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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派遣的有效運用不但能降低企業人力成本，還能幫助企業資源彈性的運用，因此目前企業界運用人力派遣儼然已成為

新趨勢。然而因為「僱用」、「實質使用」關係分離的特殊制度，而使得派遣人員之素質、工作態度等條件不易掌握，因

而影響其工作績效表現。有鑑於此，本研究欲探討主管轉換型領導對派遣人員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並且

為要派企業在管理派遣人員上，提供建議。 本研究以漢翔航空公司內部派遣人員為研究對象，發放400份問卷，共回收有

效樣本169份，研究結果發現如下：（1）轉換型領導、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彼此均具有顯著正相關性。（2）轉換

型領導，對組織承諾有部分顯著影響。（3）轉換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部分顯著影響。（4）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

行為有部分顯著影響。（5）轉換型領導會透過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部分顯著影響。 根據此研究結果，本研究建

議個案企業應該運用轉換型領導以激勵派遣人員、提昇主管內外在的能力，並建立上下層級之間的溝通管道，才能達到運

用人力派遣的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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