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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組織變革對空軍修護人員工作生活品質之研究」；旨 在探討空軍修護單位同仁，面臨實施「組織變革」時，針對

組織變 革知覺、工作特性與工作生活品質之關聯性的影響，以提供管理階 層研訂「組織變革」續行方案的參考，藉以降

低人員之反彈阻力， 落實變革政策之進行，並可有效提昇單位工作績效及任務目標之達 成。本研究以空軍修護人員將級

以下之同仁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32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27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5.94%，具體 之研究成果如下：一、

探討空軍組織變革知覺與工作生活品質關聯 程度。由本研究獲知組織變革知覺中「工作效率」及「前程管理」 對工作生

活品質各構面呈現出正面顯著影響；「變革效益」變項則 對構面無顯著影響。二、探討空軍工作特性與工作生活品質關聯

程 度。由本研究獲知工作特性之「工作自主性」、「工作重要性」對 工作生活品質各構面呈現出正面顯著影響；「工作

完整性」、「工 作多樣性」、「工作互動性」變項則對構面無顯著影響。三、探討 空軍修護單位同仁，其個人特徵在組

織變革與工作生活品質關聯程 度。本研究發現「軍事進修學歷」與「教育程度」對工作生活品質 各構面呈現出正向顯著

影響，「年資」則呈現出負向顯著影響。組 織變革知覺、工作特性與個人特徵對工作生活品質有顯著影響，獲 得驗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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