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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報業內、外環境改變影響下，報紙分類廣告從業人員為求生存發展及績效之提昇，應加強主管領導型態之改善，及員工

人格特質之分析、運用，而對於採用之調整方式都將對業務員心理及行為上造成直接影響，並擴及績效和產出﹔本研究旨

在探討報紙分類廣告業務人員之主管領導型態、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針對國內各主要分類廣告代理商所屬之

業務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362份有效回收問卷之觀點進行實証研究，本研究運用因素、信度、變異數、事後比較及迴歸

分析等統計方法瞭解其顯著差異性，希冀由本研究結果，提供報紙分類廣告業務管理者對業務人員之甄選及領導型態改善

之參考，其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工作滿意度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之個人背景因素：在工作滿意度構面上，包括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相關科系、工作層級﹔在主管滿意度構面上，包括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程度、相關科系、工作年資

、工作層級、工作經驗﹔在同事滿意度構面上，包括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相關科系、工作年資、工作層級、工作經

驗﹔在薪酬滿意度構面上，包括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相關科系、年資、工作層級、工作經驗﹔在升遷滿意度構面上

，包括年齡、婚姻、教育、相關科系、工作層級、工作經驗。 二、主管領導型態，在工作滿意度各構面上均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而在工作、主管、同事、薪酬、升遷各滿意度構面上，分別以採用「低關懷高定規」、「低關懷低定規」、「高關

懷高定規」、「高關懷低定規」其所呈現之滿意度最高。 三、內外控人格特質在工作、主管、同事、升遷各滿意度構面上

均達顯著差異，且發現在工作、升遷各滿意度構面上內控傾向大於外控，而在主管、同事各滿意度構面上外控傾向大於內

控。 四、A/B型人格特質在工作、主管、升遷各滿意度構面上均達顯著差異，且發現在工作、升遷各滿意度構面上A型傾

向大於B型，而在主管滿意度構面上B型傾向大於A型。 五、主管領導型態之關懷因素、內外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為顯

著正向影響；主管領導型態之定規因素、A/B型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為顯著正向影響；主管領導型態之關懷因素、A/B

型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為顯著負向影響；主管領導型態之定規因素、內外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為無顯著影響。

關鍵詞 : 人格特質 ; 領導型態 ; 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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