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能力與網絡關係對於背離組織自行影響之研究

江翊世、李德治

E-mail: 344731@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上班族的專業能力、網絡關係對於背離組織自行創業之影響，探討樣本以台灣台中市及彰化縣中小企業

上班族為主 ，共發放400份問卷，回收358份，去除無效問卷43份，有效問卷共315份，有效回收率為87.99%。使用SPSS套

裝軟體做為實證分析工具，以敘述性統計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迴歸分析、層級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方法進行實證

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專業能力越強，愈容易背離組織。創業動機越強，愈容易背離組織。網絡關係越好，愈容易背

離組織。專業能力對創業動機具正向影響。網絡關係對創業動機具正向影響。創業門檻對專業能力與背離組織間不具顯著

的調節效果。創業門檻對網絡關係與背離組織間具顯著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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