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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工作生活方案對員工生涯發展之影響，以組織文化作為干擾變項加以驗證，故論文主要之研究目的；首先，探

討工作生活方案、組織之工作家庭文化與員工生涯發展之間的關係。其次，以組織之工作家庭文化為干擾變項，並進一步

檢測其與工作生活方案交互作用對員工生涯發展的效果。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天下雜誌2007年評選之1000大製造業

、500大服務業及100大金融業，刪除國營事業、公部門及保險業後，共篩選出500家企業以其主管作為本研究之樣本。資

料分析方法主要採用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來驗證各項假設。研究結果發現，工作生活方案與員工生涯發展之組織選

擇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組織之工作家庭文化對員工生涯發展之職業選擇、組織選擇及升遷均有顯著的關係。干擾變項方

面，組織之工作家庭文化與工作生活方案之交互作用對員工生涯發展並無顯著調節效果，但家庭成員照顧與職涯的影響之

交互作用與升遷之關係仍存在預測解釋效果。 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企業界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工作生活方案(work-life programs)，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工作家庭文

化(work-famil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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