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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現況與相關性，

針對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員工採配額與便利抽樣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382 份，有效回收率 76.4%。採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度分析、描述性統

計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進行統計檢定。研究結果顯示：一、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具

中高程度之工作價值觀認知，最重視「人際互動」構面；工作壓力感受屬於中低

程度，主要來自於「工作負荷」。二、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間呈顯著負相

關，以工作價值觀之「人際互動」、「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工作壓力之「組

織與角色衝突」、「個人發展與成就」相關影響較高。綜合結論，建議業者應建構

與員工價值適配的友善職場環境以降低員工工作壓力共創雙贏；後續研究可加入

其他變項探討是否影響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的關係。 

關鍵字：工作價值觀、工作壓力、國際觀光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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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value and 

work stres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hotels’ employees.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quota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otels’ 

employees in Kaohsiung, 38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nd valid rate was 

76.40% in the study.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rough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1. the employees’ cognition of work values was at 

upper-middle level, human interac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 employees’ 

cognition of work stress was at lower-middle level, work loadi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2.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 value and work stress was shown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There were high correlations between human interaction, 

personal progress, an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of work values and conflict of 

organizational and rol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work stresses. 

According to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the company have to construct a friendl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to fit employees’ work value and to reduce employees’ work 

stress. Meanwhile we also suggest the researchers can increase other variables to 

explore new influences between work value and work stress in future research. 

Keyword：Work value, Work stress, 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工作價值觀是從價值觀所延伸出個人對於工作的價值信念，是個體對於工作

相關之事物、行為或目標的持久性偏好或評估標準，具有認知、情感與意向的信

念，會引導個體的工作行為、工作滿足需求與工作目標（吳鐵雄、李坤崇、劉佑

星、歐慧敏，1996）。根據研究指出員工工作價值觀對其工作態度、工作投入、

工作績效有顯著正相關與預測力（莊修田，2002；陳淑惠、邱啟潤，2010；葉欣

婷，2010），若員工工作態度不佳或工作投入不足，將會反應於員工的服務表現，

造成服務品質下降直接影響顧客滿意度（Lashley, 2001），同時工作價值觀與工作

滿意或組織承諾亦有正向影響力（王瑤芬、洪久賢，2004；王瑤芬、洪久賢、林

咨攸，2008），並與離職傾向有顯著負相關且具預測力（王瑤芬、洪久賢，2004；

徐輔潔，2007）。由於近年來台灣觀光旅遊活動蓬勃發展，國內外旅客在台旅遊

人次大幅增長，使得遊客餐飲住宿需求隨之上升，進而帶動國內住宿產業各類旅

館改建或新建以因應遊客住宿所需。在旅館數量大增影響，旅館業工作特性又極

需仰賴大量人力提供服務，因此對於人力需求更較往日迫切。然而國際觀光旅館

業講求專業服務提供顧客需求滿意，服務需仰賴「人」這個重要因子為中介，因

此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將是決定服務品質良窳之關鍵。就國際觀光旅館業者而言，

如何強化所屬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感，增進員工工作滿意促使工作投入積極表現，

並降低離職率以提升公司績效與營運穩定，對於影響員工工作態度最重要因素之

員工工作價值觀認知狀況進行瞭解，以作為未來經營管理參考依據，便是值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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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研究課題。 

Dose (1997) 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對於工作或工作環境中用來判別事物正

確性以及評估行動或結果重要性的衡量標準，會因個人經驗與文化背景的影響有

所差異（Harpaz, 1999）。Schwartz (1999) 亦認為工作價值觀乃是個人欲經由工作

過程達成個人目標所表現出對於工作的價值看法。莊修田（2002）指出工作價值

觀是個人對工作的信念態度，是一種內在標準與驅動力，引導著個人對於工作的

選擇、態度與表現，並將工作價值觀分為收穫保障、健康休閒、自我實現、工作

人際、自我成長、專業價值與免於焦慮等七大面向來探討室內設計業者工作價值

觀的相關研究。鍾燕宜、紀乃文與陳景元（2008）則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對於

工作的持久性信念，反應出個人所重視的工作類型或環境偏好與個人需求，此信

念將引導個人的工作行為以及選擇工作或追求工作目標時的方向標準。林顯輝、

黃冠潔（2008）亦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對於自我內在需求投射於工作或職業上

所期望追求的價值想法，可區分為自我成長、自我實現、尊嚴、社會互動、組織

安全與經濟、安定與免於焦慮以及休閒健康等七種價值取向，並以此分類方式進

行商管科系學生之工作價值觀研究。游文杉、王聖文、邱玉惠與馬軍榮（2010）

則將國中籃球教練之工作價值觀分為創新發展、人際互動、成就聲望與組織安全

等四大類進行探討。孫瑞霙（2010）針對審計人員之工作價值觀歸納為自我成長、

自我實現、尊嚴取向、社會互動、經濟與安全感、安定及免於焦慮等六個價值構

面。葉欣婷（2010）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對工作的信念，用以判斷工作事物與

表現個人之工作行為，並透過工作來完成目標以滿足個人需求，並將工作價值觀

簡化為工作目的價值與工作手段價值兩大類。根據前述學者論點發現，工作價值

觀乃是影響個人對於工作認知看法的重要內在信念，此信念會驅動個人工作動機

意願以及引導後續的工作選擇標準與需求期待，並影響個人在工作上的各種行為

表現，同時對於工作價值觀之評估分類亦有不同面向。故綜合學者看法，本研究

將工作價值觀視為「個人對於工作的內在信念與動機，引導個人的工作選擇與工

作期待」。 

此外，國際觀光旅館業工作繁雜、工作時間長、工作負荷不均、福利待遇欠

佳等職場現象是目前此產業普遍存在之現況，而這些問題往往亦是造成一般基層

員工工作壓力的來源之一。除此之外，對於公司之升遷管道是否順暢以及同事部

屬主管間之人際互動關係或工作任務達成與否，亦或是各部門職級員工工作壓力

之來源因素。而根據研究發現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Rothmann, 

2008；Chen, Lin, Wang, & Hou, 2009），表示當個體所面對之工作壓力愈高，其工

作滿意度愈低，亦有研究指出工作壓力與工作績效之間有顯著相關影響（沈進成、

王銘傑，2007；林菁真、王淑治、甘唐沖、滕中瑋，2008），同時亦容易引發員工

的離職現象（王瑤芬、洪久賢，2004；許順旺、林瑋婷、蘇紅文，2010；柯宏君，

2011）。由此可知，倘若員工工作壓力過高時，不僅會造成員工工作滿意下降，進

而影響其工作表現，甚者更會影響員工流動率，如此一來將導致公司無謂的人力

資產減損與增加經營成本而造成經營績效不彰。因此在當前競爭激烈之國際觀光

旅館產業中，針對國際觀光旅館員工所面對的職場工作壓力狀況一探究竟，在管

理實務上自有其重要性。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第十卷  第四期  32-44 頁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DOI:10.6214/JSRM.1004.003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2013, Vol.10, No.4, 32-44     ISSN：1815-4093 

 

35 

 

Beehr and Newman (1978) 認為工作壓力泛指來自於工作相關的人、事、物與

環境等因素所產生的壓力感受，亦是因個人期望需求與工作成果所得之間的差距

所引起（Parker & Decotiis, 1983）。Jamal (2005) 則指出工作壓力肇因於個體對於

工作環境裡有關實體或情緒上的威脅反應，顯示個體能力與工作環境需求不適配

的狀況。藍采風（2000）亦認為工作壓力乃是因個體對於工作環境特性不適應，

使個體感覺到必須額外付出精力以維持身心平衡的反應現象，亦或是當個體在工

作環境中，對於人際關係、工作內容等因素無法適應時，所產生的身心不平衡感

受（張文賢，2007）。故綜合學者觀點，本研究將工作壓力定義為「來自於工作

環境的人、事、物造成個體期望與結果差距所產生身心不平衡的感受」。在Rothmann 

(2008) 的研究指出工作壓力主要來自於工作上的要求與工作資源的匱乏兩大類；

吳國鳳（2009）亦認為工作壓力有工作要求與缺乏支持兩種壓力來源；劉翠華、

李銘輝與余守媚（2009）則提出工作負荷過度、技術低度使用、角色壓力與人際

壓力等四個工作壓力面向；許順旺等人（2010）認為工作壓力有工作過度負荷、

角色衝突、角色模糊與人際關係不和諧等四種不同壓力來源；柯宏君（2011）則

是將工作壓力區分為工作負荷、個人發展、組織溝通與角色衝突等四大類。 

部份研究顯示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陳弘彬、鄭桂玫，

2009；蕭吉文，2012；蕭國倉，2012），但亦有研究顯示兩者之間有正向相關性（洪

滿碧，2006；蔡育佑、陳文銓，2007）。在陳弘彬與鄭桂玫（2009）針對中等學校

羽球教練的研究中，將工作價值觀分為自我成長、自我實現、尊重利他、社會互

動、組織安全、免於焦慮等六個構面；工作壓力則分為人際壓力、專業知能、工

作負荷、時間壓力、適應變革、自我期許等六個構面，研究結果顯示不僅整體工

作價值觀與整體工作壓力呈現顯著負相關外，工作價值觀六個子構面與工作壓力

六個子構面間亦均呈現顯著負相關。蕭國倉（2012）在國小校長工作壓力與工作

價值觀的研究發現，國小校長工作價值觀中的自我實現、社會互動、安定與免於

焦慮等三個價值取向與整體工作壓力有顯著負相關；工作壓力中的行政領導壓力

則與整體工作價值觀有顯著負相關。然而就蔡育佑與陳文銓（2007）對運動教練

所進行的研究卻發現，運動教練工作價值觀之成就感、經濟報酬、社會地位等三

個構面與工作壓力之工作負荷、決策參與、行政關係、專業知能等四個構面間，

部份呈現顯著正相關；部份呈現顯著負相關。另有洪滿碧（2006）針對會計師事

務所員工所進行之研究亦發現，不僅員工工作價值觀之晉升價值構面與工作壓力

之工作本身壓力構面呈現正相關；內在價值構面亦與工作本身、個人因素兩個工

作壓力構面呈現正相關；同時整體工作價值觀與整體工作壓力之間亦是高度正相

關。除此之外，另有徐輔潔（2007）針對國際觀光旅館之餐飲部外場人員進行工

作價值觀、工作生活品質與離職傾向之研究；張宏生與劉芷伶（2009）探討工作

價值觀對旅館業員工之工作授權與工作態度間之干擾效果；劉翠華等人（2009）

則進行溫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性別歧視知覺與生涯轉換傾向關係研究；葉欣婷

（2010）對國際觀光旅館員工進行工作價值觀、工作態度與工作績效相關研究；

柯宏君（2011）則是探討國際觀光旅館從業人員工作壓力、職業倦怠與離職傾向

關係，但卻未有同時探討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研究。因此

綜觀前述研究之不同論點與研究方向，對於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

壓力間之現況與關係究竟為何，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8%95%AD%E5%90%89%E6%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8%95%AD%E5%9C%8B%E5%80%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6%B4%AA%E6%BB%BF%E7%A2%A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6%B4%AA%E6%BB%BF%E7%A2%A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8%95%AD%E5%9C%8B%E5%80%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6%B4%AA%E6%BB%BF%E7%A2%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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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在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現況。 

（二）探討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在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相關性。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之正職員工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進行

資料蒐集，於 2013 年 8 月間進行施測。預試共發放 150 份問卷，有效回收 127 份。

正式施測，採配額與便利抽樣對同意參與調查之 5 家國際觀光旅館各親自發放 100

份紙本問卷，合計共 500 份。經回收問卷 426 份，扣除無效問卷 44 份，有效問卷

382 份，有效回收率 76.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內容量表編製依相關文獻之現成量表修訂改編而成，以Cronbach’s 

α係數、項目分析、極端值檢驗法與探索式因素分析檢定量表信、效度。共分為工

作價值觀量表、工作壓力量表與個人基本資料表三大部分，工作價值觀量表與工

作壓力量表採用Likert 5等尺度衡量，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1至5之分數。 

（一）工作價值觀量表：本量表參考莊修田（2002）與林顯輝與黃冠潔（2008）   

之量表改編修訂，經採用項目分析與極端值檢驗法，將相關係數與CR值未

達選題標準之題項刪除後，其餘各題項與量表總分積差相關係數介於.55

至.76之間，CR值介於10.55至20.40之間，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題項均

具有良好鑑別度。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與Cronbach’s α係數信度考驗，得

KMO值為.926，球形檢定卡方值為5211.527，達統計顯著水準，共有20個題

項，萃取「制度報酬」、「人際互動」、「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

「休閒健康」等五大因素構面，因素總解釋量為74.09%，各分量表Cronbach’s 

α值分別為.90、.90、.89、.87以及.80，總量表Cronbach’s α值則是.94，如表1

所示，故本量表具有良好信效度。 

（二）工作壓力量表：本量表參考吳國鳳（2009）、許順旺等人（2010）與柯宏

君（2011）之量表改編修訂，經採用項目分析與極端值檢驗法，將相關係

數與CR值未達選題標準之題項刪除後，所餘留各題項與量表總分積差相關

係數介於.46至.74之間，CR值介於9.65至17.41之間，均達統計顯著水準，顯

示各題項均具有良好鑑別度。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與Cronbach’s α係數信度

考驗，得KMO值為.871，球形檢定卡方值為2095.363，達統計顯著水準，共

萃取「工作負荷」、「個人發展與成就」以及「組織與角色衝突」等三大

因素構面，12個題項，因素總解釋量為66.25%，各分量表Cronbach’s α值分

別為.83、.83與.71，總量表Cronbach’s α值為.88，如表1所示，故本量表具有

良好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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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基本資料表：個人基本資料屬類別尺度，區分為性別、年齡、婚姻、

教育程度、旅館業總服務年資、服務部門、職級與月薪等8個問項。 

 
表 1 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摘要表 

量表構面 KMO值 球形檢定卡方值 因素解釋變異量 Cronbach’s α 值 

制度報酬   16.18% .90 

人際互動   15.67% .90 

自我成長   14.87% .89 

自我實現   14.64% .87 

休閒健康   12.73% .80 

工作價值觀 .926 5211.527* 74.09% .94 

組織與角色衝突   25.38% .83 

個人發展與成就   22.60% .83 

工作負荷   18.27% .71 

工作壓力 .871 2095.363* 66.25% .88 

*p< .05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採 SPSS17.0 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採用的統計方法有項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度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與典型相關分析，所有統計考驗顯著水準均定為 α = .05。 

參、結果 

一、樣本結構分析 

有效受測對象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2，員工性別以女性居多，有 216 人，佔

56.5%；年齡以 26-35 歲居多，有 153 人，佔 40.1%；婚姻以單身（含喪偶離異）

較多，有 219 人，佔 57.3%；教育程度分佈以大學（專）最多，有 245 人，佔 64.4%，

高中（職）以下 119 人，佔 31.2%次之；旅館業總服務年資以 1-5 年為多數，有 136

人，佔 35.6%，10 年以上有 98 人，佔 25.7%次之，6-10 年有 88 人，佔 23.0%居第

三；服務部門則以餐飲部 156 人最多，佔 40.8%，後勤行政 85 人，佔 22.3%、客

務部 80 人，佔 20.9%分居二、三；月薪以 25000~50000 元 185 人居多，佔 48.4%，

25000 元以下 172 人次之，佔 45.0%；職級方面以基層員工 242 人，佔 63.4%為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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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試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表（N=382）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6 43.5 

旅館業 

總年資 

1 年(含)以下 60  15.7 

女 216 56.5 1-5 年 136  35.6 

年齡 

25 歲以下  83 21.7 6-10 年 88  23.0 

26-35 歲 153 40.1 10 年以上 98 25.7 

36-45 歲  85 22.3 

服務 

部門 

餐飲部 

(宴會廳各類餐廳酒吧) 

156  40.8 

46-55 歲  53 13.9      

56 歲以上   8  2.1 客務部(櫃台禮賓商

務中心總機訂房) 
80 20.9 

婚姻 單身(含喪偶離異) 219 57.3 

 已婚 163 42.7 房務部 61 16.0 

教育 

程度 

高中(職)以下 119 31.2 (房務洗衣清潔)    

大學(專) 246 64.4 後勤行政 85 22.3 

研究所以上  17 4.5 (非屬上列單位)   

職級 

基層員工 242 63.4 

月薪 

25000 元以下 172 45.0 

中階主管 

(副理副主廚主任領班組長) 

120  31.4 25000~50000 元 185 48.4 

  50001~80000 元  24 6.3 

高階主管 

(經理主廚以上) 
 20 5.2 80001 元以上 1 0.3 

 

二、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認知現況分析 

    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認知現況分析如表 3 所示，工作價值觀方面員

工最重視「人際互動」構面（M=4.06），其次為「自我成長」構面（M=3.90）以及

「制度報酬」構面（M=3.85），「自我實現」構面（M=3.78）及「休閒健康」構面

（M=3.68）分居第四、五位，整體工作價值觀總平均值為 3.85，顯示員工具有不

錯之工作價值觀認知；在工作壓力方面總平均值為 2.95，顯示員工對於工作壓力

總體而言屬於中度壓力感受，其中以「工作負荷」構面（M=3.26）最高，次為「個

人發展與成就」構面（M=3.11）及「組織與角色衝突」構面（M=2.64）。 

 

表 3 員工在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各量表構面之描述性統計分析摘要表 

量表構面 M SD 量表構面 M SD 

工作價值觀 3.85 .47 工作壓力 2.95 .58 

人際互動 4.06 .57 工作負荷 3.26 .69 

自我成長 3.90 .56 個人發展與成就 3.11 .73 

制度報酬 3.85 .62 組織與角色衝突 2.64 .68 

自我實現 3.78 .55    

休閒健康 3.68 .58    

 

三、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典型相關分析 

在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典型相關分析中，以工作價值觀五個因素構

面為控制變項（X 變項），工作壓力三個因素構面為效標變項（Y 變項）。從表 4

發現，三組典型相關中，控制變項主要透過第一組（χ1與 η1）與第二組（χ2與 η2）

典型因素影響效標變項，兩個典型相關係數分別為 ρ1＝.322、ρ2＝.222，均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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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可有效解釋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之相關性。 

 

表 4 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典型相關分析檢定摘要表 

典型

相關 
特徵值 

變異量

百分比 

累積變異

量百分比 

典型相

關係數 

典型相關

係數平方 

Wilks’

Λ值 
F 值 p 值 

1 .115 65.34 65.34 .322 .1034 .844 4.35 .000 

2 .052 29.34 94.68 .222 .0492 .942 2.85 .004 

3 .010 5.32 100.00 .096 .0093 .991 1.18 .318 

*p< .05 

 

從表 5 分析結果顯示，控制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χ1可解釋效標變項第一個

典型因素 η1總變異量的 10.34%，第二個典型因素 χ2可解釋 η2總變異量的 4.92%，

合計控制變項兩個典型因素（χ1，χ2）共可解釋效標變項兩個典型因素（η1，η2）

總變異量的 15.26%。 

就抽出變異數百分比來看，在工作價值觀上，χ1 可解釋控制變項變異量的

25.22%，χ2可解釋 9.08%，合計兩個典型因素（χ1，χ2）可有效解釋控制變項總變

異量的 34.30%；在工作壓力方面，η1可解釋效標變項變異量的 31.48%，η2可解釋

41.30%，兩個典型因素（η1，η2）合計可有效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72.78%。 

由重疊量百分比顯示，透過第一組典型因素（χ1 與 η1）控制變項可解釋效標

變項總變異量的 3.26%，透過第二組典型因素（χ2 與 η2）則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2.03%，表示工作價值觀五個控制變項經由第一組與第二組典型因素共可解釋工作

壓力三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5.29%；反之，若以工作壓力為控制變項，工作價值

觀為效標變項，則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在兩組典型因素重疊部份分別為 2.61%、

0.45%，表示三個工作壓力控制變項經由兩組典型因素合計可解釋五個工作價值觀

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3.06%。 

進一步從結構係數觀察發現，第一組典型相關中，控制變項的「人際互動」

（.76）、「自我成長」（.61）以及「自我實現」（.50）與 χ1為中度相關，「制度報酬」

（.21）、「休閒健康」（-.11）與 χ1 為低度相關；而效標變項的「組織與角色衝突」

（-.70）與「個人發展與成就」（-.64）與 η1為中度相關，「工作負荷」（.21）與 η1

為低度相關，因此就第一組典型相關而言，主要是由控制變項中的「人際互動」、

「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透過 χ1與 η1影響效標變項中的「組織與角色衝突」

與「個人發展與成就」。同理，在第二組典型相關中，則主要由控制變項中與 χ2

具有中度相關之「人際互動」（-.48）與「休閒健康」（-.43）透過 χ2與 η2影響效標

變項中與 η2 有較高相關之「工作負荷」（.83）與「組織與角色衝突」（.72），因控

制變項與效標變項之結構係數有不同正負標記符號，故表示彼此間具有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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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工作價值觀 典型因素 工作壓力 典型因素 

控制變項（X 變項） χ1 χ2 效標變項（Y 變項） η1 η2 

自我成長 .61 .12 工作負荷 .21 .83 

自我實現 .50 .12 個人發展與成就 -.64 .20 

制度報酬 .21 .10 組織與角色衝突 -.70 .72 

人際互動 .76 -.48    

休閒健康 -.11 -.43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25.22% 9.08%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31.48% 41.30% 

重疊量百分比 2.61% 0.45% 重疊量百分比 3.26% 2.03% 

   ρ2 .1034 .0492 

   ρ .322* .222* 

*p< .05 

 

肆、討論 

一、討論 

（一）員工背景變項 

根據員工背景變項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樣本員工性別、年齡、婚姻、教育

程度、職級、服務年資、服務部門與月薪之分佈狀況與張宏生與劉芷伶（2009）、

劉翠華等人（2009）、葉欣婷（2010）及柯宏君（2011）針對國內旅館業所做之其

他研究結果相似。國際觀光旅館員工性別仍以女性居多，但從本研究亦發現男性

員工比例已較過去上升；婚姻以單身為多數；教育程度則以大學（專）比例較高，

此現象應與近年就學進修普及與餐旅產業蓬勃發展吸引較多大學畢業生投入就業

有關；服務部門以餐飲部居多，此結果應是國際觀光旅館本身就是以餐飲人力需

求較高，其組織人力結構的自然現象；此外，從基層員工居多、年齡以 26-35 歲為

主、總服務年資 1-5 年最多以及月薪 25000 元以下與 25000-50000 元分佔 45%與

48.4%之結果綜合研判，此現象推測應與旅館產業人員流動率高、基層人力需求高

以及員工工作轉換再度就業之比例較高有相當程度關聯。 

（二）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認知現況 

從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認知現況結果發現，員工整體工作價值觀

（M=3.85）與徐輔潔（2007）（M=4.08）、張宏生與劉芷伶（2009）（M=3.96）

對旅館業進行之相關研究中，同樣以 Likert 5 等尺度衡量之結果相近，顯示旅館業

員工普遍均具有較高之工作價值觀認同程度，其中以人際互動構面（M=4.06）最

高，對此結果或許與旅館業本身屬於人與人長時間接觸的服務行業，因此員工在

工作價值觀上對於組織人際互動關係的重視程度會較其他構面來得高。 

在整體工作壓力（M=2.95）與林菁真等人（2008）（M=2.95）、劉翠華等人（2009）

（M=2.81）以及柯宏君（2011）（M=2.82）對旅館業進行之相關研究中同採 Likert 

5 等尺度衡量之研究結果接近，均屬於中度工作壓力感受，其中以工作負荷壓力構

面（M=3.26）最高，此結果亦和劉翠華等人（2009）與柯宏君（2011）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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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顯示旅館業員工之主要工作壓力均來自於工作負荷。此外，本研究結果之

員工工作壓力（M=2.95）相較低於羽球教練（M=3.35）（陳弘彬、鄭桂玫，2009）、

國小教師（M=3.22）（楊孟華，2010）、高科技業（M=4.05）（李立良等人，2012）

以及空服員（M=3.24）（賴家慶，2012）等其他行業，此現象似乎與一般社會大

眾認為旅館業屬於高工作壓力的行業認知有所差異，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討。 

而就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各構面同時觀察發現，員工對工作價值觀之「人

際互動」構面最為重視，而對工作壓力之「組織與角色衝突」構面壓力感受最低，

故顯示因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對於工作價值認知最在乎組織的人際互動關係，因此

在進入旅館職場的工作環境後，對於取得個人與組織內的和諧自當成為其努力目

標之一，自然對組織與角色衝突之壓力感受程度會較低。 

（三）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關係 

對於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關係，經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發現，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當員工工作價值觀認知

愈高時，其工作壓力感受則愈低，此結果與陳弘彬、鄭桂玫（2009）對羽球教練、

蕭吉文（2012）對國小教師以及蕭國倉（2012）對小學校長所做之相關研究結果

相同，但與洪滿碧（2006）針對會計師事務所員工以及蔡育佑、陳文銓（2007）

對運動教練之研究結果不同。對此結果或因研究對象職業類別與工作性質不同，

所面臨之工作壓力現象與承受程度不同而產生差異。同時因目前國內尚未見及旅

館業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類似研究，故亦無從就旅館業進一步深入討論

比較其間之關係是否有所不同。另外，從重疊量百分比與典型因素解釋變異量來

看，員工工作價值觀主要是透過第一組典型因素來影響工作壓力，其中主要以工

作價值觀的「人際互動」、「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工作壓力的「組織與角色

衝突」、「個人發展與成就」之間相關影響程度較高，且因其結構係數為正負反向

符號，故表示彼此之間為負向關係，亦即當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對「人際互動」、「自

我成長」、「自我實現」等工作價值觀因素層面重視程度愈高時，相對於「組織與

角色衝突」、「個人發展與成就」之工作壓力因素層面感受程度就愈低。對此現象

應是當員工對「人際互動」、「自我成長」、「自我實現」此三項工作價值構面愈加

重視時，對於自我期許要求就愈高，因此自然對於「組織與角色衝突」與「個人

發展與成就」之工作壓力構面承受程度愈強，故其壓力感受便相對較低所致。 

二、結論 

    本研究針對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員工為對象，進行瞭解國際觀光旅館員工

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現況，並探討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關係。經研

究分析結果發現： 

（一）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具有中高程度（M=3.85）之工作價值觀認知，其中最重

視「人際互動」構面，其次依序為「自我成長」、「制度報酬」、「自我實現」

與「休閒健康」等構面。 

（二）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對於工作壓力感受屬中低程度（M=2.95），主要工作壓力

來自於「工作負荷」，次為「個人發展與成就」及「組織與角色衝突」構面。 

（三）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其中以工

作價值觀之「人際互動」、「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工作壓力之「組織

與角色衝突」、「個人發展與成就」相關影響程度較高。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8%95%AD%E5%90%89%E6%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8%95%AD%E5%9C%8B%E5%80%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Zjq0p/search?q=auc=%22%E6%B4%AA%E6%BB%BF%E7%A2%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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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 

（一）管理實務： 

根據研究結果指出員工工作價值觀最重視「人際互動」構面，其次依序為「自

我成長」、「制度報酬」、「自我實現」與「休閒健康」等構面；另一方面，員工之

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現況雖屬中低程度，但可發現「工作負荷」乃是員工之主要工

作壓力來源且達中高程度，其次為「個人發展與成就」及「組織與角色衝突」。因

此，國際觀光旅館管理者首先應建構一個符合一般員工認知需求的友善職場環

境，如公平完善的升遷進修與薪資報酬制度、良好的組織人際關係環境以及重視

員工之休閒健康等，並且在新進員工徵選時透過測驗慎選具備正向良好工作價值

觀之員工，同時在職期間不斷透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管道進行組織與員工之雙向

溝通，使員工與組織之價值得以適配，並協助員工學習成長，以達成其自我實現

之價值需求。此外，管理者亦應針對員工之工作內容分配公平與降低突發性之工

作指派或長期交付超過員工能力甚多之工作任務，同時透過有效溝通互動以及工

作安排來減少員工與組織及其自身角色之衝突困擾，並透過前述所建構之友善職

場環境，如此便能有效降低員工之工作壓力，使員工得以樂在工作進而發揮其工

作效能與表現並同步提升組織績效，再由組織回饋合適的報酬升遷以滿足員工成

就感，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達成員工與組織之雙贏目標。 

（二）後續研究： 

本研究僅針對高雄地區之國際觀光旅館員工進行探討，故後續研究可將研究

範圍對象擴大為全國之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加以比較是否因地域範圍不同其研究

結果會產生差異。此外亦可考慮加入其他變項進行探討是否會因其他干擾變項導

致兩者關係產生變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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