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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一直是企業成功之根本，舉凡企業的崛起與隕落、能否持續達到永續經營的理想境界，到頭來必須取決於企業是否擁

有優秀人才，因此育才及留才就成了企業致勝的重要關鍵。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必須隨時瞭解現況，充分掌握兩岸

員工的工作價值與工作態度之差異以及其中之關聯性。進而配合調整自身的管理領導方針，隨時擁有最佳的工作團隊來面

對市場的各項嚴苛挑戰。達到兩岸分工以及全球運籌的雙贏局勢。

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國內知名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為研究對象，針對下面所列議題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

一、兩岸員工在工作價值觀、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之差異情況

二、工作價值觀對工作滿足、組織承諾之影響情況

三、個人屬性對工作價值觀、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之影響

關鍵詞 : 工作價值觀、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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