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個人-組織適配對幸福感與留任意願的影響：叛逆行

為的中介效果與 LMXSC 的調節效果」進行重點摘要整理。 

一、研究變項 

(一) 自變數：個人-組織適配 (X) 

(二) 中介變項：叛逆行為 (Me) 

(三) 調節變數：LMXSC (Mo) 

(四) 依變數：幸福感 (Y1) 和 留任意願 (Y2) 

(五) 控制變數：員工職務高低、性別和服務年資等個人人口統計變項 

 

二、研究假設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叛逆行為與個人-組織適配、幸福感、留任意願和 LMXSC

間的關聯性。 



三、研究架構 

 

 

四、資料蒐集方式 

 採二階段之主管部屬配對方式蒐集資料。 

 第一階段，員工填寫個人-組織適配 (X)與 LMXSC (Mo)二項變數的問卷，

主管(組織)填寫個人-組織適配 (X)變數問卷。 

 第二階段，部屬填寫叛逆行為 (Me)、幸福感 (Y1)及留任意願 (Y2)三項變

數的問卷。 

 有效配對主管 79份，員工 316份。 

 量表採李克特六點量表計分方式。 

 

五、分析方法 

(一) 樣本特性分析 

     檢驗樣本是否呈常態分配。 

(二) 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與區辨效度 

 以檢查各題項的 AVE 來判斷收斂效度 

 

 信度 

 
 透過 SEM 來判斷區辨效度，區辨效度為 AVE 與構面之間的相關。 



(三) 相關分析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驗各研究變項間的相關程度。 

(四) 複迴歸分析 

運用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檢驗 X對 Me、Y1、Y2 的直接影響關係。 

 

六、結果與分析 

(一) 叛逆行為與建設性偏差行為  

 

→認為叛逆行為和建設性偏差行為間存在差異。 

 

(二) 相關、共線性和 CMV 的檢驗 

 變數間相關性檢驗

 



 變數間共線性檢驗：共線性是在檢驗解釋變數之間是否資訊重疊，在

這篇論文中所使用的變數共線性問題影響不大。 

 CMV事後檢驗：採 Harman’s 單因子檢驗，在這篇論文中 CMV問題影

響不大。 

 

(三) 直接效果的檢驗

 

→先對 Me預測(分別檢驗 X對 Me的影響)，再對 Y預測(Me對 Y1和 Y2的

影響)。由表 4.4 可知直接效果皆正向且顯著，故研究假設 2與 3都成立。 

 

  



(四) 中介效果的檢驗 

 

→叛逆行為只有部分中介。 

  



(五) 調節效果的檢驗 

 

→調節效果在低度向下社會比較行為中的調節作用呈現較緩和的直線；而

在高度向下比較行為的調節作用則呈陡升的直線，表示高向下關係中的調

節作用較大，故研究假設 5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