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單相關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上表可知在和諧式熱情、正向情緒、主觀幸福感、社群投入程度以及人際關係品質間

都擁有高度的正相關。

結果

和諧式熱情的中介效果

透過迴歸分析進行中介效果檢驗的結果顯示，主觀幸福感對於人際關係品質以及社群

投入程度的影響，在控制和諧式熱情之後會由顯著變成不顯著。故和諧式熱情中介主觀

幸福感與人際關係品質，此外和諧式熱情也中介主觀幸福感與社群投入程度之間的效

果。

開放原始碼社群成員的幸福感對活動參與的影
響

—和諧式熱情的中介效果

主觀幸福感
人際關係

品質

β = .34** β = .51＊＊

β = .16

和諧式熱情

主觀幸福感
社群

投入程度

β = .34** β = .66＊＊

β = .04

和諧式熱情

「熱情」代表個體對於一個活動的參與擁有強烈興趣，當人們對於工作之外的活動有熱

情時，會面對工作跟興趣之間的衝突。過去研究顯示，影響個體選擇工作或興趣的重要

因素為—熱情的類型，擁有「和諧式熱情」的人，在面臨自己必須要執行的事跟自己想要

做的事兩者互相衝突時，能夠專心投入於自己必須做的事並且選擇放棄想做的事，因此

具有較好調適能力。本研究以台灣開放原始碼社群成員為主要研究對象，開放原始碼軟

體的維護乃是志工們基於個人興趣投入時間進行開發，開放原始碼運動的主要目的為

藉由參與開發，共同建造出一個適合自己的軟體；其獨特性在於日常生活中社群成員擁

有自己必須完成的工作，投入開放原始碼運動參與需要耗費工作外的時間以及精力，個

體需要調配自己本身擁有的資源取得兩者間的平衡。本研究測量開放原始碼社群成員

的各項心理狀態，藉由觀察和諧式熱情及主觀幸福感兩者對於社群參與投入程度以及

人際關係品質的影響。

研究背景與目的

假設一：和諧式熱情會中介主觀幸福感與人際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

1-1    主觀幸福感與人際關係品質具有高相關。

1-2    主觀幸福感與和諧式熱情高相關。

1-3    主觀幸福感對人際關係品質的影響效果在控制和諧式熱情之後會從顯著變到不顯

著。

假設二：和諧式熱情會中介主觀幸福感與社群投入程度之間的關係。

2-1    主觀幸福感與社群投入程度具有高相關。

2-2    主觀幸福感與和諧式熱情高相關。

2-3    主觀幸福感對社群投入程度的影響效果在控制和諧式熱情之後會從顯著變到不顯

著。

研究假設

受試者

研究對象為台灣開放原始碼社群成員總計102位，排除無效問卷兩人，合計回收100份

有效問卷。

量表

熱情量表 (Passion Scale; Vallerand et al., 2003) 總共17題，用來測量和諧式熱情以及

強迫式熱情以及個體活動參與時熱情的狀態，本研究針對開放原始碼社群的特殊性，

增加和開放原始碼運動有關的形容，以貼近本研究受試者現實狀況；和諧式熱情的題

目例如：「我在 Open Source 活動當中所發現的新事物讓我更喜愛這個活動。」強迫型

熱情的題目例如：「 Open Source 活動太令人興奮，使我有時會失去對這項活動的控

制力。」。

正負向情感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Watson、Clark & 

Tellegen, 1988)：本量表目的在測量受試者的情感幸福感。題目總計20題，分別為20個

不同形容情緒向度的詞彙，請受試者評估過去一週的情緒狀態，然後填上同意的程度，

中文化後擁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 .88)。此外，主觀幸福感的指

標是藉由此量表正負向情感分數相減而來（ Bradburn, 1969 ）。

人際關係品質量表 (Qu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cale; Senécal et al,.1992)：

原始量表擁有良好的信效度 (Cronbach’s α =.91)，並且對於不同對象進行總共4題的

人際關係品質測量，請受試者針對開放原始碼社群成員進行人際關係品質評估。

社群投入程度 測量題目總共三題，包括：「我花很多時間在 Open Source 活動。」

、「 Open Source 活動對我而言很重要。」以及「參與社群對你而言重要的程度」進行五

點量表的評估。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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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認為熱情的種類不同會帶來不同的結果，且發現和諧式熱情會透過正向情緒

對人際關係品質產生影響。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主觀幸福感程度越高時雖會伴隨著

較好的人際關係品質與社群投入程度，但實際上主觀幸福感的程度是透過提升和諧式

熱情才進一步促成個體在社群活動中的投入程度跟擁有較佳的人際關係品質。這顯示

開放原始碼社群成員在社群活動中若能擁有有較佳的幸福感，則較能對社群活動抱持

著和諧式的熱情，並進而在社群中有較佳的適應。

討論

和諧式
熱情

主觀幸福感 正向情緒
社群

投入程度
人際關係

品質

和諧式熱情

主觀幸福感 .34**

正向情緒 .29** .57**

社群
投入程度

.66** .26** .23*

人際關係
品質

.51** .31** .32**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