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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負債感」是一般人受助後常見的反應，目前有關負債感的研究，大

都承襲 Greenberg（1980）的負債感理論（theory of indebtedness）並將「負

債感」視為單一概念，也就是負債感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差

異。為了澄清負債感的內涵，研究一針對八名組織員工進行深度訪談，該

研究請受訪者回憶自己過去的受助經驗與感受。研究結果顯示，負債感至

少可以區分成三種性質：情感性、工具性及威脅性。從研究一的訪談資料

中研究者也發現，人們受助於不同關係（情感水準、角色地位）的施助者，

其負債感受似乎不太相同。此外，不同負債感所引發的回報行為似乎也有

些許差異。 

承續研究一的發現，研究二與研究三繼續探討受助者的三種負債感與

其前因變項（情感水準及角色地位）和後果變項（回報行為）的關係。研

究二採用問卷調查法收集組織成員「實際」的受助經驗，有效樣本為 259

名組織員工。本研究將情感水準區分為「很好」、「普通」與「不好」。「角

色地位」分成「主管」、「平行同事」及「部屬」。驗證前因變項與負債感

的關係時，本研究採用共變數分析(ANCOVA)，獨變項為「情感水準」與

「角色地位」，依變項為三種負債感，控制變項為「動機歸因」等八個可

能影響負債感的因素。關於負債感與後果變項的關係，本研究以階層複迴

歸分析進行研究假設的驗證，預測變項為三種負債感，效標變項為「情感

回報」、「等量回報」及「短期回報」，研究二的結果顯示： 

一、負債感與前因變項的關係 

1.「情感水準」在三種負債感都有主要效果。 

2.「角色地位」在情感性負債感有主要效果，但是，在其他兩種負債感

的主要效果並未達顯著水準。 

3.「情感水準」與「角色地位」在情感性負債感有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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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債感與後果變項的關係 

1.情感性負債感與「情感回報」呈正相關，與「等量回報」及「短期

回報」無關。 

2.工具性負債感與「情感回報」、「等量回報」及「短期回報」呈正相關。 

3.威脅性負債感與「情感回報」無關，與「等量回報」及「短期回報」

呈正相關。 

研究三以「情境故事實驗法」重複驗證研究二的假設，該研究的樣本

為 455名組織員工。由於研究二的結果顯示，控制變項「動機歸因」與負

債感有很大的關聯。因此，研究三除了重複驗證研究二的假設之外，還將

動機歸因這個因素一併納入探討。本研究驗證前因變項與負債感的關係

時，採用變異數分析（ANOVA），獨變項為「情感水準」、「角色地位」及

「動機歸因」，依變項為三種負債感。驗證負債感與後果變項的關係時，

是以複迴歸分析進行，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同研究二。研究三的結果顯示： 

一、負債感與前因變項的關係 

1.「情感水準」在三種負債感都有主要效果。 

2.「角色地位」在三種負債感的主要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 

3.「情感水準」與「動機歸因」在情感性及威脅性負債感有交互作用。 

二、負債感與後果變項的關係 

1.情感性負債感與「情感回報」呈正相關，與「等量回報」呈負相關，

與「短期回報」無關。 

2.工具性負債感與「情感回報」、「等量回報」及「短期回報」呈正相關。 

3.威脅性負債感與「情感回報」呈負相關，與「等量回報」及「短期回

報」呈正相關。 

從以上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研究二與研究三的結果大致相似，在研究討論

的部分，研究者針對區分三種負債感的合理性及其與前因後果的關係進行討

論。最後，對本研究的限制、未來的研究方向與實務應用的建議提出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