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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文化的差異，西方的領導理論並不全然適用於華人社會，基於此，本研究以華人社會特有的家長式領導理論為基礎，

探討家長式領導對部屬工作士氣影響效果為何？家長式領導對與部屬間的關係品質影響效果為何？關係品質在家長式領導

與工作士氣間的中介效果為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使用便利抽樣方式以台灣工業製造業為研究對象，共發出500份

問卷，回收362份，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計有328份，回收率65.6%。研究結果如下：(1)家長式領導中的仁慈與德行

領導對工作士氣有正向的影響效果；而威權領導則為負向的影響效果；(2)家長式領導對關係品質具有正向影響效果(3)關係

品質在仁慈領導與威權領導對工作士氣具有中介效果。最後，討論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方向，以及理論意涵與管

理實務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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