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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人教育在世界各進步國家越來越受到重視，而且成人教育在世界教育潮流中已成為主流

之一。而成人教育中之要素之一，即在職進修教育。本研究之旨趣便在於探討在職人士，參與

碩士課程在職進修的影響因素之分析。而在我國推廣終身學習的過程中，參與大學進修教育漸

漸成為一種消費行為；進修者選擇購買合適的教育課程的知識供自己或企業組織使用。因此，

本研究首先依據文獻探討瞭解消費者行為與進修參與者的行為模式之關係；並彙集各中外學者

歷年來之相關研究，以編製研究問卷。其次以 218 位在職人士為對象，以本研究編製之參與在

職進修決策因素量表實施問卷調查，並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回收問卷之資料分析，彙整出 12 點影響在職人士參與在職進修之成人教育的決

策因素。因素如下：1. 組織升遷、調薪的規定；2. 主管及上級單位的態度；3. 重返校園的憂

慮；4. 工作負荷因素；5. 學校因素；6. 社會對在職進修的期望；7. 社會價值觀；8. 同儕關係；

9. 家庭阻礙因素；10. 組織對在職進修的期望與規章制度；11. 成長需求的心理因素；12. 生

命中的重要他人的影響。另外，本研究並分析了不同特徵與態度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

決策因素與進修計劃之成人教育之差異。發現可分為三種組典型：功利型、理想型、回饋型。

本研究依據此項發現，提出了對於個人、學校、組織、相關機構等方面的具體建議，供作個人

生涯規劃、企業組織人力資源訓練發展、其他相關機構、及後續相關研究之用。 

關鍵詞：成人教育，在職進修，消費者行為，決策因素，功利型，理想型，回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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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ult education is increasing in importance and becoming a part of the mainstream in 

world-wide educational programs.  One important element in adult education is in-servic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in-service participants’ decision-making with regard to enrolling in a 

graduate-level academic program.  In our research findings, twelve factors were found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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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d in-service participants’ decision-making: 1.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and compensation 

rules; 2. supervisory and managerial attitudes toward adult education; 3. anxieties concerning 

returning to school; 4. work loads; 5. academic causes; 6. social expectations; 7. social values; 8. 

collegial relationships; 9. family obstacles; 10. organiz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rules concerning adult 

education; 11. growth needs; 12. important people in an individual’s life.  In addition, three 

canonical correlations and two discriminant functions were also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different in-service participants.  

     The applications of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are either for personal use, such as career planning, 

or for organizational use, such as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lifelong-learning 

popularization, etc. 

Key Words: adult education, in-service education, consumer behavior, decision making, utility type, 

ideal type, feedback type 

 

一、前言 

  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企業組織不再能夠輕易地以土法

鍊鋼、閉門造車的方式保有原本之優勢；世界各國產業面臨

的不確定性日漸提昇，原有的人力資源漸漸地不敷所需，人

力資源素質的升級，遂成為當今各公、民營事業的一大問

題。產業界人力的水準無論對社會、經濟發展，乃至於國家

競爭力均有重大影響。因而在世界各國，紛紛投入人力、經

費於終身學習、進修教育的研究與發展 [11]。當今就業人

口面臨工作內容與所需技能的改變，亟待尋求進修以面臨職

場多變的挑戰。針對業界對於提升人力素質的殷切需求，我

國各教育單位乃積極推展終身學習，提供各種在職進修之學

習機會；碩士程度之在職班、在職專班、學分班等高等教育

在職進修課程的開辦，乃成為高級人力資源升級的重要角色

之一。 

  高等教育為人類知識創造與重組的一個重要學習階

段。大學有其獨特的使命與目標，包括有教學、文化傳遞、

學術研究、社會服務、促進社會正義，以及社會批判等 

[16]。歐美等先進國家大學之演變乃由傳統型的大學走向受

市場因素影響的大學，最後則發展出成熟型的大學。這些改

變隨著大學的理念基礎、教學方法、價值標準、入學與行政

管理等方面的轉變而逐漸形成。 

  就以往我國各大學而言，亦是傳統型大學之精英主義，

採用高門檻的入學標準。因此，使得欲進修的在職人士必需

花費龐大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在入學考試上；一般同時於白天

工作、上課的時間安排因素亦限制了在職人士參與進修的機

會 [6, 8]。 

  而我國教育當局乃於八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訂定「大學辦

理研究所、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及大學先修制度共同注意事

項」，提出在職進修專班方案；即是為突破已往一般在職生

的有限名額與工作時間限制，提昇在職人士入學機會。 

  在職進修日漸風行，名額日漸增多，無論是入學條件、

入學資格、入學方式、課程選讀順序、學分採認等，均有相

當的變革，形成大學的 “寧靜革命” [9]。而今，我國高教改

革使得各大學院校亦逐漸轉向市場型，實用目的模式；與成

熟型，多元化終身學習的模式；擺脫傳統型，追求學術的菁

英主義模式。其真正的精神在於改善教育體質的回流教育制

度，讓高等教育在職進修普及化、彈性化；強化我國國民素

質，學習風氣與產業競爭力。從以上的討論得知，在世界先

進國家邁向學習社會的趨勢之下，我國的高等教育亦朝向改

革之路。然而，我國對高等教育的改革、開放在職進修管道，

是否真的符合有在職進修需求的人士的期望並促使其參與

進修？ 

  成人教育在世界各進步國家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處於

現代社會，如果不持續學習就會落伍，於是成人教育在世界

教育思潮中成為主流之一；而成人教育所欲養成之要素之

一，即為在職進修教育。成人為了追求職業的成就或轉換職

業，必須接受在職進修教育，以塑造其職業技能、職業精神、

職業道德等。德國教育學家尼格曼（Wilhelm Niggemann）

認為成人再學習的理由之一為：需要擴充教育來應付技術與

工業迅速的發展；而且固定的職業不能再滿足工作者的需要

或作為生活的基礎，所以大部份的從業人員，必須再學習其

他專業的知識，以符合整個技術與工業的發展 [12]。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簡述如下： 

1. 探討在職人士參與進修的決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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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討各相關變項對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決策的影響。 

3. 瞭解不同類型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決策的共通性與差異

性。 

 

二、文獻探討 

  教育改革以來，高等教育入學管道多元化的開放，大學

之演變乃由傳統型的大學走向受市場因素影響的大學，最後

則將發展出成熟型的大學；使得高等教育不再是菁英份子的

權利 [30]。蔡如婷 [13] 有關大學推廣教育之研究即提出：

在我國推廣終身學習，大學教育開放的政策之下，參與大學

進修教育漸漸成為一種消費行為；進修者選擇購買合適的教

育課程的知識供自己或企業組織使用。因而，我國大學推廣

教育亦漸漸走向市場導向。而今，在職進修的議題已引起教

育學者和社會大眾的熱烈討論。由於實施終身進修學習已成

世界先進國家之趨勢，我國亦重視該理念而實施高教政策的

改革，促成大專院校在職專班的開辦、參與在職進修教育需

求與風氣的增加。反映出對在職進修相關研究之迫切性與重

要性。 

（一）參與在職進修的決策模式 

  蔡如婷於其參與大學推廣教育的研究上，提出參與大學

推廣教育是為一種消費行為，並以消費者行為理論來探討在

職人士對於參與大學推廣教育課程的動機與選擇行為 

[13]。本研究亦運用消費者決策之 “價值” 交換觀點為起

點，探討外部變項對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態度之決策因素的影

響。 

  Robbins 對主觀的價值（value）的定義是一種基本的信

念；即個體認為某種特定行為的表現方式或事物的最終狀

態，優於相反或對立的行為模式或事物的最終狀態 [1]。 

  Zeithaml [35] 為價值下了一個完整的定義：認知價值是

消費者基於 “得到” 與 “付出” 之認知，對產品效用的整體

評估。由於 “得到” 會因人而異（例如有些重視數量、有些

重視品質，另一些重視便利）；“付出” 亦然（例如有些關心

金錢支出，有些關心時間及所耗精力）。價值代表明顯的得

到與付出兩者間的抵換。以在職進修者之認知而言，則需考

慮參與課程所付出的時間及金錢等成本，與所獲得的報酬是

否值得。經初步瞭解價值的定義，下文即將探討消費者行為

與在職進修參與者行為之關連性。 

（二）消費者行為與進修參與者行為 

  最終顧客購買產品，以供給自己和家人親友使用，此一

購買行為即是消費行為 [23]。亦即說，消費者行為意指購

買產品或享用服務的人之決策過程與行動。Schiffman [33] 

亦以購買過程作為說明，認為購買行為是消費者為獲得本身

的需要與滿足，所暴露於外對產品及服務的態度，包括資訊

的取得、購買、使用、評估及處置等行為。而我們可由 Kotler 

[28] 所提的簡單消費者行為模式（圖 1），簡略地瞭解消費

者行為的內涵包括哪些構面。 

（三）消費者的決策模式 

  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在於在職人士選擇享用教育服務

之決策。因此本節以消費者的決策模式探討參與進修之決策

模式架構。 

1. Howard & Sheth 消費者決策模式 

  Howard & Sheth 在 1974 所提出的模式，被稱為印象模

式（comprehensive model）。此模式將有關消費行為的幾項

因素結合成合乎邏輯的結構，主要的因素有:（1）輸入

（input）；（2）知覺及學習結構（perceptual and learning 

construct）；（3）輸出（output）；（4）外在變數（exogenous 

variables）。此外，在 Howard & Sheth 模式當中，亦將消費

的行為分成下列三種類型：（1）例行性的購買反應（routine 

response behavior）；（2）有限決策（limited decision making）；

（3）密集決策（extensive decision making）。[2] 

2. EKB 消費者決策模式 

  EKB 模式是由 Engel、Kollat、Blackwell 提出，於 1982

年定型。主要包括六大部份：（1）資訊投入；（2）資訊處理；

（3）決策過程；（4）產品與品牌評估；（5）購買動機；（6）

內在環境影響 [2]。而這六部份可分為三大類以簡化說明其

影響消費行為的因素：（1）個人因素：年齡、性別、家庭生

命週期、種族、職業、所得、教育程度、社會階層、居住地

點等；（2）內在心理因素：人在購買過程中的知覺、動機、

學習、態度、人格…；（3）外在環境因素：包括社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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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購買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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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經濟因素、參考群體等。 

3. Kotler 消費者決策模式 

  Kotler 認為，消費者決策過程，可簡單分成五個階段（圖

2）：（1）確認問題；（2）資訊蒐集；（3）評估方案；（4）購

買決策；（5）購後行為。[29] 

（四）消費者選擇結構化過程 

  Bettman、Luce、Payne 於 1998 年消費者選擇結構化過

程之研究指出：理性的消費者對每一選擇中之各項特性均有

其效用或主觀價值。假設消費者有能力計算何項特性使其接

受的價值最大，則可作最合適選擇。此即為經濟學所稱之理

性選擇理論。 

  然而，因為個體取得與處理資訊的能力有限，其行為受

到內在的資訊處理系統及外在的環境特性之互動所影響形

成結構化偏好。故決策實為部份理性選擇。當人們對偏好事

物有完全足夠熟悉經驗，理性選擇理論才較適用該情況。結

構化選擇的本質為：[18] 

1. 選擇的屬性視決策者的目標而定。 

2. 選擇的屬性造成其決策工作的複雜性。 

3. 選擇的屬性是與決策背景相關的。 

4. 選擇決策之重要關鍵為損失。 

（五）參與動機的相關理論 

  動機之原意為意識的決定；以比其他相較活動盡更多的

努力，去表現一個或多個活動。具有以下三要素（1）某些

需要、刺激或目標觸發行動；（2）行動抉擇的選擇過程；（3）

作用於已選擇活動的努力程度；即動機支配行為選擇、方向

與努力程度 [20]。而一般常見對動機之定義是指：引起個

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標

的一種內在歷程 [4]。 

  動機的理論，依據觀點的不同，可歸為三大類型：平衡

模式、成長理論、需求層級相關理論。茲將各動機理論簡述

如下： 

1. 平衡模式： 

  認為人類的行為主要受到減少需求的欲望所引發；個體 

 

確認
問題

資訊
蒐集

評估
方案

購買
決策

購後
行為

 

資料來源：[29] 
 

圖 2. Kotler消費決策模式 

在正常狀態下具有保持平衡或維持各組成部份間統整狀態

的作用。動物均具有原始的需要，如飢、渴、空氣、維持體

溫、排泄、休息、睡眠、活動、性、築巢、照顧幼兒、避免

或減除痛苦等。這些原始的需要如受到剝奪，會產生驅力，

引起有機體活動以滿足需要，減除驅力。 

2. 成長理論（growth theory）： 

  人類的行為受成長的欲望所引發，人類具有自主與尊

嚴，因此人類的行為乃是個人思想和感覺所決定。人類不僅

是一個反應的個體，而且自身也可以引發行動。因此個人的

動機具有三項特性：動機是自主的、有意識的、高度個別化

的；很多成熟個體的行為動機是為培養嗜好、興趣、形成價

值觀、陶冶情感和追求生活的方式；人類行為是高度理性

的，以機敏而次序的行動朝向所欲達成的目標。成長觀點為

Maslow 思想的先驅。 

3. 需求層級相關理論： 

（1）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把人類的需求排列為五個層

次。每當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時，較高一層的需

求才可能產生，如果低層的需求無法滿足，則較高層

次的需求則不被意識到。滿足的優先順序如下：a. 生

理需求、b. 安全需求、c. 社會需求、d. 自尊需求、

e. 自我實現。在較優先的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匱乏

所引起的緊張減除，有機體更趨向成長，追求自我實

現 [3]。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為 ERG 理論之先驅。 

（2）ERG 理論為 Alderfer 對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之修正；

即不同層次需求可能同時發生，不限於 Maslow 的依序

逐一發生。 ERG 理論提出三種核心需求 : 存在

（existence）、關係（relatedess）、成長（growth）[17]。

存在需求為維持生存的基本要求，相當於 Maslow 的生

理、安全需求。關係需求為維持重要人際關係，滿足

社交與建立身份地位的欲望；相當於 Maslow 的社會需

求及自尊需求的外在部份。成長需求為追求自我發

展；相當於 Maslow 的自尊需求的內在部份及自我實

現。 

  以上就參與動機的理論，解釋人類參與行為發生的原

因，使吾人對參與學習的發展有較清晰的瞭解，有助於對影

響在職人士參與進修因素之探討。 

（六）影響參與在職進修的因素之相關研究 

  由於實施終身進修學習已成世界先進國家之趨勢，我國

亦重視該理念而實施高教政策的改革，促成大專院校在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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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開辦、參與在職進修教育需求與風氣的增加。反映出對

在職進修相關研究之迫切性與重要性。 

  然而成人參與教育學習之原因，毫無疑問的不可能以一

個理論、模型或一組原理來解釋，其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

以下即為各學者對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活動原因的探討，茲分

別敘述如下： 

1. Miller 的力場分析認為個人願意自動參與繼續教育，顯示

其本身具有某些需求存在。而個人的需求，來自於其生活

所在的社會結構和勢力。個人需求和社會勢力兩個重要變

項的交互作用，可用以預測參與進修教育動機的強弱。

Miller 應用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說明較低社會階級者

對適應生存需要的教育、工作訓練和成人基本教育等感興

趣；而較高社會階級者的這些需求已得到滿足，轉而尋求

能獲得成就和達成自我實現的教育活動。Miller 並指出需

求層次論也可用於解釋教育興趣與年齡、生命週期的關

係。成年前期著重於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工作和

建立家庭；成年後期因這些需求已獲滿足，故轉而致力於

地位、成就的追求和自我實現 [31]。 

2. Carp, Peterson & Roelfs 在 1974 的研究則指出，影響參與

進修因素有三項：[15] 

（1）情境因素：指個人工作和生活中與學習相關的事物。 

（2）制度因素：指提供學習機構的特質或制度。 

（3）個人因素：指學習者的個人特質。 

3. Boshier 的一致模式認為當個人的平衡狀態被破壞後，通

常會在更高一層次的地方恢復平衡。匱乏取向者經由補

足其匱乏而尋求平衡；成長取向者尋求未來的不平衡，

以便爆發進一步的行動，兩種取向就形成參與在職進修

的動機。（1）匱乏動機者的特質是對環境的恐懼，其參

與學習的動機，是為了生存需要和獲得實用的知識、態

度或技巧、以應付其生活，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即是

受社會和環境的壓力所驅使，尋求改正匱乏和不平衡，

或為了滿足他人的要求、期望或作為達到某種目的之手

段。（2）成長動機者的特質是內在導向、自主、內在自

我一致，其學習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表現而非應付，其

行為的動力來自於個體內在；成長動機者由於較低層次

的需求已獲得滿足，其參與學習活動主要在於達到自我

實現的境界 [21]。 

4. Cross 提出連鎖反應模式；參與進修教育活動或從事自我

導向的學習活動，均是一種連鎖反應的結果。參與的動

力開始於個體的內部，並依一定的次序向外發展。此模

式有七個要素，即（1）自我評鑑、（2）對進修的態度、

（3）參與進修可能達成重要的目標與期望、（4）生活轉

換、（5）機會和障礙、（6）訊息、（7）參與。[21] 

5. Darkenwald 之妨礙成人學習理由量表研究，歸結出六項

影響參與進修的因素：（1）缺乏自信、（2）課程缺乏攸

關、（3）時間限制、（4）個人因素、（5）成本、（6）個

人問題 [22]。 

6. Garrison 的研究指出成人學習與課程的相關性及個人目

標的一致性很有關連，其發現影響成人參與進修之相關

因素如下：（1）課程的攸關性、（2）目標的明確性、（3）

能力因素、（4）適應力、（5）財務因素、（6）教學因素、

（7）歸屬感、（8）老師的支持、（9）工作導向、（10）

競爭因素、（11）成就需求、（12）耐力、（13）差異性、

（14）自信、（15）理想的自我、（16）自我控制 [24]。 

7. Garrison 的研究以 18 個變項五大構面解釋影響成人參與

教育活動之原因：（1）外在激勵：成就感、尋求新鮮感、

尋求從屬關係；（2）內在激勵：保有工作、企圖瞭解、

自我控制；（3）能力：語言、學習能力；（4）外在限制：

可利用的讀書時間、經濟問題、社會適應；（5）內在限

制：自信心不足、自我評價、自我滿足、個人期望、健

康狀況、個人價值觀、家庭價值觀 [25]。 

8. Goslin 提出可能造成影響成人參與進修的原因如下：（1）

個人過去的教育因素、（2）團體教學因素、（3）個人學習

因素、（4）物質因素、（5）自我控制、（6）教育因素、（7）

父母的認知、（8）學校基本管理的良莠、（9）企業對教育

的參與程度。[26] 

9. Kuo 的技術人員參與工作相關訓練模式：在 Kuo 的研究

中，其將影響技術人員參與在職訓練的因素區分為（1）

人口特性變項；（2）外在期望；（3）價值觀及內在期望；

（4）參與能力；（5）工作滿意度；（6）參與工作相關訓

練之意願與動機；（7）實際參與行動之表現 [30]。 

10. Tendam 對影響成人學習現象有重大影響的學術系統、社

會系統及成本效益模式研究，發現學校及學生的社會環

境為影響成人教育的重大因素，其中又以學生的認知與

背景的因素尤為重要 [34]。 

11. Jackson 之研究亦發現，其歸結造成影響成人參與進修的

障礙原因可能為：（1）上課的學員、學習者的背景；（2）

學習者的經驗；（3）教學環境的品質；（4）教學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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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師的素質 [27]。 

12. 陳如山以空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歸結影響成人進修的因

素為以下七項：（1）個人因素；（2）環境因素；（3）教

學因素；（4）面授因素；（5）教學服務；（6）課程、教

材；（7）考試及其他 [5]。 

13. 陳訓祥以專科進修補習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而將影響

成人參與學習的因素歸結為以下七項：（1）生理因素；

（2）心理因素；（3）能力因素；（4）家庭因素；（5）

工作因素；（6）學校因素；（7）教學因素 [6]。 

14. 鄭小池 [14] 之研究認為成人參與繼續教育之障礙為社

會結構。遭受結構壓力的多寡，將受訪者區分為結構非

參與者和結構參與者。此二團體可依其實際參與或不參

與行為各分為「失利者」、「反例」和「自我實現者」、「潛

在參與者」四個次團體。失利者遭受最多的結構壓力，

主要來自低社經階級；工作沒有自主、權威和決策權，

收入低。其它的結構壓力尚包括父母不識字或國小以下

教育程度、父母均為勞工階級、家庭結構不健全、兄弟

姊妹多、負面教育經驗、學業成就低、性別歧視等。參

與者為在主導階級內者；偏離或非主導階級者被排除於

參與之外。相反地，自我實現者和潛在參與者的結構壓

力少，他們所在的結構地位允許個人有主動選擇參與繼

續教育的權利；自我實現者為已參與進修，潛在參與者

則任何時候均有參與的可能。反例雖然遭受較多結構壓

力，然由於本身獨特的教育經驗和社會支持，也成為進

修參與者的一分子。 

15. 郭秋勳 [8] 之影響我國高職教師參與在職進修教育訓

練之理論模式研究證實，參與在職進修意願和動機，則

強烈地受到：（1）不能參與的因素；（2）工作滿意度；

及（3）價值觀與內在期望等因素所左右。不同種類的

高職學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年齡，及性別等人口

特性變項，對於不能參與的因素、工作滿意度、價值觀

與內在期望，以及外在期望等因素，均有顯著的影響。

減低高職教師參與在職進修教育訓練的負面影響因

素，給予更多的正向激勵，使其能在工作崗位上實現自

己的理想，進而提高工作滿意度，乃是提高高職教師參

與在職進修教育訓練之動機，並進而激勵促進其實際參

與的有效手段。 

16. 陳慧美 [7] 的研究發現影響成人學生的學習因素可歸

結為家庭工作因素、心理因素及學校因素三類。 

17. 黃富順 [9] 的成人參與繼續教育活動模式，得知參與進

修教育的六項因素：（1）求知興趣；（2）職業進展；（3）

逃避或刺激；（4）社會服務；（5）外界期望；（6）社交

關係。在另一篇後續研究中，黃富順將影響成人學習的

原因歸結出下列七項因素：（1）教學因素；（2）課程及

學校因素；（3）家庭因素；（4）生理因素；（5）工作因

素；（6）能力因素；（7）心理因素。上述各項因素，以

教學因素居首，其次為工作因素、能力因素、心理因素、

課程及學校因素、家庭因素、而以生理因素居 [10]。 

18. 簡建忠 [15] 的研究發現阻礙在職人士參與進修訓練的

最主要原因依序為：（1）沒有時間；（2）工作負擔；（3）

學費過高；（4）課程時機不當；（5）課程不符需要；（6）

交通問題；（7）資訊缺乏；（8）時間過長；（9）精神體

力不足；（10）不知從何學習；（11）家務負擔；（12）

全時學習；（13）沒有信心；（14）沒有證書；（15）托

兒問題；（16）年齡太大；（17）報名手續太麻煩；（18）

曾有不愉快經驗；（19）托老問題；（20）親友反對。 

  然而成人參與教育學習之原因，毫無疑問的不可能以一

個理論、模型或一組原理來解釋，其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

本研究經由各家學者對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活動原因的探討

後，歸結出在職進修決策模式之結構（圖 3）及十三類項影

響參與在職進修因素，並據此來探討影響參與在職進修態度

的決策因素。 

  十三類項因素之相關文獻彙整簡述如下： 

1. 心理因素：求知慾、自我肯定、生活的改變、適應團體

上課方式等問題。 

2. 生理因素：包括記憶力衰退、生病、精神體力調配等。 

3. 能力因素：實務經驗、學歷背景、學術能力等問題。 

4. 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務、家庭經濟、居家地點、需要

照顧父母子女等。 

5. 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家人與其他重要他人的態度。 

6. 組織規定：組織規定對進修者的影響，如名額、年資限

制、請假、減薪規定、學歷採認及升遷、調薪等。 

 

外在變項 個人態度 在職進修行為

 
 

圖 3. 在職進修決策模式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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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管態度：主管對在職進修所持的態度、考核、升遷、

管理方式等。 

8. 同儕關係：同儕對個人進修所造成之影響的態度；如分

擔進修者工作、預期進修者之升遷。 

9. 組織期望：在職進修以及進修類別是否符合組織需要、

有利於組織的發展。 

10. 工作因素：工作時間、地點、加班、出差是否與上課能

夠配合問題、工作壓力太大等。 

11. 社會價值觀：重視高學歷、文憑主義的觀念；學校名聲、

大眾對學校的評價。 

12. 社會期望：在職進修的風氣；對於提昇國家產業競爭力

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改善社會風氣的影響。 

13. 學校因素：課程、科系之實用性；課程的安排、進修的

期限長短及人際關係的變化、是否有替代之進修管道。 

 

三、研究方法 

  經由前章文獻之分析與歸納，吾人已對在職人士參與進

修之動機與影響其決策態度因素之理論獲致相當的瞭解。為

進一步驗證我國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教育之態度，並尋求相關

的決策因素，乃以我國具大專學歷之在職人士為對象，進行

驗證性研究。茲將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方法等敘述如下。 

（一）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之理論與相關文獻之探討，建構本研究之基本

架構（參見圖 4）。 

（二）研究假設 

 

外部變項

人口變項

性　　別

年　　齡

工作年資

教育程度

組織變項

行業類別

職務階層

是否為主管

態　　度

心　　理

生　　理

能　　力

家　　庭

生命中重要他人

組織規定

主管態度

同儕關係

組織期望

工作因素

社會價值觀

社會期望

學校因素

進修計畫

已參與

短期內有計畫參與

長期有計畫參與

無參與計畫

 
 

圖 4. 本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擬定下列假設加以驗證： 

假設一：不同人口變項特性之在職人士，參與在職進修之決

策因素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組織變項特性之在職人士，參與在職進修之決

策因素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的人口變項、組織變項特性、不同之決策因素

考量的在職人士，進修計劃有顯著差異。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之在職人士為目

標母群。並將其以性別、年齡、職務層次、是否具主管職務、

不同進修計劃狀況分組。 

（四）研究工具設計 

  依據相關文獻並參酌專家建議，設計 “參與在職進修決

策因素量表”，以評量樣本參與在職進修之決策因素的態

度。並以 SPSS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由於實證研究的發展必須建立於穩固的理論探討，因此

研究者於設計問卷之前以訪談方式徵詢八位在職人士與數

名學術專家之意見，並收集研讀相關文獻，從理論回顧與分

析之中架構本研究之外部變項；並進一步確立各外部變項與

可能被影響之態度因素，初步建構參與在職進修之原始 13

大類決策因素，並據以設計 “參與在職進修決策因素量

表”。量表之設計乃據訪談與文獻探討之 13 類決策因素設計

46 個態度測題，並加入外部變項之個人狀況基本資料。 

  量表初稿發出試測問卷 30 份，回收 30 份，以因素分析

先行試測，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總解釋力為 70.5%，並以交

叉分析初步分析外部變項與各態度差異之相關性；另徵詢受

試測者之建議修正各測題之文句，期使正式受訪者能輕易清

楚理解本量表之各測題；並分別對測量 13 類態度因素之各

測題分類徵詢受試測者之意見，以瞭解量表之設計與測題分

類是否合理並做修正。 

（五）施測程序 

  本研究在確定研究變項、對象及完成研究工具後，即著

手施測。由於目前並無具有公信力之機構發行大專以上在職

人士之名冊，而一般企業組織之人事部門亦不願意隨意透露

其內部人事資料，故無名冊資料據以隨機抽樣；另本研究之

對象尚包括高、中階主管、負責人；主管、負責人將問卷交

由部屬操刀造成研究失真亦時有耳聞；由於上述問題之存

在，若採用隨機抽樣法則本研究將受到極大的限制。為解決

名冊獲得困難及解決他人代答問題，本研究以台中市扶輪社



 
 
 
 
 
 
 
 
 
 
 
 
 
 
 
 
 
 
 
 
 
 
 
 
 
 
 
 
 
 
 
 
 
 
 
 
 
 
 
 
 

 

 

大葉學報 第十卷 第二期 民國九十年 

                                                       

8 

社員名冊尋找台中地區之企業組織負責人、主管，並徵得其

同意取得其企業組織之人事資料。於約定時間研究者親自將

問卷送達企業組織，以訪問該企業組織內具有大專以上學歷

之在職人士；並以該樣本當做固定母體樣本之隨機抽樣來操

作。施測時間自 2000 年 1 月 19 日至 2000 年 4 月 19 日止共

三個月。受訪企業組織單位包括工業、製造業六家；商業服

務業十四家；軍公教、專業單位六家。共計發出問卷 284

份，回收有效問卷 218 份，無效問卷 8 份，未回覆 58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 76.8%。 

  研究樣本在各變項上的反應資料，經刪除回收之無效問

卷，對有效問卷之資料輸入、整理，並以 SPSS 電腦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交叉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判別分析。 

 

四、研究分析 

（一）樣本的基本特性 

  本研究總樣本收回數共 218 位，各人口變項如下： 

1. 性別：男性 139 位，女性 79 位。此分佈狀況顯示大專以

上學歷之就業人口男性多於女性。本研究彙總其他學者

看法後推測，大專以上學歷之就業人口女性少於男性是

婚姻問題的影響。 

2. 年齡：30 歲以下 107 位，31~40 歲 54 位，41~50 歲 38

位，51~60 歲 16 位，61 歲以上 3 位。此分佈狀況顯示大

專以上學歷之就業人口隨年齡遞減。 

3. 工作年資：5 年以下 90 位，6~10 年 49 位，11~15 年 19

位，16~20 年 28 位，21 年以上 32 位。 

4. 教育程度：專科畢業或大學肄業 144 位，大學畢業或研

究所肄業 69 位，研究所以上 5 位；專科學歷仍佔大專以

上學歷就業人口之多數。 

5. 在職進修計劃：已參與進修 38 位，短期（二年以內）有

計劃參與 71 位，長期（二年以上）有計劃參與 38 位，

無參與計劃 71 位。 

（二）組織變項 

1. 職等：高階人員 54 位，中階人員 46 位，基層人員 118

位。女性多擔任基層職務，少有擔任高、中階職務者；

此顯示我國之就業環境可能對女性之升遷有差別待遇。 

2. 行業類別：農漁礦業 1 位，工、製造業 68 位，商、服務

業 97 位，軍公教、專業人員 52 位。 

3. 職務：負責人或主管 82 位，非負責人或非主管 136 位。 

（三）在職進修的決策因素分析 

  以回收問卷之資料作因素分析，並重新驗證文獻探討所

彙整之十三點因素，加以修正。重新彙整得特徵值大於 1.0

之十二點因素，總解釋力 63.935%。分述如下： 

1. 符合本研究文獻探討假設之因素如下： 

因素（1）組織升遷、調薪的規定；因素（2）主管及上

級單位的態度；因素（4）工作負荷因素；因素（5）學

校因素；因素（6）社會對在職進修的期望；因素（7）

社會價值觀；因素（8）同儕關係；因素（9）家庭阻礙

因素；因素（10）組織對在職進修的期望；因素（12）

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2. 文獻探討假設之因素，與因素分析驗證後之比較，應修

正者如下：因素（11）成長需求的心理因素：部份符合

文獻探討假設；因素（3）重返校園的憂慮：合併文獻探

討假設之生理、能力二因素。 

（四）不同外部變項的態度變項差異分析 

  為徹底瞭解不同類型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決策

因素的差異，本節擬以交叉分析討論不同職等、是否為負責

人或主管、有無進修計畫、性別、年齡之在職人士之態度變

項之差異。以配合上文之因素分析與下文之典型相關分析，

詳細說明不同類型在職人士參與進修的決策因素之差異。經

由彙整分析後得知，不同類型在職人士之參與進修決策因素

相對差異如下： 

1. 職等差異：基層人員相對於高、中階人員之參與進修決

策因素差異為比較擔憂個人將來生理狀況的衰退造成返

校憂慮、重要他人的態度、成家立業問題對未來參與進

修可能造成的障礙。工作負荷因素與經濟壓力亦有相當

影響。重要他人的鼓勵與文憑主義、高學歷則成為吸引

基層人員進修的決策因素。高、中階人員相對於基層人

員則比較關注於追求自我成長與配合組織的期望；因為

對個人中、壯年的生理狀況有一定程度瞭解，工作的熟

練度亦較佳，故無返校憂慮。 

2. 是否為負責人、主管：非負責人、非主管相對於負責人、

主管之參與進修決策因素差異為比較擔憂個人將來生理

狀況的衰退造成返校憂慮、重要他人的態度對未來參與

進修可能造成的障礙。工作負荷因素與經濟壓力亦有相

當影響。重要他人的鼓勵與文憑主義、高學歷則成為吸

引非負責人、非主管進修的決策因素。負責人、主管相

對於非負責人、非主管則比較關注於追求自我成長；因

為對個人中、壯年的生理狀況有一定程度瞭解，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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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亦較有彈性，故較無返校憂慮。非負責人、非主管

與負責人、主管比較，與以職等差異比較參與進修決策

因素的差別除了負責人、主管不似高、中階人員一般，

明顯的配合 “組織的期望” 之外，其他決策因素類似於

基層人員相對於高、中階人員的差異。 

3. 是否有進修計劃：有進修計劃者相對於無進修計劃者之

參與進修決策因素差異為追求自我成長，考慮課程實用

性與進修時間長短、拓展新人際關係等學校因素，其他

沒什麼好擔心的。 

4. 年齡差異：40 歲（含）以下人員相對於 40 歲（不含）以

上人員之參與進修決策因素差異為比較擔憂個人將來生

理狀況的衰退造成返校憂慮、重要他人的態度，成家立

業問題對未來參與進修可能造成的障礙。工作負荷壓力

與經濟壓力因素的擔憂尤其明顯多於 40 歲（不含）以上

人員；若是有其他短期的進修替代方案，亦比較可能調

整進修計劃。家人、親友鼓勵與文憑主義、高學歷則成

為吸引 40 歲（含）以下人員進修的決策因素。40 歲（不

含）以上人員相對於 40 歲（含）以下人員則比較關注於

追求自我成長與配合組織規定；因為已達中、壯年，對

生理狀況有一定程度瞭解，工作的熟練度亦較佳，故較

無返校憂慮。 

5. 性別差異：女性相對於男性之參與進修決策因素差異為

比較關心個人的生理狀況。男性相對於女性則比較關注

於追求自我成長與配合主管態度、組織期望；考慮課程

實用性與進修時間長短。 

  本研究認為可將此二類分為：1. 較注重生理狀況，疼

惜自己的女性。2. 較能為組織、主管衝鋒陷陣的男性。 

（五）外部變項與態度變項的相關分析 

  承續前文分析，本研究以典型相關分析，探討各外部變

項（X 變數）與在職人士參與在職進修之各態度變項（Y 變

數）的關係。並彙整各態度變項以結合前文之因素分析，探

討不同類型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決策因素之差異。 

  本研究經由典型相關分析獲得三組典型相關：1. 功利

主義型；2. 追求理想型；3. 回饋社會型，茲詳述如下： 

1. 功利型－參與在職進修，我能從組織獲得什麼好處？ 

  外部變項特質：女性、年輕、工作年資較少、教育程度

較低、基層職位、非負責人或非主管、短期有參與計劃者、

從事工業、製造業。屬於社會經濟地位較無優勢者。 

  主要影響決策因素： 

（1）組織升遷、調薪的規定：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

他典型，該因素較有影響。考慮進修能否獲得升遷、

調薪。 

（2）主管及上級單位的態度：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

他典型，該因素較有影響。考慮進修能否獲得主管及

上級單位認同。 

（3）重返校園的憂慮：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典型，

該因素較有影響。憂慮近期內若不能重返校園，未來

變化太多可能形成進修的阻力；期望當下，對未來不

安；故傾向短期內有參與進修計劃。 

（4）工作負荷因素：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典型，

該因素較有影響。憂慮進修無法加班、影響工作品質，

而妨礙經濟、升遷、調薪。 

（5）社會價值觀：除社會大眾對學校的評價部份不完全符

合，其餘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典型，該因素較有

影響。追求文憑主義，崇尚高學歷。 

（6）同儕關係：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典型，該因

素較有影響。若同儕對進修不支持，不願對進修者無

法負荷的工作上提供援助，影響進修者的升遷、調薪，

則放棄進修意願。 

（7）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典

型，該因素較有影響。藉由他人看法獲得文憑主義、

功利主義認同。 

2. 理想型－參與在職進修，期盼我和組織能雙贏。 

  外部變項特質：男性、教育程度較高、中階職位、長期

有參與計劃者，從事商業、服務業。屬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佔

優勢者。 

  主要影響決策因素： 

（1）組織升遷、調薪的規定：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功利主

義典型，該因素較少影響。仍舊考慮進修能否獲得升

遷、調薪。 

（2）主管及上級單位的態度：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功利主

義典型，該因素較少影響。仍舊考慮進修能否獲得主

管及上級認同。 

（3）學校因素：除其他短期、非學術課程之替代性不完全

符合，其餘均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典型，該因素

較有影響。學校是否能提供其所想要的課程與人際關

係，進修是否個人符合期望與需求。 

（4）組織對在職進修的期望與規章制度：完全符合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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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典型，該因素較有影響。希望參與進修後，

可達成組織的期望。 

（5）成長需求的心理因素：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他

典型，該因素較有影響。期望參與進修可獲得自我成

長。 

3. 回饋型－事業有成，期望回饋社會。 

  外部變項特質：工作年資較多、教育程度較低、高階職

位、負責人或主管，短期有參與計劃，從事工業、製造業。

屬於資本家類型。 

  主要影響決策因素： 

（1）社會對在職進修的期望：完全符合該因素。相對於其

他典型，該因素較有影響。希望符合社會對在職進修

的期望，可為社會產生貢獻與回饋。 

（2）重視其他短期、非學術課程之替代性。 

  上述發現之三組典型相關：1. 功利主義型；2. 追求理

想型；3. 回饋社會型，符合 ERG 理論的三個需求類型。1.

功利型－屬於存在需求（existence），為社會經濟地位較無

優勢者；其考慮是否參與在職進修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升遷調

薪、主管、同儕態度等影響生理、安全需求的層次。2. 理

想型－屬於關係需求（relatedness），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佔優

勢者；其考慮是否參與在職進修所關注的焦點在於追求與組

織共同成長以建立社交關係與身份地位；是為社會需求與自

尊需求的外在部份。3. 回饋型－屬於成長需求（growth），

為事業有成的資深資本家類型；其考慮是否參與在職進修所

關注的焦點在於符合社會的期望，回饋社會；是為自我實現

與自尊需求的內在部份。 

（六）進修計劃與決策因素之差異分析 

  承續前文分析，本研究以判別分析，探討各外部變項、

配合前文之因素分析彙整各態度變項形成的十二點決策因

素，與在職人士參與在職進修之計劃（行為變項）的關係。

探討影響不同之參與在職進修計劃的外部變項與決策因素

的差異。本研究經由判別分析獲得三組判別函數，茲詳述如

下： 

1. 判別函數一：P=0***，達顯著相關性。主要用以區辨已

參與進修者及短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之差異；亦可區辨

已參與進修者及尚未參與進修者之差異。已參與者特

性：中階人員、擔任負責人或主管、年齡較大、工作年

資較久。短期有計劃參與者特性：較低學歷、較受學校

因素影響。差異原因分析：工作資歷與經驗於在職班之

入學考佔有極大比重。負責人或主管，有豐富實務經驗；

年齡較大、工作年資較久、人生閱歷廣闊，較容易克服

入學考試之門檻；中階人員想要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亦積極參與進修，故已參與者具有上述特性。較低學歷

因其學歷上的缺憾，短期內想要參與進修以再求發展，

又由於低學歷對在職班之入學考較無優勢，故實際已參

與者較少。另一方面，短期有計劃參與者較受學校因素

影響，期望增加人脈關係；而若進修課程期間過長或無

法突破入學門檻，短期有計劃參與者將尋求其他短期訓

練。 

2. 判別函數二：P=0.041*，達顯著相關性。主要用以區辨

長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及無計劃參與進修者之差異。亦

可區辨有計劃參與進修者及無計劃參與進修者之差異。

期有計劃參與者特性：成長需求、男性；受主管態度、

家庭阻礙因素、社會期望、組織升遷調薪規定影響。無

計劃參與進修者特性：高階人員；注重同儕關係、工作

負荷。差異原因分析：如前文所述，男性較追求理想，

追求自我成長的同時，亦追求符合組織、主管期望，以

求個人與組織共同成長的雙贏。家庭阻力使個人雖有進

修意願卻不貿然參與，但仍保有長期規劃，期待家庭阻

礙因素減少時即可實行參與計劃。因此，主管態度、組

織升遷調薪規定導引在乎成長需求、社會期望的長期有

計劃參與者慎重的考慮進修與生涯規劃的配合，不盲目

追求學歷，亦不會劃地自限。無計劃參與進修者如高階

人員在事業上已有成就，能力重於學歷；另因參與進修

可能造成工作時間、地點不能配合，身心負荷更重，影

響加班彈性、工作品質；若同事不願包容進修者的困境，

在工作上不願配合或協助分擔，則個人可能面臨飯碗不

保，進修將更不可能。故同儕關係、工作負荷的考量使

個人不打算參與進修。 

3. 判別函數三：P=0.286，未達顯著相關性，但仍列入討論，

以期有所新發現，用以區辨短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及長

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之主要差異。短期有計劃參與進修

者特性：在乎返校憂慮、生命中重要他人、社會價值觀

影響，從事工業、製造業。長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特性：

在乎組織期望的影響，從事商業、服務業。差異原因分

析：短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擔心未來變化造成進修障礙

的返校憂慮；受生命中重要他人鼓勵、社會價值觀影響，

而計劃短期內參與進修。工業、製造業工作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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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固定，較易於短期之內安排進修；又工業、製造業面

臨科技日新月異，亦形成短期內參與進修以提昇技能的

壓力。長期有計劃參與進修者在乎組織期望，配合組織

長遠的發展，不貿然參加非組織期望的進修；而規劃長

遠的參與進修計劃。從事商業、服務業者工作性質變化

性較大，不確定因素多，短期內要做進修的安排較不容

易，故偏向長期規劃。 

 

五、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職人士，參與碩士課程在職進修的影

響因素之分析。為達此目的，首先依據文獻探討瞭解消費者

行為與進修參與者的行為模式之關係；並彙集各中外學者歷

年來有關影響在職進修因素之相關研究作為本研究的理論

基礎，與編製研究工具的依據。其次以 218 位在職人士為對

象，以本研究編製之參與在職進修決策因素量表實施問卷調

查，並分析其結果。本章將研究之發現歸納成結論，並提出

具體建議供作個人生涯規劃，企業組織人力資源訓練發展，

教育機構、主管機關推廣終身學習課程，及後續相關研究之

參考。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回收問卷之資料因素分析，彙整出 12 點影響

在職人士參與在職進修的決策因素，總解釋力 63.935%。12

點因素如下：1. 組織升遷、調薪的規定、2. 主管及上級單

位的態度、3. 重返校園的憂慮、4. 工作負荷因素、5. 學校

因素、6. 社會對在職進修的期望、7. 社會價值觀、8. 同儕

關係、9. 家庭阻礙因素、10. 組織對在職進修的期望與規章

制度、11. 成長需求的心理因素、12. 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的

影響。依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 12 類項因素，本研究修正架

構如圖 5。 

  針對本研究之假設，歸納各項文獻資料與實證研究結

果，提示結論如下： 

假設一：不同人口變項特性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之

決策因素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以在職人士為對象進行實證研究，以四種人口變

項特性：性別、年齡、工作年資、教育程度；分析不同類型

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決策因素之差異性；研究發現在

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的決策因素因性別、年齡、工作年

資、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結果具有顯著差異，故假

設一成立。 

進修計畫

已參與

短期內有計畫參與

長期有計畫參與

無參與計畫

態　　度

組織升遷調薪規定

主管及上級單位態度

重返校園的憂慮

工作負荷因素

學校因素

社會期望

社會價值觀

同儕關係

家庭阻礙

組織期望

成長需求

生命中重要他人

外部變項

人口變項

性　　別

年　　齡

工作年資

教育程度

組織變項

行業類別

職務階層

是否為主管

 
 

圖 5. 修正研究架構 

 

假設二：不同組織變項特性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之

決策因素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以在職人士為對象進行實證研究，以三種組織變

項特性：行業類別、職務階層、是否為負責人或主管；分析

不同類型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之決策因素之差異

性，研究發現：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的決策因素因擔任

不同職等、是否為負責人、主管而有所差異；結果具有顯著

差異，故假設二成立。 

假設三：不同的人口變項、組織變項特性、不同之參與在職

進修決策因素考量的在職人士，其進修計劃無顯著

差異。 

  本研究以四種人口變項特性：性別、年齡、工作年資、

教育程度；三種組織變項特性：行業類別、職務階層、是否

為負責人或主管；與決策因素；運用典型相關分析及判別分

析不同類型之在職人士其參與在職進修之計劃之差異性；結

果具無顯著差異，故假設三不成立。 

（二）建議 

  綜合文獻探討及上述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分別針

對：1. 企業組織；2. 個人；3. 其他相關部門；4. 後續研究，

提出建議，以提供企業組織人力資源訓練發展，個人生涯規

劃、其他相關部門、以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1. 對企業組織的建議 

  企業組織的升遷、調薪規定，主管的態度極受非負責

人、非主管的中階與基層人員重視；負責人、主管、高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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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則較重視自我成長。因此企業組織在激勵不同類型員工參

與進修，應有不同方式。 

（1）適當的激勵措施：本研究發現，享有社會經濟地位優

勢者如負責人、主管、資深、高、中階人員、男性，

重視成長需求與組織期望，在乎上級與主管態度，受

其他因素影響較少；對此類人員組織應動之以情，令

其認同組織、主管的需求與期望。組織以支持的立場

充分提供進修資訊，協助該類人員自行尋找成長的方

向，並將成果貢獻於組織。 

（2）實質的獎勵措施：社會經濟地位居劣勢者如非負責人、

非主管、資淺、高、基層人員、女性，重視升遷加薪，

文憑主義，易受他人影響；對此類人員組織應誘之以

利，令其認同進修的實質利益。組織以合理的升遷、

調薪措施，令該類人員感受參與進修的好處，而選擇

最有利與組織與個人的進修方案；待進修完成後，將

成果貢獻於組織。 

（3）提供良好的進修情境：協助員工獲得良好的進修情境，

使員工有更豐富的資源與更高的意願。本研究發現社

會經濟地位居劣勢者如非負責人、非主管、資淺、基

層人員、女性較擔憂工作負荷與重返校園憂慮。對工

作時間、地點、負荷的調整，有助於排除上述參與進

修障礙。 

2. 對個人的建議 

  影響在職人士參與進修意願的眾多決策因素中，有些是

須要個人去調適，本研究對欲參與進修的在職人士建議如

下： 

（1）多方蒐集進修資訊：提高對在職進修的瞭解與增加選

擇機會，以克服重返校園的憂慮。 

（2）主動參與進修活動: 主動參與進修活動才能有效提高

個人能力，對個人生涯發展開闢更寬廣的空間。 

（3）適當的時間規劃：適當的調整作息或工作時間、安排

工作計劃，以減少工作負荷、同儕關係影響與重返校

園的憂慮。 

（4）爭取家人、重要他人的支持：若有家人的支持，則個

人參與進修較無後顧之憂；若是家人以成家立業、家

務繁忙等理由不支持，則應加強溝通，使家人瞭解參

與在職進修長久的願景，非短期的利害關係可比擬。 

3. 對其他相關單位的建議 

  教育主管機關通常是教育方案的主導者，經由主管機關

的具體行動，相信對在職進修、終身學習的推動應有相當大

的成效，可採行的方法如：（1）制定有利在職進修的相關法

令；（2）加強終身學習、在職進修的推廣與宣導。 

  對承辦學校而言，改善地點、時間、課程彈性的問題，

是為克服進修障礙最迫切的措施。因此，承辦學校應可從下

列方向著手：（1）增設服務地點；（2）進修時間彈性化；（3）

評估課程的需求性；（4）師資的多樣性。 

4.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為使本研究的相關研究得以延續，本研究僅就隨機抽樣

問題、研究範圍與對象、研究方法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四點

建議，以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1）隨機抽樣問題：由於目前並無具有公信力之機構發行

大專以上在職人士之名冊，而一般企業組織之人事部

門亦不願意隨意透露其內部人事資料，故本研究之執

行並無名冊資料據以隨機抽樣；本研究遂以商會名冊

尋找企業組織負責人、主管，並徵得其同意取得其企

業組織之人事資料，以訪問該企業組織內具有大專以

上學歷之在職人士；並以該樣本當做固定母體樣本之

隨機抽樣來操作。於時間、成本之許可下，應盡可能

以隨機抽樣執行後續之研究。 

（2）擴大研究範圍與對象：本研究目前僅以可報考碩士在

職進修課程之大專學歷以上在職人士為研究對向；建

議未來研究可擴大範圍為所有等級在職進修課程，含

括所有類型之在職人士為研究對象。 

（3）運用多元研究方法：本研究僅於設計問卷量表之前進

行簡單的訪談研究，而後透過自行設計之問卷量表進

行多變量研究探討。因此某些在職人士心理的想法與

真實情況可能無法全面分析，所以對各因素間的推論

恐難完全解釋。本研究建議在後續研究中，加入質化

訪談分析，在質、量化並行的研究下，呈現更完善的

研究成果。 

（4）建議未來研究方向：本研究僅探討影響在職人士參與

碩士課程的決策因素，未來研究可朝在職人士參與碩

士課程的決策過程，辦理在職進修課程的成效，及在

職進修對組織效能的影響等方向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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