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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外派大陸人員之工作特性、個人創造力與工作績效之相關研究。以工作特性、（工作自主性、工作完整性作重

要性、技能多樣性、工作回饋性）與個人創造力為自變項，以個人工作績效為應變項。 本研究以外派大陸地區之人員為研

究對象，一共發放份780份問卷，而回收的有效問卷一共有267份，並利用SPSS 10.0電腦統計套裝軟體以迴歸驗證，獲以下

結果： 一、工作自主性、工作完整性、作重要性、技能多樣性、工作回饋性，對個人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二、個人

創造力對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有顯著影響。 三、工作特性對於個人工作績效並無顯著影響，個人創造力對個人工作績效

有顯著影響，工作特性與個人創造力，對個人工作績效有部分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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