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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增加競爭力與達成組織目標，企業必須清除妨礙組織競爭力成長的內部障礙，才能使企業達成願景的實現和企業使命

的發展，其中勞資和諧是主要因素，而組織溝通正是勞資和諧的重要關鍵因素，對勞資之間關係的契合與發展有莫大的影

響力。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一、探討企業之組織溝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二、了解受訪之台、美、日企

業在組織溝通時，溝通過程進行的流程與組織溝通的傾向。三、以受訪台、美、日企業來初步探究台灣地區台、美、日企

業之勞資關係是否具有特別類型。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一、外資雖然有在地化的傾向，但彼此間仍具有差異性。二、台

、美、日企業之國家文化因素，易影響組織文化、管理制度與個人對溝通的認知，進而影響組織溝通過程的進行。三、受

訪之美資企業在溝通上有偏向個人主義的傾向，日資企業偏向集團主義的傾向，而台資有關係主義的傾向。四、企業內個

人因素對組織溝通模式的影響，以個人對組織溝通的認知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五、受訪之台、日企業對組織溝通問題的處

理皆偏向面對面溝通。美資企業則偏向E-mail溝通，當溝通出現嚴重問題時亦採取面對面溝通。六、勞資關係類型方面，

受訪之台資企業的勞資關係偏向人際關係型；日資企業的勞資關係偏向集體協商型；美資企業的勞資關係則是偏向權利義

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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