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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 由於在近年來，國內經濟投資環境日益惡化，許多企業在經營上的獲利能力已大不如前，企業為求永續生存之發展，

紛紛將經營重心轉移至彼岸的中國大陸地區。而當這些台商們為求能降低台灣派遣人員的高人事成本，幹部本土化政策已

成為台商在經營管理上的努力方向，但是受限於大陸籍管理幹部與職工的思考邏輯、職業觀、價值觀、生活習慣與文化上

的差異，使得台商在培訓大陸職工的工作上出現了種種的困擾與問題。而當這些因為培訓所產生的經營管理問題，若無適

時調整與解決，也勢必會對於台商在企業的整體營運上形成傷害。 在以往的台商經營管理研究文獻當中，多數是以台商經

營者的觀點來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少有以職工的角度來了解問題形成的因素究竟為何，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中國大陸

廈門經濟特區台資企業中的大陸籍管理幹部與職工為主，並輔以數位台商經營管理者等，做為研究之樣本。本研究以質性

研究之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為基礎，採用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兩種資料收集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工作，並輔以紮根理論研究

方法中之開放性譯碼原則來進行分析資料之工作，藉以洞察在中國大陸台資企業當中的大陸籍管理幹部與職工在接受企業

培訓時，個人有哪些培訓上的需求動機因素，以及在培訓過程中，會發生哪些問題因素而影響企業培訓的成效。 本研究經

資料分析結果，發展出培訓問題的後理論架構，並發現了許多培訓問題的新構念以及新概念，研究發現，大陸籍管理幹部

與職工在接受台資企業的培訓時，有著因「組織一般環境因素」、「個人因素」、「組織培訓環境因素」以及「環境因素

」所形成的培訓問題，每個因素都會使得員工在接受培訓時產生困擾與障礙，使得企業的培訓成效受到影響；另一方面，

本研究也歸類出員工有五種不同的培訓需求動機，分別為：「日常工作技能的需求動機」、「與工作技能有間接關係的培

訓需求動機」、「在工作技能之外的培訓需求動機」、「為滿足生涯規劃所需的培訓需求」以及「為達溝通需求所產生的

培訓需求」等五項，希望藉由本研究的發現，來瞭解目前任職於台資企業的大陸籍管理幹部與職工具有何種的培訓上的需

求，以提供台資企業經營管理者在擬訂員工培訓制度與計劃時之參考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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