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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企業界對於工作績效的衡量不外乎僅只角色內行為，例如生產力、利潤，也受到西方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本文則

延續將企業界的員工在表現組織公民行為與現行社會潮流中的職場友誼關係進行研究，回到管理理論的「人際關係」運動

，重視人性面之看法，以期發動更多自發性行為，提供管理實務與未來研究之建議。本研究對象為兩國或兩國以上從事有

商業活動之企業員工，自2月下旬以發放問卷方式進行。問卷發放共537份，回收387份，其中有效樣本286份，有效回收

率53.25％。利用階層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實證結果得知，當員工愈能建立職場友誼時，其組織公民行為愈容易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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