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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整合影響壽險業務人員離職傾向的相關因素，分為三個層面：個人因素層面包含工作績效、人格特質、工作滿意度

與薪資滿意度。公司層面因素包含組織氣候、工作壓力、組織承諾、激勵制度與轉換型領導風格。環境層面則包含景氣知

覺與市場就業機會知覺。探討各變數對離職傾向的影響，並以時間因素為干擾變項，檢測其干擾效果。 採問卷調查法，樣

本選自南山人壽在台中的6個通訊處，對同批壽險業務人員分別在1.2.4月份發放問卷做施測。主要採用簡單線性迴歸與一

般線性模式來驗證各項假設。結果發現： 不同年齡、教育程度的業務人員在離職傾向上呈顯著的差異。人格特質、工作滿

意度、薪資滿意度、組織氣候、組織承諾、激勵制度、景氣知覺對離職傾向皆具負向的影響。而工作壓力對離職傾向具正

向的影響。時間因素對工作績效、人格特質、工作滿意度、薪資滿意度、組織氣候、工作壓力、組織承諾、激勵制度與轉

換型領導風格與離職傾向間的關係皆具干擾效果。 後續研究者可使用次級資料與市場就業機會對景氣知覺重新驗證、探討

業務員工過壓力來源是否包含大環境的變動、系統地建構環境層面因素的量表與專屬於壽險業界用的領導風格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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