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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運用系統思考探討個案公司在各階段變革過程運作之狀況，並透過多元資料蒐集，了解其所形成之動

態性複雜的系統，並透過個階段變革活動分析，了解對個案公司所產生之影響，以提供個案公司後續發展之策略性建議。 

本研究首先進行相關文獻搜集及探討，並透過個案公司資料蒐集、員工訪談、實地觀察作為研究資料取得之方式，並運用

系統思考方式進行各階段策略運用結果之分析，及運作結果系統運作之了解。 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雖為小型公司，但亦深

受系統運作影響，因此運用分析結果進行下列建議： (一) 建立技術手冊增進技術累積進度。 (二) 運用問題解決記錄累積管

理問題解決能力並建立制度化管理模式。 (三) 加強轉型計畫說明降低員工對未來的不安定感。

關鍵詞 : 組織變革、轉型、系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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