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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以女子燙髮業職業

工會會員為例 

研究生：黃春美 指導教授：黃國忠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的目的欲探討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理事長之領導風格對於工

會會員之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關係之研究。本研究以女子燙髮業

職業工會會員為研究對象，並採用非隨機的便利抽樣法的方式進行問卷

調查，共發出 250份，回收 232份，扣除無效問卷 28份，有效問卷為 20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7.93%。 

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1. 領導風格對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2. 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與凝聚力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3. 參與態度對凝聚力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4. 人格特質在領導風格與參與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5. 人格特質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6. 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7. 參與態度在人格特質與凝聚力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關鍵詞：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凝聚力、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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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eadership 

style, personality traits, participation attitude, cohesion. In this study, data of 

member of female permanent wave labor union are collected by way of non-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facilitate questionnaires, with a total of 25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232 questionnaires are received, in which 28 

questionnaires are invalid such that 204 questionnaires are valid, an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87.93%. 

The resulting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Leadership styl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sonality traits, 

participation attitude and cohesion respectively. 

2. Participation attitu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attitude and cohesion respectively. 

3. Participation attitu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hesion. 

4. Personality Traits preserves partial complet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dership Style and Participation Attitude. 

5. Personality Traits preserves partial complet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dership Style and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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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rticipation attitude preserves partial complet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Leadership Style and cohesion. 

7. Participation attitude preserves partial complet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hesion. 

 

Keywords：Leadership Style, Personality Traits, Participation Attitude, 

Cohesion, Female Permanent Wave Labor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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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實施研究調查，以瞭解領

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關係之研究。本章節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節敘述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確立本研究之目的；最後第三節

說明本研究之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面對多變的社會，讀萬卷書，不如一技在身的定律已是大家所追求

的，尤其是在美容美髮產業更著重在專業技術上的學習，早期美容美髮從

業人員，大多學歷只有國高中程度，此行業相對於其他產業更重視實作上

之練習，因此多數學歷並不高。然而，現今的美髮美容業，是處於相當競

爭激烈之時代裏，自己不只要有一技之長，更需要擁有多樣技能，以免被

消費者淘汰。現在工會制度越來越發達，許多從事美容相關行業從業人員

都會加入相關行業之工會，以求保障自身就業的權力，而現在工會不僅僅

在協助會員勞工權益之處理，其發展更加多元化，有的工會將有不定期聯

誼會議、工會會遊、工會會員技術教育或是工會公益活動等。 

工會理事長需不斷鼓勵會員再進修，更針對一些專業技術課程的學

習以及去各大學或研究所補學歷等進修方式，加以鼓吹會員多加參與，並

要求會員對目前所經營之企業做多元開發，藉由多種技能來改變經營之

模式，以便爭取其生存之道。本研究欲針對女子燙髮職業工會理事長之領

導風格對於會員的人格特質、參與態度和凝聚力關係之研究，期望研究之

結果能夠促使各職業工會理事長以適合不同人格特質的會員提供不同領

導風格，並帶給會員更多幫助，使其在組織或在個人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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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內容，本研究希望透過實證分析來探

討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理事長之領導風格與會員之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

與凝聚力的相關研究及影響。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理事長領導風格及會員的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與凝聚力有無顯著

之影響。 

2. 探討人格特質對於參與態度與凝聚力有無顯著之影響。 

3. 探討參與態度對於凝聚力有無顯著之影響。 

4. 探討學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人格特質與凝聚力之間有無顯著之中介

效果。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確立研究目的後，進行文獻分析與探討，並根據

文獻所得資料，建立本研究之架構及提出研究假設，針對女子燙髮業職業

工會會員，依照本研究構面「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

聚力」進行問卷設計，並隨機挑選部分會員進行預試，根據預試結果修正

問卷題項，經修正完畢後，發放給各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各會員進行實

測，並將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與探討，依據數值結果驗證研究假設，最

終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3 

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認研究目的與架構

建立研究架構

文獻分析與探討

提出研究假設

問卷設計

問卷預試、修正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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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此四個構面的相

關文獻整理，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探討領導風格定義以及相關內涵與理

論；第二節為探討人格特質定義與內涵；第三節為探討參與態度意義及相

關理論之研究；第四節為探討凝聚力定義以及相關之研究；第五節為探討

各構面之間的關聯情形。 

 

2.1 領導風格 

在任何團體裡都需要一位領導者，至今有多位學者針對領導一詞進

行相關之研究。然而透過領導相關研究的結論，可以確定「領導」在學術

界與實務界中具有相當重要性和其被重視的程度。領導的良窳也將會影

響組織整體效能重要因素之一，在個人與組織的整合過程中，領導者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一角。 

Bowers and Seashore (1969)將領導定義為領導是組織中某位成員對其

他成員透過影響的行為，來達成組織目標。Drath and Palus (1994)則認為

領導是指當一團體一起進行判斷的過程，領導者致使人們瞭解和獲得承

諾。許士軍(民 91)將領導定義為在特定的情境下，為影響一人或者一群人

的行為，使其趨向某種群體目標達成之人際互動的程序。李鴻文、吳佩璇

(民 99)則認為領導為領導者展現個人之特質及領導行為並與組織內成員

互動之，促使組織內成員獲得滿足，以及願意承諾達成組織目標，使得勞

資關係趨於良好。陳俞閔(民 104)則認為領導具有以下四個特性：(1)領導

的概念是藉由領導者、被領導者與其目標等三種因素所構成的；(2)領導

的目的旨在於促進領導者及被領導者的共同目標之達成；(3)領導是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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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目標達成或個人需求的一個過程；(4)領導是種影響力，此種影響力

可使被領導者服從。 

領導理論發展至今，大致上可分為四個主要學派，針對各學派時期分

別說明如下： 

1. 特質理論(1940~50)年代：特質理論是認為領導權形成或成功的領導，

基於領導者擁有某些個人屬性或其特殊的特質。Kirkpatrick and Locke 

(1991)用驅力、誠實與正直、智力、自信、領導慾以及與任務有關的

知識等六項特質來分別領導者與非領導者。 

2. 行為理論(1950~60)年代：此理論主張為領導者其行為模式與領導效

能間之關係，取決於領導者是怎樣去做一件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1945)將領導風格分為體制型領導與體諒型領導兩因子。Lippitt and 

White (1953)則將領導風格分成權威式領導、民主式領導與放任式領

導等三個衡量構面。Blake and Mouton (1964)認為權威服從式管理、

鄉村俱樂部式管理、無為式管理、組織式管理及團隊式管理等五項領

導風格。 

3. 權變理論(1960~80)年代：此理論主張領導風格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將會產生不同的領導風格，要採取何種領導風格，應視當下之情境而

定。此時其領導風格之代表有 William (1967)年所提出以領導行為四

分圖與管理方格作為理論基礎，以任務導向及關係導向，並加入領導

效能，依三要素為軸線延伸出三個層面之領導效能模式。House (1971)

對此提出途徑目標理論，並將領導風格分為指導式、支持式、參與式

以及成就導向等四構面。 

4. 新型理論(1980~迄今)：新型領導理論是從特質理論到行為理論到權

變理論並演變至今而來，為現在大多學者所探討之領導理論，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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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部屬與領導者間之需求與人際間的互動，新型理論劃分為魅力

領導、交易領導、轉換型領導等三個理論(陳俞閔，民 104)。 

根據以上相關之研究，本研究將領導風格定義為工會理事長的領導

方式極容易影響工會會員們參與態度，像是理事長對成員們的關懷與接

納的程度或者協助成員解決困難，此作法將會激勵工會會員在活動參與

上的支持度、付出等都會有所提升。 

 

2.2 人格特質 

赫根漢(民 78)指出人格是一套複雜的反應綜合體，人是藉由他的行

為所組成，若要判斷一個人的人格特徵，只需觀察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行

為，便能知道其人格為何。Jerry (1993)指出人格涵蓋兩個部份，第一部份

是其內在的歷程，包括深層的情緒、動機以及認知；另一部份則是指一致

的行為模式，且在不同的時空下，我們仍是可以預期這些一致的行為模

式。黃希庭(民 87)則指出人格是個體在其行為上的一種傾向性，他表現出

個體在適應外界環境時，在其能力、氣質、性格、需要、動機、價值觀以

及體質等各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動力且一致性，並是一種連續性的自我，

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個人特色的身心組織。人格特質是人們在

其行為、思想與情緒的慣有的型態(Pervin, 1994)。人格特質的量表有多種，

最為常用的是人格特質五大因素之模型(McCrae & Costa, 1992)。該模型

依據不同的人格特質將其劃分為五種類型：開放型、嚴謹型、外向型、親

和型和神經質型，人格特質係指個體所具有的持久性與獨特性，而這些特

性的決定是於個體在各種環境適應上的一種行為模式(葛樹人，民 85)。 

張春興(民 92)將人格特質界定義為在不同的遺傳與多變環境下的交

互作用，藉由逐漸發展的心理特徵所構成的；心理特徵的表現於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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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具有一定的統合性與持久性，成為個體在對人對己以及外在一切環

境事物所適應時，顯示出異於別人的性格。許玉嬌、蔡明昌(民 103)綜合

多位學者之定義，將人格特質認為是不同個體在相同的情境下，往往有獨

特的行為反應，這表示其每一個人都具有一種獨特的、前後一致的行為反

應型態，而此行為反應指個人內在心理本質的外顯，這些內在心理本質的

總和，即稱為人格，它使我們能夠成為世界上獨特而唯一的個體。 

根據以上學者之研究，本研究將人格特質定義為其能夠分為兩個部

分進行探討，分別為內在的歷程，其包括深層的情緒、動機以及認知；另

一部分則指其將有一致性之行為模式，且在不同的時空下，仍是可以預期

這些一致的行為模式。 

 

2.3 參與態度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聽到：「態度決定一切！」，因此本研究認為參與態

度的好壞與其組織發展具有相當高之關聯。 

社會科學家常運用「態度」來作為事物或者行為的概括性看法，其理

由有三點：(1)態度並不屬於任何一門派的心理學說，且有折衷各門派之

性質；(2)態度可避開遺傳與環境誰較重要之爭執；(4)強調科技整合的學

者，若需建立可以適用於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名詞時，態度正好符合這種

需求(吳聰賢，民 81)。吳麗君(民 76)將認為態度具有以下六點特質：(1)態

度是透過經驗而習得的；(2)態度的發生必須有對象，涵蓋人、事、物；(3)

態度是中介變項，也是假設性的概念架構；(4)多數學者認為態度有認知、

情感、行為三種成分；(5)態度具有持久性與可變性；(6)態度是行為傾向，

但並非行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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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清文(民 91)提出態度的內涵可區分為：認知、情感、行為。認知成

分係指由態度對人、事、物的知覺意見、知識想法；情感成分係指由態度

對人、事、物所引發的情緒或感覺；行為成分係指由態度對人、事、物所

展現的行為意圖。陳俞閔(民 104)綜合學者意見，認為態度是個人學習而

得的傾向，根據這種傾向，個人對不同的人、事、物與外在環境所表現的

外顯行為傾向或生活習慣。其特性具有：(1)有特定對象並具測量性；(2)

可透過學習並改變；(3)是一種內在心理的傾向，無法透過直接觀察得知；

(4)具一致性及持久性。 

邱展謙(民 82)提出參與是指個人在團體中，所投入其個人思想、行為

或其他資源，使團體受到影響，並產生某種預期結果之活動。然而參與就

是對於某些行動、事情的加入，是一種與他人一起分享合作的樂趣，也是

一種將理念與實際連結的努力，參與使個人知覺到團體的行程是藉由許

多個體所組成的，並在成員們共同努力下才可能創造出的團體成就，並能

懂得欣賞、珍視個人貢獻的價值 (陳偉霖，民 102)。 

Darling (2004)認為參與社動活動將能使學生與同擠間賤邁向社會化

之建立目標，並透過與其公平競爭從失敗中得以和平解決爭端。將社團參

與態度界定為社團成員在參與社團的過程中，個人本身所持有的信念、以

及在情感上的感覺觀感，並藉由這些認知與情感的影響所做出的行為傾

向(林瑋珊，民 98)。傅嘉瑜(民 95)在社團參與類型、程度與生活滿意度的

研究中提出，即使是高齡者亦具有社會參與的需求，其社會參與將會影響

生活滿意度，兩者是息息相關的。陳俞閔(民 104)認為學生在社團中，是

否能全心全意扮演好應有的角色，積極投入社團的活動並發揮自己的專

長與潛能，並與他人有效互動增進人際和諧，在社團參與的態度扮演重要

的關鍵，社團參與在整體學習經驗歷程中以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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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文獻之探討，本研究認為職業工會之屬性可將參與態度區

分為參與認知與行動以及參與情感，參與認知與行動可說是職業工會會

員對於工會的理解與看法，並產生其行動之傾向，而參與情感則是職業工

會會員對於工會的感覺與自身情緒之影響。 

 

2.4 凝聚力 

Carron and Chelladurai (1981)較高的凝聚力會導致有較佳的表現，並

且在高交互作用的凝聚力與社團表現有很高的正面關係存在，而這關係

也是循環的。Carron, Widmeyer and Brawley (1985)認為凝聚力是團體中重

要變項之一，其凝聚力的操作定義在團體動力上有所不同。Mikalachki 

(1969)將凝聚力劃分為社會凝聚力和工作凝聚力等兩部分。Yalom (1995)

則將凝聚力定義為，凝聚力乃是指成員被團體所接受，且自覺是團體中有

價值的一員，相當於個別治療中「關係建立」的地位，但凝聚力所指的關

係建立涵蓋較廣，不當只是是對治療者還包括了團體中其他成員或者是

整個團體。 

潘福來(民 94)指出組織成員互動良好則團隊凝聚力也會愈高，而且

人際互動良好容易產生共識，則團隊凝聚力自然也就會高。吳慧卿(民 89)

提出凝聚力是將團體內的成員團結一起，使成員願意留在體內為組織目

標共同努力之動態過程。蕭婉鎔、林孟俊(民 102)認為凝聚力是讓團隊成

員願意在一起，共同為主管設定的目標而努力的一個動態過程與力量。賴

芳蘭(民 103)則提出凝聚力是一種動態過程，能使團隊成員之間產生認同

與歸屬感，並形成團隊特有的文化特質，並願意為共同目標所邁進的一種

情感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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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凝聚力的變項，大致上可區分成員、領導者與團體等三個面向，

其說明如下： 

一、 成員： 

Stokes (1983)認為影響凝聚力最主要因素，來自於團體成員間的人

際、當成員相互喜歡吸引時，凝聚力較高。Yalom (1995)提出成員間的相

似性也是影響凝聚力因素之一，因為來自相似的環境、背景對事物的價值

觀及看法，會增加凝聚力。成員間的公開坦率，在團體中之關係愈親密時，

團體的凝聚力也就愈強，反之，當成員互相防衛，促使團體中的關係愈來

愈疏離，其團隊凝聚力也就愈弱。 

二、 領導者： 

領導者的風格與經驗，經研究結果顯示，領導者本身的風格會影響凝

聚力(Antonuccio, Davis, Lewinsohn & Breckenridge, 1987)；Yalom (1995)認

為領導者必須能夠辨識和阻止，任何會威脅到凝聚力的可能(如：缺席、

分裂、組成小團體)。透過管理的執行慧對於凝聚力之形成有絕大的影響

力，凝聚力的程度高低是受團隊領導者的作法而影響，團隊領導者表現出

積極、關懷且具親和力，則團隊表現的團隊凝聚力也會愈高昂。 

三、 團體： 

其內容涵蓋了團體的性質、目標及人數三部份。 

1. 在團體的性質部份：當一團體是同質性或異質性時，將會對團體凝聚

力有不同的影響，團體的同質性越高，表示成員有共同的特性及經歷，

則團體凝聚力會越高，反之，當異質性高時，團體凝聚力也就越低。

Yalom (1995)將以任務為導向的同質性團體進行探討，發現成員們彼此

間會支持他們意識到的共通點，會有較高的團體凝聚力。 

2. 團體的目標部份：團體目標將會影響凝聚力，當一團體對任務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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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時，將會有較高的團體凝聚力，因在任務較明確之下，較不易產生

矛盾與衝突，能夠更快更迅速的完成任務，當一團體的目標越能夠吸

引團體成員時，將會有較高的團體凝聚力。 

3. 團體的人數部：通常人數較多之團體，因成員間相互交集機會相對較

少，凝聚力之行為也就較不易；反之，當一團體人數較少時，其凝聚

力較高，因為小的團體成員彼此作用交集機會較多，也比較能吸引成

員，提供成員得到比較多的他人關注，使得容易產生凝聚力。 

根據影響凝聚力變項之觀點，吳慧卿(民 89)提出凝聚力是將團體內

之成員團結一起，使其成員願意繼續留在組織體內，並且為組織目標共同

努力之動態過程。徐彩淑(民 93)則認為凝聚力是成員在團體間的集合力

量，成員彼此間具有吸引力，且對事情看法相似很，能夠促使成員自願參

與團體並促進團體和諧力量的強度，即是成員共享團體的程度。而本研究

對於凝聚力則定義為職業工會會員其個人因素對於參與工會之意願將有

所改變，職業工會理事長之領導因素又將會改變會員對組織之向心力，經

由個人因素與領導因素會令整體職業工會會員對於組織產生共同之向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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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變項之關係 

本研究架構四個變項中，在國內外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但顯少有以

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探討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及凝聚力關係的

研究，因此，本研究將以其他行業有關之研究加以整理。 

 

2.5.1 領導風格與參與態度的關係 

林國欽(民 101)探討國中體育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參與動機相關研究

時，其結果顯示教練之領導風格對於參與動機達顯著正相關影響；黃詩涵

(民 100)在研究全國大專跆拳教練之領導行為與參與動機之關係時，發現

領導行為對於參與動機有顯著的影響。 

 

2.5.2 領導風格與凝聚力的關係 

國惠芬(民 104)以台中市第五分局警察人員為研究調查對象，探討組

織氣候、領導風格對團隊凝聚力關聯性，經實證得知領導風格與團隊凝聚

力有顯著正向的相關性；張清泉、劉文禎、吳志銘(民 99)根據文獻探討發

現教練之領導風格對其團隊凝聚力有高度的相關影響；李松宜(民 99)以

高中羽球隊為調查對象，發現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達顯著正相關；

黃惠芝、張家銘(民 97)在實證結果發現，教練的訓練指導與團隊合作有正

向相關。 

 

2.5.3 人格特質與參與態度的關係 

陳瑛倫(民 101)欲探討不同人格特質之高齡者參與運動社團人際關係

與參與態度關聯性之研究，以中、投地區之槌球運動 55歲以上高齡者為

研究母群，進行 380 位進行晤談式問卷調查，經實證結果證實人格特質

與參與態度具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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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參與態度與凝聚力的關係 

在過去有關實證研究中，陳俞閔(民 104)以南華大學系學會社團為例，

探討社團之領導風格、組織文化、參與態度與凝聚力關係之研究，經實證

結果證實參與態度與凝聚力具有顯著正相關；盧泰霖(101)與邱律蒼(民

103)學者在研究籃球隊選手的參與動機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發現其存在

顯著正相關；徐彩淑(民 93)探討國中生社團參與態度、社團凝聚力與人際

關係之相關性，發現社團參與態度與凝聚力兩者之間有顯著正相關，說明

當國中生社團參與度愈高，其感受到的社團凝聚力也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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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依據研究背景論述與研究動機的引發，在根據過去學者相

關研究之建議，對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之設計，並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

架構，經由相關文獻探討，建構出具有理論性及實務性之完整架構；第二

節為研究假設，因應研究架構並建立假設；第三節為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

義；第四節為問卷設計與抽樣方法；第五節則說明資料分析之方法。 

 

3.1 研究架構 

當領導者在帶領組織進行活動時，不同的領導風格與不同的人格特

質又將會如何影響會員之參與態度，其理事長領導風格、會員之人格特質

與參與態度又將對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其凝聚力有何改變。因此，本

研究觀念性架構成立之目的在於探討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理事長之領導

風格與會員的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進而對凝聚力有何影響，並探討人格

特質與參與態度之中介效果。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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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風格

人格特質

參與態度 凝聚力

H7

H2

H3

H1

H6

H5

H4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經由上述文獻探討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關

係之研究，進而提出相關假設整理如下： 

H1：領導風格對參與態度具有顯著正向之關係。 

H2：領導風格對凝聚力具有顯著正向之關係。 

H3：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具有顯著正向之關係。 

H4：人格特質對凝聚力具有顯著正向之關係。 

H5：參與態度對凝聚力具有顯著正向之關係。 

H6：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具有中介效果。 

H7：參與態度在人格特質與凝聚力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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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第一部份為調查女子燙髮業職業工

會會員對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的知覺情形，第二部分

為工會會員的基本資料。透過前章文獻之探討，本研究茲將四個主要研究

變項(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凝聚力)進行操作型定義，並根據

操作型定義加以設計問卷以達符合本研究之主題，各操作型定義彙整如

表 3.1所示，其操作型定義分述如下： 

 

一、 領導風格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陳俞閔(民 104)對於領導風格之觀點，將領導風格定義為

工會理事長的領導是藉由理事長、會員與工會目標等三種因素所構成的；

理事長的領導是種影響力，此種影響力可使被工會會員服從。工會理事長

的領導方式極容易影響工會會員們參與態度，像是理事長對成員們的關

懷與接納的程度或者協助成員解決困難，此作法將會激勵工會會員在活

動參與上的支持度、付出等都會有所提升，研究問卷引用簡嘉良(民 98)之

研究中提出的領導風格量表為基礎，並以適合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

之方式修改設計問卷，共劃分為 14個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2所示。 

 

二、 人格特質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參考 Jerry (1993)之觀點，將人格特質定義在不同的遺傳與多

變環境下的交互作用，藉由逐漸發展的心理特徵所構成的；心理特徵的表

現在於其行為時，則具有一定的統合性與持久性，並成為個體在對人對己

以及外一切外在環境事物所適應過程時，顯示出異於他人的性格。為其能

夠分為兩個部分進行探討，分別為內在的歷程，其包括深層的情緒、動機

以及認知；另一部分則指其將有一致性之行為模式，且在不同的時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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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可以預期這些一致的行為模式。研究問卷參考張哲嘉(民 101)、蘇麗

秋(民 102)之研究中所提出的人格特質量表為基礎，並以適合女子燙髮業

職業工會會員之方式修改設計問卷，共劃分為 20個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3所示。 

 

三、 參與態度之操作型定義 

研究構面之參與態度參考徐彩淑(民 93)學者之觀點，將參與態度定

義為會員在工會中，是否能夠全心全意扮演好應有的角色，積極投入工會

活動並發揮自己的專長與潛能，並與他人有效互動增進人際和諧，在工會

參與的態度扮演重要的關鍵，工會參與態度在整體學習經驗歷程中以是

相當重要的部分。並依據職業工會之屬性將參與態度區分為參與認知與

行動以及參與情感，參與認知與行動可說是職業工會會員對於工會的理

解與看法，並產生其行動之傾向，而參與情感則是職業工會會員對於工會

的感覺與自身情緒之影響，研究問卷引用陳俞閔(民 104)之研究中提出的

參與態度量表為基礎，並以適合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之方式修改設

計問卷，共劃分為 14個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4所示。 

 

四、 凝聚力之操作型定義 

凝聚力之觀點主要依據 Carron, Widmeyer and Brawle (1985)學者之觀

點，將凝聚力定義為成員在團體間的集合之力量，將使成員彼此間更加具

有吸引力，且對事情看法非常相似，並能夠促使成員自願參與團體，來促

進團體和諧力量的強度，即是成員共享團體的程度。職業工會會員其個人

因素對於參與工會之意願將有所改變，職業工會理事長之領導因素又將

會改變會員對組織之向心力，經由個人因素與領導因素會令整體職業工

會會員對於組織產生共同之向心力，視為團隊因素，研究問卷引用陳俞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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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04)之研究中提出的參與態度量表為基礎，並以適合女子燙髮業職業

工會會員之方式修改設計問卷，共劃分為 16 個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5

所示。 

表 3.1 操作型定義彙整表 

構面 因素 定義 參考文獻 

領導風格 

體諒型領

導 

體制型領

導 

領導風格定義為工會理事長的領導

是藉由理事長、會員與工會目標等三

種因素所構成的；理事長的領導是種

影響力，此種影響力可使被工會會員

服從。 

陳俞閔(民 104)  

簡嘉良(民 98) 

人格特質 
內控人格 

外控人格 

人格特質定義在不同的遺傳與多變

環境下的交互作用，藉由逐漸發展的

心理特徵所構成的；心理特徵的表現

在於其行為時，則具有一定的統合性

與持久性，並成為個體在對人對己以

及外一切外在環境事物所適應過程

時，顯示出異於他人的性格。 

Jerry (1993) 

張哲嘉(民 101) 

蘇麗秋(民 102) 

參與態度 

參與認知

與行動 

參與情感 

參與態度定義為會員在工會中，是否

能夠全心全意扮演好應有的角色，積

極投入工會活動並發揮自己的專長

與潛能，並與他人有效互動增進人際

和諧，在工會參與的態度扮演重要的

關鍵，工會參與態度在整體學習經驗

歷程中以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徐彩淑(民 93) 

陳俞閔(民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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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操作型定義彙整表(續) 

構面 因素 定義 參考文獻 

凝聚力 

團隊因素 

個人因素 

領導因素 

凝聚力定義為成員在團體間的集

合之力量，將使成員彼此間更加具

有吸引力，且對事情看法非常相

似，並能夠促使成員自願參與團

體，來促進團體和諧力量的強度，

即是成員共享團體的程度。 

Carron, 

Widmeyer & 

Brawle (1985) 

陳俞閔(民 1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2 領導風格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工會理事長會採納我的意見和方法。 

2. 工會理事長沒有事先和我討論，就直接改變我的任務。 

3. 工會理事長會要求工作如期完成。 

4. 工會理事長如同良師益友一般。 

5. 工會理事長在決策之前會要求我提供新資訊或新觀點。 

6.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關心我的工作進度狀況。 

7. 工會理事長會干涉我的工作方式 

8. 工會理事長做了決策之後，大家都必須遵守。 

9.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會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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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領導風格構面題項一覽表(續) 

題號 題項 

10. 工會理事長在決策或是處理事情時，會考慮我的感受。 

11.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會員的參與情緒。 

12. 工會理事長會將會員的意見做整合，並加以實行。 

13. 工會理事長會顧及會員的自尊、不會當眾給會員難看。 

14. 工會理事長會明確分配會員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3 人格特質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我是位做事負責任又細心的人。 

2. 我是位主動又積極的人。 

3. 我是位做事循規蹈矩的人。 

4. 我是動作快速敏捷的人。 

5. 我是能接受新思維的人。 

6. 我是容易溝通的人。 

7. 當我遇到問題無法決定時，我會請求他人協助。 

8. 我是位能做全方位考量的人。 

9. 我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 

10.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同情心及愛心的。 

11. 我會隨著環境的變化及人事物的影響，而轉變情緒。 

12. 我面對事情總會保持樂觀進取態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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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人格特質構面題項一覽表(續) 

題號 題項 

13. 我喜歡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 

14. 我自己可以迅速果斷的下決定的。 

15. 我是個憐憫的、慈悲的人。 

16. 我是一位有朝氣和活力的人。 

17. 在工作職場上，我有很多朋友。 

18. 面對新的人事物，我會感到不適應。 

19. 面對工作自我要求很高，要求努力做到最好。 

20. 我很容易因外界事物影響到自我情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4 參與態度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參與工會可以提升我的專業技能。 

2. 參與工會可以豐富我的人生。 

3. 參與工會可以獲得新的流行資訊。 

4. 參與工會可以增加交友的機會。 

5. 參與工會是很重要的。 

6. 參與工會很無聊。 

7. 參與工會並不是那麼必要。 

8. 我喜歡參與工會帶來的愉快經驗。 

9. 我喜愛參與工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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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參與態度構面題項一覽表(續) 

題號 題項 

10. 參與工會可以留下美好的記憶。 

11. 參與工會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12. 我會認真參與工會活動。 

13. 我會主動協助工會的事務。 

14. 再忙我也會參與工會舉辦的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5 凝聚力構面題項一覽表 

題號 題項 

1.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 

2. 工會理事長平時不常來往。 

3. 工會理事長能接納夥伴的不同意見。 

4. 工會理事長很容易為小事起爭執。 

5. 工會理事長平時相處愉快。 

6.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我生活上的問題。 

7.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找我談心事。 

8.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關心會員。 

9. 讓工會聲譽更好是我應有的責任。 

10 我樂意參與工會活動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11. 我希望能盡力做好工會的事。 

12. 我不願為工會浪費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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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凝聚力構面題項一覽表(續) 

題號 題項 

13. 和工會夥伴聊天是愉快的。 

14. 工會會員會排擠我。 

15. 很多工會會員是我的好友。 

16. 我和工會會員平時也會聚會或聊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問卷設計與抽樣方法 

本節將依序說明本研究之問卷設計、研究對象和抽樣方法與問卷預

試之發放。 

 

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係使用問卷當作衡量工具，其問項皆按照研究目的、文獻探討

和操作型定義加以修改製成，問卷題項皆針對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

成員，進行文字上編制修訂而成，問卷初稿制訂完成後，接續與指導教授

進行討論，確立問卷之問項與其語句敘述適當與否，經由多次討論與修正，

促使完成本研究之問卷。本研究變數之衡量方式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

尺度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普通」、4代

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二、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全台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為受測對象並進行問卷調查 

，採用非隨機的便利抽樣法來獲取本研究所需之問卷資料，為避免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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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明確，受測者不易了解問卷之內容，所以在正式施測前先針對部分女

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進行問卷預試，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10 日發放 65

份問卷，回收 60 份問卷，扣除 4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 56 份，回收問

卷後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2 版進行信度分析以確保問卷內部一致性。根

據 Guilford (1965)之建議：Cronbach’s α 值若高於 0.7 時，則表示資料為

高信度，而本研究欲探討構面之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

其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0.904、0.947、0.911、0.850，皆高於 0.7，代表

本研究量表屬於高信度，分析之結果如表 3.6所示。 

 

表 3.6 預試信度表 

衡量構面 題數 Cronbach’s α值 總 Cronbach’s α值 

領導風格 14 0.904 

0.967 
人格特質 20 0.947 

參與態度 14 0.911 

凝聚力 16 0.8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信度分析過後，本研究也對預試問卷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本研究欲探討構面之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其 KMO值

分別為 0.903、0.864、0.896、0.834，本研究各構面 KMO值均達 0.7，因

此予以保留，而 Bartlett 球型檢定之 p 值皆小於 0.001，且各構面因素負

荷量皆高於 0.5，未達刪題標準，因此不予刪題，彙整如表 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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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預試因素表 

衡量構面 KMO值 
Bartlett球型檢定 累積解釋 

變異量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領導風格 0.819 623.774 91 0.000*** 70.690 

人格特質 0.864 956.938 190 0.000*** 70.975 

參與態度 0.911 978.577 91 0.000*** 81.614 

凝聚力 0.850 831.619 120 0.000*** 76.555 

註：*表示 p<0.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階段為正式問卷的發放，正式問卷發放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

員為發放對象，請全台各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協助發放問卷，發放期

限為一個月，由民國 105年 2月 10日至 3月 10日止，共計發放問卷 250

份，實際回收 232份，扣除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 28份，有效問卷共計

20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7.93%，接著對正式問卷之資料進行整合，其

後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2版進行資料分析。 

 

3.5 資料分析方法 

本節針對所使用之統計分析軟體 SPSS 22 版，對於正式問卷的資料

進行分析時所採用之分析方式做說明，其分析方式包含：因素分析、信度

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

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其統計方式之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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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具有簡化資料變項之功能，是一種由因素

加權(因素型態負荷量)後所求之變數，是用來探討各變數之間的交互影響

關係，藉由因素分析各變項中萃取出共同因素進行題項分組，希望能用最

少的共同因素，對總變異量作最大的解釋。Kaiser (1974)認為需先以 KMO

取樣適切性檢定，跟 Bartlett球型檢定來確定問卷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 

 

二、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是指問卷量表測得各個構面題項的分

數之可靠性與穩定性，一份問卷的好壞，取決於他的信度與效度二個層面

來測量，信度是必要條件，而效度則是測量問卷品質的充分條件。信度為

判別問卷題項內部一致性的衡量指標，並以 Cronbach’s α 值作為判斷標

準，若 α係數越高時，表示量表內細項之間的關聯性也將越大，本研究採

用 Guilford (1965)建議α值需大於 0.7，才屬於高信度之標準，因此α值

0.7為本研究一致性評斷之標準。 

 

三、 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是一套用以整理、描

述、解釋資料的統計方法，是為了瞭解本研究問卷樣本結構之特性，針對

問卷填答，依序將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的人口統計變數(性別、年齡、

加入工會多久、曾經擔任工會職務及一年參與工會活動次數)進行百分比

分配之統計分析與整理，具以瞭解各背景變項之情形。 

 

 



 
 
 
 
 
 
 
 
 
 
 
 

 

27 

四、 獨立樣本 t檢定 

獨立樣本 t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是最為常見的檢定問題方

法，是在探討兩個母體平均數之比較，透過分析比較可瞭解兩母體之間顯

著差異情形，如：不同的性別所調查結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五、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也是一種很常見的統計檢定問

題的方法，有別於獨立樣本 t檢定之處，在於探討兩個以上之母體平均數

之間的比較，透過分析比較結果可瞭解到三(含)以上個母體之間是否有顯

著差異的情形，如：年齡的不同所調查出來的結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六、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可用來探討探討各變數之間是否存在

線性關係，以及其相關的方向和強度，本研究使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來

驗證各變數之間相關的方向及強度。 

 

七、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用來探討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

度與凝聚力等構面是否具有影響關係及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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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節以 SPSS 套裝軟體為主要分析工具對回收完畢之問卷資料進

行彙整與分析，來驗證各項變數建立之研究假設，並解釋研究結果。本研

究是以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為主要研究對象，來探討工會理事長領

導風格對於會員之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之關係，並針對分析之結

果提出結論。 

 

4.1 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將先行進行衡量工具的信度及效度檢測，是否達到良好的信

度與效度，期望能夠呈現出本研究樣本之特徵。首先利用因素分析進行資

料之萃取與縮減，其次藉由信度分析予以檢驗問卷各構面衡量問項的可

靠性，透過以上之步驟確立其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 

 

4.1.1 因素分析 

本研究先對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等構面執行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後，再進行樣本資料的萃取與

縮減採用，以確保資料縮編的進行合乎與否，確立樣本資料可進行因素分

析時，將於因素萃取時，採用主成份分析法，並再轉軸法採用最大變異法，

最後依因素負荷量進行排序，以利後續之資料分析。 

首先透過 KMO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以確保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其結果如表 4.1 所示。顯示領導風格之 KMO 值為 0.888，Bartlett 球型檢

定為顯著(p=0.000)；人格特質之 KMO值為 0.864，Bartlett球型檢定為顯

著(p=0.000)；參與態度之 KMO 值為 0.922，Bartlett 球型檢定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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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凝聚力之 KMO值為 0.881，Bartlett球型檢定為顯著(p=0.000)，

由上述可發現 KMO直接高於 0.7，各構面 Bartlett球型檢定皆有顯著性；

因此，就上述顯示問卷樣本符合因素分析。以下將分述說明領導風格、人

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之因素分析結果。 

 

表 4.1 各構面之 KMO值與球型檢定結果 

衡量構面 KMO值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領導風格 0.888 1310.556 91 0.000*** 

人格特質 0.864 956.938 190 0.000*** 

參與態度 0.922 2110.584 91 0.000*** 

凝聚力 0.881 1859.030 120 0.00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領導風格 

領導風格構面之題項共有 14題，萃取出 2個因子，分別命名為：體

諒型領導與體制型領導。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549~0.792之，體諒

型領導解釋變異量為 39.195%，特徵值為 5.487；體制型領導解釋變異量

為 15.547%，特徵值為 2.177，其領導風格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4.742%，

分析之結果如表 4.2所示，分析過後可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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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構面之題項共有 20題，萃取出 2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內

控人格與外控人格。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685~0.879之，內控人格

解釋變異量為 53.424%，特徵值為 10.685；外控人格解釋變異量為

11.783%，特徵值為 2.357，其人格特質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5.206%，分

析之結果如表 4.3所示，分析過後可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

度。 

 

3. 參與態度 

參與態度構面之題項共有 14題，萃取出 2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參

與認知與行動及參與情感。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678~0.846 之間，

參與認知與行動解釋變異量為 53.972%，特徵值為 7.556；參與情感解釋

變異量為 13.342%，特徵值為 1.868，其參與態度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314%，分析之結果如表 4.4 所示，分析過後可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

相當水準之效度。 

 

4. 凝聚力 

凝聚力構面之題項共有 16題，萃取出 3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團隊

因素、個人因素與領導因素。研究構面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585~0.836之間，團隊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30.922%，特徵值為 4.947；個

人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17.557%，特徵值為 2.809；領導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16.690%，特徵值為 2.670，其凝聚力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5.168%，分析

之結果如表 4.5 所示，分析過後可觀察到衡量之題項具有相當水準之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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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領導風格之因素分析 

因

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

質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體
諒
型
領
導 

12. 工會理事長會將會員的意見做整合，並

加以實行。 
0.822 

5.487 39.195 39.195 

9.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會員的利益。 0.802 

14. 工會理事長會明確分配會員工作。 0.781 

10. 工會理事長在決策或是處理事情時，會

考慮我的感受。 
0.775 

11.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會員的參與情緒。 0.749 

13. 工會理事長會顧及會員的自尊、不會當

眾給會員難看。 
0.719 

1. 工會理事長會採納我的意見和方法。 0.692 

7. 工會理事長會干涉我的工作方式 0.666 

4. 工會理事長如同良師益友一般。 0.655 

6.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關心我的工作進度

狀況。 
0.553 

8. 工會理事長做了決策之後，大家都必須

遵守。 
0.534 

體
制
型
領
導 

5. 工會理事長在決策之前會要求我提供

新資訊或新觀點。 
0.639 

2.177 15.547 54.742 3. 工會理事長會要求工作如期完成。 0.597 

2. 工會理事長沒有事先和我討論，就直接

改變我的任務。 
0.5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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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人格特質之因素分析 

因

素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特徵質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內
控
人
格 

12. 我面對事情總會保持樂觀進取態度

的人。 
0.800 

10.685 53.424 53.424 

9. 我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 0.798 

16. 我是一位有朝氣和活力的人。 0.772 

5. 我是能接受新思維的人。 0.748 

13. 我喜歡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 0.744 

1. 我是位做事負責任又細心的人。 0.735 

6. 我是容易溝通的人。 0.731 

17. 在工作職場上，我有很多朋友。 0.722 

8. 我是位能做全方位考量的人。 0.717 

4. 我是動作快速敏捷的人。 0.716 

10.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同情心及愛心的。 0.709 

2. 我是位主動又積極的人。 0.698 

19. 面對工作自我要求很高，要求努力做

到最好。 
0.691 

3. 我是位做事循規蹈矩的人。 0.672 

7. 當我遇到問題無法決定時，我會請求

他人協助。 
0.647 

15. 我是個憐憫的、慈悲的人。 0.636 

14. 我自己可以迅速果斷的下決定的。 0.614 

外
控
人
格 

18. 面對新的人事物，我會感到不適應。 0.844 

2.357 11.783 65.206 

20. 我很容易因外界事物影響到自我情

緒。 
0.820 

11. 我會隨著環境的變化及人事物的影

響，而轉變情緒。 
0.6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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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參與態度之因素分析 

因

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質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參
與
認
知
與
行
動 

4. 參與工會可以增加交友的機會。 0.849 

7.556 53.972 53.972 

2. 參與工會可以豐富我的人生。 0.837 

9. 我喜愛參與工會活動。 0.820 

3. 參與工會可以獲得新的流行資訊。 0.816 

1. 參與工會可以提升我的專業技能。 0.813 

12. 我會認真參與工會活動。 0.811 

8. 我喜歡參與工會帶來的愉快經驗。 0.801 

10. 參與工會可以留下美好的記憶。 0.780 

13. 我會主動協助工會的事務。 0.772 

5. 參與工會是很重要的。 0.761 

14. 再忙我也會參與工會舉辦的活動。 0.699 

參
與
情
感 

6. 參與工會很無聊。 0.844 

1.868 13.342 67.314 7. 參與工會並不是那麼必要。 0.835 

11. 參與工會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0.8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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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凝聚力之因素分析 

因

素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質 

解釋變

異量% 

累積解

釋變異

量% 

團
隊
因
素 

11. 我希望能盡力做好工會的事。 0.836 

4.947 30.922 30.922 

10. 我樂意參與工會活動計畫的規劃與

執行。 
0.826 

13. 和工會夥伴聊天是愉快的。 0.792 

15. 很多工會會員是我的好友。 0.721 

9. 讓工會聲譽更好是我應有的責任。 0.688 

5. 工會理事長平時相處愉快。 0.666 

3. 工會理事長能接納夥伴的不同意

見。 
0.597 

8.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關心會員。 0.590 

16. 我和工會會員平時也會聚會或聊

天。 
0.585 

個
人
因
素 

4. 工會理事長很容易為小事起爭執。 0.810 

2.809 17.557 48.478 
12. 我不願為工會浪費太多時間。 0.786 

2. 工會理事長平時不常來往。 0.785 

14. 工會會員會排擠我。 0.747 

領
導
因
素 

6.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我生活上的問

題。 
0.823 

2.670 16.690 65.168 7.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找我談心事。 0.785 

1.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

助。 
0.6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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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依據 Guilford (1965)建議 α 係數需大於 0.7，才屬於高信度

之標準，α係數越大則代表其研究變數間相關性則越大，而內部一致性也

越高。 

本研究針對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進行分析，如表

4.6所示，結果顯示本量表各衡量構面與整體信度之 Cronbach’s α質皆大

於 0.7，符合以上判斷之原則，因此可知本量表各變數之問項內部一致性

程度高，具有良好之可靠性。 

 

表 4.6 信度分析結果 

衡量構面 題數 Cronbach’s α 總 Cronbach’s α 

領導風格 14 0.877 

0.955 
人格特質 20 0.926 

參與態度 14 0.927 

凝聚力 16 0.8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進行調查，共發出問卷 250份，

實際回收 232 份，扣除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 28 份，有效問卷共計 20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7.93%，其樣本敘述性統計變項資料做一統整，如

表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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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個人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5 22.1% 

女性 159 77.9% 

年齡 

25歲以下 18 8.8% 

26～30歲 19 9.3% 

31～35歲 46 22.5% 

36～40歲 22 10.8% 

41～45歲 24 11.8% 

46歲以上 75 36.8% 

加入工會多久 

5年以下 76 37.3% 

6～10年 28 13.7% 

11～15年 36 17.6% 

16年以上 64 31.4% 

曾經擔任工會

職務 

理監事 59 28.9% 

代表 13 6.4% 

會員 132 64.7% 

一年參與工會

活動次數 

2次以下 53 26.0% 

3~5次 76 37.3% 

6次以上 75 3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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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獨立樣本 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對於不同背景的受測者填答時，是否會對領導風格、人

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等研究變數的認知及感受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以下將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各個研究構面進行

分析，並將有所差異部分進行敘述。 

 

4.3.1 獨立樣本 t檢定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不同的性別對領導風格、人格特

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是否將會有顯著差異之比較，並根據結果對有顯差

異的類別加以說明。經由分析結果得知不同「性別」均對領導風格、人格

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無顯著差異，如表 4.8所示。 

 

表 4.8 各構面獨立樣本 t檢定表(性別) 

構面 人口敘述性統計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備註 

領導 

風格 

A. 男 45 1.72 0.599  
N 

B. 女 159 1.84 0.676  

人格 

特質 

A. 男 45 2.48 0.674  
N 

B. 女 159 2.43 0.667  

參與 

態度 

A. 男 45 1.79 0.644  
N 

B. 女 159 1.85 0.613  

凝聚力 
A. 男 45 1.93 0.618  

N 
B. 女 159 2.09 0.664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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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是在探討兩個以上之母體平均數之間的比較，本

研究之單因子變藝術分析主要以年齡、加入工會多久、曾經擔任工會職務

與一年參與工會活動次數等背景變項分別對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及參與

態度進行差異性之比較，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一、 領導風格 

經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加入工會多久」、「曾經擔任工會職

務」與「一年參與工會活動次數」等背景變項均對領導風格未具有顯著性

差異，如表 4.9所示。 

 

二、 人格特質 

經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加入工會多久」、「曾經擔任工會職

務」與「一年參與工會活動次數」等背景變項均對人格特質未具有顯著性

差異，如表 4.10所示。 

 

三、 參與態度 

經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曾經擔任工會職務」與「一年參與

工會活動次數」等背景變項均對凝聚力未具有顯著性差異，而加入工會多

久的不同則對參與態度則有顯著差異，且加入工會 5 年以下之平均數

(3.2632)與 16年以上之平均數(3.2188)皆大於 11～15年之平均數(2.8194)，

其表示，剛加入工會之會員以及加入後 16年以上之會員，對於工會所舉

辦之活動，有較大意願想參與，一可能是因為是新人，因此需增加個人對

工會之貢獻度，二因為待久了，對於組織之認同度也就較高，願意花共多

時間為參與其活動，如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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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凝聚力 

經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加入工會多久」、「曾經擔任工會職

務」與「一年參與工會活動次數」等背景變項均對凝聚力未具有顯著性差

異，如表 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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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領導風格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人口敘述性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比較 

年齡 

A. 25歲以下 18 3.3056 0.70999  

N 

B. 26～30歲 19 3.2368 0.56195  

C. 31～35歲 46 3.2826 0.77210  

D. 36～40歲 22 3.0227 0.80884  

E. 41～45歲 24 3.2708 0.44181  

F. 46歲以上 75 3.1133 0.60724  

加入工會多

久 

A. 5年以下 76 3.2829 0.63946  

N 
B. 6～10年 28 3.4286 0.61935  

C. 11～15年 36 2.9861 0.71200  

D. 16年以上 64 3.0859 0.63343  

曾經擔任 

工會職務 

A. 理監事 59 3.2034  0.71389  

N B. 代表 13 3.0385  0.80264  

C. 會員 132 3.1970  0.62321  

一年參與工

會活動次數 

A. 2次以下 53 3.2830  0.63177  

N B. 3~5次 76 3.0724  0.72436  

C. 6次以上 75 3.2400  0.60045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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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人格特質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人口敘述性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比較 

年齡 

A. 25歲以下 18 2.7778 0.69074  

N 

B. 26～30歲 19 2.5526 0.46829  

C. 31～35歲 46 2.4674 0.67001  

D. 36～40歲 22 2.5000 0.59761  

E. 41～45歲 24 2.6250 0.71094  

F. 46歲以上 75 2.5600 0.71168  

加入工會多

久 

A. 5年以下 76 2.6250 0.62783  

N 
B. 6～10年 28 2.6786 0.79599  

C. 11～15年 36 2.3889 0.58689  

D. 16年以上 64 2.5234 0.68678  

曾經擔任 

工會職務 

A. 理監事 59 2.5085  0.74563  

N B. 代表 13 2.8846  0.54596  

C. 會員 132 2.5492  0.63565  

一年參與工

會活動次數 

A. 2次以下 53 2.5755  0.70980  

N B. 3~5次 76 2.5724  0.56982  

C. 6次以上 75 2.5333  0.73214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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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參與態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人口敘述性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比較 

年齡 

A. 25歲以下 18 3.1944 0.66728  

N 

B. 26～30歲 19 3.2105 0.56065  

C. 31～35歲 46 3.2609 0.55517  

D. 36～40歲 22 3.2045 0.75054  

E. 41～45歲 24 3.1667 0.54507  

F. 46歲以上 75 3.0733 0.64564  

加入工會多

久 

A. 5年以下 76 3.2632 0.55060  

A,D>C 
B. 6～10年 28 3.2143 0.55157  

C. 11～15年 36 2.8194 0.70865  

D. 16年以上 64 3.2188 0.61641  

曾經擔任 

工會職務 

A. 理監事 59 3.2458  0.54435  

N B. 代表 13 2.9231  0.81256  

C. 會員 132 3.1515  0.62682  

一年參與工

會活動次數 

A. 2次以下 53 3.0755  0.70299  

N B. 3~5次 76 3.1053  0.59057  

C. 6次以上 75 3.2867  0.57052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表示大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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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凝聚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人口敘述性統計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比較 

年齡 

A. 25歲以下 18 3.1111 0.739  

N 

B. 26～30歲 19 2.6842 0.606  

C. 31～35歲 46 2.9891 0.637  

D. 36～40歲 22 2.7727 0.650  

E. 41～45歲 24 2.9792 0.500  

F. 46歲以上 75 2.9733 0.697  

加入工會多

久 

A. 5年以下 76 2.9737 0.70188  

N 
B. 6～10年 28 3.0179 0.60065  

C. 11～15年 36 2.7778 0.70147  

D. 16年以上 64 2.9609 0.59298  

曾經擔任 

工會職務 

A. 理監事 59 3.0339  0.60788  

N B. 代表 13 2.7692  0.75320  

C. 會員 132 2.9167  0.66587  

一年參與工

會活動次數 

A. 2次以下 53 2.8585  0.76194  

N B. 3~5次 76 2.9276  0.61484  

C. 6次以上 75 3.0133  0.61498  

註：N表示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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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關分析 

在進入假設驗證前，本節先針對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

聚力四個構面先進行 Pearson積差相關法來檢驗，藉此觀察研究變數之間

關聯性強度，經分析結果後如表 4.13 所示，領導風格對於參與態度呈現

顯著的正相關 (p=0.000)；領導風格對於凝聚力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p=0.000)；人格特質對於參與態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5)；人格特質

對於凝聚力呈現顯著的正相關(p=0.004)；參與態度對於凝聚力呈現顯著

的正相關(p=0.000)。其中發現，參與態度與凝聚力之間的相關係數(0.670)

為最高，顯示受測者在工會所舉辦活動之參與態度高對於凝聚力有相當

高之相關性。 

 

表 4.13 各構面相關分析 

構面 領導風格 人格特質 參與態度 凝聚力 

領導風格 1    

人格特質 - 1   

參與態度 0.551*** 0.197** 1  

凝聚力 0.620*** 0.202** 0.670*** 1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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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迴歸分析 

藉由前述分析，我們可得知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

間之相關性，本研究將進一步藉由迴歸分析探討各構面間之中介關係，藉

此探討研究各構面之間中介關係的解釋及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本節將針對假設 H6(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具有中介效果)及

假設 H7(參與態度在人格特質與凝聚力具有中介效果)進行迴歸分析與驗

證。 

本研究採用 Baron and Kenny (1986)的中介效果驗證方法來檢定變數

之間的中介效果，中介效果的成立應滿足下列條件： 

一、 自變數對中介變數具有顯著的影響。 

二、 自變數與中介變數分別對依變數具有顯著的影響。 

三、 同時選取自變數與中介變數對依變數進行複迴歸分析。若自變數對

依變數的影響會因中介變數的存在而減弱，但依舊達顯著水準時，

中介變數即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若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會因為中

介變數的存在而變得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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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 4.14之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551，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領導風格對參與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二可知，標準

化迴歸係數為 0.620，亦達到顯著水準，表示領導風格對凝聚力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70，同樣達到顯

著水準，表示參與態度對凝聚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此，參與態

度的中介效果成立之前提假設均成立，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模式四之結

果可知，領導風格對凝聚力的影響在加入參與態度後，標準化迴歸係數由

原先的為 0.551 降低為 0.360，但仍達顯著水準，因此，參與態度在領導

風格與凝聚力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故假設 H6成立。 

 

表 4.14 領導風格與參與態度對凝聚力之迴歸分析彙整表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參與態度 凝聚力 凝聚力 凝聚力 

領導風格 0.551*** 0.620*** - 0.360*** 

參與態度 - - 0.670*** 0.472*** 

自由度 1;202 1;202 1;202 2;201 

R2值 0.303 0.385 0.449 0.540 

調整後 R2值 0.300 0.382 0.447 0.535 

F值 87.932 126.321 164.797 117.891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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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態度在人格特質與凝聚力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之驗證 

由表 4.15之模式一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197，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二可知，標準

化迴歸係數為 0.202，亦達到顯著水準，表示人格特質對凝聚力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670，同樣達到顯

著水準，表示參與態度對凝聚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此，參與態

度的中介效果成立之前提假設均成立，進一步比較模式二與模式四之結

果可知，人格特質對凝聚力的影響在加入參與態度後，標準化迴歸係數由

原先的為 0.197 降低為 0.073，且未達顯著水準，因此，參與態度在人格

特質與凝聚力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故假設 H7成立。 

 

表 4.15 人格特質與參與態度對凝聚力之迴歸分析彙整表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參與態度 凝聚力 凝聚力 凝聚力 

人格特質 0.197** 0.202** - 0.073 

參與態度 - - 0.670*** 0.656*** 

自由度 1;202 1;202 1;202 2;201 

R2值 0.039 0.041 0.449 0.454 

調整後 R2值 0.034 0.036 0.447 0.449 

F值 8.180 8.615 164.797 83.697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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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歸納研究之結果及發現，將結論予以說明並提出研究建議，以

供美容相關產業之職業工會之參考，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以供未來研究

者繼續研究之方向及思考之議題。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為例，探討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

態度、凝聚力之間的關係，並依據研究的架構發展出 7個研究假設，透過

問卷調查法蒐集樣本資料，並以統計分析方法加以驗證。依據樣本資料統

計分析結果，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5.1所示。 

 

表 5.1研究假設分析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分析結果 

假設 H1： 領導風格對參與態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假設 H2： 領導風格對凝聚力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假設 H3： 人格特質對參與態度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假設 H4： 人格特質對凝聚力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假設 H5： 參與態度對凝聚力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 成立 

假設 H6： 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部分中介) 

假設 H7： 參與態度在人格特質與凝聚力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完全中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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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意涵 

綜合上述進行統計套裝軟體分析後，得知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理事

長的領導風格對於會員之參與態度將有顯著影響，領導風格與參與態度

均會影響凝聚力，且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領導風格對於參與態度與凝聚力之關係從研究結果顯示有顯著的影

響，參與態度對於凝聚力研究結果也顯示其有顯著的影響。即說明，當領

導者為了能夠提升工會會員們彼此間的凝聚力時，可以針對其自身領導

的領導風格進行改善，或者舉辦各式各樣活動，將有助於促進會員們彼此

間之凝聚力。參與態度在領導風格與凝聚力呈現部分中介效果，表示領導

風格與參與態度均是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即是說明當領導者之領導會使

會員不滿意時，仍可以透過各式各樣活動，提升會員參與社團之態度，還

是可以促進社團成員間彼此之凝聚力。 

人格特質對於參與態度與凝聚力之關係從研究結果顯示有顯著的影

響，參與態度對於凝聚力研究結果也顯示其有顯著的影響。即說明，當領

導者為了能夠提升工會會員們彼此間的凝聚力時，可以針對不同會員的

人格特質，進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或者舉辦各式各樣活動，針對各會員群

體之間使彼此得以互相交流，將有助於促進會員們彼此間之凝聚力。參與

態度在人格特質與凝聚力呈現完全中介效果，表示人格特質與參與態度

均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即是說明各會員之不同的人格特質，使彼此較無接

觸，但仍可以透過舉辦各式各樣活動，來藉此提升會員參與社團之態度，

更能夠透過期參與態度來提升工會會員間彼此之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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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調查以美容相關之女子

燙髮業職業工會為例，美容相關職業工會有許多，如：美容美髮業、男(女)

子燙髮美容業、指甲彩繪美容業、人體彩繪等等各式各樣職業工會。其區

域、性質與功能都不太相同，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區域之同性質美容工會

進行比較，或者針對不同之性質以及功能的不同之職業工會進行研究探

討。以便能夠對職業工會有更全面的瞭解、比較或更深入之分析。 

另本研究純屬量化之研究方式，能夠提供較為廣泛或者一般化之研

究成果，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在加入部分質性訪談之研究，並利用歷史回

溯、深度訪談、實地觀察等方式，將會有更加多元及細膩之發現，能夠更

充實研究結果的嚴謹度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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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領導風格、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力關係之研究－ 

以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為例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協助填答本問卷，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這是

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旨在瞭解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會員參加工會

的情形，探討理事長領導風格對於會員之人格特質、參與態度與凝聚

力之間的關係，您的回答可以作為職業工會未來規劃與發展之參考，

期望您撥冗用心填寫。 

本問卷僅供學術參考，無須具名且絕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謝謝！ 

敬祝      學業進步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指 導 教 授：黃國忠  教授 

研 究 生：黃春美  敬上 

填答說明： 

1. 針對下列題項敘述，請依您的認同程度在適當的□中打√。 

2. 每題僅勾選一個選項，並請每一題都要回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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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領導風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工會理事長會採納我的意見和方法。 □ □ □ □ □ 

2. 工會理事長沒有事先和我討論，就直接改變我的任務。 □ □ □ □ □ 

3. 工會理事長會要求工作如期完成。 □ □ □ □ □ 

4. 工會理事長如同良師益友一般。 □ □ □ □ □ 

5. 工會理事長在決策之前會要求我提供新資訊或新觀點。 □ □ □ □ □ 

6.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關心我的工作進度狀況。 □ □ □ □ □ 

7. 工會理事長會干涉我的工作方式 □ □ □ □ □ 

8. 工會理事長做了決策之後，大家都必須遵守。 □ □ □ □ □ 

9.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會員的利益。 □ □ □ □ □ 

10. 工會理事長在決策或是處理事情時，會考慮我的感受。 □ □ □ □ □ 

11.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會員的參與情緒。 □ □ □ □ □ 

12. 工會理事長會將會員的意見做整合，並加以實行。 □ □ □ □ □ 

13. 工會理事長會顧及會員的自尊、不會當眾給會員難看。 □ □ □ □ □ 

14. 工會理事長會明確分配會員工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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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格特質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是位做事負責任又細心的人。 □ □ □ □ □ 

2. 我是位主動又積極的人。 □ □ □ □ □ 

3. 我是位做事循規蹈矩的人。 □ □ □ □ □ 

4. 我是動作快速敏捷的人。 □ □ □ □ □ 

5. 我是能接受新思維的人。 □ □ □ □ □ 

6. 我是容易溝通的人。 □ □ □ □ □ 

7. 當我遇到問題無法決定時，我會請求他人協助。 □ □ □ □ □ 

8. 我是位能做全方位考量的人。 □ □ □ □ □ 

9. 我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 □ □ □ □ □ 

10.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同情心及愛心的。 □ □ □ □ □ 

11. 我會隨著環境的變化及人事物的影響，而轉變情緒。 □ □ □ □ □ 

12. 我面對事情總會保持樂觀進取態度的人。 □ □ □ □ □ 

13. 我喜歡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 □ □ □ □ □ 

14. 我自己可以迅速果斷的下決定的。 □ □ □ □ □ 

15. 我是個憐憫的、慈悲的人。 □ □ □ □ □ 

16. 我是一位有朝氣和活力的人。 □ □ □ □ □ 

17. 在工作職場上，我有很多朋友。 □ □ □ □ □ 

18. 面對新的人事物，我會感到不適應。 □ □ □ □ □ 

19. 面對工作自我要求很高，要求努力做到最好。 □ □ □ □ □ 

20. 我很容易因外界事物影響到自我情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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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參與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參與工會可以提升我的專業技能。 □ □ □ □ □ 

2. 參與工會可以豐富我的人生。 □ □ □ □ □ 

3. 參與工會可以獲得新的流行資訊。 □ □ □ □ □ 

4. 參與工會可以增加交友的機會。 □ □ □ □ □ 

5. 參與工會是很重要的。 □ □ □ □ □ 

6. 參與工會很無聊。 □ □ □ □ □ 

7. 參與工會並不是那麼必要。 □ □ □ □ □ 

8. 我喜歡參與工會帶來的愉快經驗。 □ □ □ □ □ 

9. 我喜愛參與工會活動。 □ □ □ □ □ 

10. 參與工會可以留下美好的記憶。 □ □ □ □ □ 

11. 參與工會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 □ □ □ □ 

12. 我會認真參與工會活動。 □ □ □ □ □ 

13. 我會主動協助工會的事務。 □ □ □ □ □ 

14. 再忙我也會參與工會舉辦的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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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凝聚力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 □ □ □ □ □ 

2. 工會理事長平時不常來往。 □ □ □ □ □ 

3. 工會理事長能接納夥伴的不同意見。 □ □ □ □ □ 

4. 工會理事長很容易為小事起爭執。 □ □ □ □ □ 

5. 工會理事長平時相處愉快。 □ □ □ □ □ 

6. 工會理事長會關心我生活上的問題。 □ □ □ □ □ 

7.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找我談心事。 □ □ □ □ □ 

8. 工會理事長會主動關心會員。 □ □ □ □ □ 

9. 讓工會聲譽更好是我應有的責任。 □ □ □ □ □ 

10. 我樂意參與工會活動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 □ □ □ □ 

11. 我希望能盡力做好工會的事。 □ □ □ □ □ 

12. 我不願為工會浪費太多時間。 □ □ □ □ □ 

13. 和工會夥伴聊天是愉快的。 □ □ □ □ □ 

14. 工會會員會排擠我。 □ □ □ □ □ 

15. 很多工會會員是我的好友。 □ □ □ □ □ 

16. 我和工會會員平時也會聚會或聊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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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25歲以下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歲以上 

3. 加入工會多久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4. 曾經擔任工會

職務 

□理監事 □代表 □會員 

5. 一年參與工會

活動次數 

□2次以下 □3~5次 □6次以上 

 

~~本問卷填答到此，請在檢查題目是否有遺漏，非常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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