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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中，員工抗拒因素經常是造成民營化失敗的主要原因。隨著世界經濟發展情勢的國際化與自由化，民

營化已是經濟發展擋不住的潮流，但大部份國營事業員工因憂慮未來不確定性而抗拒組織變革。本研究採取個案分析法，

以漢翔公司推動民營化之員工為探討對象，探討個人成就動機、工作滿足及組織文化，與員工變革態度間關係之實證研究

。 本研究採用多構面研究架構，依個人成就動機層面、工作層面及組織層面等相關預測變項，包括了個人成就動機、工作

滿足及組織文化等，以民營化變革認知、工會認知、公司承諾與工會承諾為中介變項，透過蒐集資料、構面選定、問卷設

計、樣本選取及問卷調查等，並運用信度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及路徑分析等方法，以建立國營事業民營化組織變革環境下員工變革態度預測模式。提出七點研究結論如下: 1、不同年齡

、婚姻狀態、服務年資、薪資、職位之員工，與民營化變革態度存在顯著差異。 2、員工之成就動機與變革態度存在顯著

正相關。 3、員工工作滿足之升遷滿足與變革態度存在顯著正相關。 4、組織文化在民營化員工變革態度上沒有存在顯著

差異關係。 5、員工之民營化變革認知與變革態度存在顯著正相關。 6、成就動機及工作滿足透過『變革認知』對員工變

革態度產生顯著中介影響。 7、變革認知之『員工權益認知』對支持民營化變革態度之預測力最強。

關鍵詞 : 民營化 ; 組織文化 ; 變革態度 ; 公司承諾 ; 工會承諾 ; 組織變革 ; 成就動機 ; 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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