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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大陸政府改革開放後，大量的台灣企業西進至大陸，相對而言，海外派遣人員的重要性也日漸提高，然而台灣近幾年

研究海外派遣人員的研究多站在企業的角度，著重於員工特質是否適任的問題，相對而言，較少從員工心理層面的滿足來

探討如何增進員工之工作效率，故本研究嘗試從員工的角度出發，以提供海外派遣機制不同的觀點與建議。 本研究試討論

組織承諾、領導型態和員工工作滿足間的關聯性，針對目前國內外派至大陸之員工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兩百份問券，有

效問卷73份，以簡單迴歸及副迴歸進行統計分析，並得出以下之結論： (一)領導型態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的影響力。換言

之，適當的領導風格，會帶來較高的工作滿足。 (二)組織承諾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的影響力。換言之，高度的組織承諾會

帶給員工高的工作滿足。 總結以上結論，適當的領導風格和組職承諾對員工滿足是具有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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