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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大學行政人員對於工作現況實際感受的工作壓力，透過資料蒐集、構面選定、問卷設計、樣本選取及

問卷調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行政人員在工作特性、工作滿足與組織氣候對工作壓力影響之差異情形及關聯性。最

後，再依據研究所得提出建議供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本研究以彰化縣之公私立大學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共發出420份問

卷，回收問卷308份（回收率73.33%），有效問卷計278份（有效問卷率90.26%）。經以SPSS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得到實

證結論： 大學行政人員工作壓力之現況以工作負荷感受最高，顯示大多 數行政人員的工作壓力是來自於工作負荷。不同

個人背景屬性在大學行政人員之工作特性、組織氣候與工作壓力三個研究變項及部分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在工作滿足變

項上，僅性別與年齡在其部分構面存在顯著差異。大學行政人員在工作滿足、組織氣候及工作特性之部分構面與工作壓力

間的關係呈現顯著負相關；工作特性之技術變化性與工作壓力則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以組織氣候與工作壓力的相關程度

最高。大學行政人員組織氣候與工作特性對工作壓力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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