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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軍事主計機關為研究對象，探討角色壓力、工作倦 怠與工作態度之關聯性。研究者使用「角色壓力、工作倦

怠與工作 態度調查問卷」，以軍事主計機關為對象，回收統計後有效問卷441 份。 分別以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t 檢定

與變異數分析、線性結構分 析、Pearson 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分析，以比較不同背 景之角色壓力、工作倦怠與

工作態度間之差異與相關情形，獲得下 列結論： 一、就角色壓力與工作倦怠兩構面而言有顯著關係，角色壓力的 建構對

工作倦怠具有顯著影響。 二、就工作倦怠與工作態度兩構面而言有顯著關係，工作倦怠的 建構對工作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 三、就角色壓力與工作態度兩構面而言有顯著關係，角色壓力的 建構對工作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四、工作倦怠在自變

項關係連結與依變項總體績效間，具干擾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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