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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旨，在探討生涯移動模式對內部稽核工作績效的影響，以了解內部稽核人員的生涯移動模式如：向上晉升的移

動(層級移動)、水平的輪調(功能/技術移動)及核心移動(徑向移動)，並加入公平認知探討其對兩者之間之干擾影響，對內部

稽核人員工作績效的影響，並從此關係中去了解生涯移動程度與內部稽核工作績效間的變動情形。因此，透過台灣地區內

部稽核協會之內部稽核人員問卷進行分析，總共發出185份問卷。隨後，藉由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生

涯移動和生涯移動模式之功能/技術移動及徑向移動對內部稽核工作績效有顯著正向關係，生涯移動模式之層級移動呈無

顯著關係；公平認知對生涯移動和內部稽核工作績效之間無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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