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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名稱：人格特質、工作特性與休閒涉入之關 總頁數：110 係探討─以台南工業園區從業人員為 例的探討 校(院)所組別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蔣

佳潔 指導教授：邊瑞芬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人格特質、工作特性與休閒涉入之關係。選取台南工業

園區從業人員為研究樣本，共發放問卷200份，有效問卷168份，有效回收率為84%。研究結果顯示： 1.不同人口特性台南

工業園區從業人員在人格特質上有顯著差異。 2.不同性別、年齡、年資、婚姻狀況及職位的台南工業園區從業人員在工作

特性上有顯著差異。 3.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職位的台南工業園區從業人員在休閒涉入上有顯著差異。 4.休閒

價值感與工作技能及重要性、回饋性及自主性；風險結果與自主性；風險可能與任務完整性等構面有顯著低度正相關。 5.

休閒價值感與嚴謹性、開放性、外向性及友善性；風險結果與嚴謹性；風險可能與神經質等構面有顯著低度正相關。 6.工

作技能及重要性與嚴謹性和外向性；回饋性與嚴謹性；自主性與神經質、嚴謹性和外向性；任務完整性和神經質等構面有

顯著低度正相關。 關鍵字：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s)，休閒涉入(leisure involvement)

關鍵詞 : 人格特質 ; 工作特性 ; 休閒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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