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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 Maslow 的需求理論，生理是人類的基本需求，應用在人力資源管

理上，薪資便成為激勵或留任員工的重要策略。由現行實務界員工流動率高

的事實顯見，以目前所實行的薪資制度而言，並未達到薪資策略應有的效

益，然而，在業界已提出改善策略的情形下，究竟在哪一個環節使得薪資策

略無法留任員工呢？Gbolahan Gbadamosi & Patricia Joubert（2005）研

究指出金錢的道德認識是重要的，且全世界社會的金錢價值感正在改變，而

金錢倫理觀與工作績效及離職意願皆有顯著關係。 

 

與倫理相關的議題，正日漸受到國內外教育界與業界的重視，尤其在

世道倫常紊亂的今日，許多倫理價值觀對於人與人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的

關係等等，影響很深遠！其重要性實不言可喻。然而，仍少有實證探討相關

議題。本研究以 22 家國際觀光旅館作為問卷調查對象，經由實證發現，薪

資制度知覺的大部分構面皆對留任意願有顯著的影響，金錢倫理觀少部分構

面對留任意願呈現顯著相關，金錢倫理觀對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間的關

係均有中介及干擾的效果。業者可以以金錢倫理觀作為標準，依據既有之薪

資制度，預測應徵者未來的留任意願，一方面選擇具有金錢倫理觀穩定度高

之員工，另一方面適度調整薪資策略，藉以招募到適任員工以提升其競爭優

勢，降低人力資源成本，此為業者在招募、選用人等人力資源策略上重要之

參考。 

 
 
關鍵詞：旅館業、金錢倫理認知、薪資制度知覺、留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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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physiology is basic towards 

people. As it is applied o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alarie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inspiriting or retaining employees. As the truth that high 
employees floating rate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we could know that the salary 
system doesn’t work nor effective. But, the practice has already had their salary 
improving solution to retain their employees. What on earth is the problem during 
this salary system or this condition? Gbolahan Gbadamosi & Patricia Joubert
（2005） suggested that money ethics was important and had its impacts on 
employee resignation. 

 
Because of the chaos in this world, issues about ethics have raised a lot of 

attention dur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these days. Ethics has a very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employees and enterprises 
etc. The fact could speak for itself! However,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discusses 
related issues. This research took 22 international tourists’ hotels as research 
subject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most dimensions of employee’s 
salary system perception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retain intention, less dimensions 
of money ethic has obvious effects on retain intention. Money ethic plays a role as 
an intervening and moderation effect on retain intention. Tourism practices can 
use money ethic as a predictor for future employees retain intention. And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decreas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st and will raise the 
enterprise’s competition. This research makes reference for recruitment, 
compensation strateg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Hotel Industry、Money Ethic、Salary System Perception、Retai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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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館業員工之金錢倫理認知對其薪資制度知覺 

與留任意願關係之影響研究 

 

一、前言 
 

在全球化洪流及知識經濟的推波助瀾下，觀光事業的發

展已成為國家國際化與現代化的指標（張鏡湖，2000）。WTO

預估  2020 年，全球觀光人數將成長至十六億二百萬人次、

收益二兆美元及 GDP 的 11.6%的產值（觀光政策白皮書，

2004）。面對國際觀光的趨勢與挑戰，觀光局於 2000 年宣示

打造台灣成為「觀光之島」，「觀光客倍增計畫」亦成為行政

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 (交通部觀光局，

2006)，近年來交通部觀光局亦訂定 2008 至 2009 年為「旅行

台灣年」，以落實執行國內、國外宣傳推廣工作，營造友善旅

遊環境，開發多元化台灣旅遊產品，引進新客源，達成年度

來台旅客 400 萬人次之目標 (交通部觀光局， 2008)，並藉由

名人代言及舉辦各地慶典活動來推廣台灣在地特色，受到台

灣觀光帶動與陸客來台的影響，2008 年 6 月主要客源市場人

次及成長率分別以港澳 6 萬 6,323 人次，成長率為 33.92%、

韓國 2 萬 3,442 人次，成長率為 40.60%為大宗 (交通部觀光

局， 2008)，由此可見政府對觀光課題愈漸重視，隨著人們對

休閒的重視和需要，「觀光產業」儼然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具社

會經濟指標的產業。而旅館和交通、航運、電訊、旅行社、

旅遊商品、娛樂設施、觀光地區構成了觀光事業生態圈（李

欽明，1998）。台灣身處地域上的觀光發展優勢，要如何把握

此次主流市場移轉時機，讓國際觀光客能來台灣旅遊，所有

觀光事業生態圈的一份子皆責無旁貸。  

 

旅館業者提升競爭力的主要方法不外乎提供良好的服

務品質、建立良好口碑以及樹立飯店價值。許多文獻提及：

只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滿意的顧客。影響員工工作滿意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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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頗多，其中， Smith,  Kendal l  & Hull in（ 1969）所編製的

工作描述指標（ JDI）中，工作滿意度變數的第一個參考構面

就是薪資構面。CAREER 就業情報於 2005 年 11 月 26 日的報

導（羅梅英 ,  2005）中提及：臺灣地區的薪酬有不同幅度的增

長。……分紅的制度，在臺灣特別普遍。 2005 年 81%參與調

查的臺灣公司向員工支付了固定紅利。……職員離職率最高

的國家分別為，菲律賓高達百分之 18.1%。其他職員離職率

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 17.7%。  

 

根據 Maslow 的需求理論，生理是人類的基本需求，應

用在人力資源管理上，薪資便成為激勵或留任員工的重要策

略。由以上事實顯見，以目前所實行的薪資制度而言，並未

達到薪資策略應有的效益，然而，在業界已提出改善策略的

情形下，究竟在哪一個環節使得薪資策略無法留任員工呢？

Gbolahan Gbadamosi  & Patr ic ia  Joubert（ 2005）研究指出金錢

的 道 德 認 識 是 重 要 的 ， 且 全 世 界 社 會 的 金 錢 價 值 感 正 在 改

變，而金錢倫理觀與工作績效及離職意願皆有顯著關係。而

國際觀光旅館的軟體以人的服務為主，如何使服務人員在服

務表現上更為滿足顧客所需一直是研究上重要的議題。服務

品質的議題，一直是觀光產業非常重視且亟欲提升的最大標

的。而觀光業以人的服務為其主要產品  (Powers  and Riegel ,  

1993)，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知與評斷大部分來自於第一線服

務人員的態度與行為等工作表現，因此員工在服務顧客的過

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之，傳遞服務的員工為影響

服務品質的主要因素 (An-Tien Hsieh & Tsai, Chien-Wen, 2003; Wang,  

Hsieh and Huan,  2000;  Gould-Wil l iams,  1999;  Hart l ine and 

Jones,  1996;  Vogt  & Fesenmaier,  l995;   Goldsmith,  Flynn & 

Bonn,  1994;  Bi tner,  1990;  Hesket t ,  1987 and Parasuraman,  

Zei thaml & Berry,  1985;  Schmidt ,  1979)，所以以人力資源管

理的角度觀之，實務上，觀光業業者往往經由員工的選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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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服務品質 (Lovelock,  1985;  Schlesinger  & Hesket t ,  1991;  

Schneider  & Bowen,  1985,  1995;  El isa  S.  Moncarz,  l996;  Zerbe,  

Dobni  & HareI ,  1998)。如何招募到適任的員工，一直是觀光

業最重要的挑戰 (Bartkus,  Hartman & Parent ,  1993)。  

 

業者是否可以金錢倫理觀作為標準，依據業者既有之薪

資制度，預測應徵者未來的留任意願，一方面選擇具有金錢

倫理觀穩定度高之員工，另一方面適度調整薪資策略，藉以

招募到適任員工以提升其競爭優勢，降低人力資源成本，將

成為業者在招募、選用人等人力資源策略上重要之參考。在

學術上，並沒有實證研究金錢倫理觀在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

意願關係上的效應上到底是什麼？因此，本研究欲釐清：薪

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關係到底為何？員工金錢倫理觀對於

原有二者變數的影響為何？是否真的可以藉由金錢倫理觀預

測出此員工是否即是業者的未來適任員工？以上實有必要作

進一步的釐清，此成為本研究亟欲解決的研究問題。  

 

因此，根據以上之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目的在釐清薪資

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關係到底為何？員工金錢倫理觀對於原

有二者變數的影響為何？是否真的可以藉由金錢倫理觀預測

出此員工是否即是業者的未來適任員工？員工本身的金錢倫

理 觀 與 員 工 的 薪 資 制 度 知 覺 、 和 其 留 任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係 為

何？亦即，員工金錢倫理觀對員工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

之間的關係是否有中介、干擾效果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為：  

（一）瞭解旅館業員工的薪資制度知覺、金錢倫理觀、

留任意願為何。  

（二）瞭解旅館員工的薪資制度知覺與其金錢倫理觀之

間的關係。  

（三）探討旅館業員工金錢倫理觀與其留任意願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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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四）瞭解旅館員工的薪資制度知覺與其留任意願之間

的關係。  

（五）釐清員工本身的金錢倫理觀對薪資制度知覺與其

留任意願之間的關係是否有中介、干擾效果的影

響。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自變數                    應變數 

薪資制度知覺                 留任意願 

 

                 

                   中介/干擾變數 

                      國際觀光旅館業 

員工金錢倫理觀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文獻探討與假設 
 

（一）餐旅業薪資現況  

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2006 年的統計，住宿餐飲

業的主管人員總薪資為 36,066、事務人員為 22,531，服

務人員為 17,546；休閒服務業 (含旅行社 )的主管人員總

薪 資 為 36,813 、 事 務 人 員 為 22,044 ， 服 務 人 員 為

21,776 。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7 公布的各行業個人平均薪

資中提到，餐飲住宿業平均薪資為 18,251，與其它服務

業相較，薪資明顯偏低。另外，根據 2002 年教育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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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銘傳大學觀光學院所做的「台灣地區餐旅人力需求之

調查」顯示旅館業目前整體人力使用狀況方面，國際觀

光 旅 館 2001 年 的 員 工 每 月 整 體 平 均 薪 資 以

20,001~30,000 元以及 30,001~40,000 元最多；觀光旅館

和一般旅館皆以 20,001~30,000 元居多，顯示出旅館從

業人員薪資偏低的現況。旅館業為服務業行業之一，其

中以提供勞務及服務的員工為最大組成單位，經營旅館

中所需包括成本項目相當多樣且複雜，但提供服務的員

工薪資仍佔整體成本的最大之部份，台灣各家旅館的員

工總額薪資不盡相同，但各員工對其薪資的滿意度，間

接影響員工其服務品質、流動率與日後旅館總收益之成

長率。          

 

目前的旅館業薪資普遍偏低，員工若是對薪資感

到不滿足，而反應在服務態度上，則無法提昇服務品

質，進而影響到其客源。故公司組織應擁有一套健全的

薪酬制度，能幫助員工提升滿意度，降低公司離職率，

降低顧客抱怨率。並進一步比較員工對於薪資制度、薪

資公平認知與工作態度，來增進勞資雙方的關係讓雙方

能 夠 有 所 共 識 達 到 維 持 員 工 對 薪 資 滿 意 度 的 一 定 水

平。許南雄 (1997)曾提及合理的薪資，極具吸引力地使

員工適才適所，而又適時地盡其最大能力，達成其績

效。但不合理的薪資，卻可使員工對組織望而卻步、裹

足不前，且相繼離去。  

 

一般在市場上很難找到適當的薪資參照標準，大

部 分 的 旅 館 係 以 勞 動 市 場 中 類 似 的 工 作 或 職 位 為 參

照，訂出其最高和最低薪資，然後再依職務的層級來劃

分基本薪資的級數，建立基本薪資結構。薪資之標準在

制定時，必須顧及旅館組織本身之負擔能力，另外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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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該項標準是否能招募到所需要的人才及是否能滿

足當地員工一般生活之所需。若薪資標準較同業相當程

度（ 10%~20%）的高出雖較易吸引人才和留住人才，但

勞動成本將會增高，大多用於新設的旅館組織。長期以

來，觀光產業員工薪資所得偏低、工作所需體力耗費

大、工作保障低、且工作時間長而不穩定……等，都是

導致產業界出現高離職率或高流動率的現象的原因，此

些事實業已存在許久，然而，業界其實有許多策略皆為

了提升留任率。  

 

於 國 際 觀 光 旅 館 方 面 ， 旅 館 業 為 服 務 業 行 業 之

一，其中以員工所提供的勞務及服務為主要產品，經營

旅館中所需包括成本項目相當多樣且複雜，但提供服務

的員工薪資仍佔整體成本的最大之部份，台灣各家旅館

的員工總額薪資不盡相同，但各員工對其薪資的滿意

度，間接影響員工其服務品質、流動率與日後旅館總收

益之成長率 (丁一倫， 2002)。市場的薪資標準通常是動

態的，組織的薪資結構在年度預算內常是固定的，但旅

館在面臨競爭的環境，需要有多套的薪資標準制度，以

獲取其所需的人才 (劉桂芬， 2005)。旅館事業從業人員

待遇不高、工作時間長，且工作負荷不均、福利制度、

升遷有限等管理問題，產生員工高離職率的現象，而影

響旅館的服務品質和經營績效 (丁一倫， 2002)。以某國

際觀光旅館為例，其薪資結構有基本薪資、津貼、三節

獎金、加班及誤餐費用等項目組成 (請見附錄一 )，蕭漢

良（ 2004）提出國際旅館業薪資結構的種類有本薪、津

貼及獎金，津貼還包含職務津貼、伙食津貼、交通津貼、

空班津貼、值勤津貼、大夜津貼、出納津貼、證照津貼

及其他津貼等八項，獎金包含優秀獎金、績效獎金、年

終獎金、全勤獎金及其他獎金等五項獎金制度，且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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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對新進同仁，會依據其所擔任之職務、具備之技

能、相關工作經驗及年資、市場薪資行情來做為薪資決

策的標準。調薪因素則有兩種，一為依據個人年資、工

作表現、貢獻度、職位高低及市場的薪資水準來作為調

薪的依據，二為考績調薪，一般考績評核，除了作為年

終獎金發放的標準外，也是作為是否能晉升與調薪的最

主要標準之一。劉桂芬（ 2005）提出，旅館業薪資可採

用下列三種方式來調整，一為整體調薪，配合市場物價

上漲或政府政策來做調整，二為考績調薪，以員工工作

績效為加薪的依據，三為晉級調薪，以員工職務或職位

來做薪資調整。  

 

薪 資 政 策 是 企 業 機 構 決 定 其 員 工 待 遇 的 基 本 方

針，包含薪資結構與薪資體系的實務及內涵。但薪資政

策，尤其工資部份，並不全由企業機構自行決定，一部

分薪資政策係依據政府主管機關（如勞委會、勞工部等）

政策與勞工法令（如勞基法）所規範，這說明各機構薪

資政策有其共同性的層面。企業機構薪資係每月或每兩

週發放一次，故最能激盪員工領取薪資時之感觸。薪資

管理健全則可吸引激勵並保有能力出眾之人才，否則必

使人才相繼求去。薪資制度例由人力資源管理部門與會

計部門承辦，但首長與各級主管也都有監督與輔助之職

能。  

 

（二）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之關係  

多數研究一致指出，薪資是影響員工滿意度的重

要因素之一。薪資制度知覺為個人對組織所訂定的策略

及政策加以察覺、組織與解釋的心理歷程。薪資具有吸

引、留住優秀人才及影響企業文化等對企業重要的意涵

及 功 能 (Robert  & Donald ， 1986; 曾 憲 章 ，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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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er(1987)認為薪資設計對組織的人才招募、留任、激

勵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陳 耀 茂 (1997)認 為 一 個 好 的 薪 資 制

度，可激勵員工努力工作，提升組織承諾並提高生產

力，且可降低離職的情況產生，薪資系統的設計，是要

增 加 優 秀 人 才 的 留 任 意 願 以 及 增 加 員 工 工 作 岀 勤 率

(Edward， 1981)。過去研究發現，離職、曠職與工作報

酬 以 及 外 在 報 酬 有 高 度 關 聯 性  (Porter  & Steers ，

1980)。良好的薪酬制度可以吸引優秀員工，增加工作

滿意度 (呂孟洲， 2003)，激勵員工工作士氣與績效，進

而 促 使 勞 資 雙 方 和 諧 ， 推 動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馬 樹 榮 ，

2001)。企業應試著由薪資管理去找出如何增加員工的

留任意願以及提高其出勤率，以降低因員工離職與曠職

所花費的成本，如人才甄選、面試、人事訓練、作業的

延誤等成本 (蔡玲玉， 1989)。由以上文獻可以看出，良

好薪資制度的落實，對員工的留任率有提升的效果。

These premises  lead to  our  f i rs t  hypothesis .  

假設 1：員工薪資制度知覺與其留任意願具有顯著

的正相關。  

 

（三）金錢倫理觀與留任意願之關係  

金錢對每個人都有不同的意義及用處，若能了解

個人對金錢抱持的觀念與態度，在管理激勵上必定能夠

發揮更大的效用 (凌藝珊、林淑敏、陳秋菊、戴紫蘭、

余婉瑜、陳宜娟， 2006）。金錢亦是所有商業行為建立

的基礎，所以人們組織及成立企業目的即是賺錢，最顯

而易見的例子就是勞資關係；企業給付勞工薪資換取勞

動力，或為吸引、留任或是激勵員工的要素（ Milkovich 

& Newmn， 1993）。 Tang(2001)亦認為，金錢是商業的

工具和價值的衡量。管理者需使用金錢去吸引、留任和

激勵員工。 Belk & Wallendorf(1990)指出每一個人在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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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處理上都會投射出不同的價值觀，在社會或團體中

對金錢也會發展出一套規定或原則如同社會的規範指

導人們的行為。當人們想得到金錢且認為金錢是好的，

通常會表現出高度自尊及高成就需求、認同新教工作倫

理 (Protestant  Work Ethic ,  Mirels  & Garret t ,1971) 。

Gbolahan Gbadamosi  & Patr ic ia  Joubert（ 2005）研究指

出金錢的道德認識是重要的，且全世界社會的金錢價值

感正在改變，並指出金錢倫理觀與工作績效及離職意願

皆 有 顯 著 關 係 。 These premises  lead to  our  2nd 

hypothesis .  

假設 2：員工金錢倫理觀與其留任意願具有顯著的

正相關。  

 

（四）金錢倫理觀在員工薪資制度知覺與其留任意願之間扮

演的角色  

Hanley & Wilhelm(1992)認為金錢本身價值很少，

只是一種交易工具，但是人對金錢所投射出的情緒性心

理價值卻遠大於其經濟價值。Baker  & Imerson （ 1992）

認為人們因對金錢不同程度的認知，包含態度、信仰及

行為，金錢將在企業管理上有ㄧ定程度的影響效果。

Marshal l  & Magruder(1960)提出金錢是權利和控制力的

象 徵 且 金 錢 可 代 表 個 人 成 就 與 能 力 。 Newcomb & 

Rabow(1999)提出金錢可以讓人受喜愛、快樂、有掌控

力且提供一種對自我有價值的感覺。金錢除了具有自我

肯定的意義以外還包含負面的意義，例如：Wernimont& 

Fi tzpatr ick(1972)定義金錢具有可恥、失敗的、輕視的

態 度 、 邪 惡 道 德 因 素 及 社 會 排 斥 等 負 面 的 影 響 。

Lane(1991)提出金錢具有可恥失敗、精神邪惡的、社會

不可接受的、懷疑行為等負面的意義。具有正負面意義

的： Belk & Wallendorf(1990)認為金錢意義為權利、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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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愛。 Prince(1992)認為金錢可看做是象徵式的權

利 、 尊 重 、 成 功 及 有 良 好 福 利 的 作 用 。 Belk & 

Wallendorf(1990)指出每一個人在金錢的處理上都會投

射出不同的價值觀，在社會或團體中對金錢也會發展出

一套規定或原則如同社會的規範指導人們的行為。  

 

Salvatore(1976)認為，金錢好像是保健因子，對管

理者而言，可保障薪資的公平，以防員工心生不滿，

Herbert 也認為金錢是成就與被肯定的象徵物，因而具

有激勵的意義，鼓勵員工績效，朱證達（ 2003）研究指

出金錢倫理觀中激勵因素者傾向愈高，則對組織認同與

留職意願就愈高。本研究推論，觀光業從業人員有正向

薪資制度知覺，其留任意願必為正向，而由於金錢倫理

觀的介入，其激勵員工的效果將進一步增加其留任意願

的強度。 These premises  lead to  our  3rd hypothesis .  

假設 3：員工金錢倫理觀對其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

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對薪資水準感到不滿是引起員工離職意願的重要

因素（ Ronan,  1969）。當員工對自己的薪資處於偏低的

不平衡狀態時，其生產力、工作品質與態度都會受到影

響（ Lawler,  1967）。根據過去文獻，由於個人金錢倫理

觀的差異，使得此變數具有正向及負向的影響力，因此

觀光業從業人員有高 /低的薪資制度知覺，是否可藉由

員工個人對金錢倫理觀具有正 /負面觀念，相對提升 /減

低其留任意願？所以本研究推論，員工會因為個人對金

錢倫理觀的差異，使原有二變數的關係改變，進而提升

或 降 低 其 留 任 意 願 。 These premises  lead to  our  4th  

hypothesis .  

假設 4：員工金錢倫理觀對其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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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具有干擾效果。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資料收集 

本研究以 22 家五星級國際觀光旅館業的正職員

工，每一家旅館平均發放 30 份的問卷，總數發放 660

份的問卷，回收 532 份，回收率為 80.6%，扣除 5 份

填答不完整的廢卷，總共回收有效問卷 527 份，有效回

收率為 79.8%。  

 

（二）員工薪資制度知覺的衡量 

本 研 究 引 用 馬 樹 榮 (2000)依 據 蔡 玲 玉 (1985)的 薪

資制度量表與薪資滿足量表，諸承明、戚樹誠與李長貴

(1996) 的 薪 資 設 計 四 要 素 問 卷 ， 以 及 Herbert  

G.Henenman(1985)的薪資滿足量表 (PSQ)中與薪資制度

有關的部分，另外參考國內外薪資相關理論設計數題加

以編制修訂而成，有合理性、競爭性、激勵性及回饋性

四個構面，本量表共 30 題，並根據 Likert 五點尺度衡

量，從非常不同意 (1 分 )到非常同意 (5 分 )。  

 

（三）留任意願的衡量 

本研究採用江孟冠 (2004)的留任意願調查表，其中

組織留任三題，專業留任兩題，採用五分量表計分，從

一定不會、可能不會、不一定、可能會、一定會，依次

計分 1~5;第 3 及 5 題為反向題，採反向計分，可能最高

為 25 分，最低為 5 分，分數越高表示留任意願越高，

第 6 題主要在調查員工最想從事的工作為何，以確認其

專業留任傾向之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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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金錢倫理觀方面 

本研究根據 Tang 在 1992 年所修改過後的金錢倫

理量表包含六個構面，一共 30 題，無反向計分題，並

以 Liker t 五點尺度衡量，從非常不同意 (1 分 )到非常同

意 (5 分 )。得分愈高，代表對金錢有較正面的看法。  

 

（五）個人基本資料 

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觀光相關科系、婚姻狀

況、從事產業別、職務、每月薪資等共計 8 道題。  

 

（六）信度與效度 

本研究對於各構面的信度檢定係以 Cronbach α

係 數 及 分 項 對 總 項 相 關 係 數 值 （ i tem to  tota l  

correla t ion）來衡量內部的一致性及檢視變數間的凝聚

程 度 ， 經 過 剔 除 一 些 題 項 後 ， 薪 資 制 度 知 覺 信 度

0.65-0.93；留任意願信度 0.56-0.70；金錢倫理觀信度

0.67-0.90。屬於可接受的信度值 (Churchi l l  & Peter,  1984;  

Nunnal ly,  1978)。  

 

本 研 究 以 因 素 分 析 確 認 量 表 具 有 建 構 效 度

(construct  val idi ty)。採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及最大變異

數 轉 軸 法 ， 以 萃 取 主 要 因 素 的 成 分 。 薪 資 制 度 知 覺  

KMO 值為 0.91、留任意願 KMO 值為 0.63、金錢倫理

觀 KMO 值為 0.88。本研究剔除相關性低、負荷量絕對

值低於 0.5，或是同一題目在二個因素皆大於 0.5 的題

項後，萃取出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如下：薪資制度知覺

（共刪掉五題，得到六構面）－回饋性 5.43、競爭公平

性 2.71、激勵性 2.57、合理性 2.56、個人屬性 (學歷 )

重要性 2.40、獎酬性 1.76，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21.73﹪、

10.84%、 10.26%、 10.23%、 9.59%、 7.05%，累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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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量為 69.70﹪。留任意願－組織留任 1.82、專業留

任 1.59，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36.48﹪、 31.86﹪，累積解

釋變異量為 68.34﹪。金錢倫理觀（共刪掉八題，得到

五構面）－金錢是好的 5.05、金錢是壞的 2.88、金錢代

表 成 就 2.82、 金 錢 代 表 權 力 與 自 尊 1.90、 金 錢 預 算

1.77，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22.94﹪、 13.07﹪、 12.81%、

8.61%、 8.02%，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5.45﹪。  

 

四、研究結果 
 

（一）基本資料分析 

受訪者以女性居多，佔 61.9%；以 20-39 歲之受

訪者為最多，佔 49.8%；大學畢業者最多，佔 40.3%；

大多非觀光相關科系畢業，佔 68.9%。單身者較多，佔

63.4%； 基 層 員 工 （ 基 層 員 工 或 行 政 助 理 ） 最 多 ， 佔

62.6% ； 服 務 年 資 平 均 5.9 年 ； 工 作 薪 資 方 面 ， 以

20000-29000 元者最多，佔 41.8%。  

 

金錢倫理觀與留任意願間相關關係不顯著；薪資

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間相關係數呈顯著正相關，確定有

其關聯性。  

 

（二）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之關係 

依據實證結果，薪資制度知覺之回饋性、競爭公

平性、激勵性、獎酬性與留任意願之組織留任、專業留

任之間具有顯著性；薪資制度知覺之合理性與留任意願

之專業留任之間亦具有顯著性。  

 

薪資制度知覺之合理性與留任意願之組織留任之

間不具有顯著相關性；薪資制度知覺之個人屬性 (學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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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留任意願之組織留任、專業留任之間不具有顯著相關

性，部分支持假設一。  

 

（三）金錢倫理觀與留任意願之關係 

依據實證結果，只有金錢倫理觀的「金錢預算」

與留任意願的「組織留任」間具有顯著性，其餘構面皆

不呈顯著性。小部分支持假設二。  

 

（四）員工金錢倫理觀對其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中介之

關係 

根據 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中介變項

檢測分析比較，金錢倫理觀對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

構面的中介效果分析上，可以發現在加入中介變項金錢

倫理觀後，兩者的 Beta 值經過比較皆明顯變小，顯示

薪資制度知覺確實會對留任意願造成影響，同時薪資制

度知覺會經由金錢倫理觀來影響留任意願。表示金錢倫

理觀確實具有中介效果。支持假設三。  

 

（五）員工金錢倫理觀對其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干擾之

關係 

薪資制度知覺與金錢倫理觀的交互作用結果具有

顯著性，結果顯示確實有干擾效果的存在，有充分證據

顯示金錢倫理觀對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組織留任

間有產生干擾效果，支持假設四。  

 

五、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 研 究 釐 清 薪 資 制 度 知 覺 透 過 金 錢 倫 理 觀 的 作

用，而在留任意願上會產生不同的結果。業者實施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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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良好薪資制度，會增加員工留任企業與觀光領域的意

願，亦印證一個好的薪資制度，可吸引優秀員工及降低

離職的情況產生 (呂孟洲， 2003；陳耀茂， 1997)。經由

過去文獻 (Porter  & Lawer， 1968；諸承明、戚樹誠、李

長貴， 1996)與本研究實證相互呼應，確實有利於員工

留任意願的提升。  

 

金錢倫理觀並不代表穩定的留任意願。本研究的

結果發現員工金錢倫理觀與留任意願間只有金錢倫理

觀 中 的 預 算 構 面 與 留 任 意 願 中 的 組 織 留 任 有 顯 著 關

係，其餘皆未達顯著水準。在吳文輝（ 2002）研究軟體

工程師的金錢倫理觀與留職意願關係中，亦顯示金錢倫

理觀無法有效預測是否願意繼續留任；曾志凌（ 2002）

發現當其他變項，例如工作偏好、工作狂、完美主義等

納入考量時，金錢倫理觀對專業留任意願的解釋力會下

降。朱證達（ 2003）的研究結果為預算高對組織投入愈

高，即是對組織留任意願也較高，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因此推測其他九項影響不成立的原因，有可能為旅館業

員工有較高的倫理道德感，或者是旅館業員工較重視教

育訓練、工作成就感、福利制度、非物質激勵等，較希

望獲得心理層面的滿足，而非單以金錢來作為留任的誘

因。  

 

本研究觀察旅館業的獎酬制度，有許多種類，但

因近年經濟環境的因素，造成許多業者對獎酬制度經費

及種類的縮減，但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發現，獎酬制度

確實對員工留任意願有激勵的作用，且其題意為用來激

勵、反應及獎勵員工工作的投入程度，所以如優秀、年

終、全勤、績效等基本獎金的給予，對員工來說是不可

或缺，更是激勵員工的一種方法，但近年來，業者對這



 16

類基本激勵人心的經費都大幅縮減，如年終月數分紅的

縮減、全勤獎金的沒落，這都是造成現今留任趨勢沒落

的原因之一，所以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配合產業現況，

供業者參考，加以提升與改善。  

 

上述獎酬制度對員工留任有關聯性的影響，本研

究由旅館業人員體制發現，旅館業中包含各種不同部門

及工作性質的差異，且飯店的營運重點在於人才技術的

專業程度，因一切對顧客的服務都需仰賴員工所擁有的

技術，文獻上，蕭漢良（ 2004）曾建議國際觀光旅館應

實施證照津貼核發制度，以照顧具有相關技術證照的員

工，而本研究亦建議旅館業者實施證照獎勵制度，讓廚

房、服務、房務及櫃檯人員可考取不同種類的證照來做

為獎勵的標準，以達到激勵、留任及人才專業技術的培

養，政府方面，現今政府機構如職訓局常在推廣專業證

照的考取率，且規定在幾年之內，飯店及餐廳人員需擁

有一定的證照普及程度，經由學術及實務上的實證，可

看出證照政策的實施是未來必要的趨勢，有賴於觀光業

者的實施與改善。  

 

也因旅館業的部門分類較繁雜 (如房務部、  餐飲

部、業務部等等 )，所以旅館業者可以由部門來著手，

採用類似部門利潤制的獎勵，以各部門的業績來做分紅

及利潤的標準，使各部門之間產生良性的競爭與士氣的

提升，不僅達到用績效激勵員工的效果，更可增加企業

整體的士氣，達到業者與員工雙贏的局面。  

 

（二）建議  

本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旅 館 產 業 留 任 意 願 的 平 均 數 為

3.13，表示員工對本身所處的產業，還處於觀望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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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明確留任組織的意願，本研究建議旅館業者能夠重

視員工留任問題，瞭解員工知覺薪資制度的合理、優

劣、激勵機制、透明度對員工專業領域的留任有提升的

效用，於此，業者應重視薪資制度對於員工於專業領域

留任的影響，因業者提升薪資制度可增加人才對餐旅領

域的留任，業者才能留用專業人才，去提升企業在旅館

產業中的競爭力，以達到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旅館業以服務顧客為其工作主要的內容，在服務

顧客當中，員工須具備何種特質以吸引顧客滿意與回流

的意願，除了親切熱誠的態度，還須具備專業的素養，

以 利 於 營 業 額 的 擴 展 ， Maslow(1954)曾 提 出 尊 重 的 需

求，指出人們需要成就、地位、認同等尊重需求，從此

了解人們會因成就與認同感，去追求更高的階級，本研

究利用這點，建議業者，可將專業技能納入員工升遷

時，所須具備的重要考核項目之一，以升遷作為誘因，

促使員工培養專業素養，且本研究結果指出，假使技能

為升遷的主要因素，有助於員工留任的提升，此政策的

實施，可使業者達到提升營運與員工留任雙贏的局面。 

 

旅館業薪資水準在市場上已有一定行情，但本研

究建議業者，在制定一個公平合理的薪資制度時，應要

考慮到地區的因素及員工基本的生理需求，因區域性的

差異，會造成物價及消費水準上的異質性，所以業者在

訂 定 薪 資 時 ， 這 是 必 須 考 量 的 因 素 之 一 ， 由

(Anthony ,Perrewe & Kacmar， 1993； Dessler， 1988 ；

Weber & Rynes， 1991)的實證研究中皆指出，公司在規

劃薪資結構，須先執行薪資調查，了解當地薪資水準的

狀況，本研究結果亦指出，企業訂定的薪資須滿足員工

的基本生活所需與員工留任意願有正向的影響，這也是



 18

企業必須正視及加以改善的議題。  

 

本研究實證亦發現員工知覺到的薪資愈具有競爭

性，員工愈願意留任，兩者有正向的關係，但過去文獻

(行政院主計處，2007;吳武忠，2002)皆指出旅館業薪資

水 準 仍 有 偏 低 的 趨 勢 ， 謝 安 田 (1982)認 為 薪 資 是 由 薪

給、獎金、福利三項所組成。所以本研究建議，如業者

要提升薪資的競爭性，可以由薪資制度中的福利與津貼

著手，福利例如員工旅遊品質的提升或身為員工能在飯

店享受特殊優惠與折扣，獎金例如加班費及交通費的給

予，早班與大夜津貼的提撥，若能徹底與健全的實施，

對員工高離職率會有大幅的降低。  

 

此外，  員工的職位階級間薪資與獎金若具有差異

性，對員工留任有提升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建議業者，

提升員工職務的加給，對員工而言是種向上發展的激勵

作用，可激勵其工作績效的提升，有助於業者整體營運

的提升，此可當作業者參考、修訂薪資制度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亦證實，假使業者與員工一起評量薪

資制度，會有助於員工留任的增加，現今旅館界，如亞

都麗緻飯店實施員工意見箱，各飯店也有中階主管可作

為與下屬溝通的管道，本認為研究業者在實施人力資源

管理政策時，可主動聆聽員工的意見，因此建議業者可

於各基層部門隨機抽出數名員工，來作深入訪談，業者

可綜合基層員工與中階主管的論述，取其長處來對薪資

制度作修正與檢討，會比現有政策更具有溝通性與成

效，以上可供業者當做提升與員工溝通管道的參考。  

 

與倫理相關的議題，正日漸受到國內外教育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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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的重視，尤其在世道倫常紊亂的今日，許多倫理行

為對於人與人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的關係等等，影響

很深遠！其重要性實不言可喻。但實證上則仍不多見高

度接觸顧客的服務業在員工金錢倫理觀與相關變數關

係方面的探討。本研究以 analyt ical  approach 的角度研

究旅館業員工金錢倫理觀、薪資制度知覺與留任意願之

間的關係，未來研究可以嘗試以 system approach 的方

式研究所有影響留任意願的重要相關其他變數之間的

關係，以完整的 clar i fy  各變數構面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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