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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探討外籍勞工(foreign workers)的生活適應(life adjustment)與跨文化溝通(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對工作態

度(employee work attitudes)之影響，以郵寄問卷方式，請外籍勞工管理者填寫，共計發出4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27份，

經由文獻之引用及多元迴歸統計分析，發現：一、生活適應對工作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二、跨文化溝通對工作態度具

有顯著影響。三、傳統製造業之管理者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及管理不同外勞國籍，對於所管理外籍勞工之生活適應、跨

文化溝通或工作態度之認知並不存在差異。四、傳統製造業之管理者婚姻狀態、職位高低、工作年資長短，對於所管理外

籍勞工之生活適應、跨文化溝通或工作態度之認知並存在差異。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具體建議，提供企業界僱用管理外籍勞工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外籍勞工、生活適應、跨文化溝通、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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