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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作時間對於整體社會、企業和員工雙方皆有影響，對企業而言，工作時間

攸關分派、設備利用、生產成本和經營效益；對員工而言，工作時間影響其自由

支配時間、所得、工作安全，甚至家庭和社會生活。對整體社會而言，工作時間

不僅牽涉到交通公共設施的需求、國民休閒活動，也攸關國民所得、物價及產業

與就業結構的調整，故工作時間的意義十分重要。 

台灣隨著經濟發展、各行各業類型轉換，傳統工作時間已無法滿足日益變遷

的社會，因之產生了工時彈性化的議題。由於員工在婚姻、性別、學歷、職位等

個人屬性之不同，對於工時彈性化的態度以及受到的影響程度亦會有所差異，企

業若能事先了解這些影響因素，並在工時制度的設計上加以考量，即有助於企業

做更有效的安排，員工對企業亦能產生更高的滿意度，對勞資雙方皆屬有利。對

於政府而言，了解推行工時彈性化之利弊，能提供更有利企業經營、改善國民生

活品質的政策， 

本研究之章節安排和要點如下： 

第一章 

   本章將說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流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藉由相關文獻的整理，定義工作時間的意義與討論影響工時的因素，再探究

工時彈性化概念的來源、概念與分類，最後分別就工作滿足、工作壓力、離職傾

向、工作生活品質、休閒參與來討論工時彈性化對員工的影響。 

第三章 

   首先對我國工時彈性化規定與實況做一歸納統整，接著整理日本、德國的經

驗供國內參考。。 

第四章 

   本章將針對製造業與服務業員工進行問卷調查，探討台灣員工對工時彈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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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選擇，並瞭解其在工作時間安排的現況、生活品質、工時偏好及離職傾向等

構面的感受，並探討各變項間的相關性，依問卷調查所取得的資料，探討台灣員

工對於工時彈性化的偏好與選擇。 

第五章 

   本章係匯整本文研究所得結果，提出對工時彈性化的建議方向與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