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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知識與生活水準的提升，人們對工作及生活品質的要求相對提昇，進而重視兩者之間的平衡。由於工作生活

品質的滿意度越高則工作倦怠感受就較低、服務態度會越好及組織承諾程也愈高，因此對於後續的工作態度與組織行為影

響甚鉅。 在傳統的觀念下，社會產生男性及女性勞動者分別集中於不同的職業，而因為性別因素而造成的職業區隔現象；

然而，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變遷及社會發展，性別特徵不再是職業區隔的主因，能力或資格更成為職業選擇的重點。男

性可選擇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從事之職業，女性亦可以選擇或從事傳統男性主導的工作。而當男性從事女性職業或女性從

事男性職業時，則稱為男性或女性的非傳統職業 研究為探討傳統與非傳統對自我效能對工作生活品質的干擾影響，而定義

中以男性與女性從事警察、教師為傳統與非傳統職業，故本研究樣本對象為警察與教師。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檢視自我效

能對工作生活品質的影響。根據相關文獻整理出年齡、年資和教育程度會對工作生活品質產生影響，且在本研究中也確實

會造成工作生活品質上的差異，因此將年齡、年資和教育程度作為工作生活品質的控制變數，並進行因果關係的檢驗，以

釐清自我效能對工作生活品質的實際影響。另以傳統與非傳統職業作為本研究的干擾變數，以確認自我效能與工作生活品

質之間的關係。經過研究假設、研究設計及樣本資料統計分析後；個人自我效能愈高，其工作生活品質愈高，傳統與非傳

統職業對自我效能與工作生活品質未干擾效果。

關鍵詞 : 自我效能、工作生活品質、傳統與非統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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