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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點：一、分析並比較目前兩岸壽險業較常採行之激勵制度；二、瞭解兩岸壽險業 務員對不同激勵制度

的反應。 　研究結果顯示：一、以未分類的激勵制度觀之：大陸地區壽險業務員較偏好可以短期間獲致或是不定 期實施

的激勵制度；台灣地區壽險業務員較偏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獲致，或是經常性實施之激勵制度。 二、以分類後之激勵制度

觀之：物質型、社會型及活動型三大類型激勵制度不論是在業務員的重視程度 （價值）、獲得之可能性以及激勵效果上，

都有顯著的差異。且兩岸共同的特質為：物質型與活動型不 論就價值、可能性或激勵效果而言，均顯著高於社會型激勵制

度。三、個人特質變數對各類型激勵制度 的激勵效果觀之：台灣地區部份，「性別」、「公司形態」、「收入」等變數對

各類型激勵制度的激勵 效果，有顯著的差異；而大陸地區部份，「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公司形態」、「

職級」 、「轉任跳槽經驗」等變數對各類型激勵制度的激勵效果，有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對兩岸保險業者之建議為：

一、各類型激勵制度的實施不可偏廢。二、在實施多樣化的激勵制 度時，應暸解業務員的真正需求並評估業務員獲得該項

激勵制度的可能性。三、應時時調整「激勵組合 」。四、不管是大陸業者希望引進經驗，或是台灣業者將來「登陸」經營

，應體認兩岸間諸多差異而知 所取捨。五、應配合經營管理的特色，發展出具差異化的激勵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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