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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人員之工作滿足與離職 之關係，並分析個人屬性等變項在工作滿足和離職傾向上的差

異 。本研究修訂Smith 等人的「工作描述指標」(JDI) 量表與黃開 義的「離職傾向」量表發展出問卷，並透過便利取樣的

方式，由 研究者直接針對四家百貨公司的化妝品專櫃人員，進行直接問卷 填寫方式收集資料。共發出250 份問卷，去除無

效問卷8 份，總 共有效問卷為217 份，回收率為86.6%。 經資料分析後獲得四項研究結果。一、影響百貨公司化妝品 專櫃

人員之工作滿足的因素有年齡、教育程度、職位、工作地點 與服務品牌。二、影響百貨公司專櫃人員離職因素有年齡、工

作 地點以及服務品牌等因素。三、整體而言，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 人員之工作滿足對人員離職傾的預測力解釋極低。四

、百貨公司 專櫃人員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的相關性呈低度正相關。 最後，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人力資源管理實務運用

上建議 化妝品業的上司督導模式應檢討，以及新進人員與資深人員薪資 的公平性需仔細檢視。為降低離職率應關注年齡

層間差異以及工 作場所的差異對員工離職傾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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