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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經由理論與文獻的探討與搭配實證的研究，探討大陸員工工作價值觀(Work Values)、生活型態(Lifestyle)與員工福利

偏好(The preference of Welfare)之關係，以協助台商企業能充分瞭解大陸員工的工作價值觀與福利偏好的差異，而在人力資

源的管理上能夠適切的制定各種管理機制與福利措施，以提高優秀人才之向心力，進而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研究對象以某

台商大陸工廠之員工為主，透過隨機取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1000份問卷，回收989 份，扣除無效問卷193 份，

有效問卷79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9.6%。並採用SPSS 統計視窗軟體作為統計分析之工具，針對樣本進行資料分析。 研

究所得結論如下： 1.不同員工個人統計變項對工作價值觀及福利偏好上部份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2.不同員工生活型態對工

作價值觀會有顯著的影響。 3.不同員工生活型態對福利偏好會有顯著的影響。 4.員工工作價值觀對福利偏好有顯著的影響

。 以上結論將分享給企業者、相關學者，以及提供未來相關研究者之方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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