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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欲探討休閒從業人員之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壓力及其休閒行為、離職傾向間之 關係。本研究採方便

抽樣法，以實地問卷調查方式進行收集資料的工作，並針對九種休閒產業共計發出 900份問卷，有效問卷479份，回收率

達53.2％。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次數及描述性分析、信度檢定、PER -SON相關分析、t檢定、卡方檢定、ANOVA分析等。

茲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基本資料方面：填答者以女性、大學畢業、未婚、目前尚無子女者之人數最多，平均年齡28歲；

工作 型態以全職、工作於客服部門、職稱是服務人員、服務年資1至2年、因工作性質而無法安排其假期之人 數最多。假

設驗證方面： (1)愈傾向於A型人格者，其工作壓力感受愈大； (2)性別與工作狀況不影響填答者之工作壓力感受程度；年齡

愈輕、服務年資愈淺者，其工作壓力感 受愈強；學歷與工作壓力間似乎呈倒U型關係；未婚、目前尚無子女者之工作壓力

感受均顯著高於 已婚者及已有子女者； (3)工作特性程度愈低，其工作壓力感受愈大，但變化性愈大，其焦慮感受愈強；

(4)當填答者之工作壓力愈大時，其離職傾向程度愈強，且休閒滿意程度愈低，並傾向於選擇不需 花費太多心思與精力的休

閒活動，而當其憂鬱、不滿足感受愈強時，反而會減少其休閒活動量 ；不論填答者之工作壓力感受如何，皆和其休閒阻礙

活動類別無顯著相關，但工作壓力感受程 度愈強，愈有可能知覺到體能、交通等休閒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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