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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員工離職問題一直被企業所重視，在過去研究中顯示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對離職傾向有顯著的影響程度，員工的工作滿足

感受與組織承諾感受高，相對就不會有離職的念頭產生。近年來壽險公司積極舉行教育訓練，投入大量資金與時間培訓新

進人員，但離職率仍高居不下，導致壽險公司損失投入之資金與時間，保險業員工離職不僅致使公司損失受過培訓的員工

，損失培訓成本，無形中更流失員工手上的客戶保單。本研究除了以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對離職傾向作分析外，另加入人

格特質因素，並分析員工的人格特質對離職傾向之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希望藉由問卷調查找出何種原因造成從業員之

離職傾向，提供壽險公司作為參考，期望能使壽險公司降低資金成本，並能更有效的選才留才。 本研究結論發現：(1)不同

個人屬性之從業員對人格特質、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離職傾向部分具有顯著差異，性別與行政職務部分僅對留職承諾有

顯著差異。(2)業務員之人格特質、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對離職傾向有顯著相關，其中以組織承諾之子構面-留職承諾為正

相關，其餘構面皆為負相關。(3)保險從業員之人格特質、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對離職傾向具預測力。(4)影響保險業務員離

職傾向之最主要因素為認同承諾、留職承諾與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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