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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二OO二年中國大陸與台灣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國內大型企業勢必陸續擴大投資規模，而台商派駐在

大陸的幹部，除了母公司台籍幹部之外，亦將配置本土籍幹部。因此，面對大環境的改變，如何能夠經由母公司一連串的

優勢管理條件，並針對現階段台籍幹部外派期間的生涯規劃、人格特質、薪酬獎勵的條件，才能提高外派幹部繼續留任大

陸的意願，為當前業界所應關切的重要課題之一，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探討台籍幹部留任大陸的相關因素，以及生

涯規劃、人格特質、獎勵與留任意願的相互影響關係。 本研究經由問卷了解目前台灣企業母公司對外派大陸子公司台籍幹

部留任的情況，希望藉由研究結果提供作為台商人力資源管理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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