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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在 不 同 產 業 間 的 差 異 ， 並 以

2023年 台 灣 上 市 公 司 為 研 究 對 象 ， 分 析 金 融 業 、 科 技 業 及 營 造 建

築 業 三 大 產 業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與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採

用 台 灣 經 濟 新 報 （ TEJ） 資 料 庫 的 數 據 進 行 實 證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金 融 業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最 低 且 復 職 留 任 率 最 高 ，

而 營 造 建 築 業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最 高 且 復 職 留 任 率 最 低 ； 此 外 ， 科 技

業 的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最 高 ， 但 不 同 產 業 在 該 指 標 上 的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性 別 分 析 發 現 ， 女 性 的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

顯 示 性 別 角 色 對 福 利 政 策 的 應 用 具 有 影 響 。  

 

基 於 上 述 發 現，本 研 究 建 議 企 業 應 提 升 工 作 環 境 與 支 持 措 施 ，

特 別 是 針 對 高 流 動 率 產 業 ； 同 時 推 廣 性 別 平 等 的 育 嬰 政 策 ， 並 依

據 產 業 特 性 制 定 幸 福 企 業 策 略 ， 以 實 現 員 工 幸 福 感 與 企 業 績 效 的

雙 贏 。  

 

關 鍵 詞 : 幸 福 企 業 、 幸 福 指 標 、 2 023年 上 市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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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 著 現 代 社 會 經 濟 的 快 速 發 展 ， 企 業 逐 漸 認 識 到 員 工 幸 福 感

對 企 業 長 期 成 功 的 重 要 性 。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 H appi ness  a t Wor k  

Index）已 成 為 衡 量 企 業 績 效 的 一 個 關 鍵 參 數。本 文 旨 在 探 討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在 不 同 產 業 的 差 異 ， 特 別 是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以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的 比 較 。 越 來 越 多 的 研 究 指 出 ， 幸 福 感 的 提 升

與 企 業 管 理 政 策 密 切 相 關，特 別 是 在 多 元 性、公 平 性 與 包 容 性（ D EI）

方 面 ， 這 些 因 素 能 顯 著 提 升 員 工 的 工 作 滿 意 度 和 忠 誠 度 ， 對 企 業

的 幸 福 感 指 標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  

自 2020年 初 新 冠 疫 情 爆 發 以 來 ， 全 球 經 濟 和 企 業 運 營 模 式 發

生 了 劇 變 。 企 業 被 迫 調 整 工 作 方 式 ， 實 行 遠 程 辦 公 和 靈 活 工 作 時

間 等 措 施 。 這 些 變 化 不 僅 影 響 了 員 工 的 工 作 方 式 ， 也 改 變 了 他 們

對 工 作 的 期 望 和 需 求 。 在 疫 情 的 背 景 下 ， 如 何 在 新 常 態 中 維 持 和

提 升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 成 為 企 業 面 臨 的 一 個 重 要 挑 戰 。 因 此 ， 本 研

究 選 擇 以 202 3年 上 市 公 司 為 例 ， 探 討 疫 情 影 響 下 的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和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是 反 映 企 業 幸 福

感 的 重 要 指 標 。 高 流 動 率 通 常 暗 示 員 工 對 於 工 作 不 滿 或 顯 示 企 業

管 理 存 在 的 問 題 ； 而 完 善 的 育 嬰 留 停 政 策 則 凸 顯 企 業 對 員 工 家 庭

生 活 的 支 持 。 復 職 留 任 率 ， 作 為 員 工 重 新 回 到 工 作 崗 位 並 選 擇 繼

續 留 任 的 比 例 ， 是 衡 量 企 業 對 員 工 職 業 發 展 和 工 作 生 活 平 衡 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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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另 一 重 要 指 標 。 高 復 職 留 任 率 通 常 意 味 著 企 業 在 促 進 員 工 與 工

作 之 間 的 平 衡 方 面 表 現 良 好 ， 這 有 助 於 保 持 員 工 的 忠 誠 度 。  

這 些 指 標 不 僅 直 接 影 響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 還 會 影 響 企 業 的 名 聲

及 長 期 發 展 的 成 效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從 不 同 產 業 的 角 度 ， 分 析 企

業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和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的 差 異 ， 並 探 討 這

些 指 標 對 企 業 幸 福 感 指 標 的 影 響 ， 進 而 提 出 提 升 企 業 幸 福 感 的 策

略 建 議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  探 討 幸 福 企 業 的 定 義 ， 並 梳 理 相 關 研 究 的 類 型 及 其 主 要 成

果 ， 作 為 研 究 的 理 論 基 礎 。  

二 、  針 對 不 同 產 業 為 對 象 ， 分 析 幸 福 企 業 相 關 指 標 的 具 體 表 現

及 其 差 異 。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 研 究 的 進 行 流 程 包 括 六 個 主 要 步 驟 ： 第 一 步 ， 先 確 認 專 題

方 向，明 確 研 究 主 題 與 目 標；第 二 步，確 認 研 究 項 目 與 背 景 動 機 ，

說 明 研 究 的 必 要 性 ； 第 三 步 ， 進 行 文 獻 資 料 的 收 集 ， 建 立 理 論 基

礎 ； 第 四 步 ， 將 資 料 進 行 彙 整 與 分 析 ， 提 取 關 鍵 資 訊 ； 第 五 步 ，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進 行 深 入 討 論 與 解 釋 ； 第 六 步 ， 總 結 研 究 結 果 ， 並

提 出 未 來 研 究 建 議 ， 整 體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1-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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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  研 究 流 程  

 

確 認 專 題 方 向  

確 認 研 究 項 目 與 背 景 動 機  

 

文 獻 資 料 收 集  

資 料 彙 整 與 分 析

動 機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結 論 與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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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幸福企業理論基礎  

 幸 福 企 業 的 核 心 在 於 實 現 員 工 與 組 織 的 雙 贏 ， 通 過 滿 足 員 工

需 求 、 創 造 積 極 的 工 作 環 境 ， 提 升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與 工 作 績 效 。 以

下 三 大 理 論 共 同 構 建 幸 福 企 業 的 理 論 基 礎 ：  

一 、  心 理 契 約 理 論 （ P sychol ogica l  Co ntract  Theo ry）  

由  Rou sseau（ 1 9 89） 提 出 ， 強 調 組 織 與 員 工 之 間 存 在 一 種 隱

性 協 議 ， 涵 蓋 雙 方 對 彼 此 的 責 任 與 回 報 的 期 望 。 心 理 契 約 的 履 行

與 否 直 接 影 響 員 工 對 組 織 的 忠 誠 度 與 信 任 感 ， 當 心 理 契 約 被 滿 足

時 ， 員 工 的 工 作 滿 意 度 和 承 諾 度 會 提 升 ； 若 心 理 契 約 被 違 背 ， 可

能 導 致 員 工 離 職 或 工 作 動 機 下 降（ Rouss eau,  19 89）。在 幸 福 企 業

的 情 境 下 ， 心 理 契 約 理 論 解 釋 了 企 業 如 何 通 過 履 行 對 員 工 隱 性 需

求 的 承 諾 （ 如 職 涯 發 展 、 家 庭 支 持 ） 來 提 升 幸 福 指 標 ， 如 降 低 員

工 流 動 率 和 提 高 復 職 留 任 率 。  

二 、  員 工 敬 業 度 模 型 （ Empl oyee  Enga gement  Mode l）  

由 Kahn（ 1990） 提 出 的 員 工 敬 業 度 模 型 指 出 ， 員 工 在 工 作 中

展 現 的 身 體 、 情 感 與 認 知 投 入 程 度 是 組 織 成 功 的 關 鍵 。 高 敬 業 度

員 工 通 常 對 工 作 環 境 有 高 度 認 同 ， 願 意 投 入 更 多 努 力 以 實 現 組 織

目 標（ Kahn,  1990）。幸 福 企 業 旨 在 創 造 能 激 發 員 工 敬 業 度 的 環 境 ，

通 過 透 明 的 溝 通 、 公 平 的 政 策 與 有 效 的 激 勵 措 施 來 提 升 員 工 對 工

作 的 熱 情 ， 進 而 降 低 流 動 率 並 提 高 復 職 留 任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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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正 向 組 織 行 為 理 論 （ Po sitiv e  Or ganiza tiona l  

Behavi or,  P OB）  

由  Lut hans（ 200 2） 提 出 ， 主 張 組 織 應 注 重 員 工 心 理 資 本 的

開 發 ， 包 括 希 望 、 樂 觀 、 自 信 與 韌 性 等 正 向 心 理 特 質 。 這 些 心 理

資 本 不 僅 能 提 升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 還 能 增 強 他 們 面 對 工 作 挑 戰 的 能

力 （ Lu thans ,  20 02）。 幸 福 企 業 通 過 設 計 支 持 性 政 策 （ 如 家 庭 友

善 政 策 ） 和 提 供 心 理 健 康 資 源 ， 促 進 員 工 的 心 理 資 本 發 展 ， 有 助

於 提 高 幸 福 指 標 的 表 現 ， 例 如 減 少 員 工 流 動 率 和 促 進 育 嬰 留 停 政

策 的 使 用 。  

第二節  幸福企業   

根 據 智 庫 百 科 (年 )定 義 ： 幸 福 企 業 是 能 夠 滿 足 員 工 不 斷 增 長

的 幸 福 需 要 的 企 業 ， 定 義 中 明 白 指 出 ： 企 業 是 為 人 類 幸 福 而 存 在

的 。 企 業 存 在 的 意 義 有 兩 個 ： 一 是 為 社 會 創 造 幸 福 ， 二 是 為 員 工

創 造 幸 福 。 因 此 ， 廣 義 的 講 ， 幸 福 企 業 就 是 能 夠 為 人 類 創 造 幸 福

的 企 業 。 狹 義 的 講 ， 幸 福 企 業 就 是 能 夠 滿 足 員 工 幸 福 感 的 企 業 。

滿 足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 就 是 滿 足 員 工 不 斷 增 長 的 正 當 需 要 。 因 此 ，

簡 單 的 講 ， 幸 福 企 業 就 是 以 人 為 本 的 企 業 。 形 象 的 講 ， 幸 福 企 業

就 是 充 滿 微 笑 的 企 業 。 具 體 的 講 ， 幸 福 企 業 就 是 和 諧 友 愛 、 快 樂

工 作 、 共 同 富 裕 、 共 同 發 展 、 受 人 尊 敬 、 健 康 長 壽 的 企 業 。  

張 淑 麗 （ 2023） 整 理 部 分 研 究 對 幸 福 企 業 的 定 義 ， 認 為 幸 福

企 業 並 無 嚴 謹 的 定 義 ， 幸 福 企 業 並 無 嚴 謹 的 定 義 ， 然 根 據 謝 孟 璿

（ 2013） 所 提 出 ， 幸 福 企 業 應 從 「 人 」 的 角 度 來 滿 足 員 工 幸 福 的

需 求，並 能 讓 員 工 長 期 安 居 樂 業（ 劉 念 琪， 2 013）。另 外，企 業 也

應 致 力 於 改 善 員 工 及 其 家 庭 、 當 地 社 區 ， 和 社 會 大 眾 等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B cttenc ourt,  200 4)， 使 員 工 、 客 戶 及 社 會 都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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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幸 福（ 柯 志 哲， 2019)。近 年 來，美 國 與 台 灣 陸 續 頒 定「 幸 福 企

業 」「 友 善 職 場 」、「 最 佳 雇 主 」等 相 關 之 審 核 獎 項，旨 在 促 進 企 業

對 員 工 權 益 之 維 護 與 促 進 ， 亦 可 看 出 整 個 世 代 風 潮 之 變 化 ， 以 及

社 會 價 值 的 改 變 。  

第三節  定義幸福企業指標之相關研究  

Cheers (2017 )綜 合 歸 納 各 項 研 究 及 學 者 建 議 指 出 ， 幸 福 企 業

所 擁 有 的 共 同 DN A 包 括 以 下 4個 重 點 ：  

一 、  創 造 歸 屬 感  

  關 於 員 工 需 要 什 麼 ， 不 是 企 業 「 想 當 然 爾 」， 而 是 真 實 理

解 他 們 的 心 聲 ， 才 能 用 制 度 與 福 利 創 造 出 「 同 舟 共 濟 」 的 歸

屬 感 。  

  獲 得 運 動 企 業 認 證 的 光 學 檢 測 設 備 公 司 牧 德 科 技 ， 就 透

過 廣 發 問 卷 了 解 員 工 想 法 ， 而 且 開 過 多 次 會 議 ， 定 調 員 工 福

利 的 內 容 。 總 經 理 甚 至 親 自 走 訪 兩 岸 的 基 層 員 工 ， 一 一 聆 聽

心 聲 ， 確 定 彼 此 目 標 在 同 一 條 線 上 。  

  擘 劃 願 景 幾 乎 是 企 業 少 不 了 的 動 作 ， 但 牧 德 科 技 董 事 長

汪 光 夏 反 問：「 願 景 和 員 工 有 什 麼 關 係 ？ 」若 員 工 只 重 視 紅 利 ，

卻 不 認 同 願 景 ， 不 過 是 另 一 家 「 血 汗 工 廠 」。  

  透 過 調 查 ， 牧 德 科 技 發 現 員 工 希 望 多 照 顧 家 庭 ， 於 是 在

遇 到 旺 季 需 要 加 班 時 ， 把 本 來 的 「 晚 班 」 改 成 加 「 早 班 」， 讓

員 工 增 加 陪 家 人 吃 晚 餐 、 聊 天 的 時 間 ， 當 老 闆 說 到 做 到 ， 就

能 讓 員 工 有 感 。  

  「 企 業 不 能 將 員 工 當 成 機 器 ， 而 是 蘋 果 樹 ， 逐 漸 成 長 茁  

壯 ， 」 汪 光 夏 自 信 地 說 。 唯 有 把 員 工 需 求 當 成 企 業 自 己 的 需

求 ， 找 出 雙 贏 之 道 ， 勞 資 間 才 會 真 正 成 為 「 生 命 共 同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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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資 訊 透 明 及 制 度 公 平  

  每 家 公 司 都 有 制 度，但 制 度 是 否 落 實 和 公 平 可 就 不 一 定 。

偏 偏 ， 青 世 代 最 重 視 言 行 合 一 與 資 訊 透 明 ， 在 社 群 網 站 發 達

的 今 天 ， 不 管 是 員 工 對 外 爆 料 或 將 「 家 務 事 」 訴 諸 公 評 ， 除

了 破 壞 互 信 ， 對 企 業 也 是 很 大 的 傷 害 。  

  工 具 箱 大 廠 明 昌 國 際 集 團 ， 近 年 來 快 速 成 長 ， 從 1個 事 業

體 擴 張 至 6個 事 業 體 。 明 昌 國 際 工 業 總 經 理 畢 美 桂 指 出 ， 關 鍵

即 在 於 「 透 明 化 制 度 」。  

  她 將 家 族 企 業 制 度 化 ， 公 司 的 內 部 資 訊 平 台 明 確 標 示 員

工 入 股 、 退 休 金 加 碼 制 度 及 海 外 保 單 規 定 ， 員 工 只 要 達 到 相

關 成 績 ， 就 能 擁 有 特 定 福 利 ，「 制 度 務 必 透 明 、 實 際 執 行 ， 而

且 一 定 要 公 平 ， 讓 員 工 相 信 制 度 可 行 。 若 員 工 質 疑 ， 再 好 的

制 度 也 做 不 下 去 ， 」 她 強 調 。  

  明 昌 的 內 部 刊 物 《 明 昌 園 地 》， 則 明 確 羅 列 各 機 制 執 行 成

效 ， 也 讓 員 工 分 享 得 到 進 修 補 助 、 海 外 旅 遊 的 心 得 ， 讓 所 有

人 透 過 公 開 平 台 ， 知 道 這 些 福 利 既 「 看 得 到 也 吃 得 到 」， 自 然

提 升 工 作 動 機 及 期 待 感 。  

三 、  打 破 層 級 界 線 的 無 礙 溝 通  

  員 工 對 雇 主 不 滿 的 理 由 ， 經 常 未 必 直 接 來 自 薪 酬 待 遇 ，

而 是 老 闆 不 願 傾 聽 員 工 的 心 聲 ， 長 期 累 積 成 不 滿 與 猜 忌 的 情

緒 。  

  如 何 打 破「 有 話 不 能 說 」的 障 礙，尤 其 當 組 織 愈 來 愈 大 、

愈 來 愈 複 雜 時 ？ 中 華 汽 車 幾 年 前 由 管 理 部 開 設 LIN E 群 組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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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是 員 工 都 可 以 加 入，就 像 提 供 一 個 能 暢 所 欲 言 的 溝 通 平 台 ，

讓 員 工 心 聲 上 達 ， 主 管 也 增 加 了 接 納 及 討 論 的 管 道 。  

  中 華 汽 車 協 理 錢 經 武 指 出 ， 從 上 對 下 ， 主 管 可 透 過 群 組

說 明 公 司 政 策 、 福 利 ， 還 可 公 布 每 週 員 工 餐 廳 的 特 殊 小 吃 、

開 員 工 團 購 ； 由 下 對 上 ， 日 常 瑣 事 如 廁 所 故 障 ， 員 工 即 時 回

報 後 ， 管 理 部 馬 上 交 付 負 責 單 位 處 理 ， 真 正 做 到 問 題 解 決 零

時 差 。  

  另 外 ， 中 華 汽 車 內 部 有 22對 親 子 檔 ， 不 同 世 代 對 制 度 和

福 利 的 需 求 也 不 同 。 除 了 針 對 年 輕 員 工 開 設 「 新 世 代 策 略 研

討 會 」， 請 他 們 分 享 對 公 司 的 期 待 ， 包 括 希 望 邀 請 的 尾 牙 藝 人

名 單 ， 也 徵 詢 員 工 建 議 ， 力 求 從 不 同 的 管 道 ， 滿 足 不 同 世 代

員 工 的 需 求 。  

四 、  彈 性 設 計 ， 讓 工 作 更 有 自 主 性  

  網 路 軟 體 公 司 橘 子 集 團 總 部 設 有 幼 兒 園 、 健 身 房 ， 以 福

利 制 度 貼 心 著 稱。 2016年 初，橘 子 集 團 甚 至 擴 大 實 行 有 薪「 自

主 假 」， 員 工 自 主 管 理 工 作 目 標 ， 用 完 特 休 假 後 ， 只 需 上 網 登

記 、 不 需 主 管 同 意 ， 就 能 使 用 無 上 限 的 自 主 假 。  

  橘 子 集 團 人 力 資 源 總 監 張 文 杰 強 調 ， 當 時 的 出 發 點 ， 是

為 了 鼓 勵 員 工 有 效 率 地 工 作 ， 可 多 花 點 時 間 做 自 己 的 事 。 不

過 ， 試 行 初 期 仍 引 發 主 管 譁 然 ， 擔 心 無 法 管 理 團 隊 ， 甚 至 引

發 員 工 不 顧 績 效 只 顧 休 假 。  

  不 過 ， 在 橘 子 集 團 執 行 長 劉 柏 園 的 堅 持 下 ， 這 項 制 度 施

行 一 年 多 下 來 ， 至 今 只 有 1成 員 工 使 用 過 自 主 假 ， 且 多 為 年 假

較 少 的 資 淺 員 工 。  

  張 文 杰 指 出 ， 不 僅 制 度 本 身 得 到 近 9成 員 工 支 持 ， 也 並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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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有 人「 擺 爛 」的 情 形，顯 然 企 業 願 意 給 員 工 更 大 的 彈 性 ，

員 工 也 會 自 制 。「 彈 性 制 度 讓 員 工 更 有 效 率 地 工 作 ， 臨 時 有 事

也 不 怕 被 扣 薪 ， 大 大 提 升 安 定 感 ， 」 張 文 杰 強 調 。  

  智 庫 百 科 (年 )認 為 幸 福 企 業 應 該 有 三 個 方 面 的 基 本 的 標

準 ： 第 一 是 傳 統 的 高 效 標 準 ， 即 高 效 率 、 高 效 益 ； 第 二 個 是

創 新 ， 包 括 管 理 創 新 、 商 業 模 式 創 新 、 產 品 和 技 術 的 創 新 ；

第 三 是 綠 色 ， 即 企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 包 括 了 環 保 、 低 碳 ， 也

包 括 企 業 的 社 會 責 任 。 因 此 愈 來 愈 多 的 研 究 從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執 行 ， 來 定 義 或 評 斷 是 否 為 幸 福 企 業 。  

  楊 舒 涵 （ 201 8）。 研 究 參 考 Che n,  T ang,  an d Hun g  (2 013)

建 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指 數 的 方 法 並 且 參 照 Gompe rs,  Ishi i  an d  

Metric k  (20 03)建 構 G- Inde x 的 模 式 來 編 製 幸 福 企 業 指 數

(CHI)。 使 用 臺 灣 上 市 公 司 之 幸 福 企 業 指 數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指

數 、 財 務 績 效 指 標 、  企 業 價 值 指 標 、 成 長 率 指 標 以 及 市 場 指

標 做 為 資 料 變 數 ， 其 中 財 務 績 效 指 標 ， 企  業 價 值 指 標 、 成 長

率 指 標 與 市 場 指 標 之 數 據 皆 來 自 臺 灣 經 濟 新 報 (Ta iwan  

Econom ic  Jo urna l,  TEJ )。  

  過 去 研 究 多 從 問 卷 方 式 分 析 員 工 對 幸 福 感 、 幸 福 企 業 的

認 知 ， 近 來 也 有 研 究 從 相 關 的 指 數 來 定 義 幸 福 企 業 。  

第四節  幸福企業對社會、對企業績效及員工之影響  

智 庫 百 科 (年 )認 為 建 設 幸 福 企 業 的 必 要 性 在 於 ：  

一 、  建 設 幸 福 企 業 是 每 個 員 工 的 核 心 需 要 。 每 個 員 工 努 力 工 作

的 根 本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過 上 幸 福 生 活 。  

二 、  建 設 幸 福 企 業 是 企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客 觀 需 要 。 人 才 是 企 業

的 核 心 競 爭 力，如 果 員 工 在 企 業 里 感 到 不 幸 福，即 使 不 跳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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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一 定 會 跳 槽 。 只 有 幸 福 企 業 才 能 最 大 限 度 的 吸 引 人 才 ， 激

勵 人 才，留 住 人 才。 有 了 人 才 ，企 業 才 能 最 大 、 做 強、 做 久 。 

三 、  建 設 幸 福 企 業 是 企 業 應 盡 的 社 會 責 任 。 企 業 的 責 任 有 三

個 ， 分 別 是 為 社 會 創 造 財 富 、 為 員 工 創 造 幸 福 、 為 股 東 創 造

回 報 ， 這 三 者 究 竟 誰 最 重 要 ？ 研 究 了 很 久 ， 實 在 不 知 道 什 麼

最 重 要 。 給 股 東 創 造 回 報 是 創 辦 企 業 的 原 動 力 ， 如 果 沒 有 回

報 ， 股 東 就 沒 有 投 資 的 動 力 ， 企 業 就 完 了 。  

 

  給 社 會 創 造 財 富 是 企 業 的 根 本 任 務 ， 如 果 不 能 創 造 財 富 的

話 ， 企 業 就 失 去 了 存 在 的 意 義 。 給 員 工 創 造 幸 福 ， 是 辦 好 企 業 的

根 本 條 件 ， 如 果 不 能 給 員 工 創 造 幸 福 ， 企 業 就 不 會 有 人 才 ， 企 業

肯 定 辦 不 好 。 因 此 ， 建 設 幸 福 企 業 ， 為 員 工 創 造 幸 福 ， 是 企 業 應

盡 的 社 會 責 任 。  

  施 欣 怡 (2 013 )  研 究 指 出 企 業 了 解 執 行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不 僅 是

花 錢 做 公 益 及 對 外 部 形 象 提 升 的 外 顯 效 益 而 已 ， 內 部 最 重 要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員 工 的 心 理 層 面 也 有 正 向 性 的 影 響，進 而 產 生 員 工 幸 福

感 ， 有 幸 福 感 的 員 工 企 業 才 有 競 爭 力 。  

  天 下 雜 誌 (蕭 富 元 20 12)「 企 業 經 營 的 目 的 ， 不 是 賺 錢 而 已 ，

而 是 要 讓 員 工 幸 福 ， 幸 福 也 是 賺 ， 」 施 振 榮 說 。 賽 仕 軟 體 公 司 將

資 源 投 資 在 員 工 福 利 。 例 如 ， 聘 請 五 十 三 位 全 職 醫 護 、 心 理 治 療

師 等 ， 照 顧 員 工 健 康 。 員 工 省 去 外 出 看 病 的 麻 煩 與 花 費 ， 因 此 能

專 注 工 作 ， 產 生 更 多 創 新 與 更 高 效 率 。 創 辦 至 今 三 十 六 年 ， 賽 仕

營 業 額 成 長 兩 萬 倍 ， 且 從 未 出 現 虧 損 。  

  科 技 新 報 ( 黃 嬿 2019 )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賽 德 商 學 院

（ Saïd Busin ess  S chool）研 究 人 員 發 現，在 員 工 自 稱 非 常 快 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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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內，比 起 表 示 非 常 不 快 樂 的 人，生 產 率 平 均 提 高  13%。此 外 ，

快 樂 的 員 工 不 一 定 工 作 更 長 的 時 間 ， 但 是 當 他 們 在 工 作 時 ， 他 們

的 生 產 力 更 高 。 研 究 人 員 表 示 ， 這 項 研 究 結 果 顯 然 符 合 員 工 自 身

的 利 益 ， 也 符 合 其 雇 主 的 利 益 。 另 外 一 個 有 趣 的 發 現 是 外 部 因 素

也 會 影 響 生 產 力 。 研 究 人 員 希 望 測 量 外 力 影 響 ， 他 們 將 天 氣 資 訊

也 納 入 衡 量 ， 結 果 發 現 ， 惡 劣 的 天 氣 嚴 重 影 響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 進

而 影 響 他 們 的 銷 售 表 現 。  

  有 些 研 究 在 探 討 員 工 感 知 到 幸 福 感 之 後 ， 對 企 業 之 成 功 有 所

幫 助 ： 張 淑 惠 等  (2012） 發 現 ，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對 於 工 作 滿 意 度 、

組 織 承 諾 和 離 職 傾 向 之 顯 著 預 測 作 用 。 根 據 全 球 人 力 資 本 超 勢 報

告  （ 2 020）， 有  80%的 受 訪 企 業 認 為 員 工 幸 福 感 對 於 企 業 之 成 功

至 關 重 要，6 2%的 受 訪 者 則 指 出 主 要 影 響 員 工 幸 福 感 的 因 素 在 於 職

場 體 驗 。 這 些 研 究 結 果 突 顯 出 企 業 對 員 工 幸 福 感 的 重 視 ， 並 進 一

步 明 白 幸 福 感 對 於 影 響 員 工 的 工 作 滿 意 度 、 組 織 承 諾 和 留 任 意 願

等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 通 過 創 造 積 極 的 職 場 體 驗 ， 企 業 能 夠 促

進 員 工 的 幸 福 感 ， 進 而 提 升 員 工 對 企 業 的 忠 誠 度 ， 並 有 助 於 提 升

企 業 的 績 效 和 成 功 。  

  也 有 研 究 在 探 討 如 何 讓 員 工 提 升 幸 福 感 ： 張 淑 麗 （ 2023） 研

究 透 過 在 企 業 員 工 之 上 班 時 間 ， 提 供 長 期 多 面 向 健 身 運 動 作 為 員

工 福 利 ， 探 討 多 面 向 健 身 運 動 對 員 工 之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幸 福 感 之 影

響 ， 並 著 重 在 「 工 作 生 活 平 衡 」 層 面 之 需 求 ， 探 討 員 工 福 利 對 員

工 之 工 作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經 過 1 2週 之 多 面 向 運

動 後 ， 相 較 於 控 制 組 ， 運 動 組 有 較 高 之 工 作 滿 意 度 ， 幸 福 感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除 此 之 外 ， 在 生 理 指 標 方 面 ， 兩 組 在 體 脂 肪 率 與 骨 骼

肌 重 兩 項 指 標 上 ， 時 間 前 後 差 異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出 在 後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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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體 脂 肪 率 下 降 與 骨 骼 肌 重 的 增 加 。 具 體 而 言 ， 本 研 究 對 於 運

動 對 員 工 幸 福 感 的 影 響 進 行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探 索 ， 提 供 了 初 步 的 證

據 支 援 運 動 對 工 作 滿 意 度 的 正 面 效 果 。  

  楊 舒 涵 （ 201 8）。 研 究 參 考 Che n,  Tang ,  and  Hun g  (2013 )建

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指 數 的 方 法 並 且 參 照 Gomp ers,  Is hii  an d 

Metric k  ( 2003 )建 構 G-I nde x 的 模 式 來 編 製 幸 福 企 業 指 數 (C HI)，

主 要 目 的 為 探 討 高 度 幸 福 企 業 與 低 度 幸 福 企 業 對 於 獲 利 能 力 、 企

業 價 值 、 成 長 力 及 市 場 指 標 之 影 響 ， 依 照 企 業 幸 福 指 數 將 樣 本 區

分 為 高 、 低 兩 組 ， 並 以 平 均 數 檢 定 針 對 2010年 至 2 015年 臺 灣 上 市

公 司 為 對 象 進 行 分 析 ， 探 討 公 司 高 、 低 幸 福 企 業 對 各 項 指 標 之 影

響 。  

  實 證 結 果 發 現 高 幸 福 企 業 的 Tobin’ s  Q、 每 股 現 金 股 利 、 總

資 產 報 酬 率 、 淨 值 報 酬 率 、 每 股 盈 餘 、 營 業 利 益 率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三 大 法 人 合 計 持 股 大 部 分 顯 著 大 於 低 幸 福 企 業 ， 而 高 幸 福 企

業 其 每 股 淨 值 於 2 011年 小 於 低 幸 福 企 業 ， 2010年 及 2 012年 至 201 5

年 皆 大 於 低 幸 福 企 業 ； 在 成 長 率 分 析 中 ， 20 10年 的 總 資 產 報 酬 平

均 成 長 率 、 2013年 及 20 14年 的 淨 值 報 酬 平 均 成 長 率 與 20 14年 營 業

利 益 平 均 成 長 率 雖 高 幸 福 企 業 小 於 低 幸 福 企 業 ， 但 皆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高 幸 福 企 業 的 財 務 績 效 基 期 較 高 ， 隨 著 時 間 的 經 過 ， 高 幸 福

企 業 其 平 均 成 長 率 亦 於 大 於 低 幸 福 企 業 。 隨 著 員 工 幸 福 感 的 重 要

性 越 來 越 受 到 企 業 的 重 視 ， 企 業 更 願 意 為 員 工 帶 來 更 好 的 工 作 環

境 ， 進 而 提 升 企 業 的 價 值 ， 依 照 各 項 指 標 來 看 ， 高 幸 福 企 業 其 經

營 績 效 相 較 低 幸 福 企 業 表 現 較 佳 。 故 本 研 究 支 持 企 業 為 員 工 提 供

更 好 的 工 作 環 境 以 及 制 度 等 ， 來 成 為 幸 福 企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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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的 架 構 如 圖 3-1所 示 ， 主 要 分 為 以 下 四 個 部 分 ：  

一 、  產 業 類 型 ： 選 取 金 融 業 、 科 技 業 及 其 他 產 業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針 對 不 同 產 業 進 行 幸 福 企 業 相 關 指 標 的 比 較 分 析 。  

二 、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 分 析 三 大 指 標 ， 包 括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作 為 衡 量 幸 福 企 業 的 關 鍵 指 標 。  

三 、  產 業 間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差 異 分 析 ： 探 討 不 同 產 業 在 上 述 指 標

上 的 差 異 ， 挖 掘 影 響 幸 福 企 業 表 現 的 可 能 因 素 。  

四 、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並 提 供 針

對 企 業 及 未 來 研 究 的 建 議 ， 促 進 企 業 在 幸 福 指 標 上 的 改 善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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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選 定 台 灣 上 市 櫃 公 司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據 111 1人 力 銀 行

「 上 班 族 職 場 幸 福 感 調 查 」 結 果 ， 選 取 金 融 業 、 科 技 業 及 營 造 建

築 業 作 為 分 析 。 之 所 以 選 擇 這 三 大 產 業 ， 主 要 基 於 金 融 業 、 科 技

業 及 營 造 建 築 業 在 調 查 中 名 列 上 班 族 幸 福 感 較 高 的 產 業 ， 顯 示 其

在 薪 資 水 準 、 職 場 穩 定 性 及 職 涯 發 展 機 會 等 方 面 具 有 顯 著 優 勢 。

這 些 特 質 使 得 這 些 產 業 在 吸 引 與 留 住 人 才 方 面 表 現 突 出 ， 成 為 幸

福 感 的 重 要 參 考 對 象 。 金 融 業 與 科 技 業 為 台 灣 經 濟 發 展 的 重 要 支

柱 ， 營 造 建 築 業 則 與 城 市 發 展 及 基 礎 建 設 息 息 相 關 ， 研 究 這 些 產

業 不 僅 有 助 於 深 入 了 解 企 業 內 部 的 幸 福 感 建 構 機 制 ， 也 能 為 其 他

產 業 提 供 參 考 。  本 研 究 將 參 考 台 灣 經 濟 新 報 （ TEJ） 資 料 庫 提 供

的 2023年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 針 對 上 述 三 大 產 業 進 行 深 入 分 析 ， 以 期

全 面 探 討 其 在 職 場 幸 福 指 標 的 表 現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有 關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資 料 說 明 如 下 所 述 。  

資 料 取 自 台 灣 經 濟 新 報 資 料 庫 (TE J)之 基 本 資 料 庫 。 以 202 3年 ，

針 對 台 灣 上 市 公 司 為 研 究 對 象，共 計 280家 公 司，其 中 包 括 24家 金

融 業 公 司、154家 科 技 業 公 司、1 6家 營 造 業 公 司 以 及 8 6家 其 他 產 業

(包 含 製 造 業、運 輸 及 倉 儲 業、住 宿 及 餐 飲 業、批 發 及 零 售 業、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 專 業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等 )。並 自 TEJ 資 料 庫 取 得『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以 及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等 資 訊 。 而 選 擇 這 三 個 指 標 因 為 它 們 能 夠 全

面 反 映 企 業 對 員 工 的 支 持 、 幸 福 感 及 工 作 生 活 平 衡 ， 進 而 影 響 企

業 的 長 期 成 功 與 員 工 忠 誠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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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 、  觀 察 值 摘 要 （ 描 述 性 統 計 ）  

  觀 察 值 摘 要 是 一 種 統 計 方 法 ， 是 用 來 簡 要 描 述 和 總 結 數

據 集 的 基 本 特 徵 的 一 種 統 計 方 法 。 它 通 過 計 算 和 呈 現 一 些 關

鍵 統 計 量，幫 助 研 究 者 快 速 了 解 數 據 的 集 中 趨 勢、分 散 程 度 、

分 佈 情 況 以 及 其 他 重 要 特 徵 。  

二 、  成 對 樣 本 ｔ 檢 定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是 一 種 統 計 方 法 ， 用 來 比 較 同 一 組 樣 本

在 兩 個 不 同 條 件 或 時 間 點 下 的 平 均 值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這 個

檢 定 通 常 用 於 對 比 兩 個 相 關 樣 本 的 數 據 ， 比 如 測 量 同 一 個 體

在 兩 個 不 同 時 間 的 變 化 ， 或 測 試 某 些 干 預 前 後 的 差 異 。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一 種 統 計 方 法 ， 用 於 比 較 三 個 或 更

多 組 之 間 的 平 均 值 是 否 有 統 計 上 的 差 異 。 這 種 方 法 通 常 用 於

評 估 單 個 因 素 對 於 結 果 的 影 響 ， 例 如 不 同 劑 量 的 藥 物 對 於 疾

病 治 療 效 果 的 影 響 。 通 過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您 可 以 確 定 不

同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是 否 因 為 隨 機 變 動 或 真 正 的 組 間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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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實證結果  

為 驗 證 本 研 究 針 對 280家 公 進 行 分 析 ， 探 討 202 3年 台 灣 上 市 公

司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以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這 三 項 幸 福 企

業 相 關 指 標 。  

表 1 .  各 變 數 之 觀 察 值  

A 金 融 業 N : 2 4 家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樣 本 數  

員 工 流 動 率 %  6 . 6 9  6      1 1  2 2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8 5 . 2 1  6 0     1 0 0  2 3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2 4 . 4 2  1 5      4 4  2 1  

B 科 技 業 N : 1 5 4 家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樣 本 數  

員 工 流 動 率 %  1 1 . 3 2  0      3 9  1 4 1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7 8 . 2 8  0     1 0 0  1 1 4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2 7 . 7 9  2      1 0 0  1 2 3  

C 營 造 業 N : 1 6 家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樣 本 數  

員 工 流 動 率 %  1 7 . 6 0  3      6 2  1 5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5 3 . 1 3  0     1 0 0  8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2 9 . 5 7  8      1 0 0  9  

D 其 他 產 業 N : 8 6 家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樣 本 數  

員 工 流 動 率 %  1 0 . 3 8  0      4 3  7 7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7 9 . 9 6  0     1 0 0  5 2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2 9 . 7 4  1     1 0 0  5 7  

E 總 和 N : 2 8 0 家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樣 本 數  

員 工 流 動 率 %  1 1 . 0 1  0      6 2  2 5 5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7 8 . 5 1  0     1 0 0  1 9 7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2 8 . 0 6  1     1 0 0  2 1 0  

 

 

表  1 呈 現 了 各 產 業 中 關 於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的 統 計 摘 要 結 果 ， 依 產 業 別 將 公 司 分 為 金 融 業  (A)、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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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業  ( B)、 營 造 業  (C)、 其 他 產 業  (D)  、 產 業 總 和 (E)， 並 比 較

各 產 業 在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上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  

員 工 流 動 率 金 融 業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平 均 值 為 6.6 9%， 為 所 有 產 業

中 最 低 ， 最 小 值 與 最 大 值 分 別 為  6%  和  11%， 顯 示 流 動 性 較 為 穩

定。營 造 業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平 均 值 為  17.60%，最 高 值 達  62%，顯 示

該 產 業 的 流 動 性 波 動 較 大 ， 員 工 穩 定 性 相 對 較 差 。 科 技 業 的 流 動

率 平 均 值 為  11.3 2%，介 於 金 融 業 與 營 造 業 之 間，波 動 範 圍 較 廣（ 0 %

至 39%）。其 他 產 業 的 平 均 流 動 率 為  10.38%，稍 高 於 金 融 業，但 仍

低 於 整 體 平 均 水 平 。  

復 職 留 任 率 金 融 業 的 復 職 留 任 率 平 均 值 為  85 .21%， 最 高 值 達  

100%， 顯 示 該 產 業 在 支 持 員 工 復 職 後 的 穩 定 性 方 面 表 現 最 佳 。 營

造 業 的 復 職 留 任 率 平 均 值 僅 為  53 .13%， 最 低 值 為  0%， 顯 示 其 復

職 留 任 率 最 低 ， 可 能 受 到 工 作 環 境 或 條 件 的 影 響 。 科 技 業 的 平 均

復 職 留 任 率 為  78 .28%，整 體 表 現 較 好，但 仍 略 低 於 金 融 業。其 他

產 業 的 平 均 復 職 留 任 率 為  79 .96%，與 科 技 業 相 近，波 動 幅 度 亦 較

小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科 技 業 的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平 均 值 為  2 7 . 7 9 %，

最 高 值 達  10 0%，顯 示 科 技 業 在 家 庭 友 善 政 策 上 較 為 積 極，員 工 對

此 政 策 的 接 受 度 也 較 高 。 金 融 業 的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平 均 值 為  

24.42 %， 為 所 有 產 業 中 最 低 ， 顯 示 其 員 工 在 育 嬰 留 停 政 策 上 的 申

請 比 例 相 對 較 低 。 營 造 業 與 其 他 產 業 的 平 均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分 別

為  29. 57%  和  29 .74%， 與 科 技 業 接 近 ， 但 相 較 於 金 融 業 略 高  

產 業 總 和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平 均 為  11 .01%， 復 職 留 任 率 平 均 為  

78.51 %， 而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平 均 為  28. 06%。 透 過 數 據 分 析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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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更 了 解 各 產 業 的 差 異 ， 為 後 續 的 深 入 分 析 提 供 基 礎 數 據 支 持 。  

 

表 2 .  各 變 數 相 關 係 數 矩 陣  

2 - 1 .   變 數 名 稱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員 工 流 動 率 %  1  -  -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 . 2 1 0 *  1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 0 0 6  - . 0 0 8  1  

2 - 2 .  變 數 名 稱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員 工 流 動 率 %  1  -  -  

 S 復 職 留 任 率 % ( 合 計 )  - . 0 4 3  1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合 計 )  . 0 8 4  . 2 0 5  1  

註 : * * < 0 . 0 1 ； * p < 0 . 0 5  

根 據 表  2  的 相 關 分 析 結 果，2 - 1為 三 大 產 業，2- 2為 其 他 產 業 ，

針 對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以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三 項 變 數 進 行

分 析 。 在 三 大 產 業 中 ， 員 工 流 動 率 與 復 職 留 任 率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0.210，達 顯 著 水 準（ p <0.0 5），顯 示 兩 者 之 間 存 在 顯 著 負 相 關 ，

這 表 明 員 工 流 動 率 較 高 時 ， 復 職 留 任 率 傾 向 較 低 。 而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與 其 他 兩 變 數 的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 0. 06與 - 0.00 8，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顯 示 這 兩 組 變 數 之 間 無 顯 著 相 關 性。 2 - 2在 其 他 產 業 中，員

工 流 動 率 與 復 職 留 任 率 的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0.04 3，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與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相 關 係 數 為 0 .084，同 樣 未 達 顯 著 水 準。復 職 留 任

率 與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之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0.20 5， 稍 高 但 亦 未 達 顯

著 性 。 分 析 結 果 表 明 ， 三 大 產 業 中 ， 員 工 流 動 率 與 復 職 留 任 率 之

間 的 顯 著 負 相 關 可 能 反 映 出 高 流 動 率 對 企 業 穩 定 性 的 負 面 影 響 。

而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與 其 他 變 數 的 低 相 關 性 ， 則 顯 示 其 可 能 為 獨 立

於 其 他 指 標 的 產 業 福 利 政 策 具 體 反 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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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項 幸 福 指 標 產 業 比 較 效 果 A N O VA  

A . 依 變 數 ： 員 工 流 動 率 ( % )  S S  d f  M S    F  顯 著 性  

組 間  1 1 0 5 . 8 0 9  3  3 6 8 . 6 0 3  5 . 0 9 8   . 0 0 2 * *  

S 組 內  1 8 1 4 7 . 9 6 4  2 5 1  7 2 . 3 0 3    

總 和  1 9 2 5 3 . 7 7 3  2 5 4     

B . 依 變 數 ： 復 職 留 任 率 ( % )  S S  d f  M S  F  顯 著 性  

組 間  6 3 0 3 . 8 9 4  3  2 1 0 1 . 2 9 8  3 . 5 8 9   . 0 1 5 *  

S 組 內  1 1 2 9 8 5 . 1 7 2  1 9 3  5 8 5 . 4 1 5    

總 和  1 1 9 2 8 9 . 0 6 6  1 9 6     

C . 依 變 數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 )  S S  d f  M S  F  顯 著 性  

組 間  4 6 8 . 5 0 6  3  1 5 6 . 1 6 9  . 2 3 7   . 8 7 1  

S 組 內  1 3 5 8 9 7 . 5 3 1  2 0 6  6 5 9 . 6 9 7    

總 和  1 3 6 3 6 6 . 0 3 6  2 0 9     

註 :  * * p < 0 . 0 1 ； * p < 0 . 0 5  

表  3 透 過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ANO VA）， 檢 驗 不 同 產 業 在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三 項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上 的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 員 工 流 動 率 的  F 值 為 5. 098， p =  0.002 (達 顯 著

水 準 ， p<0.0 0 1）， 顯 示 不 同 產 業 在 此 指 標 上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復 職

留 任 率 的  F 值 為 3.589， P= 0.015 (達 顯 著 水 準， p< 0. 0 5），表 明 產

業 特 性 對 該 指 標 也 有 重 要 影 響。然 而，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的  F  值 僅

為 0.23 7， p= 0.87 1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說 明 該 指 標 在 不 同 產 業 間 的

差 異 並 不 明 顯 。 分 析 結 果 指 出 ， 產 業 間 在 員 工 流 動 率 與 復 職 留 任

率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可 能 受 到 產 業 特 性 的 影 響 ； 相 較 之 下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的 低 差 異 性 可 能 與 行 業 文 化 或 相 關 法 規 的 一 致 性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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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變 數 名 稱   ( 男 )   ( 女 )  
  差 異  

      ( 男 ) - ( 女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t 檢 定  

復 職 留 任 率 %  7 5 . 0 5   3 0 . 7 6 2  7 9 . 0 5   2 5 . 9 5 8    - 4 . 0 0 1    - 1 . 3 1 2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1 4 . 3 9   2 3 . 0 7 0  3 6 . 1 7   2 5 . 5 6 6   - 2 1 . 7 7 8  - 1 3 . 1 7 7 * *  

  註 :  * * p < 0 . 0 1 ； * p < 0 . 0 5  

表  4 呈 現 了 復 職 留 任 率 及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兩 項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在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間 的 差 異 ， 透 過 成 對 樣 本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t 檢 定 值 進 行 分 析 ， 檢 驗 性 別 對 這 些 指 標 的 影 響 。 復 職 留 任 率 在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表 明 性 別 對 復 職 留 任 率 的 影 響 較 小。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在 男 性 與 女 性 之 間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女 性 的 申 請 率

遠 高 於 男 性，這 反 映 出 性 別 在 育 嬰 留 停 政 策 使 用 上 的 明 顯 不 平 衡。

企 業 在 推 行 幸 福 企 業 政 策 時 ， 需 考 慮 如 何 平 衡 性 別 需 求 ， 促 進 政

策 使 用 的 公 平 性 。 透 過 比 較 ， 可 以 分 析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 如 復 職 留

任 率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 是 否 對 不 同 性 別 產 生 不 同 影 響 ， 進 而 了

解 企 業 政 策 的 性 別 公 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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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 研 究 以 票 選 出 的 前 三 大 幸 福 企 業 作 為 分 析 對 象 ， 聚 焦 於 員

工 流 動 率 、 復 職 留 任 率 與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三 項 幸 福 指 標 ， 探 討 不

同 產 業 與 性 別 在 這 些 指 標 上 的 表 現 與 關 聯 性 。 結 果 顯 示 ， 幸 福 企

業 的 員 工 流 動 率 相 對 較 低 且 復 職 留 任 率 較 高，呈 現 出 顯 著 負 相 關，

反 映 這 些 企 業 在 員 工 穩 定 性 上 的 良 好 表 現 。 然 而 ， 不 同 產 業 的 幸

福 企 業 在 這 兩 項 指 標 上 仍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說 明 產 業 特 性 對 幸 福 企

業 指 標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 此 外 ， 育 嬰 留 停 申 請 率 顯 示 性 別 間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女 性 申 請 率 遠 高 於 男 性 ， 表 明 性 別 角 色 分 工 仍 在 影 響 政

策 的 使 用 情 況 。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  借 鑒 幸 福 企 業 經 驗 降 低 流 動 率 ：  幸 福 企 業 在 員 工 流 動 率

上 的 優 勢 表 明 ， 其 在 工 作 環 境 、 員 工 支 持 與 企 業 文 化 上 的 努

力 值 得 其 他 企 業 參 考 ， 尤 其 是 流 動 率 較 高 的 產 業 。  

二 、  提 升 復 職 後 支 持 措 施 ：  幸 福 企 業 的 復 職 留 任 率 偏 高 顯 示

有 效 的 支 持 政 策 ， 如 彈 性 工 時 與 在 職 訓 練 ， 能 顯 著 提 升 復 職

員 工 的 穩 定 性 ， 建 議 推 廣 至 其 他 企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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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促 進 男 性 育 嬰 政 策 的 應 用 ：  儘 管 幸 福 企 業 在 育 嬰 留 停 政

策 上 已 具 良 好 基 礎 ， 但 男 性 申 請 率 仍 偏 低 ， 建 議 透 過 政 策 宣

導 與 文 化 變 革 ， 進 一 步 促 進 性 別 平 等 的 福 利 應 用 。  

四 、  依 產 業 特 性 制 定 幸 福 策 略 ：  幸 福 企 業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產 業 在 幸 福 指 標 上 的 表 現 差 異 ， 應 根 據 產 業 需 求 與 特 性

制 定 專 屬 策 略 ， 以 實 現 幸 福 企 業 的 最 佳 實 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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