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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髮店長賦予現場店務之管理者，舉凡人事管理、人才培育、物料控管、行銷、環境衛生、設備維護、公關，以提昇服務

品質創造公司利潤，並增加顧客滿意度。 美容師對美髮業來說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對美髮業這種專業型組織而言，實務

上提昇員工績效的方法，最普遍也最常採用的方式是藉由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來促進美髮設計師在技術上與專業上的能

力，所以美髮業者對於設計師的教育訓練是從來都不會吝嗇的，但或許就是捨得給予，有時會有訓練過多，教育不彰的情

形，以致形成成本過高，同時卻無法掌握教育成效的狀況。 本研究發現技術課程對於技術性收入成長有顯著的影響，功能

性的教育訓練課程對店內銷售收入成長有顯著的影響，而功能性的教育訓練課程對總業績收入成長有顯著的影響，同時技

術性課程與功能性課程之交互作用對於總業績收入成長亦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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