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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大陸航空公司積極開放召募台灣飛行機師，對台灣飛行市場影響或將引發飛行專業人才的流失效應，殊值探討

。   本研究依理論架構，進行質化研究，由飛行員之就業動機相關因素深入個案訪談，推導出除經濟報酬、環境因素、自

我實現等因素外，如以心理距離、實質成本效益代替心理因素與實質成本，探討就業動機，更能詮釋構念；其次發現，因

其對大陸飛行市場環境之陌生，為更增加談判籌碼和成功機率，激發他們由個人就業行為產生轉變成集體就業行為。另台

灣飛行員至大陸就業型態，僅選飛行，主因乃他們確認唯有運用其本身飛行技術專長，才能駕輕就熟的結合工作、尊嚴與

興趣。綜觀分析，台灣飛行機師轉往大陸就業，主要為有感於台灣飛行市場現況環境與未來發展，充滿不確定性與危機威

脅，無非想趁年輕，充分運用其原有特殊專長，尋求更穩定工作，以維持高品質生活；而同文、同種、同風俗習慣且近距

之中國大陸，具備龐大市場需求和樂觀前景是為其前往大陸重要動機誘因；在工作壓力和不穩定危機感之情況下，會透過

特殊管道尋求協助，並積極蒐集相關資訊與準備工作，趨向以同型機種、相同語言文化、經驗豐富等優勢條件，成功進入

大陸飛行市場就業工作。 專業技術精英人才，實為企業機構之核心競爭力。本研究僅提供個案分析結果及案例參考探索台

灣飛行人才流失的問題，未來學者可再進行相關研究，以更臻週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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