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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為個人工作契合度對於組織行為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希望能探討究竟什麼因素影響了個人工作契合度。同時，

由於中國人重視關係，尤其是上司與部屬的關係會影響到員工在團隊中的感受。但是是否與上司的關係良好，就可以直接

帶來個人工作契合度的提升？還是需要有溝通做為中介，才能讓員工有適合這份工作的感受？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品質」、「溝通滿意」和「個人－工作契合度」之間的關係，總共發出390份問

卷，回收346份，有效問卷300份。研究結果顯示：(1)「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品質」對「個人－工作契合度」有正向影響

；(2)「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品質」對「溝通滿意」有正向影響；(3)「溝通滿意」對「個人－工作契合度」有正向影響；(4)

「溝通滿意」於「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品質」與「個人－工作契合度」達到完全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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