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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汽車維修人員在市場變動中的環保因素、電腦診斷與終身學習及生涯規劃關係。本研究利用量化研究方法進行調

查，分析相關文獻，並對資深汽車維修人員實施前測，與過去相關學者之研究相整合，建構出本研究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

市場變動、終身學習、生涯規劃的各分項間皆呈非常顯著相關。不同個人屬性變異數分析（variable analysis），在汽車維

修廠牌呈現非常顯著差異，在工作性質方面以鈑金噴漆人員的認知最低，工作年資愈高於提升本職學能之認知也愈高。電

腦診斷和環保因素方面於不同工作性質呈非常顯著差異，以引擎維修人員認知最高，鈑金噴漆最低。服務家數愈多電腦分

析能力愈強。年齡愈大環保因素認知愈強。職務屬性於環保因素以主管高於非主管。服務過的公司愈多環保因素認知愈高

。 本研究之成果可幫助汽車維修人員規劃生涯，及早做好終身學習的準備，提供其選擇有完整職業訓練之公司的參考。同

時建議各大汽車廠牌公司職業訓練課程的參考方向。開設汽車學程各級學校方面也可參考本研究，依汽車市場及從業人員

的學習需求設計相關課程，以達政府、學習機構及學習者共同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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