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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近年來，證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許多大專院校開始積極推廣專業證照課

程。由於推廣專業證照時需花費大量成

本以及資源，所以瞭解並掌握影響學生

取得證照成效的因素，便成為大學院校

在推廣證照課程時的重要課題。本研究

嘗試使用計劃行為理論來建構學生取得

證照意圖的因果關係。本研究以台灣某

大學修習企業資源規劃課程之學生為研

究對象，並以問卷調查法探討影響學生

參與 ERP 證照考試行為意向的因素，並

透過結構方程模式的部分最小平方法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對資料進行

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取得證照的態

度會對參與證照考試的行為意向產生影

響，但行為意向不會受到朋友、家人主

觀規範之影響，反而是知覺行為控制對

參與證照考試的行為意向有顯著的影

響。依據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期望能

提供學校在未來推廣證照課程一個參考

建議。。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測驗理論測驗理論測驗理論測驗理論, 基因演算法基因演算法基因演算法基因演算法, Bloom

認知分類認知分類認知分類認知分類 

 

2. 計畫緣由與目的計畫緣由與目的計畫緣由與目的計畫緣由與目的 

大學普及化使得大學教育明顯開始

出現高中化的情形，大學生的專業能力

逐年下降，因此企業在招募員工時除了

要求基本學歷外，往往會以證照來確認

求職者在專業知識上的能力水準。104 教

育資訊網在 2005 年公佈的「2005 專業認

證大調查」資料中顯示，企業認為具備

專業證照的員工比沒專業證照的員工工

作效率高，而有 81.7%企業表示，擁有專

業認證的求職者會優先得到面試機會

(104 教育資訊網, 2005)。依據 2008 年經

理人月刊「68 張熱門證照」的調查資料，

有 64%左右的上班族擁有三張證照，85%

上班族認同「專業證照化」的重要性，

而有六成企業在招募人才時，會優先給

予擁有證照者面試機會 (經理人月刊 , 

2008)。2009 年勞委會與教育部為了因應

證照世代的來臨，提出了「大專生人力

加值方案」，由國內各大專院校開設多元

化的訓練課程，輔助受訓者在結訓時取

得相關專業證明或證照。因此企業錄用

具有證照的員工除了可以瞭解求職者的

專業能力，更可以減少後續職能教育訓

練的成本，使得證照成為企業在挑選人

才上的依據。 

由於證照的重要性與急迫性，許多大

專院校的資訊系所為了避免學生在畢業

後就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開始積極

推廣資訊專業課程如 ERP、 JAVA、

Oracle、CCNA 等認證課程，期望學生在

就學期間藉由專業課程中的學習及訓

練，在畢業前考取資訊專業證照，以確

保學生具備資訊產業所需要的知識及技

能。 

證照在推廣上需花費許多人力、時

間、金錢等成本，若能建構一個證照的

預測模型，將會有助於提升取得證照的

績效。而計劃行為理論在許多研究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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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預測效果(Ajzen and Madden, 

1986; Mathieson, 1991; Hill et al., 1997; 

Nguyet et al., 1998; Hrubes et al., 2001; 

Godin et al., 1992; Chan et al., 2010; 吳

盛、林東清., 2010)。以參與證照考試為

例，學生參與證照考試行為意向的強烈

程度可能會受到自身對欲取得證照所抱

持的信念、周遭人們及自身對證照評價

的好壞，準備考證照的資源，如時間、

資源的多寡等因素影響。 

許多研究指出，人格特質會影響人類

行為上的績效(余雅屏，2003; 李建儒，

2008)。劉興郁、林盈伶(2006)在人格特

質與學習成效的研究中發現，學生若具

備嚴謹性的人格特質，將有較高的成就

導向，進而引發較高的學習傾向，因此

在求知欲與學習成效上也較未具備嚴謹

性的學生高。池進通與李鴻文(2008)等人

在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係研究

中發現，藥劑人員若具有「勤勉正直性」

與「親和性」的人格特質，將有較高之

工作績效。由於人格特質可能對工作績

效與學習成效產生影響，因此，有必要

將人格特質納入影響考照成效的研究模

式中。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使用計劃行

為理論建構一個因果模型，藉由該模型

來了解學生取得證照的行為信念態度、

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相關變數對

於參與證照考試行為意向之影響。最

後，再探究人格特質與行為意圖是否會

影響最終的考照績效，以期能將影響學

生參與證照考試行為意向之因素，提供

學校推廣人員在證照推廣及證照課程設

計時的參考，進而設計各項教學活動，

以改變學生在證照學習過程及證照考試

前的行為態度，進而提升證照推廣的成

效。 

3.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3.1 行為理論之發展行為理論之發展行為理論之發展行為理論之發展 

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是以 Vroom(1964)所提出的期望價值理

論(Theory of Expectancy-Value Theory)為

基礎。此理論是以人們心中的期望價值

為問題思考的中心架構，是人類在實踐

各種行為決策過程的一種心理學理論。

學者Fishbein與Ajzen認為人類是理性的

個體，思考過程是有系統性並且受自我

意志控制，也就是人們在執行任何行為

前，會參考所了解的資訊再經過深思熟

慮後，最後再決定是否採取行動。TRA

認為人們最終的實際行為會受到信念

(Belief) 、 態 度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與

行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直接或間接

的影響。態度是指個體對從事行為所保

持的情感與態度，而信念是指個體在從

事某一行為上的想法，主觀規範是個體

周遭的重要人士對個體欲從事行為的看

法觀感，重要人士可能是單獨個體或是

群體，行為意向則是指從事行為的動力。 

計劃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r 

Behavior, TPB)是延續理性行為理論的觀

念所發展出來(Ajzen,1985)。TPB 與 TRA

皆以人類為理性個體為前提，其最大之

不同在於 TPB 認為人的行為決策並非全

然受到意志控制，例如在執行行為時若

缺乏適當的機會、足夠資源或能力等，

則無法執行行為 (Godin, 1994)。因此，

Ajzen 在理論中提出「行為意向」除受到

態度及主觀規範影響外， 額外加上了行

為執行上的限制，稱為「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Ajzen(1988)認為個體在實行決策行為

時，會考慮到是否有適當的機會及資源

去執行行為，而知覺行為控制會直接影

響到行為意向，加入知覺行為控制將會

增加行為的解釋與預測力，知覺行為控

制是行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Ajzen et al., 

1982; Ajzen 1987)。此外，Notani(1998)

認為知覺行為控制(PBC)包括內在因素

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如個人的缺點、

技術、能力或情緒，及外在因素，如資

訊、機會、對他人的依賴性或障礙等。 

Ajzen(2002)指出態度會受到行為信

念和結果評價所影響，態度為「行為信

念」與「結果評價」的相乘積，「行為信

念」係指行動者評估欲從事行為預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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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結果，而「結果評價」即是對該

結果的評價。「主觀規範」則是「規範信

念」與「依從動機」的相乘積，「規範信

念」泛指行為者週遭重要群體給予之建

議或是一些既定規範，如:道德規範、法

律規範等，「依從動機」即為對這些規範

的順從程度。「控制信念」與「控制力量」

的相乘積則為知覺行為控制。「控制信

念」是指行動者本身對所欲從事行為所

需的資源、機會、能力等的認知，「控制

力量」則是指這些資源對行為者的影響

大小。 

許多學者經過實證發現「計劃行為理

論」在預測與解釋行為能力上較「理性

行為理論」佳(Ajzen and Madden, 1986; 

Ajzen, 1991;Godin and Kok, 1996)。因

此，本研究採用計劃行為理論來探討行

為信念、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覺行為

控制等因素，對於取得證照意向的影

響，並提供證照推廣單位做為參考。 

3.2企業資源規劃重要性之探討企業資源規劃重要性之探討企業資源規劃重要性之探討企業資源規劃重要性之探討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之間的經濟

關係越趨於緊密，企業面臨來自世界各

國強大的競爭力。企業於是開始思考如

何更有效使用所擁有之資源，達到更佳

的 績 效 。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因運而生，

有鑑於 ERP 的優勢以及其前瞻性，許多

研究者開始對 ERP 進行相關的研究(陳

小芬等人, 2009; 張碩毅等人, 2008; 張

緯良等人, 2004; 許文科, 2000)。ERP 是

一個將企業核心流程，如財務、會計、

物流及生產等流程整合的強大系統，它

具備即時化、多組織架構、跨公司財務

整合、可隨組織變動彈性調整參數等優

點，能有效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加快交

貨的速度，增進現金流量。 

由於我國最大的經濟產業為「電子產

業」，其繁雜的製造流程與上下游間密切

的合作關係，突顯 ERP 在企業中之重要

性。在 2002 年 1 月由國立中央大學成立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推廣相關實

務應用，提昇專業的人才水準。在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的推動下，從 2004 到

2010年已成功在全國大專院校中70所大

專院校設立 ERP 相關認證課程，占了全

國大專院校將近一半的比例，顯示出各

大專院校對於 ERP 專業技能培訓的重視

程度。 

104銀行中與 ERP相關工作職缺數量

多達 2700 多筆以上，突顯出台灣企業對

ERP 人才之重視與需求，專業的 ERP 人

才不論對製造業、服務業或金融業都是

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以國際觀來說台

灣企業為擴大市場至中國設廠或海外設

立分公司已成為常態，跨國企業對於

ERP 的需求更是強烈，在這樣的趨勢下

未來 ERP 人才需求勢必向上成長。基於

上述 ERP 對於我國產業之重要性以及急

迫性，本研究採用 ERP 證照做為探究取

得專業證照意向之證照標的。 

3.3專業證照及重要性之探討專業證照及重要性之探討專業證照及重要性之探討專業證照及重要性之探討 

主計處2010年8月之人力資源調查

統計結果顯示，我國人口失業率高達

5.17% ，大學以上的失業率亦達到

5.73%，意味著教育的普及使得高學歷逐

漸呈現貶值的情形。換言之，學校所學

習的知識不足以因應職場之所需。資訊

工作者更是身處於高競爭而且變動快速

的環境中(黃心怡, 2004)。除了基本的學

歷外，資訊之專業技能更是受到嚴厲的

檢視。 

專業的技能主要是來自於職場上的

實務經驗或者來自於專業訓練，並不能

從學校取得(Collins, 1979)。當過去的傳

統課程所提供的知識無法即時因應資訊

科技成長的速度時，就需要額外接受更

多技術及專業的訓練(莊靜宜，2002)。通

常受過專業訓練後並通過考試測驗，便

可得到一份證明文件，稱為「專業證

照」。它是一份證照擁有者證明其具備某

領 域 基 本 知 識 及 專 業 水 平 的 文 件

(Sprinthall and Reiman, 1996; 曾文政 , 

2002;呂宇倫, 2005)，也是一種對於專業

能力與技能的認可(黃金益, 1998; 康龍

魁, 1993; 彭幸璇, 2003)，而且證照有助

於塑造個人的生涯規劃，甚至影響到人

生之抉擇，可謂重要至極(曹文瑜等人, 

2007)。 

企業通常無法從面試短短的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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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準確判斷出專業能力的高低差異，因

此擁有證照與否便成為踏進公司的關鍵

(彭幸璇, 2003)。 

由此可知，證照對於剛畢業將要邁入職

場的職場新鮮人有著極重要的影響，證

照推廣的成功與否也成為學校推廣單位

及教育訓練中心所聚焦的重要議題。探

討參與證照考試行為意向的影響因素，

並提出相關證照推動建議，是值得進行

的研究方向。 

3.4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 

許多學者對人格特質給予不同的定

義，Guilford(1959)將人格特質定義為個

體與個體之間相異且持久的一種特別性

質，Kassarjian (1971)表示人格特質是個

體對外在刺激的一致性反應，而李美枝

(1985)對人格特質定義為人格特質是人

與人之間不同的心靈屬性如情感、想

法，它是一項持久的行為。綜觀而言人

格特質屬於隱性的心理層面屬性，如思

想模式、情感、面對事情的處理方式等，

並可與它人做區隔的特質。 

一般而言，人格特質理論依照觀點

差異可區分為五類。 (1)心理分析論

(Psychoanalytic Theory)：主張人格會受到

孩提時代的環境及其幼時經歷的影響；(2)

學習論(Learning Theory)：強調人格是經

由學習、模仿後形成的；(3)類型論(Type 

Theory)：強調人格特質的分類；(4)特質

論(Trait Theory)：採取連續向度區分人格

特質，它注重個體與團體之間的共同特

質；(5)自我論(Self Theory)：重視自我觀

念與自我實現。其中特質論在人格特質

理論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為

其理論有助於了解個體差異與影響人格

發展的因素。 

Galton(1884)主張可用人格特徵描述個

體，Allport 和 Odbert(1936)依循 Galton

的構想，從字典挑出 17935 個可描述個

體特質與個體行為的詞彙。後由 Cattell

把Allport和Odbert所提出的詞彙做整理

後刪減至 171 個，且將這 171 個詞彙制

作成 16 因素人格特質問卷(16PF)，Fiske

使用因素分析萃取出五個人格特質因

素，成為五因素模型(Big Five)的基礎模

型(Cattell，1943)。五因素模型中最廣為

接受的便是 Costa&McCrae(1992)所發展

出的 Five Factor Model(FFM)，各個特質

構面及高低分群之特徵如表 1 所示: 

 

表表表表 1、、、、大五人格特質高低分群的特徵大五人格特質高低分群的特徵大五人格特質高低分群的特徵大五人格特質高低分群的特徵 

高分者特質 特質構面 低分者特徵 

煩惱、緊張、情緒化、不

安全、不準確、憂鬱 

親和性(Agreeableness):個體與其它

個體互動情況，友善與富攻擊性、

防備的程度。 

平靜、放鬆、不易情緒化、

果敢，安全、自我陶醉 

好社交、主動、健談、樂

群、樂觀、好玩樂、重感

情 

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 

指個體對追求的目標專心和集中的

程度。若其對目標不夠專心或不夠

集中則容易失敗。 

謹慎、冷靜、無精打采、冷

淡、厭於做事、退讓、沉默

好奇、興趣廣泛、有創造

力、有創新性、富於想像、

非傳統的 

外向性(Extraversion):指個體與其它

群體的接觸程度，依照其接觸的程

度去分辯其外向的程度。 

習俗化、務實、興趣少、無

藝術性、非分析性 

心腸軟、脾氣好、信任人、

助人，寬宏大量、易輕信、

直率 

情緒穩定性(Neuroticism): 

指個體接受外在刺激的程度。 

憤世嫉俗、粗魯、多疑、不

合作、報復心強、殘忍、易

怒、喜好操縱別人 

有條理、可靠、勤奮、自

律、準時、細心、整潔、

有抱負、有毅力 

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個

體對新奇的事物甚至環境的接受能

力。 

無目標、不可靠、懶惰、粗

心、鬆懈、不檢點、意志弱、

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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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1992)發展出以形容詞來衡量

五大人格特質的 Big Five Makers 量表，

他分為單極量表以及雙極量表，單極量

表利用 100 個形容詞來判斷人格特質，

而雙極量表內有 35道題目來衡量人格特

質。也有學者指出，由於 Big Five Makers

的單極量表題數過多，造成填答者的作

答意願低落，雙極性量表的題目間相關

性過高(Block, 1995；Mackinnon et al., 

1996)。Saucier (1994)在 Big Five 的五個

構面中使用因素分析萃取出負荷量最高

的八個形容詞，整合成總題項為四十題

且 信 度 與 效 度 皆 在 一 定 水 準 下 的

Mini-Marker 量 表 。 Mooradian 與

Nezlek(1996)同時測量 Big Five Makers

以及 Mini-Marker 量表發現兩個量表的

結果是類似的，故本研究為了節省填答

時間、增加受測者填寫問卷的意願以及

避 免 題 目 相 關 性 過 高 ， 因 此 採 用

Mini-Marker的特質量表用以衡量人格特

質之量表。 

 

圖圖圖圖 1、、、、研究模式研究模式研究模式研究模式一一一一 

4.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4.1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影響學生參加

專業認證考試的關鍵因素。本研究以

Ajzen(1985)所提出之「TPB」做為理論基

礎，探討行為信念、行為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等因素對於參與證照

考試的行為意向的影響。但是，過去在

許多 TPB 之相關研究中皆著重於單一構

面的探討，對於構面形成無法提供更高

的解釋能力，所得到的結果也是較無意

義的(葉旭榮，1997)，若把單一構面分解

成多構面的型態，將可以增加構面的解

釋能力(Burnkrant and Page, 1988; Davis 

et al., 1989; Grube et al.,1986; Shimp and 

Kavas, 1984)。本研究為了更深入的了解

各信念之間與意向的關係，依據 TPB 的

理論結構，建立態度信念結構、規範信

念結構、控制信念結構與行為意向結構

等構面形成本研究第一個模式(圖 1)。最

後，再加入人格特質構面以探討人格特

質對行為意圖及行為績效之關係以及行

為意圖對考照績效的影響性，形成模式

二(圖二)。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 

4.2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TPB理論、人格特質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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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實證研究等文獻，建立之研究假

設如下 : 

� 假設一(H1) :學生取得證照的「行為

信念」會影響取得證照的「態度」。 

� 假設二(H2) :學生取得證照的「結果

評價」會影響取得證照的「態度」。 

� 假設三(H3) :學生周遭群體對於取

得證照的「信念規範」會影響學生

對於取得證照的「主觀規範」。 

� 假設四(H4) :學生自身對於取得證

照的「依從動機」會影響學生對於

取得證照的「主觀規範」。 

� 假設五(H5) :學生對於取得證照的

「控制信念」會影響學生對於取得

證照的「知覺行為控制」。 

� 假設六(H6) :學生對於取得證照的

「控制力量」會影響學生對於取得

證照的「知覺行為控制」。 

� 假設七(H7) :學生對於取得證照的

「態度」會影響學生參與證照考試

的「行為意向」。 

� 假設八(H8) :學生對於取得證照的

「主觀規範」會影響學生參與證照

考試的「行為意向」。 

� 假設九(H9) :學生對於取得證照的

「知覺行為控制」會影響學生參與

證照考試的「行為意向」。 

� 假設十(H10) :學生的人格特質會影

響學生參與證照考試的「行為意

向」。 

� 假設十一(H11) : 學生的人格特質

會影響學生最終的「考照績效」。 

� 假設十二(H12) : 學生參與證照考

試的「行為意向」會影響學生最終

的「考照績效」。 

4.3 研究變項以及操作研究變項以及操作研究變項以及操作研究變項以及操作型定義型定義型定義型定義 

許多學者認為TPB是一個較為完整

的行為意向模式，並且用其作為模型建

構之理論基礎，特別是在探討內在心理

因素與行為意向之相關實證研究。因

此，本研究採用TPB 做為理論基礎，藉

以用來提出一套能適用於證照推廣之理

論模型，探討影響取得證照意向之關鍵

因素。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

及參考資料來源經排列整理後，彙整成

表2。 

4.4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做為測量之工具並根

據本研究之研究變項發展量表。本研究

係以Ajezn(2006)對TPB問卷設計所提出

之方法為問卷設計之準則以及林能白、

丘宏昌(1999)所翻釋的Mini-Marker人格

特質量表，再依據本研究之主題方向加

以修改。如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所

述，本研究的問卷共分為十一部份，計

有「態度」、「行為信念」、「結果評

價」、「主觀規範」、「規範信念」、

「依從動機」、「知覺行為控制」、「控

制力量」、「控制信念」、「行為意向」

以及「人格特質」，計分方式採用李克

特七點尺度，從一分表示「非常不同意」

至七分「非常同意」。 

 

表表表表 2、、、、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操作型定義操作型定義操作型定義 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行為信念 
取得證照行為者自身對於是否能取得證照
的正、反向的信念。 

結果評價 
取得證照行為者自身對於擁有證照的正、反
向的評價。 

態度 
測量取得證照行為者對於取得證照正、反向
的結果。態度為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之乘積

 
 
 
 
Ajzen(1985,1987,1988,2002) 
 
Ajzen & Madde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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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信念 
 

取得證照行為者周遭群體如家人或者是同
儕對行為者欲考取的證照所持看法。 

依從動機 
取得證照行為者受周遭群體如家人或者是
同儕的影響程度。 

主觀規範 
測量取得證照行為者對於周遭群體的規範
程度。 

控制信念 
取得證照行為者本身對取得證照行為所需
的資源、機會、能力等的認知。 

控制力量 
取得證照所需的資源、機會、能力等資源對
取得證照行為者的影響程度。 

知覺行為控制 
測量取得證照行為者對取得證照在行為上
的控制程度，如資源不足是否會往它處尋找
其它資源、能力不足是否會加強自身能力。

行為意向 
學生在未來想參與證照考試的動力以及可
能程度。 

 
Ajzen & Timko(1982) 
 
Fishbein & Ajzen(1975) 
 
Godin(1994) 
 
Notani(1998)  
 
Vroom(1964) 
 

人格特質 

學生個體與生俱來的特質，本研究人格特質
變數係根據 Saucier 所提出的人格特質量表
(Mini-Marker)，Mini-Marker 係以五大人格
為基礎，內含四十組變數，本研究採用林能
白、丘宏昌(1999)翻釋 Mini-Marker 形容
詞，經整理後列於表 3。 

Goldberg(1992);Costa & 
McCrae (1992);Saucier 
(1994) ;Block (1995); 
Mackinnon et al.(1996); 
Mooradian, Nezlek(1996); 
林能白、丘宏昌(1999); 
余雅屏(2003); 
劉興郁、林盈伶(2006); 
李建儒(2008); 
池進通、李鴻文(2008) 

4.5研究對象及資料蒐集研究對象及資料蒐集研究對象及資料蒐集研究對象及資料蒐集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北部某大學修習

ERP 專業認證課程的學生共 130 位。採用

問卷調查法，藉由發放問卷的方式來蒐集

所需要的資訊，進而探討影響其參與證照

考試行為意向的原因。問卷總計發出 130

份問卷，回收 124 份，扣除漏答以及無效

問卷後，合計有效問卷 109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83.85%。 

5.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5.1問卷量表品質檢測問卷量表品質檢測問卷量表品質檢測問卷量表品質檢測 

本研究所取得之樣本數僅有 109 份，

無法使用 LISREL或AMOS軟體工具來驗

證整體模型的適合度。相較於其它結構方

程模式 SEM 的分析方法，部份最小平方

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提供了較為寬

鬆的限制，樣本數只需要大於 100 或超過

研究模式中自變項的 10 倍即可進行分析

(Barclay el al., 1995; Gefen et al., 2000)。因

此，本研究採用 PLS 方法來進行本研究模

型之結構模式分析。PLS 在分析及估計步

驟上分兩階段，首先是對研究模型的各個

構念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以確認其具備

信度與效度之後，再進行徑路關係以及模

型解釋力的估算及檢定。 

本研究資料分析工具為 Visual PLS 

1.04b 電腦軟體，利用 PLS 進行測量模型

之信度與效度驗證後，再使用 PLS 進行結

構方程式分析，檢測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

中，各構面間影響關係之研究假說是否成

立。而模式二由於行為績效是以最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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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考試成績做為績效的評估，因此最後

的三個假設，H10，H11，H12，本研究使

用變異數分析去驗證其顯著與否。 

5.2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 

PLS 在信度衡量上，包括問項信度、

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及

Cronbach α等指標。問項信度之測量方式

由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的大小來做

檢驗，因素負荷量達至 0.5 以上就代表該

問項具有個別的信度(Fornell and Larcker, 

1981)。CR 及 Cronbach α之門檻值皆為

0.7，若兩者指標皆達至 0.7 則表示構面具

備 內 部 一 致 性 且 擁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Chin,1999; Gilford, 1954)。 

在效度的衡量上，需依靠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及 區 別 效 度

(Discriminate Validity)兩個指標來做判

斷。收斂效度是使用因素負荷量以及平均

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來檢驗量表是否具備收斂效度，AVE

之門檻值為 0.5。區別效度主要是檢定測量

變項對不同構念的鑑別程度。潛在構念變

數的 AVE 平方根大於自身與其它潛在構

念變數的相關係數時，便具備區別效度。 

圖 4 可以看到本研究各題項之因素負

荷量皆在 0.5 以上，從圖 3 可看到所有構

面之 Cronbach α及 CR 值均達至 0.7 水

準，圖 5 中的人格特質構面之信度亦達水

準，顯示本研究之問卷題目具備高信度及

內部一致性，且所有潛在構念變數的 AVE

平方根皆大於其它構念的相關係數，表示

本研究整體問卷量表具備足夠的區別效

度。 

 

 

圖圖圖圖 3、、、、本研究構面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構面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構面之信效度分析本研究構面之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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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人格特質構面之信度分析人格特質構面之信度分析人格特質構面之信度分析人格特質構面之信度分析

圖圖圖圖 4、、、、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  

5.3研究假說檢定研究假說檢定研究假說檢定研究假說檢定 

本研究在完成測量模型中的信度及效

度檢驗後，接著開始進行徑路關係以及模

型解釋力的估算及檢定。 

由於PLS不支援統計顯著性檢定和路

徑係數信賴區間的估計，因此本研究採用

Bollen and Stine (1992)的建議，使用

Bootstrap(1000 samples)方法來估計係數

的顯著性，並利用 T-value 做為假說顯著

與否的檢定方式。此外，PLS 並未提供配

似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的估

計，主要是藉由路徑係數(path coefficients)

以及 R
2來做為判斷模型好壞的主要指標。 

本研究模型和各構面間關係的路徑係

數如圖 6 所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

為控制等三個潛在變項解釋參與證照考試

行為意向的能力(R²)為 51.6%，顯示本研究

有不錯的模型解釋力。態度與主觀規範之

R²亦各別達到 0.661 及 0.596，知覺行為控

制 R²則有 0.312。在徑路關係上，除依從

動機→主觀規範、主觀規範→意向呈現不

顯著外，其餘路徑皆達顯著水準(α<0.05)。 

根據研究假設檢定結果顯示(圖 7)，參

與證照考試「行為意向」的強烈程度受到

「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呈正向影響;

「態度」則受「行為信念」及「結果評價」

具有正向影響; 「主觀規範」僅受到「規

範信念」正向影響，但與「依從動機」呈

負向關係; 「知覺行為控制」受到「控制

力量」及「控制信念」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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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本研究之模型及本研究之模型及本研究之模型及本研究之模型及 PLS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圖圖圖圖 7、、、、本研究之模型及本研究之模型及本研究之模型及本研究之模型及 PLS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接下來，在驗證模式二之假設時，由

於行為意圖原為名目尺度，因此要先將之

轉為量化尺度再使用多變量分析方式做分

析，而最終的績效為 ERP 證照考試的成

績，也就是依變數(Y)為量化尺度，因此本

研究採用變異數分析的方法分別來為三個

假設 H10、H11、H12 做驗證，在此本研

究將意圖以及各人格特質分為高、低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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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行為意圖行為意圖行為意圖行為意圖」」」」對考照績效對考照績效對考照績效對考照績效之之之之敘敘敘敘述性述性述性述性統統統統

計計計計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意圖高 69.672 10.804 意 

圖 意圖低 66.062 13.279 

 

表表表表 4、、、、「「「「行為意圖行為意圖行為意圖行為意圖」」」」對考照績效對考照績效對考照績效對考照績效之之之之 Levene

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F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分子分子分子分子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度度度度 

分母分母分母分母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度度度度 

P-value 

行為

意圖 

2.873 1 107 0.93 

表 6 為「人格特質」對「行為意向」

之敘述性統計資料，且從表 7 之 Levene

檢定可以看到各變數之顯著性皆大於

0.05，均未達顯著水準，即兩母體之變異

數無顯著差異。由表 8 可以看到五種人格

對於行為意向之 P-value 為皆大於 0.05，

意為本研究假設十之人格特質各構面對行

為意圖之檢定結果為不支持。 

表 9 為「人格特質」對「考照績效」

之敘述性統計資料，且從表 10 之 Levene

檢定可以看到各變數之顯著性皆大於

0.05，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母體之變

異數無顯著差異。由表 11 可以看到五種人

格對於行為績效之 P-value 為皆大於

0.05，意為本研究假設十一之人格特質差

異對行為意圖之影響為不顯著。 

 

表表表表 5、、、、「「「「行為意圖行為意圖行為意圖行為意圖」」」」對對對對「「「「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績效績效績效績效」」」」之顯著之顯著之顯著之顯著

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F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P-value 

意圖->行為績效 2.331 .130 

 

 

表表表表 6、、、、「「「「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對對對對「「「「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意意意意向向向向」」」」 

之敘述性統計之敘述性統計之敘述性統計之敘述性統計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外向高 34.454 5.542 

外向低 33.846 6.101 

親和高 34.320 5.700 

親和低 33.875 6.057 

謹慎高 34.207 5.952 

謹慎低 33.982 5.829 

神經高 34.277 5.760 

神經低 33.909 6.010 

開放高 34.581 5.737 

 

 

 

人 

格 

特 

質 

開放低 33.772 5.966 

 

表表表表 7、、、、「「「「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各構各構各構各構 面面面面對對對對「「「「行為意向行為意向行為意向行為意向」」」」

之之之之 Levene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F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分 子分 子分 子分 子

自 由自 由自 由自 由

度度度度 

分 母分 母分 母分 母

自 由自 由自 由自 由

度度度度 

顯 著顯 著顯 著顯 著

性性性性 

外向 0.394 1 107 0.532 

親和 0.015 1 107 0.902 

謹慎 1.311 1 107 0.255 

神經 1.447 1 107 0.232 

開放 0.035 1 107 0.852 

 

表表表表 8、、、、「「「「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對對對對「「「「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意圖意圖意圖意圖」」」」之之之之顯顯顯顯著著著著

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F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顯 著 性顯 著 性顯 著 性顯 著 性

(P-value) 

外向外向外向外向->意圖意圖意圖意圖 0.281 0.597 

親和親和親和親和->意圖意圖意圖意圖 0.156 0.694 

謹慎謹慎謹慎謹慎->意圖意圖意圖意圖 0.04 0.842 

神經神經神經神經->意圖意圖意圖意圖 0.107 0.744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意圖意圖意圖意圖 0.493 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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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對對對對「「「「考照績效考照績效考照績效考照績效」」」」 

之敘述性統計之敘述性統計之敘述性統計之敘述性統計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外向高 69.523 11.500 

外向低 67.108 12.856 

親和高 67.302 13.300 

親和低 68.821 11.407 

謹慎高 68.981 13.018 

謹慎低 67.232 11.695 

神經高 68.500 12.290 

神經低 67.673 12.468 

開放高 68.907 11.433 

 

 

 

人 

格 

特 

質 

開放低 67.546 12.938 

 

表表表表 10、、、、「「「「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對對對對「「「「考照績效考照績效考照績效考照績效」」」」

之之之之 Levene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F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分 子分 子分 子分 子

自 由自 由自 由自 由

分 母分 母分 母分 母

自 由自 由自 由自 由

顯 著顯 著顯 著顯 著

性性性性 

度度度度 度度度度 

外向 0.506 1 107 0.479 

親和 1.146 1 107 0.287 

謹慎 0.922 1 107 0.339 

神經 0.94 1 107 0.759 

開放 0.408 1 107 0.524 

表表表表 11、、、、「「「「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對對對對「「「「考照績效考照績效考照績效考照績效」」」」之顯之顯之顯之顯

著檢定著檢定著檢定著檢定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F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顯 著 性顯 著 性顯 著 性顯 著 性

(P-value) 

外向外向外向外向->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1.007 0.318 

親和親和親和親和->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0.411 0.523 

謹慎謹慎謹慎謹慎->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0.546 0.462 

神經神經神經神經->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0.122 0.728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0.315 0.576 

 

表 3 為「行為意圖」對考照績效之敘

述性統計，且從表 4 之 Levene 檢定可以看

到其顯著性>0.05，未達顯著水準，即兩母

體之變異數無顯著差異。再者從表 5 可以

看到假設十二之行為意圖對考照績效之 P

值為.130>0.05，表示不具有顯著水準。 

6.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6.1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理

論，提出一個模型來瞭解學生信念態度、

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相關變數對於

參與證照考試行為意向之影響。 

經由結構方程模式的建立及實證後，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 

(1) 「態度」同時會受到「行為信念」及

「結果評價」所影響。本研究認為發

生的原因可能為當學生在專業證照的

學習中感到愉快、獲得成就感，而且

認同該張證照對他是有助益的、有價

值性存在，能讓他在未來的就業上提

供優勢時，那麼學生對於參加專業證

照認證這件行為的態度自然就會越積

極、正向。由於證照的有用性對其日

後的生涯規劃定位具有正向評價

(Davis, 1986)，因此，擔任證照課程的

授課老師，可於課堂中闡述與強調ERP

證照的價值，並於課堂中建構愉快與

正向鼓勵的學習環境。 

(2) 「主觀規範」僅受到「規範信念」影

響，並不會受到「依從動機」顯著影

響，本研究認為會發生此情形，可能

是因為現今的社會風氣較以往過去自

由許多，學生也較為獨立自主，因此

自我意識比較強烈，但是仍舊會參考

親人及同儕朋友的建議與看法，以瞭

解證照對於他日後就業或繼續升學的

重要性。由於每位學生的大學修業計

畫與未來生涯規劃不盡相同，未來從

事的行業可能會影響到其報考證照的

意願(陳秀華, 2007)，而部分同學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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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僅是為了畢業學分來修課，所以周

遭群體對證照考試的支持，並不會反

映在學生的主觀規範上，導致依從動

機並沒有顯著性相關。 

(3) 「控制信念」與「控制力量」對「知

覺行為控制」呈現正向關係。學生若

對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如足夠的時間、

金錢、先備知識)不夠了解，或者資源

不足的時候會不會由它處去取得所缺

乏的資源，像是相關專業知識的先備

知識不足時，是否會抽空加強自己知

識不足的地方。當學生對自己越了

解，懂的要補足自己所欠缺之處，自

然其知覺行為控制就越強。此研究結

果與Ajzen(1985, 2002)所提出的結果

相符。 

(4) 參與證照考試的「行為意向」會受到

考取證照「態度」的影響。由於「態

度」是指個人對人、事、物所持有的

一種持續並且一致的行為傾向（徐達

光, 2003；Solomon, 2004），帶領著人

的想法並影響其感覺及行為（Hoyer 

and MacInnis, 2007）。舉例而言，若人

們對某事物有著濃烈的喜愛或者該件

事物對他有很大的幫助，極具有價

值，自然會有非常強烈的意向想去獲

得它，就如同證照課程中的同學是因

為本身對於ERP有興趣，那麼學生對於

ERP證照取得的意向高於其它僅是為

了畢業學分而來修此門課的同學，與

Ajzen(1985)所提出的結果相符。 

(5) 針對「主觀規範」不會影響參與證照

考試的「行為意向」。在本研究中，主

觀規範不會影響證照考試的「行為意

向」原因可能是證照已成為未來就業

競爭的元素之一，而且大學生都已成

年獨立，大學學習的環境也越來越自

由化，因此學生較容易擁有自己的想

法，促使自我意識抬頭，對於周遭群

體的言論接受程度相對降低，不容易

受到群體氛圍影響。Godin(1993)與

Blue(1995)在研究中也指出主觀規範

相對於態度與認知行為控制對意圖的

影響力是不足的，因為考證照並非強

制性的，學生受到周遭群體給予考取

證照的建議或規範的影響並不大，導

致主觀規範無法影響學生的取得證照

意向。 

(6) 參與證照考試的「行為意向」受到「知

覺行為控制」極為顯著的影響，這與

Ajzen(1985)提出的理念不謀而合，他

認為當行為者所擁有的認知行為控制

與欲執行的行為非常接近時，認知行

為控制就可能會直接影響行為。同

理，由於學生付出許多的時間、體力

及資源在準備證照所應具備的資源

上，自然會認為自身擁有足夠之資源

可以應付隨後的證照考試，便會對自

身產生信心及會盡一切努力去試圖參

加證照考試以取得證照為主要目的。 

(7) 「人格特質」不會影響參與證照考試

的「行為意向」。此假設不成立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行為意向的強烈與否主

要還是操控在自身對這件行為的正反

面看法，若學生認為考取證照對其是

有益的，行為意向才會有差異，所以

人格特質差異並不會影響「行為意

向」。 

(8) 針對「人格特質」不會影響「考照績

效」。本研究認為由於考照績效應該還

會被其它未列入的干擾變數所影響，

例如可能是被臨時的緊急事件所影響

到，而該事件的重要性遠比考取證照

來的重要，而導致學生的重心放在緊

急事件上，而使得考照績效產生不佳

的結果。仰或是認證考試題目的困難

度提高，雖然學生的人格特質是極積

進取的，亦無法順利取得證照。 

(9) 針對最後一項假設，「行為意向」未影

響參與證照考試的「考照績效」的原

因，本研究推斷可能是類似第(8)點所

述，儘管意向非常強烈，但若臨時遇

到比證照更為重要的事情要處理時。

就會轉而進行該件學生認為重要的事

情。 

6.2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 
研究結果顯示在影響學生參與ERP證

照考試的行為意的因素中，態度及知覺行

為控制皆會影響學生之參與證照考試行為

意向，特別是知覺行為控制對參與證照考

試的行為意向具有較重要的影響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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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其次是態度(α<0.05)。因此，本

研究建議推廣單位在實施證照課程設計

時，首先需考量到學校是否有足夠之資源

可供學生使用。例如:取得證照費用上的補

助，減輕學生在取得證照時所負擔之經濟

壓力，以及加強其知識不足之處，如在課

餘時間實施課後輔導，以補足所欠缺之先

備知識或專業知識，藉以提升其知覺行為

的控制能力與建立取得證照之信心。 

最後，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建立學生

對於該證照之正向態度，使其在證照課程

中能擁有愉快的經驗和培養其對於該證照

相關專業知識之興趣及喜好。以上兩點建

議皆能有效提升學生在專業證照課程中參

與證照考試的行為意向。 

6.3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主要是依循

Fishbein and Ajzen學者所提出之「計劃行

為理論」以人格特格等相關文獻所建立，

且根據理論提出研究假說。在資料分析及

研究數據之解釋上皆符合研究的精神與標

準。但是研究過程中仍然有一些限制，茲

說明如下： 

(1)由於受到時間及人力等成本因素之限

制，因此本研究取得之問卷數量僅有

109 份，可能導致研究模型不足以完整

解釋證照意向之影響因素。 

(2)本研究證照標竿是以 ERP 專業證照為

例，因此若將本研究模型應用至其它不

同領域之證照推廣上可能會有差異性

存在。 

(3)本研究資料獲得的方式以問卷調查為

主要的方式，研究結果可能會因作答者

所認定的標準不同，而影響到本研究得

出不客觀之結論。 

(4)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主要是以學生為

主，在模型推廣上可能會因學生特質的

差異性，而無法將本研究之結果推論至

其它身分別上。 

6.4 未來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後續研究者可以朝下列兩點建

議接續進行研究 : 

(1) 後續之研究者也許可以針對導致本研

究模型「主觀規範」→「行為意向」或

者「人格特質」→「行為意向」、「人

格特質」→「考照績效」呈現不顯著路

徑關係的主要成因進行深入探討。 

(2) 由於本研究現僅針對單一學校之修習

ERP 課學生進行問卷蒐集，因此後續

研究者未來可以進行跨校、跨區域之問

卷蒐集，進行分析比較，以確認本模型

之穩定性。 

6.5 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劃所提出的二個研究模式，在模

式一發現，態度及知覺行為控制皆會影響

學生參與證照考試中的行為意向，而雖然

模式二中的人格特質差異對「行為意向」

及「考照績效」並無顯著影響，這是非常

值得耐人尋味的結果，值得後續研究者持

續深入進行探討的研究議題。 

6.6 研究發表研究發表研究發表研究發表 
本計畫相關成果已發表於2011年國

際ERP 學術及實務研討會，目前將針對研

究成果持續修改，並將論文再投稿至期刊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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