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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高齡者工作適應、成就動機、認知生涯阻隔對生涯動機影響之研究。以有就業能力及有就業意願之中高

齡為問卷發放對象，透過(一)各公立就業服務站、(二)多元就業服務方案用人單位、(三)一般公民營企業進行問卷發放，回

收有效問卷660份。研究結果如下： 一、不同婚姻狀況、有無子女、就業狀況、工作職位、是否曾經失業、是否為主要家

計者及不同工作年資之中高齡者者在工作適應上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的有無子女、是否為主要家計者和不同工作年資之

中高齡者在成就動機上達顯著差異。 三、不同教育程度及工作年資之中高齡者在生涯阻隔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的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有無子女、就業狀況、工作職位及工作年資之中高齡者在生涯動機上達顯著差異。 五、工作適應、成就

動機與生涯動機之間達高度正相關；生涯阻隔與工作適應、成就動機、生涯動機呈現低度負相關。 六、中高齡者工作適應

、成就動機、認知生涯阻隔對生涯動機有預測力。 最後，根據上述的研究結論，提出進一步的討論與建議，以提供相關單

位及後續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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