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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五年級生與七年級生兩個世代者的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滿意度作探討，以了解其間的差異，進而對企業主的工作

管理者的人才甄選與相處等提出建議，使新舊世代各展所長，並在工作效能上發揮其效用。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以下三各

目的：1.世代差異與工作價值觀之相關性之探討；2.世代差異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性之探討；3.世代差異與工作價值觀、工

作滿意度之相關性探討。 本研究共發出160份問卷，回收問卷160份。因本研究主題之對象為針對兩個不同世代，其中五年

級生80人，七年級生80人。經由研究結果發現，兩個不同世代員工之工作價值觀有顯著差異；在工作滿意度有部分顯著差

異，五年級生的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七年級生的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五年級生迴歸分

析中，在「自我成長」取向構面與「休閒健康與交通」取向構面是對五年級生的滿意度具有影響力。七年級生迴歸分析中

，在「休閒健康與交通」取向構面與七年級生的內在滿意度具有影響力。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所得之結果，作揖討論並

對企業主、員工個人及後續研究作者作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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