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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中國大陸改採開放性經濟政策下，再加上台灣投資環境的惡化，台商赴大陸投資與日俱增，外派人員對公司的的重要

性也相對提升。但以往研究都偏重工作特性、和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卻未考量員工本身的責任感，故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派駐

大陸人員的工作特性、責任感和工作滿意度來進行探討。 本研究是以台灣企業外派大陸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問卷調查以

在大陸工作的台籍幹部對象，共發出300份問卷，來驗證與探討工作特性、責任感等兩個變數，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本

研究發現如下： （1） 工作特性各構面（自主性、工作完整性、技能多樣性）對工作滿意度各構面（內在滿意、外在滿意

、整體滿意）均呈正向顯著影響。 （2） 責任感對工作滿意度各構面（內在滿意、外在滿意、整體滿意）均呈正向顯著影

響。 （3） 在責任感干擾下，工作特性各構面（自主性、工作完整性、技能多樣性）對工作滿意度各構面（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整體滿意）無顯著影響。

關鍵詞 : 工作特性 ; 責任感 ; 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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