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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際觀光旅館員工工作壓力與幸福感之相關影響。以高雄地

區國際觀光旅館員工為研究對象，採配額與便利抽樣方式，經由問卷調查法進行

資料蒐集，共發出 500 份問卷，回收 426 份，有效問卷 382 份，有效回收率 76.4%。

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一）「個人發展與成就」、「組織與角色衝突」及整體工

作壓力與「生活滿意」、「自我肯定」、「生活成就」及整體幸福感之間均呈現顯著

負相關；（二）「個人發展與成就」及「組織與角色衝突」兩因素對整體幸福感

有顯著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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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之影響。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12（3），71-77。 

 
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旅館業屬於人與人密集接觸的服務業，因其營業服務特性，社會大眾對於旅

館業普遍存有工時長、薪資低、工作量大、工作時間不定和休假不正常等刻板印

象，這些現象往往也是造成職場工作壓力來源因素。研究指出壓力與疾病或個人

身心健康具有顯著正相關（蕭鵬卿、湯玉英，2004；林菁真、王淑治、甘唐沖、

高春華，2008），當員工感覺工作壓力過大時，不僅會造成員工生理與心理上的

影響（林繼正、陳淑芬，2008；Cartwright & Cooper, 1997），進一步更會引發員工

工作績效不彰、降低組織認同領導、影響組織績效或離職等會對組織產生負面效

應的狀況出現（吳國鳳，2009；許順旺、林瑋婷、蘇紅文，2010；柯宏君，2011；

Erkutlu & Chafra, 2006；Jamal, 2005；Parasuraman & Alutto, 1984；Vigoda, 2002）。

Beehr 與 Newman（1978）認為工作壓力泛指因工作相關的人、事、物與環境等

因素所產生的壓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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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工作壓力來自於個體對於

工作環境有關實體上或情緒上的威脅反應，顯示出個體能力與工作環境需求不合

適的狀況。許順旺等人（2010）則認為工作壓力是員工於工作環境中，其生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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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受威脅而產生不安與不協調的狀態，主要來自於工作過度負荷、角色衝突、

角色模糊與人際關係不和諧等四個面向，亦有學者將工作壓力區分為低自我發

展、工作負荷、低福利制度與角色衝突等四種壓力來源（陳春希、高瑞新，2010）

故綜合學者觀點，可將工作壓力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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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幸福乃是現代人急切追求的人生目標，幸福感受程度因人而異。

楊國樞（1980）認為幸福感是一種主觀感受，代表個人對於目前整體生活狀況的

滿意與愉悅程度。Fuhrer（2000）亦認為幸福感是個人對於自己整體生活的評價認

知，是個體依據個人標準對其生活品質的綜合性認知，是一種受知覺、情緒和社

會因素影響的概念（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Diener

（1999）進一步指出幸福感是個人對於生活的情感體驗中所帶來快樂、正向的滿

意感受，幸福感會經常隨著最近生活上或工作上的事件與週遭環境的影響產生變

化，是由生活滿意度、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三個要素匯集而成，當個體對生活滿

意，充滿正向情緒愈多，負向情緒愈少時，其幸福感就會愈高。故綜合學者所論，

幸福感亦即是「個人對自己生活品質滿意度的主觀感受」。過去研究中，王雯宗、

朱盈蒨、蔡智勇、王念慈（2010）對消防、警察、軍人、老師與護士等五大高壓

力族群的研究，將幸福感歸納為快樂感、生活滿意感與生活成就感等三個面向；

李立良、陳科嘉、賴正全（2012）則將幸福感區分為生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

肯定與身心均衡等四個構面來探討高科技產業員工幸福感；陳文英（2012）與賴

家慶（2012）則以整體幸福感單一面向進行國人運動參與以及空服員之幸福感相

關研究。 

一般而言，工作壓力屬於負向的情緒感受，而幸福感乃是追求負向情緒愈少

愈好，因此在工作壓力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研究發現，當個人職場工作負荷過大

時，將引發工作壓力而產生負向情緒，確實會導致個人幸福感降低（Miller & Ellis, 

1990；Waters, 1999），同時亦有眾多研究指出工作壓力與幸福感之間呈現顯著負

相關（陳俞靜，2008；王雯宗等人，2010；鄒家芸，2011；李立良等人，2012；

賴家慶，2012；Rothmann, 2008），顯示當個體的工作壓力知覺愈高時，其幸福感

知覺就會愈低，由此可知工作壓力的確會對幸福感帶來負面的影響效果。因此在

台灣餐旅產業蓬勃發展，吸引大量就業人力積極投入之際，對屬於高度情緒勞務

的國際觀光旅館業而言，為了避免工作壓力問題影響公司員工健康或組織發展，

也為了建構成為幸福企業的願景目標時，對於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感相關問題的

瞭解便成為國際觀光旅館管理者急需探究的焦點議題，同時目前罕見國內旅館業

員工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故藉由本研究以國際觀光旅館員工為研究對象，探討國

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與影響情形，藉以提供相關

業者經營管理參考所用。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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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 

（二）探討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對幸福感之影響情形。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員工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

集，於 2013 年 8 月間進行施測，預試發放 150 份問卷，有效回收 127 份，正式施

測時對同意參與調查之 5 家國際觀光旅館採配額與便利抽樣各發放 100 份問卷，

合計共 500 份。經回收問卷 426 份，有效問卷 382 份，有效回收率 76.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量表依相關文獻現成量表編製修訂，問卷分為為工作壓力量表、

幸福感量表與個人基本資料表三個部份，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兩量表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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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量表 

    本量表參考吳國鳳（2009）、許順旺等人（2010）與柯宏君（2011）量表改

編修訂，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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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留題項與量表總分積差相關係數介於 .46 至 .74 間，CR 值介於 9.65 至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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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球形檢定卡方值 2095.363，達統計

顯著水準，共萃取「組織與角色衝突」、「個人發展與成就」與「工作負荷」三

大構面，12 個題項，因素總解釋量 66.25％，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83、.83

與 .71，總量表為 .88，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二）幸福感量表 

    本量表參考王雯宗等人（2010）、陳文英（2012）與賴家慶（2012）量表改

編修訂，採項目分析與極端值檢驗法將相關係數與CR值未達選題標準題項刪除，

其餘題項與量表總分積差相關係數介於 .70至 .85間，CR值介於17.35至23.73間，

均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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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球形檢定卡方值2261.788，達統計顯

著水準，萃取出「生活滿意」、「自我肯定」與「生活成就」三大構面，9個題項，

因素總解釋量77.93％，各分量表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85、.88與 .73，總量表

為 .93，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三）個人基本資料表 

    個人基本資料分為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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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料分析 

    本研究資料採 SPSS17.0 版統計軟體以項目分析、探索式因素分析、信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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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等統計法進行檢定，統計考驗顯著水準定為 α= .05。 

 

參、分析結果 

一、工作壓力與幸福感之相關分析 

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經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

果如表一所示，除「工作負荷」與「生活滿意」、「自我肯定」、「生活成就」及整

體幸福感之間未達顯著性外，「個人發展與成就」、「組織與角色衝突」及整體工

作壓力與「生活滿意」、「自我肯定」、「生活成就」及整體幸福感之相關係數介於

-.31 至-.39 之間，均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當員工個人發展與成就壓力、組織與角

色衝突壓力及整體工作壓力認知愈高時，其生活滿意、自我肯定、生活成就及整

體幸福感認知會愈低，反之亦然，但彼此之間屬於低度負相關，其解釋變異量（決

定係數）介於 9.61％至 15.21％之間，顯示其間關聯程度屬於中度關係。 

 

表一 工作壓力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摘要表（N=382） 

 M SD 1 2 3 4 5 6 7 8 

1.工作壓力 2.95 .58 1.00        

2.工作負荷 3.26 .69 .70* 1.00       

3.個人發展與成就 3.11 .73 .85* .41* 1.00      

4.組織與角色衝突 2.64 .68 .90* .48* .64* 1.00     

5.幸福感 3.46 .60 -.36* -.10 -.39* -.35* 1.00    

6.自我肯定 3.58 .66 -.33* -.09 -.35* -.32* .94* 1.00   

7.生活成就 3.42 .69 -.34* -.09 -.38* -.32* .88* .75* 1.00  

8.生活滿意 3.34 .64 -.33* -.09 -.36* -.31* .89* .72* .73* 1.00

*p< .05 

 

二、工作壓力對幸福感之影響分析 

    本研究採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對幸福感之影響

分析，由表二可知條件指標（CI＜15）與變異膨脹係數（VIF＜10）均符合共線性

診斷標準（邱皓政，2002），顯示本研究自變項間無明顯共線性存在。分析結果顯

示，「個人發展與成就」、「組織與角色衝突」及「工作負荷」對整體幸福感具顯著

負向影響力，總解釋變異量為 18.4%，其中以「個人發展與成就」（15.5%）解釋力

最高，「組織與角色衝突」及「工作負荷」兩因素解釋量僅分別為 1.6%、1.3%，解

釋力略顯不足，經對照表一可知，「工作負荷」與幸福感間並無顯著相關，是受其

他兩因素影響，本身對幸福感並無實質影響力。另從標準化係數觀察發現，「個人

發展與成就」（β=-.314）及「組織與角色衝突」（β=-.210）兩因素對整體幸福感呈

現顯著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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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作壓力對幸福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R R2 F 值 標準化 t 值 共線性診斷 

選入變項    係數  CI 值 允差 VIF 

個人發展與成就 .394 .155 69.68* -.314 -5.15* 10.405 .579 1.727

組織與角色衝突 .413 .171 38.99* -.210 -3.33* 12.927 .540 1.853

工作負荷 .429 .184 28.42* .133 2.49* 14.562 .754 1.326

註：依變項為整體幸福感  *p< .05 

 
肆、討論 

一、討論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呈顯著負相關，此結果

與 陳俞靜（2008）、王雯宗等人（2010）、鄒家芸（2011）、李立良等人（2012）

及賴家慶（2012）之研究發現相同，同時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工作壓力對於員工幸

福感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此結果亦與 陳俞靜（2008）、鄒家芸（2011）及 林妙笠

（2013）之研究結果相同，顯示國際觀光旅館經營者若能有效降低員工之工作壓

力，將有助於提升員工之幸福感感受。然而從員工工作壓力對幸福感之總解釋變

異量僅有 18.4%，其中主要以「個人發展與成就」因素對幸福感最具影響預測力，

其解釋力亦僅有 15.5%，再加上工作壓力與幸福感關聯程度亦屬於中度關係，故表

示在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對於幸福感感受之影響因素，應尚有其他因素存在。在其

他研究發現，如休閒參與、運動參與或休閒調適策略等因素對幸福感亦有影響性

（王雯宗等人，2010；李立良等人，2012；賴家慶，2012；陳文英，2012；陳俞

靜，2008；林妙笠，2013），因此對此部份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討。 

 

二、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員工為研究對象，探討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

感之相關及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國際觀光旅館員工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呈顯著負

相關，且工作壓力對員工幸福感具負向影響。因此為降低員工工作壓力以提高員

工幸福感，建議管理者應妥善安排員工工作內容與休假，減少突發性之工作任務

交付，造成工時增加與工作負荷過重而影響員工家庭生活與休閒活動，同時加強

公司內部組織溝通互動，使員工清楚公司目標與團隊任務，減少員工在工作上因

部門人員溝通互動不良而造成衝突，對於員工工作派任以適才適所為原則，並建

立公平的考核升遷制度與合理的薪資福利，建構一個幸福職場環境，如此當可有

效降低員工工作壓力提升幸福感受，以增進員工職場工作表現，達成公司與員工

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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