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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專業經理人在1840後確立其歷史地位後，到現在一直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對於國內專業經理人的概念仍相當模糊，

另一方面，在Berle and Means提出控制權與所有權經營分離的觀念之後，一直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所討論，因此本篇論文即

以國內紡織業、高科技產業之專業經理人與企業控制型態為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 在專業經理人之人

口特質部分，企業經理人的年齡大多集中在41－60歲的年齡層中，在性別方面，則是以男性居多，學歷以大學為主。另外

，研究結果也顯示： 一、專業經理人的學歷，在不同的產業間有顯著的差異。 二、專業經理人的年齡，在不同的產業間

有顯著的差異。 三、紡織業專業經理人的年資，在不同的員工數間有顯著的差異。 在控制權的部分，家族仍然掌握我國

紡織上市公司的董監事會，這與學者Chandler所說的當企業規模逐漸擴大，將會朝向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發展有所出入，

因此筆者在此認為台灣的紡織上市公司只能說是擺盪在「家族資本主義」與「管理者資本主義」之間，而家族成員為了延

續對企業的控制除了用「家族成員專業化」的方式外，還透過「企業成員的家族化」，來擴大自身的格局，進而達到控制

的目的。 關鍵字：控制權、人口特質、專業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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