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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勞工的薪資尚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政府便訂立政策或法令，以員工福利的方式來保障人民基本的生活水準。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業結構改變和所得增加，人民的生活水準在近幾年來有顯著的提升，但就相關員工福利的政策或法令，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有所修正的卻十分稀少。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以前所訂下的法令或規定是否可以符合現在員工的需要？不同的員工對福利又有何偏好？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現今不同員工對不同福利的重視程度以及哪些個人特徵會影響員工對福利偏好，以茲提供政府或企業在辦理員工福利時之參考。


本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以政府統計資料及相關的研究做參考，採用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台灣地區「勞工意向與需求調查報告」的樣本為原始資料，共7414份，捨棄無法清楚判別的資料後，保留可用資料4,808份。樣本主要是針對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


主要的研究發現：


1.隨著經濟發展和所得的提升，員工對福利的需求有相當大的差異。


2.個別員工對不同福利產生不同的需求。員工會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職位與工作收入等因素影響對不同福利的重視程度。


3.不同員工對福利項目重要優先順序不同，所以彈性福利推行有其必要性。


依據上述的結論，本研究結果的政策意涵：


1.現今福利相關法令與政策多已不符合員工需求，期以此研究結果作為日後法令修改或政策推行之參考依據。


2.企業方面可以使日益高昇的福利成本得以控制與並透由彈性福利制度達到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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