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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國防部推動組織變革精簡人力，造成人員工作負荷增加，且升遷競爭更加激烈，組織內之成員能否保有人事精簡前之工

作態度敬業樂業的工作，樂意留任並奉獻其專業知識及能力，還是因此離職意願高漲實為一相當值得研究之課題。本研究

係以國軍中某一通信專業部隊為調查對象，透過統計分析軟體SPSS進行資料整理及分析。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

及迴歸分析等分析方法，探討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及離職意願之關係。本研究共計發出318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02份，

根據所收集的資料分析結果發現：(1)婚姻狀況、年齡、服役年資及學歷等個人屬性對工作滿足呈顯著正相關；(2)婚姻狀況

、年齡、服役年資及學歷等個人屬性對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關；(3)工作滿足與離職意願呈顯著負相關；(4)組織承諾與離職

意願呈顯著負相關；(5)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關。經此依實證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工作滿足高則離職意願較低，組

織承諾高則離職意願較低；亦即設法提高研究對象之工作滿足或組織承諾均可以降低研究對象之離職意願，將可以為組織

留住人才，對於組織整體能力之提升有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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