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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企業在全球化之後，為持續延伸及擴展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順利的做到全球佈局調兵遣將，外派人員的民族優越感是

海外派遣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課題，家庭因素對外派人員任務表現的影響，亦是愈來愈重要。因此，本研究以民族優越感

、家庭生命週期與外派意願來探討其間的關係。 本研究目的探討：一、探討外派人員民族優越感與家庭生命週期對外派意

願的影響；二、探討外派人員民族優越感與家庭生命週期的關係；三、提供意見給台商，作為海外派遣人力資源管理之參

考。 本研究以台灣企業派駐大陸鞋業製造的外派人員為研究對象，共回收有效問卷342份，使用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敘

述統計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以驗證文獻探討所提出的假說。 研究結果發現：一、外派人員的民族優越會顯著負向

的影響其外派意願。二、外派人員的家庭生命週期中的子女隨行狀況會顯著負向的影響其外派意願；家庭生命週期中的婚

姻狀況和配偶隨行狀況不會顯著負向的影響其外派意願。三、外派人員的民族優越與家庭生命週期有顯著的相關。

關鍵詞 : 民族優越感，家庭生命週期，派外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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