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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IC 產業的發展，根據（IEK）統計2005 年產值達到1.1 兆新台幣，對台灣的經濟成長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大陸逐漸

成 為半導體市場需求發展最快與最重要的區域，未來 市場轉移連帶技術、人才的外移， 將面臨來自大陸的 挑戰與威脅。

然而提高工作滿意度，是降低員工流動率的 關鍵，而個人屬性特徵之人口統計變項、工作特性及領導型態為影 響工作滿

意度的因素，因此，為留住及吸引國際人才在台灣工作， 本研究目的將探討兩岸IC 產業員工工作特性及領導型態與工作

滿 意度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兩岸不同工作特性對工作滿意度獲得部分支 持，大陸地區僅工作多樣性對工作滿意度獲

得支持。不同領導型態 對於工作滿意度具有相關性，代表適切的領導可以創造更好的滿意 度，個人屬性特徵在工作特性

、領導型態研究結果未獲得支持，而 在工作滿意度方面獲得部分支持。根據結果建議，企業應規劃完善 的工作內容，以

提升工作滿意度；領導型態同樣會影響工作滿意 度，管理者應該針對不同的員工應該給予不同的領導方式，使員工 感到

高度的滿意感，進而創造更高的績效。

關鍵詞 : 工作特性、領導型態、工作滿意度、半導體積體電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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