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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從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律、服務信

念及同業認同五大構面，分析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視覺傳達設計科系教師及學生對專業知覺之

認知程度，俾瞭解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化的成熟度。實證結果發現：(1)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專業

知覺、自主性、專業承諾、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均明顯高於學生，但與教師則無差異。(2)除服務

機關規模外，性別、年齡、學歷、主修專長、職稱、工作年資及每月所得均為影響專業知覺的重要

變項。這意味著「視覺傳達設計」已是「逐漸浮現的專業」，期望本文之研究能夠提供相關資訊，

有助於視覺傳達設計的專業發展。 

 

關鍵詞：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知覺、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由於我國社會型態快速變遷，資訊文明鉅大衝擊，迫使產業結構由「勞力密集」朝向「資

本與技術密集」發展，加速邁入「以服務支持製造」的嶄新時代。因此，服務業的發展勢必帶動工商

業的互動循環，將整體經濟活動帶入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峰。在各類的服務業中，視覺傳達設計是一種

「腦力服務業」[8]兼具『輔助型服務業』及『延伸型服務業』雙重特色的行業[1,4]，故博得『服務

業中之服務業』的雅稱，對促進經濟之發展具有重大的貢獻[8]。 

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廣泛的「視覺傳達設計」活動乃應運而生(註1)，這些以美為起點並

結合現代科技，將人的創意發揮到極致的作品，已成為現代文化的主流，使得視覺傳達設計在工商業

的發展上擁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視覺傳達設計行業的逐漸專業化，是這幾年與社會經濟同步發展的

結果。專業化是指一個行業發展各項專業特性，以建立其專業地位的動態過程，也是某一行業與其他

行業是否有所差異的過程，它不但可使從業人員之專業程度及社會大眾對該行業的支持得以提昇，亦

可進一步使從業人員得到自我肯定。身為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對其投身服務的行業是否認知，是否自

覺為專業人員，而願將專業特性、價值觀及理念內化(internalize)成為個人信念極為重要。因此，探討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程度，即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動機。 

Cogan[20]曾將專業化視為一種過程，認為一種職業在邁向專業化的過程中，可將發展歷程分為

數個階段，因此提出專業化發展的五大階段，分別是專業工會的成立、職業名稱的改變、倫理規範的

制定、專業地位的認定、及專業教育的發展。而 Greenwood[21]亦試圖採用「特質論」來區分專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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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他認為專業應涵蓋下列五項特點：(1)有系統的理論體系，(2)專業的權威性，(3)社會大眾

的認可，(4)道德規範的制定，及(5)專業文化的形成。Hall [24,25]將專業模型分為二種基本型態，

一為結構特質(structure characteristic)，係指任一職業轉變為專業化過程均須經歷的階段，俾反應社會

結構變遷所需要的現象，例如：專門職業的產生、訓練學校的設立、專業團體的出現、專業倫理的建

立；二為態度特質(attitude characteristic)，係指從業人員對所從事之工作的看法與態度，用以反映其

對工作的價值觀，例如：服務大眾的信念、自律的信念、使命感與自主性等。此外，Bullard [19]亦歸

納出六項專業化應具備的特徵，分別是應用科學知識為基礎的技術、需持續進修和訓練、正式的能力

測驗以控制專業人數、行為或倫理規範、服務大眾的責任及承諾、及專業組織的存在。當一種職業開

始在大學中尋求定位，並努力提升本身標準時，就成為「逐漸浮現的專業」，我國視覺傳達設計業即

是如此[11]。因此，探究視覺傳達設計業人員之專業知覺，並評估其是否足以成為「專門職業」，即

為本文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基於上述動機，本文以「專業知覺」為基礎，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

律、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等構面，作初探性的實証探討，以期達成下列各項目的：(1)瞭解我國現階

段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程度，(2)探究我國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視覺傳達設計科系教師

及視覺傳達設計科系學生，三者專業知覺有無差異，(3)剖析影響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其專業知覺之因

素。 

 
二、文獻探討 

 

2-1 視覺傳達設計的服務本質 

視覺傳達設計係一種為達成整體商業活動目的而採取的創造行為，旨在提供各種活動利益或滿足

顧客的需求[5]，屬於服務業的領域。服務業從發展的內涵而言，可分為兩種層面：(1)它是「服務性」

的服務，具有「無形體、看不見、帶不走、變化多、留不住」等特徵，常被視為是一種「虛業」；(2)

它是「專業性」的服務，其顯著特色為「有形體、可儲存、可續用、也可分割均享」，被視為是一種

「實業」[4]。但無論服務業是虛業抑或實業，它都將隨著時代的改變、科技的進步而逐漸專業化，

俾享受「規模經濟」所帶來之鉅額利益。服務業雖不同於機械式的生產創造，但可透過標準化及制度

化以達成專業的規模經濟(註2)。 

經濟學者林建山 [4]指出，台灣未來服務業之發展，將朝「輔助型服務業」及「延伸型服務業」

兼籌並顧。所謂「輔助型服務業」，係指所從事的服務對經濟活動具有補充與增強功能，可提高效能

與效率；而「延伸型服務業」則是承沿經濟社會之成長與發展，對經濟活動具有擴展與延伸功能，可

反映經濟活動之深度化、精緻化及多元化。另外，司徒達賢[1]認為，服務業也有「生產性服務業」

與「消費性服務業」之分(註3)。此二者對國計民生都有幫助，也都值得鼓勵，但由於台灣經濟結構

與天然資源的特色，生產性服務業應該格外受到重視。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視覺傳達設計」是一種「有形的實業」，其「服務之提供可享受規模經濟

之利益」，並與其他產業具有互補的作用。因此，視覺傳達設計服務是兼具下列四種服務特質的「腦

力服務業」[8]：(1)技術性個人服務業：如插畫製作、商業攝影、印刷完稿等。(2)企業服務業：如

廣告設計等。(3)大眾化高度消費者服務業：如包裝設計、展示設計等。(4)高科技商業服務業：如商

業廣告影片製作、綜合性商業活動的規劃設計等。 

2-2 專業知覺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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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交易活動的蓬勃發展，經濟活動內容逐漸傾向多樣化與複雜化，人類由於

時間、技術及能力之不足，因而產生高度專業分工之需求。職業社會學家Goode [23]曾說：「一個工

業化的社會即是一個專業化之社會」，說明了專業在現代工商業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註4)。Cogan [20]
亦曾指出，所謂專業是指一種行業，其業務是以對某一門科學或學術之理論架構的了解，以及相關之

能力為基礎，然後將這種了解與能力應用於人類基本的現實事務。專業提供了人類基本需求的服務，

並且認為最高的倫理規範就是對客戶提供利他式的服務。 

依職業社會學的觀點，「專業性」被視為是影響一個職業形象、表現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一般大

眾和從業人員對一個職業專業化程度高低的外在肯定與內在認定，即決定這一職業如何面對其工作與

工作對象。傳統上，職業社會學在討論「專業性」時，主要有三個取向，分別是從專業屬性、專業發

展歷程、以及專業知覺來定義「專業」或「專業性」，茲說明如次： 

 

2-2.1 專業屬性 

以專業屬性而言，Greenwood [21]採用「特質論」來區分專業與非專業，他認為專業應涵蓋下列

五項特點：(1)有系統的理論體系，(2)專業的權威性，(3)社會大眾的認可，(4)道德規範的制定，及

(5)專業文化的形成，茲說明如下： 

 1.有系統的理論體系：專業通常需要卓越的技能，且這種技能必須經過長期之訓練才能獲得。由於非

專業亦可能須有一支持此技能之理論體系，所以專業人員須對該理論體系有深入的瞭解，通常係經

由學校正式教育學習而得，因而專業是理論運用與實務經驗並重的職業。  

 2.專業的權威性：專業人員對於所屬業務具有理論基礎，故能比外行人有更正確之認識，此即專業權

威性之來源。專業是一種需要高度技能且須有理論體系為基礎之職業，其服務對象由於本身缺乏技

術與知識，無法判斷自己需要什麼或怎麼才能滿足所需，故應有專業人員來幫助他們。因此，專業

在社會上具有極高之重要性與權威性。 

3.社會大眾的認可：專業之權威經大眾認可，所以它應具有某些權力與特權，而且最好有法律加以支

持。專業權利包括：(1)專業有權控制它的訓練中心，例如專業有權決定專業學校之數量、設定地

點、課程內容等。(2)專業有權選擇進入其組織之成員，例如專業規定其會員必須是專業人員。 

4.道德規範的制定：專業擁有相當大的獨立自主權，故專業應建立起大眾信心，才能永久擁有這些權

利。因此專業須有倫理規範作為確保社會福祉之承諾。專業之倫理規範係以利他為原則，且有相當

的約束力，其內容通常是就專業與客戶、專業與社會及同業間之關係加以規定。 

5.專業文化的形成：每一專業都具有許多組織團體。這些團體與整個社會所產生之交互作用，即蔚為

專業文化。專業文化是由它的價值、規範與表徵所構成。專業的價值來自它具有權威性、重要性與

利他原則之服務目標。 

 

2-2.2 專業發展歷程 

所謂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是指一個行業發展各項專業特性，以建立專業地位的動態過

程，該動態過程引導行業組織趨向理想狀態。從專業發展歷史過程來看，Wilensky [27]以「專業化」

角度分析十八種職業，發現一種職業要轉變成專業須經過五個過程：1.形成專任行業：成為專業的職

業會成為一種分工細密的全職，從業者有其特定的工作範圍，不得踰越。2.設立訓練學校：成立專業

學校或大學科系培養後進，將專業知識代代相傳。由於專業從業人員受過嚴格的專業養成教育，擁有

專業知識。3.建立專業組織：專業從業人員及專業人員養成者(指從專業養成的教師)聯手組織工會，

旨在保障從業者權益並確保其自主性。4.尋求法律地位：由政府考試、發證，限制及規範從事該項專

業者的資格。因此，所有的專業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壟斷性，阻止了其他人自由從事該職業的機會。 



16                                                                   設計學報第9卷第2期 

 

5.建立道德規範：道德規範之本質，乃在維持高度的專業水準，其最終之目的，在維護社會大眾與專

業整體的利益。專業整體有必要制定道德規範，提供從業人員明確之指引，以確保適當專業態度之維

持，並提昇專業紀律的水準，以達成專業服務的目的。 

 

2-2.3 專業知覺構面及差異來源 

在專業知覺方面，Hall [24]首先提出要由「微觀」角度來研究專業，亦即要探討工作者的個人「態

度」問題。他認為Greenwood [21]與Wilensky [27]所提出的專業特質與專業過程，本質上是以職業結

構為衡量標準，但在評估職業的專業性時，似乎可從專業人員的態度著手。Hall [24,25]認為專業態

度代表從業人員對工作的觀點，稱為專業知覺。專業人員的專業行為或表現，乃基於五項共同態度而

來：1.自主性：認為專業人員在作專業判斷與決策時，須獨立自主，避免遭受來自顧客、非本專業之

成員、以及受雇之組織等外界的壓力。2.對專業與工作之承諾(簡稱專業承諾)：專業人員致力於專業

工作，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其次才是貨幣的報酬，而且願意為專業奉獻畢生的心力，

即使外在經濟報酬減少，也不考慮轉行。3.同業互相約束以維持規範(簡稱同業自律)：由於專業知識

十分複雜，因而認為只有同業間才有能力評斷專業工作的優劣，所以同業之間應互相規範彼此的行

為，以符合各項專業準則。4.服務公眾之信念(簡稱服務信念)：認為專業是有益社會福祉不可或缺的

行業，因此，為確保服務品質，專業人員在提供服務時，應避免受個人私利影響，或摻雜私人情感因

素在內。5.對專業與同業之認同(簡稱同業認同)：以同業及專業之訊息為主要資訊來源，另透過閱讀

專業雜誌及參加專業組織所舉辦的各項活動，接受專業與同業之價值觀及信念的薰陶，以影響其專業

工作的意見與判斷。 

Bullard [19]也歸納出六項專業化應具備的特徵，分別是應用科學知識為基礎的技術、需持續進修

和訓練、正式的能力測驗以控制專業人數、行為或倫理規範、服務大眾的責任及承諾、及專業組織的

存在。從以上的說明可知，當一種職業開始在大學中尋求定位，並努力提升本身之標準時，就成為「逐

漸浮現的專業」，我國視覺傳達設計業便是如此[11]。 

專業知覺是一種理性的心智判斷活動，旨在測度從業者本身是否為專業人員的認知標準。通常專

業知覺的差異來源可分為兩類，一為「行業間之差異」(variance between occupations)，係指各行各業

之專門知識及理論基礎不同，從而形成的觀念架構及執行流程亦隨之不同，所謂「隔行如隔山」即是

專業知覺差異之原因。其次為「行業內之差異」(variance within an occupation)，係指同一行業之間，

由於工作環境、組織層級，或個人經驗累積、教育水準、領悟程度之不同，所造成之差異，所謂「師

父領進門，修行看個人」亦為專業知覺之差異原因[19]。 

在國內專業化認知研究方面，張碧華[9]發現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度及其對新聞產業工會

態度的相關因素上得知：薪資較高且主體定位為「專業人士」，管理階層較高的從業人員，其專業化

程度較高；而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度及其對工會之態度則無明顯相關。林志剛[3]研究我國社會教

育人員專業化水準、專業化程度及提高專業地位之途徑，發現我國社會教育人員對專業化水準的整體

趨向相當一致；其重視程度以「專門的知識技術」為最重要；我國社會教育人員對專業地位途徑的整

體趨向也相當一致，其重視程度以「加強辦理研究進修」最為重要。此外，鍾漢清[15]研究我國醫師、

律師與圖書館員專門化程度之比較，得知醫師與律師成為真正專業所需具備的特性已臻完備。由此可

見，目前我國對採用「證照制度」之職業的專業性較不質疑，反觀其他工作，雖有專業性存在，但卻

不被認同為專業，以致薪資及階級較低。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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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圖書研究(library research)及實證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加以進行，前者係整理相關論著以

搜集次級資料，後者係搜集初級資料以強調、印證本文之理論依據。以下本文分別說明研究架構、研

究假設、研究對象及施測過程、研究工具及統計分析方法。 

3-1 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文獻所提的各項理論與觀念，本研究以專業知覺的五大構面「自主性」、「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探討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程度，理論架構如圖

1 所示。在圖 1 中，本文認為各種不同構面上的認知差異會影響其專業知覺程度，故問卷設計參酌國

外學者之量表[22,18,24,25,26,17]及黃國隆[10]與鍾保敏[14]及謝秀梅[16]之修訂，編製成「專業知

覺量表」。在變數處理上，本文以受試對象的個人背景資料為自變數，「專業知覺量表」中的五大構

面各變數為因變數，以探討變數間之關聯性。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參酌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提出下列九項研究假設，分別說明如下： 

1.我國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專科以上視覺傳達設計科系教師及視覺傳達設計科系學生，三者之整

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律、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等)無顯著差異。 

2.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性別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3.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年齡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4.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學歷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5.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主修專長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6.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職稱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7.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工作年資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8.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服務機關規模大小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9.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每月所得不同，對其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無顯著差異。 

3-3 研究對象與施測過程 

本文採用Greenwood [21]、Wilensky [27]及Hall [25]針對「專業化」及「專業知覺」所提出的理

論，探討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程度，並檢視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真正」的專業程度。研究對象

以我國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及專科以上視覺傳達設計科系老師與日間部畢業生為母體，採「分層抽

樣法」向北中南三區之視覺傳達設計業界、技專校院視覺傳達設計科系教師及學生抽取樣本。為達成

研究目的，本研究委託教育界先進或舊識好友同事幫忙施測取樣。問卷總共發出750份，其中實務界

350份，教師100份，學生300份。經過催收後，總共回收385份，經整理刪除空白卷及廢卷20份，共計

可用份數為365份，可用回函比率為51.05%，如表1所示。 
 

表 1 問卷回函統計表 

受試對象來源 寄發份數 退回份數 有效寄發 回函份數 無效份數* 分析份數 可用回函比率
實務界 350 25 325 222 12 210 64.62% 
教師 100 2 98 53 0 53 54.08% 
學生 300 8 292 110 8 102 34.93% 
合計 750 35 715 385 20 365 51.05% 

* 無效問卷包括填答不全、誤解題意、題目亂填(如所有題目均答非常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等問卷，基

於「信度」及「效度」考量、必須將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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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影響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之理論架構 

自主性： 

‧ 在工作中，我喜歡自己決定事情。 

‧ 如果有其他人督導我工作，將會使工作進行更順利。 

‧ 在工作中，我喜歡別人只告訴我問題，其他的留給我自己加以解決。 

‧ 我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去完成我認為重要的工作目標。 

‧ 為了工作上的便利，我覺得應該有權利自己作主。 

‧ 工作的自主性，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標。 

‧ 我所從事的行業吸引我的理由之一，就是在工作上較能自主。 

‧ 在工作中，大部分的事情我自己能夠作主。 

‧ 一些來自外界(政府、上司、客戶等)的壓力，常妨礙我在工作上做決定。 

專業承諾： 

‧ 即使有一天收入減少，我仍會留在這個行業。 

‧ 如果其他行業有更優厚的條件，我可能改行。 

‧ 我很慶幸當年選擇了現在這個行業。 

‧ 我以成為這個行業的一員為榮。 

‧ 我喜愛自己目前的工作。 

‧ 我很關心我所從事的行業，其未來發展的潛力。 

‧ 現在我所從事的工作，的確能鼓舞我發揮潛能。 

‧ 只要有機會，我願意盡力提昇我所從事行業的專業素質。 

‧ 幫助我所服務的對象，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目標。 

同業自律： 

‧ 我所從事的行業中，沒有人真正知道其他同業在做什麼。 

‧ 我的同行非常了解彼此在工作中的表現。 

‧ 我的同行是評定我的專業能力的最佳人選。 

‧ 個人行為是否違反專業規範應由同業裁定。 

‧ 違反專業規範者應接受同業所協議的處罰。 

‧ 同業組織之成立，對會員應該有實質的約束力量。 

‧ 既然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同業組織實在沒有必要另外訂定其他規範來約束成員。 

‧ 只有同業間彼此互相約束監督，才是維持整體專業服務品質的根本辦法。 

服務信念： 

‧ 和其他行業相比，我所從事的行業對社會比較有貢獻。 

‧ 我所從事行業的重要性，有時被過份強調。 

‧ 如果說社會上有什麼行業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我所從事的行業。 

‧ 應該有更多的行業像我所從事的行業一樣，致力於服務人群。 

‧ 我所從事的行業若有任何缺失，會對社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 我認為個人利益與專業服務是有衝突的。 

‧ 能在工作中盡力做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 當初我選擇這個行業，並不在乎賺錢的多少。 

同業認同： 

‧ 我經常閱讀與本行有關的專業雜誌。 

‧ 我經常參加與本行業有關的各項專業會議。 

‧ 我認為維持同業組織是有必要的。 

‧ 我所屬的同業組織為會員所做的事情太少。 

‧ 我經常和同行互相討論或交換意見。 

‧ 和同業聚在一起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 我大部分的好朋友都是跟我從事同一個行業。 

‧ 我經常參加同業組織舉辦的各項活動。 

受試對象 

‧性別 

‧年齡 

‧學歷 

‧主修專長 

‧職稱 

‧工作年資 

‧機關規模 

‧每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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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問卷設計說明 

本文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初級資料搜集，問卷共分兩部分：1.個人背景資料部分；2.專業知覺

部分，茲將問卷內容說明如下： 

 

3-4.1 個人背景資料部分 

本大題旨在了解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對其專業領域知覺及對未來生計方向的確定性。其內容分別

是：1.性別；2.年齡；3.學歷：分為國中或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等五類；4.

主修專長：分為美術工藝、廣告設計、室內設計、視覺傳達設計、應用美術、設計技術、大眾傳播、

美術及其他等九項；5.職稱：分為美工人員(完稿、插畫、美編)、設計人員(設計、文案、設計企劃)、

藝術指導(含創意指導、文案指導、設計指導)、設計主管(創意總監)及其他等五項；6.工作年資； 7.

服務機關規模；8.每月所得。 

  

3-4.2 專業知覺部分 

本研究所測度的是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程度，由於各種構面因素的強弱會顯示出專業知

覺的差異，因此本文的「專業知覺」量表係由「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律」、「服務信

念」及「同業認同」等五種分量表建構而成。量表的取得係參酌以前文獻，綜合多位學者意見(註 5)，

並兼顧我國專業發展狀況等因素，予以設計而來。上述各項量表均採 Likert 六點尺度，分別標明「非

常同意」、「同意」、「有一點同意」、「有點不同意」、「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等六項，並

分別賦予 6、5、4、3、2 及 1 等分數，其中反向題有第 3、6、7、9、20、29、33、41 等 8 題。最後

累計該量表之總得分，分數愈高代表專業知覺程度愈大[19]。 

 

3-4.3 問卷測試調查與信度效度說明 

問卷測試調查目的，在檢測問卷的妥適性，並瞭解問卷陳述語句是否清楚、信度及效度是否達到

標準、受訪者拒訪及廢卷發生之原因，以作為未來修改正式問卷之參考依據。本文以台南女子技術學

院視覺傳達設計科五年級學生 20 人，進行問卷測試，測試調查發現填答整份問卷約需 5-8 分鐘，在

經過受試學生反映意見，並考慮相關處理可行性後，問卷曾做下列修正： 

1.針對「問卷題目太多，填答時間較長」而言，本研究認為基於研究所需，問卷題數尚屬合理，至於

填答時間較長，可能是受試者對問卷填答不熟悉，及版面設計不當有關。故在不影響問卷構面情況

下，將問卷版面重新設計以使填答時間縮短。 

2.針對「問卷語句陳述未盡理想」而言，本研究認為有進一步改進的必要，而且有些題目之敘述與專

業知覺程度的關聯性較低，也考慮作必要增刪。 

在問卷信度方面，係採用Cronbach's α值(內部一致性係數)加以檢視，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自主性0.85，專業承諾0.78，同業自律0.83，服務信念0.80，同業認同0.85，量表整體

Cronbach's α值則為0.82，全部α值皆大於0.7，顯示本研究的「專業知覺量表」信度頗高[6,12]。 

問卷內容效度係指問卷衡量工具的內容適切性，亦即問卷衡量工具的內容涵蓋研究主題程度。而

內容效度的認定相當主觀，並無法運用任何統計計量來進行檢定，所以如果問卷內容來自於邏輯推

理、學理基礎、實證經驗、專家共識，且經過事前的預試，則可認為問卷是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13]。
本文問卷設計乃參考以前文獻，綜合多位學者意見，並由相同主題之研究科系(即視覺傳達設計科)

學生進行預試，故應具有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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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統計方法 

本研究先將問卷加以整理，剔除無效問卷，然後進行編碼，將答案輸入電腦，輸入完畢再印表校

對三次，經修正錯誤後，透過SPSS套裝軟體進行電腦統計處理，所採用的資料分析方法如下： 

 

3-5.1 簡單百分比、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 

說明樣本回收狀況、個人背景資料以及對專業知覺之認知程度。計算「自主性」、「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等構面的平均數，藉以瞭解各變項的專業知覺程度。 

 

3-5.2 鑑別力分析 

計算受試樣本中得分最高與最低的兩組人(即最高的25%及最低的25%)，其在各題目之平均得分差

異，若差異過大表示該題目鑑別力較低，在進行分析前予以刪除。 

 

3-5.3 相關分析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1.專業知覺量表的五個分量表(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律、服務信念

及同業認同)彼此間及與整體間的相關程度；2.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所有預測變項與專業知覺整體及

其各構面間的相關性。 

 

3-5.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檢定1.視覺傳達設計實務界從業人員、視覺傳達設計科系教師及學生三者之間在專業知覺五個構

面及其整體上是否有顯著差異；2.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的人口統計變項對專業知覺整體及其各構面是否

有顯著影響[7,2]。 

 

3-5.5 薛費氏法事後檢定 

由於各組人數不等，故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Ｆ值達顯著水準時，則繼續進行薛費氏法事後檢

定，以確知其組別間有差異存在。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鑑別力分析 

為使分析結果更趨精確，本文根據有效樣本之作答結果，進行題目優劣檢測的鑑別力(power of 
discrimination)項目分析。首先計算量表總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兩組人(各佔樣本之 25%)，其在每道題目

上的平均得分差異，此差異即為各題目的鑑別力。根據表 2 的結果，可發現第 3、15、16、21、26、

27、30、34 及 37 等九道題目鑑別力較弱，故將之刪除。經刪除鑑別力較弱題目後，專業知覺量表計

有 33 題，包含在五個分量表(自主性、專業承諾、同業自律、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中，茲將各分量

表所包含的題目內容列於表 2。 

4-2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敘述統計量分析 

表3列示視覺傳達設計人員敘述統計量分析，包括性別、年齡、學歷、主修、職稱、年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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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業知覺量表題目鑑別力分析 
 

題                                目 
(1) 

最高 25%

平均數

(2) 

最低 25%

平均數 

(1)-(2)

鑑別力 

刪除之

題目

1.在工作中，我喜歡自己決定事情。 5.45 4.21 1.24  

2.即使有一天收入減少，我仍會留在這個行業。 5.38 3.85 1.53  

3.我所從事的行業中，沒有人真正知道其他同業在做什麼。 4.78 3.84 0.94 ＊ 

4.和其他行業相比，我所從事的行業對社會比較有貢獻。 5.15 3.87 1.28  

5.我經常閱讀與本行有關的專業雜誌。 5.37 4.28 1.09  

6.如果有其他人督導我工作，將會使工作進行更順利。 4.74 3.55 1.19  

7.如果其他行業有更優厚的條件，我可能改行。 4.87 3.53 1.34  

8.我的同行非常了解彼此在工作中的表現。 4.76 3.68 1.08  

9.我所從事行業的重要性，有時被過份強調。 4.82 3.65 1.17  

10.我經常參加與本行業有關的各項專業會議。 5.38 3.94 1.44  

11.在工作中，我喜歡別人只告訴我問題，其他留給我自己加以解決。 4.65 3.43 1.22  

12.我很慶幸當年選擇了現在這個行業。 5.37 3.98 1.39  

13.我的同行是評定我的專業能力的最佳人選。 5.02 3.81 1.21  

14.如果說社會上有什麼行業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我所從事的行業。 5.17 3.61 1.56  

15.我認為維持同業組織是有必要的。 5.38 4.42 0.96 ＊ 

16.我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去完成我認為重要的工作目標。 5.28 4.53 0.75 ＊ 

17.我以成為這個行業的一員為榮。 5.73 4.25 1.48  

18.個人行為是否違反專業規範應由同業裁定。 5.44 4.26 1.18  

19.應該有更多的行業像我所從事的行業一樣，致力於服務人群。  5.52 4.27 1.25  

20.我所屬的同業組織為會員所做的事情太少。 4.30 3.18 1.12  

21.為了工作上的便利，我覺得應該有權利自己作主。 5.45 4.63 0.82 ＊ 

22.我喜愛自己目前的工作。 5.61 4.46 1.15  

23.違反專業規範者應接受同業所協議的處罰。 5.49 4.11 1.38  

24.我所從事的行業若有任何缺失，會對社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5.55 4.47 1.08  

25.我經常和同行互相討論或交換意見。 5.54 4.38 1.16  

26.工作的自主性，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標。 5.47 4.65 0.82 ＊ 

27.我很關心我所從事的行業，其未來發展的潛力。 5.59 4.72 0.87 ＊ 

28.同業組織之成立，對會員應該有實質的約束力量。 5.66 4.42 1.24  

29.我認為個人利益與專業服務是有衝突的。 4.95 3.57 1.38  

30.和同業聚在一起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5.15 4.28 0.87 ＊ 

31.我所從事的行業吸引我的理由之一，就是在工作上較能自主。 5.64 4.26 1.38  

32.現在我所從事的工作，的確能鼓舞我發揮潛能。 5.33 4.15 1.18  

33.既然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同業組織實在沒有必要另外訂定其他規範來約束成員。 4.66 3.27 1.39  

34.能在工作中盡力做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5.52 4.76 0.76 ＊ 

35.我大部分的好朋友都是跟我從事同一個行業。 4.79 3.54 1.25  

36.在工作中，大部分的事情我自己能夠作主。 5.69 4.53 1.16  

37.只要有機會，我願意盡力提昇我所從事行業的專業素質。 5.65 4.97 0.68 ＊ 

38.只有同業間彼此互相約束監督，才是維持整體專業服務品質的根本辦法。 5.25 3.87 1.38  

39.當初我選擇這個行業，並不在乎賺錢的多少。 4.72 3.54 1.18  

40.我經常參加同業組織舉辦的各項活動。 4.70 3.53 1.17  

41.一些來自外界(政府、上司、客戶等)的壓力，常妨礙我在工作上做決定。 4.87 3.33 1.54  

42.幫助我所服務的對象，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目標。 5.74 4.48 1.26  

* 表鑑別力太弱，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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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規模、每月所得等各項資料： 

1.性別：男性約佔 35.3%，女性約佔 64.7%。 

2.年齡：以 31-35 歲佔 21.4%最多，其次是 26-30 歲佔 18.1%，36-40 歲佔 17.5%，及 21-25 歲佔 17.3%，

年齡最大亦不超過 60 歲。 

3.學歷：以大學佔 40.0%最高，其次為專科畢業佔 37.0%，研究所以上僅佔 9%。顯示業界視覺傳達設

計人員的教育程度已逐漸提昇到大學畢業水平，代表我國視覺傳達設計教育已逐步提昇。 

4.主修：以視覺傳達設計最多佔約 54.2%，其次為美術佔 10.4%，應用美術 9.9%，美術工藝 9.6%，大

眾傳播最少只佔約 0.8%。 

5.職稱：以設計人員 23.6%最多，美工人員 17.1%次之，其他(教師從事教職可能無適當職稱)佔 30.8%。 

6.年資：大多從業人員工作年資 5年以上佔 44.9%，3-5 年者佔 25.1%，未滿一年者佔 12.9%。 

7.服務機關規模：以 3～8 人者最多約佔 36.9%，9～11 人者佔 12.2%，3 人以下者亦佔 12.2%。 

8.每月所得：以 20,000～30,000 元者最多約佔 21.3%，30,000～40,000 元者佔 19%，40,000～50,000

元者佔 16%，50,000～80,000 元者佔 17.1%，20,000 元以下者佔 18.3%，80,000 元以上者佔 8.3%。 

4-3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差異之比較 

表 4 列示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視覺傳達設計科系教師及學生專業知覺之差異比較分析，經單

因子變異數處理後發現：1.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三組的「整體專業知覺」有所差異，其顯著水準達

0.005。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覺明顯高於學生，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異。

此種結果顯示從業人員具有最高的專業知覺程度，這與其從事視覺傳達設計實務工作，對其投身服務

的行業認知最深，而願將專業特性、價值觀及理念內化成為個人之信念。2.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三

組在「自主性」方面有所差異，其顯著水準達 0.05。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從業人員的自

主性明顯高於學生。此種結果與一般大眾認為視覺傳達設計為「自由業」的觀念相符，顯示從業人員

強調專業判斷的獨立自主，不太受任何外界的干涉。3.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三組的「專業承諾」有

所差異，其顯著水準 0.001。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從業人員的專業承諾明顯高於學生。顯

示從業人員強調精神層面的充實，較不易轉業。而學生則因其專業化程度不深，其轉業機會很大，可

能影響其專業承諾。4.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三組對同業自律的信念並無任何顯著差異。顯示從業人

員對於同業之間應互相規範、彼此約束的行為認知並不完全具備。5.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三組的「服

務信念」有所差異，其顯著水準達 0.05。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從業人員的服務信念明顯

高於學生。顯示從業人員秉持增進社會福址的信念，確保服務品質。相對地學生則缺乏此一信念，故

應從教育著手。6.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三組對「同業認同」有所差異，其顯著水準達 0.05。經薛

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從業人員對同業認同感明顯高於學生。顯示從業人員較能接受專業與同業

之價值觀及信念的薰陶，以影響其專業工作的意見與判斷。 

從上述實證結果發現，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與學生在專業知覺及其構面上具有顯著差異，從業

人員在專業知覺、自主性、專業承諾、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上均明顯高於學生，但與教師則無差異，

顯示學生在進入視覺傳達設計專業領域從事設計工作前後(學生終究是要離開學校進入職場，日後他

(她)們也會成為視覺傳達設計界的一員)，專業知覺程度有明顯差別，而此差別極有可能是學生進入

職場後，將「專業特性」、「價值觀」及「理念」內化(internalize)的結果。而此結果告訴我們，學生

僅接受學校視覺傳達設計教育，並無法養成專業知覺，意味著「專業知覺」的內化過程須經過職場生

涯的階段才能具備，顯示形成專門職業的五大歷程(形成專任行業、設立訓練學校、建立專業組織、

尋求法律地位、建立道德規範)可得到理論與實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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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效樣本之敘述統計量 

資  料  項  目 組   別 人數 百分比(%) 合計人數 

性    別 男性 129 35.3  

 女性 236 64.7 365 

 20 歲以下 53 14.5  

 21-25 歲 63 17.3  

 26-30 歲 66 18.1  

 31-35 歲 78 21.4  

年    齡 36-40 歲 64 17.5 365 

 41-45 歲 21 5.8  

 46-50 歲 14 3.8  

 51-55 歲 4 1.1  

 55 歲以上 2 0.5  

 國中或以下 5 1.4  

 高中（職） 46 12.6  

學    歷 專科 135 37.0 365 

 大學 146 40.0  

 研究所以上 33 9.0  

 美術工藝 35 9.6  

 廣告設計 25 6.8  

 室內設計 9 2.5  

 視覺傳達設計 198 54.2  

主  修  專  長 應用美術 36 9.9 365 

 設計技術 7 1.9  

 大眾傳播 3 0.8  

 美術 38 10.4  

 其他 14 3.9  

 美工人員 45 17.1  

 設計人員 62 23.6  

職    稱 藝術指導 33 12.5 263* 

 設計主管 42 16.0  

 其它 81 30.8  

 1 年以下 34 12.9  

 1-3 年 45 17.1  

年    資 3-5 年 66 25.1 263 

 5-7 年 32 12.2  

 7-9 年 26 9.9  

 9 年以上 60 22.8  

 3 人以下 32 12.2  

 3- 5 人 55 20.9  

 6- 8 人 42 16.0  

服務機關規模 9-11 人 32 12.2 263 

 12-14 人 17 6.5  

 15-17 人 18 6.8  

 18-20 人 20 7.6  

 20 人以上 47 17.8  

 20,000 元以下 48 18.3  

 20,000-30,000 元 56 21.3  

 30,000-40,000 元 50 19.0  

每 月 所 得 40,000-50,000 元 42 16.0 263 

 50,000-80,000 元 45 17.1  

 80,000-110,000 元 10 3.8  

 110,000 元以上 12 4.5  

* 樣本人數 263 人係代表實務界與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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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我國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已具備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覺，惟視覺傳達設計業本身並無

嚴格的從業進入障礙，亦即任何學有專精、有興趣、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均可進入此一行業一展長

才。因此，有不少從業人員已有建立「資深設計人」制度的構想，但是否應透過政府機關舉辦考試並

發給證照，以限制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之資格，仍有待主管機關及相關設計單位之協調與共識。 

 

表4 從業人員、教師及學生專業知覺比較變異數分析 
受試對象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主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td mean std mean std mean std mean std mean std

從業人員 210 4.38 0.46 4.03 0.62 4.65 0.73 4.28 0.69 4.27 0.55 4.36 0.63
教   師  53 4.18 0.39 3.97 0.56 4.47 0.70 4.11 0.64 4.10 0.49 4.28 0.52
學    生 102 4.08 0.34  3.76 0.46 4.22 0.61 4.26 0.53 4.02 0.46 4.11 0.53

Ｆ   值  5.41** 4.353* 8.11*** 1.15 3.74* 4.23* 
Ｐ   值  0.005** 0.014* 0.000*** 0.320 0.025* 0.017* 
Scheffe  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

事後比較  教師 教師 教師  教師 教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P<0.10，*P<0.05，**P<0.01，***P<0.001；#表兩組間達 0.05 顯著差異 

4-4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之影響因素 

為瞭解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人口統計變項對其專業知覺是否有所影響，以表5列示皮爾遜積差相

關分析，結果發現：1.男性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的整體專業知覺、自主性、專業承諾及同業認同皆比女

性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為高。2.年齡愈長之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的整體專業知覺愈高，若以各構面而言，

除同業自律外，其自主性、專業承諾、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隨著年齡增長而愈高。3.學歷愈高之視覺

傳達設計人員，其自主性與服務信念愈高。4.職稱位階愈高之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其自主性愈高。5.

工作年資愈長之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的整體專業知覺愈高，以各構面而言，其專業承諾隨著工作年資增

長而愈高。6.每月所得愈高之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的整體專業知覺愈高，以各構面而言，除同業自律外，

其自主性、專業承諾、服務信念及同業認同隨著每月所得提高而愈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學歷」與「服務信念」的相互關係，其相關係數顯著代表學歷愈高的視覺

傳達設計人員其「服務信念」也愈高，意味著視覺傳達設計人員經過職場的歷練，其服務信念的強度

會藉由學歷的高低來突顯，此種結果相當合乎「專業人員」的特質，也更進一步印證「視覺傳達設計」

已是「逐漸浮現的專業」的學科本質。 

 

表 5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個人背景資料變項與專業知覺之相關分析 

資料變項 整體專業知覺 自主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性    別 -0.19* -0.32** -0.20* 0.09 -0.06 -0.18* 
年    齡 0.18* 0.21* 0.25** -0.11 0.19* 0.18* 
學    歷 0.04 0.17* -0.02 -0.13 0.18* 0.04 
主修專長 -0.03 0.05 0.03 -0.12 0.04 -0.05 
職   稱 0.09 0.19* 0.07 -0.05 0.05 0.08 
工作年資 0.24** 0.13 0.32** 0.05 0.12 0.14 
機關規模 0.03 -0.01 0.07 -0.02 -0.01 0.08 
每月所得 0.29** 0.26** 0.30** 0.07 0.26** 0.21* 

+P<0.10，*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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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影響因素之變異數分析 

上述各項分析結果，雖然顯著水準已達 0.05，但其相關係數卻不高，為進一步探討各自變項對

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之影響，茲進行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影響因素之變異數分析，其結

果發現如下： 

就性別而言：從表 6可知男性視覺傳達設計人員整體專業知覺比女性視覺傳達設計人員高，顯著

水準達 0.01。再從各構面中分析可知，在自主性、專業承諾及同業認同方面，兩組有顯著差異，說

明了性別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影響。早期學者認為性別是影響專業知覺的重要因素，其

與本研究結果相符，男性之專業知覺程度明顯高於女性，故在視覺傳達設計行業中仍以男性為主導 

。 

 

表 6 性別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性  別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主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男 129 4.38 0.51 4.32 0.62 4.74 0.83 4.28 0.69 4.25 0.53 4.49 0.68
女 236 4.13 0.39 3.81 0.51 4.36 0.62 4.32 0.64 4.16 0.52 4.18 0.61

Ｆ 值  8.38** 17.66*** 8.49** 1.15  2.45 6.58* 
Ｐ 值  0.006** 0.000*** 0.005** 0.274 0.113 0.009** 

 男# 男# 男#   男# Scheffe 
事後比較  女# 女# 女#   女# 
+P<0.10，*P<0.05，**P<0.01，***P<0.001；#表兩組間達 0.05 顯著差異 

 
就年齡而言：從表 7 顯示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方面達 0.01 顯著差異，亦即年齡愈

長其專業知覺愈高。再從各構面分析，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服務信念方面，「20 歲以

下」及「21-25 歲」分別與「46-50 歲」有顯著差異。故年齡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影響。

雖然年齡對專業知覺會產生影響的理論支持很少，但如果專業承諾較高則較不易轉業，故年齡會與工

作年資呈正相關，若以此推論則不難解釋本研究之結果，年齡愈高其專業知覺愈高。 

 

表 7 年齡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年  齡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主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20 歲以下 53 4.21 0.32 3.87 0.47 4.42 0.54 4.38 0.37 4.12 0.43 4.18 0.42
21-25 歲  63 4.11 0.38 3.94 0.52 4.36 0.59 4.23 0.45 4.19 0.51 4.12 0.51
26-30 歲  66 4.16 0.42 3.76 0.51 4.45 0.64 4.27 0.54 4.23 0.45 4.49 0.65
31-35 歲  78 4.38 0.47 4.23 0.58 4.67 0.68 4.19 0.54 4.38 0.56 4.43 0.55
36-40 歲  64 4.19 0.49 4.08 0.47 4.63 0.71 4.24 0.62 4.17 0.51 4.29 0.52
41-45 歲  21 4.26 0.34 4.34 0.32 4.84 0.54 4.22 0.75 3.92 0.27 4.24 0.38
46-50 歲  14 4.98 0.36 4.43 0.58 5.32 0.39 4.62 0.64 4.96 0.65 5.18 0.27

51 歲以上 6 3.87 0.32 3.69 0.42 4.19 0.65 4.32 0.38 4.53 0.43 4.07 0.74
Ｆ 值  3.34** 2.86** 4.26*** 1.53 2.77** 2.60** 
Ｐ 值  0.002** 0.004** 0.000*** 0.168 0.005** 0.008** 

     20 歲以下#  
     21-25 歲#  

Scheffe 
事後比較  

     46-50 歲##  
+P<0.10，*P<0.05，**P<0.01，***P<0.001；#表兩組間達 0.05 顯著差異 



26                                                                   設計學報第9卷第2期 

 

就學歷而言：從表 8 可發現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方面達 0.01 顯著差異，亦即學歷

愈高其專業知覺愈高。再從各構面分析，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自主性與服務信念方面，

「專科」及「大學」分別與「研究所以上」有顯著差異；在專業承諾方面，「大學」與「研究所以上」

有顯著差異。故學歷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影響。教育是一種社會化程序，對專業知覺會

有影響，本研究結果也証實學歷對專業知覺會有影響，主要原因可能是視覺傳達設計的課程，較注重

專業教育養成，培養專業從業人員為其一貫的教育理念，此種結果也與前述「視覺傳達設計」已是「逐

漸浮現的專業」的學科本質相呼應。 

 
表 8 學歷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學   歷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 主 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國中或以下  5 4.03 0.36 3.84 0.78 4.52 0.65 3.88 0.54 4.22 0.35 4.17 0.53

高中(職) 46 4.12 0.32 4.08 0.62 4.58 0.42 4.32 0.43 4.18 0.52 4.260 0.48

專科 135 4.15 0.38 3.72 0.44 4.33 0.54 4.38 0.51 4.09 0.53 4.23 0.51

大學 146 3.96 0.37 3.81 0.43 4.21 0.72 4.01 0.48 4.07 0.45 4.12 0.48

研究所以上 33 4.42 0.58 4.38 0.54 4.86 0.83 4.03 0.86 4.48 0.59 4.26 0.66

Ｆ 值  3.93** 6.27*** 4.68** 1.87 4.25** 1.74 

Ｐ 值  0.004** 0.000*** 0.002** 0.134 0.003** 0.138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Scheffe 
事後比較 

 研究所以上# 研究所以上## 研究所以上#  研究所以上##  

+P<0.10，*P<0.05，**P<0.01，***P<0.001；#表兩組間達 0.05 顯著差異 

 
就主修專長而言：從表 9 可知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方面達 0.05 顯著差異。再從各

構面分析，除「服務信念」外，其他各構面皆有顯著差異，但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各組群

並無顯著差異。說明主修專長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影響。在專業化的行業中，主修專長

會使從業人員認同專業承諾與同業自律，使自己以作為該行業之一員為榮，本研究結果也支持此一論

點，主修專長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明顯的影響。 

 

表 9 主修專長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主修專長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 主 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美術工藝 35 4.18 0.38 3.92 0.42 4.52 0.43 4.43 0.56 4.23 0.54 4.37 0.48

廣告設計 25 4.13 0.32 3.78 0.54 4.32 0.58 4.25 0.45 4.08 0.52 4.25 0.54

室內設計 9 4.00 0.32 3.65 0.56 4.14 0.54 4.17 0.49 3.98 0.43 4.12 0.18

視覺傳達設計 198 4.26 0.41 3.98 0.54 4.35 0.58 4.38 0.47 4.33 0.48 4.36 0.64

應用美術 36 4.32 0.48 4.16 0.57 4.57 0.85 4.22 0.54 4.19 0.42 4.58 0.62

設計技術 7 3.75 0.47 3.95 0.39 3.86 0.73 3.58 0.63 3.75 0.38 3.87 0.86

大眾傳播 3 3.56 0.32 3.83 0.26 4.23 0.38 3,35 0.43 4.13 0.42 3.15 0.42

美    術 38 4.27 0.33 4.14 0.53 4.47 0.62 4.28 0.54 4.18 0.38 4.38 0.53

其    他 14 4.03 0.45 3.89 0.43 4.28 0.64 3.98 0.62 3.92 0.54 3.92 0.52

Ｆ   值  2.35* 1.93+  2.24*  3.22**  0.65  2.25* 

Ｐ   值  0.020* 0.056+ 0.041* 0.002** 0.806 0.028* 

+P<0.10，*P<0.05，**P<0.01，***P<0.001 

 

就職稱而言：從表 10 發現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達 0.05 顯著差異。再從各構面分析，

則自主性、專業承諾、服務信念與同業認同有顯著差異，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自主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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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設計人員」與「設計主管」有顯著差異，在服務信念方面「設計人員」與「藝術指導」有顯著差

異，在同業認同方面「設計主管」與「藝術指導」分別與「設計人員」有顯著差異，顯示職稱對視覺

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影響。在視覺傳達設計實務界，職稱代表對個人工作經驗、實務能力的肯

定，職稱愈高者由於經常參加同業間的各項會議與活動，與同業自成一體，因此職稱愈高者其同業認

同度會愈大，當然對專業知覺也會有所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職稱愈高階者，其自主性愈大，專業

知覺程度也愈顯著。 

就工作年資而言：從表 11 可知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方面達 0.10 顯著差異。再從各

構面分析，則其整體專業知覺、專業承諾與同業自律有顯著差異，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

同業自律方面工作年資一年以下與工作年資 7-9 年者具有顯著差異。故工作經驗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

之專業知覺有影響。實務經驗的累積，有助於培養專業特質，而年資愈久願意接受同業間彼此約束，

以維持其專業水準的意願也愈大，因此其專業知覺程度也愈高。故本研究結果亦支持此一論點，工作

經驗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明顯影響，且年資愈久其專業知覺程度愈高。 

 

表 10 職稱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職  稱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 主 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美工人員 45 4.25 0.38 3.85 0.34 4.38 0.62 4.15 0.59 4.17 0.43 4.13 0.43
設計人員 62 4.16 0.32 3.61 0.54 4.34 0.52 4.18 0.49 3.87 0.54 3.87 0.46
藝術指導 33 4.47 0.43 3.76 0.51 4.81 0.57 4.48 0.63 4.52 0.56 4.56 0.52
設計主管 42 4.54 0.56 4.33 0.48 4.72 0.66 4.37 0.66 4.32 0.62 4.63 0.62
其    他 81 4.14 0.37 3.78 0.46 4.54 0.78 4.26 0.65 4.18 0.54 4.22 0.49
Ｆ   值  3.25*  3.43*  3.12* 1.36  2.85*  2.96* 
Ｐ   值  0.012* 0.011* 0.015* 0.262 0.023* 0.018* 

    設計人員#     設計人員# 設計人員##Scheffe 
事後比較    設計主管#     藝術指導# 藝術指導# 

設計主管# 

+P<0.10，*P<0.05，**P<0.01，***P<0.001；#表兩組間達 0.05 顯著差異 

 
表 11 工作年資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工作年資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 主 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1 年以下 34 4.33 0.26 3.75 0.32 4.66 0.48 3.85 0.65 4.33 0.68 4.33 0.38
1-3 年 45 4.25 0.56 3.89 0.57 4.42 0.76 4.13 0.65 4.22 0.63 4.14 0.49
3-5 年 66 4.19 0.43 3.73 0.36 4.38 0.55 4.03 0.63 4.02 0.43 4.18 0.47
5-7 年 32 4.21 0.49 3.80 0.65 4.27 0.84 4.14 0.51 4.12 0.47 4.47 0.76
7-9 年 26 4.32 0.38 3.75 0.46 4.68 0.54 4.43 0.55 4.04 0.32 4.37 0.41
9 年以上 60 4.36 0.42 4.18 0.46 4.81 0.48 4.25 0.75 4.25 0.57 4.54 0.53
Ｆ 值  2.13+  0.82  3.21* 2.82* 1.26  1.22  
Ｐ 值  0.064+ 0.521 0.012* 0.024* 0.326 0.343 

    1 年以下#   Scheffe 
事後比較     7-9 年#   
+P<0.10，*P<0.05，**P<0.01，***P<0.001 

 
就服務機關規模而言：從表 12 可瞭解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及各構面均無任何顯著

差異，說明了服務機關規模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並無影響。不同的服務機關規模，可能有

不同的組織環境，其業務範圍也大不相同，因此服務機構可以說是一個綜合變項，本研究結果顯示其

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並無顯著之影響力，與 Bullard [19]研究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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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月所得而言：從表 13 顯示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在整體專業知覺方面達 0.005 顯著差異。再從

各構面分析，則其專業承諾及服務信念有顯著差異，且經薛費氏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專業承諾方

面每月所得在 5 萬至 8 萬之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分別與所得在 3 至 4 萬及 4 至 5 萬兩組有顯著差異。

故個人每月所得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有影響。Bullard [19]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所得會影

響會計師、律師、牙醫師之專業知覺，本研究結果顯示每月所得愈高，其專業知覺程度也愈高，所得

在 5 至 8 萬之專業知覺明顯高於所得較低者。 

 

表 12 服務機關規模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服務機關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 主 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規模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3 人以下 32 4.24 0.43 4.07 0.53 4.54 0.43 3.83 0.49 4.08 0.44 4.25 0.68 
 3－ 5 人 55 4.34 0.47 4.36 0.38 4.65 0.63 4.37 0.62 4.25 0.76 4.06 0.43 
 6－ 8 人 42 4.16 0.32 3.98 0.42 4.48 0.59 4.39 0.55 4.33 0.57 4.53 0.55 
 9－11 人 32 4.32 0.38 3.88 0.48 4.38 0.52 4.17 0.59 4.02 0.49 4.32 0.59 
12－14 人 17 4.12 0.36 4.05 0.38 4.22 0.61 4.05 0.44 4.58 0.67 4.05 0.38 
15－17 人 18 4.14 0.48 3.97 0.54 4.17 0.43 4.27 0.65 4.16 0.45 3.92 0.43 
18－20 人 20 3.96 0.66 3.87 0.45 4.38 1.27 3.89 0.47 4.08 0.53 3.87 0.68 
20 人以上 47 4.17 0.45 4.12 0.38 4.66 0.48 4.28 0.68 4.26 0.56 4.26 0.48 
Ｆ 值  0.84  1.26  0.54 1.25  0.58  1.37  
Ｐ 值  0.564 0.267 0.742 0.269 0.714 0.238 

+P<0.10，*P<0.05，**P<0.01，***P<0.001 

 
表 13 每月所得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專業知覺各因素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每月所得(元) 人數 整體專業知覺 自 主 性 專業承諾 同業自律 服務信念 同業認同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20,000 以下 48 3.87 0.28 3.89 0.32 4.12 0.47 3.87 0.42 3.95 0.65 3.87 0.54
20,000-30,000 56 4.27 0.31 3.81 0.54 4.32 0.38 4.38 0.36 4.12 0.38 4.08 0.47
30,000-40,000 50 4.25 0.46 3.97 0.44 4.31 0.66 4.22 0.58 3.87 0.54 4.28 0.49
40,000-50,000 42 4.06 0.51 4.25 0.57 4.27 0.54 4.11 0.62 4.27 0.63 4.32 0.58
50,000-80,000 45 4.48 0.54 4.11 0.38 4.87 0.69 4.33 0.74 4.16 0.62 4.54 0.72
80,000-110,000 10 4.59 0.53 4.07 0.48 4.53 0.63 4.27 0.48 4.29 0.52 4.22 0.57
110,000 以上 12 4.66 0.56 4.31 0.49 4.76 0.58 4.47 0.66 4.57 0.74 4.73 0.75

Ｆ 值  3.28** 1.36 4.29*** 0.98 3.26** 1.89 
Ｐ 值  0.004** 0.248 0.000*** 0.453 0.005** 0.101 

   30,000-40,000#    
   40,000-50,000#    

Scheffe 
事後比較 

   50,000-80,000##    
+P<0.10，*P<0.05，**P<0.01，***P<0.001；#表兩組間達 0.05 顯著差異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專業知覺是一種高度理性的心智判斷活動，旨在測度專業人員自我之認知標準。專業化是指一個

行業發展各項專業特性，以建立其專業地位的動態過程，也是某一行業與其他行業是否有所差異的過

程，它不但可使從業人員專業程度及社會大眾對該行業的支持得以提昇，亦可進一步使從業人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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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身為視覺傳達設計人員，對其投身服務的行業是否認知，是否自覺為專業人員，而願將專

業特性、價值觀及理念內化成為個人信念極為重要，也是專業知覺主要的因素來源。 

在自主性方面，從業人員自主性明顯高於學生，而與教師無明顯差異，此種結果與一般大眾認為

視覺傳達設計為「自由業」觀念相符，顯示從業人員強調專業判斷的獨立自主，不太受任何外界的干

涉。在專業承諾方面，從業人員明顯高於學生，顯示從業人員強調精神層面的充實，較不易轉業，而

學生因專業化程度不深，轉業機會很大，可能影響專業承諾。在同業自律方面，從業人員、教師與學

生並無明顯差異，顯示從業人員對於同業間應互相規範、彼此約束的行為認知並不完全具備。在服務

信念方面，從業人員服務信念明顯高於學生，顯示從業人員秉持增進社會福址之信念，確保服務品質。

相對地學生則缺乏此一信念，故應從教育著手。在同業認同方面，從業人員明顯高於學生，顯示從業

人員較能接受專業與同業價值觀及信念之薰陶，以影響專業工作之意見與判斷。綜合以上發現，可推

論視覺傳達設計從業人員具有高度專業知覺，雖然從專業屬性、發展過程及專業表現等角度而言，我

國視覺傳達設計業雖只具備某些專業條件，目前尚不被視為「真正」專業，充其量只是Barber (1963)
所謂的「逐漸浮現的專業」。但隨著一種職業開始在大學殿堂中尋求定位，並努力提升專業標準，它

就開始轉型為「逐漸浮現的專業」，我國視覺傳達設計業即是具備此種特質的「未來」專業[11]。 

此外，除服務機關規模外，性別、年齡、學歷、主修專長、職稱、工作年資及每月所得均為影響

專業知覺的重要變項，顯示「行業間」與「行業內」差異是構成專業知覺差異的重要來源。「專業」

並非法律所創，亦非自然生成，它是循序漸進發展而來，其有一定的演進歷程。因此，視覺傳達設計

業對於專業的發展應有適當的規劃與安排。從建立專業教育制度開始，分別從設立必要專業組織、採

取專業考試政策、發展專業倫理規範、改進專業技術與理論等方面著手，使各種相關特質蔚為專業文

化的一環，使「視覺傳達設計」專業能為一般大眾所認可，並廣泛性地加以接受。 

截至目前為止，文獻上對於專業知覺的研究雖有涉及，但針對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研究

則屬首創。因此本研究貢獻有二：1.瞭解視覺傳達設計人員之專業知覺程度，以提供產官學界針對視

覺傳達設計領域之專業規範、證照制度提出明確的實行制度，以提昇專業水準與公信力。2.瞭解專業

知覺的影響因素，俾提出增進專業知覺之有效辦法，以利視覺傳達設計業界制定妥善的人事任用與教

育訓練政策。本研究結果深具參考價值，不但可提供視覺傳達設計業界提昇專業認知之參考依據，而

且可指引視覺傳達設計業發展為「真正」專業所應有的努力方向。 

5-2 建議 

以下針對「視覺傳達設計」專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向相關單位提供若干具體建議，以作為未來施

政方針與政策制定之參考，期能有效制定並落實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往後的規劃藍圖。 

 

5-2.1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1.舉辦教師間之教育研討與心得交換，成立視覺傳達設計教育研究單位，針對視覺傳達設計教育課程

體系進行徹底檢討，以研擬一套新的系統方向及定位規劃。 

2.召集相關教師、專家學者評估現階段視覺傳達設計教育的問題所在，以及尋思將來可能的發展方

向。另外，可擴大設立視覺傳達設計科系師資培育機構，讓在校教師有持續進修的管道。 

 

5-2.2 對視覺傳達設計實務界之建議 

1.成立相關設計學會，定期舉辦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吸收國外相關資訊、定期發行刊物，以逐步提昇

我國設計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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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輸從業人員專業倫理觀念，以踏實、嚴謹、積極的態度從事視覺傳達設計工作，加強培養專業精

神並提昇職業道德，以培育國際化的設計人才。 

 

5-2.3 對政府有關單位之建議 

1.視覺傳達設計是一種高度心智的理性創作活動，其專業化演進已漸成熟，政府單位應儘速立法訂定

「視覺傳達設計師」証照考試制度，將視覺傳達設計專業服務納入行政監督，正式授予專業資格，

俾奠定其專業化地位。 

2.職業道德是專業化成員共同之信念與價值，雖無法律上之執行力量，但卻是維持專業於不墜的重要

規章，政府單位應透過行政運作，授與民間從業團體凝聚共識，制定典章細則，用以規範從業人員

執行業務的道德及價值標準。 

  

註釋 
 

1.現代視覺傳達設計是一門綜合性的應用學科，內容涵括人文學、社會學、心理學、行銷學、經濟學、

美學及視覺傳達等相關領域，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社會中，廣泛的「視

覺傳達設計」活動已儼然成為工商業界不可或缺的促銷手段，其涉及的領域包括平面設計、工業設

計、環境設計、室內設計、電腦繪圖設計、整體造型設計…等。 

2.從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來看，服務業發展大致可區分為五大階段：(1)非技術個人服務業，(2)技術

個人服務業，(3)企業服務業，(4)大眾化高度消費者服務業，(5)高科技商業服務業。從服務業演

進的過程可知，服務業是隨著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逐漸由低層次的經濟體系往高層次的經濟體系

發展。 

3.「生產性服務業」是指金融、保險、運輸、設計、通訊與加值網路等，對工業與製造有幫助、且能

創造附加價值的服務業。「消費性服務業」係指餐飲、旅遊、娛樂業、個人服務業，其通常會隨經

濟進步而自然成長，其目的在提昇生活品質與內涵。 

4.所謂專業係指一種專門行業，其乃運用較高層次的心智活動(如應用、分析、比較、綜合、評價、

想像、創造等)，將技術附屬於學理之下以完成特定目標的行為過程。 

5.本研究使用的工具係由六大部份組合而成：(1)Flango和Brumbaugh於1974年所編製之潛在社會角色

量表。(2)Berger 和Grimes於1973年所編製之世界性－地域性量表。(3)Hall於1968年所編製之專業

特性量表。(4)Snizek於1972年對Hall編製之量表所作之評估。(5)Bartol於1979年編製之專業特性

量表。(6)黃國隆於民國1986年編製的教師專業承諾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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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professionalism perception for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ers from five dimensions, which is autonomy,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peer 
self-discipline, service belief, and peer identification. It analyzed perception degre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practition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ir professional maturity.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visual communication practitioners’ professionalism perception, 
autonomy,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service belief, and peer identification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students, but those of practitioners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teachers. (2) sex,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pecialty, position, working year number, and monthly income are 
significant variables affecting professionalism perception except for the company size. Such findings 
imply that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had gradually become “emerging professionalism”. I 
expect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ers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fessionalism perception, Autonomy,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Peer self-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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