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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職家衝突、工作涉入與工作績效之間的關係，並以高科技產業為例。瞭解員工職家衝突之現況，以及

探究職家衝突是否會使工作涉入與工作績效之關係產生影響。 　　在資料收集方面，以天下雜誌2011年公佈之1000大製造

業中之高科技產業公司為研究母群體，採取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回收為403份。將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

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相關分析、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等方法。 　　

研究發現，工作涉入對工作績效具顯著正向影響；職家衝突對工作績效具顯著正向影響；職家衝突對工作涉入與工作績效

之影響具部分顯著正向干擾效果。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高科技業者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 : 職家衝突、工作涉入、工作績效、高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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