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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外許多研究對於家族企業接班人傳承或接班過程論述，多著重於大型集團式家族性企業為研究對象，甚少以中小型

家族企業對於接班人的培訓與傳承過程有所著墨，本研究認為中小型企業是台灣經濟結構主體的基礎，大型企業體的草創

初期也是由中小企業開始發展，若能深入了解探究中小型企業的傳承過程，對於未來企業的創新發展會有所助益。 本研究

主要探討我國中小型家族企業第二代接班人的傳承與接班人的管理才能對於企業創新發展的議題。藉由文獻蒐集與三個個

案進行深度訪談等方式達成研究目的，對於接班人在承續家業之後，不僅應該有效的建立權力核心與企業組織網絡關係，

來穩定企業組織內、外的運作。 根據訪談後資料針對「經營模式經驗傳承」、「領導管理才能」、「生產技術才能」等三

個分析構面，來說明中小型家族企業接班人在成為領導人後，為了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要如何帶領組織再創新，建立屬

於自己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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