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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災難頻傳之下，所謂「消防無國界」，消防技術交流是有必要性。海外派遣人員赴國外人道支援救災，更顯其重要

性，對於派遣赴海外我國國搜救隊之工作特性與組織承諾，將對整個救災組織承諾有影響，並擴及人員救災績效，尤其領

導型態之不同，被普遍認為影響部屬之組織承諾，組織承諾(Organizationl Commitment)是指個人對特定組織認同與投入的

相對強度，組織成員落其組織承諾高，則表示該成員對其所屬組織之目標與價值高度認同，願意為其組織付出努力，且強

烈的渴望，繼續達成該組織的一份子。 本研究以領導型態（結構領導、體恤領導）與工作特性影響組 織承諾關係之探討

。經過時正研究後，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結構領導、體恤領導與組織承諾影正面影響。 二、技術多樣性對組織承

諾具有正面的影響。 三、工作完整性對組織承諾具有正面影響。 四、工作重要性對組織承諾具有正面影響。 五、工作自

主性對組織承諾具有正面影響。 六、回饋性對組織承諾具有正面影響。 七、組織承諾與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無顯著影顯

。

關鍵詞 : 領導型態、工作特性、組織承諾、國際搜救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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