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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於大陸地區台資企業員工多存跳槽心理，流動頻繁，造成管理問題的現象，依據以往文獻經驗，透過問卷調查，

驗證在中國這個世界新興市場內，大陸台資企業薪資給與、福利措施是否造成陸籍員工有跳槽、離職意圖的原因，屬意念

階段的研究，俾提供台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參考。 研究問卷發放採隨意抽樣方式，以大陸華中、華東、華南地區的台資

企業內陸籍員工為對象，共計發出問卷550份，回收有效問卷389份。經利用電腦統計軟體以簡單迴歸、複迴歸分析、驗證

，獲以下結果： 一、 在簡單迴歸分析中，企業薪資給與自變項工資、津貼、獎金均分別對員工離職有顯著影響；在複迴

歸分析中，企業薪資給與對員工離職意願有顯著影響，其中工資具顯著影響，津貼、獎金影響則不顯著。 二、 在簡單迴

歸分析中，企業福利措施自變項經濟性福利、娛樂性福利、設施性福利、強制性福利均分別對員工離職意願有顯著影響；

在複迴歸分析中，企業福利措施對員工離職意願有顯著影響，其中娛樂性、強制性福利具顯著影響，經濟性、設施性福利

影響則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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