □ □ □ 

 

第八部分、「道德疏離」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為了保護大部分民眾，只好犧牲小部分動物 □ □ □ □ □ 

2 
考量到我們組織的總體目標，有時候動物福利會被放到

次要的位置 
□ □ □ □ □ 

3 
相較於動物受到直接生命威脅，動物福利的問題還比較

可以忍受 
□ □ □ □ □ 

4 
某些處置動物的方式好像不太合理，不過遵從長官的命

令行事更重要 
□ □ □ □ □ 

5 
雖然某些處置動物作法怪怪的，不過別的同仁也是這麼

做的 
□ □ □ □ □ 

6 我照護動物時雖然有一些小瑕疵，但不至於傷害到動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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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和動物互動不用小心翼翼的，動物沒有這麼容易被傷害 □ □ □ □ □ 

8 
這些動物遭受到不適當的對待，有時是牠們本身的因素

所造成 
□ □ □ □ □ 

 

第九部分、「自利」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我會找機會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 □ □ □ □ □ 

2 我一直在尋找向成功邁進的方法 □ □ □ □ □ 

3 我期待得到別人的讚美 □ □ □ □ □ 

4 成功對我來說很重要 □ □ □ □ □ 

5 我會關注我的利益 □ □ □ □ □ 

6 賺很多錢是我人生的目標之一 □ □ □ □ □ 

7 有亮眼的成績幾乎成為我首要的考量 □ □ □ □ □ 

 

第十部分、「知覺社會支持」量表 

請依照您對下面陳述的同意程度，在右方□內打 v 

很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一 

 

般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 在我的朋友當中，至少有一位能給我值得信任的忠告 □ □ □ □ □ 

2 如果我覺得孤獨，我可以打電話給幾位朋友聊聊天 □ □ □ □ □ 

3 
如果我必須出遠門幾週，有親友可以幫助照顧我的家（如

盆景、信箱、狗、貓） 
□ □ □ □ □ 

4 我經常和親友見面或談話 □ □ □ □ □ 

5 
如果我必須在五點以前到郵局寄出一封重要的信件，卻

有事耽擱，我有親友會願意幫這個忙 
□ □ □ □ □ 

 

第十一部分、 基本資料 

1.性別：（1） □男（2） □女 

2.您的年齡：（1） □20 歲以下。（2） □21~30 歲。 （3） □31~40歲。 （4） □41~50

歲。 （5） □51~60 歲。（6） □61歲以上。 

3.宗教信仰：（1） □佛教（2） □道教（3） □基督教（4） □回教（5）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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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6） □無 （7） □其他_____ 

4.您是：□正式公務人員（請續填下題）； 

        □約聘雇（用）臨時人員（請跳至第 6.題） 

5.您的職等： 

   （1） □1-3職等（2） □4-5職等（3） □6-7職等 

   （4） □8-9職等（5） □10職等以上。 

6.您擔任動物保護行政工作資歷： 

（1） □未滿一年；（2）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3） □三年以上，未滿六年； 

（4） □六年以上，未滿九年；（5） □九年以上，未滿十四年；（6） □十四年以

上 

7.您承辦的業務內容（複選題） 

（1） □動物急難救助業務 

（2） □動物安樂死業務 

（3） □動物屍體處理業務 

（4） □動物絕育業務 

（5） □動保案件的查緝業務 

（6） □野生動物保護業務 

（7） □寵物登記的管理業務 

（8） □動物管制與捕捉業務 

（9） □動物認養業務 

（10） □動物保護教育訓練與宣導業務 

（11） □收容所管理業務 

（12） □收容所清潔業務 

8.承上題，上述業務占您所有工作量的比例約為： 

（1） □20%以下；（2） □21%-40%；（3） □41%-60%；（4） □61%-80%；（5） 

□81%-100% 

 

※若您欲了解此研究結果，請留下 E-mail，我們將會將研究結果寄給您，謝謝您。 

E-mail：                               

 

 

問卷到此結束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及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