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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科技產業輪班人員休閒活動阻礙及休閒參與之概況，選取世界先進科技、冠華科技公司、矽品科技

、環隆電氣公司及可成科技公司，為研究樣本，共發放問卷500份，有效問卷389份，有效回收率為77.8％。研究結果顯示: 

一、休閒活動參與方面 1. 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教育程度的科技產業輪班人員，在休閒活動參與上有顯著差異。 2.

不同輪班工作年資及每月可支配金額的科技產業輪班人員，在 休閒活動參與上沒有顯著差異。 一、休閒阻礙方面 1. 不同

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輪班工作年資及每月可支配金額的科技產業輪班人員，在休閒阻礙上有顯著差異。 2. 不同教育程

度的科技產業輪班人員，在休閒阻礙上沒有顯著差異。 三、休閒阻礙與休閒活動參與之相關情形 1. 科技產業輪班人員的

休閒阻礙與休閒參與具有顯著負相關。 2. 科技產業輪班人員的休閒阻礙能有效預測休閒參與。

關鍵詞 : 科技產業(technology industry)、輪班人員(shift workers)、休閒參與(leisure participation)、休閒阻礙(leisure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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