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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楊國樞等人 (1989) 展出個人傳統性－遵從權威與個人 現代性─平 權開放為個人權力特性之量表，探討

大陸員工之個人傳統 性與現代性之傾向及引用Kumarand Beyehein (1991)發展之Measure of Ingratiatory Behaviors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簡稱MIBOS量表) 從事有關大陸員工行使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四種常用方法 傾向。最後

並分析不同權力特性傾向的員工，所使用之四種方法有無顯著 性的差異和不同背景因素：例如不同性別、職位行使印象管

理方法有何不 同，研究調查對象以大陸東南沿海29家台商為取樣對象。調查方式以問卷 調查親自訪問每一家台商幹部或

經營者配合抽調員工，現場發給問卷作答 ，並即時進行回收攜回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問卷經統計分析後 得到下列各項

結論，供作大陸台商管理上以及後續研究者繼續探討此領域 之參考。茲將結論簡述如下： 一.大陸員工之個人權力特性有

傾向現代 性平權開放特性。 二. 大陸員工年齡背景因素與兩個個人權力特性之構 面有顯著差異，而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及

職位三項背景因素則分別與平權 開放結構有顯著差異。 三. 遵從權威構面之員工，較常使用之印象管理 方法分別為強調他

人(Other-Enhancement)、自我強調(Self- Enhancement)及施以恩惠(Favors Render)等三種。而平權開放構面之員 工，較常使

用印象管理方法分別為自我強調(Self-Enhancement)及施以恩 惠(Favors Render)等兩種。 四.經研究發現在員工背景因素中性

別及職 位對印象管理方法行使上皆呈顯著性影響。並且男性與女性在使用印象管 理方法上有順序的差異。職位上則工人

及班長以上幹部在使用印象管理方 法上亦有不同，職位越高越常使用印象管理。 總之，國內探討有 關本研究方面主題很

少。本研究探討大陸員工此方面的問題除了希望對大 陸員工之行為有初步了解外，並期望未來研究者能更深入了解探討不

同區 域別；甚至於針對台灣與大陸員工做比較，研究了解印象管理在中國人不 同區域有其更深入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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