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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高科技產業中，無論從產業的規模、技術的層次、人才的素質、國際化的競爭程度，半導體產業扮演著絕對關鍵的角

色，新政府宣示要將台灣建設成「綠色矽島」，有鑑於此，本篇論文即以國內上市（櫃）半導體公司之董監事連結與控制

型態為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 一、半導體公司發展過程中，董監事持股比例，隨著時間的演進傾向於

下降。 二、半導體公司上市後，董監事會關係網絡的密度，有降低的趨勢但不顯著。 三、半導體公司上市後，董事長與

親屬關係連結降低，朋友關係之連結上升，相對的上司/下屬與法人關係之連結增加。 四、半導體公司上市後，董監事會

關係網絡的中心性將上升。 五、半導體公司上市後，董監事會的規模傾向於上升。 本研究之結論認為，儘管半導體公司

董監事組成結構越趨非家族化、成員越趨專業化，但對於公司董監事會的控制卻更形緊密，在台灣半導體公司中，專業經

理人儘管充斥半導體公司經營階層，並且擁有相當穩定的經營權，實因其經營權是建構在董事長擁有多數控制或完全控制

的董監事會上。換言之，台灣半導體公司並非如Chandler所言：「經營權、所有權的分離」，而是董事長藉由控制董監事

會中的多數董監席次，讓經營權與所有權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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