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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問卷調查研究設計 

5.1 研究架構 

如研究架構所示(如圖 5-1)，本研究探究電子化政府之行政效能的研究架

構，係經由檢視相關理論及文獻後所提出，相關論述及實徵研究之發現指出，ICT
基礎建設或資訊系統之建置並無法直接對組織產生影響，其中尚有許多中介因

素，而惟有使用 ICT 進行應用(application)或創新(innovation)，方能產生降低成

本、增進效率，以及提昇效能等效益(Kemerer,1998:1-13; 周宣光譯, 2002:80-81; 

Carr, 2003)；因此，本文歸結出公共部門採用 ICT對行政效能產生影響，係由公

共組織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以強化俾利於 ICT 應用之促成要素(enabling 

factor)，經由公共部門採行 ICT進行應用與創新，進而提昇政府之行政效能。此

一架構係將電子化政府之「促成要素」做為自變項，以「ICT之應用」做為中介
變項，而以「行政效能」做為依變項。 

經撰者歸納出四類電子化政府之促成要素，包括五個自變項：「ICT 設備環

境」、「推動措施」「成員之 ICT認知」、「成員之電腦素養」、「成員之網際網路素

養」；中介變項部分，則依據 Zuboff等人的見解，將「ICT應用」析出成為「資
訊化應用」與「自動化應用」兩項；並將依變項「行政效能」依據政府之任務功

能分為「決策效能」與「服務效能」兩項，以下將分別說明如次： 

 

 

 

 

 

 

 

 

 

 

 

  

 

 

 

 

 

圖 5-1 本研究之架構圖 

依變項：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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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介 變 項：ICT應用  
資訊化應用 

自動化應用 



 98 

5.1.1自變項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及「質化調查」(qualitative inquiry)的過程中，探究影響組

織應用 ICT 的主要因素有那些？經歸納後發現，基本上有四類主要促成要素，

即「科技」(ICT 設備環境)、「制度」(推動電子化政府之措施)、「個人認知」與
「資訊素養」等四類，而其中「資訊素養」可再具體分成「網路素養」及「媒體

素養」等二項。本研究所提出之五項自變項之名稱與定義如表 5-1。 

 
一、ICT 設備環境 

「科技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科技」是驅動組織變遷或轉型的主要驅力

(driver)(Orlikowski, 1992; Pinsonneault & Kreamer, 1993)，因此，發展「電子化政

府」的前提，需先建置完成 ICT「骨幹架構」(architecture)及相關基礎建設，而

推動「電子化政府」的首要之務為推動業務處理電腦化及網路連線，其目標則為

於公共組織內建置全面網路化及資訊化之 ICT環境( Heeks, 1995; Byrd & Turner, 

2000; Snellen, 2002; Mcmurtrey..etal, 2002)，本研究調查成員對於組織中 ICT骨幹

架構及基礎建設之建設情形，據以判斷 ICT設備環境之成熟度。 

二、推動措施 

根據公共行政及資訊管理學者的研究發現：為達成組織目的所使用之制度安

排與管理措施，係決定 ICT 應用的關鍵因素(Orlikowski, 1992; Pinsonneault & 

Kreamer, 1993)，公部門推動電子化政府及相關資訊應用，應配合組織需求及採

取制度性及權力性的方式，無論是藉由制度革新、首長之支持、教育訓練、提供

誘因甚至強制規定之手段，方能有效推動 ICT之應用 (Donk & Snellen, 1999；沈

慶盈，1999；行政院研考會，2001；江明修、曾德宜，2000；湯宗泰，2000；

Hinnant & Moon, 2001；Mahler & Regan, 2001; Joyce, 2002)。本研究藉由調查成

員所感受到政府機關運用行政措施推動「電子化政府方案」與 ICT 應用之重視

程度，以衡量「推動措施」之使用情形，如受訪者越感受到政府的重視，則係顯

示政府越重視採行「推動措施」促成 ICT應用。 

三、成員之 ICT認知 

根據許多社會及科技應用研究者的論點，組織或個人對於 ICT 的價值與觀

念，將影響組織或個人對於 ICT 應用效果的期待與支持度(Dunlop & Kling, 
1991:14-30;Weick, 1996; Bellamy & Taylor, 1998: 20-26; Cairncross, 1999: 295-320; 

Feenberg, 1999)；除理論外，許多研究亦證實成員的認知、心智模式、觀念及組

織文化或氣氛(climate)等態度或「社會心理」方面的因素，將影響 ICT或電子化

政府的應用形式與程度(Muid, 1994; McDermott, 1999; Heeks &Davi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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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iceshyn, 2000; Hinnant & Moon, 2001, Mahler & Regan, 2001)，本研究調查「成

員對 ICT認知」，即成員對於運用 ICT處理公共事務所持之態度或理解，以衡量

成員對於 ICT之認知取向。 

 
四、成員之資訊素養 

從探討電子化政府推動的文獻中，眾多學者認為成員的 ICT 使用能力將影

響電子化政府的推行、運用 ICT處理業務，以及提供電子化服務之成效(Gualiteri, 

1999; Woiveshyn, 2000; Malher & Regan, 2001; Moon, 2002)，故本研究以「資訊素

養」，包含「電腦素養」與「網際網路素養」兩項因素，作為衡量成員使用 ICT

能力之工具。成員個人之「電腦素養」即為：操作電腦及相關硬體設備之技術及

知識、進行文字處理於資料編輯，以及熟悉基本文書軟體(Word、Excel, PowerPoint

等)等能力之程度(McClure, 1984; Ndahi …etal, 2000; 蔣姿儀, 1996)，成員個人之

「電腦素養」越佳，則代表渠於工作中操作電腦及相關硬體設備、具有電腦之知

識等能力越佳；成員個人之「網際網路素養」即為：運用電腦於網路上進行資料

檢索及交換等相關應用能力之程度(McClure, 1984; Shearin, 1995; 施依萍, 1997; 

許怡安, 2000; 王詠宣, 2002)，成員個人之「電腦素養」越佳，則代表其運用電

腦於網路上進行資料檢索及交換等相關應用能力越佳。 

表 5-1 本研究自變項定義 

 
 名稱 定義 來源 

A1 ICT設備環境( ICT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IIE) 

指機關內電腦通訊設備與網路環境之完善程

度，如：電腦之軟、硬體設備、網路環境、通

訊環境等。 

Heeks, 1999; Byrd & 
Turner, 2000; Snellen, 
2002; Mcmurtrey..etal, 
2002 

A2 推動措施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 Measures; 
AMM) 

指政府機關採取如：進行作業規範之修訂、強

制規定使用、機關首長的支持、教育訓練及管

考與考核等行政及管理性方式，推動電子化政

府及相關 ICT應用。 

Donk & Snellen,1999;
沈慶盈，1999;行政院研
考會，2001;江明修、曾
德宜，2000;湯宗泰，
2000;Mahler & Regan, 
2001; Joyce, 2002 

A3 成員之電腦素養
(Staff’s Computer 
Literacy; ICL) 

成員具有操作電腦及相關硬體設備之技術及

知識、進行文字處理於資料編輯，以及熟悉基

本文書軟體(Word、Excel, PowerPoint等)等能
力之程度。 

McClure, 1984; 
Ndahi … etal, 2000;蔣姿
儀, 1996 

A4 成員之 ICT 認知
(Staff’s Reasoning the 
ICT; SRI) 

成員對於運用 ICT 處理公共事務之理解，如：
增加工作使命感、減少官僚主義、提昇工作生

活品質(QWL)及民主素養或信任感。 

Muid, 1994; Weick, 
1996; McDermott, 
1999; Heeks & Davis, 
1999; Woiceshyn, 2000, 
Hinnant & Moon, 2001, 
Mahler & Regan, 2001 

A5 成員之網際網路素養
(Staff’s Internet/Net 
Literacy; SIL) 

成員具有運用電腦於網路上資料檢索及交換

等相關應用能力之程度，如：上網蒐集資料、

運用網路進行溝通，以及傳遞資訊及資料。 

McClure,1984; Shearin, 
1995;施依萍 ,1997;許怡
安, 2000;王詠宣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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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中介變項 

根據學者們研究顯示政府部門中 ICT 之應用及「電子化政府」的成型係一

演進的過程(Layne & Lee, 2001; Mahler & Regan, 2001; Moon,2002 )，在各階段

中，ICT應用於政府部門之先後，似與科技本身的發展或成熟度無關，而係取決

於其他政府部門自身資源與採用意願等相關因素；此外，在本研究所進行的「文

獻探討」與「質化調查」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到無論是推動「電子化政府」

方案或計劃以及 ICT 之應用，似乎有道無形的障礙，存在於當前推動更高層次

或進階使用之 ICT 應用執行工作上，因此促成研究者思考究竟將 ICT 運用於公

部門推動「電子化政府」等相關 ICT 應用活動的內容為何？各種 ICT 應用是同

質(homogeneity)還是異質(heterogeneity)的活動？ 

依據第二章之文獻探討，Zuboff 認為導入 ICT 於組織之運作中，實有「自

動化」(automate)及「資訊化」(informate)兩種面目(faces)，惟這兩類之應用活動

能並非相互對立或截然無關，惟「自動化」僅係「資訊化」的必要條件而並非充

要條件(Zuboff,1984: 10-11)；ICT之「資訊化」意指 ICT本身即能登錄資訊及經

反饋後創造新的資訊，並加以進一步運用，成為生產與行政流程之依據，具有「智

慧科技」(intelligence technology) 的功能；而 ICT之「自動化」則係單純將 ICT

作為取代人類肉體能力之替代品，具有一般機器之性能。Bellamy & Taylor(1994)

亦認同此觀點，認為政府機關推動「電子化政府」及運用 ICT 處理行政業務有

不同的應用面向。 

因此本文將政府機關中 ICT應用之型態區分為兩類：「自動化應用」及「資

訊化應用」；「自動化應用」係指採用 ICT 進行業務處理與提供服務等自動化之

應用，其程度越高則表示以 ICT取代人力處理業務之應用程度較佳；「資訊化應

用」係指採用 ICT 進行資訊及知識之分享與交流等高層次或智慧化之應用，其

程度越高則表示藉由 ICT 進行決策支援、知識管理及線上互動溝通與付款活動

越佳。 

    表 5-2 本研究中介變項定義 
 名稱 定義 來源 
B1 資訊化應用

(Informating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IA ) 

採用 ICT進行資訊及知識之分享與
交流等高層次或智慧化之應用。

如：決策支援、知識管理及線上互

動溝通與付款活動等。  

Zuboff,1984; Bellamy & 
Taylor,1994；Layne & Lee, 
2001;Bellamy, 2002; Moon, 
2002, 

B2 自動化應用
( Automating 
Operation 
Application ;AOA ) 

採用 ICT進行業務處理與提供服務
等自動化之應用。如：作業流程、

資料傳輸、服務提供及公佈訊息等。 

Zuboff,1984; Bellamy & 
Taylor,1994;Bellamy, 2002; 
Borins,200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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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依變項 

眾多研究顯示，「電子化政府」之推動將能有助於改善政府機構之組織運作

及提升效率(Taylor,1992；Reschenthaler, 1996；林嘉誠，2003)，或者增進公民參

與公共事務之規劃及決策過程（Gualiteri, 1999; 詹中原，2001；Snellen, 2002；

項靖，2002）然而，執行「電子化政府」之方案或計劃，在行政治理之活動上所

產生的真實影響(impact)為何？卻鮮有著作及研究者加以探討(Hinnant & Moon, 

2002:7)，本文擬從「效能」(effectiveness)的角度，作為探討政府部門推動電子化
作業之後，對於行政治理所帶來的實際影響之變項。 

然而，「效能」在任何公共組織之系絡中，本身即難以獲得承認(Demchak, Friis, 

La Porte,1998:231)，此一情形之產生係肇因於公共組織目標的曖昧性

(ambiguity)、任務的複雜性以及多元的決策利益結構(Denhardt, 1991:15-19)，遑
論將「效能」與特定之科技變遷連結後加以探討。故，多數探討電子化政府之效

能，往往僅援用探討「組織效能」之指標做為基礎，較缺乏對於 ICT 應用面向

對組織運作影響的探討，本文參考 Demchak, Friis, La Porte所界定出與網路活動

有關「效能」為影響內部資訊交換之成本及資訊之效度及正確度(Demchak, Friis, 

La Porte,1998:232)，以此與網路活動有關聯的「效能」為本研究主要的焦點。  

另就「效能」的意義而言，本研究採用吳定對「效率」1及「效能」之意義

及內涵之區辨，視「效能」係指某項政策或計劃執行後，達成預期目標、結果或

影響之程度。而其實質內容與定義人言分殊，多數人認為需視該機構之內部及外

部之因素而定 (Rainey & Steinbauer, 1999)，而其可衡量之判準(criteria)，可達 30

種之多(Campbell, 1977)，故有學者將「電子化政府」的效能區分為：「內部效能」

(internal effectiveness)及「外部效能」(external effectiveness)兩類(Hinnant & Moon, 

2002:8)，惟因該分類仍僅係從組織界限的角度出發，以行政組織之界限區分內、
外，實無法反映出當代科技及治理之發展，業已突破組織界限之現象。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 ICT 應用與行政實務活動之角度出發，參採行政院研

考會所提出的《電子化政府報告書(九十一年度)》中，以我國政府機關推動電子

化政府之主要目標「服務效能提升」、「辦公效率提昇」及「決策品質提昇」(行

政院研考會，2003:26)等三項目標，並依據前述「效能」的語意及語用分析，將

本研究所欲探究的「行政效能」，界定為運用 ICT進行「為民服務」及「政策決

                                                 
1 參考吳定教授對於「效率」之定義，乃指某項政策或計劃執行後，其產出與所使用成本之間的
關係，亦即強調投入與產出的比較關係，通常是以每單位成本所產生的價值是否最大化，或每單

位所需成本是否最小化，作為評估的基礎；而「效能」係指某項政策或計劃執行後，達成預期目

標、結果或影響之程度，亦即將實際達成之情況與原先之預期水準相互比較，以瞭解政策或計劃

是否已產生所期望之結果或影響，簡言之，其所涉指之意涵為政策或計劃執行後，是否對於標的

人口或事物，產生期望的結果或影響。「效率」因探究是否以較佳之方式執行政策或計劃，所以

著重「數量」層面，而「效能」因探究是否以有效之途徑達成正確的目標，通常比較強調「品質」

和無形的影響，所以著重「品質」層面(吳定，1997:268-269)。而本研究之範疇僅限探討推動 ICT
應用於政府部門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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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達成的效果，以此命名為「服務效能」與「決策效能」，據以作為衡量電

子化政府的行政效能之標的 

「決策效能」係指：達成提昇政策過程中與利害關係人「參與」

(participation)、與民意「互動」(interaction)、「政策品質」(quality)與「專業」(expertise)
之程度；而「服務效能」之意涵乃指：達成提昇政府所提供之服務，更能回應「民

眾需求」(responsiveness)、更具有「生產力」(productivity)，以及更加「便捷」

(convenience)之程度(Reeder,1998; Bekkevs, 1998; Gaualiteri,1999; Breen, 2000; 

Welch & Wong, 2001; Peled, 2001; Allen, Juillet, Paquet & Roy:2001; Snellen, 

2002)。 

表 5-3  本研究依變項定義表 

 名稱 定義 來源 
C1 決策效能

(Effectiveness of   
Decision –Making; 
EDM) 

於政策決定過程中，正確及有效地達成
增加利害關係人「參與」、與民意進行

「互動」、提昇「政策品質」與「專業」

之程度。 

Gaualiteri,1999; 
Welch & Wong, 
2001; Peled, 2001; 
Allen, Juillet, 
Paquet & Roy:2001; 
 Snellen, 2002 

C2 服務效能
(Effectiveness of   
Service Providing; 
ESP)  

於服務提供之過裎中，正確及有效地達

成回應「民眾需求」、更具有「生產力」，
以及更加「便捷」之程度。 

Reeder, 1998; 
Bekkevs, 1998; 
Breen, 2000 

 



 103 

5.2 研究假說 

   依據前述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假說如下： 

 
表 5-4 研究假設 

假說 1-1：ICT設備環境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1-2：ICT設備環境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1-3：ICT設備環境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1-4：ICT設備環境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2-1：推動措施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2-2：推動措施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2-3：推動措施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2-4：推動措施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3-1：成員之電腦素養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3-2：成員之電腦素養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3-3：成員之電腦素養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3-4：成員之電腦素養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4-1：成員之 ICT認知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4-2：成員之 ICT認知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4-3：成員之 ICT認知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4-4：成員之 ICT認知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5-1：成員之網際網路素養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5-2：成員之網際網路素養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決策效能。 

假說 5-3：成員之網際網路素養會透過資訊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假說 5-4：成員之網際網路素養會透過自動化應用間接影響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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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問卷設計、研究對象與施測過程 

5.3.1問卷設計 

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之主要目的，係探究我國公務部門導入 ICT，推動「電

子化政府」之成效為何？以及其對於公務部門運作(行政治理)「效能」之影響為
何？本研究茲採取「個案研究」之策略，就國內政府機關中選擇以研究者所任職

之政府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個案研究之對象2，向其成員進行問卷調查，

以瞭解我國政府機關推行電子化政府等相關計畫或方案，對於公務部門運作(行

政治理)之影響。 

本研究問卷設計流程如圖 5-1，經由理論及文獻探討、政府出版品及相關文
獻之檢視，以及「深度訪談」所獲致之知識及概念架構，歸結為本研究之研究架

構與變項，設計本問卷之題項，並央請國內對「電子化政府」領域具有豐富知識

及經驗之學者、專家（如表 5-5），針對本論文之研究設計及所使用之問卷結構及
晤談大綱等內容，提出指導與建議，以強化問卷及晤談之內容效度。 

經學者專家修訂後，初步完稿之問卷內容包括六大部分，分別徵詢受訪者關

於下列事項：使用電腦及網路之經驗與能力、對於 ICT 之態度與觀點、對於組

織部門 ICT 環境之看法、受訪者其單位為推動業務資訊化所採取之措施、對於

貿易局在公務上運用 ICT 情形之認同，以及詢問受訪者對於運用 ICT 所產生之

效能的看法等；問卷之選項乃採李克特(Likert)五等量表法3之設計，選項皆為「極

不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極不同意」；此外，並於問卷最後列出：

性別、學歷、年齡、服務年資、官職等、所屬單位及職務等七項基本資料題項，

以供瞭解樣本結構。 

 

 

 

                                                 
2 選擇國貿局為個案研究對象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首先是撰者自民國八十四年服務於該機構以
來已達八年，對於該單位之「社會－心理」系統較為熟悉；此外，尚因工作關係，對於該局任務

及業務之系絡(context)較為瞭解。再者，國貿局本身為進出口貿易管理、雙邊及多邊之經貿發展、
以及協調國內單位政策立場及參與國際經貿事務等之主政單位，並與經濟部各駐外單位有密切聯

繫關係，因此就該單位業務性質而言，可同時深度探討以電子方式提供自動服務、運用 ICT進
行溝通、協調及資料蒐集等決策活動。最後，依據實際應用之情形，與其他國內政府單位相較，

國貿局運用「ICT」對於跨境性(cross-border)及即時性(real-time)之全球經貿與國際行政業務上，
所提昇之「服務」及「政策」效能，應較為明顯。 
3 李克特(Likert)五等量表法乃是Rensis A. Likert 於 1932年所發展出的量表法，由一套態度題目
所構成，其假設每一個題目都具有同等態度數值，題目間沒有差別量值存在，而受訪者之差別量

值是在於對同一題目反應程度之不同，所有題目之總和便為個人之態度分數，以此分數來得知不

同受訪者之偏好程度。此一量表之優點在於清楚的順序回答形式，研究者較易判斷受訪者對於題

目之偏好程度，在今日的問卷設計中常是使用此種設計之項目形式（許禎元，1997：145-146；
李美華等譯，1998：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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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內容效度名冊 

 背景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吳瓊恩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2 孫本初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3 

公共行政學者 

蕭乃沂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 助理教授 

4 周宣光 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5 
資訊管理學者 

姜國輝 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6 行政官員 何全德 行政院研考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副處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 

為確保研究變項衡量之效度，在對國貿局成員進行正式施測前，於 92 年 3

月間業先行商請經濟部商業司同仁，協助進行本問卷之「前測」(pretest)，計有

30 位商業司同仁協助填答問卷，並將前測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乃係採
取探索性因素分析與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依據分析結果剔除部分題項，以完成

正卷之修正與定稿。在此謹說明本研究選擇邀請經濟部商業司同仁進行前測知原

因，係考量經濟部商業司與經濟部國貿局皆為經濟部之所屬單位，且就業務性質

而言，皆為經建行政類之工作，而「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活動本係廣義
「商業活動」之一環。經前測過程後所修正之問卷如附錄五所示。 

 

 

 

 

 

 

 

 

 

 

 

 

 

 

 

 

 

 

 

圖 5-2 問卷設計流程圖 

蒐集相關文獻 

確立研究變項 

決定問卷類型與型式

草擬問卷 

諮詢專家 

進行前測 

前測問卷分析 

內容語句修正 

完成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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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研究對象與施測過程 

本研究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內配備有個人電腦之財產及需使用資訊系統之

職員(含一般處理業務之約聘僱人員，惟不含司機與清潔工作類等勞務性之人員)

為調查對象，貿易局成員中屬於本研究所欲調查之人員總數共計 317名；經考量
研究母體數目並非過大且為確保研究樣本之代表性，本研究遂採普查之方式進

行，經研究者於簽奉貿易局長官核可及同意後，於 92年 4月間進行施測，採現
場發放、收回之方式，攜問卷逐一拜訪各組、處、室等單位，對於各單位內凡符

合前述之公務上需使用個人電腦及相關資訊系統者，發送問卷並請求其填答，惟

因部分同仁業務繁重，因此執意拒絕接受問卷調查；部份成員則係因請假或休

假，或適逢公差之期間以及因公務出勤，故無法作答外，本研究總計發出問卷數

為 212份，回收問卷共 167份。 

表 5-6 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 

問卷發放數 212 

(有效)回收數 167 

(有效)回收率 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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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而發展出研究變項與架構，並採取適當分析方法，運用

SPSS 10.0 for Windows進行分析，以瞭解研究結果，扼要敘述如下： 

一、敘述統計 

敘述統計乃係將一堆資料針對較有意義之變項，經由計算、測量、描述等方

法，有系統整理出資訊，並瞭解受訪者在各方面的認知情形；而在本研究中，乃

利用敘述統計之方法分析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學歷、年齡、服務年資、
官職等、所屬單位及職務等七項基本資料題項，以瞭解其結構。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乃是對同一或相似母體進行重複檢測所得結果一致性之程度，而效度意

指測量工具能準確檢測出所欲衡量事物特質的程度；本研究乃以統計係數  
Cronbach’s α來檢測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構念是否具可接受的信度，並利用探索
性因素分析檢測構念是否具可接受的構念效度。本研究分別進行自變項、中介變

項及依變項等三個部分之因素分析，利用主成份(principal components)因素分析
法抽取共同的因素，以使所抽取之因素最能代表資料中的變異數，進而達到以較

少之因素來解釋表達大量之原始數據。在轉軸方法的選取方面，則採直交轉軸

(orthogonal rotation)，因其所得到之結果較易於瞭解與解釋，另依據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者，且所擷取出之因素所包含問項多於 2題者，作為因素個數
選取的判斷依據。 

三、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乃係分析變數間關係方向與程度大小之統計分析方法，而皮爾森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主要是用以檢測為等距或具比率關係之變數間的關係，故
本研究乃利用皮爾森(Pearson)積差之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進行分析，
以了解構念間之相關性，以及因素構念與中介變項、依變項相關程度之強弱與貢

獻度。 

四、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係將所要進行研究之變項區分為自變項與依變項，並根據相關理

論建立依變項為自變項之函數（模型），再利用研究調查所得之樣本資料去估計

模型中參數的方法，意即分析一個或一個以上自變項與依變項之數量關係，以瞭

解當自變項為某一水準或數量時，依變項所反應之水準或數量。本研究將藉由迴

歸分析進行中介變項中介效果之檢定，並以 Baron & Kenny(1986)對於中介效果
所提出之三個條件作為判斷依據： 

(一)自變項對中介變項的迴歸模式中，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著影響。 

(二)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迴歸模式中，自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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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把中介變項加入自變項與依變項的迴歸模式中後，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有顯
著影響，且若原本自變項的顯著效果變成不顯著，則可確定其「完全中介效

果」(perfect mediation)成立；若原本自變項的顯著效果仍顯著，但其標準化
迴歸係數下降了，則可確定其「部分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ion)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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