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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中不同事業型態、民營化方式、民營化進程對組織承諾之影響研究，並以民營化初期

之企業化經營公營事業和民營化後期之純民營化事業員工為本研究對象，採用多構面之研究架構，包括個人構面、工作構

面及組織構面等相關變項，並加入變革認知為中介變項，用以探討國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中之組織承諾模式。依據民營化初

期之企業化經營公營事業和民營化後期之純民營化事業的問卷資料透過SPSS統計軟體分析處理後提出建議，以供其他不同

國營事業推動民營化之參考，期望理論與實務能相互配合，並驗證本研究在學理上及實務上之應用價值，以供後續研究作

為參考。研究結果發現： 1. 年齡和服務年資在組織承諾與留職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 2. 年齡、教育程度與服務年資在價

值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 3. 不同民營化環境、年齡、服務年資與工作職位在努力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 4. 組織氣候與組

織承諾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5. 組織氣候對組織承諾具有直接影響力。 6. 變革認知在組織氣候與組織承諾之間，有顯著

中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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