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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走或該留？探討人力資本、社會學習與
公關實務工作者的離職意圖之關係

陳憶寧

摘要

本研究以150名公關人員為對象，探討人力資本、專業特質認知、

職涯承諾與離職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人力資本中，教育程度越高，

越不可能因薪資、成長空間、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職；公關年資越

長，越不可能因成長空間與友善環境離職。工作時數是唯一正向預測

離職考量的人力資本變項，但只正面預測彈性工時。由社會學習的專

業特質認知上，越重視影響力，越不可能因為薪資而離職，但卻可能

為成長空間而離職。越重視生活品質則越不會因薪資、地位而離職。

越重視工作聲望，越會因薪資與地位離職。職涯承諾較強者，越不會

因薪資、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職，離職意圖也較弱。總而言之，經由

社會學習而來對於公關工作的認知較人力資本較能預測離職原因與離

職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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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150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human capital, job attributes, career commitment, and 

intentions to leave the profession in Taiwa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ople 

with more educ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leave the profession for compensation, 

growth and advancement, social status, or a friendly work place. Years worked 

in the profession negatively predict leaving for growth and advancement or a 

friendly work place. Working hours per week positively predict leaving for 

mor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People who place a high value on their influence 

at work are less likely to leave for compensation, but more likely to leave for 

growth and advancement. Work-life balance negatively predicts leaving for 

compensation and status. However, people who value job prestige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for compensation and status. Career commitment negatively 

predicts leaving the profession for compensation, status, or a friendly 

workplace. People with stronger commitment also have less intention to leave. 

Taken together, social learning on job variables better predicts reasons to leave 

and intentions to leave than do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Yi-ning Katherine CHEn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dia effects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rticle



161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Keywords: human capital, intent to leave,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 Y. n. K. (2012).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A 

study of relationship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learning with intentions to 

leave in public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 159–186.



16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2期（2012）

研究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留住員工 (retention)是許多組織人力資源的優先選項，乃是因為組

織中的知識與技能之穩定狀態可以省去員工在職訓練的消耗 (larkin, 

1995)。不僅一個組織需要注意留住人力，一個產業也同樣必須注意人

力適當的穩定，以避免人力資源無法累積。腦力流失 (brain drain)代表

着該產業具有高需求與市場價值的技巧、能力與特質的損失，人才作

為產業的資本，若無法累積等同於產業資本流失 (Rosenblatt & Sheaffer, 

2001)。

公關業一向被視為腦力密集產業，公關人處在一個與不同利益關

係人溝通的情境，是一個服務導向的行業，在傳播業當中，比起一般

新聞記者或是廣告業務，公關工作的工時較長、起薪較低、壓力較大

（張在山，2006）。2008年《動腦雜誌》一篇專文中指出公關業加班是常

態，畢竟以服務為導向的產業，客戶要求為大。要在公關業生存，要

看能不能承受工時長、壓力大的環境，以及對這個產業是不是夠有熱

情，能不能吃苦耐勞（《動腦雜誌》，2008）。該文又指出，目前公關從

業人員的學歷，一個比一個漂亮，有國立大學研究所畢業生，也有海

外歸國碩士，不過高學歷不等於高薪資，沒經驗的新人，起薪普遍不

高，大概落在每月25,000至28,000元之間，就算是留學歸國的學歷，

也只可能多個幾千元。所以薪水不高也是普遍的現象。

另外，根據公關資深業者觀察，這個行業普遍來說工作滿意度較

低且流動率高，人力資源呈現較不穩定的狀態。台灣從事公關工作者

的人口特質目前呈現出女性遠多於男性、年輕人遠多於中年人。由於

台灣公關產業的發展已有30年，若以年輕人以及女性較多的人口學特

性檢視，可發現30年前的年輕公關人並未繼續待在公關業與此產業一

起發展至今。而女性常被期待肩負家庭責任，容易發生家庭與工作之

間的衝突，對於職場表現穩定性的影響可能負面多於正面 (Greenhaus & 

Parasuraman, 2002)。

公關業的工作特性加上以上兩種人口學特徵，本研究認為有必要

探討公關產業中的人力發展問題，其中應特別探討人才流失原因，以

瞭解此產業的哪些專業屬性對人才損耗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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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職涯中的研究中，一直較為學者關注的問題為何以有些人在

職涯競賽中跑得比較快，或是比較成功 (Mehra et al., 2001)。在不同的

行業中，如公關業，的確發現有些人比較適應、比較自信，也比較勝

任愉快。然而，在人才流失嚴重的公關業中，對於哪些人可以在這個

行業待得較久，應是該產業更為關心的問題。畢竟，一個行業當中若

能保有較多資深的工作者，比起探討哪些個人的成功可能對於該產業

的整體專業發展更有幫助。

近幾年來，有關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與職涯表現的研究相當地

豐沛，大抵上認為人力資本與職涯表現呈現正相關。與職場成功有關

的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的特質包括認知能力 (Dreher & Bretz, 

1991)、教育 (Childs & Klimoski, 1986)與工作年資 (Judge & Bretz, 1994)

等等。一般相信，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可以發展出專業知識、提高工

作上的生產力，然後得到組織正面的酬賞 (Wayne et al., 1999)，間接地

導致產業整體優異的表現。此外，在探討有關職涯成功的研究指出，

影響到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能力 (being competent) (Wayne et al., 

1999)，以及在正確的地方工作 (Brass, 1984)，而能力因素多半肇因於

人力資本的累積，而正確的地方則暗示着對所屬專業的認同，包括了

該行專業不同屬性重要性認知以及職業承諾。所以我們在探討公關人

員的離職現象時，不能忽略個人所認知的專業屬性不見得比人力資本

影響低，或者起碼兩者有不相上下的影響力。

本研究期望藉由實證研究，了解公關實務工作者的人力資本、專

業屬性認知、職涯承諾與其離職意圖的關係，企圖找出影響公關產業

人力資源流失的關鍵因素。

文獻探討

人才流失現象意味着人力和智慧資本知識無法累積，在組織層次

關係到企業組織發展，在產業層次上則是因資本流失而衝擊產業整體

發展，這些主張在組織策略、生態學和文化領域上獲得越來越多的重

視。策略理論如Barney (1991, 1997)與Conner (1991)主張，人力資本對

公司發展的重要性遠超越其產品的市場定位。Penning等人 (1998)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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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人力資本的流失能讓一間公司面臨瓦解的命運。同理可推，人

力資本之不足也可以讓產業萎縮，所以保有人力資本應該是產業不可

忽視的問題。

根據Miller與Wheeler (1992)的論點，有兩個角度可以解釋個人何

以離開某個他所身處的組織，第一是人格特質理論 (personality trait 

theory)，亦即個人之所以會有某些行為是因為個人具有某些特質造

成，而非因為環境因素 (Mischel, 1973)。在產業人力分析架構中，個人

離開某個組織肇因其所擁有的某些特質，這些特質包括了個人的學

歷、 知識背景、 職涯發展階段。 另一則是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 

1977)，假設了人與環境互動後而產生了行為，人們會因為情境而選擇

最佳結果 (Mischel, 1973)，社會學習理論角度指出了個人會產生離職意

圖，或是離職行為是因為情境而非個人特質。以人格特質理論以及社

會學習理論探討個人離開組織因素，可以應用於個人離開產業之因

素，基於人格特質理論，影響離職的因素包括個人的學歷、知識背景

與職涯發展階段等，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對於該產業工作情境的認知

往往是因為職場工作的實戰經驗，因而理解了個人適不適合於該產業

繼續發展。本研究從這兩個角度出發，以人力資本，亦即由個人特質

而來，以及專業認同，亦即社會學習而獲致的對於專業工作屬性的判

斷與職涯承諾，分別探討個人何以離開公關產業以及其離開意圖。

人力資本與離職

人力資本原本是經濟學的概念，意指經過理性的選擇，人們選擇

是否要投資更多的時間、努力、金錢在教育、經驗與訓練，亦即他會

自己衡量得失做適當的投資 (Wayne, 1999)。以人力資本檢視職涯，則

會發現關鍵在於一個人對於其人力資本的投資，因為投資會產生更多
的生產力，而生產力會使得有形的回饋提高。一般來說，教育是最普
遍接受的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越高的教育程度顯示出個人對於人力
資本的投資 (Bontis, 1999)。一個人越是受過高等教育，就越有知識，
且表現較為優秀 (Hitt et al., 2001; Wayne, et al., 1999)。Tharenou等
(1994)也發現教育程度與升遷有關。對於教育的投資越多，升遷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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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推論因為其知識程度較高，一般能力與技巧 (general skills)較
強，尤其在更高層次的技巧，如管理、領導上的知識，在產業之間移
轉的可能性越高，離職的可能性更高。Balfour與neff (1993)的研究發
現在組織陷入危機時，教育程度高者最容易發生自願性離職。另外，
也有學者認為與離職有關的人力資本包括在職訓練、工作經驗與資深
程度，通常以職涯年資、在位年資、組織層級等等測量 (Xu, 2008)。在
有關大學教授的離職研究中，發現在大學教授這一行工作越久，以及
在同一機構中任職越久，意圖離職的程度越低 (Pfeffer & lawler, 1990; 

Smart, 1990; Zhou & Volkwein, 2004)。也有研究指出在公司內的層級
(rank)也是一種人力資本，層級越高，越不會自願性離職 (Arnold & 

Feldman, 1982; Cotton & Tuttle, 1986; DeCotiis & Summers, 1987; Mehra 

et al., 2001; Powell & Butterfeild, 1994, 1997) 。

根據以上文獻似乎暗示着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容易有離職意圖。

在公關業的工作年資（包括不同公關公司的年資）也代表一種人力資

本，因在同一產業待得越久，表示他所具備的專業知識、擁有的資訊

與技能較多，對於其往後的職涯發展越有助益，且代表投資越多，承

諾越高，越不容易離職。而在公司內層級越高，因其具有的領導管理

知識程度較高，也可能容易有離職意圖。

在主修科目的影響上，若公關人員曾經在學校主修公共關係或其
他與傳播相關學程，代表有最外顯的領域相關知識，所以應該比其他
非主修傳播或是公關的公關人員不僅在學院知識上較為瞭解，對於公
關工作的內涵也可能因為學校與實務之間的聯繫而有比較多的掌握，
亦即對於公關產業的投資較高，本研究推論曾經修過公關或傳播相關
學程的工作者，會比未修過的公關人員對於公關這一行有比較高的承
諾，離職可能性較低。

專業屬性認知與離職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 1977)，個人在特定環境中會學習到該

環境之特徵，進而產生評估環境與自我的關係。由此可以推論，個人

於職場中工作一段時日後，可習得該專業的特殊屬性，評估其專業屬

性的重要性，並因而自然地產生到底適不適合這一行的想法。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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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經由社會學習的專業屬性重要性認知與離職意圖之關係的相

關討論。

在傳播研究範疇中，有關傳播者工作的相關討論大都圍繞在專業

性上，例如新聞記者的專業價值研究，藉以了解實務工作者的專業價

值與其工作表現。依照Mcleod與Hawley (1964)所指出，一個職業變

成專業，必須滿足某些條件。他們依據專業標準，建構出新聞記者的

專業導向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量表，此量表不僅可以用在記者，後

來也被廣泛地運用到廣播工作人員、攝影記者、公關人員以及美國以

外的新聞從業人員 (Cameron, Sallot, & lariscy, 1996; Coombs, Holladay, 

Hasenauer, & Signitzer, 1994)。

在公關業的專業性研究上有兩個取向，第一聚焦於討論公關是否

為一個專業，是否需要考牌等等；第二則是了解從事公關的實務工作

者是否具專業性。第一個取向與本研究較無關聯，而第二個取向則可

應用於本研究中關於專業屬性的認知。過去研究測量公關專業性程度

的實證研究，多立基於Mcloed與Hawley (1964)對於Milwaukee新聞記

者的研究中，24個來自於社會學測量專業性的題項。McKee、nayman

與lattimore (1975)採納之後運用了其中的21個題項調查公關人員如何

看待自己的專業性，研究中發現以下幾個特性是受訪者認為極為重要

或是相當重要的，包括發揮創意機會、增進專業能力、充分運用能力

與訓練、對決策有影響力、有機會學習新技巧與新知識、充分享受工

作、生活無虞。此研究發現針對公關人員專業調查的結論，與早先的

Mcloed與Hawley (1964)的研究結論大致相同，公關人員若視自己是為

專業，則表現上也比較專業。

之後，這24個題項在Wright (1978)的研究中被運用探討公關顧問

的專業取向，Wright將公關專業量表以公關實務工作者為測量對象，

發現公關實務工作者希望自己可以比目前的狀態更加專業，而且對於

個人缺乏決策以及管理機會感到挫折，而負面經驗可能與職場的去留

有關。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認為公關實務工作者在工作中對於其專

業屬性的認知可能與離職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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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承諾與離職

Meyer與Allen (1991)發展出職業承諾此心理學的概念，來描述個

人和離職意圖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個人若是對職業有所承諾，代表

強烈地希望能夠持續在相關崗位上努力，會更認真保持與職位相關的

知識水準，並對其專業更有認同感 (Blau, 1985, 2001, 2003; Irving, 

Coleman, & Cooper, 1997; Meyer, Allen, & Smith, 1993)。Meyer與Allen 

(1991)並發展出職涯承諾模型來描述個人和離職決定之間的心理連結，

也就是說個人持續處在一個專業上是因為在情感上有所依附，或認為

自己負有責任，或是因自忖此專業領域的發展需要他們的繼續投入與

努力。此外，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工作資歷都被認為和職涯承諾

有關。

nogueras (2006)整理有關職涯承諾的相關研究，歸納出職涯承諾

研究的發現。他提出相關研究中顯示了個人生命中的焦點是其所從事

的職業，所以對其職業產生承諾是生命中的大事；教育會提高職涯承

諾，若其教育程度越高，則越可能對職業產生承諾感。組織發生改變

或是架構調整，會增加個人的職涯承諾。更重要的是，職涯承諾是個

人在該專業中持續耕耘的主要原因。

Shader、Broome、Broome、West 與 nash (2000) 以及 Mcneese-

Smith與van Servellen (2000)研究護士的離職，檢視了年齡、教育程

度、經驗和性別這些離職預測指標，發現年齡和工作滿意度可以預測

離職意圖，資深工作者則有較高的職涯承諾。Meyer等人 (1993)以護士

為研究對象，發現職業承諾和離職意圖為中度相關，在迴歸分析顯示

職業承諾能顯著預測離職意圖。若職涯承諾能在此研究中證明為公關

人員離職因素或是意圖離職的因素，就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如此可

以幫助實務界發展出留任公關人員的策略。

離職意圖與離職因素

在Fishbein與Ajzen (1975)所發展出的計劃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簡稱TPB）當中，承諾感、年齡以及年資是該理論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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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礎預測變項之外、離職意圖最有效的變項(March & Simon, 1958; 

Mobley, 1977; Porter & Steers, 1973; Vroom, 1964; Breukelen, Vlist, & 

Steensma, 2004)。TPB包含三組基本預測變項，第一是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s)，也就是對某事物的喜好或是厭惡，第二是主觀標準

(subjective norm)，也就是個人衡量其參考團體是否認同其做出某事，

第三是感知的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亦即了解作出某

事所需要資源和機會。若以TPB來檢視離職意圖，意圖離開公關業可

以說明在個人職涯選擇 (career choice)當中，對於公關工作已經不存在

正面態度、未感知離開公關業的社會壓力，以及察覺到有更好的機會。

本研究檢視人力資本與專業屬性的重視程度與離職因素的關連，

探討意圖離職之因素為應變項，雖然意圖離職不是真正的離職，不過

這些意圖也可能因為時間因素而成為行為上真正的離職 (Steel & Ovalle, 

1984) 以及轉行 (lee & Mowday, 1987)。在過去有關員工自願流動

(voluntary turnover)的研究中，學者包括Molby (1977)、Steer與Mowday 

(1981)、Hom、Griffeth與Sellaro (1984)，以及Steel與Ovalle (1984)等

人已將意圖離職 (turnover intention)或是計劃離職 (turnover plan)視作為

真正離職 (actual turnover)的最佳指標，也就是說離職意圖與真正離職

之間具有高度相關。

在離職因素當中，在 Inman與Marlow (2004)的研究中指出，一般

的離職因素可以歸為三大類，第一是外在因素，例如薪水與福利，第

二為僱用 (employment)因素，例如同儕關係、工作環境、工作安全感

與職業聲望，第三為個人因素（例如家庭）。本研究認為公關人員之人

力資本與專業屬性，可能影響到因某些因素而離職，因此一併探討。

本研究根據以上討論，發展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人力資本與離職因素、意圖離職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二：專業工作屬性之認知與離職因素、意圖離職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三：專業承諾與離職因素、意圖離職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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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樣本與分析單位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調查期間為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雖

然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距今已有五到六年，然而根據公關界最高管理

階層的說法，實務界依然非常關切公關教育似乎缺乏整體規劃（嚴曉

翠，2009），而職場中的流動狀況也沒有改善（《動腦雜誌》，2008）。

我們以公關公司的員工作為受訪對象，分析單位為個人。由於台

灣的公關公司目數有限，人數可能也不多，所以本研究並不抽樣，而

以2005年10月號《動腦雜誌》所做的公關公司調查作為起點。研究者以

及助理依據這份名單，打電話至各家公關公司，聯絡到經理及層級的

人員後，確定對方為公關公司，而非事件行銷公司，且有意願回答問

卷後，確定有16家公司願意接受調查，這些公司同時也回報可以填答

問卷的人數，剔除公關公司內非公關的人員，例如公司的會計、財務

以及處理公司內部事務的其他人員。送問卷的方式依公關公司的要求

分為兩種，一為郵寄，另一則為研究人員直接遞送問卷。送出的問卷

有256份，回覆的問卷有153份，回覆率為59.8%。當中發現有三份問

卷在超過十題的重要的題項漏填，所以有效問卷為150份。

主要變項說明

I.人力資本

根據文獻，人力資本包含教育程度、學校修習公關課程、組織層

級、公關工作之年資、每周工作時數。在教育程度的選項上，包括高

中（及以下）、專科、大學、碩士（及以上）。在修習公關課程上，詢問

受訪者在大學共修過幾門公關相關課程，在組織層級上，選項包括公

關專員、（正副）總監、（正副）經理、（正副）總經理等。在工作年資

上，詢問受訪者進入公關業總共幾年幾個月，在工作時數上，我們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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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受訪者上周從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工作時數為幾小時，選項從8小時

（及以下）到12小時（及以上）。

II. 專業特質的認知

依照Mcleod與Hawley (1964)所指出，一個職業變成專業，必須

滿足某些條件。他們依據專業標準，建構出新聞記者的專業導向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量表，此量表不僅可以用在記者，後來也被廣

泛地運用到廣播工作人員、攝影記者、公關人員以及美國以外的新聞

從業人員。本研究將其研究中的各項題目修改為適合公關人員的題項

（見表一）。

本研究在於瞭解公關人員對於這個工作各種價值面向的重要程

度，所以提問方式為「我們想知道您對於您在工作時，以下的工作特性

對您的重要性程度如何。您認為重要的程度分為『1』表示非常不重要，

『4』表示普通，『7』表示非常重要。請您依照重要的強度，選擇1至7的

任何一個數字來表示您認為的重要程度。」原有題項總共有24題，經過

本研究之因素分析以及同意度之後，去除其中的4題，分別為「你在工

作時能享受工作的樂趣」、「你的工作穩定且有安全感」、「你的工作刺

激且富變化」，以及「你和人而非和事一起工作」，而分為工作中的學

習、影響力、生活平衡、工作聲望與同儕支持五面向。各面向之題

項、因素分析及信度檢驗見表一。 

III. 職涯承諾

本研究使用Colarelli與Bishop (1990)的17題測量職涯承諾的題項

（見附錄一）。Colarelli 等人的研究中此17題之信度為 .94，1 本研究則

為 .91，為可以接受的程度。

IV. 離職因素

意圖離職之因素的題項參考Hagedorn (1996)、Rosser (2004)以及

Smart (1990)等人關於專業人士的離職因素。資料分析顯示，最可能造

成離職的是更友善的工作環境，第二為彈性工作時間，第三為較高的

薪資，第四為更多的成長空間，最後為地位。以上題項之平均值、標

準差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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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公關從業人員的各項專業特質認知之平均值、主成分因素分析（最大變異法）及信度

           檢驗

（7代表非常重要，1代表非常不重要） 

題項 因素負載值
能力表現與學習

您個人的能力和所受的訓練能夠全部發揮 .843
您個人有主動與創新的機會 .817
您個人有學習新技巧和新知的機會 .737
您在您的專業生涯當中出類拔萃 .611
您的能力受到同事的尊重 .550
您的主管激賞您為加強能力所花的時間 .546

特徵值（Eigenvalue） 9.23
解釋變異量 43.96
Cronbach’s α .90

影響力
您在重大決策中具有影響力 .696
因為您的加入而使工作機構有些不同 .638
您在您的專業社群中表現突出 .630
您有機會影響民意 .594
您有一份能使您和重要人物 （例如地方和全國各行

各業領袖）接觸的工作

.592

特徵值 (Eigenvalue) 1.61
解釋變異量 7.69
Cronbach’s α .81

生活品質
您的工作不會干擾您的家庭生活 .753
您賺取了足夠的薪水以擁有較好的生活 .742
您的工作能擁有自由，不受人緊迫的監督 .712

特徵值 (Eigenvalue) 1.37
解釋變異量 6.50
Cronbach’s α . 75

工作聲望
您在受人尊重且矚目的領域中工作 .820
您的工作對專業社群有價值且重要 .637
您擁有一份具有名望的工作 .622
您有一份具有威望的工作 .558

特徵值 (Eigenvalue) 1.24
解釋變異量 5.89
Cronbach’s α .80

同儕支持
您在艱困的時刻，有工作伙伴可以支持或協助您

的工作

.662

您與投緣且隨和的人在一起工作 .573
特徵值（Eigenvalue） 1.09
解釋變異量 5.18
R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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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離職意圖

意圖離職題項之參考為Meyer 等人 (1993)所發展的職業改變認知
評量。本題組在因素分析上顯現出題項落在同一個構面，本研究將此
因素命名為意圖離職，其信度Cronbach’s α=.76，為可接受的程度（詳
見附錄三）。

VI. 控制變項

包括性別、年齡與婚姻狀況，由於這些變項與從業人員的工作認
知、態度、行為有關，因此將它們列為控制變項。

結果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樣本總共包含150名受訪者。男性有19人（佔12.7%），女性
有131人（佔87.3%）；公關專員有93人，總監有15人，經理（正副）有
30 人，總經理（正副）有5人。年齡分佈最年輕為22歲，最年長為43

歲，平均年齡為28.40 (SD=4.48)。已婚者僅有19人（佔12.7%），單身
者有131人（佔87.3%），

公關工作之年資最少 6 個月（佔整體 10.7%），最長超過 10 年（佔
整體 4.7%），平均年資為 3.16 年 (SD=2.78)。每天工作時數最短 8小
時，最長 13 小時，平均時數為 10.57 小時 (SD=1.51)。43% 的受訪者
擁有碩士學歷，52% 擁有大學學歷，其他人則是從專科畢業。超過
70% 受訪者主修傳播相關科系，平均修習的公關課程為 3.34 堂（標準
差為 2.51），分佈從 0 堂課（31.3%）到 8 堂以上（14.3%）。在公司職等
方面，62% 的受訪者是公關專員，10% 是督導，20% 為經理，3% 是
總監，沒有人是總經理。受訪者每月平均薪資為 43,000 台幣（標準差
為 19,600）。2

研究問題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進行六次階層迴歸。表二顯示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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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第一階層包含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第二階

層是人力資本，包含教育程度、主修領域、公關課程修習數目、公司

位階、任職年數、平均一天工作時數。第三階層則是專業屬性認知，

包含能力表現與學習、影響力、生活品質、工作聲望、同儕支持。第

四階層則是職涯承諾。應變項共有六個，包括五個離職考量因素以及

離職意圖程度。而六個整體迴歸模式的共線性診斷之條件指數

(conditional index; CI)均介於30到100之間，表示迴歸模型雖然有共線

性問題，但仍算可以接受 (Belsley, Kuh, & Welsch, 1980: 153)。

以薪資作為離職理考量觀之，分析結果發現，人力資本中只有教
育程度負向預測薪資理由 (β=-.22, p< .05)，其餘皆無顯著預測力。在
專業屬性評價上，影響力負向預測薪資理由 (β=-.25, p< .05) ，生活品
質也負向預測薪資理由 (β=-.26, p< .05)，工作聲望正向預測薪資理由
(β=.23, p< .05)，同儕支援負向預測薪資理由 (β=-.24, p< .05)。而職涯
承諾負向顯著預測 (β=-.44, p< .001)。

以成長空間作為離職考量觀之，分析結果顯示，人力資本的教育
程度負向預測成長空間理由 (β=-.30, p< .01)，公關年資也是負向預測
(β=-.23, p< .05)，其餘皆無顯著預測力。在專業屬性評價上，影響力
正向預測成長空間理由 (β=.24, p< .05)。職涯承諾無預測力。

以地位作為離職考量觀之，分析結果發現人力資本中，只有教育
程度負向預測地位考量 (β=-.22, p< .05)，其餘皆無顯著預測力。在專
業屬性評價上，生活品質負向預測地位作為離職考量 (β=-.26, p< 

.05)，但是工作聲望正向預測地位考量 (β=.26, p< .05)。而職涯承諾負
向顯著預測 (β=-.31, p< .01)。

以友善環境作為離職考量觀之，分析結果發現人力資本中，有教育

程度與公關業年資負向預測尋求友善環境作為離職考量 (β=-.27, p< .05; 

β=-.28, p< .05)，其餘皆無顯著預測力。在專業屬性評價上，各變項均

無預測力。職涯承諾負向顯著預測 (β=-.24, p< .05)。

以彈性工時作為離職考量觀之，分析結果發現人口學變項中，性

別負面預測彈性工時之離職考量 (β=-.24, p< .05)，亦即女性較男性較

以彈性工時作為離職考量。人力資本中只有工作時數正向預測彈性工

時 (β=.30, p< .01)，其餘皆無顯著預測力。專業屬性評價與職涯承諾均

無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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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測受訪者之意圖離職上，分析結果發現人力資本無法預測離

職意圖，但專業屬性認知上，則是生活品質有負向預測力 (β=-.24, p< 

.05) 。職涯承諾負向顯著預測 (β=-.81, p< .001)。

表二：離職考量因素與意圖離職的階層迴歸

薪資 成長空間 地位 友善環境 彈性工時 離職意圖
預測變項
First block
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男性=1, 女

　性=0）

-.05 .01 -.05 -.06 -.24* -.07

　年齡 .10 .17 .10 .10 .1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0, 已婚=1)

-.12 -.09 -.06 .12 .04 -.04

　Adjusted R2 .04 .03 .00 .01 .03 .02
Second block
人力資本
　教育程度 -.22* -.30** -.22* -.27* -.04 -.12
　主修領域（傳播

 　=1, 非傳播=0）

-.09 -.01 -.09 .17 .10 -.01

　公關課修習數目 -.02 -.01 -.01 -.08 .02 .07
　公關年資 -.10 -.23* -.09 -.28* -.01 .03
　公司層級 -.08 -.09 -.11 .05 -.04 .05
　工作時數 -.01 .08 .05 .13 .30* .09
　Adjusted R2 change .04 .06 .03 .05 .05 .00
Third block
專業屬性評價
　能力表現與學習 .13 -.16 .18 -.02 .02 .08
　影響力 -.25* .24* .00 .02 -.01 -.02
　生活品質 -.26* .00 -.26* .01 -.03 -.24*
　工作聲望 .23* -.04 .26* .00 .08 .03
　同儕支援 -.24* .07 .09 .13 .11 .06
　Adjusted R2 change .11 .04 .05 .00 .00 .09
Fourth block
職涯承諾 -.44*** -.17 -.31** -.24* -.20 -.81***
　Adjusted R2 change .10 .01 .06 .03 .00 .49
　Total Adjusted R2 .29 .13 .14 .09 .08 .60
　F value 3.17*** 2.35* 2.20* 1.76* 1.35 12.40***

註：表格中之係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p<.05, **p<.01, ***p<.001

總結上述資料分析可得知，人力資本中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可能

因為薪資、成長空間、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職，公關年資越長，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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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成長空間與友善環境離職。人力資本中的工作時數是唯一正向

預測離職考量的變項，但只能正面預測彈性工時。

而經由社會認知的專業屬性評價上，越是重視影響力，越不可能

因為薪資而離職，但卻可能因為成長空間而離職。對於生活品質越是

重視，也就不可能因薪資、地位而離職，離職意圖也越低。對工作聲

望越是重視，越是會因為薪資與地位離職。對於同儕支持較為重視

者，也不會因為薪資而離職。同樣基於社會學習而形成的職涯承諾，

資料顯示具有較強的承諾者，越不會因為薪資、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

職，離職意圖也較弱。

結論與討論

過去有關公關人員的研究，多集中在專業性以及工作滿意度的調

查，本研究以人力資源角度探勘公關人職場現況，由人力資本與及社

會學習概念，探討離職因素以及離職意圖的影響因素。我們以150名台

灣公關公司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以薪資作為離職理由的因素

為工作聲望，但若公關人員的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視影響力、同儕支

持與生活品質，職涯承諾越高，則越不可能因薪資而離職。以成長空

間作為離職理由的因素為影響力，但若公關人員的教育程度越高、公

關年資越長，則越不可能因薪資而離職。以身份地位作為離職理由的

因素為工作聲望，但若公關人員的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視生活品質，

職涯承諾越高，則越不可能因身份地位而離職。若公關人員的教育程

度越高、公關年資越長，職涯承諾越高，則越不可能因友善環境而而

離職。女性較容易因為彈性工時考量而離職。工作時數越長者也會因

為彈性工時的吸引力而考慮離職。

在預測受訪者之意圖離職上，人力資本變項無法預測離職意圖，

但專業屬性認知上，則只有生活品質有負向預測離職意圖。職涯承諾

越高，因為各種因素而離職之可能越低，離職意圖也越低。總結上述

資料分析可得知，人力資本中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可能因為薪資、成

長空間、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職，公關年資越長，越不可能因成長空

間與友善環境離職。人力資本中的工作時數是唯一正向預測離職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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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項，但只能正面預測彈性工時。經由社會認知的專業屬性評價

上，越是重視影響力，越不可能因為薪資而離職，但卻可能為成長空

間而離職。越是重視生活品質越不會因薪資、地位而離職。越是重視

生活品質者其離職意願越低。對工作聲望越是重視，越是會因為薪資

與地位離職。對於同儕支持較為重視者，也會因為薪資而離職。對於

職涯承諾較強者，越不會因為薪資、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職，離職意

圖也較弱。

以學校教育角度觀察教育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公關修課數目完

全無法預測離職因素以及離職意圖，樂觀的思考則是指出，公關課對

於離職因素與意圖沒有影響，但負面地看，則是公關課也沒有幫助降

低離職意圖，反倒是較高的教育程度導致離職意圖下降，也不會因外

在因素（如薪資）以及僱用因素（如成長空間、地位、友善環境）而離

職。研究者認為公關課如果不能加強從業人員的承諾，可能透露出公

關課程內容設計上並沒有適當地呈現該行業的本質，根據以上想法，

本研究另外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發現教育程度、修習公關課數目以

及職涯承諾之間均無顯著相關（教育程度與職涯承諾 r= - .02, p= .40, 

n=142；公關課數目與職涯承諾 r= .13, p= .07, n=138）。根據計劃行為

理論解釋上述研究發現可以推論，修習過公關課的學生畢業後，在公

關的職場中對此行業並沒有特別的正向態度（對公關業特別喜好）、沒

感受到社會壓力（退出公關業並不會不被接受），也沒感覺到損失機會

或是資源，所以退出公關業並非浪費。

另外，Tharenou等人 (1994)的研究推論教育程度高者，因抽象的

能力與技巧較強，如具備管理與領導上的知識，在產業之間移轉的可

能性越高，離職的可能性更高。但本研究卻發現，教育程度高者反而

越不會因為薪資、成長空間、地位與友善環境而離職，也不能預測彈

性工時以及離職意圖。由此可見公關業對於教育程度較高的實務工作

者頗具吸引力。

另外，令人意外是在經由社會學習之後的對於專業工作屬性的評

價上，資料分析發現越是注重生活品質，離開公關業的意圖越低，顯

示公關業雖然壓力大，但仍足以保有一定的生活品質，所以重視工作

與生活平衡的人，離開公關業的意圖反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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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中發現，專業承諾除了不能預測因成長空間以及彈性工

時而離職，均可負面預測離職因素以及離職意圖，可見加強專業承諾

是非常重要的預防產業人力流失的做法。而專業承諾可被視為公關實

務工作者對於這個專業的心理契約，如何加強心理上對此專業的黏着

程度顯然相當重要。Hall (1996)曾提出應該加強員工在該產業的各種發

展性，增加其可被僱用性，而非只提供單一組織內的工作安全感，如

此做法可讓員工由原來對組織的承諾轉變成為對於專業的承諾。雖然

對於組織而言未必完全有利，但若能說服員工貢獻於組織的提升就等

於個人成就，應可抵銷員工因專業能力發展而選擇跳槽同產業其他公

司的可能性。近年來台灣公關業面臨移往中國大陸發展的局勢，台灣

專業人才若不能適應此變遷，則其職涯發展受到限制，可能最後還是

選擇離開公關業。若公關業能提供員工在組織與產業變遷時的專業訓

練，可能對於產業的整體人力資源的維持有所幫助。

從表二當中可以發現幾個正向關係，如工作時數可能造成因為彈

性工作離職、重視工作聲望造成因薪資與地位離職、重視影響力造成

因為成長因素離職等，以上因素，包括工作時數、工作聲望以及影響

力，都是正面預測離職因素的自變項，對於公關業來說，正好也是職

業特色。公關業的工作時間較長、在活動與事件中必須退居幕後、社

會對公關業有刻板印象，以及必須團隊分工合作所以看不出個人特別

的影響力，以上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個人心理上的挫敗而退出公關

業，造成人力流失。

公關工作的多工 (multi-tasking)特性、長時間工作、團隊運作的需

求，以至於缺乏明確的個人績效衡量往往導致實務工作者的壓力，而

可能導致意圖離開公關業。過去並無相關研究探討公關人員之離職原

因，但有關離職意圖的研究當中，不論研究對象是大學教授、護士、

律師等等不同領域，均發現職場中的時間壓力、缺乏組織與專業社群

支持、工作負荷量、工作中的不安全感以及未能參與決策等，均是可

能產生意圖離職的因素 (McGee & Ford, 1987; Rosser, 2004)。在Mobely

等人 (1978)的研究中發現，個人會考量離職的利益與成本，而決定是

否應該離職的認知。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年齡與資深程度與離職意圖

有關，Bedeian、Ferris與Kacmer (1992)認為，聲望和信心較容易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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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而提升，年輕人普遍還未握有權力地位，與該專業的心理連結較

為鬆散，中年勞工則普遍期望穩定的生活，表現上較資淺者更穩定。

所以年長的專業工作者，身處於年輕員工或受過更好訓練的競爭者之

間，就越不願放棄因資深帶來的利益和優勢 (Bedeian, Pizzolatto, long, 

& Griffeth,1991; Kacmar & Ferris,1989)。雖然本研究當中並沒有發現年

齡的預測力，但在公關業年資上則發現了類似的狀況。

優秀員工的自願性離職通常被認為對組織或是產業有害，不論是

就更換人事的成本、暫停原本的工作進度或是產業的未來發展等角

度。過去職場研究曾致力於解釋個人離職之因素，大抵而言，離職考

量之因素多集中於薪資、發揮空間、環境、地位、彈性工作等。若能

瞭解公關人之離職考量，管理部門可針對與這些考量有關的因素進行

人力資源的策略管理，亦即不同性別、年資、不同的教育程度、各種

專業特性之認知以及對公關業的承諾強度等因素，影響離職不同的因

素考量，也影響離職意願。

若根據計劃行為理論來檢視離職意圖之產生，在職場上的公關人

員必然偶會面臨工作低潮，偶會感知社會中對於公關業之誤解而形成

社會壓力，也必然偶爾察覺就業市場上有更好的機會，三者若同時存

在並然容易產生離職意圖，根據過去研究顯示，資淺或是年齡較輕者

容易因此產生離職意圖，若管理者可適時給予自我概念之強化，並告

知公關工作的核心價值所在，應可避免不必要的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現象的關係到產業的人力和智力資本知識累積，產業之

興盛不只需要利用最聰明和最適合的人才，也需要極大規模上處理導

致人力資本流失中的中介變項，本研究發現了數個重要人力資源相關

概念可能與人才流失有關，未來可以應用於公關產業之高素質人力的

留僱問題。

本次研究中女性與未婚者佔絕大多數，這可能也是公關業的人口

學特質，但未來研究應擴大男性與已婚樣本，可能更可以看出人口學

變項對於職涯選擇與轉換的影響力，男女在薪資的期望差異以及女性

婚後的職場行為一向是職業社會學關心的議題。

雖然根據過去研究顯示，離職意圖與實際離職具有高度相關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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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alle, 1984; lee & Mowday, 1987)，所以研究者多以在職者作為研

究對象，而且如此作法有其務實性，乃因離職者難以追蹤，更何況是

進行大量且具推論性的調查。但基於實際離職與離職意圖之間可能仍

有若干落差，許多離職原因也許被刻意隱藏，直到離職行為產生，真

正的離職原因才被揭開。未來研究若可行，應掌握即將離開公關產業

的實務工作者，來探討產生實際離職的關鍵因素。

另外，基於公關業中人力流動狀況較為明顯的考量，本次研究只

調查了公關公司人的實務工作者，企業中的公關人員因為流動率相對

穩定，並未在此次調查當中，未來研究應進行企業公關人員調查，比

較兩種不同屬性的公關人員的職場人力資源樣貌。

註釋

1. Colarell i& Bishop (1990)的研究中此17題直接計算信度，並未先以因素分
析處理之。本研究在此也依照其作法。

2. 其中公關專員每月平均薪資為台幣20,989元 (SD=3351.6)，總監為31,200

元 (SD=7988.1)，(正副 ) 經理為42,667元 (SD=3922.3)，(正副 ) 總經理為

57,500元 (SD=5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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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關從業人員的職涯承諾題項、平均值、標準差與信度

（7代表非常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 我的職業可以讓我提升職場上的相關能力。 6.00 .90

2 我願意付出我最大的努力，以期許在這行獲得成功。 6.05 .93

3
我跟朋友聊到我的職業時，我會說這是一行值得從事

的職業。
5.29 1.27

4 我對我的職業不感到熱衷。（反轉） 5.56 1.42

5
為了能維持在職業上的成功，我接受任何交派的工

作。
5.32 1.18

6 我的價值理念和我的職業是彼此相容的。 5.19 1.19

7 我可以驕傲地告訴別人我的職業。 5.71 1.05

8 我認為我的職業可以激勵我發揮潛能。 5.93 1.01

9
如果改變現況會導致我退出職場的話，我不願改變任

何現況。
4.00 1.54

10 我很高興當初我選擇了現在的職業。 5.49 1.17

11
如果我繼續待在這行當中，已經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讓

我學習的了。（反轉）
5.37 1.38

12 我正在考慮要換個行業做。（反轉） 4.70 1.58

13 在我的職業上，並沒有太多升遷的機會。（反轉） 4.76 1.40



該走或該留？探討人力資本、社會學習與公關實務工作者的離職意圖之關係

185

14 對我而言，這是最適合我的行業。 4.65 1.34

15 決定從事這個行業，是我人生中一大錯誤。（反轉） 6.17 1.19

16 在這行業中，我可以施展我自認重要的技巧與能力。 5.51 1.07

17 我的職場現狀會導引到我所期待的發展方向。 5.25 1.08

Cronbach’s α=.91

附錄二： 公關從業人員的意圖離職因素之題項、平均值與標準差

（7代表非常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 較高的薪資會讓我考慮離開公關業 5.22 1.29

2 更多的成長空間會讓我考慮離開公關業 5.05 1.22

3 更高的地位會讓我考慮離開公關業 4.90 1.26

4 更友善的工作環境會讓我考慮離開公關業 5.31 1.30

5 彈性的工作時間會讓我考慮離開公關業 5.29 1.36

附錄三：公關從業人員的意圖離職之題項、平均值、標準差及信度 

   檢驗

（7代表非常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 我常常想離開公關業 3.30 1.58

2 我常常想試試看到別的行業發展 1.83 1.19

3 我計劃一年之內離開公關業 3.87 1.60

特徵值 (Eigenvalue) 2.92

解釋變異量 67.29

Cronbach’s α=.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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