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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溝通是組織成員達成共識的基礎；因此，溝通的研究有助於提昇組織的效率。但歷來針對大陸台商的研究是多是進行管理

模式、人力資源、勞資關係的探討，並未針對台派人員與大陸員工間溝通互動關係作探討。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

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以台資企業中的大陸幹部與職工之觀點為主，來探討與台派人員彼此間的溝通互動情況為何；以及

大陸幹部對於台資企業的組織滿意為何？進而從訪談記錄彙整了解就訪談台資企業中，大陸幹部在公司職位大多數擔任中

低管理階層為主，他們自認在台資企業內擔任承上轉下的中介角色。而在職業流動方面到台資企業工作趨向保留性上昇，

主要是自認為有經濟的改善而趨於上昇，但並沒有社會地位的提昇。 溝通互動方面，多數大陸幹部表示與台派人員的溝通

互動並不良好，主要的因素為台派人員對於大陸幹部有歧視與偏見、不信任問題以及與台派人員彼此間並沒有互動等三個

因素。而大陸職工表示與台派人員方面並沒有溝通互動。大陸職工與大陸幹部之間則認為彼此溝通互動為良好，原因是大

陸幹部會主動關心職工；在關係上為平等。 組織滿意方面，研究中顯示多數大陸幹部對組織滿意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個人

改變的呈現：較積極主動、肯學習許多事、有責任心、培養務實觀念、並對傳統國營企業批評等五類；二是對公司內教育

訓練的認同，呈現出大陸幹部重視組織未來發展性與在企業之內部學習。 多數大陸幹部對組織的不滿意方面以同樣有不同

的兩種類型表示：一是管理制度方面呈現有四個型式：（1）工資問題，對於與台派人員同工不同酬之不滿；（2）升遷管

道不良之不滿；（3）工作壓力太大之不滿；（4）工作規則不合理之不滿。二是福利制度方面，因為是公司制度不完善所

造成之不滿。研究中顯示大陸幹部對於組織的滿意與不滿意兩方面之認知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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