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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訓用合一職前訓練計畫之訓練遷移成效，以作為相關事業單位及訓練機構在未來辦理時之參考。為達上述

之目的，以文獻探討為理論依據自編問卷，採郵寄及傳真問卷調查方法，選取2003、2004年參與該計畫之事業單位為研究

對象，採用普查方式發出問卷103份，共回收80份(回收率78%)，經統計、分析後，依據研究結果與研究發現，歸納出研究

結論臚列於下： 一、訓用合一職前訓練之事業單位除規模外，行業別、有無專責訓練單位、訓練時數等，在訓練遷移成效

上沒有差異。 二、訓練設計、主管支持程度、非金錢報償的使用，在訓練遷移成效上有差異。 (一)訓練設計愈符合技術性

訓練原則時，訓練遷移成效愈好。 (二)主管愈支持訓練及工作中提供協助，訓練遷移成效愈好。 (三)非金錢報償的運用愈

多，訓練遷移成效愈好。 三、事業單位特性、訓練設計、主管支持、報償對訓練遷移成效之迴歸分析，具預測效果。 依

據結論本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後續研究建議 (一)採用不同的衡量標準進行研究。 (二)針對其他年度，持續進行相關研究

。 (三)針對單一產業進行深入研究。 二、對於事業單位之建議 (一)注重實作或練習，並在訓練結束後，自行擴充訓練課程 (

二)以多元的酬償制度，代替懲罰的相關措施，強化學習的效果。 (三)分析、歸納退訓、離職的原因，並提出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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