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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科技從業人員公司內提供的休閒活動滿意度與工作壓力紓解之關係。本研究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之高

科技公司從業人員為調查對象發放問卷，共得有效問卷215 份。分析方法包括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等。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高科技從業人員會參與使用公司內之休閒活動與設施

；而不參與公司休閒活動的主因大多是「工作忙碌沒有時間」；希望公司可再提供「娛樂性」的休閒活動與設施；希望能

從事公司休閒活動與設施的時間則為「非假日下班後的時間」。假設驗證結果摘要如下：(1)「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及「服務年資」在工作壓力源上有部分顯著差異。(2)「性別」、「工作職務」在工作壓力反應上有部分顯著差異。(3)「性

別」在一般生活(非公司內)之休閒滿意度上有部分顯著差異。(4)「服務年資」在公司內休閒活動滿度上有部分顯著差異

。(5)公司內休閒活動滿意度與工作壓力紓解呈顯著之正向相關。 本研究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對高科技產業與

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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