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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連鎖便利商店經營成功與否，關鍵在於加盟制度與加盟總部管理協調能力，在此連鎖體系中主理人與代理者之間合作關係

的建立與維持，進而增進雙方之競爭優勢，已逐漸受到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重視。在既競爭又合作的環境下，┌合作┘是取

得競爭優勢的必要手段，並有助於整體通路的控制與管理。 本研究架構主要從組織間合作關係與統治策略，探討連鎖加盟

体系中，加盟總部與加盟者合作、互動關係，以及適當的控制機制，合作性溝通與建設性衝突化解方式，對連鎖通路組織

整體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討論的產業為3C連鎖業、連鎖葯局與便利商店，其對象均為引進國外最大連鎖同業優良經

營管理制度，而在國內經營很成功之業者。 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以次級資料研究為主，在行銷通路研究文獻之基礎上，

經由產業間比較，尋找不同產業經營上之差異，理論架構之適用性及組織控制關係對營運績效之影響，並提出策略性涵意

供業界參考，所得結論、策略涵意與建議如次: 一、 研究結論： (一) 加盟總部組織控制策略受到公司整體策略之影響。 (

二) 加盟總部組織控制策略受到加盟總部權力及加盟者抗衡力之影響。 (三) 通路權力受到控制機制、合作性溝通、衝突化

解方式三者之影響。 (四) 組織績效受到控制策略及通路權力之影響。 二、策略涵意與建議： (一) 當加盟總部權力愈大時，

加盟者之抗衡力相對減弱，而連鎖體系之整體績效（連鎖力）亦愈大，反之，當加盟總部權力減弱時，加盟者抗衡力相對

增強，連鎖體系之整體績效（連鎖力）亦將隨之減弱。 (二) 連鎖體系為維持或提昇連鎖通路整體績效（連鎖力），端賴不

斷增進加盟總部支援加盟者之能力，以提昇其權力，並且藉由強化加盟總部參與式控制策略、合作性之溝通模式、及共同

參與建設性之衝突化解方式機制建立，達到提昇通路整體績效（連鎖力）之目的。 (三) 加盟總部參與式之控制策略、合作

性之溝通模式及共同參與建設性之衝突化解方式，是建立連鎖加盟體系彼此間之默契與信任，進而培養出信任感，降低投

機主義之不二法門；最終務期達到加盟者專注於本身經營本務，加盟總部致力於經營策略、競爭優勢，與連鎖領導地位之

本務工作，經由專業分工、通力合作，必能共創雙贏。 關鍵字：統治策略、權力、抗衡力、連鎖力、組織控制、通路績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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