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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討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相關性的文獻很多(e.g. Ghiselli, Lopa,& Bai, 2001; Jones, 
2006; Judge & Watanabe, 1993 )，也有些許文章在研究教育訓練與工作滿意的相關性(e.g. 
Ayres & Malouff, 2007; Spears & Parker, 2002)，但是鮮少文章針對企業的教育訓練對生

活滿意的影響作深入的探究。本文嘗試探究企業是否可以藉由教育訓練課程，在增加員

工的專業能力之餘，亦協助員工排解生活上的負面影響因素(如壓力等)，提昇生活滿意，

進而增加工作滿意。利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與徑路分析為工具，本研究結果顯示：教育訓

練對工作滿意除了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外，亦透過正向影響家庭滿意(中介變項)，再進一

步提升工作滿意。換言之，企業提供教育訓練的價值比以往文獻發現的高。 

 

關鍵字：教育訓練、家庭滿意、工作滿意。 

 

1. 緒論 

知識經濟時代，優秀人才的掌握與留任是企業致勝的關鍵，故而企業越益重視人才

培育與人力資本累積。教育與訓練是培育人才、累積人力資本的直接方式，文獻亦指出

教育訓練可以提高工作滿意 (Spears & Parker, 2002; Owens, 2006)。如果一個員工的工作

滿意高，那麼他的工作績效以及對公司的認同就會高。這也就是說，工作滿意度越高企

業越可以留住優秀人才 (Jones, 2006; Owens, 2006)。因此各企業紛紛提供各種教育訓練

課程，以增進員工的專業技能，累積人力資本及留住優秀人才。 

另一方面，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的相關性有不少文獻在探討 (Iverson & Maguire, 
2000; Jones, 2006; Steiner & Truxillo, 1987)，多數文章指出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有正面的

幫助。然而或許過去多數企業提供教育訓練之目的僅在增進員工專業技能，而專業技能

的增長與生活滿意間並無太多的交集。因此，探討企業教育訓練與員工生活滿意關係的

文章並不多見。 

隨時代變遷，工作與生活上種種壓力劇增，壓力成為員工生活滿意的殺手。因此，



 7-58

除了專業上的教育訓練課程，本文認為企業應再提供如減壓及心靈成長之類的教育訓練

課程，來協助員工迅速調適身心、化解壓力，因應環境變遷所造成的種種負面影響，以

提高生活滿意，進而增加工作滿意。因此，本文假設教育訓練對工作滿意有正向影響，

而且教育訓練對工作滿意除有直接效果外，尚有間接效果。亦即，本文欲驗證企業能否

透過教育訓練課程，一方面直接正面影響工作滿意，另一方面透過正向影響生活滿意(當
中介變項)，進一步再間接提升工作滿意。 

本文以下共分四節，第二節為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實證結果與分析則依序撰寫於

第三和第四節，最後一節則陳述結論與建議。 

 

2. 文獻探討 

2.1 工作滿意與教育訓練 

Spears & Parker (2002)認為教育訓練之目的在提升員工現職的執行力，因此教育訓

練被看為是讓組織更有效率、更有生產力的必然花費。此外，教育訓練的種類對工作滿

意的影響程度不同，但是每一種類的教育訓練都有助於提高工作滿意。Owens (2006)指
出提供教育訓練對於組織有多方的正面回報 (例如，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降低員工的

離職意圖…等因素)，因此企業不該刪除教育訓練的預算。李明洪(2007)則發現企業完善

的教育訓練會增進員工的工作滿意。因此本文提出 

假設 1 教育訓練對工作滿意有正向影響 

2.2 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 

Judge & Watanabe (1993) 指出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之間是正相關的，而且生活滿意

對工作滿意的影響顯著大於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同時，他們也發現，如果考慮時間延遲

的相關性(lagged correlations)，生活滿意可以有效預測五年後的工作滿意。Iverson & 
Maguire (2000)亦主張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有正相關，但卻認為工作滿意對生活滿意的

影響較之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大。Jones (2006) 支持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間的雙向影響，

但認為在實際生活上，某員工如果對工作不滿但是對他的生活感到滿意，則工作非常可

能是可以執行得很好；反之，如果某員工非常滿意他的工作，但是卻對他的生活感到很

不滿意，則很可能無法將工作執行得很好。因此，基於 Jones (2006)的推論和本文的研

究目的，本文提出 

假設 2 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有正向影響 

2.3 教育訓練與生活滿意 

由於過去企業提供教育訓練主要是為提升員工專業上的技能，因此企業提供的教育

訓練課程多半與工作上的專業領域有關。基於這個原因，鮮少研究針對企業提供的教育

訓練來探討其對於員工生活滿意的影響。Cheung & Chan (2009) 研究 35 個國家之教育

水準與生活滿意的關係，發現教育水準越高的國家之人民的生活滿意越高。近年來，國

內資訊電子科技業有些廠商或多或少開始提供員工一些減壓或心靈成長的教育訓練課

程，協助員工紓緩壓力。因此，本文嘗試提出教育訓練對生活滿意有顯著且正向影響的

假設，並假設教育訓練會透過生活滿意當中介變項，進一步再間接影響工作滿意。亦即，

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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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 教育訓練對生活滿意有正向影響 

假設 4 教育訓練透過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有正向影響 

  

3. 研究方法 

3.1 抽樣與問卷發放 

 前測期間在 2009 年 3 月 5 日至同年 3 月 26 日，以資訊電子產業行政部門員工為對

象，共發放 35 分紙本問卷，回收 26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25 份，有效回收率為 71%。

教育訓練、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量表的 Cronbach’s 　係數值分別為    　　　　　及

　　　，而整體問卷的 Cronbach’s  　係數值為　　　。根據信度分析的標準，表示本

問卷的可信度很高，因此可直接進入正式問卷的階段。 

正式問卷發放期間為 　　年　月日至同年　月 　 日，為期兩個月。研究對象為中華

徵信所提供的 　　年台灣製造業前名和 　　年新竹科學園區排名前　名中符合資訊電

子產業定義的企業之行政部門員工。採用判斷抽樣judgment sampling)以網路問卷及紙本

問卷同時進行，共發出網路問卷 250 份及紙本問卷 210 份，總問卷數為 460 份。回收網

路有效問卷 155 份及紙本有效問卷 158 份，網路問卷有效回收率為 62%及紙本問卷有效

回收率為 75%，總有效回收率為 68%。 

在有效回收問卷中，男女比率大略為 1：2；年齡在 30 歲以下者占多數，約為 40.9%，

其次為 30 歲(含) ~ 35 歲者，約為 32.6%，再其次為 35 歲(含) ~ 40 歲者，約占 12.5%；

婚姻狀況方面，未婚者略為超過半數，約占 56.2%，已婚者約占 43.8%；在小孩數目方

面，有一半以上的回應者沒有小孩，約占問卷回收者的 64.9%，其次是有 1 個及 2 個小

孩，兩者分別占問卷回收者的 15 .0%與 1 5.7%；長輩同住數目方面，有 45.4%的回應者

並未與長輩同住，36.1%回應者與兩位長輩同住，10.5%的回應者只與 1 位長輩同住；在

學歷方面，73.8%的回應者是大學(專)學歷，19.8%回應者是碩士學歷；回應者中，有 27.5%
屬半導體業，有 23.6%屬於電腦及週邊設備業，13.1%及 12.8%則分屬於光電業與資訊服

務業；24.3%的回應者屬於行政部門，16.6%屬於採購部門，13.1%屬於人資部門，12.5%
屬於資管部門；關於國際化方面，回應者中 85.9%無個人國外派遣經驗，91.4%公司有

出口產品或服務到國外，32.6%公司在國外有 5 家(含)以上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73.5%
所屬公司為完全本國出資企業； 43.5%回應者的公司在國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是負

責生產業務，43.1%負責行銷業務，15.0%負責研發業務(本題為複選題)；有 46.3%在最

近一次的全球金融風暴中被迫放無薪假，大約占回應者人數中略少於一半。 

3.2 變項衡量方式 

考量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以及參閱以往的文獻，本文之工作滿意量表以 Smith, 
Kendall, and Hulin (1969)的工作說明量表(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為基礎，再加以修

訂。本文該量表共包含「薪資」、「工作」、「升遷」、「上司」及「同事」等五個構面，分

別有「我目前所領的薪資足以使我有餘錢儲蓄」、「我目前的工作讓我有成長機會」、「我

的工作是有前途的」、「我從直屬長官處能獲得尊重與公平對待」、「當工作上有需要幫忙

之處，我的同事願意幫助我」……等 19 個題項。 

關於生活滿意的衡量，本文以 Diener, Emmons, Larson, and Griffin (1985)所建構的生

活滿意度量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為基礎，並參閱其他相關文獻，最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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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滿意」、「工作與自我實現」、「人際關係」、「休閒滿意」及「經濟狀況」等五構面

列入生活滿意量表。再則，因為本文研究期間，正值全球發生金融海嘯，故而除了上述

五個構面外，另加入「景氣因素」構面。換言之，本研究該量表共含六個構面，分別有

「當我情緒不好時，家人是我傾吐討論的對象」、「我覺得自己不斷地成長，生活具有方

向與目標」、「我有不愉快或困難時，有朋友可以傾述」、「從事休閒活動能使我精神愉快」

「我對於負擔家庭責任的能力感到滿意」、「這次的景氣衝擊對我的生活有負面影

響」……等 21 個題項。 

本文教育訓練量表則以吳秉恩(1984)、許駿偉(2000)與李明洪(2007)等人採用的構面

與題項為基礎，再依據本文研究目的與對象加以修訂。本文該量表包括「訓練滿意度」

與「訓練學習成效」兩構面，分別有「對於報名方式的方便性是否感到滿意」、「參加公

司提供的心靈課程有助於提升生活滿意程度」……等 17 個題項。 

本研究的三個量表皆採用李克特七點尺度(Likert’s 7-point Scales)來量化各個變項，

以 1~7 得分來分別表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有些不同意、無意見、有些同意、同意及

非常同意。換言之，就是以 1 分表示非常不同意，而以 7 分表示非常同意。此外，生活

滿意量表的第 19~21 題為反向題，本研究在作統計分析前，已先將這些題項得分重新編

碼，作反向計分的轉換。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茲將教育訓練、工作滿意及生活滿意間的相關係數(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列於表 1。表 1 數據顯示教育訓練與工作滿意具有顯著正相關(r=0.670, p<0.01)、教育訓

練與生活滿意具有顯著正相關(r=0.493, p<0.01)，同時生活滿意與工作滿意(r=0.611, 
p<0.01)亦具有顯著正相關，這些結果與文獻是吻合的。 

 

表1 教育訓練、工作滿意及生活滿意之 Pearson 相關係數 

研究變項 教育訓練 工作滿意 生活滿意 

教育訓練 1   

工作滿意 0.670** 1  

生活滿意 0.493** 0.611** 1 

**p < 0.01  

 

 

依據理論與文獻為基礎，以教育訓練兩個構面為外衍變數(exogenous variables)對工

作滿意各構面分別作廻歸分析，獲得五個廻歸模型，並將結果摘錄於表 2。根據表 2 的

數據，本文發現五個模型的 F 值皆顯著，而 R2 值分別為 0.309, 0.364, 0.319, 0.291 及

0.227，表示教育訓練變數可以解釋工作滿意各變項約為兩成到三成。再則，由 Beta 值

可以看出教育訓練，無論是從「訓練滿意度」或是從「訓練學習成效」來看，皆對工作

滿意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另外，以工作滿意各構面為內衍變數(endogenous variables)
的五個模型皆呈現「訓練滿意度」的 Beta 值大於「訓練學習成效」的 Beta 值。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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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提供教育訓練時，訓練滿意度比訓練學習成效對員工的工作滿意的影響大。 

表 2 教育訓練對工作滿意各變項之標準化廻歸係數(Beta) 

   工作滿意   

解釋變項 薪資 

(模型一) 

工作 

(模型二) 

升遷 

(模型三) 

上司 

(模型四) 

同事 

(模型五) 

訓練滿意度 0.316*** 0.340*** 0.364*** 0.374*** 0.257** 

訓練學習成效 0.263** 0.288** 0.224*** 0.186* 0.240* 

F 值 69.217*** 88.715*** 72.570*** 63.627*** 45.541*** 

R
2
 0.309 0.364 0.319 0.291 0.227 

*p<0.05  **p<0.01  ***p<0.001  

 

基於理論與文獻所述，以生活滿意六個構面為外衍變數(exogenous variables)對工作

滿意各構面分別作廻歸分析，獲得五個廻歸模型，並將結果摘錄於表 3。表 3 數據顯示

五個模型 F 值皆顯著，R2 值則分別為 0.426, 0.440, 0.280, 0.221 及 0.431。這表示生活滿

意變項可以解釋大約 22%~44%的工作滿意。再則，表 3 之標準化廻歸係數顯示工作滿

意的「薪資」、「工作」、「升遷」及「上司」四個構面受到生活滿意之「工作與自我實現」

與「景氣因素」兩變項的影響最大，且是顯著而正向的影響；然而，影響工作滿意之「同

事」構面最大的因素則是生活滿意的「人際關係」與「休閒滿意」兩變項，且這個影響

是顯著正向的。 

 

表 3 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各變項之標準化廻歸係數(Beta) 

   工作滿意   

解釋變項 薪資 

(模型一) 

工作 

(模型二) 

升遷 

(模型三) 

上司 

(模型四) 

同事 

(模型五) 

家庭滿意 -0.050 -0.169** -0.077 -0.044 0.019 

工作與自我實現 0.482*** 0.649*** 0.521*** 0.288** 0.120 

人際關係 -0.140 0.075 -0.024 0.097 0.295*** 

休閒滿意 -0.002 -0.054 -0.065 0.026 0.275*** 

經濟狀況 0.281*** 0.108 0.112 0.149* 0.048 

景氣因素 0.303*** 0.126** 0.158** 0.130* -0.006 

F 值 37.895*** 40.002*** 19.846*** 14.495*** 38.635*** 

R2 0.426 0.440 0.280 0.221 0.431 

*p<0.05  **p<0.01  ***p<0.001  

 

 

根據理論與文獻所述，以教育訓練兩個構面為外衍變數(exogenous variables)對生活

滿意各構面分別作廻歸分析，獲得六個廻歸模型，並將結果摘錄於表 4。表 4 數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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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模型 F 值皆顯著，R2 值則分別為 0.063, 0.272, 0.131, 0.129, 0.146 及 0.031。這表示

教育訓練變項可以解釋工作滿意，但是最多只有兩成七。再則，表 4 模型一到模型五的

標準化廻歸係數顯示教育訓練的「訓練滿意度」對於生活滿意的影響是顯著且正向的，

而模型六(景氣因素)則顯示教育訓練之「訓練學習成效」對於生活滿意度的影響是顯著

及正向的；亦即，六個模型皆顯示教育訓練對生活滿意度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但是「訓

練滿意度」對前五個模型影響較大，而「訓練學習成效」則對於第六個模型影響較大。

換句話說，這表示教育訓練的滿意度會改善員工的家庭滿意、工作與自我實現、人際關

係、休閒滿意與經濟狀況，進而提高員工生活滿意度，也表示如果企業平常就提供適當

且具學習成效的教育訓練課程，在景氣低迷時，就可協助員工度過景氣對其生活滿意上

的負面影響。 

 

表 4 教育訓練對生活滿意各變項之標準化廻歸係數(Beta) 

   生活滿意    

解釋變項 家庭滿意 

  

(模型一) 

工作與自

我實現 

(模型二) 

人際關係 

 

(模型三) 

休閒滿意 

 

(模型四) 

經濟狀況 

 

(模型五) 

景氣因素 

 

(模型六) 

訓練滿意

度 

0.278** 0.446*** 0.325** 0.307** 0.330** -0.108 

訓練學習

成效 

-0.033 0.088 0.043 0.061 0.060 0.257* 

F 值 10.383*** 57.880*** 23.354*** 23.039*** 26.455*** 5.006** 

R2 0.063 0.272 0.131 0.129 0.146 0.031 

*p<0.05  **p<0.01  ***p<0.001  

 

 

此外，本文另利用廻歸取向的路徑分析為工具，先以教育訓練及生活滿意為外衍變

數(exogenous variables)對內衍變數(endogenous variable)工作滿意作路徑分析，再以教育

訓練為外衍變數對內衍變數生活滿意作路徑分析，來計算教育訓練、生活滿意及工作滿

意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總效果，以確認生活滿意的中介變數之地位。茲將教育訓練

-生活滿意-工作滿意模型之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直間效果列於表 5，而路徑係數則摘

錄於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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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育訓練-生活滿意-工作滿意模型路徑分析直間接效果 

外衍變項  內衍變項  

  工作滿意 生活滿意 

教育訓練 直接效果 0.487*** 0.493*** 

 間接效果 0.183*** - 

 總效果 0.670*** 0.493*** 

生活滿意 直接效果 0.371*** - 

 間接效果 - - 

 總效果 0.371*** - 

 ***p<0.001  

 

表 5 分析結果顯示：教育訓練對工作滿意有正向且顯著的直接效果(beta = 0.487, p < 
0.001)，因此假設 1『教育訓練對工作滿意有正向的影響』成立；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

有正向且顯著的直接效果(beta = 0.371, p < 0.001)，因此假設 2『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有

正向影響』成立；教育訓練對生活滿意有正向且顯著的直接效果(beta = 0.493, p < 
0.001)，因此假設 3『教育訓練對生活滿意有正向影響』成立。從路徑分析結果顯示生

活滿意為中介變項，教育訓練可透過生活滿意顯著間接再影響工作滿意(beta = 0.183, p < 
0.001)，因此假設 4『教育訓練透過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有的正向影響』成立。 

 

 

 0.371*** 

 0.493***  

 

 0.487*** 

  

圖 1 路徑係數 

教育訓練 

生活滿意 

工作滿意 

 

 

5. 結論與建議 

處於全球化與知識經濟的時代，掌握人才就掌握致勝關鍵。教育訓練是培才與累積

人力資源最直接的方式，提升工作滿意更是留住人才的最佳保障。因此，企業紛紛提供

員工專業技能上的教育訓練課程，近年來更有不少企業提供舒壓的與心靈成長類的教育

訓練課程。本研究想探究教育訓練是否對提升工作滿意有正面的幫助，甚至藉由提升生

活滿意再對提升工作滿意加乘。 

以台灣資訊電子科技業的行政人員之抽樣為研究對象，本文發現教育訓練的確對提

升工作滿意有正面的幫助，而生活滿意的提高的確對工作滿意有正面的影響。至於，甚

少有文獻深入探討的教育訓練與生活滿意間的關係，本文也驗證出前者對後者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教育訓練可以透過提升生活滿意再對工作滿意之增加有加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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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教育訓練與生活滿意構面間的廻歸分析，本文發現教育訓練的

「訓練學習成效」構面對生活滿意的「景氣因素」構面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換言之，

如果企業在平時就提供員工適當且具訓練學習成效的教育訓練課程，則在景氣低迷時，

可以協助員工度過景氣對其生活滿意上負面的影響，進而減少對工作滿意上不良的影

響。 

Judge & Watanabe (1993) and Iverson & Maguire (2000)皆主張工作滿意與生活滿意

間有互惠的雙向關係，雖然 Judge & Watanabe (1993)認為生活滿意對工作滿意的影響較

大，但後者卻提出相反的見解。因此，本文的後續研究將利用 LISREL 的可逆模式

(non-recursive model)，進一步釐清工作滿意與生活滿意的互惠關係對本研究結論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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