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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oleman 在 1995 年提出情緒商數(EQ)的觀念後，全球掀起一陣 EQ 風，各行各業開始注意情緒商數所照成的影響。二十

一世紀將會是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因此資訊人員也相形重要。陳建宏(民86)的研究指出工作滿意與情緒商數有關，而許

士軍(民63)等人指出，組織氣候與工作滿意有關；Couger(1980)等人，指出領導風格與工作滿意有關，然組織氣候、領導風

格是否與情緒商數有關，則尚無探討，因此本研究針對組織氣候、領導風格與情緒商數相互的關係進行探討，並以資訊人

員為例。　　研究的結果發現，男性資訊人員情緒商數比女性資訊人員好；主管階級的資訊人員在謹言慎行的表現較非主

管資訊人員好，可是在圓融關係上的表現較差；已婚者比未婚者的情緒商數的表現好；工作經驗較豐富者，情緒商數的表

現較好；高教育程度者比低教育程度者情緒商數好；年齡愈大者比年齡愈小者情緒商數好。而組織氣候則普遍與情緒商數

有正相關。說服型領導風格其情緒商數普遍較告知型、參與型、授權型好；較富領導彈性者，情緒商數的表現較好。　　

國內近年來致力於發展軟體工業，軟體公司也紛紛即將上市、上櫃，資訊人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資訊人員必須長期面對

枯燥的電腦設備，而軟體開發的過程又是冗長，複雜，在此同時，情緒也將受影響，效率、創造能力也將大為降低，故提

昇資訊人員之情緒商數，減少負面情緒所帶來的壓力、焦慮、以提昇人員的工作效率、創造性。本研究結果希望提供國內

企業界管理及激勵資訊人員時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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