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訓練、員工個人變項影響兩岸壽險業業務員離職頃向之研究

黃俊文、劉家駒

E-mail: 922279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分析目前兩岸壽險業對業務員之教育訓練，並探討其與業務員離職傾向之間的關係。教育訓練部分，本研究以「知

識」、「態度」、「技巧」、「習慣」之教育訓練內容對業務員之助益程度，及個人變項中之「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服務年資」等為自變數，以業務員離職傾向為依變數。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壽險業部分，「知識」、「習慣

」、「性別」及「教育程度」對業務員離職傾向呈顯著正相關。中國壽險業部分，「知識」、「性別」、「教育程度」及

「服務年資」對業務員離職傾向呈顯著正相關，「年齡」則呈顯著負相關。 本研究並提出下列建議供業界參考： 一、教

育訓練雖可能提高部分業務員之離職傾向，但依然是 壽險業經營之必要項目。 二、壽險業除教育訓練外，應有更完備之

留才制度，以降低 業務員離職傾向。 三、外資進入中國壽險市場後，勢將增加中國業務員離職傾 向，業者宜有因應措施

。 四、壽險業者於進入中國市場前，應對其壽險業之實際發展 條件及狀況，深入了解，慎做評估，不宜躁進。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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