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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主要係運用 Locke (1969) 的差異理論 (Discrepancy theory) 及凌文 輇 (1987) 的 CPM 理論， 以大陸東南沿海設廠 ( 製

造 業 ) 的台商組織中之大陸 員工為抽樣對象，探討員工知覺的領導行為與 其工作態度間之關係。所欲探討的問 題為：(1) 

員工對領導行為之重視 程度、期望之領導行為與其需求強度間之關係為 何？(2) 員工知覺的領 導行為與其工作態度間之關

係為何？(3) 員工知覺－期望的 領導行為差 距與其工作態度間之關係為何？(4) 員工知覺的領導行為及知覺－期望 的領導行

為差距與其工作態度之聯合關係為何？(5) 是否因員工重視不同 的領導行 為，使得知覺－期望的領導行為差距與工作態度

之關係受影響 。 由於人力、 財力及資料收集不易等因素限制 ， 故採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式，分兩階段進行

樣本 收集。總計對 10 大陸台商企業進行問卷調 查，共發出問卷 750 份， 回收 647 份，剔除無效問卷 118 份外，有效問卷

共有 529 份，總回收 率為 86.27%，有效回收率為 70.53%。 資料經分析後，針對本研究之問題，歸納得到以下六點結論：

一、員工對領導行為之重視程度與需求強度之關係顯示：除員工的長期生 存需 求強度與重視領導行為「個人品德」無顯

著相關外，其餘，員工的 長期需求強度愈 強，則愈重視領導行為。而當員工目前無論處在任何一 個需求層次，其需求強

度愈 強，則愈重視領導行為。二、員工期望之領 導行為與其需求強度間之關係顯示：除 員工的長期生存需求、目前生存 

需求強度與期望的領導行為「個人品德」無顯著相 關外，其餘，無論是 員工的長期需求或目前需求，其需求強度愈強，

則對領導行為 的期望愈 高。三、員工知覺之領導行為與其工作態度之關係顯示：員工知覺的領導 行為各構面與其工作態

度各構面均呈顯著正相關，其中知覺的領導行為「 團體維繫 」與工作態度的相關強度較強，而「個人品德」與工作態度

的 相關強度較弱。且員 工知覺的領導行為各構面對其工作態度均有顯著的 影響，其中，對「組織承諾」的 影響最大，其

次為「工作滿足」，再其 次為「工作投入」。四、員工知覺－期望的 領導行為差距與其工作態度 間之關係顯示：員工對

知覺－期望的領導行為「團體維 繫」差距愈大， 則員工工作滿足、組織承諾愈低，而「個人品德」差距愈大，則工 作投 

入愈低，但「工作績效」差距卻與工作態度無顯著相關。且員工知覺－期 望的 領導行為差距各構面除對「工作投入」外

，實為影響工作滿足與組 織承諾的重要變 項，其中此差距對「組織承諾」影響較大，其次為「工 作滿足」。五、員工知

覺的 領導行為及知覺－期望之領導行為差距與其 工作態度之聯合關係顯示：員工知覺的 領導行為「團體維繫」、「工作 

績效」及「個人品德」愈高，則員工的「組織承諾 」及「工作投入」較 高，「工作滿足」亦較大。若員工對知覺－期望

之領導行為「 團體維繫 」差距、「個人品德」差距愈大及員工知覺的領導行為「團體維繫」愈低 ，則員工的「工作滿足

」、「工作投入」愈低。六、員工重視不同的領導 行為構面 影響知覺－期望之領導行為差距與工作態度之關係顯示：員

工 知覺－期望之領導行 為差距與「工作滿足」之關係會因員工對領導行為 各構面之重視程度而有顯著的影 響，其中重視

「團體維繫」之影響最大 。而員工知覺－期望之領導行為差距與「工 作投入」、「組織承諾」之 關係會因員工對領導行

為「工作績效」和「團體維繫」 之重視程度而有 顯著的影響，其中重視「工作績效」之影響較大，但不因員工對領 導行 

為「個人品德」之重視程度而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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